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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
嬗变、 冲突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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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教派冲突问题在巴基斯坦建国后因政治化等因素诱发

了严重的社会冲突， 本世纪初以后， 穆沙拉夫执政时期曾采取强有力的

军事安全政策， 使国内安全形势一度得到缓解， 但教派冲突问题仍难以

根除。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巴基斯坦出现新一轮教派冲突， 一是巴国内部分政

治集团或组织利用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动员资源， 引起更加严重的教派主

义政治化趋势； 二是巴政府在宗教教育体系和打击极端主义组织方面存

在治理缺失和监管缺位； 三是新时期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势力的扩

散加剧了巴国教派冲突风险； 四是德奥班迪学派和瓦哈比主义在反什叶

派宣传方面煽动教派对立。 巴基斯坦亟须通过多路径去廓清和批驳激进

主义势力在反什叶派思想和教派主义话语方面的思想错误和话语误导，
积极引导主流舆论发扬宗教宽容理念， 严厉打击煽动教派仇恨的社会组

织或媒体舆论。
【关 键 词】 　 教派主义； 巴基斯坦； 教派冲突； 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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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一词通常被翻译为 “宗派主义” 或 “教派主义”， 指

称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不同派系间产生的偏见、 歧视和憎恶， 这种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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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群体关系通常出现在不同的宗教派别、 民族、 阶级或政治团体之

间①， 而引发 “宗派主义” 或 “教派主义” 的成因也是非常复杂和多元

的， 包括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理念差异、 利益冲突等。 一般来说， 民族、
宗教、 教派之间的群体冲突是人类历史上较为持久和常见的冲突现象， 诸

如历史上欧洲社会的基督教教派冲突和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冲突， 对欧亚社

会的历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两大教

派间的冲突现象， 故在本文语境中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译为 “教派主义” 更为

恰当。
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 拥有仅次于伊朗的什叶

派人口规模②， 在南亚地区历史演进过程中， 两大伊斯兰教教派之间基本

保持了宽容和谐的教派关系。 １８ 世纪以来， 南亚地区也日益受到来自中东

地区教派主义宗教思想影响， 两大教派之间的和谐关系有所改变。 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８０ 年代之际， 在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 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和国内伊

斯兰化政策的多重影响下， 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主义思潮和势力迅速蹿

升， 教派冲突层出不穷。 时至今日， 教派冲突的安全困境在巴基斯坦愈发

显著， 近十多年来， 教派冲突的频率、 伤亡、 烈度和政治化， 已远远超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当前， 教派冲突问题已成为影响巴基斯坦国家稳定、 社会团结和宗教

和谐的重大安全隐患。 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的主要矛盾及其社会危害集

中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 故本文以什叶派为主要线索， 论述

现当代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冲突化的历史经纬、 现实挑战及其主要

动因。

一、 什叶派与现代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的产生

教派主义及其引发的教派冲突并非只是宗教教派主义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独有的现象， 民族或族群教派主义、 阶级冲突、 政治或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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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也是教派主义范畴之内的现象， 但是宗教教派主义现象及其引发的持

久性、 世界性的教派主义问题， 是全球政治或国际问题中较为突出的冲突

现象。 时至今日， 在中东、 南亚和非洲地区仍广泛地存在宗教教派主义现

象， 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主义现象及其冲

突， 是目前中东和南亚地区呈上升趋势的教派主义问题， 对于叙利亚、 黎

巴嫩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并涉及地缘教派主

义等地区性因素。
根据 ２００９ 年皮尤研究中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对全球什叶派人口

分布和比例的调查统计， 并结合 ２０１９ 年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对巴基斯

坦总人口的评估， 巴基斯坦什叶派总人口大约在 ２０００ 万—３０００ 万之间，
约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 １０％～１５％。①

（一） 印度次大陆什叶派的嬗变及其在巴基斯坦建国中的历史地位

伊斯兰教什叶派传入印度次大陆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传入方式

多种多样， 包括穆斯林商人、 苏菲圣徒和武力征伐等多重因素， 共同影响

着印度次大陆的伊斯兰化过程。 早在中亚伊斯兰王朝在北印度建立政治基

础之前，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圣徒已经将伊斯兰教思想与文化引入印度次大

陆， 其传播方式属于温和与宽容的渐进形式， 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

共存融合。② 根据学者考证， 什叶派在公元 ９ 世纪前后传入印度次大陆的

信德地区， １３—１５ 世纪， 什叶派广泛流行于印度次大陆的德里、 克什米

尔、 孟加拉、 德干等区域。③

１６ 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 什叶派波斯族裔贵族在王朝权力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 莫卧儿王朝统治前中期的宗教宽容政策使什叶派思想在印

度次大陆得到了广泛传播， 直到奥朗则布皇帝继位后， 莫卧儿帝国的宗教

宽容政策进入拐点，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认同分野日益清晰。④ 在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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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布皇帝执政下， 不仅废止了阿克巴大帝时期实施的宗教宽容政策， 他还

对什叶派采取了打压政策， 奥朗则布以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为正统， 尊

崇马图里迪教义思想， 其他宗教如印度教、 锡克教以及伊斯兰教什叶派均

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这使什叶派乌里玛等宗教精英被迫采取塔基亚原则

以规避帝国政府的打压。①

莫卧儿帝国内部的逊尼派宗教保守思潮上升， 一度加剧了帝国教派主

义的张力。 这一时期流行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瓦哈比主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思想传入南亚地区， 沙阿·瓦利乌拉 （Ｓｈａｈ Ｗａｌｉｕｌｌａｈ） 作为这一时期有重

要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 对于瓦哈比主义在帝国内部传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瓦利乌拉攻击印度教和什叶派思想， 向莫卧儿帝国统治者多次提出建

议， 要求压制所谓的 “异端” 宗教思想。② 不过， 瓦哈比主义宗教学者对

于什叶派的攻击并未使南亚什叶派遭到致命打击， １８—１９ 世纪， 什叶派宗

教学术和思想文化在莫卧儿帝国境内的阿瓦德地区 （Ａｗａｄｈ） 和孟加拉地

区日益活跃， 并且逐步实现了本土化。 这一时期的南亚什叶派宗教文化日

益受到印度教文化和伊朗的影响， 吸收了部分本土化的印度教宗教节庆、
仪式等传统， 并且吸收了伊朗什叶派穆哈拉姆宗教仪式的特点③， 这些都

反映出莫卧儿帝国时期南亚什叶派宗教文化的多元性。④

１９ 世纪中期，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对南亚什叶派发展造成了全新的影

响， 带来了现代化变革的发展动力。 在英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影响下，
伊斯兰改革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Ｓｙｅｄ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ｎ） 在勒克瑙建立

了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Ａｌｉｇａｒｈ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该大学培养了一大批

具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思想的穆斯林学者和政治家， 对于 ２０ 世纪

上半叶巴基斯坦独立运动具有重要的先导性意义， 也深刻影响了什叶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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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哈拉姆仪式” 主要指在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月 （即穆哈拉姆月）， 什叶派穆斯林纪念

侯塞因·伊本·阿里的一系列宗教仪式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 故又被称之为 “穆哈拉

姆哀悼”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ｈａｒｒａｍ）。 穆哈拉姆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是著名的穆拉哈姆月第十天举行的

阿舒拉节， 讲故事、 哭泣和捶胸顿足、 穿黑衣、 部分禁食、 街头游行和卡尔巴拉战役的重演构成

了相关纪念活动的关键。
Ｋｕｒｔ Ａ．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０４ －

１１４．



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 嬗变、 冲突与动因

想的现代化变革， 有许多什叶派宗教学者成为赛义德·阿赫马德的支持者

或追随者。① １９０６ 年 “全印穆斯林联盟” （ Ａｌｌ Ｉｎｄ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ＬＭＬ） 在达卡成立， 穆盟是印度次大陆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穆斯林政治

组织， 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分裂这一时期更为显著。 １９０７ 年， 南

亚什叶派建立了 “全印什叶派联盟” （Ａｌｌ Ｉｎｄｉａ Ｓｈｉ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ＬＳＣ）②，
作为抗衡 “穆盟” 的什叶派政治团体， 表明南亚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边界

已经初步形成。 不过， 在重大的全印穆斯林相关事务方面， 什叶派联盟大

多情况下倾向于支持与联合穆盟等穆斯林政治组织， 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的印度哈里发运动 （Ｋｈｉｌａｆａ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时期， 什叶派联盟摒弃了教派嫌

隙， 与逊尼派政治组织一道反对废除哈里发制度， 跨越了教派主义鸿沟。③

１９４０ 年后， 巴基斯坦独立运动兴起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 穆斯林联盟

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Ｊｉｎｎａｈ） 主张在印度次大陆

为全印穆斯林建立一个 “清真之国”， 这一运动迅速得到了印度次大陆穆

斯林社群的支持。 虽然真纳出身于什叶派宗教家庭， 但他并不是一位教派

主义思想的穆斯林， 他的世界观是世俗化和非教派的。 在真纳致力于推动

巴基斯坦独立运动期间， 虽然有部分什叶派宗教学者反对巴基斯坦独立运

动， 坚持保留未来印度国家的统一性④， 但绝大部分南亚什叶派穆斯林并

未明确反对或抵制真纳的独立计划。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在巴基斯坦独立前夕， 国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资

源匮乏、 印巴关系以及技术官僚不足等内外困境， 教派关系问题在这一时

期并不是国家建设的主要议题。 穆斯林联盟在建国原则方面， 主张建立一

个宪政民主和多元宗教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 “伊斯兰

促进会” （Ｊａｍｉａｔ⁃ｅ⁃Ｕｌｅｍａ⁃ｅ⁃Ｉｓｌａｍ） 等逊尼派伊斯兰宗教政党开始介入国家

政治生活， 其创始人毛拉那·沙比尔·艾哈迈德·欧斯马尼 （Ｍａｕｌａｎａ
Ｓｈａｂｂｉｒ Ａｈｍｅｄ Ｕｓｍａｎｉ） 在 １９４９ 年巴基斯坦 《目标决议》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ａｎ Ｃｏｌ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ｌｙ Ｗ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ｈｉｉｔｅ Ｉｓｌａ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９４－９８．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０， ｐ. ２１７．

Ｖａｌｉ Ｎａｓ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ａ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Ｈｏ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ｗｉｌｌ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６， ｐ. １０６．

Ｓ． Ｒ． Ｂａｋ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Ｍａｈａｓａｂｈ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Ｄｅｅｐ ＆ Ｄｅｅ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４５－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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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制定过程中曾提议加入部分伊斯兰教内容的条文①， 预示着宗

教政治力量未来将进入巴基斯坦公共政治舞台。
（二） 权利诉求与教派主义问题的肇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巴基斯坦什叶派逐步实现了组织整合， 加强了教派

内部团结， 同时又形成了不同政治倾向的全国性组织。 受印巴两国冲突影

响下， 数十万印度什叶派穆斯林难民进入巴基斯坦境内， 在巴基斯坦境内

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什叶派聚居区， 其中多数分布在信德省和旁遮普省。②

为了维护什叶派的宗教和政治权利， １９５３ 年巴基斯坦境内成立了 “什叶派

权利 保 护 组 织 ” （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Ｓｈｉａ，
ＯＳＲＳ）。③

全国性什叶派权利保护组织的成立，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巴基斯坦政府

与什叶派之间的文化张力。 什叶派权利保护组织不断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

宗教诉求， 包括宗教课程改革、 穆哈拉姆游行许可等问题， 引起了逊尼派

宗教保守势力的排斥和指责。 １９５６ 年， 穆哈拉姆游行问题引发了旁遮普省

逊尼派保守势力与什叶派之间的公开冲突， 逊尼派宗教保守派要求政府禁

止什叶派的穆哈拉姆宗教游行活动， 引起什叶派乌里玛的反弹， 该地区教

派张力骤然上升。
１９５８ 年，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ｙｕｂ Ｋｈａｎ） 将军发动

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 巴基斯坦进入军人政治统治时期。 阿尤布·汗执政

后， 致力于巴基斯坦宗教多元化发展格局， 他试图消弭教派主义之争， 压

制宗教政治势力发展。 但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开始

日益极端化和暴力化， 受德奥班迪教派、 瓦哈比主义等逊尼派宗教激进思

想影响下， 巴基斯坦境内反什叶派的相关社会运动、 煽动性宣传不断升

温， 一些逊尼派宗教激进团体煽动针对什叶派的暴力袭击， 致使巴国境内

０４１

①

②

③

《目标决议》 文件是指导巴基斯坦宪法框架的文本， 对于巴基斯坦的国体和政体指导与

规划有着重要影响。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Ｒｉｅｃｋ，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８， ｉｎ Ｒａｉｎｅｒ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ｒ Ｓｈｉ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１， ｐｐ. ２６９－２７０．

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 什叶派群体还成立了 “什叶派全国联盟”。 （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ｈｉ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ＳＣ）



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 嬗变、 冲突与动因

多个地域频繁爆发针对什叶派的暴恐袭击。① １９６３ 年， 逊尼派极端主义分

子对信德省海尔布尔 （Ｋｈａｉｒｐｕｒ） 的穆哈拉姆什叶派游行队伍发动了暴恐

袭击， 引发了当地严重的教派冲突； 不久之后， 拉合尔地区也爆发了针对

什叶派穆斯林的教派仇杀， 造成 １００ 多人遇袭身亡。②

（三） 教派冲突演进与什叶派政治化发展

１９６３ 年巴基斯坦反什叶派暴乱事件对什叶派社群的政治化造成了重要

影响， 巴基斯坦什叶派社群充分意识到加强教派内部组织团结和建设的作

用。 在此次事件影响下， 什叶派乌里玛于 １９６４ 年在卡拉奇倡议建立了

“全巴基斯坦什叶派乌里玛大会” （ Ａｌｌ⁃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ｈｉａ Ｕｌｅｍ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ＰＳＵＣ）， 该组织目标是捍卫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命安全和宗教权利， 加强

巴基斯坦什叶派组织合作， 巴基斯坦国内数百名有影响力的乌里玛加入该

组织， 他们选举赛义德·穆罕默德·迪赫拉维 （Ｓｙｅ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Ｄｉｈｌａｗｉ）
为领导人。 卡拉奇什叶派大会正式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了什叶派的宗教和

安全诉求， 并主张实现什叶派宗教文化在国家公共教育中的独立化， 什叶

派实现宗教管理的自治化等一系列诉求。 在此之后， 迪赫拉维还多次发动

什叶派社会运动， 在公共空间发起街头抗争， 向巴基斯坦社会表达什叶派

的诉求。
面对日益政治化和大众化的什叶派社会运动， 阿尤布·汗政府采取一

定措施去满足什叶派部分的宗教和政治诉求。 阿尤布·汗总统为此组建了

宪法委员会以回应什叶派诉求， 宪法委员会由 ５ 名逊尼派和 ５ 名什叶派组

成， 包括迪赫拉维和穆扎法尔·卡齐尔巴什 （Ｍｕｚａｆｆａｒ Ｑａｚｉｌｂａｓｈ） 等什叶

派著名学者。 １９６７ 年， 宪法委员会多次讨论协商后， 决定满足 １９６４ 年卡

拉奇什叶派大会的大部分诉求， 并得到了阿尤布·汗政府的支持， 但是，
逊尼派组织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１９６７ 年， 巴基斯坦人民党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ａｒｔｙ， ＰＰＰ） 的建立对于

什叶派社群发展也形成了重要影响。 人民党创始者阿里·布托 （ Ａｌｉ
Ｂｈｕｔｔｏ） 来自什叶派家庭， 其世俗化的社会福利政策导向和中左翼政党发

展理念吸引了数以百万计巴基斯坦普通民众的支持， 虽然人民党属于世俗

１４１

①

②

Ｅａｍｏｎ Ｍｕｒｐｈｙ，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００－１０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１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 ｐ. ５５，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ｉｓｎ ／ ２８４１０ ／ ０９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ｄｆ，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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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党理念， 但阿里·布托家族的什叶派宗教背景使全国性的两大什叶派

组织也加入其中。①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角度分析，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巴基斯坦什叶

派政治化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和左翼思想背景。 这一时期的什叶派宗教学者

及其全国组织属于社会文化保守派， 他们不主张参与广泛的社会运动， 在

社会政治层面不能为什叶派青年争取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利益和身份认

同。 相较而言， 包括阿里·布托在内的各种左翼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潮引起

了巴基斯坦什叶派青年群体的社会共鸣， 他们纷纷加入人民党或巴基斯坦

共产党， 左翼工会和学联蓬勃发展。② 在教派分化方面， 巴基斯坦左翼运

动带有鲜明的什叶派标记， 而逊尼派大多支持右翼组织， 从而在左右翼运

动之争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认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巴基斯坦什叶派政治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部分什叶派

组织的激进化发展趋势。 １９７２ 年， “伊玛目学生组织” （ Ｉｍａｍｉ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成立， 该组织是巴基斯坦境内第一个什叶派激进主义

团体， 标志着什叶派政治化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什叶派组织激进化的主要

背景是巴基斯坦国内逊尼派政治化带来的相应后果， 在 ６０ 年代后期， 巴基

斯坦 “伊斯兰促进会” 建立了 “伊斯兰学生协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Ｓ） 组织③， 该组织致力于在大学校园宣传伊斯兰促进会的宗

教政治思想。 受此影响， 拉合尔地区什叶派组建了伊玛目学生组织。 相较

于人民党等世俗主义政党或组织， 伊玛目学生组织积极追求参与政治， 并

深受什叶派乌里玛思想的影响， 其主要传播地区包括拉瓦尔品第、 白沙

瓦、 卡拉奇、 木拉坦、 费萨拉巴德等。 伊玛目学生组织扎根于大学校园，
为什叶派贫困学生提供物质援助， 致力于传播和实践什叶派宗教文化， 经

过数年发展后民间影响力愈发强大， 对巴基斯坦政府的什叶派政策也构成

了一定影响。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 Ｅ． Ｊ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Ｐａｒｔｙ： Ｒｉｓｅ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Ｋａｒａｃ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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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基斯坦教派冲突的嬗变与现状

（一） 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的激化 （１９７７—２０１１ 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变局和国际局势变化使教派主

义日益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稳定与安全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 １９７７ 年齐

亚·哈克 （Ｚｉａ ｕｌ Ｈａｑ） 将军领导的军人政权上台执政， 标志着巴基斯坦国

内政治的又一次重要转型。 在齐亚·哈克执政之下， 巴基斯坦政府开始推

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①， 这一举措无疑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国内教派主义张

力。 齐亚·哈克将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并得到了 “巴基斯坦全国同盟”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ＮＡ） 等逊尼派宗教政治团体的支持。 在

外交层面， １９７９ 年先后爆发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使

齐亚·哈克政府得到了西方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 域外国家

寄希望于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事务， 遏制苏联势力南下， 进而巩固了齐

亚·哈克政权的稳定性和统治基础。
齐亚·哈克政府为了支援阿富汗境内反苏联的圣战分子， 在阿富汗与

巴基斯坦两国的边境地区建立大量马德拉萨 （Ｍａｄｒａｓａ） 学校， 招募包括

阿富汗难民等人员。 这些马德拉萨学校及其背后的宗教意识形态受到沙特

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资助和支持， 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反什叶派教派主义

思想的激进人员， 在阿巴边境地区出现了马德拉萨学校网络。②

其次，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从外部刺激了巴基斯坦什叶派的政治动

员， 促使什叶派宗教文化活动更为活跃， 宗教政治动员得到强化。 伊朗伊

斯兰革命爆发后， 巴基斯坦什叶派的宗教认同得到显著增强， 来自德黑兰

的传教活动日趋频繁， 巴基斯坦什叶派宗教仪式开始伊朗化； 另一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主张的反美和反以色列政治口号在什叶派社群中得到广泛传

播， 增强了什叶派社群内部的政治动员能力。 霍梅尼主义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ｓ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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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什叶派组织中得到了高度认可①， 前文述及的 “伊玛目学生组织”
公开宣布霍梅尼是他们的效法源泉， 其他巴基斯坦什叶派组织也纷纷将效

法源泉变更为伊朗或伊拉克的宗教乌里玛学者， 这一现实增强了伊朗对于

巴基斯坦什叶派社群的宗教政治影响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数百名巴基斯坦宗教学生前往伊朗圣城库姆学习霍

梅尼的宗教政治思想， 并将其带回国内传播。 霍梅尼主义在巴基斯坦境内

的传播引起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忧虑， 沙特等国家加强了对于巴基斯坦境

内逊尼派激进组织的外部支持力度。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宗教意识形态博弈

加剧了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的规模和张力②， 引发了宗教政治化的不稳

定因素。
１９７９ 年， 齐亚·哈克政府的国家伊斯兰化政策引起了巴基斯坦什叶派

乌里玛群体的强烈反弹， 什叶派社会运动再次在国内兴起。 齐亚·哈克为

了巩固其统治基础， 于 １９７９ 年决定在巴基斯坦推行哈乃斐教法 （Ｈａｎａｆｉ
Ｌａｗ） 思想， 并将其引入全国司法体系。 哈乃斐教法思想是逊尼派正统的

四大教法学派之一， 但其教法思想、 渊源和立法原则等内容与什叶派教法

传统相去甚远。 为了抗议对什叶派宗教权利的破坏， 什叶派权威学者贾法

尔·侯赛因 （Ｊａｆａｒ Ｈｕｓｓａｉｎ） 发起成立了 “执行贾法里教法运动” （Ｔｅｈｒｉｋ⁃
ｅ⁃Ｎｉｆａｚ⁃ｅ⁃Ｆｉｑｈ⁃ｅ⁃Ｊａａｆｒｉａ， ＴＮＦＪ） 组织。

１９７９ 年， 贾法尔·侯赛因于旁遮普地区城市巴卡尔 （Ｂｈａｋｋａｒ） 召集

了全国什叶派大会， 讨论商议齐亚·哈克政府的伊斯兰教法政策。 全国什

叶派巴卡尔大会明确宣布， 如果齐亚·哈克政府不能满足此次大会提出的

什叶派宗教权利诉求， 将发起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运动。③ 此次全国什叶派

巴卡尔大会提出了若干项关于什叶派宗教或政治权利的要求， 包括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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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主义”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ｓｍ） 是指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鲁霍拉·霍梅尼的宗教和政治思

想， 霍梅尼主义对中东南亚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影响巨大， 改变了千年来什叶派传统的政治静默

主义， 使什叶派转向为政治行动主义， 推动了中东和南亚等地区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化， 霍梅尼

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及其对外革命输出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霍梅尼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实现 “教法学家统治” 的政教合一统治秩序， 并由教法学家实现对伊

斯兰国家的监护， 霍梅尼主义思想改变了传统什叶派关于马赫迪主义的信仰认识， 时至今日对全

球什叶派社群仍保持着重要影响。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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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法里教法对什叶派穆斯林的适用性及其教法合法性， 什叶派有权成立瓦

克夫 （Ｗａｑｆ） 委员会管理其宗教公共财产， 以及放宽对于什叶派宗教文化

仪式和什叶派宗教教育的法律限制等。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

堡十万什叶派穆斯林发起游行示威活动， 抗议齐亚·哈克政府对于什叶派

的不公正政策， 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 齐亚·哈克被迫做出让步， 这是巴

基斯坦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什叶派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 什叶派全国示

威运动还得到了伊朗霍梅尼政府的外交声援， 虽然伊朗外交施压一定程度

上维护了巴基斯坦什叶派社群利益， 但也增加了巴基斯坦军方对于什叶派

问题的安全忧虑。
巴基斯坦什叶派全国社会运动引发了部分逊尼派激进组织的仇恨和强

烈回应， 一些激进逊尼派组织援引 １９ 世纪德奥班迪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 学派乌里

玛的宗教 “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 声称什叶派是宗教 “异端”， 他们甚至主张

将什叶派归于非穆斯林类别， 宣称巴基斯坦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① 激进

逊尼派组织的反什叶派宣传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教派冲突。 １９８３ 年， 卡拉奇

地区爆发反什叶派暴乱， 造成大量什叶派民众伤亡。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 什叶派激进

主义组织开始生成， 并逐渐在什叶派社群组织中占据优势地位。 当 １９８３ 年

贾法尔·侯赛因去世后， 巴基斯坦什叶派社群内部产生了传统派与改革派

之间的分裂， 改革派以 “伊玛目学生组织” 为中心， 其乌里玛大多与伊朗

存在密切联系， 其代表人物是阿拉姆·阿里夫·侯赛因·胡塞尼 （Ａｌｌａｍａ
Ａｒｉｆ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Ａｌ⁃Ｈｕｓｓａｉｎｉ）， 胡塞尼与伊朗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有着良好的私

交。 胡塞尼作为什叶派乌里玛改革派领导人， 取得了什叶派最具权威性和

代表性的宗教学者地位， 在他领导之下， 伊朗圣城库姆已成为巴基斯坦什

叶派主要的效法源泉和宗教学术圣地。②

胡塞尼领导下的巴基斯坦什叶派开始朝着激进主义发展方向演进， 他

的宗教政治思想与实践改变了传统的巴基斯坦什叶派政治趋向， 使什叶派

社群也日益激进化和政治化， 形成了政治行动主义的什叶派政治团体。 他

反抗齐亚·哈克政府的统治政策， 胡塞尼也曾一度试图弥合教派分歧， 倡

导教派和谐， 但随着 １９８５ 年奎达反什叶派暴乱事件后， 教派和谐秩序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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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泡影。 在教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 胡塞尼于 １９８７ 年将 “执行贾法

里教法运动” 组织变革为宗教政党。 胡塞尼对于什叶派社群的政治化和激

进化变革引起了齐亚·哈克政府的恐慌，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胡塞尼在白沙瓦遇

刺身亡， 此事件引发了什叶派对于政府的强烈愤慨。 １２ 天后， 齐亚·哈克

总统也因飞机失事去世， 巴基斯坦国内政局产生重大变化。①

胡塞尼去世后， 巴基斯坦什叶派激进派发生了分裂， 衍生出更为激进

化的分支组织。 “执行贾法里教法运动” 组织由相对温和的领导人控制，
并更名为 “贾法里教法运动”。 该组织与人民党积极合作， 其宗教政治思

想温和化。 １９９３ 年， 该组织强硬派分子宣布脱离该党， 成立 “巴基斯坦穆

罕默德军” （ Ｓｉｐａｈ⁃ｅ⁃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ＭＰ）②， “穆罕默德军” 认为

“贾法里教法运动” 过于温和， 不能为什叶派提供真正的安全保护， 他们

主张对逊尼派激进主义实施对等报复打击， 并吸引了伊玛目学生组织激进

派成员加入。③ “穆罕默德军” 成立后， 对巴基斯坦境内逊尼派激进主义组

织发起了多次刺杀活动， 成为什叶派激进主义代表性组织。
为了平息教派冲突， 巴基斯坦主要宗教组织联手组织协商活动和机

制， 试图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化解日益激进化和暴力化的教派之争。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全国团结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ＵＣ） 成立， 全国团结

委员会通过和谈达成了 １７ 点和解协议， 试图通过合作方式建设巴基斯坦国

内教派和谐的新格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伊朗逐渐放弃了对 “穆罕默

德军” 的支持， 什叶派激进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 但逊尼派激进主义组织

并未停止对巴基斯坦境内什叶派著名人士的恐怖暗杀活动。 根据不完全统

计， 至 ９０ 年代末， 卡拉奇地区共有 １００ 多名什叶派专业工作者或社会著名

人士遭到暗杀④， 教派仇杀和安全焦虑使巴基斯坦什叶派精英大量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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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ｌｅｄ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Ｚｉａ⁃ｕｌ⁃Ｈａ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ｐｋ. ｃｏｍ ／ Ｖｏｌ２＿Ｎｏ２ ／ ｐｒｉｎｔｅ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４. ｈｔｍｌ，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该组织总部位于拉合尔， 其组织目标为保卫巴基斯

坦什叶派穆斯林社群。 ９０ 年代时期， 在巴基斯坦拥有较为强大的组织力量， 由于其激进思想和暴

力活动， ２００２ 年被巴基斯坦政府定为恐怖组织。 受巴基斯坦政府打击下， 该组织已转入地下， 影

响力衰落， 但在巴国境内仍有一定活动。
Ａｍｉｒ Ｒａｎａ， Ａ ｔｏ Ｚ ｏｆ Ｊｉｈａｄｉ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Ｌａｈｏｒｅ： Ｍａｓｈ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４１４－

４１７．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ｗｗ －ｗ.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ｓｓｅｔ ／ ＡＳＡ３３ ／ ０３０ ／ ２００２ ／ ｅｎ ／ ｄｏｍＡＳＡ３３０３０２００２ｅｎ. ｈｔｍｌ， １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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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美国或加拿大等欧美国家。
２００１ 年之后， 穆沙拉夫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打击逊尼派和什叶派激

进主义组织， 无差别地取缔教派主义团体。 前文述及的 “穆罕默德军” 等

什叶派激进组织均被政府取缔， 实施教派仇杀的逊尼派激进组织也遭到政

府军沉重打击。
穆沙拉夫执政时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 巴基斯坦国内教派主义组织活动

大幅度下降， 政府军通过反恐行动成功压制了逊尼派或什叶派激进主义组

织的恐袭暗杀活动。 穆沙拉夫对于教派主义组织的打击得到了什叶派的高

度认可； 但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形势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好

转①， 巴基斯坦塔利班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简称为 “巴塔”） 和 “基地” 组

织日益活跃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边界地区， 形成了新的教派主义活动

策源地。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巴基斯坦境内的库拉姆特区 （Ｋｕｒｒａｍ Ａｇｅｎｃｙ） 和西北

边境省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ＷＦＰ） 先后被塔利班组织和 “基
地” 组织渗透， 针对什叶派的暴力恐袭活动频发。 塔利班组织势力已广泛

渗透至联邦部落直辖区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ＡＴＡ） 和西北边境省②， 旁遮普塔利班组织 （Ｐｕｎｊａｂｉ Ｔａｌｉｂａｎ） 与巴基斯

坦塔利班组织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在西北边境省大量地进行反什叶派宣传

活动， 他们把教派主义话语体系作为其宗教动员的重要依据之一， 使该地

区什叶派穆斯林处于教派主义安全威胁之中。
库拉姆特区的教派冲突使该地区什叶派社群政治化和激进化。 库拉姆

特区是巴基斯坦什叶派重要的聚居区之一， 巴塔组织在该地区针对什叶派

穆斯林的恐袭事件使当地什叶派部落极为不安， 进而形成了 “库拉姆真主

党” （Ｋｕｒｒａｍ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和 “马赫迪民兵组织” （Ｍａｈｄｉ Ｍｉｌｉｔｉａ） 等准军事

组织， 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主要目标是捍卫该地区什叶派社群的安全，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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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ａｓｉａ ／ ｓｏｕｔｈ － ａｓｉａ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ａｃｋｌｅ－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１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和阿富汗之间， 人口约 ５００
万， 多为普什图族人， 是一个半自治部落地区。 ２００１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 大批恐怖主义和

极端主义势力流窜至该地区，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和平稳定与正常社会秩序。 ２０１８ 年， 联邦部落直

辖区并入开伯尔—普什图省， 由此巴政府得以加强对该部落地区的直接控制， 便于更好地打击极

端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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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将巴基斯坦政府或其他目标视为攻击对象， 性质上属于地方性民兵自卫

武装。
总体而论， 穆沙拉夫执政时期的军事安全政策暂时压制了国内诸多宗

教激进团体和宗教极端组织， 一度使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有所好转， 但

需要指出的是， ２００１ 年后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好转， 也与美国发动阿富

汗战争有紧密联系， 塔利班政权倒台后，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整体好转。 但

是， 安全形势稳定只是暂时的， ２０１１ 年后随着中东地区形势剧烈震荡， 新

一轮全球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开始向南亚地区扩散， 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

势再次下行， 特别是阿巴边境地区安全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二） ２０１１ 年以来巴基斯坦教派冲突现状与安全困境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巴基斯坦国内教派主义张力再次泛起， 激进逊尼派组织

的反什叶派运动不断升温， 受中东变局引发的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扩张浪潮

影响下， 巴基斯坦国内社会安全也出现了严峻挑战， 教派冲突事件频频发

生， 以至于有的学者或媒体声称， 巴基斯坦面临着复杂的 “教派主义战

争”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ｔ Ｗａｒ） 的风险。①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 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巴基斯坦境内约有 ２３００ 多名什叶派穆斯林遭到杀害， 每年因教派冲突遇

害的死亡人数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３ 倍。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据国际危机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ＣＧ） 等国际研究机构的相关评估报告显示， 巴

基斯坦正处于教派冲突战争的边缘， 为防止国家陷入暴力冲突， 报告认

为， 巴政府需要积极打击煽动教派暴力冲突的组织或个人， 并剥夺煽动教

派冲突传播仇恨的公共空间， 稳定巴国内安全形势。③ 为了有效应对国内

安全形势恶化的挑战， 巴基斯坦军方曾连续发动 “利剑行动”， 在阿巴边

境地区和巴境内部落区实施军事打击行动， 围剿巴塔等武装组织。 不过，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重新崛起并实现对阿富汗国家的第二次统治， 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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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ｒｉｆ Ｒａｆｉｑ，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ｔ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Ｗａ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Ｂ１８０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ｔ －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 Ｗａｒ. ｐｄｆ， 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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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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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及巴国境内部落区的安全形势正在严重恶化， 并伴随着这些武装

组织对巴国内什叶派平民的无差别袭击， 造成严重无辜民众伤亡。
第一， 巴基斯坦国内激进主义逊尼派社会政治组织发起的反什叶派社

会动员和舆论宣传对于教派主义张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近年来

一再加剧了巴基斯坦社会的教派撕裂和教派对立， 使什叶派少数群体的社

会安全受到多重威胁， 许多知名什叶派或温和逊尼派公共人物遭到暗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旬， 激进主义逊尼派组织在卡拉奇、 伊斯兰堡等巴基斯坦大

中城市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反什叶派游行示威集会①， 公开宣传什叶派为

“异端” 和 “亵渎神明者”， 部分激进分子还发出死亡威胁； 此外， 激进逊

尼派分子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广为散播反什叶派的相关虚假信息和言论，
煽动巴基斯坦民众的教派情绪。 可以看到， 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主义逊尼

派组织通过社会动员、 舆论宣传等形式， 试图以反什叶派的教派主义手段

撕裂巴基斯坦社会， 导致近年来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冲突和对什叶派等少

数群体的仇杀行为与日俱增，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教派矛盾。
目前， 巴基斯坦国内主要有两支反什叶派运动的激进主义逊尼派组

织， 分别是 “逊尼派联盟” （Ａｈｌ⁃ｅ⁃Ｓｕｎｎａｔ⁃Ｗａｌ⁃Ｊａｍａａｔ， ＡＳＷＪ） 和 “先知

追随者运动” （Ｔｅｈｒｅｅｋ⁃ｅ⁃Ｌａｂｂａｉｋ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ＬＰ）。 “逊尼派联盟” 组织因

其极端主义行为曾被巴基斯坦政府判定为违反 《反恐怖主义法》 （Ａｎｔｉ⁃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ｔ）， 被迫转型为合法政党组织； “先知追随者运动” 是巴基斯

坦国内主要的反什叶派激进政党。 这两个组织推动的反什叶派运动对于巴

基斯坦社会的撕裂影响不容小视。 ２０１７ 年伊姆兰·汗领导的 “巴基斯坦正

义运动党”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Ｔｅｈｒｅｅｋ⁃ｅ⁃Ｉｎｓａｆ， ＰＴＩ） 赢得议会大选组阁以后， 对于

“逊尼派联盟” 和 “先知追随者运动” 等反什叶派激进组织采取了消极应

对的方式， 这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助长了这些激进组织的反什叶派社会动员

活动， 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 国

内的逊尼派民粹主义情绪正在蔓延滋长。 ２０２２ 年， 穆罕默德·夏巴兹·谢

里夫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ｈａｈｂａｚ Ｓｈａｒｉｆ） 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后， 巴国内安全环境

仍在恶化， 极端主义组织频繁挑起教派仇恨， 煽动针对什叶派的仇恨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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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巴基斯坦境内外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以什叶派民众群体为攻击

对象， 以恐袭手段方式制造教派主义恐怖情绪， 恶化了巴基斯坦国内社会

安全形势。 其一，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Ｓ） 近年来在全

球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已日趋衰落， 其 “领土实体” 基本被消灭， 但日益扁

平化和分散化的 “伊斯兰国” 分支组织在南亚和非洲地区却日益活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伊斯兰国” 声称建立 “巴基斯坦行省” （Ｗｉｌａｙａｈ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仍然很严峻。 对于什叶派社群而言， “伊斯

兰国” 等极端组织在南亚地区的活动， 是对其社会安全的一大威胁， 包括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在内的所谓 “圣战萨拉菲” 宗教极端思想派别， 一

向将什叶派标榜为其意识形态的一大敌人。 近年来， “伊斯兰国” 在巴基

斯坦的分支组织多次向什叶派民众发起无差别恐袭， 这是该极端组织反什

叶派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之一， 以俾路支省为例，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

在奎达市等地先后发起过多次袭击什叶派民众的恐袭活动， 助长了该地区

教派主义的恐慌情绪。
其二， 盘踞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和部落地区的 “巴塔” 也以反什叶派

的意识形态而实施暴恐袭击活动。 塔利班组织与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的

意识形态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但在反什叶派思想方面有着高度一致的立

场。 在南亚地区， 德奥班迪学派一直以反什叶派的教派主义思想而闻名。
因此， 巴塔组织在巴基斯坦国内也频繁实施针对什叶派组织或民众的暴恐

袭击活动， 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什叶派难民更是成了这些宗教极端组织实

施教派主义恐袭活动的主要对象。

三、 巴基斯坦教派冲突的多重动因

目前， 巴基斯坦国内面临着新一轮教派冲突的多重挑战， 其中既有国

内德奥班迪学派的反什叶派宗教宣传和激进宗教政党的政治动员， 也有来

自国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渗透的破坏， 同时也不容忽视地缘性因素对于教

派主义张力的催化作用。 本文所分析的几个方面的动因， 并非巴基斯坦教

派冲突的全部因素， 对于传统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间的宗教教义、
教法等层面的对立或分歧， 则属于非政治性的诱因， 不在本文的分析框架

之内。
首先， 巴基斯坦教派冲突的主要动因之一源自于教派主义政治化，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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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政治集团或组织利用宗教认同资源作为政治动员的依据， 以教派主义

话语为旗帜， 宣传和鼓动教派认同， 为其政党或选举等政治利益服务。 近

年以来， 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形势日益不稳定， 经济增长问题面临困境， 外

部地缘环境面临多重挑战， 印巴关系也面临着考验， 巴基斯坦社会中的民

粹主义思潮有所抬头。 在此背景下， 巴基斯坦国内的少数群体成为民粹社

会政治势力敌视的重要对象， 这样一种 “他者” 形象沦为了主流社会发泄

对社会不满情绪的 “替罪羊” 角色。 巴基斯坦国内拥有数千万什叶派穆斯

林， 千百年来在南亚伊斯兰社会中一直保持着宗教和谐的基本形态， 虽然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有着信仰文化、 教义教法等方面的差异， 但并未妨碍

两大教派之间的稳定关系。 在近数十年内， 巴基斯坦社会日益受到南亚和

中东等地区宗教激进主义思潮的浸扰， 教派主义思想逐步抬头。
在穆沙拉夫执政时期， 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关系已基本恢复稳定状态，

但近年来， 在宗教民粹主义和地缘教派主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巴基斯

坦国内再次出现大量反什叶派运动的教派主义社会政治组织。① 包括 “逊
尼派联盟” 和 “先知追随者运动” 等反什叶派激进政治组织， 凭借着其教

派主义话语赢得了激进逊尼派选民的支持， 甚至成功打进巴基斯坦议会。
我们可以看到， 巴基斯坦国内的新一轮教派冲突实质上是一种高度政治化

的教派主义话语， 是一些激进政治组织为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教派主

义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动员行为， 其结果是造成了巴基斯坦社会撕裂和教派

冲突。
其次， 国家治理能力缺失和监管体系缺陷是引发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

突事件频发的另一重要动因。 教派冲突及其宗教根源是一种社会现实， 但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执行行为体对于教派冲突事件负有社会治理义务。 自

１９４７ 年建国以来， 巴基斯坦政府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意识形态建设

抱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方式， 阿尤布·汗强调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

展； 阿里·布托推崇其所谓的 “伊斯兰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 而齐亚·哈

克力图推行国家伊斯兰化政策， 为其政权建立合法性基础。 自齐亚·哈克

实施全面的伊斯兰化政策以来， 在巴基斯坦境内出现了许多具有相对独立

地位的特殊性宗教学校， 这些马德拉萨教育体系中的一些激进派别， 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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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乃至教科书体系中大肆宣扬反什叶派的教派主义思想①， 传播其激

进主义的宗教思想，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的蔓延和

扩散。
第一， 巴基斯坦政府对于马德拉萨教育体系的监管缺失是引发教派主

义思想产生与扩散的重要因素。 马德拉萨宗教教育体系在历史上对于伊斯

兰社会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在巴基斯坦建国后， 马德拉

萨教育体系依然是巴基斯坦社会重要的教育形式。 但是， 国家监管缺位使

教派主义思想在部分激进主义组织控制或影响下的马德拉萨学校得以传

播， 进而培养了一批宗教激进主义思想的学生群体。 在巴基斯坦宗教教育

体系中， 只有 １. ８ 万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属于注册状态， 非注册马德拉萨

学校多达 ５ 万多所②， 其宗教教育运行脱离政府监管。 无论是注册宗教学

校或非注册宗教学校， 其学校教育传播的教育思想内容也处于巴基斯坦政

府监管的空白区域， 宗教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缺失使巴基斯坦政府无法

在教育领域根除教派主义思想的传播途径。
第二， 巴基斯坦政府面临着日益复杂化的国内安全形势， 多种极端主

义势力盘踞在巴境内， 打击极端主义势力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 “巴塔”
组织势力依然盘踞在巴境内多个省份③，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以来， 阿富汗塔利班

组织夺取喀布尔后， 阿巴边境地区面临的安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潜伏在

阿富汗境内的 “巴塔” 极端分子一旦回流至巴基斯坦境内， 将加大巴基斯

坦政府的国家安全治理压力。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以来， “巴塔” 与巴基斯坦政府

之间的停火协议破产， 巴阿边境地区冲突再次爆发， “巴塔” 武装人员发

起多轮针对军警部队、 什叶派平民目标等暴力恐袭活动。 由此观之， ２０２３
年以后巴国境内安全形势将更趋严峻， 而 “巴塔” 等极端主义势力很可能

继续将反什叶派及其相关攻击活动作为标榜自身教派主义的重要动员形

式， 从而加剧巴国内部教派主义张力的风险。
又次， 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势力的扩散加剧了巴基斯坦境内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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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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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杨钰： “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主义评析”， 《东南亚南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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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东剧变使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势力在中东与

南亚地区的快速扩散， 特别是叙利亚危机引发的黎凡特地区动乱使肥沃新

月地区的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Ｓ） 迅速做大， 受其

影响和遥控指挥的南亚极端主义组织 “自由人党” （Ｊａｍａａｔ⁃ｕｌ⁃Ａｈｒａｒ， ＪＵＡ）
也趁机发展其组织势力， 加剧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教派主义张力。 “自由人

党” 由 “巴塔” 分裂而来， 并向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宣誓效忠。 该极

端组织以教派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多次向巴

基斯坦什叶派平民发动恐袭活动，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①

目前来看， 包括 “伊斯兰国” “自由人党” 等极端主义组织仍活跃在

巴基斯坦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 这些极端组织不仅以反什叶派

意识形态为政治手段， 还恶意散播教派主义政治话语， 编造社会谣言中伤

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 声称 “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与伊朗和叙利亚有

着密切合作往来”。② 极端组织通过反什叶派话语宣传， 试图煽动巴基斯坦

社会中的教派对立情绪， 制造社会边界的教派撕裂。
最后， 巴基斯坦国内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及其思想是引起教派主义问题

的重要根源， 其中德奥班迪学派和瓦哈比主义在反什叶派思想方面的理论

阐释和思想动员是教派主义张力及其冲突持续不断的主要缘由。 德奥班迪

学派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 Ｓｃｈｏｏｌ） 起源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印度境内的宗教改革运动，
德奥班迪学派的马德拉萨学校主张对伊斯兰文化进行净化， 在伊斯兰教

义、 伊斯兰教法方面主张以经训为主要来源， 反对伊斯兰社会的西化现

象， 对西方世界主导的现代性持批评态度。 在对待伊斯兰教其他教派的态

度方面， 德奥班迪学派曾发布法特瓦， 宣布什叶派等非逊尼派伊斯兰教教

派为 “异端”， 拒绝承认其他教派宗教合法地位③， 该学派乌里玛在印度、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南亚国家影响深远， 并长期进行反什叶派的宗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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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ｗｅｅｄｉｎｇ － ｏｕｔ － ｔｈｅ － ｈｅｒｅｔｉｃｓ －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１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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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引起阿富汗、 巴基斯坦两国持续不断的教派冲突暴力事件， 其中尤以

塔利班组织深受其思想影响，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对什叶派长期推行

非平等政策， 煽动教派对立。 瓦哈比主义思想主要由沙特阿拉伯传入巴基

斯坦， 该学派思想与德奥班迪学派有一定相似性， 同属于宗教复古性的伊

斯兰主义思潮， 在反什叶派思想方面具有立场的一致性。 但瓦哈比主义与

德奥班迪学派在教法思想方面具有本质区别。 １９８０ 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期

间，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瓦哈比主义思想从海湾地区传入巴基斯坦境内，
并形成了许多传播瓦哈比主义思想的宗教学校。 瓦哈比主义思想不仅抨击

苏菲主义是 “非伊斯兰”①， 还在宗教思想方面对什叶派构成了教派主义张

力， 引起教派冲突暴力现象。
因此， 巴基斯坦在应对国内持续不断的教派冲突问题方面， 不仅要打

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加强对宗教教育体系的国家管理， 还需要积极实

施宗教宽容政策的宣传和普及， 增强在宗教领域安全的防护能力， 借鉴参

考其他国家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经验。 对此， 巴基斯坦需要发扬伊斯兰

中正思想， 批驳德奥班迪学派、 瓦哈比主义在宗教思想方面的激进观点，
遏制境外宗教组织对巴基斯坦的多路径渗透， 维护巴基斯坦本土传统伊斯

兰文化根基。

结　 语

巴基斯坦建国以后， 受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
教派主义问题开始在巴基斯坦国内激化，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８０ 年代之

交， 巴基斯坦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教派冲突迅速上升为影响

巴基斯坦社会政治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因素。 在外部方面，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

兰革命使政治行动主义的霍梅尼主义传入巴基斯坦什叶派社群， 什叶派政

治化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 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 使巴基斯坦面临着严峻

的周边安全形势， 激进化和政治化的宗教政治团体纷纷建立。 在国内方

面， 齐亚·哈克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 使反什叶派宣传叙事在巴国有

增无降， 这不仅激发了什叶派社群的强烈不满， 又催生了一系列激进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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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ｄｒｉａｎ Ｐａｂｓ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２０ Ａｕｇ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ｂｅｌｉｅｆ ／ ２００９ ／ ａｕｇ ／ ２０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ｗａｈｈａｂｉ － ｉｓｌａｍ － ｓｕｆｉ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１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３．



巴基斯坦教派主义问题： 嬗变、 冲突与动因

至是从事暴恐活动的反什叶派组织， 使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冲突事件在

８０、 ９０ 年代持续增加。
２１ 世纪初以来， 穆沙拉夫执政时期曾采取了严厉的军事安全政策， 使

巴国安全形势得到短暂改善； 但是， 巴基斯坦政府没有能够从社会、 教育

和宗教等层面彻底地根除教派主义存在的软性土壤， 这使得教派冲突问题

仍持续发酵， 也为近年来教派主义冲突再次泛起埋下了多方面的根源。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在中东变局、 地缘政治博弈和国内宗教民粹主义等因素

的共同影响下， 巴基斯坦国内出现了新一轮的教派冲突问题， 且问题的复

杂性远远超过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 对于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教派主义

问题， 其发展前景将深深地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家稳定、 社会团结和教派间

和谐关系。 教派冲突直接关涉到巴基斯坦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一

旦教派主义问题日益高度政治化， 反映到选举政治等层面， 将会助长政治

层面的极化趋势， 如宗教民粹主义、 教派主义政治等抬头向上的风险。
在社会团结方面， 巴基斯坦原本就是一个多族群的穆斯林社会。 近年

来俾路支问题等分离主义势力日益困扰着巴政府， 而激进逊尼派政党大肆

动员和宣传的教派主义话语， 正在将什叶派群体推向主流社会的对立面。
所谓的 “异端说” 和 “亵渎论”， 其政治意图旨在否认什叶派穆斯林信仰

的正统性， 这种教派主义话语近年来借助移动互联网日益传播， 实际上正

在撕裂巴基斯坦社会， 助推逊尼派激进主义思想， 倒逼什叶派社群的政治

化， 一旦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现象， 无疑将加剧社会冲突的危险。
教派间和谐的宽容关系仰赖于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引导以及培

育。 目前来看， 持有激进主义教派理念的政党和社会组织并不是巴基斯坦

社会主流， 教派身份也尚未转化为巴基斯坦民众的主要身份认同标识。 对

于巴基斯坦政府而言， 需要通过多种路径方式去廓清和批驳激进逊尼派反

什叶派思想的谬误， 引导主流社会和普通民众淡化所谓的教派主义意识，
将教派间和谐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和宗教治理工作去贯彻执行， 发扬

伊斯兰教中正思想； 民间社会组织也需要采取更为积极有为的举措， 多方

面地去宣传宗教宽容理念， 压制德奥班迪学派和萨拉菲主义等激进宗教思

想派别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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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ｃｒａｃｋ ｄｏｗｎ ｏｎ ｉｎｃｉｔｉｎｇ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ｈａｔｒ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ｏｐｉ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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