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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文化安全
*

李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

摘 要: 全球化时代, 伊斯兰世界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

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分歧,因此伊斯兰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成为伊斯兰世界

的当务之急。伊斯兰世界对此作出一系列回应, 认为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 而民族

文化安全就是一个民族现存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伊斯兰文化正

按照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逐渐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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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 伊斯兰文化经历过从繁荣到衰落再

到复兴的阶段。公元 7世纪,当欧洲正处于黑暗的

中世纪时,以伊斯兰教的传播为标志的伊斯兰文化

大放异彩,成为当时当地的先进文化。
[ 1]
它的产生

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其所包含的伦理

道德思想,适应了当时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需要,

是积极的、先进的。进入中世纪, 处于 黄金时代 
的哈里发帝国完全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

准,于是,它的封闭、保守、固执传统和排他性日益

显露, 直至活力丧失、发展停滞。 13世纪以来, 阿

拉伯国家先后经历了蒙古铁骑的打击,英法联军的

侵略,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地区逐步沦为西方的殖民

地或半殖民地。二战以后, 伊斯兰国家陆续摆脱殖

民统治,先后建立了独立国家。由于伊斯兰教诞生

于阿拉伯大漠的游牧部落, 其种族部落观念深深渗

透于伊斯兰社会之中。伊斯兰教所处的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强烈的封闭性、保守

性和排他性,尽管它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灿烂的伊

斯兰文化,但伊斯兰教神学干预政治的传统虽历经

沧桑, 依然磐石般地雄踞于伊斯兰社会结构的中

央,形成了与西方近代文明大相径庭的政治结构和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

内在文化根基。
[ 2]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

革命爆发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整

个穆斯林世界,成为全人类瞩目的国际大事之一。

随着 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到来, 伊斯兰世界

面对西方强制输入的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日益西方

化、世俗化和现代化, 深刻体会到自身文化安全面

临的挑战。正如英国学者汤姆林森所说: 全球化

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

中心地位。 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促进了更多

的有形的流动性, 但它对文化影响的关键之处在于

地方性本身的转型。 [ 3] 40
对此, 伊斯兰世界积极应

对,力求改革,为保护伊斯兰文化作出了许多努力。

一、伊斯兰文化安全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 我们的全球邻居  !彼此

开放和交流,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前

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从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

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

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

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 文化殖

民  政策, 形成了日益严重的 文化帝国主义  倾

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以损害当地本土文化为手

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文化安全

问题因此被提上日程,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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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伊斯兰世界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

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

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

定了以伊斯兰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阿拉伯国家必然

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

伊斯兰文化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可分为外因和

内因两个方面。

外因: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

透。正如约瑟夫 %奈指出, 在当今世界, 倘若一个

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 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

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

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 4]
可见, 文

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

重要意义。基于此,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对不同

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就成为西方最有力的

进攻方式之一。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

美国#外交季刊 ∃上撰文, 直言不讳地宣称: 美国

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 那么这

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

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

标准; 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

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 如果世界正

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

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 5 ]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乎强制的方式加强对

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输出与文化渗透。伊斯兰文化

无疑成为受害者,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内因:从表面上看,威胁伊斯兰文化安全的因

素,是西方 和平演变  与文化渗透的结果。但从
实质上看,其主要矛盾依然难以脱离伊斯兰文化体

制本身的弱点。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由

于该宗教在促进科技的发展、对社会制度的公正性

作出有效安排上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当今世界文化

间的竞争中,其处境是不容乐观的。面对众多历史

遗留问题,阿拉伯思想家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

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迹:持调和观点的陶菲格%哈
基姆、居于中间派的穆罕默德%阿玛拉以及宰基 %
纳吉布 %麦哈穆德的哲学原则等等。这些思想家
的努力使人们逐渐明白:只有看清现状, 才能以清

醒、客观的思考走出困境。开罗大学哲学系主任哈

桑 %哈乃菲博士指出,借鉴与创新是两个不同阶段

的主要任务,他发问道:我们现在生活于哪个阶段?

我们是已超越了 借鉴阶段  , 走出了前辈们的影
子,还是仍在重复前人走过的路? 现在应是我们进

行创新的时候了。
[ 6 ]
创新来自对现实的关注, 对现

实需要的感受, 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客观

条件, 即时代与现实的需要; 第二是主观自身的条

件,即对于自我的认识、对历史深层的透视。然而,

伊斯兰文化的创新面临种种难题:古老的遗产及其

神圣性占据着人们的头脑,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甚

至他们的日常生活。任何创新可能被说成是离经

叛道, 不被认可和接受。哈乃菲强调, 我们确实曾

经辉煌, 是 胜利者的文化  , 我们也为之骄傲, 但

它不能替代现实的遗憾。盲目附着在宗教经典上,

没有发扬独立思考和判断 (伊智提哈德 )的传统,

是对伊斯兰教义的歪曲。当代学者应以时代的眼

光重新审视传统、宗教,挖掘新意,这就是创新之所

在。
[ 7]
然而西方人的立场是压抑伊斯兰文化发展,

只将其视为处于从属地位和被研究的对象。此外,

阿拉伯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伊斯兰文化的危机归咎

于现存文化体制的弊端,认为阿拉伯人作为个体的

创造力不逊于他人, 但整体素质差;对个人创新的

宣传与评议制度不健全;现存体制还一方面拒绝与

现实对话  ,另一方面拒绝与 外界对话  , 这种体
制势必导致阿拉伯思想更新和文化发展的失败。

可见, 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

传统似乎成为一个包袱,是束缚思想、行为的锁链,

是国家被动、落后的原因, 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很容

易成为人们攻击归罪的对象。

二、伊斯兰文化面临的文化曲解

在近代欧洲人的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 刻意的

文化曲解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改造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
[ 7]
伊斯兰文化

由于存在某种缺陷,因而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当代

学者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解释了长期以来西方

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文化曲解。他指出: 欧洲的

东方学 学者致力于把东方 东方化  , 即通过一
系列的话语描述,贬低和扭曲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及

其现象。所谓的西方对东方的描写,不管是在学术

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严重地扭曲了其描述

的对象。在欧洲人眼中,东方人既一概缺乏理性、

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懒惰愚昧, 又不无

某种神秘色彩。这种程式化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

己制造出来的,而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

离了真实。西方视东方作为其对立面,将自己界定

为与东方相对照的、更为优越的形象、观念、人性和

经验。
[ 8]

文化曲解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

甚至可能成为引发外交纠纷和国际冲突的根源。

2005年发生的丹麦 漫画事件  就是一例。[ 9]

在一些人眼里,不论是奥斯曼帝国企图挫败基

督教民族主义者的图谋,还是穆斯林从西方获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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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图谋,伊斯兰教横竖都是狂热性的, 因为它与

西方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正是这一逆反定

律成为对穆斯林的行为的标准解释: 伊斯兰教是仇

视西方的,因为它是狂热性的&&结果, 穆斯林逐

渐被整齐划一地视为一个感情用事的、有时不讲逻

辑的种族:他们像一个躯体一样移动, 用一个声音

讲话。
[ 10 ]
这一思维模式至今仍被袭用。而事实上,

任何民族当他们的生存或利益受到威胁时, 都会变

得怒不可遏。愤怒和仇恨, 或为使其行为合理化和

合法化而利用宗教, 不独是穆斯林所特有的特

性。
[ 11]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文化曲解最突出的是以

普世价值论  的面目出现, 即把西方文化价值观

说成是唯一 普世的  价值观, 以此达到 文化霸

权  之目的, 严重威胁被入侵文化的安全。事实上,

文化价值观不仅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据,而且本身

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即使看来完全在追求

物质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国家利益时, 其背后的文

化价值观也在发挥根本作用。特别是伊朗伊斯兰

革命以来,美国和西方政界就不断警告人们要防范

潜在的 伊斯兰威胁  , 苏联解体后有人甚至宣称
绿色威胁 将代替 红色威胁  , 成为西方主要的
敌人。这种政治宣传不顾基本事实, 毫无理论价

值。很明显,文化曲解是人为地贬损异文化, 以有

色眼镜看待异文化的同时,宣扬本文化的优越性、

先进性,从而达到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之目的。

三、伊斯兰国家的积极应对和改革

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伊斯兰国家处在向现

代化过渡和转型的阶段,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主义

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如果说过去人们曾对宗教和

文化的作用有所忽视或低估的话,那么今天对它在

国际事务中的意义的确认, 已经导致在一些人中间

对即将来到的文明的冲突的一种夸大的信念。关

于这一立场,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塞缪尔%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文,堪称 伊斯

兰威胁论 的登峰之作。在文章中, 亨廷顿宣称:

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

的断裂线将是未来的战场。下一场世界大战 ∀ ∀ ∀
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 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 12]

他以文明的差异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文明的

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战场为理论立足

点,将非西方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或者两

者的联手视为西方最强大的威胁。

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 西方某些国家企图借改

革之名,行破坏价值观和传播腐朽与堕落文化之

实。伊斯兰国家面对伊斯兰文明和文化被歪曲,穆

斯林形象被丑化, 国家和社会遭遇越来越大的压

力,他们在不断抗议和反对的同时,也频频提出文

明对话的主张。他们举办多次文明对话国际研讨

会,借助各种平台和场合, 通过正面阐述伊斯兰教

的宽容、和平、正义和兄弟情谊等教义内涵, 以争取

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这无疑

是一项积极且极具建设性的举措。因为各种文明

之间虽确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 但也不乏交

流、融合、共荣的另一面。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的

国家和人民都主张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和平发展代

替军备竞赛,这是大势所趋。
[ 13]

伊斯兰国家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中,都要面临

改革的问题。

在宗教领域中, 伊斯兰教本身是提倡改革的,

它认为改革就是改变和匡正错误,就是革除弊端和

腐败。在#古兰经 ∃看来, 当一个社会的纯洁性和

健康机制被打破, 并处于混乱之中时, 这个社会就

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因此对这个社会就必须施行改

革。鉴于此, #古兰经 ∃将众先知称之为改革家。
#古兰经∃第 11章第 88节经文中说: 我只愿尽我

所能从事改革, 我们成功全凭真主的援助, 我只信

赖他, 我只归依他  。又如 #古兰经 ∃第 2章第 11

节经文中说: 当告诉他们,你们在大地上不要传播

腐败与堕落时, 他们说,我们是改革者。 可见,伊斯

兰教的改革文化意味着一种社会职责, 任何现象、

个人和团体都很难逃脱改革的职责,穆斯林的人性

职责迫使他为使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走上正确的

轨道而作出努力。此外,伊斯兰改革将重视宗教价

值观和推行与弘扬宗教价值观当作改革的根本因

素,其改革范围远远超出了物质范围, 认为改革首

先应先从个人做起,然后逐步推向社会和政治体制

之中。总之,伊斯兰教改革的核心概念就是劝善戒

恶,即维护社会的纯洁性与健康,使其在正确的道

路上前进而提出符合理性的道路,人们不应对个人

和社会不良现象与腐败现象保持沉默或熟视无睹。

同时, 在有利的条件下, 呼吁人们走幸福、纯洁、公

正的道路。
[ 14 ]

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国家的改革究竟从何着

手,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 阿

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革,虽然已经在从改变观念着

手,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局部性的体制和机制上。例

如, 2005年 10月埃及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后, 第一

次举行了有多名候选人参与的大选,科威特也已允

许妇女参选、担任议员和内阁大臣,阿盟 2004年的

首脑会议已决定成立贤哲会,让学者们进行开放式

讨论, 研究如何进行改革、应对阿拉伯民族面临的

挑战, 并决定修改阿盟宪章、启动阿盟的体制性改

革;又如埃及 #十月 ∃杂志主编拉吉布 %班纳提出
阿拉伯国家的高校改革,应从引进国际上高校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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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估体系着手, 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 各国近年

出台的改革政策和举措就更多了。由此可见,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的改革正在按照自己的特点和需要

逐渐展开, 它们当前在文明对话中最感兴趣的话

题,是如何在保持自身政权稳定、维护自己民族、宗

教属性的前提下, 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缓和国

内因贫富差距、失业率、出生率居高不下等而引发

的社会主要矛盾,它们关心并在进行比较的发展模

式是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 而不是欧

美国家的西方模式。
[ 13]

四、结语

尽管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

同化 色彩,但从未来取向上看,各种文化将更注

重各自的特异性。也就是说,全球化创造了某种文

化平台,可以使各种文化真正凸显其独特性。文化

安全就是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而民族文化安全

就是一个民族现存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正如

汤姆林森所说,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

文化状况,它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 而是说发

生了转型, 人们进入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

中。
[ 3] 40
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 文化是其和世界

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确定其人类

学身份的根本依据。因此,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

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

切资源的根本力量, 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

都将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因为此,

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安

全的一种战略选择。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

统,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

可靠的国家安全保障。因此, 从根本上讲, 国家文

化安全是在对于国家文化生存状态关怀的基础上

提出来的, 也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而提出来的。
[ 15]
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

与宗教思想的伊斯兰文化只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和

增添新的内容, 才能重新充满活力,继续有益于人

类、有益于社会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文化安全

的关键。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无论要维护经济科

技的安全, 还是要维护政治军事的安全, 抑或要维

护文化安全,都不可能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 都不

可能拒绝对现有的东西进行更新改造。
[ 16]
在文化

交流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改造,保持自身文化

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才能真正获得自身文化的

安全。作为伊斯兰文化核心部分的伊斯兰教,在人

类文化发展史上曾几度辉煌,现在又有西方学者预

言伊斯兰教是世界未来的威胁力量,而穆斯林学者

自己断言: 伊斯兰教不危及任何人, 它是和平,是正

道,是慈爱,是对所有人的恩惠,它强调的是两世并

重和对于国家事务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

渗透性。正如穆斯林思想家赛义德 %库特卜在他
的名著 #未来是属于伊斯兰教的 ∃中指出的那样:

伊斯兰教是一条道路,是一条生活的道路,是一条

人类生活及其各个领域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鉴
于伊斯兰教是这样一条生活道路 ∀ ∀ ∀ 它包含着许
多重要的内容,又彼此相互联系,不可以各自脱离,

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有组织、并满足人类的

许多实际需求, 监护着人类各方面的活动, 鉴于这

种考察,我们相信,未来是属于伊斯兰教的。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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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励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激励机制等。

第四,加强国民信息安全意识教育。在中国,

网络用户乃至网站易受攻击的主要原因,是多数网

民粗心大意,缺乏警觉,网站管理者缺乏保护意识,

在建设网站时较少或没有完整地考虑安全防范措

施。事实证明, 单纯依赖技术手段往往并不安全,

只有科学有序的管理加上必要的技术手段才能使

信息系统有更可靠的保证。因此,要对相关人员进

行计算机软、硬件及数据信息和网络等方面的安全

教育, 提高他们的保密观念和责任心;加强业务、技

术培训,提高操作技能;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并教育

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各项保密规定, 专人

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对网络系统进行检查和维护。此

外,国民的信息安全教育也不容忽视, 当前环境下,

彻底改变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信息安全意识观念较

差的状况,对于维护中国的信息安全极为重要。

总之, 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网络保障

体系, 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摆脱西方国家信

息渗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虽然,目前我国的信息

技术还不发达,我们的信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国外的信息技术,但我们仍然有信心在国家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信息产品开发的力度,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抵御网络入侵给我国国家安全带

来的危害, 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我国的综合

国力得以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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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ounterm eusures of China Inform ation Security at the Era of Network
GU Zheng - zheng

( C ollege of Polit ics and Law of ShanghaiNorm alUn 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 ina)

Abstrac t: In pace w ith the era o f inform a tion netwo rk, in fo rm ation techno logy is deeply influencing po litics, econom y,

techno logy and culture of society increasing ly. Mo re attention shou ld be paid to the born o f Internet tha t constitutes a new threat to

nationa l secur ity. E ach governm en t includ ing China around the w orld is seek ing countermeusures to so lve the problem s of na tiona l

inform ational secur ity. It includes to estab lish the new ru le o f internationa l inform ation actively on in ternational sphe re. And on

dom estic sphe re, Chinese governm ent should pay atten tion to safeguard system of defend ing inform ation security, developing and

im prov ing our in fo rm ation security techno logy, establish ing and im prov ing law system of inform ation secur ity and increasing the

education o f people s' know ledge of in fo rm ation security.

K ey words: Nationa l Info rm ation Secur ity; the E ra of Netwo rk; Counterm eusures o f S trategy; Cha llenges

[责任编辑:晓 春 ]

(上接第 12页 )

Islam ic Culture Secu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G lobalization
LI Yi

(M idd le E ast Study In stitu te of Shangh ai In ternat ional S tud iesUn ivers ity, Shanghai 200083; Ch in a)

Abstrac t: Islam ic culture security is facing seve rer cha llenges in the era of g lobalization since Islam ic wo rld havem a jo r ev iden t

d ifferences betw een w este rn deve loped country in culture, ideo logy, soc ia l system and na tiona l interest, so how to cope w ith

challenges have been becom ing the urgent a ffa irs for Islam icW or ld. Islam icW or ld have m ade a ser ies responds to deal w ith these

challenges, considered tha t cu lture secur ity w as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cu lture tra its w hile national culture secur ity was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 f cu ltu re traits of a nation. To m eet the cha llenge o f g loba liza tion, Islam ic cu lture has been reform ing

according to its cha racte ristics and dem ands.

K ey words: Islam; Islam ic Cu lture; Culture Secur ity; G loba 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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