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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景看文明的碰撞 

万   明 

 

摘  要：在伊斯兰国家纷纷寻求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和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下，伊斯兰文明同西方主导的

现代化虽有碰撞，但并不排斥，彼此间可以找到联结点。伊斯兰国家应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应不断更新

自我，走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过于强调伊斯兰的正统性，敌视西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键词：伊斯兰复兴运动；现代化；全球化；文明的冲突 
Abstract: Modern Islamic renaissance is an anti-west campaign originated by Islamic nations under the banner of 
religious renaissance. It developed when Islamic nations searched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ough the campaign illustrated some conflict between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 Islamic civilization doesn’t exclude modernization. What the Islamic nations should do properly 
is not to be hostile to the West but to carry out the modernization with Islamic characteristic and improve themselves by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ivilization.   
Key words: Islamic renaissance;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由伊斯兰复兴思潮发展

而来，呈现出派别复杂、表现形式多样的特点，主

要分为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民间复兴和原教旨

主义等。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着伊斯兰国家民族

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国家的独立，在反西方和归复伊

斯兰的旗帜下，伊斯兰复兴运动蓬勃兴起，疾风骤

雨般地向西亚、北非及南亚地区推进，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运动，对各国世俗政权展开了强有力的

攻势，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一道独特战线。80年代

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为伊斯兰

复兴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原教旨主

义的力量也逐渐壮大，并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接

受，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活跃的因素。 

复兴是因衰落而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在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

全球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

冲击下，伊斯兰世界传统价值遭到了挑战，陷入迷

茫的尴尬境地。 

一、伊斯兰面临的挑战——现代化与全球化 

1.国内，现代化的挑战。在近代史上，伊斯兰

国家曾选择过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将西方模

式用于本国的改革实践，最突出的便是土耳其的凯

末尔改革。被誉为“土耳其之父”的凯末尔为移植

西方制度，对土耳其进行了风风火火的世俗化改

革，实现了政教分离。但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深层

的矛盾，也挽回不了失败的命运。无论从物质成果、

政治体制还是社会影响看，改革的成效都不尽如人

意。 

二战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世界舞

台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

复兴，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百年进程再次推向高潮，

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奋

起直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现

代化；还有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也在现代化的

道路上努力追赶，以期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毋庸置

疑，现代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求生存、谋发展的

必由之路。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广大伊斯兰国家却

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一些伊斯兰国家反而更加落

后，广大穆斯林兄弟也更加贫困。 

为摆脱困境，以 60年代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白

色革命”为代表，一些伊斯兰国家开始了新的探索。

巴列维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

伊朗的社会面貌，使伊朗基本具备了现代化国家的

表面特征。但由于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否定了

伊斯兰自身的民族性，缺乏来自内部的传统文化支

撑，仅将西方模式生搬硬套过来，因而十分脆弱。

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由此而来的社会弊病助长了人

们对西方和世俗化的反感情绪，特别是 1976 年阿

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丢失了圣地耶路撒

冷，更激起传统势力对世俗政权的不满。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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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原本向西方敞开的

大门又关闭了，西方现代化遭到排斥和拒绝。 

2.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任何国家都阻挡不了。当今世

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

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1]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和社会分工的扩展与深化，世界逐步被连成一体。

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和服务流

通更加便利。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的力量带到每一个

角落，在“无形之手”的指挥下，财富日益集中到

富人手里。国与国之间，这种“马太效应”十分明

显，表现在那些实力雄厚、有竞争力的大国得到更

多利益，而贫弱的国家越发贫穷。二战至今，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占据着国际市场

的主导地位，国际贸易、金融和跨国投资无不打上

西方化的烙印，成为它们操控世界经济的重要手

段。即便是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这样的国际协调机制中也是西方国家唱主角。伊

斯兰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在全

球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劣势，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

距越来越大。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发达国家

还制定出一整套游戏规则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通行

规范，强迫他国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极大

地增强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传

统“主权国家”的作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伊

斯兰国家对此深感忧虑。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伊斯兰文化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侵袭。按马克思主义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

势经济决定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由于西方国家

拥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技术，无论伊斯兰文化曾有

多么古老和灿烂的历史，都无法避免被西方文化逐

渐侵蚀的命运。与西方文化相比，伊斯兰文化显得

更为深厚与凝重，一时难以融入时代潮流。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挑战也带来机

遇。但对伊斯兰国家而言，由于在社会经济、政治

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陷入混乱，故改革与重建

不可避免。 

二、回应——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世界各国都在抓

紧时机发展自己，伊斯兰国家却大都显得步履蹒

跚，进展缓慢。面对这一现实，它们将经济失调、

贫穷落后、传统价值观的失落甚至伊斯兰国家本身

固有的内在矛盾统统归咎于西方文化与世俗化带

来的恶果，认为“用西方模式来调整社会结构，实

际上是推行‘殖民文化’，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强加于穆斯林社会，从而导致伊斯兰国家政

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异化及传统价值观的失落。”
[2]
要摆脱这种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扫除西方文化

的干扰，正本清源，回到《古兰经》中去。为了维

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抵制西方文化，伊斯兰复兴

运动于上世纪 60 年代再度兴起。这场运动最初以

“复兴宗教”为旗号，但随后便迅速演变为一场波

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法律和外交等诸领域

的政治运动。 

形式上，伊斯兰复兴运动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一

切值得复兴的东西，即一切都应遵循伊斯兰教的原

旨教义，严守穆罕默德的遗训；要按伊斯兰教法行

事，恢复伊斯兰教早年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

尊严；凡是涉及到穆斯林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各

种问题，都要以伊斯兰传统，特别是要以穆罕默德

生活时代的伊斯兰教为穆斯林的行为准则。为此，

它斥责那种轻视宗教礼仪，背离一神信仰，忘却日

常功课，违反宗教戒律的做法，反对种种被认为是

非伊斯兰教的异端邪说、外来影响和世俗化倾向。
[3]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一再重申，《古兰经》

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

当今乃至以后，始终是最适合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的永恒真理，在它的指导下，伊斯兰国家完全可以

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理想社会模式，而不必

舍近求远学西方。这就是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

上是“一种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宗教社会运动，它的

主旨是试图解决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社会的发展道

路问题”
[4]
，是对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一种

回应。 

三、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巨浪卷着西方文化向世界

各地传播，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像一块坚固的磐石横

亘在它的必经之路，奋力抵抗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

影响。伊斯兰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矛盾实际上反映

了伊斯兰教与西方基督教两大文明的根本性冲突。

“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

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

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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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

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

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

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

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

仰。”
[5]
 

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始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

由西方世界主导，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与其

相互促进，相辅相成。16世纪，西方发生的宗教改

革，顺应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束缚的要求，

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自由、平等、民主

的基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一书中指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所包含

的诚实、信用、勤奋等观念共同构筑了西方国家资

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前提，成为西方现代化欣欣向荣

的不竭动力；罗马法的自然、私法和理性精神以及

公平正义原则符合资本主义的内在需要，为现代化

提供了依据和理性原则的保证。另外，在现代化与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仅将一

种新的制度在全球推广开来，也促使西方的文化价

值观广为流传，巩固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由此

可见，西方文明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种文明。 

相形之下，伊斯兰文明因自身很难同西方文明

融合，难以达到与西方式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相适应

的程度。与基督教的政教分离观念相反，伊斯兰正

统教义具有极强的涉世性，它不仅作为一种精神力

量，也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政教合一是伊斯兰教

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恰恰是与现代化所要求的世俗

化和理性化相矛盾。此外，从历史看，资本主义在

伊斯兰国家也没有得到充分、良好的发展，伊斯兰

国家要想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明显缺乏

必要的物质、观念基础和制度准备。 

近现代，伊斯兰世界封闭的环境和文化的排他

性极大地影响着穆斯林的感情和思想，他们总认为

伊斯兰文明比西方文明优越，一旦遭到来自西方文

明的冲击时，他们的神经就被激发起来，立刻采取

反击异端的行动，捍卫民族文化不可动摇的地位。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正是这种思想意识转化的结

果。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

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

是追随着权利。历史上，一个文明的扩张通常总是

同时伴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

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

体制。”
[6]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倚重其压倒性的权

力优势维持着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非西方国家纷

纷效仿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希望从中找到自强求

富的良方，但却忽略了本民族的特性，脱离了本国

的具体国情，最终导致失败。对伊斯兰国家来说，

也是如此，不应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历史经验表明，

成功的现代化应该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

有机地结合起来，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可取。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冲突”只

能说是两种文明的碰撞，并不代表伊斯兰文明排斥

现代化。实际上，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如何更好地加强和发展已有的这些联

系，这就需要伊斯兰国家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碰撞

与交汇中迸发活力，不断更新自我，找到向现代化

过渡的正确桥梁与途径，走一条有伊斯兰特色的现

代化道路。过于强调伊斯兰的正统性，敌视西方的

做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从目前情况看，

它还不足以将世界的多元文明整合在一起；而西方

发达国家推行的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使伊斯兰世界

日渐边缘化，这便加深了各文明间的隔阂。因此，

建立一个相对公平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是调和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必要条件。 

总之，客观全面地认识伊斯兰文明，使之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推动伊斯兰国家顺应历史

前进潮流，融入世界是伊斯兰国家的理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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