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世界身份认同建构 的

理论与实践

？ 钮 松 孙 远

［ 内容提要 ］ 伊斯兰世界的 形成是基于共有 的伊斯

兰教而 形成的 一种 集体 身 份认 同
，

而 学界对 于伊斯 兰

世界身份认 同 的研 究较 多 ， 集 中 在伊斯 兰 主 义和 泛伊

斯兰 主义的相 关探讨上 ，
但是对 于伊斯 兰 世界 身 份认

同 进行理论化 思 考 和 归 纳 还有 所 不 足 ，
尤 其是通过 国

际政治社会学 的 方 法 对其进行探析还 比较欠缺 。 本 文

认为
，
伊斯 兰 世界 身 份认 同 同 样 遵循 建构 主 义路径 ，

以 乌玛 为 理论 内 核 构 建 出 家庭性特征 ，
同 时 通过 两 条

建构路径形成 集体 身 份认 同
，
分 别 是诉诸伊斯 兰 宗教

权威建构行 为 体在伊斯 兰世界 的 身份认 同 来换取政 治

合法性和 以伊斯 兰 教 为 共有文化知识 建构伊斯 兰 世界

的 集体 身份认 同 。 通过案例 分析 法对 沙特 、 伊 朗 和 土

耳其三个典型伊斯 兰 国 家 的 身 份认 同 在 国 际政 治 中 的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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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路径进行论证分析 ，
从 而 形 成 对伊斯 兰 世界 身 份

理论的 初 步认识 。 研 究发现 ， 尽 管伊斯 兰 世界存在 身

份认 同 建构理论 ，
但是不 同 行 为 体对 于 理论 内 核 乌 玛

的 解读 方 式有所 不 同
， 导致行 为 体 的 集体 身 份认 同 建

构路径 也有 所 不 同
， 存在 多 重伊斯 兰 身 份认 同 叙事 。

一 方 面
，
不 同伊斯 兰 大 国 对 于伊斯 兰领 导权 而展开 的

竞争使得伊斯 兰 世界难 以 产 生切 实 的 共有 身 份认 同
；

另
一 方 面

，
伊斯兰 世界无论是在 体 系 层 次 互 动 还是单

元层 面 互动仍 然 无 法摆脱权 力 政 治 的 枷锁
，
造成伊斯

兰世界身份认 同 建构 理论 与 现 实 难 以 结 合 的 困 境
，
使

得伊斯兰世界的 身 份认 同 仅仅停 留 在 一种 象征性 的 观

念共 同 体 ， 难 以 形成 紧密 的地 区认 同 。

［ 关键词 ］ 伊斯兰世界 身份认 同 乌玛 合法性

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之下 ， 当前宗教在 国 际政治社会有

了诸多新的特点 ， 表现为全球性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 的倾

向 ，
甚至使宗教教义和极端主义成为解释宗教影 响 国 际关系 的

普遍原因 。

？在研究宗教与 国 际政治时 ， 学界往往强调宗教 因 素

对 国 际政治 的影 响 ， 但宗教与宗教 因 素有所差异 。 宗教 因 素 的

涉及面 比宗教更为广泛 ， 并且较之于宗教又伴随着多种与宗教

相关的表现形式 ，
而且也涉及宗教与特定 的群体组织 （ 部落 、

族群 、 民族 、 国 家 、 国 际组织等 ） 相结合引 发 的政治文化和意

识形态以及宗教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的现象 。

？当前 ， 宗教 因 素对

①徐以骅 ： 《全球化时代 的宗教与 国 际关系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〇 １ １ 年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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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政治 的影 响 主要有五点 ： 第一 ， 宗教是 国 家主义 、 霸权主

义和其他政治势力 可利用 的工具 ， 对各 国 的 内政和外交有着重

要影响 。 第二 ， 宗教与 民族问题纠结 ， 成为 国 际社会不安定 的

重要 因 素 。 第三 ， 宗教 问题常被西方利用 、 成为渗透 、 干涉 、

颠覆他 国 内政 的突破 口 。 第 四 ， 宗教极端主义与 国 际恐怖主义

相结合 ， 威胁人类 的和平 。 第五 ， 同源宗教文化是构筑 国 际联

盟和加强 国 际合作 的文化根基 。

＠而伊斯兰世界的身份建构显然

超出宗教的范畴 ， 而是与宗教 因 素相关 。 但是具体到某一宗教

对国 际政治 的影 响 ， 除 了普遍性 的分析还包括其特殊性 ， 或特

定某个宗教的身份认 同对 国 际政治进程 的影 响 和塑造 。 不 同伊

斯兰 国家尽管受其形态各异 的历史发展 、 政治制度 、 宗教 世

俗关系等方面因素 的影 响呈现 出 多样性特点 ， 但是共有 的伊斯

兰宗教对于伊斯兰世界在 国 际政治 中 的宗教身份认 同建构仍然

存在一定普遍性 。

二战 以后 ， 伊斯兰世界 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 ，
以共 同 的

宗教信仰对世界进行切分 ， 统指世界上 以伊斯兰教为居 民 的主

要宗教信仰 的 国家和地区 ，
包括穆斯林人 口 占少数 的 国 家但 因

其在历史上深受伊斯兰教 的影 响较深也被视为伊斯兰世界 的一

部分 。

？可见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更多 的是指一个文化 的概念而

非地理概念 ， 即信仰伊斯兰文 明 的 国家和地区 ， 由 于其分布较

广 ， 本文将以 中东地区 的伊斯兰世界为范 围对此进行研究 。 公

元 ７ 世纪初 ， 随着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 以来 ， 伊斯兰教

逐渐在阿拉伯半岛扩散开来 。 伊斯兰 国家脱胎于阿拉伯半 岛濒

①张 战 、 李海君 ： 《 国际政治关系 中 的宗教 问题研究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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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０ １ ７ 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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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崩溃的秩序 ， 并且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乌玛 （
Ｕｍｍ ａ

） 为伊斯

兰 国家的原生形态 ， 随后伊斯兰教法至高无上 的神圣地位和教

俗合一的政治体制构成传统 的伊斯兰 国家 的显著特征 。

？这一世

界观与政教合一的传统对后续 的 四大哈里发时期 、 倭马亚王朝 、

阿拔斯王朝 、 奥斯曼帝 国 以及 当前 的 中东伊斯兰现代 国家 ， 如

沙特 、 伊朗和土耳其等 国 的政治理念都产生 了重要影 响 。 公元

１ ４００ 年左右 ， 世界上存在三大 国 际文 明体系 ， 西欧基督教文 明

体系 、 伊斯兰世界和 以 明朝为核心 的东亚朝贡体系 。 随着鸦片

战争爆发造成的 中 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以及一战奥斯曼

帝 国 的解体 ，
两大东方文 明体系被强行纳人到西方 的 国 际体系

中 。 尽管处于 国 际体系 中 ， 东方 国家本身 固有 的文化底色对其

在 国 际体系 中 的行为进行 了一定程度 的建构并呈现 出
一定鲜 明

特征 。 由 于伊斯兰世界并未经历 １ ６ 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 ，
也并

未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 中有所描述 ，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

讲 ， 伊斯兰教也从未经历过被 国 际关系所
“

放逐
”

， 反而在 中东

地区不断发展建立其一个个伊斯兰帝 国 。

？因此
， 由 于伊斯兰教

长期 以来都未
“

退 出
”

伊斯兰世界的世俗领域 （ 除 了 土耳其共

和 国成立以后 ， 伊斯兰教短暂的退出世俗政治 ） ， 其对 中东伊斯

兰世界的 国 际观的塑造和形成都产生 了重要 的影 响 。 当前一些

传统的伊斯兰 国家 ， 在理论上和流行观念 中 ， 仍然属 于神权政

治 。 真主是 国家权力 和法律 的唯一合法来源 ，
而 国君是真主在

世上的代理人 。 伊斯兰教构成穆斯林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 的政

治和社会生活准则 ，
而伊斯兰教法是真主意志 的具体体现 ，

包

①哈全安 ： 《 中东史 》 （ 上册 ）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 院 出 版社 ２〇 １ ９ 年版

，
前言第 ２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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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关民法 、 刑法和宪法 ，
以及宗教礼仪和伦理等方面 的各项

诫命。

？在主流 国 际政治理论 中 ， 权力 、 安全 、 利益 、 身份等概

念是 国 际体系 中行为体追求 的主要 目 标 ， 但是这些概念不足 以

解释 中东伊斯兰 国家在 国 际体系 中 的
一些外交行为 ， 如为何在

几次 中东战争 中海湾阿拉伯 国 家如此支持埃及和叙利亚对 以 色

列交战 、 伊斯兰 国家领导人为何寻求教派组织 的支持 、 伊朗和

沙特双方在 巴 以 问题上 的态度强硬差异等 问题 。 因此
， 本文 的

研究问题是 ： 既然
“

伊斯兰世界
”

是基于共 同 的宗教文化而建

构 出来的身份 ， 那么伊斯兰世界关于宗教身份认 同建构 的理论

内涵和框架是怎样 的 ？ 该理论为何无法构建 出
一个紧密 团结 的

伊斯兰世界 ？

丈 献 ？ 賴

身份认同是近年来学界研究 的热点话题 ， 其最早来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心理学 中 的
一个研究概念 ， 当前与身份政治研究密

切相关 。 温特认为 ， 身份与观念在概念上可 以等 同 ， 所 以 身份

的概念完全可 以被纳人意愿加信念等式 的信念 内容 ， 这些信念

又帮助建构 了利益 。

？因此
， 身份与行为 （ 获取利益方式 ） 紧密

相关 。 本文所强调 的伊斯兰世界 的身份认 同是偏 向 于 国 际政治

中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体受到伊斯兰文化认 同影 响而 自 发产生

的
一

系列行为 ， 其表现形式仍然离不开伊斯兰与 国 际政治 的研

究 ， 同时也离不开伊斯兰世界 的 国 际观 。 自
“

９ ？１ １

”

事件 以

①金宜久 ： 《伊斯兰教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０ ９ 年版 ， 第 １ 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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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学界对于宗教与 国 际政治 以及伊斯兰 国 际关系 的研究早 已

汗牛充栋 ， 围绕宗教认 同 和伊斯兰 国 际观 的主题研究大概可 以

划分为 以下几类 。

第一类 ， 宗教认 同与 国 际政治关系 ， 该研究与宗教在 国 际

政治 中 的作用紧密相关 。 此类研究主要是评述随着全球宗教复

兴 ， 宗教在 国际政治 中开始发挥作用？
， 特别是涉及 中东地区 以

宗教为外衣而产生 的一系列 冲突 ，
包括 国家间 、 国家和地区 以

及教派冲突等 。 如代表性人物乔纳森 ？ 福克斯和塞缪尔 ？ 桑德

勒的研究 ，
以及斯科特 ？ 托马斯 的著作 ， 都是强调在全球宗教

复兴的背景下将宗教相关 的 因 素 纳人 国 际关 系 的研究范 畴之

中 。

？张战和李海君认为 ，

“

宗教是 国 际政治斗争的外衣 ， 外衣不

同于工具 ，
后者有 明确性和正当性 ，

而前者不具备 。

”
＠
国 内学者

就宗教 （ 包括伊斯兰教 ） 在 国 际政治 中 的作用提 出 了
“

地缘宗

教
”

和
“

宗派地缘
”

两个理论 ， 将地缘政治 和宗教 因 素相结

合 ， 用于解释当前与宗教 因 素相关 的 国 际冲突 。 地缘宗教认为

当前 国 际社会 中地缘政治 、 经济和宗教 因 素相互交织 ， 单纯 的

权力追逐和获取外部经济资源 已 经无法解释一些涉及宗教相关

的 国 际问题 。 对此
， 争取道德制高点 、 话语权 、 说服力 和 民众

① 关于宗教与 国际关系 的研究 ， 具体参见徐以骅 ： 《全球化时代 的宗教 与 国 际关系 》 ，

载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９ 期 ， 第 ４ １ ９ 页
；
徐 以骅 ： 《宗教 与 当代 国 际关系 》 ，

载

《 国际 问题研究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４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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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地缘宗教 的核心 。

０而宗派地缘认为 ， 由 于 中东地区存在

教派因素 ， 因此其 国家之间 的地缘政治带有 明显 的宗教派别色

彩 ，
而宗教派别 的矛盾除 了关系 到宗教本身外 ， 同 时还包含着

对这个地区势力范 围 的争夺 以及对于不 同性质政体 的排斥 。

＠刘

中 民认为 ， 国 际关系 中 的宗教 因 素对个人 、 组织 和社会观念 、

身份都会有所影 响 ，
进而对其行为产生影 响 ，

最后 间接引 发宗

教对 国 际关系行为体 、 外交政策 、 国 际冲突与合作 、 国 际组织 、

国 际制度等领域 的渗透和影 响 。

＠总 的来看 ，
这类研究侧重于对

宗教 ， 特别是伊斯兰教在 国 际政治 中 的影 响进行描述性分析 ，

涉及身份认同等相关因素 ， 但并未就此进行深人探讨分析 。

第二类 ， 泛伊斯兰 主义与伊斯兰世界集体身份认 同研究 。

泛伊斯兰主义的提 出离不开二战后西方大 国对于伊斯兰世界造

成的现实危机和思想危机 ， 尤其是西方 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整个

伊斯兰世界 民族身份认 同 与宗教身份认 同所造成 的撕裂 问题 。

学者对于泛伊斯兰主义的来源 、 实践 以及困境都做了详细梳理 ，

但主要偏 向于历史梳理和概念解释 的方式结合现实 问题进行分

析 。 张友 国 和董天美认为 ， 泛伊斯兰主义是 １ ９ 世纪 中后期在伊

斯兰教 国家兴起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 ， 表现为要求穆斯林 回归

《古兰经 》 中沙里亚教法原则 ， 恪守伊斯兰准则 。 泛伊斯兰主义

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
“

认同政治
”

， 它经历过历史

和现实的 内外交互作用 ，
逐渐演化为工具逻辑 ，

进而将宗教作

①徐以骅 、 邹磊 ： 《地缘宗教与 中 国对外 战略 》 ，
载 《 国际 问题研究 》 ２〇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３ １ 页 。

② 汪波 、 李立 ： 《 中东地 区 当前 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 与 冲 突 》 ，
载 《 国 际观察 》 ２〇Ｍ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１ ３ 页 。

③ 刘 中 民 ： 《 浅析 国 际关 系 中 的宗教 因 素 》 ，
载 《 当代 世界 》 ２〇 １ ８ 年第 ７ 期

，
第 ３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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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０

为集体行动 的基础 。

？刘 中 民认为 ， 宗教性 、 整体性 、 地方性构

成了 阿拉伯 民族 的三大特点 ， 其 中宗教性在伊斯兰改革 主义 、

激进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中都得到 了体现 ， 在泛伊斯兰主义 中

体现为 以宗教认同否认民族认同 。

？对于泛伊斯兰主义 的研究＠本

文不再做一赘述 ，
已 有研究仍然未能跳 出 泛伊斯兰主义 ， 从理

论建构 的角度对其进行深人剖析从而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身份认

同有更加理论化的透视 。

第三类 ， 伊斯兰世界 的 国 际观研究 。 这类研究 以伊斯兰世

界为独立研究对象 ，
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 》 中提及

的经典概念进行解读和 阐释 ， 如
“

乌玛
” “

真主
”“

圣战
” “

公

正
”“

和平
”

等核心概念 ， 用 于描述伊斯兰世界 的核心 价值

观 。

？刘 中 民认为 ， 伊斯兰世界 的 国 际观念 中诸如乌玛 、 真主主

权观和圣战观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观 ，
对于伊斯兰世界 国家 的社

会发展与政治认同产生 了重要 的影 响 ， 包括 民族 国家建构深受

宗教认同和 民族认 同 的 困扰 、 伊斯兰 国 家宗教与世俗 的矛盾冲

突 以及伊斯兰 国 家与现行 国 际体系 的矛盾 。

？但此类研究也仅仅

是从伊斯兰传统文化方面对伊斯兰 国 际观进行分析 ， 能够呈现

伊斯兰 国 际观 中 的一定特征或文化特征 ， 但是缺乏对伊斯兰身

①张友 国 、 董天美 ： 《 泛伊斯 兰 主义 的逻辑演化 与现实悖论 》 ，
载 《 中 国 人 民大学学

报 》 ２〇 ｉ ｓ 年第 ５ 期
，
第 ８ ４ 页 。

② 刘 中 民 ： 《 阿拉伯 民族三大特点及其对阿拉 伯 政治 思 潮 的影 响 以 民族与宗教关

系为视角 的考察 》 ，
载 《 国 际观察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０ 页 。

③ 关于泛伊斯兰 主义 ， 具体可参见钱雪梅 ： 《 泛伊斯 兰 主义 ： 概念 、 实践及思 想 主

张 》 ，
载 《 国 际政治研究 》 ２〇 ２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９ ３ ４ 页 ； 吕 海军 ： 《试析伊朗 的泛伊斯 兰 主

义 ？ ，
载 《世界宗教与文化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９ ２ ９ ８ 页 。

④Ｓ ｅ ｅＡｍｒ Ｇ ． Ｅ ． Ｓ ａｂ ｅ ｔ ．Ｉｓ ｌ ａｍａｎｄ  ｔｈ 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Ｔｈｅ ｏ ｒ
ｙ 

：Ｇｏ ｖｅ ｒｎａ ｎｃ ｅ ａ 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Ｌ ｏｎ ｄ ｏ ｎ

 ：Ｐ ｌ ｕ ｔｏ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 ０ ８

） ；Ａｂｄ ｕ ｌ Ｈａｍ ｉｄＡ ．Ａｂｕ ｓｕ ｌ ａ
ｙ
ｍａｎ ．Ｔｏｗ ａ ｒｄ ｓａｎ Ｉｓ ｌ ａｍ ｉｃＴｈ ｅｏ ｒ

ｙ 
ｏｆ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
 ：Ｎｅｗ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ｏｎ ｓ

ｆｏ ｒ Ｍｅ ｔｈ ｏｄ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ｈ ｏ ｕｇｈ ｔ （

Ｖ ｉ ｒ
ｇ

ｉ ａ
：Ｈ ＩＴ

，１ ９ ９４
）

⑤ 刘 中 民 ： 《伊斯兰 的 国 际体 系观 传统理念 、 当代 体现及现实 困境 》 ，
载 《 世界

经济与政治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５ 期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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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 的建构路径研究 ， 无法解释 中东地区伊斯兰代表性 国家

的 内政和外交 ， 如
“

圣战
”

这一概念可 以解释伊朗 的反美政策 ，

但是无法解释土耳其和沙特 的亲美导 向 。 值得注意 的是 ， 叶青

在 《 中东地区 国 际关系 中伊斯兰 因 素初论 》
一文 中提到 了伊斯

兰世界观 中 的一些特点 ， 如大家庭特征 、 合法性 以及想象 的共

同体 ， 但是作者主要是分析伊斯兰 国家外交政策 中 的伊斯兰价

值观 ， 尚未对上述几点进行展开论述 。

０从经典文化 中提取 出 的

概念仅仅是结合现实进行 阐释 ，
而未进一步进行归纳 总结 ，

进

而形成理论 内涵 。 比如 中 国 国 际观 中 的
“

天人合一
” “

王道
”

“

霸道
” “

儒家思想
” “

中庸辩证法
”

等经典文化概念 ，
这些概

念能够反映中 国 国 际观 中文化特色 ， 但概念是无穷 的 ，
而行为

体的行为原则是有 限 的 。 基于概念 ， 秦亚青提 出关系性这一理

论概念 ， 从而解释 中 国在 国 际体系 中 的外交行为 。

？基于共有 的

文化知识 ， 宗教认 同属 于伊斯兰世界 的 国 际观之一 ， 但是学界

对此的解释和研究还有所不足 。

伊斯兰世界 的发展脱胎于阿拉伯半 岛 ， 与其早期 的地理环

境 、 部落定居迁徙 、 外部严峻形势 的变化息息相关 。 伊斯兰文

明作为 中东地区共有 的文化知识背景对个人 、 家庭 、 部落 、 组

织 、 国家的身份塑造和行为规模都产生 了重要影 响 。 不 同 于华

尔兹提出 的 国 际社会 的无政府性 ， 行为体需要通过 自 助追求安

全和权力 ， 而伊斯兰世界属 于不完全 的无政府性 ， 行为体在对

外实践上信奉 《古兰经 》 中 提及 的伊斯兰世界观 ， 如
“

乌玛
”

“

安拉
” “

圣战
”

等概念作为实践 的指导 ， 但是仍然是结合现实

利益追求与其他行为体进行互动 ， 包括冲突与合作 。 因此 ， 基

①叶青 ： 《 中东地 区 国 际关 系 中伊斯 兰 因 素 初论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 〇 〇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４ ３＾４ ６ 页 。

② 参见秦亚青 ： 《世界政治 的关系理论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２ １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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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当前学界对于伊斯兰与 国 际关系 的研究 ， 本文试图 回答在

当前 国 际政治 中伊斯兰世界如何建构宗教身份 ， 其理念基础 、

建构路径与 困境分别是什么 。 不 同伊斯兰 国家在建构路径上是

否存在一定的普遍性 以及伊斯兰世界宗教身份认 同 的建立与现

实政治关系 的发展是否冲突 。

本文认为 ， 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 同样遵循建构 主义路径 ，

以乌玛为理论 内核构建 出 家庭性特征 ， 同 时通过两条建构路径

形成集体身份认同 ， 分别是诉诸伊斯兰宗教权威建构行为体在

伊斯兰世界的身份认同来换取政治合法性和 以伊斯兰教为共有

文化知识建构伊斯兰世界 的集体身份认 同 。 通过案例分析法对

沙特 、 伊朗和土耳其等三个典型伊斯兰 国 家 的身份认同在 国 际

政治 中 的建构路径进行论证分析 ， 从而形成对伊斯兰世界身份

理论的初步认识 。 研究发现 ， 尽管伊斯兰世界存在身份认 同建

构理论 ， 但是不同行为体对于理论 内核乌玛 的解读方式有所不

同 ，
导致行为体 的集体身份认 同建构路径也有所不 同 ， 存在多

重伊斯兰身份认同叙事 。 接下来本文将就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

建构理论内核乌玛以及建构路径做一分析论证 。

一

、 以 食 铥 为 理论 内 核 建 构 命 斯 ｆ

“

家 座 佟
”

绅 杻

秦亚青指 出 ， 社会理论在其产生之时 ， 包含一个理论 内核 ，

其逐渐形成一个系统 的思想体系 即理论 。 理论 内核包括 ： 行上

元和行下元 。 行下元帮 助知识生产者观察和感知经验性事实 ，

行上元则帮 助知识生产者理解和诠释所观察和感知 到 的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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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成为知识生产者解释 的依据 。

？如果认为伊斯兰世界存在身

份认同建构理论 ， 那么该理论 的 内核是什么 ？ 或者说理论行上

元是什么 ？ 这都是需要 回答 的 问题 。 本文选取伊斯兰世界共 同

承认的价值观乌玛作为伊斯兰世界建构理论的理论 内核 ， 呈现

出家庭性的特征并 由此为起点进行解释论证 。

（

＿

）
无政府性与家庭性

以乌玛为核心构建 的身份认 同理论认为 ， 伊斯兰世界并不

完全如 国 际社会所呈现的无政府性 ， 而是具有一定家庭性特征 。

从 国 际体系演变来看 ，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宗

教逐渐退 出世俗政治领域 ，
也标志着现代 国家主权原则逐渐替

代天赋神权原则 。 国 家主权原则 的确立 ， 使得现代 国家战胜 了

其他政治组织形式 ， 成为世界舞 台 上 的 主要行为体 。 鉴 于此 ，

以 国家 中心为原则在现实主义流派 中得 以确立 ， 并且承认 国 际

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 无政府状态构成 了现实 国 际关系理论 的

一个极为重要 的起点 ， 并且成为肯尼思 ？ 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

中 的
一个重要前提和概念 。

＠华尔兹认为
“

为实现 自 身 目 标 ， 维

持 自 身安全 ，
无政府状态下 的单元 无论是人 、 公司 、 国家 ，

或者是任何别 的什么 都必须依靠 自 身创造 的手段 以及它们

能为 自 己所作的安排 。 自 助必然是无政府秩序 中 的行为准则 。

”
？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 ， 中东 的 国 际关系并不是处于完全 自 助 的无

政府状态 ，
而是在共同遵循 的伊斯兰文 明价值观下呈现 出

一种

①秦亚青 ： 《 世界政治 的关系理论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２ １ 年版 ， 第 ３ ２ 页 。

② 宋伟 ： 《 国际关系理论 ： 从政治 思 想 到社会科学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８ ３ 页 。

③ ［ 美 ］ 肯尼思 ？ 华尔兹 著
，
信强译 ： 《 国 际 政治 理论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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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性
”

特征 ， 围绕伊斯兰规范 的争夺成为它 的主要特征之

一

。

？
因此

，
相对于 国 际政治 中 的无政府性 ， 缺乏对一个共有 的

“

世界政府
”

的认同 ， 家庭性属于不完全的无政府性 ， 尽管仍然

缺乏一个
“

世界政府
”

， 但伊斯兰世界的行为体之间 的互动受到

共同 的伊斯兰规范 乌玛的影响 ，
这是其特殊的 国 际观之一 。

伊斯兰与 国 际体系融合 的过程 中使得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两

种 国 际关系 ：

一种是 以威斯特伐利亚为原则与非伊斯兰 国家之

间 的 国 际关系 ； 另
一种是 以伊斯兰教为原则在 中东伊斯兰 国 家

的 内部 ， 尤其是阿拉伯 国家 内部而进行 的 国家关系 。 在伊斯兰

世界 中 ， 乌玛 的概念超越 了 民族 国家 、 主权 国家等原则 ， 跨越

了 民族和地理边界 。

＠相对于无政府状态 的 国 际体系 ， 伊斯兰世

界具有双重特征 ， 即无政府性与家庭性复合状态 ，
处于半 自 助

的模式 。 尽管从形式上看 ，

一战后绝大部分 中东伊斯兰世界 国

家都承认民族主权原则 ， 承认 国 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
遵循 以

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原则 ， 但是阿拉伯 民族主义和伊斯兰

主义两大跨 国意识形态一直试 图打破 民族 国家 的疆界将被西方

国家所分割 的主权 国家体系恢复为统一 的 阿拉伯 民族 国家乃至

更高级的神权国家 。

？

（
二

） 乌玛作为理论 内核的社会和历史原 因

从宗教社会学 的角 度来看 ， 宗教作为一种规范文化 ， 如建

立在 《古兰经 》 、 圣训基础上的伊斯兰教法 ，
以体现安拉意志 的

①叶青 ： 《 中东 国际关系 中 的伊斯 兰 因 素初论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〇 〇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４ ６ 页 。

② 钮松 ： 《 韩 国 与 利 比亚卡扎 菲政 权关 系 的 困 境 宗教 与 国 际关 系 的视角 》 ，
载

《天津行政学 院学报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５ ２ ５ ３ 页 。

③ 田文林 ： 《 西方 国 际秩序对伊斯 兰世界体系 的瓦解 与重塑 》 ，
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

论坛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０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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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出现 ， 集宗教义务 、 法律和道德规范于一体 ， 对伊斯兰 国

家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重要 的指导作用与规

范作用 ，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 的影 响 。

？这种规范可 以视为一种伊

斯兰家庭规范 ， 由 此可知家庭性 的概念在伊斯兰世界有着极其

重要 的历史 内涵 、 文化 内 涵 、 政治 内 涵和社会 内 涵 。 自 公元 ７

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 岛传教 以来 ， 伊斯兰价值观就逐渐成

为阿拉伯人或者说后来整个穆斯林群体 的行为规范 ， 特别是在

四大哈里发时期 ， 《古兰经 》 中 的行为准则 已经构成伊斯兰世界

大家庭 中共有的
“

家训
”

。 穆罕默德时期 ， 穆斯林群体共同承认

的伊斯兰原理价值观超越 了血缘 、 地缘等人为 的差异界限 ， 穆

斯林身份成为彼此关系 的重要界定 。 由 此产生 了伊斯兰信仰与

穆斯林同胞的宗教连结超越部落 的连结 的新 的世界观 。

？据此推

断 ， 穆罕默德时期便提 出 了 以 乌玛为核心理念构建伊斯兰
“

大

家庭
”

的身份认 同 ， 并经过伊斯兰教 的传播和对教义 的遵循逐

渐内化在穆斯林的共 同体身份认 同 和行为准则 当 中 。 结构现实

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下体系 内行为体不受一个统一 的 中 央权威

的约束 ，
通过 自 助方式等对外行为获取相关收益 。 伊斯兰世界

中 的行为体在对外实践 的过程 中尽管服从现实主义原则 ，
追求

成本收益 、 权力 、 安全等 问题 ， 但是在实践行为 的过程 中尤其

在伊斯兰 内部世界仍然受共 同 的伊斯兰道德规范 的影 响 ， 并且

把世界划分为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 ， 将伊斯兰世界视为

一个大家庭 。 相 比于西方更加强调生存实践 ， 伊斯兰教更加关

注现世 ， 其取舍标准是道德实践 。 在这种文化氛 围 中建构起来

①戴康生 、 彭耀主编 ： 《宗教社会学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７ 年版
，
第

４ ５ 页 。

② 张锡模 ： 《 圣 战与文 明 ： 伊斯 兰 与西方 的永恒 冲 突 》 ，
北京 ： 生活 ？ 读 书 ？ 新知三

联书店 ，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３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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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也便成了道德政治学 ， 法律在伊斯兰 中 与信条部分地相

融合 ，
适用范围也更广 。

＠ 比如沙里亚教法成为伊斯兰世界 的一

套行为规范准则 。 但是本文所提 出 的家庭性概念 ， 即强调 以伊

斯兰大家庭为集体认 同 的观念 ， 不仅仅是规范所建构 的通俗行

为准则 ，
还包括经受绝大多数伊斯兰世界 （ 不论何种教派 ） 所

共同承认的文化观念 ， 如 以乌玛为核心理念建构 的伊斯兰
“

大

家庭
”

的身份认同 。

乌玛这个词在 《古兰经 》 中 出现 了６４ 次 ， 穆罕默德 ？ 阿萨

指 出 ， 乌玛的原意是指
“

享有共同特征或共 同生活环境 的一个

群体
”

。 因此
， 乌玛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 的 民族 国家疆界 、 种

族差异 、 地理边界 ，
而是被视为基于共 同体 的一套意识形态准

则 。

？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 ， 其政治共 同体的演进从乌玛这一宗

教社 团逐步演变为 以伊斯兰为核心 的 阿拉伯帝 国 ，
再到后期 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 国 ， 在奥斯曼帝 国解体之后 ， 伴随着近代西方

殖民主义的人侵而被动卷人世界体系之 中 ， 并在 民族独立运动

中纷纷建立民族 国家 ， 形成伊斯兰 民族 国家体系 。

？乌玛这一概

念已经进人到伊斯兰世界 的 国 际关系 中 ，
不仅给伊斯兰 国家提

供了精神指导 、 国家使命 ，
还将穆斯林群体融合在一起 。 可 以

说 ， 乌玛的理念 已经对穆斯林政治领导人和穆斯林群体组织 ，

并且对伊斯兰 国家外交政策 的补充和完善也产生 了
一定 的塑造

作用 。 乌玛作为伊斯兰世界独特 的概念 ，
且在西方文 明体系 中

①刘靖华 、 东方 晓 ： 《 现代政治 与伊斯 兰教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０ 年

版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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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找到与其相对等的概念？
， 这

一核心理念作为伊斯兰世界身

份认同 的理论内核从而建构 出伊斯兰
“

家庭性
”

的特征 。

此外 ， 将乌玛视为理论 内核具有一定 的社会思想依据 ， 尤

其是源于对 １ ９ 世纪伊斯兰世界 的社会思潮 的分析 。 比如在 １ ９

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 、 哲学家和伊斯兰改革家哲马鲁丁 ？

阿富汗尼提出 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 中所强调 的号召各 国穆斯林

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 的伊斯兰 国家 。

？实际上 ，
以 乌玛为核心

建构 的
“

伊斯兰家庭
”

理念随着伊斯兰社会思潮 的演进 ，
逐步

内化到 了泛伊斯兰主义 的理论与实践 当 中 。 这也可 以解释尽管

当代伊斯兰 国 家 ， 如沙特 、 土耳其和伊朗极少提及乌玛这一概

念
， 但是不代表以 乌玛为理论 内核建构家庭性 的集体认 同观念

就此消失 了 ， 而是通过泛伊斯兰主义加 以 实现 。 钱雪梅将泛伊

斯兰主义定义为 ， 行为主体通过穆斯林群体宣传 ，
试图促成伊

斯兰联合或 团结来实现特定政治 目 标 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政治实

践 。 泛伊斯兰主义 的主要特征包括 ： 面 向广大穆斯林进行宣传

动员并诉诸伊斯兰联合 、 服务于政治 目 的 、 不受 国界限制 ， 即

具有伊斯兰色彩 、 政治性和跨 国性 。

＠可 以看到 ，
泛伊斯兰主义

的核心 内涵仍然是脱胎于乌玛 ， 无不反映 了伊斯兰世界借泛伊

斯兰主义重建乌玛 的政治理想 。 尽管在现实政治 中 民族 国家 的

形成与乌玛所倡导 的共 同体概念相 冲突 ， 但是 以 乌玛为理论 内

涵构建伊斯兰世界共同体成为许多地区伊斯兰大 国 的政治使命 ，

比如 ， 伊朗革命爆发 以后
， 霍梅尼 的政治 目 标便是 ，

不承认西

①Ａｂ ｕｄ ｕ ｌＲ ａ ｓｈ ｉｄＭ ｏ ｔｅ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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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 中 民 ： 《 阿富汗尼伊斯兰改革主义 的双重历史遗产 民族主义 与伊斯 兰复兴主

义 》 ，
载 《 宁夏社会科学 》 ２〇 〇 ９ 年第 ５ 期 ， 第 ８ ３  ８ ８ 页 。

③ 钱雪梅 ： 《 泛伊斯兰主义 ： 概念 、 实践及思 想 主 张 》 ，
载 《 国 际政治研究 》 ２〇 ２ 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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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主权国家体系 ， 要建立一个 以 乌玛为基础 的伊斯兰世界体

系 。 此外 ， 伊斯兰合作组织 的成立正是泛伊斯兰主义推动所形

成的 ， 其组织核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仍然是 以乌玛为建构基础 。

这说明 ， 在现代伊斯兰世界 国 际关系 中 ， 乌玛可 以视为伊斯兰

世界身份认同建构 的理论 内核 ， 并且经过政治思潮 和社会思潮

不断影响着行为体 的身份塑造和对外行为 ， 尤其是像沙特 、 土

耳其和伊朗这样十分看重宗教身份的 中东伊斯兰大 国 。

（
三

） 以乌 玛为理论 内核所面临的现实 困境

尽管乌玛可视为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构建 的理论 内核 ， 但

建构 以乌玛为
“

核心
”

的伊斯兰世界现实共同体或地区一体化

也面临现实困境 。 因 为现实政治更具有复杂性 ， 同 时也夹杂着

无政府体系 的竞争与混乱 。 重建乌玛这一理念往往容易被伊斯

兰 国家和伊斯兰势力借宗教为幌子而加 以滥用 ， 从而达到政治

目 的 ， 沙特阿拉伯推行泛伊斯兰 主义 、 伊朗输 出 伊斯兰革命 ，

乃至本 ？ 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

？伊斯兰世界能否重建 以 乌玛

为政治理想 的伊斯兰集体认 同不是本文探讨的 问题 ， 本文主要

是想说明 ， 乌玛以及其 内化而形成 的泛伊斯兰主义成为伊斯兰

世界建构
“

家庭
”

身份认同 的核心理念 。 其他学者在谈及伊斯

兰 的 国 际观 的时候 ， 引 人 了 真主 、 圣战 、 和平 以及公正等古典

伊斯兰概念 ， 但是这些概念并不包括伊斯兰世界的身份认同观 。

比如 ， 真主主权论认为 ，

“

在传统伊斯兰文化 中 ， 并不存在现代

意义上的主权观念 。 在强调信主独一 的伊斯兰政治哲学 中 ，

一

切权力 、 权威和权势都归真主安拉 的掌握之 中 ， 安拉是最高 的

３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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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拥有者 。

”
？尽管一些伊斯兰 国家 ， 如伊朗崇 尚 真主主权论 ，

但是这种宗教观反映在其对现代领土主权 的看法 ， 并不能说 明

伊斯兰家庭性的特点 ，
因为真主强调 的

“
一切

”

并非仅仅是伊

斯兰世界 ，
而是整个世界 ，

这无异于西方基督教提倡 的上帝 以

及犹太教提倡 的耶和华 的观念 。 另 外 ， 沙耶 巴尼提 出伊斯兰世

界的政治理论 ， 将伊斯兰世界分为三种类型 ： 战争区 （
ｄ ａｒ ａ ｌ

－

ｈ ａｒｂ
） 、 和平区 （

ｄ ａｒａ ｌ
－

Ｉ ｓ ｌａｍ
） 和联盟区 （

ｄ ａｒａ ｌ
－

ｓｕ ｌｈ
）＾这样

的分类尽管带有伊斯兰色彩 ， 但是并不能说 明其独特的认 同观

或伊斯兰世界理论 的特殊性 ，
因 为 国 际政治 中 的 冲突与合作都

是常见的政治现象 ， 包括联盟 的形成与瓦解 ， 都是属 于现实主

义视角下 的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之间 的互动行为 。 此外 ，
这些

概念的解释力有所不足 ， 只 能解释个别伊斯兰 国家对伊斯兰教

义的过度解释和误解 ， 从而实现其在伊斯兰世界 中 的政治 目 标 ，

从这个层面来看 ， 仍需要 回归到乌玛层面 ， 即伊斯兰世界 的家

庭性认同建构核心理论的 内核问题 。

基于 国 内政治 ， 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建构 了 大部分伊斯兰 国

家的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 ， 从而影 响 了这些 国 家外交政策所遵

循的基本原则 ， 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 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政

策选择约束在伊斯兰文化 的价值框架 内 。

？
由 此说 明伊斯兰世界

认同观 中 的家庭性特点 ， 即 以 乌玛为理论 内核 的伊斯兰世界身

份认同理论构建 出 了非完全无政府性 、 半 自 助性 的伊斯兰世界

国 际体系 。 需要注意 的是 ， 在 国 际政治社会学转 向 的过程 中 ，

①刘 中 民 ： 《伊斯兰 的 国 际体系观 传统理念 、 当代 体现及现实 困境 》 ，
载 《 世界

经济与政治 》 ２〇ｍ 年第 ５ 期 ， 第 ｉ ｅ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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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并非是否定现实主义原则 ， 而是对其进行

完善和补充 ， 从现实主义 出发但是跳 出现实主义的
“

禁锢
”

， 尤

其对结构现实主义所忽 略 的文化 因素进行补充 。 因此
， 伊斯兰

世界的身份认同理论构建并非是否定主流 国 际关系理论强调 的

国家认同和 民族认 同 ，
而是在其基础上补充其特有 的宗教认 同

观
， 从而更好地解释伊斯兰 国家之间 的行为互动规律 。 接下来

本文将基于第一部分分析 ，
对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路径进

行分析探讨 ，
包括政治合法性问题和集体身份认同 问题 。

二 、 外 ４（ｆ 斯 董 权 威 建 构 （ｆ 斯 董 世 界的 政 ％ 含 珀 ｆ去

乌玛这一概念作为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 的理论 内核 ，

具体反映到伊斯兰 国家更多 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 ，
因为政治合

法性的获取基于社会对 国 家身份 的认 同 。 在伊斯兰世界 中 ， 每

一个伊斯兰 国家在 国 际体系 中都能获得主权 国家认 同 ， 但是实

力较强 的伊斯兰 国 家并不止步于此 ， 而是希望塑造宗教权威建

构伊斯兰世界象征性 的
“

领导地位
”

和 民众对执政合法性 的认

同 。 合法性即政治共同体成员 对政治统治及其秩序 的 同意与认

可 ， 并且共同体成员 对加之其身上 的统治秩序 的忠诚度 、 认可

度有强弱之分 。 由 此 ， 合法性 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秩序或统治道

德的服从 ， 即对该秩序 的 同意与支持 。

？

现代 国 际体系之下 ， 中东伊斯兰 国家普遍承认联合 国 为核

心 的 国 际体系 ，
也拥有对 国家主权 的承认 ， 但是伊斯兰大 国诸

如沙特 、 伊朗和土耳其纷纷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构建政权 内部 的

３ ８ ０

① 李意 ： 《 当代 中东 国家政治合法性 中 的宗教 因 素 》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２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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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合法性 ， 包括 国 内领导人寻求 自 身政治合法性 ， 因此诉诸

伊斯兰权威建构政治合法性构成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构建 的路

径之一 。 合法性作为 国 际关系 中有效 的工具 ，
可 以让其他行为

体从道义上支持一 国 的行为 ，
而宗教 因 素可 以赋予政府 以及其

政策制定的合法性 。

？“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 的正 当性 、 合

理性 ，
它标志着 民众对政治 系统 的认 同 和忠诚程度 。 政治合法

性是整体体系稳定 、 持续 、 有效运转的基础和前提 。

”
＠不 同于 国

际体系 中 的非伊斯兰 国 家 ， 伊斯兰 国家更加强调通过诉诸伊斯

兰教构建在伊斯兰世界 的政权合法性 ， 尽管这
一合法性更加偏

向于观念上 的合法性 。 本文 以 沙特 、 伊朗和土耳其为例 ， 探析

中东伊斯兰 国家宗教身份认同构建的路径与 困境 。

合法性在伊斯兰世界 中并非一个陌生 的概念 ， 与地位建构

密切相关 ，
应该说宗教身份合法性建构 问题贯穿 了整个伊斯兰

教史的始终 。 从穆罕默德在麦加和麦地那作为
“

先知
”

的合法

性地位的确认到穆罕默德去世后 ， 其继承人
“

四大哈里发
”

的

宗教领袖合法性问题 ， 再到逊尼派与什叶派就谁是阿里 的合法

继承人分庭抗礼 ， 合法性 问题都是伊斯兰世界 内部和外部事务

中具有争议性 的 问题 。 逊尼派穆斯林 的政治理论认为 ， 安拉作

为世界的主宰 ， 沙里亚是安拉意志 的体现和规定 的法度 ， 是先

于 国家的秩序和尽善尽美 的制度 ， 国家 的 目 的就是捍卫沙里亚

规定的神圣秩序 。 因此
， 国 家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

？逊尼派和什

叶派在政治合法性 问题上都有各 自 的政治理论 ，
双方侧重有所

①Ｎ ｕ ｋｈ ｅ ｔ Ｓ ａｎ ｄ ａ ｌａｎ ｄＪ ｏｎ ａ ｔｈ ａｎＦ ｏｘ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ｉｎ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Ｔｈ ｅｏ ｒ

ｙ 
：Ｉｎ ｔ ｅ ｒａ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ｄＰｏ ｓ 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
Ｌｏｎ ｄ ｏｎ

：Ｒ ｏ ｕ ｔ ｌ ｅｄ
ｇ
ｅ

，２０ １ ３
） ，ｐ ． １ ５ ．

② 杨红兵 ： 《 政治合法性 的特性论析 》 ，
载 《齐鲁学刊 》 ２〇 〇 ７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３ ９ 页 。

③ 哈全安 ： 《 中 东史 》 （ 上册 ）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 院 出 版社

，

２〇 １ ９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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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在遵循共同 的穆斯林独尊安拉和崇奉先知 的准则基础之

上
， 什叶派的突 出特征在于强调伊玛 目 的必要性 ， 增加 了信仰

和绝对服从伊玛 目 的 内容 ， 并且强调伊玛 目 的世袭继承 ， 即 哈

里发合法地位的归属 问题 。

＠在阿拉伯世界 中 ， 能否建构 出 合法

性认同对于一个伊斯兰政权至关重要 ，
而伊斯兰教作为合法性

的象征 ， 其代表 的一整套价值观 ， 是政权合法性 的来源 。 因合

法性产生的伊斯兰政治不仅影 响着 国家 的对 内行为 ，
也影 响着

其对外行为 。

？

（

一

） 沙特王室的宗教身份合法性建构与瓦哈比派

从整个沙特的建 国史来看 ， 现代沙特王 国之所 以能够建立 ，

并且在长时 间 内 稳 固 沙特家族 的宗教正统身份 的合法性地位 ，

离不开瓦哈 比派对其 的支持 。 沙特作为 以君主制 和教权相结合

的 国家 ， 国王 、 《古兰经 》 和圣训是执法的根本依据 ， 伊斯兰教

法是全国上下公认的行为准则 。 沙特政权 的长期稳定离不开伊

斯兰教权对其的支持 。

？沙特在伊斯兰大家庭 中 的地位合法性建

构与伊斯兰教派密切相关 ， 这也构成 了 与西方世俗政治截然不

同 的 国 际观 ，
而西方 国 家 自 宗教改革后不再 向 罗 马天主教教会

寻求王权的合法性 。

“

赛来非耶
”

作为沙特官方和 民 间 的 瓦 哈 比教派 的一种 自

称 ， 表示 自 己 属 于遵循圣 门弟子 的正教 、 正信 的派别 ，
坚信瓦

哈比主义 。 瓦哈 比派作为沙特 的 国教 ， 其影 响范 围覆盖整个沙

特 ，
主要体现为家族 、 王权与伊斯兰教信仰相结合 ，

这也成为

①哈全安 ： 《 中东史 》 （ 上册 ） ，
第 ３ ０ Ｓ  ３ 〇 ９ 页 。

② 叶青 ： 《 中东 国际关系 中 的伊斯 兰 因 素初论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〇 〇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４ ６ 页 。

③ 同上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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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 比主义的基本政治含义 。

？尽管沙特王权 的宗教身份合法性

来源于瓦哈 比派教义 ， 但是瓦哈 比 的原教 旨 主义思想对王权 的

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构成威胁 ， 使得沙特在现代化进程 中不

得不奉行温和 的激进主义 ，
以此不断协调王权与教权 的关系 。

？

可 以看 出 ， 沙特王室与瓦哈 比派实际上是各取所需 ， 沙特从宗

教组织寻求其在伊斯兰世界 的宗教领袖地位合法性认 同 ， 而瓦

哈 比派也是从沙特王室获得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 。 换言之 ， 现

代沙特王 国 的建立离不开瓦哈 比派的谢赫家族提供的政治支持 ，

沙特利用瓦哈比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借此削 弱 和瓦解部落力

量对沙特政权 的挑战 。 同 时 ， 借助瓦哈 比派 的宗教运动 伊

赫万 （ 兄弟会 ） 拉拢信众 ， 从而为沙特家族 的统治提供广泛 的

群众基础 。

？此外 ， 在沙特政治现代化 的过程 中 ，
不 同于西方 国

家的现代化道路 ， 瓦哈 比派对沙特 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 不仅

在沙特的政治实践 中接受 了其现代化政策路线 ，
也在废黜沙特

国王 、 大清真寺镇压极端者 、 美军人驻等事件上发布
“

法特瓦
”

证明其宗教合法性 。

？

总 的来看 ， 伊斯兰 国家 的主流宗教组织 的影 响力并不亚于

国家政府或王室 的影 响力 。

一方面 ， 宗教组织对于 国家政府组

织 的合法性地位可 以根据伊斯兰教义进行 阐释 ， 从而寻求 民众

认同或者根据教义否认政权 的合法性 。 宗教机构是沙特政治体

①希文 ： 《

“

回归传统
”

的瓦哈 比主义 》 ，
载 《 世界宗教 与文化 》 ２〇 〇 ３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８ 页 。

② 吴云贵 、 周燮藩 ： 《 近现代伊斯 兰教思潮 与运动 》 ，
北 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０ 年版 ， 第 ３ ８ ４ 页 。

③ 刘 中 民 、 刘雪洁 ： 《 萨勒曼执政 以来沙特 的 国 家转 向及其 困境 》 ，
载 《西亚非 洲 》

２０ ２０ 年第 ５ 期 ， 第 ６ ５ 页 。

④ 钮松 ： 《 沙特阿拉伯王 国 的政治现代化 》 ，
载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 》 ２〇 〇 ７

年第 ６ 期 ， 第 ８ １ ０ ８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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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中有机组成部分 ， 其直接服务于沙特王室家族 ， 其主要作用

可 以归纳为对 内捍卫伊斯兰教瓦哈 比派正统信仰 ， 为沙特家族

的统治提供政治合法性 ，
对外传播伊斯兰教 ， 维护沙特王 国在

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 。

？在现实环境下 ， 瓦哈 比派在赋予沙特

一定执政合法性 的基础上也会影 响 到其 的政策制定 ， 如沙特对

于伊斯兰教令在 国 内外 的严格执行 以及其与西方尤其是与美 国

的石油合作会存在一定 的调整和妥协 ，
限制 了 沙特 国家政治进

化空 间 ， 因此在沙特现代化转型 的过程 中 双方也会存在一些矛

盾和斗争 。

？

（
二

）
土耳其 正义 与发展党 的 宗教身份认 同 建构与权威

宗教组织

相 比于沙特 ，
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 的地位合法性 以 及其政

府合法性的认同建构与沙特有所不 同 。 自 土耳其共和 国成立 以

后 ， 国父凯末尔确立 了世俗主义原则 的现代化路线 ， 将伊斯兰

教驱逐 出土耳其的政治领域 ， 仿效西方 的现代化改革路线进行

土耳其现代化 的改革 。 在很长一段时 间 中 ，
土耳其与伊斯兰世

界处于一种
“

分离
”

的状态 ， 积极投身到欧洲化改革 中 ， 寻求

西方 国 际社会对其 的政权合法性支持 ， 而非按照奥斯曼帝 国苏

丹那样从伊斯兰教 中 寻求伊斯兰世界 内部 的政权地位合法性 。

但是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左右随着伊斯兰 的复兴 ， 伊斯兰逐渐从土

耳其边缘地带进人到土耳其主流社会 ， 并逐渐 回归到土耳其政

治社会生活 中 ， 并在 以埃尔多安为首 的正义与发展党 （ 以下简

称正发党 ） 自 ２００２ 年执政以来逐渐 回 到其政治领域 ，
对外彰显

①吴彦 ： 《沙特阿拉伯 宗教政治初探 》 ，
载 《西亚非洲 》 ２〇 〇 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３ 〇 页 。

② 张卫婷 ： 《沙特政权危机 的历史根源及 当代演变 》 ，
载 《 阿拉 伯 世界研究 》 ２〇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第 ９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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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治伊斯兰 的特征 。 土耳其 国 内政治伊斯兰 的兴起也离不开

地区形势的变化 ， 特别是 自 ２０ １ ０ 年底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后土耳

其积极 回归 中东伊斯兰世界 ， 确立其伊斯兰地区大 国地位 ，
对

外输 出其
“

土耳其模式
”

。 在此情况下 ，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合法

性显得尤为重要 ， 因此在伊斯兰大家庭体系之下 ， 为 了 获得伊

斯兰世界和土耳其 国 内保守主义者 的支持 ，
土耳其执政党通过

诉诸宗教组织建构其宗教身份认同 ， 尤其是两大组织值得注意 ，

一个是居伦组织 ， 另
一个是宗教事务委员会。 尽管 当前土耳其

政府将居伦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 ， 并认为其参与 了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土耳其军事未遂政变 ， 但是土耳其政府在此之前 的确通过居伦

运动建构政治合法性 。

居伦运动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于土耳其 ， 是 当代土耳其

伊斯兰复兴运动 的一股重要潮流 。 居伦领导 的居伦运动不仅在

土耳其 国 内获得一大批宗教保守主义者 的支持 ， 具有广泛 的信

众基础 ， 该组织在 国 外也不断开枝散 叶 ， 特别是在 中亚诸 国 ，

其影响 日 益扩大 。 ９０ 年代 ，
土耳其军方作为世俗主义 的坚定维

护者 ， 常常干预土耳其政党政治 和居伦运动组织 的相关活动 。

自 ２００２ 年 以 来 ， 军方对被称 为
“

温 和 伊斯兰 政党
”

的 执政

党 正发党保持着警惕 ， 由 于缺乏牢 固 的执政根基 ，
正发党

并未公然在土耳其推行其伊斯兰复兴 。 在此背景下 ，
面对世俗

主义势力 ， 特别是军方 的威胁 ，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开始结盟 ，

正发党希望借居伦运动 的支持稳定其执政之基 ， 居伦运动也仰

仗执政党的支持而谋求更大的发展 。

？尽管居伦组织没有瓦哈 比

派在沙特那样的地位 ， 并且也和土耳其政府没有长期 的历史合

作 ， 但是土耳其政府通过居伦组织获得 了合法性地位 ，
也通过

① 余泳 、 胡亦然 ： 《土耳其正义 与 发展党和
“

居伦运动
”

的关 系演化 》 ，
载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〇 １ ７ 年第 ６ 期 ， 第 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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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伦组织推进构建 自 身在伊斯兰世界 的宗教身份认 同 。 在后来

土耳其政府与该组织分裂后 ，
土耳其仍然将通过伊斯兰教获取

地位合法性视为重要 的工具 ，
因此转向土耳其宗教事务委员会 。

土耳其在 １ ９２４ 年成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 ，
以取代被废除 的

伊斯兰法律和基金部 。 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总理办公室 的 附属

机构 ，
主要负责承担与伊斯兰教相关 的工作 ，

包括公众 的宗教

教育和祷告场所 的管理 ，
它是土耳其最具争议性 的机构之一 ，

自 成立以来就引 起了世俗主义精英 的强烈反感 。

？宗教事务委员

会被正发党赋予 了更多 的政治宣传职能和外交职能 ， 成为土耳

其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 比如 ， 在 ２０ １ ３ 年发生盖齐公园

抗议事件之后 ， 与居伦组织对政府 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 宗教事

务委员会坚定地选择支持埃尔多安主导 的政府 ，
甚至还帮助埃

尔多安辩护 。 不仅如此 ， 宗教事务委员会甚至沦为正发党打击

和谴责居伦运动 的重要宣传工具 。

当前尤其是埃尔多安政府大力推行新奥斯曼主义 ， 在 国 内

大力复兴伊斯兰宗教理念和文化 ， 并且通过正发党掌握 的宗教

组织构建 自 身的伊斯兰身份认 同 ， 效仿 曾经 的奥斯曼帝 国通过

宗教寻求其在伊斯兰世界 的政治地位合法性 。 土耳其之所 以在

中东伊斯兰世界彰显其伊斯兰大 国 身份 ，
甚至埃尔多安 自 诩为

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 ， 与土耳其正发党诉诸于伊斯兰教建构在

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

（
三

） 伊 朗 的什叶派宗教身份认同建构与宗教委员会

尽管伊朗属 于什叶派 国家 ， 但是其通过什叶派宗教政治理

①Ｕ ｆｕ ｋＵ ｌｕ ｔａｓ
，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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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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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的理论与买践

念建构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却十分突 出 ， 尤其是 自 １ ９７ 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 霍梅尼提 出建立一个 以伊朗为核心 的

伊斯兰世界体系 的主张 ， 并且在其对外输 出伊斯兰革命的 同时 ，

格外注意伊朗在伊斯兰世界 的合法性认 同 问题 。 不 同于土耳其

和沙特 ， 其通过 国 内 主要宗教组织或 团体构建地位合法性 ， 伊

朗是通过 自 身 以伊斯兰激进主义为原则 ，
以什叶派乌里玛为核

心 的政权 ， 构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派宗教身份认同 。

在波斯语 中 ， 合法性这个词是借用 了 阿拉伯语词汇 ｍ ａ ｓｈｍ 

’

ｉ

ｙ
ａ ｔ

，
词根是 ｓｈ ａｒ

’

， 其意思是宗教法律 ，
因此其合法性的含义本

身就与宗教紧密相连 ， 其含义是基于伊斯兰教法 的规定 ， 传承

和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 ， 其 中政治 、 法律和宗教 的合法性高度

统一 。 在伊朗伊斯兰教 的发展过程 中 ， 政治与宗教 的合法性体

现为政教合一的统治 。

？“

在长期 的历史演变 中 ， 伊朗政治合法

性观念具体表现君权神授 的君主制 ，
君王 的王室血统是其在位

的必要条件 。

” ？在 巴列维王朝覆灭后 ，
这种伊朗政治合法性观念

并没有随着王朝而消亡 ， 而是 以一种全新 的形式注人到伊朗共

和 国 当 中 。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将伊朗推 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以

法基赫？
的监护为基础 的什叶派乌里玛统治 的 国家 。 伊斯兰革命

后
，
以什叶派为核心 的宗教开始赋予并且强化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的根基和其合法性 。 在此背景下 ， 伊朗乌里玛开始系统解释

伊斯兰教从而为伊朗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 。

？伊朗建构其宗教身

①程彤 ： 《伊朗政治合法性与宗教合法性之构建 》 ，
载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９ ３ ０ 页 。

② 同上 ， 第 ３ ４ 页 。

③ 法基赫是伊朗伊斯兰政权 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政治制度
，

也是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思

想实践 的直接产物 。

④ 李福泉 ： 《 什 叶派乌里玛与伊 朗伊斯 兰政权 的演进 》 ，
载 《西亚非 洲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５ ４ 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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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有其鲜明 的特点 ， 但仍然无法脱离通过宗教权威建构政

治 的合法性 。

“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 伊朗面对的早 已不再是传统地理

上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 明 的影 响 ，
而是要面对全球范 围 内 的物

质和精神 的冲击 ， 所 以伊朗面 临 的紧迫 问题是 当今 国 内外新形

势下 ， 如何重构或巩固政治合法性和宗教合法性 。

”
？在霍梅尼时

期 ，

“

霍梅尼借助基于伊斯兰教义的反美主义通过革命路径成功

塑造 了政治合法性 ， 建立 了基于神权的威权统治 。

”
＠历史证明 ，

霍梅尼这一路径建构确实使得伊朗在 中东伊斯兰世界 ， 特别是

在什叶派 国 家 当 中 获得 了
一定 的合法性地位 ， 并且通过塑造

“

反美斗士
”

的形象赢得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 。 在具体实践层

面 ，

“

霍梅尼伊斯兰政权通过革命路径塑造其政权合法性 ，
主要

表现为在宗教层面坚持伊斯兰激进主义 ， 在政治层面推行反美

主义 。 其中 ， 伊斯兰 主义与犹太复 国 主义之 间存在基于历史 、

宗教与文化的根深蒂固 的矛盾 。

” ？在这种矛盾上 ，
对外则体现在

伊朗与 以色列之间 的矛盾 ， 并且反映在 巴 以 问题上 的强硬态度 。

巴勒斯坦问题对于伊朗而言与获取伊斯兰世界 的合法性地位密

切相连 。 换言之 ，

“

伊斯兰政权通过 回 归伊斯兰强调革命正 当

性 ，
进而实现革命路径 的政治合法性塑造 。 因此

， 在对外政策

上
， 伊朗不得不遵循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要求 ， 敌视以色列 。

” ？

尽管哈梅内伊 出任宗教领袖 ， 沿袭 了法基赫制度 的神权体

①程彤 ： 《伊朗政治合法性与宗教合法性之构建 》 ，
载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５ 页 。

② 熊李力 、 严展宇 ： 《伊 朗政治合法性转 型 与美伊关 系 中 以 色 列 因 素再解读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第 ６ 页 。

③ 同上 ， 第 １ ５ 页 。

④ 熊李力 、 严展宇 ： 《伊朗政治合法性转 型 与美伊关系 中 以色列 因 素再解读 》 ，
第 １ ６

３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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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的理论与买践

制 ， 但是他并不完全具有霍梅尼 的领袖气质和地位 。 相 比于霍

梅尼时代 ， 哈梅内伊时代伊朗 的政治模式 的大变化表现为世俗

总统权力增加 以及极权政治 的消失 。

？但是在哈梅 内伊时期 ， 伊

朗通过宗教权威在伊斯兰世界建构宗教身份认 同 的模式仍然在

延续 。 当前 ， 伊朗在现行 国 际体系始终受到 以美 国 为首 的西方

国家的强势打压 。 对此
， 为 了巩 固 自 身 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和提

高伊朗在伊斯兰世界 的地位 ， 树立其强硬 的大 国形象 ， 哈梅 内

伊将反美视为伊朗外交 中最根本的政策 。

”
？

因此
， 综上可 以看到通过伊斯兰权威构建伊斯兰世界 内部

身份认同从而获得政权合法性成为伊朗整个历史上重要政治核

心原则 ，
不管是王朝 时期还是现代伊朗 ，

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

义寻求外部对其在伊斯兰世界 的合法性都是重要 的政治 目 标 。

当前 ， 尽管土耳其与沙特处于合作阶段 、 沙特与伊朗处于缓和

期 ，
土耳其与伊朗处于

“

非正式联盟
”

阶段 ， 但是三者仍然在

就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
“

身份
”

进行激烈角逐 ， 从 以往 的军事

对抗和代理人战争转变为软制衡追求权力政治 。 上述三个案例

是 中东伊斯兰世界 的代表性 国家 ， 沙特 、 土耳其和伊朗都存在

诉诸宗教对构建在伊斯兰世界 的身份认 同来换取政治合法性 的

问题 ， 因此论证了伊斯兰世界诉诸伊斯兰权威构建身份认 同获

得合法性作为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构建 的重要路径之一 ， 并且

在 中东伊斯兰 国家的对 内对外行为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

①哈全安 ： 《伊朗现代化进程 中 的世俗政治 与宗教政治 》 ，
载 《 史学理论研究 》 ２〇 〇 ８

年第 ３ 期 ， 第 ７ ０ 页 。

② 赵锦浩 、 王泽 壮 ： 《 哈梅 内伊对 现行 国 际体 系 的认知 》 ，
载 《 阿拉 伯 世界研究 》

２０ ２ １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４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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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建 构 以 （ｆ 斯 董 教 为 碁 础 的 讓 （本 身 伤夂 同

伊斯兰不只是一个地理 的概念 ， 更是
一个文化 的概念 ， 并

且通过宗教信仰赋予 了 中东伊斯兰世界 民众的身份概念 。 实际

上
， 宗教本身就是身份认同 的来源之一 ，

它不仅影 响人的 印象 ，

也能影响人怎么认识 自 己 。 宗教能够赋予一种某个特别群体 的

归属感 。

？此外 ， 共同 的帝 国 和历史也能够赋予某个群体特别 的

身份 。 在伊斯兰世界 ， 伊斯兰教与帝 国两个概念都赋予伊斯兰

大家庭 中 的集体身份认同 ，
比如 ， 沙特建构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

土耳其建构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 伊朗建构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

都是根据伊斯兰世界特有 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所建构 的 。

相 比于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所提 出 的
“
一种想象的政治共

同体
”

？
， 伊斯兰世界认 同观强调 的是建构一种想象的宗教或历

史的文化共同体 ，
这种共 同体并非实际存在 ， 更多 的偏 向 于领

导人向 国 际社会公开 阐释 自 身身份的一种叙事 。

？因此
， 受制 于

现实政治 中 的权力政治斗争等 因 素 ，
这种集体身份认同概念仅

仅体现在其观念建构上 ， 对于现实政治 中 的共 同体构建 ， 如联

盟构建的影响十分有 限 ， 同 时也使得伊斯兰世界对于外部事件

无法作 出统一 回应
， 如在 巴 以 问题上 。 正如迈克 ？ 巴奈特指 出

的 ，

“

如果阿拉伯政治有什么独特的特点 ， 那就是想象 中
一种共

①Ｓ ｅ ｅＪｏ ｎ ａ ｔｈ ａｎＦ ｏ ｘａｎｄＳ ｈｍｕ ｅ ｌＳ ａｎｄ ｌ ｅ ｒ
，Ｂ ｒ ｉｎｇ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Ｒ 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Ｎ ｅｗ

Ｙ ｏ ｒｋ
：Ｐ ａ ｌ

ｇ
ｒａ ｖｅＭａ ｃｍ ｉ ｌ ｌ ａｎ

，２０ ０４ ） ，ｐ ． １ ７ ６ ．

② ［ 美 ］ 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著
，
吴敷人译 ： 《想象的共 同体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２ ０ ０ ３ 年版 ， 第 ５ 页 。

③ 赵洋 ： 《话语实践 与新时代 中 国 负 责认大 国身份 内涵 的建构 》 ，
载 《 世界经济 与政

治 》 ２〇 ２ ３ 年第 ９ 期 ， 第 ３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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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和共有认同 的存在减轻 了无政府状态和敌对竞争 的严酷现

实
”

。

？“

虽然在现代 民族 国 家 的体系 中 ，

一个统一 的 阿拉伯世

界已不复存在 ， 但是在阿拉伯 国 家体系仍呈现 出
一种大家庭 的

特性 ，
虽然不存在一个超 国家 的权威 ， 但是阿拉伯 国家之间 的

互动 明显具有一种社会的特征 。

”
＠共同 的伊斯兰文化背景知识使

得伊斯兰世界在 民族主权 国家基础之上建构一种基于伊斯兰教

的集体认同观 ， 超越 了 民族 、 地理 的一种认同观 ，
正是 因 为有

了这种认同观 ， 才使得沙特通过对外输 出 瓦哈 比主义 以及硬实

力建构伊斯兰世界 的集体身份认 同 、 土耳其通过新奥斯曼主义

建构新的身份认同 以及伊斯兰世界 的领导地位 、 伊朗通过输 出

伊斯兰革命和什叶派教义建构
“

什叶派新月 地带
”

的集体身份

认同 。

（

一

） 沙特的伊斯兰世界集体身份认 同建构

自 沙特建 国 以来 ， 其一直以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地守护者

自 居 ， 并 以此构建 自 己 的身份认 同 ，
主要通过伊斯兰朝觐 、 对

外输 出 瓦哈 比教义 以及军事实力构建伊斯兰世界联盟 的共 同体

概念 。 自 第三沙特王 国成立迄今 ， 沙特一直 以伊斯兰圣地麦加

的守护者 自 居 ， 并且在土耳其 １ ９２４ 年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后 ， 因

圣地守护者原因最终 自 封为
“

伊斯兰盟主
”

， 从而在穆斯林朝觐

管理制度 中处于核心位置 。

？而且每一届 沙特 国王都深知王权合

法性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圣地存在密切联系 ， 并且充分利用

①转引 自 叶青 ： 《 中东 国 际关系 中 的伊斯 兰 因素初论 》 ，
载 《西亚非 洲 》 ２〇 〇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４ ５页 ； 原文请参见 ：

Ｍ ｉ ｃ ｈ ａ ｅ ｌＢ ａ ｒｎ ｅ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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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９ ８
） ，ｐ ． １

０

② 同上 ， 第 ４ ５  ４ ６ 页 。

③ 钮松 ： 《伊斯兰朝觐对 国 际关 系 的影 响 》 ，
载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 〇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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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２

圣地守护人的角 色来积极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

精神领袖 的角色 。

？可见
， 沙特对于伊斯兰世界 的概念实际上是

源于 以圣地为核心构建 的集体身份认 同 ， 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

观念上的共同体而非现实的
“

联盟
”

。 土耳其 、 伊朗亦对于沙特

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地位持怀疑观点 ，
因 为沙特希望构建 的是 以

自 身为核心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

“

伊斯兰教朝觐活动皆 以麦加为

目标 ， 在穆斯林 的世界观里 ， 麦加乃世界 的 中 心 。 在 当代 ， 沙

特以朝觐圣地积极构建 以其为核心 的伊斯兰 国 际体系 。 朝觐对

于沙特构建伊斯兰 国 际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

”
＠不可否认 ， 朝觐对

于沙特构建伊斯兰世界盟主 的地位起到一定 的推动作用 。 实际

上
， 除了朝觐 ， 在面对伊朗积极对外输 出伊斯兰革命时 ， 沙特

也通过对外输出 瓦哈 比教义稳 固 自 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 。

长期 以来 ， 为 了巩 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 的盟主地位 ， 沙特不断

强调本 国与两圣地和伊斯兰教诞生地 的历史联系 ， 强化瓦哈 比

派教义在伊斯兰世界 的正统地位 ， 从而与伊朗对外输 出 的伊斯

兰革命相抗衡 ， 提升沙特在伊斯兰世界 的影 响力 和话语权 。

＠从

宗教传播获得认同 的角 度来看 ，
瓦哈 比派实际上是作为沙特对

外输 出软实力 ， 构筑 以 沙特为核心 的 阿拉伯世界集体认 同 的重

要方式 。 从现实来看 ， 沙特所构建 的集体认 同观念实际上仅仅

限于 以海湾 国家为主 的共 同体 ， 并非是整个伊斯兰世界 ，
而阿

拉伯世界联盟的领导作用也现当有限 ， 其对外关系也受到美 国 、

俄罗斯 、 土耳其 、 伊朗和 以 色列 的牵制 和多重挑战 。 因 此
，
这

①叶青 ： 《 中东 国际关系 中 的伊斯 兰 因 素初论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〇 〇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４４ 页 。

② 钮松 ： 《伊斯兰朝觐对 国 际关 系 的影 响 》 ，
载 《 阿拉伯 世界研究 》 ２〇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第 ７４ 页 。

③ 张卫婷 ： 《沙特政权危机 的历史根源及 当代演变 》 ，
载 《 阿拉 伯 世界研究 》 ２〇 １ ８ 年

第 ４ 期 ， 第 ９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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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集体身份认同观念只是阿拉伯 国家 中
一种精神性或偏象征性

的
一种叙事 ， 用于寻求阿拉伯穆斯林认 同 和支持 的方式 ，

它不

具备一定的实践性 ， 与实际 的 阿拉伯 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

织等实体性的组织有所不同 。

（
二

） 土耳其伊斯兰大 国身份构建与集体身份认同

不同于沙特以圣地为核心构建阿拉伯伊斯兰想象的共同体 ，

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 国 的继承人 ，
通过共 同 的奥斯曼帝 国历史

和伊斯兰教文化构建其想象 的一种帝 国 身份 ， 但是并不具备一

定的现实意义 ，
而是属 于一种帝 国 怀 旧 和历史叙事 。 在埃尔多

安时期 ，
土耳其的 内政外交常被外界冠 以

“

新奥斯曼主义
”

的

标签 ， 用于表明土耳其对 内 实现伊斯兰复兴和对原奥斯曼帝 国

故土的野心 。 新奥斯曼主义指 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对 内强调土耳

其的伊斯兰文化属性 ，
重视奥斯曼帝 国 时期 的政治历史文化遗

产 ，
对外追求奥斯曼时期 的大 国地位 ， 积极参与到原奥斯曼帝

国时期 的领土范围 的地区事务 中 ， 进而彰显大 国地位 。 换言之 ，

从历史层面来看 ， 新奥斯曼主义属 于土耳其 的一种帝 国 怀 旧
，

对于奥斯曼 伊斯兰身份 的一种彰显 ，
而非外界夸张认为土耳

其希望恢复 曾经奥斯曼帝 国 时期 的领土范 围 。

０埃尔多安常 自 诩

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 ，
通过宣扬和重视奥斯曼帝 国传统文化

和伊斯兰文化进行历史叙事 ， 构建一种想象的共 同体身份 ， 尤

其是通过对巴尔干半 岛 的宗教文化政策 。 从奥斯曼帝 国历史来

看 ，
巴尔干对于 当代土耳其具有特殊意义 ，

对于一些政治精英

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 ， 更具有族裔和文化学意义 ， 是土耳

① 具体参见昝涛 、 易鹏 、 李玲飞等 ： 《 重新发现土耳其 》 ，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６年版
，
第 １ 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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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的精神故乡 。

＠尽管 巴尔干 国家早 已不再是奥斯曼帝 国 的领

土
， 具有现代 国 家 的主权原则 ， 但是土耳其仍然通过强调共 同

的文化 、 历史和伊斯兰教 ， 尤其是通过在 巴尔干半 岛地区修建

和恢复奥斯曼帝 国 时期 留下来 的清真寺 ， 从而建构 以土耳其为

核心 的集体认 同 。 实际上 ， 在观念 的共 同体层面 ，
土耳其在 内

政和外交上都有所体现 ， 并且始终致力 于构建奥斯曼帝 国 时期

的大 国地位和身份 。 与凯末尔政府相反 ，
正发党领导人十分重

视奥斯曼遗产 ，
强调奥斯曼历史 的正面性和积极性 ， 并将其作

为软实力提升土耳其在 巴尔干地区 的影 响力 。 达武特奥卢和埃

尔多安都强调奥斯曼历史 的正面性和积极性 。

＠不 同 于沙特通过

圣地和伊斯兰教建构想象 的伊斯兰世界集体身份认 同 ，
土耳其

政府倾向于通过强调奥斯曼帝 国 的重要历史文化 ，
以此为纽带

并且赋予伊斯兰宗教文化认 同 ， 从而去建构一个 以土耳其为 中

心 的奥斯曼身份 的观念共 同体 。 从这一点 出发可 以看到 ，
土耳

其对于 曾经奥斯曼帝 国领土 的 国家和地区往往采用军事干预或

文化软实力输 出 的方式 ， 尤其是通过奥斯曼帝 国 时期 的清真寺

重修来建构集体身份认 同 ，
包括其对非洲 的外交政策 ，

土耳其

首先考虑 的还是恢复和提升土耳其在非洲 的软实力 ， 增加身份

认同观念 。

？此外 ，
土耳其在 巴 以 问题上态度十分 明确 ， 支持 巴

勒斯坦建国 ， 其背后 的 目 的还是为 了获得伊斯兰世界对其 的支

持 ， 提升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 的地位 以此寻求伊斯兰世界 的集

体认同 。

①张 向荣 ： 《 正义 与发展党执政 以来土耳其 的 巴 尔干政策新变化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０ ２ １ 年第 ６ 期
，
第 ８ ８ 页 。

② 同上 ， 第 ９ ５ 页 。

③ 张春 ： 《土耳其对 非 洲 战 略 与 政策评析 》 ，
载 《 西亚非 洲 》 ２〇 １ １ 年第 ９ 期

，
第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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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伊 朗伊斯兰世界体系构建与集体身份认同

作为什叶派为代表 的伊朗在共 同体构建方面与 以逊尼派为

主的沙特和土耳其都有所不 同 ， 伊朗更加强调 自 身教派 的纯正

性 ， 即对伊斯兰教义 的解读和遵循 ， 并且试 图对外输 出伊斯兰

革命 ，
通过什叶派教义 的叙事构建 以伊朗为核心 的伊斯兰世界

体系 。 事实上 ， 伊朗提 出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从本质上来讲也是

一种想象的共 同体 ，

一方面 ， 它无法覆盖逊尼派居多 的 中东伊

斯兰世界 ， 另
一方面 ， 伊朗又行使它 的

“

威斯特伐利亚
”

式 的

权利和特权 ， 参与联合 国投票和主流 国 际体系机构 中 的活动 。

？

但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 ， 伊朗 的确构建起 了 以什叶派教义为核

心 的
“

什叶派新月
”

阵营 ，
包括也 门 、 伊拉克 、 叙利亚 、 黎 巴

嫩真主党和 巴勒斯坦哈马斯等 国 家和组织 ， 形成对沙特 的
“

包

围之势
”

。 也正因为伊朗 以什叶派为核心建构伊斯兰世界的共同

体概念 ， 才使得伊朗在遭受美 国 的重重打压和制裁之下能够保

持政权地位 。 什叶派宗教网络作为伊朗软实力 的核心组成部分 ，

对伊朗相对有 限 的硬实力做 了重要补充 。 利用宗教 网络 ， 伊朗

巩固和提升 自 身 的什叶派大 国地位 ， 实现 自 己 的政治 目 标 。

＠宗

教网络可 以视为伊朗对外输 出 文化软实力来巩 固其政权 ， 建构

以伊朗为核心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的重要工具 。 伊朗在与 国外什

叶派组织建立政治联系 的 同 时 ，
也借机将其进行整合 以此融人

到伊朗 的宗教体系 ， 使得什叶派组织与伊朗 的关系具有宗教和

政治 的二重性 。

一方面 ，
两者基于共 同 的政治利益合作 ， 伊朗

①［ 美 ］ 亨利 ？ 基辛格著
，
胡 利平等译 ： 《 世界秩序 》 ，

北京 ： 中信 出 版社
，

２〇 １ ５ 年

版
， 第 １ ９ ５ 页 。

② 李福泉 ： 《 什 叶派 网络视角 下 的 中东政治 与伊朗外交 》 ，
载 《 世界宗教研究 》 ２〇 ２〇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５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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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提供多种支持 ； 作为 回报 ， 这些组织是伊朗领袖宗教 网络

的核心组成部分 ， 其成员 尤其是领导人普遍 以伊朗领袖为效仿

源泉 ， 接受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 的思想 ，
通过组织活动提高伊

朗领袖跨 国 网络组织化水平 ， 成为伊朗力量在海外 的重要载体

和触手 。

？宗教网络 的实体性质源于伊朗对于伊斯兰共同体 的一

个政治和宗教想象和理念 ， 并 由 此引 发 的一系列对外实践 。 在

哈梅 内伊时期 ， 伊朗除 了捍卫伊斯兰政权 ，
也在积极构建伊斯

兰世界体系 。 哈梅 内伊认为 ， 构建伊斯兰世界体系不仅是在伊

斯兰教刚成立时建立乌玛型社会 的理想 ， 更是近代 以来穆斯林

思想家奋斗 的 目 标 。

？乌玛作为伊斯兰家庭政治 中 的重要概念 ，

不仅反映了伊斯兰世界 的家庭性特征 ，
也是伊朗建 国 以来希望

构建以乌玛为核心 的一种观念上 的
“

伊斯兰世界体系
”

的共同

体 ， 特别是构建以什叶派为核心 的伊斯兰世界体系 。

综上 ，
可 以看到伊斯兰世界在宗教身份认 同 的构建路径上

与其他非伊斯兰世界存在一定差异 ，
包括建构 以 乌玛为理论 内

核的伊斯兰
“

家庭性
”

身份认同 和诉诸伊斯兰权威建构宗教身

份认同换取政治合法性 、 以伊斯兰教为共有文化知识建构集体

认同 的观念两条路径 。 研究发现 ，
不 同 的伊斯兰大 国在集体身

份认同构建的理论 内核认识和路径选择存在诸多差异 ， 存在多

重时而平行时而相互交织 的身份认 同叙事模式 ， 并且不 同 的叙

事模式之间 的互斥性大于包容性 ， 使得诸多伊斯兰 国家难 以形

成一个统一的集体身份认 同 ， 除 了对观念上伊斯兰 的认 同 。 尽

管在 中东伊斯兰 国家当 中 ， 代表性 的 国家如沙特 、 土耳其和伊

①李福泉 ： 《什 叶派 网络视角 下 的 中东政治 与伊朗外交 》 ，
载 《 世界宗教研究 》 ２〇 ２〇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５ ６ １ ５ ７ 页 。

② 赵锦浩 、 王泽 壮 ： 《 哈梅 内伊对 现行 国 际体 系 的认知 》 ，
载 《 阿拉 伯 世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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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 尽管在国际政治社会 的表现有所不 同 ， 但总 的来看三个典

型的伊斯兰 国家在伊斯兰世界身份认同建构 的路径选取上符合

本文提出 的假设 ， 从而印证 了伊斯兰世界存在身份认同 的建构

理论 ， 并且符合建构主义路径 。

伊斯兰世界建构理论路线图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 制 。

（４福

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 ， 宗教与 国 际政治 的研究层 出

不穷 ， 宗教因素能否融人 国 际社会政治 的分析当 中 或者说宗教

因素能否作为当前主流 国 际关系理论 的补充和完善仍然是一个

辩论中 的 问题 。 从 国 际政治研究到经济学转 向 ， 再到社会学转

向过程中 ，

一

系列文化 的 因 素被挖掘 出来用于完善 当前 的 主流

理论以解释国际社会政治研究 中存在解释力不 足 的 问题。 特别

是当前因宗教因素 引 发 的 国 际问题 尚 未得到有效解决 ， 如地区
３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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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冲突 、 巴 以 问题 、

“

伊斯兰 国
”

恐怖组织等问题 ， 因此有必

要将宗教因素纳人到 国 际政治社会理论研究当 中 。 本文所讨论

的伊斯兰世界宗教身份认同观构建并非是为 了 突 出伊斯兰世界

一种独特的 国际观 ， 而是认为伊斯兰世界也是在 国 际体系 当 中 ，

也受现实主义 、 制度主义 、 建构主义 、 包括新古典主义 的解释 ，

但是这种解释忽略 了文化对于 国 家身份认 同和行为 的塑造 ，
因

为伊斯兰 国家在处理其与伊斯兰 国家和非伊斯兰 国家的关系上

所表现 出来的行为也是有所不 同 。 因此 ， 本文在 以建构主义为

核心 的理论框架下 ，
基于相关学者所提及 的伊斯兰世界特征 、

身份认同 以及伊斯兰 国 际观等研究 ，
对其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和

归纳总结 ， 提出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理论 的初步思考 。 将

乌玛视为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 的理论 内 核 ， 构建伊斯兰

“

家庭性
”

特征 ， 并且通过诉诸伊斯兰权威建构宗教身份认同 ，

从而换取政治合法性和 以伊斯兰教为共有 的文化知识建构伊斯

兰世界集体认同观念两条路径 ， 论证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

理论存在的学理性和现实性 。 本文认为 ，
上述研究可 以解释绝

大部分中东伊斯兰 国 家对于伊斯兰世界身份认 同建构 的路径 ，

本文 以沙特 、 土耳其和伊朗为例进行论证说 明其理论可行性 。

伊斯兰世界认同观从现实主义 出发 ，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跳 出 现

实主义 ， 结合建构主义通过伊斯兰文化观念来建构 国家身份和

国家行为 ， 但在理论建构和解释层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如伊斯

兰身份建构理论与西方 以 温特为代表 的建构主义对话问题 ， 伊

斯兰世界的身份认 同建构与地区主义 ，
以及区域一体化 的相关

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 习 近平总 书记不断强调文 明交流互鉴 ，

实际上 国 际关系理论 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文 明互鉴 ， 知识是生

产方式绝非只有一种 。 在 当前复杂多变 的 国 际形势下 ， 复合多

元的知识生产有助于 国 际社会 中不同文明 的理论对话与实践 。
３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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