
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

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４

＊ 邹志强

［ 内容提要 ］ 中 东地 区是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 重 灾

区
，
但土耳其作 为 中 东地 区 大国 ， 却走 出 了

一条相对

温和 的伊斯 兰 主义发展道路 。 在伊斯 兰复兴进程 中
，

伊斯兰极端主义始 终未能在 土耳其产 生重 大影响 。 当

代土耳其 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以 溫和 的现代伊斯 兰主义

形态为主流 ， 主要 包括社会伊斯兰运动 与 政治伊斯兰

运动 两种思 潮及模式 ； 另
一

方 面
，
土耳其 的伊斯兰 极

端主义则 与 政治 、 社会与 经济转型相互 交 织 ，
经 历 了

蛰伏 、
活跃和异变等不 同 阶段 ， 有 着 自 身 的发展特点 。

在溫和伊斯兰主 义 的 主流 背 景 下 ，
土耳其伊斯 兰极端

主义的发展受到诸 多 因 素 影响 ， 包括 国 内 世俗与 宗教

＊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

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

（ １６ＺＤＡ０９６ ） 的阶段性成

果
，
并受到上海市哲社规划

一

般项 目
“ ‘

一带一路
’

背景下 中 国与伊斯兰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及合作 机 制 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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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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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的张 力 、 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 、 国 际形 势 与 土耳

其外交政策的 变化等等 。 对于
“

如何把握世俗化 与伊

斯兰主义关 系
” “

在社会经济转型 中规范伊斯兰主义 的

发展
” “

为伊斯 兰主义力 量 留 出 多 大发展 空 间
”

等 问

题
，
土耳其的 经验教训和治理 实践值得借鉴 。

［ 关键词 ］ 土耳其 伊斯兰复兴 伊斯 兰主义 伊

斯兰极端主义

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 ， 伊斯兰复兴是 中东地区最突出的社会政

治现象之一 。

“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斯兰教而不是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 ， 它体现 了对现代性

的接受和对西方文化的摒弃 ，
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

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 。

” ？
然而

，
当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

后 ， 伊斯兰极端主义也 日益蔓延 。 就本质而言 ， 宗教极端主义

对宗教信仰及其思想文化予 以极端 、 片面和有害的曲解
，
是具

有显著政治性和暴力性的意识形态 。

？ 作为观念形态的宗教极端

主义 ，
必定显现为极端的政治行为 。

？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更广泛

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的一部分 ，
虽然偏离主流 ，

却凭借其显性

存在和 日益突出 的影响力而备受关注 。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宣扬
“

真主主权论
”

，
企图以宗教神权代替国家主权。 为实现政治 目

标 ， 他们随意解释和颁行伊斯兰教法
，
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并大

①［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著 ． 、 周琪译 ： 《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
北京 ： 新华

出版社
，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１ １０
－

１ １ １ 页 。

② 吴云贵 ：

“

当代宗教极端 主义简论
”

，

载 《世界宗教研 究 》
，

２０ １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页 。

２０２

③ 金宜久 ：

“

宗教极端主义 的基本特征
”

，
载 《中国宗教 》 ， ２００ ４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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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鼓吹
“

圣战
”

。
？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国家治理

和国 际秩序的冲击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 ，
如何开展有效治理也

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

作为发源地
，
中东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猖獗的地区 ，

既产

生 了影响重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 、 运动和代表人物 ，
也诞

生 了
“

基地
” “

伊斯兰 国
”

等极端恐怖组织 。 历史上 ， 中东地

区大国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发端较早 。 但是 ， 得益于相对

彻底的世俗化改革与长期坚守的世俗化道路 ，
土耳其的伊斯兰

运动
一直以较温和 的方式逐步复兴 ，

极端色彩较少 。 虽然在伊

斯兰复兴运动 、 中东地区格局变动等外在 因素的影响下 ，

一些

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不时 冒 出
，
但影响力始终有限 。 在当代中

东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下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

义的发展 、 演变及其治理实践值得人们深人研究 。

－

、 土 碎 其的伊 斯 董 １ 兴 与 潘 和

伊斯 ｆ 至 义的 至 泫地传

奥斯曼帝 国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地区 ， 在一系列针对拜 占庭

帝 国的
“

圣战
”

中迅猛崛起 。 与其他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 民族

一样
，
奥斯曼人对伊斯兰教相 当虔诚 ，

对
“

圣战
”

使命亦很执

着 。 此后 ，
不断扩张 的帝国疆域和哈里发的头衔进

一步强化了

奥斯曼帝 国领导人对伊斯兰教及伊斯兰世界所怀有的使命感 。

他们 自 视为伊斯兰世界和全体穆斯林 的代言人和守护者 。 宗教

的炽热情感和帝国 的辉煌历史构成了伊斯兰主义思潮的重要心

① 吴云 贵 ：

“

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
”

， 载 《世界宗教文化＞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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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础 。 进入近代以来 ， 奥斯曼帝国 日 薄西山
，
终至摇摇欲坠 ，

内外危机 四伏 。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 内外政策表现出 明显的伊斯

兰化倾向 ，
苏丹更加强调 自 身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和哈里发的

地位
，
从而维持合法性和号召力 。

“

泛伊斯兰主义
”

和
“

泛突

厥主义
”

（简称
“

双泛
”

） 思潮
一度受到奧斯曼帝国领导人的青

睐而被广泛利用 ，
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思想开始兴起 、 传播 。 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奥斯曼帝 国还曾 利用
“

圣战
”

思想号召伊

斯兰世界打击敌对国家 ，
甚至派出外交使团前往中亚等地进行

宗教动员 。 同时 ，
于帝国末期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一度极为

重视推行泛突厥主义政策 。

？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 中的战败和解体

使这一实践遭到失败
，
但也为以后的伊斯兰复兴乃至极端主义

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 ， 凯末尔领导实行了彻底 的世

俗化改革 。 在政教分离 的同时 ， 他将宗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

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
解散了伊斯兰法院和宗教基

金部 ， 取消 了宗教学校和大学内的经学院 ， 同时颁布世俗化的

宪法 、 民法和刑法 ， 运用强力手段将宗教势力排除出 国家政治

生活和公众活动 。 通过改革 ， 土耳其政府基本消除了伊斯兰教

和乌里玛 （宗教学者 ） 群体的原有地位和影响力 。 在凯末尔时

代 ，
土耳其共和国确立的世俗化道路

，
即 为国家控制宗教

，
甚

至试图重塑一个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教 。 尽管如此
，
土耳其的伊

斯兰主义思潮依然在悄悄发展 ： 建国后形成的
“

努尔库运动
”

引领了社会伊斯兰主义思潮 ，
而穆斯林兄弟会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逐步掀起 了政治伊斯兰运动 。 然而
，
在世俗化改革和威权

体制的双重掣肘下 ，
伊斯兰主义思潮和政治伊斯兰运动均处于

① 昝涛 ：

“

奥斯曼 、 伊斯兰还是土耳其 ？

”

，
载＜ 西亚非洲 ＞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３０

２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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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发展状态 ， 社会政治影响十分有限 。 例如 ， 温和伊斯兰 主

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

“

努尔库运动
”

的开创者赛义德 ？ 努尔西

（
ＳａｉｄＮｕｒｓｉ

） 就被判过刑 ，
且受过长期监禁 。

在 ２０世纪后半期 ，
伊斯兰复兴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潮流 ，

同

时也是当代土耳其的重要时代特征 。

？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有着

深刻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历史背景 。 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和经

济现代化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力 ，
伊斯兰价

值观逐步得到民众 、 政党乃至军方的广泛认同 。

？ 经济结构的变

化伴随着 中心与边缘 、 沿海与 内地 、 精英与草根之间 的分化
，

促使基层民众认同并渴望伊斯兰教 。 民主化提供 了宽松的政治

氛围 ，
现代化和经济结构变化使得 中下层民众的影响力上升 ，

于是
，
对伊斯兰教的虔信 、 对西化的不满和对 民主的诉求均为

伊斯兰主义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主党执政后 ， 官方放松了对宗教团体 、 宗教学

校的控制 ，
伊斯兰势力开始复苏

，
苏菲主义教团重新活跃起来 。

例如 ， 蒂简尼亚 （
Ｔｉ

ｊ
ａｎｉ ｙａ ） 教团 曾多次破坏凯末尔的雕像 ， 努

尔库运动的发展也进人 了 鼎盛时期 。 随着宗教教育的新发展 ，

一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 他们的崛起也进一步推动 了

伊斯兰教的政治化 。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
土耳其国 内意识形

态出现明显的极端化现象 ，
左右翼政治之间的激烈争斗催生 了

一系列极端恐怖组织 。 在土耳其政治中 ，
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

①昝涛 ：

“

延续与变迁 ： 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
”

，
载 （西亚非洲 ＞

，

２０ １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５ 页 。

② 刘云 ：

“

从救国党到繁荣党 ： 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 的变迁
”

，
载 《西亚非洲 ＞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３ 页 。

③ 冯班班 ：

“

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改革
”

，
栽＜新疆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６ 期
，
第 ６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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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

义的分化开始变得泾渭分明 ， 斗争 日 趋激烈 。

？
７０ 年代后期

，

土耳其发生了 由各种左翼 、 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团体发动

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 。
１ ９７６
—

１ ９８０ 年间 ， 有 ５０００ 多人在数百起

恐怖事件中丧生 。

② 在此背景下 ， 社会伊斯兰运动和政治伊斯兰

运动都得到极大发展 。 居伦运动 、 民族秩序党 、 救 国党 、 繁荣

党 （福利党 ） 等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及政党纷纷涌

现
， 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勃然兴起的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包括土耳

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 伊斯兰复兴运动重新确

认 、 全面肯定伊斯兰教在现代 国家社会建构 中 的指导作用
，
主

张伊斯兰国家应当走独立 自 主的
“

伊斯兰发展道路
”

，
鼓吹宗教

思想政治化 、 宗教组织政党化 、 国家体制伊斯兰化 。 在政治伊

斯兰主义 的推动下
， 伊斯兰教成为一种以宗教传统为依托的政

治意识形态 。 在该时期 ，
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也得到复兴 ， 其

社会基础 由安纳托利亚的乡村地区逐步向城市下层和中 产阶级

扩张 。 军方及世俗主义势力与伊斯兰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博

弈更加激烈和 凸显 。 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得益于多党制的

确立 、 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
，
以及冷战背景下的土耳其一伊斯兰

综合体 。

③ 但激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在土耳其并没有太大市场 ，

也遭到 了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的抵制和政府的严厉打击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飞跃式发

展 。 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 的正义与发展党 （ Ｊｕｓｔｉｃ ｅ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
－

①刘云 ：

“

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 的发展
”

， 载 《 宁夏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

第 ６６ 页 。

②ＳａｂｒｉＳａ
ｙ
ａｒ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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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ｔ ｉｖｅ Ａ －

ｎａ ｌ
ｙ
８

ｉ
８

，

Ｍ

Ｔｅｒｒｏ ｒ
ｉ
ｓｍａｎｄ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ｖｏｌ
．
２２

，ｎｏ ． ２（
２０ １０ ）  ，ｐ

． １９８ ．

③ 刘义
：

“

伊斯兰教 、 民族国家与世俗 主义
一土耳其的意识形态 与政治文化

”

， 载

《世界宗教文化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３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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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 ｒｉｔＰａｒｔｙ ， 简称正发党 ） 自 ２００２ 年大选后长期垄断执政地位 ，

获得了空前广泛的社会支持 ， 成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典型

代表 。 在正发党的领导下 ，
土耳其经过多次修宪和与军方的斗

争 ， 世俗主义势力被严重削弱 。 正发党不仅摆脱了 随时可能被

颠覆和镇压的命运 ， 而且取得了对军方和世俗势力 的绝对优势 。

但是
，
在打击世俗化的同时 ，

正发党依然坚持世俗国家的宪政

框架
，
务实推进国家治理和发展 ， 将伊斯兰教与世俗 民主巧妙

地结合起来 ， 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伊斯兰 民 主模式
——

“

土耳其

模式
”

， 由此成为中东 国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效仿榜样 。 以温和

伊斯兰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机结合为特色的
“

土 耳其模式
”

一度成为土耳其人的国际
“

名片
”

， 受到西方国家热捧 。
土耳其

被奉为
“

伊斯兰世界的 民主样板
”

，
极大地提升了软实力及其在

地区与全球事务中 的重要性 。
？

人们唯有结合土耳其主流的伊斯兰 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

背景
，
才能深入认识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及

特点 。 有学者认为 ， 当代土耳其存在三种不同版本的政治伊斯

兰 ：

一是凯末尔主义为适应土耳其现代化 、 世俗化国家构建而

改造的伊斯兰教 ；
二是在保守宗教氛 围 中 崛起 的传统政治伊斯

兰和现代政治伊斯兰
；
三是 以

“

土耳其真主党
”

为代表的伊斯

兰极端主义 。

？
总体来看 ，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和组织

以温和形态为主流 ， 主要包括社会伊斯兰运动与政治伊斯兰运

动两种思潮 、 组织及发展模式 。 虽然在伊斯兰复兴的大背景下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不断发展演变 ， 并产生了一些极端

①邹志强 ：

“

经济失速背景下的
‘

土耳其模式
’

危机与土欧关系
”

，
载 《欧 洲研究 ＞

，

２０ １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３ 页

。

②Ｒａｉ ｎｅｒＨｅ ｒｍａｎｎ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ｌＩｓｌ ａｍ ｉｎＳｅｃｕｌａｒＴｕｒｋ ｅ
ｙ ，

”

／ｓ／ａｍａｒｕｆ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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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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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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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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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美国社会

主义组织 ，
但这些组织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 影响力 十分有限 。

土耳其的社会伊斯兰运动 以努尔库运动和居伦运动？为代

表 。 赛义德 ？ 努尔西长期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启蒙和宣传运动 ，

通过著书立说宣扬伊斯兰原则 ， 其中包括影响颇大的 《光 明信

札》 （也称 《光明集 》 ） 。 他所倡导的宗教文化和教育启蒙运动

影响力不断扩大 ，
迅捷有效地吸引 了大量追随者 ， 被称为

“

努

尔库运动
”

（又称
“

光明道路运动
”

） 。
１ ９２５ 年

，
库尔德人起义

发生之后
，
土耳其政府 以宣扬极端伊斯兰思想 、 开展非法宗教

活动为 由禁止
“

努尔库运动
”

活动 ， 努尔西本人也长期遭流放

和囚禁 。 土耳其实行多党制后
，

“

努尔库运动
”

获得了新的发

展
，
追随者数量在 Ｉ ９６０年达到 ２００ 万人

，
成为土耳其最主流的

伊斯兰宗教文化复兴运动 。
Ｉ ９６０ 年 ，

土耳其军人干政导致民主

党下台 ，

“

努尔库运动
”

再次受到打压并陷人低潮 。 努尔西赞成

自 由 民主
，
提倡科学理性 ， 倡导宗教宽容 ， 反对政党政治 。

？ 他

不介人政治
，
更不以组党建政为 目标 。 努尔西也将 《古兰经 》

作为思想指导 ， 接受苏菲主义思想 ， 倡导泛伊斯兰主义 。 他宣

称
，
自 己致力于提供能够解决所有 日 常生活和伦理道德问题的

知识 ， 还认为 ， 国家是宗教的保护者 ， 应以 《古兰经 》 为 国家

宪法 ， 由乌里玛群体治理国家 。

？

Ｉ ９６０ 年努尔西去世后 ，
努尔库运动 因 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

为多个派别
，
其中

，
费图拉 ？ 居伦 （

Ｆｅｔｈｕｌ ｌａｈ ＧＷｅｎ
，
又译为法

①也被酾译为
“

葛兰运动
”

。
学界对居伦运动是否属 于社会伊斯兰运动存在不同 看

法 。 该运动 既没有成立政党组织 ，
也没有公开参与土耳其政治活 动 ， 但 由于事实上深度介

入土耳其国内政治
，
并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有 过深度合作和激烈博弈 ，

因而表现 出很强

的政治色彩 。 由此可见 ，
居伦运动兼有社会伊斯兰运动与政治伊斯兰运动 的双重特征 。

② 敏敬 ：

“

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
”

， 载 《西亚非洲 》 ，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２ 
－

４４ 页 。

③ＦｅｒｏｚＡｈｍａｄ
，

“

Ｐ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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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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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图拉 ？ 葛兰 ） 领导的新努尔库运动 （ 后被广泛称为
“

葛兰运

动
”

或
“

居伦运动
”

） 影响最大 。 费 图拉 ？ 居伦主张温和的伊

斯兰教
，
反对任何形式的抵抗和现有秩序的暴力

，
也倡导建立

强大的国家和土耳其伊斯兰 。

？ 在他看来 ，
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

应进入除政党政治之外 的所有社会空 间 ， 让伊斯兰融入到社会

生活之中 ； 更加重视科学知识 ， 主张伊斯兰与科学 、 民主兼容
，

提倡宗教宽容和信仰对话 。 通过发起夏令营和
“

阳光之家
”

，
居

伦运动打造出 了
“

黄金一代
”

， 并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
继而

在全球广泛兴建数百所居伦学校。 通过发展现代科学和文化教

育 、 培养高端人才和支持者
，
继而涉人媒体和经济领域 ， 居伦

运动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该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库运动 ，

并加以创新
，
由此成为一个思想温和 、 体系完整 、 组织有序 、

实力雄厚 、 国际化程度较髙的非政府组织 。

？ 居伦运动具有土耳

其民族主义的鲜明 内涵
，
提出

“

土耳其伊斯兰教
”

的特殊性 ，

重视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 。 虽然居伦运动明 确反对国际恐怖主

义
， 却支持泛突厥主义 。 通过开办国际学校 ， 宣传泛突厥族群

观念 ， 居伦希望建立一个伦理至上 、 科学竞争的突厥世界。

？
因

其社会活动特点
， 居伦运动被认为是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 ，

也

被视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 。 居伦本人成为 当代土耳其著名 的伊

斯兰思想家 ，
曾被西方媒体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

子 。 同时 ， 居伦运动虽然不直接参与政党政治 ，
但由 于其不断

①Ｒａｉ ｎｅ 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


“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ｉ ｎＳｅｃｕｌａｒＴｕｒｋｅ
ｙ ，

”

／ｊ／ａｍａｒｕｉ

ｔｉｏｒｕ
，ｖｏ

Ｌ１ ４
，
ｎｏ．３ （ ２００３

） ，ｐ
． ２７０．

② 杨恕 、 张玉艳 ：

“

努尔库运动与葛兰运动关系辨析
”

， 载 （新疆社会科学 》 ，
２０ １ ４ 年

第 １ 期 ， 第 ８０ 页 。

③ＢｅｎｉｎＫ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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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美国社会

介入政治活动
，
并一度与正义与发展党关系密切 ，

因而获得了

超乎寻常 的政治影响 力
，
甚至被称为土耳其政府 的

“

平行机

构 。

”

不过 ， 这也成为二者后来走向决裂的根本原因 。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 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 ，
居伦运动被指为幕后推手

，

遭到土耳其政府的强势打压。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快速崛

起
，
主要表现为一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立和壮大 。 以纳杰梅

丁
？ 埃尔 巴坎 （

Ｎｅｃｍｅｔｔ 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
） 为代表的

“

民族观念
”

运

动 （ Ｍｉｌｌ ｉ ＧＳｒＵ Ｈａｒｅｋｅｔｉ
） 先后建立 了一系 列 的伊斯 兰政党 。

？

１９７〇 年和 １９７２ 年
，
民族秩序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Ｐａｒｔｙ ） 、 救国党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ａｌｖａｔ ｉｏｎＰａｒｔｙ ）

？ 先后成立 。 在 １ ９７３ 年全国大选 中 ，

救 国党获得 １ １ ．８％ 的选票
，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参与组阁 ， 同

时成为 当代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开端 。 作为 民族观念运动

的缔造者和伊斯兰主义政党领导人 ， 埃尔 巴坎在 ７０ 年代就曾三

次担任土耳其政府副总理 。 救国党强调公正 、 民 主和多元 ， 要

求复兴伊斯兰教 ， 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色彩 。 虽然遭到

世俗势力 的不断打压并遭解散 ， 但政治伊斯兰运动依然不断发

展壮大 。
１ ９８３ 年 ，

脱胎于救 国党 的繁荣党 （
Ｗ ｅｌｆａｒｅＰａｒｔｙ ） 成

立
，
逐步获得大量支持 。 图尔古特 ？

厄扎尔 （
Ｔｕｒ

ｇ
ｕｔＯ ｚａｌ

） 担

任总理期 间 ， 试图将 民族主义 、 保守主义 、 自 由主义和伊斯兰

主义等意识形态有机融合在一起
，
但受到多种复杂原因的影响 ，

其领导的祖国党 （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Ｐａｒｔｙ ） 逐渐走向衰落 ，

而繁荣党

①刘义 ：

“

土耳其的政治危机 ： 政治伊斯兰与 民粹主义
”

， 载 《文化纵横＞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１ ４ 页 。

② 也被翻译为
“

民族拯救党
”

或
“

民族救赎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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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则在 ９０ 年代初期逐渐成为土耳其伊斯兰 力量 的 中心
，

？ 并在

１９９５ 年大选 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 。
１９９６ 年 ， 繁荣党成功组 阁 ，

埃尔 巴坎成为总理 。 伊斯兰主义政党首次成功执政 ， 成为 ２０ 世

纪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潮 。 然而
， 埃尔巴坎在 １９９７ 年被

军方发动的软政变推翻 ， 繁荣党被取缔 。 １９９ ８ 年
，
与之一脉相

承的美德党 （
ＶｉｒｔｕｅＰａｒｔｙ ） 成立

，
也被军方于 ２００ １ 年取缔 。

此后 ，
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埃尔多安等人组建 了正义与发展

党
，
并在 ２００２ 年大选中成功获胜

，
成为第一个在国会中 占据多

数议席的 、 带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执政党 。 正发党连续获得大

选胜利 ， 并在国内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持下 ， 贏得了 同土耳其

军方 、 世俗派力量的斗争胜利 。 该党不仅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

在国家治理方面还带领土耳其取得了不俗成绩 。 正发党虽然 因

其伊斯兰色彩和一些
“

回归伊斯兰
”

的改革措施而广受质疑 ，

但并未改变土耳其的世俗化属性 。 它吸取了 以往伊斯兰政党被

取缔的教训
，
与伊斯兰激进派别划清界限

，
谨慎地对待 自 身的

伊斯兰主义政党属性和诉求 ， 既利用宗教动员来支持民主选举
，

也坚持世俗主义原则 。 在正发党与埃尔多安治理下的 土耳其
，

伊斯兰色彩固然有所加强 ， 但依然维持着世俗 国家的底色 。 对

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 与 其说是正发党坚持宗教意识形 态

，

不如说是它对土 耳其社会的宗教 回 归 和宗教复兴诉求的必然

回应

大多数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是温和的现代主义者 。 他们接

受现代化
，
以伊斯兰的眼光审视土耳其的现代化 ， 试图在土耳

①参见郭长刚 ：

“

土耳其
‘

民族观念运动
’

与伊斯兰政党 的发展
”

， 载 《阿拉伯世界

研究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３ 页 。

② 邹志强 ：

“

土耳其经济治理 的危机与转型
”

，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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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立现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 ，
而不是回到古老的 以沙里亚法

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

？ 无论是以
“

居伦运动
”

为代表的

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 ，
还是以救 国党 、 繁荣党和正发党为代表

的政治伊斯兰 主义政党 ， 都表现出温和化、 现代化特征 。 这些

运动和政党虽带有鲜明 的宗教色彩 ， 但并不主张在土耳其恢复

伊斯兰教法统治 ， 也没有秉持和采取极端或激进伊斯兰主义的

意识形态和行动 ，
而是主张开放包容 、 现代化和民主 自 由

，
更

为务实地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 ， 以教育 、 科技或经

济上的政策和行动来吸引 国 内 民众的支持 。 当代土耳其的多数

伊斯兰主义者确实接受 了 自 由 民主 ，
虽然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非

常实用主义的方式 。

？ 例如 ， 繁荣党提倡 ，
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

将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相结合 ， 既不搞全盘西化 ，
也不搞政教

合一
，
同时又不抛弃伊斯兰文化传统

，
而是力 图解决传统与现

代之间的复杂矛盾 。
？ 正发党希望 自 己被视为一个克服传统政治

伊斯兰狭隘观念的现代保守政党 ， 甚至拒绝使用伊斯兰主义的

标签。 埃尔多安作为伊斯兰 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 ， 以现代主

义态度成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友好面孔
，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

兰也变得更为成熟 。

？

２ １２

①刘云 ：

“

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 的发展
”

， 第 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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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二 、 土 蛘 其 伊斯 董 极鍤 至 义的

崖屎 演 秃 啟极鏤

２０ 世纪前期 ，
土耳其 的伊斯兰主义发展受到世俗化改革的

全面压制
，
而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是 ２０ 世纪后期随着伊斯兰复

兴运动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产生的 ，
主要表现为极端伊

斯兰势力对伊斯兰教的工具化、 泛化和极端化解读及其实践 。

（
一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

在土耳其共和国前期
，
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主义形成了全

面压制 。 虽有部分伊斯兰主义运动得以形成
，
但影响力和极端

化程度均十分有限 。 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化改革遭到 了苏菲教团

等宗教传统势力的抵抗和反对 ， 苏菲教团甚至参与了１ ９２５ 年的

赛义德起义 。
？ 之后还有个别苏菲教团进行激烈抗争 ，

要求恢复

沙里亚法
，
制造极端事件 ， 如 １ ９３０ 年的

“

麦纳麦事件
”

。

？ 事发

后
，
土耳其政府随之正式取缔苏菲教团 。 虽然伊斯兰教的政治

和社会影响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
，
但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民

众的认同基础 ， 仍在秘密状态下发展 。

？这也成为后来土耳其伊

斯兰复兴和伊斯兰主义强势反弹的重要背景 。

①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 土耳其库尔徳人教长赛义德领导发 动起义 ，
反对土耳其政权不承认库

尔徳人为少数民族 、 取缔库尔徳民族语言等政策 ， 曾
一

度控制 了 大片 地区 ， 但很快被土耳

其政府镇压 。

② １９３０ 年 ， 纳格什班迪教团成员麦哈迈德率人在伊兹密尔的麦纳麦广场举行游行示

威
，
高呼恢复沙里亚法和哈里发 ， 并残 忍杀害 了３ 人

， 史称
“

麦纳麦事件
”

。

③ 李意 ：

“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
”

，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５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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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土耳其实行民主化改革后 ， 伴随着世俗主

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分化与对立
，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渐趋活跃 。

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开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 但在土耳其

并没有太大市场 ， 且遭到政府强力镇压 。
１ ９５３ 年成立于约旦的

“

伊斯兰解放党
”

（
Ｈ 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
也称

“

伊扎布特
”

） 自 １９６２

年起开始在土耳其活动 。 尽管该党建立了土耳其支部 ， 其领导

人却因
“

试图建立伊斯兰 国家
”

而被捕入狱 。
７０ 年代勃兴的伊

斯兰复兴运动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

尤其是伊斯兰主义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 、 宗教组织政党化 、 国

家体制伊斯兰化 ， 反对西方化、 世俗化 ， 对世俗主义 国家政权

的合法性造成严重冲击 。

？ 伊斯兰复兴运动催生出激进的政治伊

斯兰主义 ，
成为推动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乃至泛滥的重要根源 。

从 ７０ 年代起
，
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更趋活跃。 它们试图建立伊斯

兰政权以取代世俗民主政权 。 例如 ，
１９７８ 年 １ ２ 月

，
１ １ １ 名 阿拉

维派教徒在卡赫拉曼马拉什被杀害 。 受 １ 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示范效应和伊朗
“

输出革命
”

的影响 ，
土耳其的极端伊斯兰组

织跃跃欲试 ， 企图推翻现政权
，
以伊朗为样板建立伊斯兰国家 。

为 了达成 目标
， 这批极端分子实施了

一

些暴力恐怖活动 。 当 时
，

伊朗媒体
“

德黑兰之声
”

经常抨击凯末尔及其世俗主义国家理

念
，
霍梅尼本人和一些外交官也经常发表讲话

，
称土耳其政府

是非法的 。 土耳其政府据此认为
，
国 内 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得到

了伊朗的支持 。 面对国 内原教 旨主义 的升温势头和伊朗 的 口诛

笔伐 ，
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对国 内 的激进组织与派别进行坚决打

击
，
将一些激进分子逮捕 ， 另一方面则对伊朗的伊斯兰宣传攻

势不加理睬 。

① 吴云贵 ：

“

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
”

，
载 《世界宗教文化 》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

４ 页 。



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土耳其在 ８０ 年代开启 自 由化改革后 ，
伊斯兰极端主义更趋

活跃
， 并多次针对世俗知识分子 、 温和伊斯兰学者 、 教堂 、 记

者 、 美军士兵甚至他国外交官发动恐怖袭击 。 例如 ，

“

伊斯兰解

放党
”

在土耳其宣扬建立哈里发领导下的伊斯兰国家 ， 印制和

传播一本名为 《基于 〈古兰经 〉 和逊奈——伊斯兰宪法 》 的 出

版物
，
鼓吹所有伊斯兰国家在一位哈里发领导下成为 同一国家 。

１ ９８２ 年
，
土耳其警方逮捕 了２２ 名

“

伊斯兰解放党
”

成员 ，
其

中 １ ７ 人为约旦和 巴勒斯坦籍 ，

５ 人为土耳其人 。 经此打击 ， 该

组织在土耳其走向衰落 。
１ ９ ８ １ 年

，

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持枪

袭击了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教皇约翰
？ 保罗二世。

１９ ８４ 年出 现了

一个名为
“

真主党穆斯林
”

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 该组织支

持伊朗伊斯兰革命
，
并宣称

，
不仅要保护 国家和宗教 ， 更要保

护
“

安拉之路
”

。
１ ９ ８５ 年成立 的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

也是伊斯兰极端组织 的典型代表 ， 发动 了一系列针对酒吧 、 舞

厅 、 教堂 、 银行和犹太教团领导人的暴力袭击事件 ， 在 １ ９９２ 年

还利用汽车炸弹先后将两名记者炸死 ，
造成极为恶劣 的影响 。

该组织领导人萨里 ？ 米亚比扎卢撰写了
４０ 本宣扬极端思想的 书

籍
，
于 １ ９９８ 年被土耳其政府以

“

企图利用暴力颠覆国家秩序
”

罪逮捕 ， 但此后依旧活跃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一些在土耳其活动

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然试 图 以伊朗为样板 ， 建立一个实行伊斯

兰教法的 国家 。

？
１ ９９ １ 年 ，

“

伊斯兰圣战组织
”

因反对马德里中

东和谈而刺杀 了一名美军士兵 ，
刺伤埃及外交官 ，

并策划 了针

对约旦 、 伊拉克和约旦外交官的暗杀事件 。
１ ９９ ３ 年

，
负责调査

土耳其人权事务的穆木库在伊斯坦布尔死于汽车爆炸事件 。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在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

①Ｅ ｌ
ｙ
Ｋａｒｍｏ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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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从潜藏状态迈入活跃期 。

本土 自生和国际输人的极端恐怖组织威胁与 日 俱增 。

“

９？１ １

”

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战略态势 ，
也推

动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盛行 。 作 为中东与欧洲的 门

户 ， 土耳其对国际恐怖组织具有很大吸引力
，
遭遇到 日 益突 出

的外来恐怖主义威胁 。

？ 来 自 俄罗斯 、 阿富汗 、 黎巴嫩、 利 比亚

等国的极端分子劫机 、 绑架人质 、 被捕的消 息不断见诸报端 ，

部分事件与
“

基地
”

组织存在关联 。 而伊拉克战争爆发的 ２００３

年是土耳其国 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
一年 。 当年 １ １ 月 ，

位于伊

斯坦布尔的英国总领馆和汇丰银行 、 美国联合包裹公司大楼 、

犹太会堂等建筑遭遇 ４ 起汽车炸弹恐怖袭击 ， 共造成 ５７ 人死

亡
， 约 ７００ 人受伤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

和
“

基地
”

组织都宣称对上述恐怖袭击事件负 责 ， 而
“

真主党
”

也可能参

与其中 ，
被捕的部分嫌疑人曾在阿富汗受训 。 土耳其也发现不

少本 国激进分子在 巴基斯坦 、 埃及等国 的
“

圣战学校
”

学 习 ，

并跟随国际圣战组织在多 国作 战 。

？
２００６ 年

，

一名 天主教徒在

土耳其特拉布宗被枪杀 ？

，
２００７ 年 ，

土耳其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奥

尔罕 ？ 帕慕克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 ， 被迫流亡美 国 。 在土

耳其警方的强力 打压下
，
此后数年内

，
极端组织的活动相对平

息
，
恐怖袭击事件一度大幅减少 。

自
“

阿拉伯之春
”

爆发以来 ， 土耳其在叙利亚等中东热点

问题上屡屡出 现政策失误
，
遭遇恐怖袭击的威胁相应剧增 。 频

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凸显出 土耳其国 内严峻的安全挑战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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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再趋活跃。 土耳其一直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提供支持
，
成为其后方基地与物资来源

，
客观上纵容 了伊斯兰

极端主义在周边及国 内 的肆虐 。 美国发布 的 《 国别反恐报告 》

就明确指出
，
对于希望加入

“

伊斯兰 国
”

的外国志愿者和叙利

亚 、 伊拉克等地恐怖组织的外国成员而言 ，
土耳其已成为他们

的来源国和过境国 。

？ 在一段时期 内 ， 土耳其甚至成为国际
“

圣

战
”

分子流动的
“

高速公路
”

，
伊斯坦布尔则是全球伊斯兰主

义网络的中心 。

？
土耳其也因此遭到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和

“

伊

斯兰国
”

（
ＩＳＩＳ

） 等恐怖组织的不断渗透和严重威胁 。

２０ １ ５ 年是土耳其国 内极端恐怖袭击及其反恐政策发生转折

性变化的一年 。 不断升级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数百人死伤
，

其中大多与极端组织
“

伊斯兰国
”

有关 。 根据美国发布的 《 国

别反恐报告 》
，
当年土耳其共驱逐了来 自 ８５ 个国家的 ２３３ ７ 名外

国恐怖分子嫌疑人 。

③
２０ １ ６ 年 ，

“

伊斯兰 国
”

在土耳其发动了更

多大规模恐怖袭击 ，
造成上千人死伤 。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

尔洛夫甚至被极端分子公开枪杀 。 当年
，
土耳其拘留 了

３０８９ 名

与
“

伊斯兰 国
”

有联系的人
，
其中包括 １ ３８ １ 名外国人

，
最终逮

捕了其中的 １ ２０４ 人
， 包括 ６１ ８ 名外国人 。

？
２０ １７ 年以来 ，

土耳

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 。 据统计
，
在 ２０ １ ７

年 ， 仅伊斯坦布尔一地就逮捕了１４４７ 名与
“

伊斯兰 国
”

组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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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
７ ８ １

－

７９６．

③Ｕ ． Ｓ．Ｄｅ
ｐ
ａ 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Ｓ
ｔ
ａ ｔｅ

，

“

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Ｒｅ

ｐ
ｏｒｔｓ 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 ５

，

”

Ｊｕ ｎｅ２０ １６
，
ｈ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
ｏｖ／ ｊ／ ｃｔ／ｒｉａ／ｃｒｔ／２０ １５／２５７５ １６ ．ｈ

ｔ
ｍ．

④Ｕ ． Ｓ．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Ｓｔａｔｅ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２０ １６
，

”

Ｊ
ｕ

ｌｙ１９
，
２０ １ ７

，
ｈｔ

－

ｔｐ ｓ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

ｇ
ｏｖ／ｊ／ｃ ｔ／ｒｉａ／ｃｒ ｔ／２０ １ ６／２７２ ２３ １ ． ｈｔｍ．

２ １７



宗教与美国社会

关的嫌疑人 ， 最终阻止了多起恐袭事件。

① 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

的转变 ， 尤其是直接出 兵叙利亚北部
，
促使多股势力针对土耳

其连续发动恐怖袭击 。

“

伊斯兰国
”

等国际恐怖组织和库尔德分

离组织是这些袭击的主要策划者 。 国 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以及外

交政策的转变促使土耳其更加积极地参与 国际反恐行动 。 土耳

其逐步加大边境管控
，
并开展大规模反恐行动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

土耳其参加了由 美国召集的 中东国家反恐联盟组建会议 。 之后

不久
，
土耳其宣布对

“

伊斯兰 国
”

实施军事打击 。 随着近年来
“

伊斯兰国
”

趋于衰微 ， 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土耳其的威胁总

体上有所减弱 。

（
二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在土耳其 ，
温和伊斯兰 主义虽 为主流 ，

但也存在着
“

异

数
”

，
即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 。

２０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伊

斯兰极端主义派别和组织多是原生型极端主义组织 。 进人 ２ １ 世

纪后
，
土耳其国 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日 益受到 国际环境和全球

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的影响
，
外来输入型极端主义的影响 日益

凸显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
土耳其境内陆续出现 了一系列具有伊

斯兰极端主义色彩的组织 ， 主要包括 ：

“

伊斯兰圣战者组织
”

（
Ｉｓｌａｍ ｉｃＪ ｉｈａｄ

） 、

“

土耳其真主党
”

（
Ｔｕｒｋ ｉｓｈＨｉｚｂａｌ ｌａｈ

） 、

“

土耳

其伊斯兰解放军
”

（
Ｔｕｒｋ 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ｒｍ

ｙ ） 、

“

土耳其伊

斯兰解放阵线
”

（
Ｔｕｒｋｉｓｈ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ｎｔ

） 、

“

伊斯兰革命

军
”

（
Ｆ ｉ

ｇ
ｈｔｅｒｓｏｆＩｓ ｌａｍｉｃ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

） 、

“

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同盟
”

①
“

Ｎ ｅａ ｒｌ
ｙ

１
，

５００ＩＳＩＬ ｓｕｓ
ｐ
ｅｃｔｓ ｄｅ 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Ｉｓ ｔａｎｂｕｌ ｉｎ２０１ ７

，

”

Ｚ）ａ ｉｆｙ
／Ｖｅｉｗ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
，
２０ １ ８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
ｌ
ｙｎｅｗｓ ．ｃ ｏｍ／ｎｅａｒｌｙ

－

 １
－

５００
－

 ｉｓ ｉ
ｌ
－

ｓｕｓ
ｐ
ｅｃ ｔｓ

－

ｄｅ ｔａｉｎｅｄ 
－

 ｉｎ
－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

 ｉｎ
－ ２０１ ７

－

 １ ２５ １２４．



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
Ｔｕｒｋ ｉｓｈＩｓｌａｍｉｃＬ ｉｂｅｒａｔｉ ｏｎＵｎｉｏｎ

） 、
“

世界沙 里 亚解放 军
”

（
Ｗ ｏｒｌｄＳｈａｒｉａＬ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ｒｍ

ｙ ） 、

“

伊斯兰解放党阵线
”

（
Ｉｓ ｌａｍ ｉｃ

Ｌ 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Ｐａｒｔｙ
Ｆ ｒｏｎｔ

）
、

“

土耳其全球伊斯兰解放军
”

（
Ｔｕｒｋｉ ｓｈ

Ｆｉ
ｇ
ｈｔｅｒｓｏｆ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ｌａｍ ｉｃＷａｒｏｆＬｉｂ ｅｒａｔ ｉｏｎ ） 、

“

土耳其伊斯兰

军
”

（
Ｔｕｒｋ ｉｓｈＩｓ ｌａｍ ｉｃＦｉ ｇｈｔｅｒｓＡｒｍ

ｙ ）
、

“

土耳其沙里亚复仇突击

队
”

（
Ｔｕｒｋ ｉｓｈＳｈａｒｉａＲｅｖｅｎｇ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ｓ

）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

者阵线 

”

（
ＧｒｅａｔＥ ａｓｔｅｒｎＩｓｌａｍｉ ｃＲａｉｄｅｒｓ

＇

Ｆｒｏｎｔ
，
ＢＤＡ

－ Ｃ
）
、

“

安

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 国家
”

（
Ａｎａｔｏｌ ｉ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ｓ ｌａｍ ｉｃＳｔａｔｅ／

ＡＦＩＳ
，

ＵｎｉｏｎｏｆＩｓｌａｍ 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ｉｅｓｏｒ Ｈ ｉｌ ａｆｅｔＤｅｖｌｅｔ ｉ
） 、

“

伊斯兰

解放党
”

（
ｔｈｅＩｓ ｌａｍｉｃＬ 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Ｐａｒｔｙ ）土耳其分支 、

“

哈里发

国
”

（
Ｈ ｉｌａｆｅｔＤ ｅｖｌｅｔｉ

）
、

“

基地
”

组织土耳其分支 （
ＥｌＫａｉｄｅ ＴｅｒＳｒ

Ｏ ｒ
ｇ

ｉｉｔｔｉ Ｔｔｉｒｋ ｉ
ｙ
ｅ Ｙａｐ

ｄａｎｍａｓＯ
？
以及

“

伊斯兰国
”

组织等 。

受反民族分裂主义和 国 内政治斗争的影响 ，
土耳其政府对

恐怖组织的定义比较宽泛 。 土耳其认定的极端恐怖组织主要包

括
“

土耳其真主党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

安纳托利亚

联合伊斯兰国家
” “

革命人民解放军／阵线
”

（
ＤＨＫＰ／Ｃ

） 、

“

伊

斯兰国
”

组织 、 库尔德工人党 （
ＰＫＫ

） 、 居伦组织 （
ＦＥＴＯ ） 等 。

对于上述组织
，
土耳其政府并没有 明确 区分 。 事实上

，
这些组

织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 左派极端组织 、 库尔德分裂组织

等多种类型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

是土耳其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

色彩的主要组织之一 ， 被土耳其 、 美国 、 欧盟等列入恐怖组织

名单 。 该组织尊奉土耳其已故著名作家 、 诗人和伊斯兰理论家

内斯普 ． 法兹尔 ． 奇萨克雷克 （
Ｎｅｃ ｉ

ｐ
Ｆａｚ ｉｌＫｉ ｓａｋｕｒｅｋ

） 为精神

导师
，
其前身即为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

① 参见李艳枝 ：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
”

， 载 《国际研究参考 》 ，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 第 １ ３ 页 。

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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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
”

宣称 ，
要在三大洲建立伊斯兰 国家

，
在 中东重建哈里发

制度
，
以推翻土耳其世俗政权为 目标

，
希望 自 土耳其开始 、 在

全世界推行伊斯兰教法
，
取代现有 的世俗 国 家制度和宪法 。

“

９
？１ １

”

事件后 ， 该组织在土耳其策划了多起针对犹太教堂 、 酒

吧 、 迪斯科舞厅和基督教教堂的袭击活动 ， 并与
“

基地
”

组织

建立联系 ，
接受其指导 。 前文提及 ，

２００３ 年 １ １ 月 针对犹太会

堂 、 英国驻伊斯坦布 尔总领馆 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就是该组织

所为 。 这场袭击造成 ５０ 多人死亡
，

４００ 多人受伤
，
英国驻伊斯

坦布尔总领事也被炸身亡。 该组织在土耳其境内一直较为活跃
，

且倾向于支持
“

伊斯兰 国
”

。

“

土耳其真主党
”

成立于 １ ９ ８０ 年
， 是土耳其国 内 土生土长

的极端组织
，
与 中东其他国家的真主党并无实质性关联。 该组

织早期主要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活动
，
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

切
，
后来二者决裂 。

“

土耳其真主党
”
一度凭借与政府的合作 ，

反对库尔 德人、 大肆发展 自 身势力 ， 最终演变为一个
“

圣战
”

恐怖组织 。 该组织利用清真寺传播极端思想 、 发展成员甚或储

存武器 ， 出版宗教书籍 ， 并逐步向大学生 、 教师和公务员等中

上阶层扩展影响力 。

“

真主党
”

组织严密 ， 分工明确 ， 实施了大

量犯罪和暴力活动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

土耳其警方和军方开

始严厉打击
“

真主党
”

，
曾逮捕了１ ７００ 多名

“

真主党
”

成员及

其同情者 ， 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

“

真主党
”

的组织体系和犯罪

活动也开始被外界所知 ， 并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击毙了
“

真主党
”

领

导人侯赛因 ？ 韦利奥卢 （
Ｈｕｓｅｙｉｎ Ｖｅｌｉｏｇｌｕ

）
，
导致

“

真主党
”

逐

步衰落 。

“

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 国家
”

也被称为
“

伊斯兰社 团联

盟
” “

卡普兰社团
”

， 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 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

其创始人恰玛莱廷 ？ 卡普兰 （
Ｃｅｍａｌｅｔ ｔｉｎ Ｋａｐ

ｌａｎ
） 深受伊朗伊斯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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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革命的影响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前往德 国
，
企图效仿霍梅

尼在国外传教 ， 最终达到 在土耳其建 立伊斯兰 国家的 目 的 。

１ ９８５ 年
，
他创建了

“

伊斯兰协会与组织联盟
”

，
宣传伊斯兰革

命思想
，
竭力 反对世俗化的 、 政教分离 的土耳其共和 国 ， 要求

穆斯林和其他伊斯兰组织加入他的队伍。 在创立多个组织之后 ，

他于 １ ９９２ 年宣布建立
“

安纳托利亚伊斯兰联合 国家
”

， 自 称哈

里发 ， 发布了
一

系列包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
“

宗教法令
”

，

但影响不大 。
１ ９９５ 年

，
卡普兰去世

，
该组织 因领导人继任问题

陷入分裂 ， 并与
“

基地
”

组织建立了一定联系 ， 后在德国和土

耳其的打击下陷人衰落 。
１ ９９９ 年

，
该组织领导人麦廷 ？ 卡普兰

在德国被捕 ， 其组织也被德国政府取缔 。
２００４ 年 ， 他被引渡 回

土耳其 ， 并被判终身监禁 。

国外输人型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典型代表是
“

伊斯兰 国
”

。

自 ２０ １ ４ 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崛起 以来 ，

“

伊斯兰国
”

被联

合国和国际社会界定为极端恐怖组织 。 虽然外界大都指责土耳

其支持和纵容
“

伊斯兰 国
”

，
但事实上

，

“

伊斯兰 国
”

的渗透和

扩张尤其是一系列恐怖袭击也使土耳其深受其害 。 经过一段时

期的政策模糊 ，
土耳其于 ２０ １４ 年正式宣布

“

伊斯兰 国
”

为恐怖

组织 ， 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 。 此后
，

“

伊斯兰国
”

在土

耳其境内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也急剧增加 ， 成为主要的外来输

人型极端恐怖组织 。 除上述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之外 ，
土耳其

境内也存在其他一些被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极端组织 。 它们

多为左派运动组织或库尔德人分离组织 ，
以及少数伊斯兰极端

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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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 碎 與 妒斯 ｆ 极鏤 至 义的 岌屎 漪 点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伊斯兰教

政治化的产物 ， 是部分伊斯兰势力对教义的极端化解释和利用

而形成的少数派力量。

？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 ， 土耳其的 民族

国家构建存在缺陷
，
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足 。 此外 ，

土耳其长

期存在民族教派矛盾和教俗对立。 上述缺陷在外部环境尤其是

周边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下
，
共同构成了土耳其伊斯兰

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 但另一方面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

主义受到诸多 内在因素的制约 ， 影响力终究有限 。

第一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 国 内教俗对立格局的

制约 。 在土耳其
，
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与强力 的世俗化改革之间

长期存在着强大张力 ，
两者在冲突 中不断发展 。 尽管世俗化道

路改变了土耳其的诸多方面
，
但伊斯兰教还是显示 出非凡的韧

性 。 伊斯兰复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进程 。

？ 世俗

化的长期压制既刺激了伊斯兰主义的 不断反弹与持续复兴 ，
也

在不断的斗争 中限制和规范了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方向 。 可 以说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能量有限也是这一教俗关系格局 的产

物 。 伊斯兰复兴挑战 了凯末尔主义的 民族主义 、 世俗主义式的

现代性认同
，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土耳其国 内世俗主义者与伊斯

①参见李艳枝 ：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
”

，
载 《 国际研究参考 》 ，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 第 １９ 页 。

②Ｓｏｏｎ
－

Ｙｏｎ
ｇＰ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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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主义者权力斗争的结果 。

？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典型的现

代政治斗 争的特点 ， 而军人政变遏制 了伊斯兰复兴势力 的发

展 。
？

自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力量兴起以来 ， 时刻受到国 内世俗主

义力量的强大制约
，
特别是作为世俗主义捍卫者的土耳其军方

曾多次发动政变
，
对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打压 ， 导致二者之间

的矛盾与斗争持续不断
，
塑造 了伊斯兰主义政党 的温和面貌 。

进入 ２ １ 世纪后
，
土耳其温和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与执政使得

教俗对立有所缓和 ， 但并未解决根本矛盾 ， 社会和民意的分裂

依然十分严重 。 时至今 日
， 这一矛盾仍是影响土耳其伊斯兰主

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态势的重要变量 。

第二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

的冲击 ，
但现代主义的主流价值取 向制约 了极端主义的生存空

间和影响力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高涨 。 这是

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
同时也对土耳其产

生了 直接影响 ，
成为 当代土耳其政治与社会发展 的重要特征 。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也一度将
“

革命输出
”

的矛头指 向邻国土

耳其
，
导致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组织趋于活跃 。 在 ８０

年代
，
土耳其出现多个宣称支持伊斯兰革命的极端主义组织 。

伊斯兰复兴运动可以分为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基本类型 ，

相对于传统主义注重宗教 、 排斥外来文化的价值取向 ，
现代主

义更为务实 和开放 ， 强调宗教应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 ， 对外

来文化积极加 以融合利用 。

？ 以此观之
，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

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更多地表现 出现代主义的价值取 向 。 无论

①严天钦 ：

“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闻
”

， 载 《宗教学研究 》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７ １ 页 。

② 刘 中民 ：

“

伊斯兰 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
”

，
第 ８６ 页

。

③ 吴云 贵著 ： 《近代伊斯兰运动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１９９４ 年版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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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是以努尔库运动 、 居伦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 ，
还

是救国党 、 繁荣党 、 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 ， 都持明

显的开放 、 包容 、 温和态度
，
积极吸收利用现代西方科学知识、

政治制度和文化 。 它们更多地从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和制度中寻

求发展动力
，
而不是盲 目复古和 回归传统 ，

也不谋求推翻现行

民族国家体制
，
因而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的
“

民族观念运动
”

既代表了保守伊斯兰边缘力量的崛起
，

也代表了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合法化和温和化 。

？ 在很大程度上 ，

主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制约 了伊斯兰极端主

义思潮及组织的发展 ， 使后者在土耳其难以扩大市场和影响力 。

第三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具有明显 的 内生性特

点 。 就本质而言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兴起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

思潮主要是由全球化推动的国 内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致 。

？
土耳

其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
而激进的世俗

主义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也刺激了伊斯兰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的

发展 。 如前所述 ，
土耳其主要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

“

真主党
”

“

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
” “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

等

均为土耳其内部 自生 。 虽然
“

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
”

由

土耳其人创建于德国 ，
但其影响力主要还是着眼于土耳其国 内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 ， 只 有
“

伊斯兰解放党
”

等极少数伊斯

兰极端组织来源于国外 。

？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

“

基地
”

组织也尝试

在土耳其设立分支组织
，
但总体影 响力较为有限 。 虽然

“

伊斯

兰 国
”

在土耳其制造 了不少恐怖袭击事件
，
其外籍

“

圣战
”

分

①郭长刚 ：

“

土耳其
‘

民族观念运动
’

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

，
第 １９ 页 。

② 刘云 ：

“

全球化背景与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
”

， 载 《西亚非洲 》 ，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６ 页
，

③ 参见李艳枝 ：

“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
”

，
第 １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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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频繁借道此地 ， 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发展在土耳其并未获

得牢 固根基。

第四 ，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土耳其内外政策与 国

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 近年来
，
国际输人型极端主义 的影响不断

上升 。 战后
， 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

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
由 于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

义往往表现出对世俗化、 西方化的反感和敌视
，
世俗 国家执行

的相关内外政策经常成为其攻击对象 。

一方面 ，
土耳其长期 、

彻底的世俗化和亲西方政策是 国 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重要

刺激因素 。 另
一方面

，
土耳其 国 内政治和 国 际形势的变化也对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 自 ２ １ 世纪 以来
，
特别

是
“

阿拉伯之春
”

爆发后 ，
土耳其内外政策和地区形势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 。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等 国际输人型极端

组织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 ， 对土耳其的国 内安全形势构成 了严

峻挑战 。

在当代土耳其
，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来不是主流

，
在现代化

的发展过程中更是 日 益失去市场 。 伊斯兰极端组织始终没有形

成全国性 的影响力和气候 ， 组织多而分散 。 土耳其的世俗化 、

现代化转型较为成功 ， 使得主流民众并不接受极端思想和组织 ，

加之政府的控制力较强 ， 对宗教极端势力长期持续进行打压 ，

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组织 的影响力 始终不大 。 这反映出 了 当代

① 黄维民 ：

“

伊斯 兰教与 土耳其社会
”

， 载 《西北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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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殊性 ，
其经验和教

训也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

一方面 ，
土耳其较为成功的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主义的发

展路径起到了规范性作用 ， 同时遏制 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 。

另一方面
，
世俗化改革推动了 土耳其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和温和

化发展 。

“

土耳其在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及民主的融和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 。

” ？ 占据主导地位 的世俗主义 、 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

理念与力量对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 。 例如 ，

世俗主义的代表军方就多次发动军事政变 ， 有效遏制 了伊斯兰

主义乃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 正是 由于长期受到世俗主义

的抑制 ， 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与世俗力量的博弈中逐步

找到了生存之道
，
其主流始终没有走 向极端化 ，

反而开辟出 一

条温和的发展道路 。 这就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无法获得足够的

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 。 民主制度与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紧密联系 ，

巩固民主既有利于坚持世俗主义
，
也有利于确保政治伊斯兰长

期保持温和化， 有学者甚至认为
，
以正发党为代表的土耳其政

治伊斯兰 的转变产生了另一种 自 由 主义版本的世俗主义 。
？

另
一方面

，
土耳其逐步将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 吸收进现行

国家政治架构 中
，
扩大其政治参与

，
甚至允许它们组阁执政 。

这也有助于防止伊斯兰主义的极端化与激进化 。 自 ２０ 世纪后期

实行多党制 以来
，
土耳其的 民主化和世俗化陷人两难处境 。 民

主化越发展 ， 国内 的伊斯兰倾向就越明显 ，
结果导致军队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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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政 。 但是 ， 军方干政和世俗主义压制并不能消除具有深厚社

会根基的伊斯兰主义 。 反倒是土耳其多元主义和民主化进程颇

具疏导功效 ，
日 益成为 吸纳伊斯兰主义力量参与政治 、 限制伊

斯兰主义极端化的理想工具 。 面对强劲的伊斯兰复兴势头 ， 世

俗党派和军方有意利用 、 引导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 使土耳其 的

伊斯兰复兴带有部分官方色彩 。 最终 ，
土耳其政府成功将伊斯

兰主义纳人世俗民主的政治框架之内
，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 ，
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被迫在许

多方面对世俗主义妥协 。 但如果将伊斯兰主义政党彻底排除在

土耳其的政治 中心之外 ， 无疑会导致伊斯兰政治向更加激进 的

方向发展。

①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伊斯兰政党经历 了与世俗

力量的持续博弈及多次失败 ， 最终转变话语策略 ， 从抗拒与对

立转向融合与对话 ， 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构建伊斯兰认同 。

实践证明
， 传统的

“

伊斯兰主义
”

旗号已经逐渐失去昔 日 的政

治和意识形态吸引力 ，
而持保守 民主立场的正义与发展党则通

过温和化道路贏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
？

①刘云 ：

“

从救国党到繁荣党 ： 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 的变迁
”

，
载 《西亚非洲 》 ，

１９ ９９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６ 页 。

② 杨晨 ：

“

伊斯兰认 同的历史演进
——土 耳其

‘

民族观念运动
’

反思
”

， 载 《世界宗

教 文化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５４
－

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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