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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西方文明所蕴涵的民主价值观之比较
1

汪 波

摘 要
2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文化中
,

都包含着构成民主观念的本质要素
。

这两种宗教强

调的一神论信仰
,

都莫定 了平等这个民主思想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
。

同时
,

伊斯兰宗教强调的
“

协商
” 、

“

公议
” 、 “

尽力而为
”

等观念
,

都是培养公民社会和建立民主制度所必须的因素
。

近代以来
,

尽管民主

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
,

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伊斯兰文化中同样包含着民主的成分
,

更不能以伊斯兰文化缺乏民主因素作为西方国家改造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借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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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属教育部 9 年度孟大研究项目
“

欧盟 7 世纪初的中东战略研究
” 4/∗;;/<; = >9 6 的前期成果

。

自从 7 ?  ?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
,

伊斯兰世界在过去几十年中
,

又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严

重暴力色彩的事件
。

这些事件中最具影响的主要有伊朗的人质危机
、

中东和非洲地区多次发生的

自杀爆炸袭击以及
“ ?

·

7 7
”

事件等
。

这些事件发生后
,

西方国家很多人都以为伊斯兰文明与民主

价值观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观念
,

从而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种反对多元主义文化的绝对排他性信

仰
。

有些人甚至得出结论
,

认为穆斯林不但不重视人权
,

而且他们
“
寻求天堂的方式就是把世界

变成地狱
” 。

川然而
,

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传统中
,

其实包含着很多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一致的观

念
,

伊斯兰信仰本身从未阻止过伊斯兰国家去建立和发展民主
。

一
、

伊斯兰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发展轨迹

宗教信仰和民主理念都是极为古老的概念
。

作为一种致力于维护个人权利的政府管理体系
,

则是一种相对比较现代的政治观念
。

由于民主并没有绝对的形式和定义
,

因而很多广泛流传的原

则
、

制度和价值观
,

都被视为民主的基本要素
。

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主要有平等
、

个人权利
、

定期

选举
、

政治分权管理
、

法律和规则
、

合法程序
、

多元主义等
。

作为一种政治管理制度和政治发展趋势
,

民主在当前伊斯兰世界中并不陌生
,

它已经得到了

大多数国家不 同程度的认可
。
〔幻 !
事实上

,

组成伊斯兰世界的 9 个国家中
,

很多已经在不同程度

上实行了民主体制
,

有些甚至 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分权制度
。

≅!Α 不过
,

由于历史原因
,



有些伊斯兰国家目前仍实行君主制
,

有些依然较为独裁
。

即便如此
,

君主政体甚至独裁统治的国

家中
,

也存在着某种民主成分的混合形式
。

然而
,

由于当前世界流行的民主政治管理体制主要来

源于西方国家
,

因而民主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情况必然和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多差异
。

因此
,

了解

伊斯兰的民主传统
,

并对伊斯兰文明包含的民主观念做出正确评价
,

将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和西方

世界中民主观念的共同特性以及不同发展轨迹
。

近代以来
,

当民主观念在欧洲和中东开始兴起的时候
,

都曾遭到极大阻力
。

在欧洲国家发展

民主的过程中
,

启蒙主义哲学家主要致力于铲除欧洲王权观念中的君权神授思想
,

推动欧洲国家

从君主专制转变为人民主权国家
。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发展也同样遭到了专制主义的阻碍
。

但

是
,

这两个地区的专制主义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

欧洲封建时期的专制统治往往和宗教信念联系在

一起
,

而中东地区的世俗专制统治则和宗教信仰几乎没有联系
。

传统上
,

中世纪欧洲国家通常把君主看作是上帝的命定
。

这种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正是

民主在西方国家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

7! 一7> 世纪
,

阿奎那 4ΒΧΔΕ #− &ΦΓ+
Η
#− 6 和

但丁 4:#Η Ι ,
&( + ϑ Χ +,∃ +6 等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

都曾极力宣扬过
“
君权神授

”

思想
。

结果
, “
很

多世纪以来
,

王侯一直被视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
。

任何对他们权威的挑战
,

都被看作是对基督

教信仰的否定
。 ” 〔> 〕8‘,

不仅如此
,

那种把统治者看成是代表上帝行使权力的观点
,

还明确体现在政

治生活的组成方式之中
。

结果
,

欧洲国家的
“
政治生活

,

在各个层面上都分别由国王
、

亲王
、

公

爵
、

伯爵以及其他主权者所统治
” 「‘, 8>7

。

在阿奎那和但丁之后
,

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 4.+。ΚΔ (Δ ∀#Κ Χ+ #Λ ,( ( +6 率先开始否

定君权神授思想
,

并坚决反对以自然和上帝作为国家主权的根源
。

马基雅弗利强调
,

国家产生于

人的本性
,

是人们契约的产物
,

从而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思想
。

马基雅弗利还特别强调
,

作为

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
, “只有达到事物的有效真理并避免那些假想的善行

,

才能保证维护自身

的利益和赢得最后的光荣
” 。

≅>Α
8 > 马基雅弗利的思想和言论对欧洲后来的思想家具有很大影响

,

其

中包括培根 4Μ∃
#Η

, 7 9 Ν# , Δ Η 6 和霍布斯 4ΒΧ Δ Ε # ∗ ΟΔ ∋∋ , ∗ 6 等人
。

他们在马基雅弗利思想的基础

上
,

进一步否定了自然和天赋观念
,

强调国家的具体政治原则都不是来源于自然或是上帝的安排
。

此后
,

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 4;, 助 ;#Κ ΦΓ,
∗ ΠΔΓ

−
−, #Γ 6 继承马基雅弗利

、

培根和霍布斯等人的思

想
,

推进了从君权到人民主权的发展
。

卢梭不但严厉抨击君主制度
,

并且极力探寻一种方式让
“
古

老的民主能够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重新扎根
,

因而赢得了大量的同情
”
≅>Α

8 >
。

相比较而言
,

伊斯兰世界的专制主义并不像欧洲的君主专制那样
,

直接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

础之上
。

伊斯兰文明建立之初
,

先知穆罕默德就鼓励人们通过学习知识和 自我修养来建立一个完

美的社会
。

根据伊斯兰的传统说法
,

真主给予先知的第一条命令就是
“ ‘

ΘΦ ∃ #’ ” 4诵读 6
。

因此
,

穆罕默德在 《古兰经》中号召信徒
2 “

你诵读吧 Ρ 你的主最尊贵 Ρ 他教人使用笔杆
,

他传授人类

以原先不懂的智慧
。 ” 〔9〕‘ 5 很明显

,

伊斯兰教鼓励人们追求知识
,

这样每个人才能为建立公正的

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

然而
,

当欧洲的民主政治哲学发展到顶峰时
,

伊斯兰国家却处于专制主义的严厉统治之下
。

75 世纪以后
,

民主思想迅速传遍了欧洲
,

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为牢牢控制着他们的臣民
。

害怕

印刷品传播的思想和信息会动摇专制统治
,

在土耳其禁止印刷出版物长达 ! 年之久
。

面对卢梭

有关 自由
、

平等
、

博爱思想在欧洲的广泛传播
,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极为恐慌
。

他们不但在帝国

内部坚决镇压对其独裁统治提出的任何挑战
,

而且还在外部极力阻止伊斯兰世界和西方思想与社

会接触
。

作为一种世俗专制统治
,

奥斯曼苏丹们并没有像欧洲君主那样宣称 自己的统治权力来源于他



们的宗教信仰
。

但他们阻止人民学习知识的专制行动
,

则明显违背了伊斯兰信仰的基本原则
。

《古

兰经》并未提及君主的特殊地位
,

而是特别强调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古兰经》劝告人

类根据上天启示的原则
,

也就是正义
、

公正和平等的原则
,

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去创建一个公

正的社会
。

同时还强调
,

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就是建立一个正义
、

平等的社会
,

让贫穷和卑贱的人

在那里得到尊重
。

不过
,

《古兰经》并没有提出一种具体的政治管理体制来实现这一 目标
,

而是让

人们根据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情况来做出决定
。

同时
,

由于 《古兰经》的经文只有大约 9 个经

节涉及到法律的主题
,

而且只包含少数经过选择的法律问题
,
〔8〕即因而使得

“
穆斯林有一个虽然并

非无限但却极为广大的空间
,

来建构政治制度和进行实践
,

以帮助他们成为好穆斯林
。 ” 〔8 Α

另外
,

伊斯兰的教导更多地是指向个人层面
,

也就是那些关于个人灵性
、

礼仪和实践的使命
,

而很少谈到集体和政府的层面
,

更不可能涉及到那些有组织国家的构成要素
。

这就是说
,

伊斯兰教

从未希望
“
政府塑造出好的穆斯林

,

而是正义的穆斯林塑造出好的政府
。

这个观点从本质上来说
,

也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
。 ”

≅8Α !
因此 《古兰经》虽然对于

“
社会政治方面涉及很少而且极为抽象

,

但它对于民主精神的形成却非常重要
” 〔8 Α ”

。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特别关注教育人民的使命
,

并反复强调知识的重要性
。

他甚至明确表示
2 “

学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更为神圣
。 ”

≅ Α >? 可见
,

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和知识禁锢
,

其实违背了伊斯兰信仰中的教育和启蒙原则的
。

二
、

民主在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中的逻辑基础

在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的民主思想观念中
,

除了它们共同赞同的民主原则
,

诸如正义
、

公平
、

平等
、

对个人的重视外
,

两者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民主所具有的宗教基础
。

在欧洲文明中
,

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奠定了近代民主思想中平等主义观念的神学和哲学基础
。

从神学角度说
,

马丁
·

路得 78 世纪的宗教改革中
,

提出的最重要思想就是
“ 因信称义

”

的神学观

念
,

强调任何个人与上帝之间都可通过
“

信
”

来建立直接联系
,

无须任何神职人员作为中介
。

这

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建立的教阶制度
,

确定了所有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地位
。

从

欧洲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
,

此后出现的自然权利思想以及启蒙主义观念
,

其逻辑前提都是建立

在这个
“
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
的神学基础之上

,

这一平等的逻辑前提成为近代欧洲民主思想

建立的基础
。

在此基础上
,

欧洲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存在的合法性
,

确立了个人和政

府之间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人民主权观念
。

同样
,

在伊斯兰文化中
,

民主的观念也有其神学基础
。

作为一神教信仰
,

伊斯兰信仰的核心

就是强调神圣主权的
“
认主独一

”

4Β#Γ Χ , , )6 观念
。 “
认主独一

”

观念强调
,

不仅整个宇宙的主

权都属于全能的真主
,

而且人世间所有人为的权威也都归属于真主
。
〔5〕‘,

在伊斯兰国家的宪法中
,

对于这个观念都有明确的记载
。

同时
,

这些国家的法律依据
,

就是根据这个观念制定的伊斯兰教

法 4∗Χ #∃ +# (#= 6
,

或直接运用 《古兰经》和圣先知传统中阐述的法律
。

然而
,

很多西方学者却认

为
,

神圣主权的观念和现代国家民主标志的人民主权的观念完全对立
,

因为
“
认主独一

”

的观念

把人类行使权力的界限局限于真主的范围之内
,

因而伊斯兰没有民主的观念
。

这种结论显然过于草率
。

其实
,

只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
, “
认主独一

”
的观念在伊斯兰的传统

中
,

同样也是民主思想的逻辑前提
。

首先
,

主权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归属于全能的真主
,

但人类实

际上 已经被确定为真主神圣权威的代表
,

也就是真主权力的代表者
。

和欧洲民主的逻辑前提一样
,

在强调一切主权属于真主的同时
,

也就否定了任何人有高于他人的特权
,

从而建立起了人与人之



间平等关系的基础
。

国民议会则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来实行人民所代表的神圣政治权力
。

其次
,

这

种神圣权力代表的观念
,

还可以成为一种对政治权力进行道德检验的依据
,

让那些执行公共政治

权力的人意识到权力的神性来源
。

这就是说
,

既然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出于真主
,

那么对真主的信

仰就成为所有公众代表权威管理者在行动上的一种内心约束
。

结果
,

这种约束就成为民主政治管

理过程中对权力构成的一种额外限制
。

而且
,

这种限制还能督促政权管理者举行定期选举
,

建立

分权机制
,

尊重个人基本权利
,

维护司法独立等
。

再次
,

对于政治管理者来说
,

既然权力来源于

真主
,

那么神圣权力的代表者就只能用这种权力去创建一个伊斯兰所追求的公正社会
。

在这个前

提下
,

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这种神圣权力占为己有
,

让自己充当暴君或是独裁者进行统治
。

同时
,

作为权力托管人
,

如果违背了委托人的信任
,

人民就可拒绝其命令
,

或是根据法律和宪法规定的

程序将其废除
3

最后
,

在
“
认主独一

”
的前提下

,

伊斯兰国家还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

《古兰经》反

复强调对所有人公正的重要性和公正的价值
。

按照先知穆罕默德的说法
2 “

片刻的公正强于  年

的敬拜
,

也就是禁食和整夜向真主祈祷
。 ” 〔?7 同样

,

公正也是民主追求的目标
。

正如美国基督教政

治神学家尼布尔 4Π,+ ΗΧ Δ( ) .+,∋ Γ Χ∃6 所概括的
2 “
人类公正的本能才使得民主成为可能

,

而人类

那种不公正的倾向更使得民主必不可少
。 ” 〔‘。7

三
、

两种文明中相似的民主程序和原则

从理论上来说
,

民主包含的不仅是 自由选举
、

基本权利和法律规则
,

因为这些制度层面的因

素就是程序上的
。

对于真正的民主来说
,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民主化的社会程度和范围
。

其强调的

是
2 “
在具体国家的领土范围内

,

创造
、

扩大和实践社会公民意识
。 ” 〔“〕9 5

根据这种观点
,

民主制

度的存在固然必不可少
,

但这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民主
。

民主最根本的要求是
“
民众的认同

、

民

众的参与
、

责任和权利的实践
、

容忍和多元主义
。 ” 〔“〕’5

一

9? 伊斯兰所强调的正是这种鼓励民众参与

的民主精神
。

在
“
认主独一

”

的神学基础上
,

《古兰经》还提到了一些与民主价值观相似的政治参

与原则
,

那就是
“
协商

” 、 “
公议

”

4ΘΣΕ # 6 和
“
创制

”

4ΘΣΙ +Χ# ) 6 等
。

在民主的过程中
, “

舒拉
”

就是协商
,

是一种决策的委托模式
。

它要求通过公开讨论
,

形成

民主政治管理的原则
。

《古兰经》一再要求穆斯林
,

必须经过协商才能做决定
,

无论这些决定涉及

的是公共事务或是私人事务
。

不过
,

《古兰经》并没有对协商的方式作明确规定
,

因而协商人数
、

选举形式
、

代表期限等
,

都需要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领导者来做出决定
。

而最重要的就是
,

决策

者周围必须有一批代表性人物
,

他们不但能够得到所代表人们的信任
,

而且品行正直
。

这里
,

协

商不但反对独裁专制
,

而且赞同民主决策
。

《古兰经》在
“
协商

”

4∗ΧΓ∃ #6 章中谈到协商的原则
,

强调真主喜悦那些
“
他们的事情能相互商议

”

的人
。

「9〕!  9

西方学者其实也注意到伊斯兰传统中有关协商的戒律
。

如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刘易斯

4Ν, ∃Η #∃ ) Τ, =+
− 6 在评价中东国家政治管理的时候

,

就指出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有一种
“
协商的

需要
,

因为这是 《古兰经》明确提出的
” ,

而且
“
在先知的传统中也多次提到这一点

” ≅ ‘Α “ 。

伊斯

兰政治学者萨德尔 4&Υ#Ι Δ( (# ςΗ #Χ Ν#Φ +∃ &Θ ∗#) #∃ 6 也指出
,

人们作为真主的代理人
,

有广泛

的权力在协商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他们 的事务
。

在强调协商的同时
,

44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就是公议 4ΘΣ(Η# 6
,

它要求通过社

区的一致同意或是集体判断来做出决定
。

西方民主思想强调通过议会或是公民投票进行立法所体



现的精神
,

应该说和公议观念所包含的原则几乎完全相同
。

在伊斯兰文化中
,

公议原则的基础主

要是先知所说的
2 “
我的民众决不会同意一件谬误的事情

。 ” 〔‘!〕98! 而公议与民主观念的直接联系
,

则主要表现为
“
真主在他的智慧中

,

把政治组织的具体过程留给了穆斯林社会
,

让他们根据自己

的需要和希望去做出决定
。 ” 〔’>〕’按照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卡德 4&∋ ∋#− ∀#ΧΕ Γ ) &(一&Φ Φ#) 6 的解

释
,

公议
“
是伊斯兰对于民主选举最完满的解释和范例

,

它让社区通过一致同意来决定由谁担任

管理者
。 ” 〔〕‘因此

,

作为民主基础的
“

精神和政治上的平等主义
,

可以通过寻求公议和按照公议

的程序来加以表达或是进行组织
” 〔8〕”

。

此外
,

《古兰经》还提出了
“
创制

”

4伊智提哈德 6 的原则
。

这个原则可以理解为
,

通过合理

和见多识广的判断来决定公共事务中的具体问题
。 “
伊智提哈德

”

4工ΣΙ +Χ#) 6 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
“

尽力
”

或是
“
努力

”,

但其内涵则是
“
综合运用理性

、

逻辑和见多识广的意见
”

≅87 , 。

由于社会

各层面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
,

因而必须尽力或是努力去了解和适应这种变化
。

而社会的发

展变化
,

同样也会推动社会结构和制度通过法律程序做出改变
。

根据伊斯兰教法学家的看法
,

现代伊斯兰国家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权威机构
,

其实主要是政

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
。

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伊克巴尔 4∀Γ Χ
Ω #) 工Φ ∋#( 6

,

就赞同这种

观点
。

他认为
2 “
穆斯林土地上共和精神的成长以及立法会议的逐渐形成

,

都构成了一种伟大的进

步
。

从处于反对立场教派的观点来看
,

合法的立法程序把权力从教派的个人代表转交给穆斯林立

法会议
,

是当代社会条件下公议能够采取的唯一形式
。

它将保证所有对于有关问题具有深刻认识

的人
,

可以在立法讨论中发表 自己的意见
。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

才能让我们在法律体系中把静止

的精神变成实际的行动
。 ” 「’9〕”!

伊克巴尔之后
,

伊斯兰现代学者都一直很重视
“
伊智提哈德

”

的原则
。

他们强调穆斯林并没

有义务为伊斯兰教法寻找一个正确的合法解释
,

他们的责任主要是通过推理的程序和见多识广的

判断来处理 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

这种集体的立法程序
,

构成了社区权威的公议
。

在通常情况

下
,

社区的大多数成员对新出现的事物和问题必然有更多的了解
。

通过他们的合理推论和见多识

广的判断
,

就可 以运用伊斯兰的教法来解释世界上各种新的复杂事物
。

很明显
,

《古兰经》关于协

商
、

公议和创制等原则
,

不仅提供了建立伊斯兰世界 民主体制的重要方式
,

而且也与西方文化中

民主的原则和价值观念相吻合
。

四
、

伊斯兰传统中的宗教容忍和多元主义精神

长期以来
,

人们误以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不能容忍其他宗教
、

缺乏多元主义精神的宗教
。

事实

上
,

无论是 《古兰经》传达的思想
,

或是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
,

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历史
,

都表明伊斯兰传统中包含着容忍其他宗教的多元主义精神
。

只是在穆斯林的历史上
,

很多统治者

常常背离了伊斯兰传统的多元主义精神
。

作为一种观念
,

多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
2 “
各种不同种族

、

民族
、

宗教或社会群体
,

能够在一种共同文明的范围内
,

维持其自主参与和发展他们自身传统文

化或是特殊利益的一种状态
。 ” 〔78 〕‘

在历史上
,

伊斯兰对于其他宗教的态度
,

并不排斥
,

而是体现出一种多元主义包容精神
。

《古

兰经》明确提出
, “

穆罕默德并不是要来取消古老的宗教
,

或是反对它们的先知
,

或是开创一种新

的信仰
。 ”
相反

, “《古兰经》传播的信息和亚伯拉罕
、

摩西
、

大卫
、

所罗门
、

或是耶稣完全相同
。 ”

4 2 7 ?一 !
,

87 2 86 〔‘, 〕5

同时
,

《古兰经》要求穆斯林信徒无论男女
,

都应该相信真主启示的所有经



典
,

包括 《摩西五经》4Β#Γ ∃# Ι 6
、

《大卫诗篇》4Ξ#∋ ΔΔ ∃6
、

《新约福音书》4工ΗΣ ,, ( 6
、

《古兰经》以

及先知的话语
。

对此
,

伊斯兰著名学者艾哈迈德 4&Χ
∃
#∃ &Χ Ε# )6 教授指出

,

44古兰经》的宽容精

神体现在它的一系列具体言论中
,

如
“

如果安拉愿意
,

他必定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 ”

478
2

?! 6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

因为
“
宗教信仰不能强逼

”
4

2
9 8 6

。 “
出自你们之主的真理

,

谁愿意
,

就让他饭依
,

谁愿意
,

就让他悖逆
。 ”

475
2

? 6 “
我不崇拜你们所崇之道

,

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之

道
。

你们有你们的宗教
,

我也有我的宗教
。 , ,

4一 ?
2

>一8 6 〔
9 〕

,

“
,

, ‘
,

“9

《古兰经》在传播先知启示的时候
,

并没有强调人们必须接受这一信仰
。

在提到先知教诲的

时候
,

总是强调他们
“
劝谕

” 、 “
传谕

” 、 “
感化

” 、 “
警谕

”
4!

2
7! 9

,

>
2

9 >
,

8
2 ,

! >
2

 6 人

们来认识伊斯兰的信仰
,

而没有把穆斯林说成是
“
佑庇者

”

和
“
监护者

” , “
对他们监察威逼

”

4>
2

> 5
,

7 
2

9 >
,

5 52 7一
,

7
2

? ?
,

8
2

7  6
。

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强调容忍并推行多元主

义
,

热爱人类
,

坚持人类平等
,

对等级
、

信仰和肤色不加区分的典型
。

当先知穆罕默德宣布他获

得先知使命的时候
,

犹太教和基督教已经彻底分离
。

正是在这种充满敌意和分化的气氛中
,

先知

传播了宣传善意与相互和谐的信息
,

来实现真主的旨意
。

对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信仰
,

穆罕默德也极为容忍
。

当纳吉兰 4.+ Σ∃
#Η 6 部族基督

徒访问麦地那的时候
,

没有地方进行他们自己的崇拜
。

于是先知邀请他们到先知寺
,

进行他们 自

己的礼拜
。

然而
,

不幸的是
,

在此后的世代中
,

由于各种政治
、

经济和心理上的原因
,

伊斯兰思

想和传统都遭到曲解和破坏
,

从而导致很多误解
,

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伊斯兰排斥其他宗教
,

缺乏

多元主义精神
。

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
,

不但树立了容忍其他宗教的榜样
,

而且还积极保护其他人的宗教

权利
,

甚至特许基督教修士在西奈山的凯瑟琳修道院修道
,

并颁布了一道法令
,

宣布穆斯林将不

会强迫任何基督徒改变信仰
,

而且承诺将积极保护基督徒的生命和财产
,

尊重他们的教会和 《圣

经》
。

很明显
,

先知不但教导穆斯林要尊重其他宗教
,

而且还要积极保护其他宗教的信徒
。

穆罕默德之后
,

伊斯兰历史上也有很多体现这种容忍精神和 自由思想的事例
。

例如西班牙犹

太人在中世纪遭受宗教裁判所迫害时期
,

为他们提供保护和隐蔽的乃是奥斯曼帝国
,

而欧洲的所

有国家
,

包括那些被认为最具有启蒙思想和文明的国家
,

都没有像土耳其那样给予犹太人完全平

等的待遇
。

很明显
, “
苏丹和土耳其政府向犹太人所表现的

,

正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容忍和自由主义

精神
。 ” 〔’日〕 7

另外
,

即使是在  世纪到 ∃Δ 世纪的穆斯林对外征服过程中
,

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

对此
,

历史学家布朗 4<#∃ Υ Ν∃Δ =Η 6 指出
2 “

伊斯兰对外征服的成功
,

无疑得益于对这些地区明显

的宗教宽容
,

而这一点
,

无论是拜占廷帝国还是西欧的野蛮帝国都不具备
。

他们不但不放过那些

古代遗留下来的异教徒后代和迫害犹太人
,

而且还极力打击基督教内部的
‘

异端
’ 。 ” 〔‘, 〕相反

,

伊

斯兰在传统上往往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看作是
“
圣典中的民众

” 。

在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大部分地

区
,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都没有受到干预
。

伊斯兰历史上还有很多对其他宗教容忍的例证
。 “

在新建立的穆斯林大马士革
,

基督教徒和穆

斯林经常共用同一座建筑进行不同的宗教崇拜
,

直到穆斯林从基督徒社区手中把这栋建筑购买下

来为止
。 ” 〔‘, 〕不仅如此

,

这种宗教容忍甚至还扩大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
,

尽管这种宗教的信

仰和崇拜体系与犹太教
、

基督教
、

穆斯林几乎完全不同
。

虽然在伊斯兰历史上
,

政府管理体系有

时不能容忍异教体系
,

但阪依伊斯兰一般都不是强迫
,

而是出于自愿
。

值得一提的是
,

当 78 世纪的印度处于阿喀巴大帝 4 ΙΧ , ϑ ∃, #Ι ∀Γϑ Χ#( ΨΕΖ ,∃ Δ∃ &[∋ #∃ 6 统治

之下时
,

妥协和容忍精神明显地体现在他的管理方式之中
。

今天
,

到这个地区来访问的人
,

当他

们登上位于法特普希克里城 4Μ#Ι ,Χ ∴Γ∃ ∗ +[ ∃+ 6 那座星期五清真寺高大的台阶时
,

依然可以感受



到当年那种宗教容忍精神所留下的遗迹
。

在清真寺高大的拱型门道内
,

一块用阿拉伯文字雕刻的

石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
2 “
马利亚的儿子耶稣 4愿他给我们平安 6 说

,

这世界就像一座桥
,

你可

以从上面走过
,

但却不能在上面建造房屋
。

那些希望得到今生的人
,

同样也希望得到永生
。

但世

上的年日不过是转眼之间
。

应该用你们在世的日子祈祷
,

因为将来的日子是我们看不见的
。 ” 〔7

这段令人惊奇的碑铭
,

表达的显然是一种欢迎和平和接受不同宗教的信息
。

>9 年前
,

莫卧尔国王阿喀巴大帝统治的成功
,

在很大程度上
,

不仅是由于他在军事上的威

力
,

同样也因为他是
“
一位具有宗教容忍精神的哲学家

。

他统治的成功既是靠战争
,

更是靠智谋

和善于安抚
” 「Α

。

作为一个穆斯林
,

他在统治非穆斯林占主要人 口地区的时候
,

尊重和维护其他

人的宗教权利
,

特地颁布了一条有关宗教容忍的法令
,

禁止强迫任何人阪依伊斯兰
,

还提拔了一

些非穆斯林担任政府中的领导职位
,

并设置 了一个公开论坛进行宗教和哲学的辩论
。

阿喀巴大帝

统治方式中体现的多元主义精神
,

对当前这个充满宗教和政治矛盾的时代来说
,

依然具有借鉴价

值
。

在当代社会中
,

民主 己经被公认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政治意识
,

是当前各国政治改革和

发展的基本方向
。

然而在人们的观念中
,

民主价值观却长期被看做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专利
,

而

很少意识到伊斯兰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民主的价值观和多元主义的精神
。

因此
,

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
,

尤其是
“ ? 7(’’ 事件后

,

一直积极在伊斯兰国家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体制
,

甚至不惜采用军事干预的方式来强行实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
。

看来
,

只有当这些国家能

够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着民主价值观和多元主义精神
,

不强行对伊斯兰国家推

行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
,

而是加强与这一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

推动伊斯兰国家去发掘自身传统中

的民主价值观
,

才是真正有助于它们建立符合其自身文化特色的民主体制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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