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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恐怖主义行为已引起目前人们的普遍恐慌。受西方新闻导向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新闻媒体

甚至国家都把矛头对准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然而这带有极强的片面性，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等

同于恐怖主义。为了深入地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文对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派

学者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进行了较系统地梳理，并探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转向激进主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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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迈入 21 世纪后，接连发生的几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给世界和平与人类交往蒙

上了一层阴影。就在这几起恐怖袭击之后，“基地组织”、“本·拉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

教极端主义”等词汇充斥于耳。在此种新闻导向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些名词当作“恐怖

主义”的代名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恐怖行径都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因此成了“替罪羊”。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弄清什么是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并对现实作出较为客观的评判。 

 
一、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一词最早是指 20 世纪的基督教清教主义运动的，亦即那些主张严格遵循“原

初的、根本的和正统的信条”的基督教派别。
[1]144-146

按照这种解释，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不同程度

地在世界每一种主要宗教中均出现过：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和佛教等，

甚至在儒家思想中也出现过原旨教主义倾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其派别

众多，主张各异。“只不过它们在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要求变革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主张严

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复归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等方面存在一致的看法。”
[1]144
 

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的内涵人们却认识不一：有人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表一种

要求，即一切按照《古兰经》的教导行事，回到伊斯兰教创立时代的社会和宗教制度中去；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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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作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宗教运动，以参与政治活动和使用暴力为特点，具

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也有学者，如彼得·斯滕费尔斯认为，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试图重新发现伊斯兰教的启示，将其作为对后工业和后移民时代挑战的直接反应，并将

这一思想转化为行动；而英国威尔士大学的伊斯兰问题研究权威詹姆斯·皮斯卡图里(James 
Piscatori)则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对现代化本身及现存秩序的不满。[2]3-4

 

一般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有将穆圣时代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他们认为，穆圣集宗教

和政治领袖于一身，他确立了伊斯兰乌玛
①
生活的基本指导原则，引导穆斯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

一个胜利，创造了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历史。因此，只有穆圣时期的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纯洁

的伊斯兰教，这个时期的教义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伊斯兰世界“黄金时期”的开创，正是建立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正因为此，后来每当伊斯兰世界出现危机或衰落时，一些穆斯林往往会

把问题归结为信仰，要么指责人们的信仰扭曲或偏离了原旨教义，要么批评人们淡漠了信仰。

为纠正这些错误倾向，他们就会发起要求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摒弃杂芜、复归原旨

教义的运动。 

原教旨主义强调净化宗教、复归原典的要求，与其说是要把整个社会拉回到穆圣时代，还不

如说是要纠正时弊，恢复那已被淡忘和被曲解的宗教信仰，以达到倡导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谋求在当代所有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确立和重建伊斯兰价值标准，在伊斯兰法的基

础上形成国家法律和政治体系，从而建立公正和发达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并在国际事务中强调

伊斯兰秩序和影响。这一思潮代表着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国家民众强烈的变革要求，反映

了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反抗。
[2]4-5
 

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在教派和教义上的非统一性以及各伊斯兰国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者，即使是同一国家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具有不尽相同的政治和社会要求，

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一种观点一致的意识形态，主要可分为：1.传统主义，这以兴起于 18

世纪，后被立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教的瓦哈比派为代表，是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因瓦哈比派

教义缺乏现代思想而被称为传统主义；2.改革主义（亦即现代主义），主张以改革开放的态度灵活

变通地解释伊斯兰教，包括吸纳、接收西方的某些观点、思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3.激进

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派别。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重要区别是:主流的原教旨主义主张

开展合法的伊斯兰运动,反对暴力恐怖主义；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是极端的,在

行为上也是极端的,为达到政治目的(建立宗教至上的教权主义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且不顾后果。

从这里就可明显地看出，宗教极端主义不过就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派别之一——激进主义或极端主

义思想进行的一种界定和概括。而恐怖主义就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针对平民或民用目标，故意

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通常是指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如果受恐

怖袭击的一方是另一个主权国家，袭击行为也可称为国际恐怖主义。
[3]
在当今世界，国际恐怖主

义又常以宗教“圣战”的名义采取行动。可以说，宗教极端主义既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表层根源，

又是国际恐怖主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尽管宗教极端主义并不等同于国际恐怖主义。可见，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并不等同于宗教极端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 

 
                                                        
①伊斯兰乌玛指的是跨越民族、土地、肤色、语言、地缘和边界线的全人类所共有的、实行安拉统治的、按安拉

的伊斯兰大法行事的伊斯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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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转向 
 

(一)穆斯林兄弟会 

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不能避开其中的激进主义，而谈及激进主义又不得不提及埃及的穆

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这个组织鼎盛时曾拥有百万信徒，是上世纪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派别组织。目前世界上除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外，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几乎无

一不在思想上深受穆兄会的影响。也正是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穆兄会建立伊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力量就开始向现存政权挑战，并由传统主义及改革主义（现代主义）向激进主义转向，该组织由

此也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摇篮。 

哈桑·班纳于 1929 年在埃及建立了穆兄会，号召埃及人不分宗教派别和政治倾向来复兴伊斯

兰，据真主启示重建一个“真道”的社会。
[2]118-120

穆兄会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埃及最大的社会组

织，从不同的教派、职业和社会阶层中吸收了大批成员和支持者，还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和宣传机

构，其活动延伸到社会所有的领域和层次，为进一步参政奠定了社会基础。 

从 1937 年起，穆兄会先是迅速扩展到整个埃及，后在境外建立了第一批分会，如苏丹、叙利

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地，其成员约达 200 万。
[4]175
由于宗旨和纲领的不同，穆兄会与华夫脱党、

政府内阁和王室发生冲突。二战后，穆兄会被政府视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49 年，由于埃

及王室的预谋，穆兄会被牵连到总理努克拉什被刺杀的案件中
[2]119
，首次遭到镇压，许多成员被捕，

哈桑·班纳也遭暗杀。在政府的强硬政策下，穆兄会逐步分裂，一些激进分子进行推翻政府的活

动，并诉诸暴力。1950 年，穆兄会遭到第二次镇压后，开始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由此走上了激进

主义的道路，发生了组织上的转向。
[4]176
 

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转向在组织上有了基础，但真正起决定意义的还是思想上的转向，

赛义德·库特卜在此种思想转向中起了舵手的作用。 

（二）赛义德·库特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哲学思想 

尽管哈桑·班纳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但他反对“轻率行动”，主张“斗争阶段论”。而

艾布·埃阿莱·毛杜迪带有激进倾向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则主要针对印巴分治前夕印度穆斯林的思

想和社会状况，尚未影响到其他伊斯兰国家。赛义德·库特卜却发展了毛杜迪的原教旨主义思想，

形成了一种“否定一切现实‘蒙昧主义’社会，惟我‘伊斯兰’独尊”的激进主义思想，并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从而全盘否定了社会现实，与整个现实社会形成对抗，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提

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赛义德·库特卜生于 1906 年，埃及人，早年思想上倾向于民族主义，曾热情支持过民族主义

政党——华夫脱党。但后来开始接受近现代一些伊斯兰思想家，如阿富汗尼等人的影响，并逐渐

产生了思想转变。赛义德·库特卜曾到美国学习了两年，令他感到西方世界物质生活虽很发达，

但精神世界空虚，社会腐败。因此他深感西方道路不可能解决穆斯林世界的社会问题。从那时起，

他的思想开始完全转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赴美之前，他就和穆兄会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美国

回来后，他进一步卷入政治活动。穆兄会从最初的支持纳赛尔政权到后来与其成为不共戴天的敌

人，赛义德·库特卜也因而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对世俗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现政权也从失望发展到仇恨再到对立。他在汲取了毛杜迪等人的激进主义思想

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在穆兄会的支持下，他的理论广为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148
 

《路标》是赛义德·库特卜从原教旨主义转向激进主义后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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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在这本书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他否定了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用他在《路标》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蒙昧主义社

会”。这种“蒙昧主义社会”是指没有实行他所希望的那种“真正的伊斯兰秩序”的国家，即不实

践伊斯兰的社会或不以伊斯兰的信仰、世界观、价值观、标准、制度、法律、道德和情操来治理

其生活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在“真正的伊斯兰乌玛”出现之前，无论什么社会或制度都是“蒙

昧主义”秩序。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人们的信仰、习惯、风俗、艺术、政治、法律，甚至包括那

些人们认为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源泉或伊斯兰哲学和思想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蒙昧主义”

表现为安拉在世间的主权受到了人们的侵犯，一些自称有权制定法律和制度并规定道德和戒律的

世俗人总是制定出一些人压迫人的制度来。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阿

拉伯民族主义都是“蒙昧主义”的社会，都不是按照“安拉”的指示建立的。赛义德·库特卜认

为，这种“蒙昧主义”是建立在侵犯安拉的权威——特别是主性的第一特征——统治地位的基础

上，把统治地位交给了人，使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主宰，在未经安拉允许的情况下，妄称人类

具有制定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的权力，从而对安拉为人类制定的生活道路

置若罔闻。”
[5]5
在他看来，无论取得多大的物质成就，都不可能减弱这种“蒙昧主义”的性质。 

其次，他认为，要想改变这种“蒙昧主义”的社会秩序，就要建立一种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或

秩序，即“伊斯兰乌玛”。在赛义德·库特卜看来，要祛除“蒙昧主义”、建立伊斯兰社会，就必

须宣告安拉“独一无二”的神性，采取行动恢复安拉的统治地位，即“万物非主，惟有安拉”，建

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一个不受污染的、完全按照伊斯兰方式和标准而存在的社会，一块完全排

除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等非伊斯兰影响的净土，从信仰、宗教功修、法律、制度、道德和情操等

方面实践伊斯兰的社会。
[1]148-149

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伊斯兰文明的要素：一切崇拜

专奉安拉，依靠信仰这一纽带联结社会，人类的人道高于物质，以发展人的人性的而不是兽性的

人道主义价值标准指导生活，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按照安拉的许约和条件实现人在大地上的

代理权，只以安拉的伊斯兰法制和生活道路处理在大地上行使代理权时所遇到的一切事务。
[5]111-115

为建立这样的伊斯兰社会，赛义德·库特卜认为应通过伊斯兰“圣战”来推翻现实的制度，消灭

“蒙昧主义”。他在书中写道，“伊斯兰就是摧毁人统治人的世俗王国，在大地上建立人只崇拜安

拉的天国”
[5]54
。在他看来，伊斯兰的对手是由物质实力支撑的、建立在现行政体基础之上的、占

据统治地位的“蒙昧主义”世界观和信仰观，用说服和宣传只能纠正各种荒谬的信仰和错误的观

念，须用圣战才能摧毁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也只有通过圣战才能实现他所希

望的伊斯兰社会理想。 

有西方学者认为，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本身就属激进，但在认真阅读了《路标》后发现，

除了“为主道而奋斗”章里有些号召采用暴力实现目标外，其他章节并没有明显的激进思想，他

的激进思想大都集中于实现其所希望建立“伊斯兰乌玛”的手段上，即圣战。在“为主道而奋斗”

这一章中，赛义德·库特卜认为伊斯兰有权先发制敌，采取行动，把伊斯兰描绘成全人类的解放

宣言，圣战则成为保卫全人类的自卫，只有通过圣战才能建立理想的伊斯兰社会，仅通过对现有

世俗的“蒙昧主义”社会进行改革是无法做到的。为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可以放弃亲情，

哪怕是用刀口对准自己的父亲也是信教者的义务。”
[5]128-134

另外在“伊斯兰文化观”章节中赛义

德·库特卜认为，“文化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也只不过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布置的骗局。 

在赛义德·库特卜看来，实现伊斯兰乌玛，除了圣战外，还要组成信士小组，而三个信士就

成了一个伊斯兰社会，之后就由三个发展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一万二万。
[5]109-111

这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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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社会就巩固了。这就是赛义德·库特卜所说的“信仰形成阶段”，这相当于刚创立伊斯兰教

时的“麦加阶段”，信士组成的“信仰先锋队”，则相当于“麦地那阶段”。由于“先锋队”的行动，

组成了“有伊斯兰信仰的社会，它只是建立在信仰的关系上，与民族、土地、肤色、语言、地缘

和可笑的边界线无关。这就是穆斯林的祖国——伊斯兰家园。”
[４]198-206

 

尽管在赛义德·库特卜看来“蒙昧主义”社会一定要被推翻，建立服从于安拉的伊斯兰社会，

通过圣战和超越信仰来完成这一目标。但他也只是对通向安拉的这种“天国”做了一个乌托邦式

的概括，并没有对其应该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生活，社会应该怎样运行，安拉的伊斯兰

大法如何运作等作详细说明，也没有对进行圣战的方式及程度进行解释。因此，尽管他的思想比

较激进，但因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是无法实现的。 

（三）赛义德·库特卜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赛义德·库特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哲学思想反映了那些对现实抱有强烈不满

和憎恨的下层穆斯林民众的激进心态。在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

想倾向，即任何穆斯林统治者如果没有遵从和实施伊斯兰法，就成了一个失去合法性的“叛教者”，

真正的穆斯林应该同他进行斗争，以建立一个主权属于安拉的政体。而赛义德·库特卜的这一思

想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从政治文化传统看，逊尼派穆斯林一直对现存政权

采取接受和容忍态度。赛义德·库特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反对有理”的根据，且是以安拉的名

义去这样做的。赛义德·库特卜是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激进主义转变的重要信号，他在法庭

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及其后来被处以极刑，使其思想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中得了广泛的

传播，自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一个全新的

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了。其追随者将赛义德·库特卜视为导师，《路标》就像《古兰经》一样指引

前进的方向，他们甚至接受了赛义德·库特卜的绝对论学说
①
。据埃及一恐怖组织成员交待说：“我

记得我读了赛义德·库特卜的《路标》一书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全世界的制度都是背叛伊斯

兰教的，必须行动起来，改变这种制度。”
[4]205—206

 

 
三、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的评价 

 

尽管原教旨主义激进派对伊斯兰国家及世界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持断然否定的态度，具有

某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看到，在他们眼里，宗教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宗教的

狂热和虔诚无法掩盖对权力和欲望的追求。原教旨主义一旦取得政权,也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因

为，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中本无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传统的形式

加上现代的内容罢了。尽管原教旨主义激进派强调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

似乎一切主张都是伊斯兰教所固有，但原教旨主义激进派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中以政治性的解释最为突出,尤其是它的回归传统而不思发展绝不是一种科学、务实的态度。 

目前，虽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了向激进主义的转向，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温和派

仍是主流，其影响也在日益扩大。激进派并未因此而消逝，他们在一些国家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

的可能性也许下降了，但继续诉诸暴力的意愿并没有降低，以暴力扩大影响的机会也依然存在，

这可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发展上看出。虽然激进主义也反对将一切暴力看作恐怖主义，

                                                        
①赛义德·库特卜的绝对论学主要指在两种制度、两种社会和两种信仰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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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极端势力进行的国际恐怖活动影响却很大，这些恐怖活动不但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对世界

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而且必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身也构成威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黎以冲

突中的真主党。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只要产生这种思潮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时代根源和经济根源不消除，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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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 Discussion of Sayid Qutb’s Thought 
 

CONG  Lin 
 

Abstract    Nowadays the terrorism in the world brings enormous sense of unsafety to the people by 
the influence of some western media, even nations that conclude the reason of terrorism to Islamic 
fundamentalism. However, such observation is just one-sided that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s not equal 
to terrorism actually. For the purpose of a deep study for the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he article 
analyzes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thoughts of Sayid Qutb, who is the radical scholar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how the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ransformed extremely on the base of the 
two sides. 
Key Words   Islamic Fundamentalism; Muslim Brotherhood; Radicalism; Sayid Qutb;Turning 
 

（责任编辑：李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