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

？ 章 远 刘林漳

［ 内容提要 ］ 弱 化教派主 义是 学界研究
“

沙特 式
”

改革开放新航 向 的 一 项 重要议题 。 本 文 以 复 杂 适应 系

统理论为视 角 ， 解读 学界 关 于 沙特 弱 化教派主 义 的 国

内 政策 ，
探讨沙特 阿拉伯 作 为 一 个适应 性主体在 中 东

地 区 力 量格局 多 元 平衡 的 复 杂 背 景 下
，
弱 化教派主 义

外 交调整的基本逻辑 。 自 ２０ １ ９ 年 以 来 ， 沙特致 力 于 通

过构建政 治 互 信 、 深化 经 济交 流 、 聚 焦 防务合作和推

动 文 明 对话 牵 引 教派政策 由 二元对立 的 理念 架 构 向 融

合共生 的执行 范 式 转换 。 尽 管伊斯 兰世界 内 部 有 关 弱

化教派主义的 战略共识及 区域联动存在
“

温差
”

，

且 受

到 美 国 等域外 大 国 权势 的 惯性影 响 ，
但在矫正 国 家教

派博弈 、 破解 中 东 公共产 品供给 困 境 以 及丰 富
“

全球

南 方
”

地 区 治 理观 时代 内 涵 等 方 面 仍 产 生 重要影 响 ，

＊ 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

中东和平 的治理 困境变化和 中 国 的对策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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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段性成果 。



宗教与美国社会

为 中 东 地 区教派和谐对话和伊斯 兰世界 团 结发展增 添

更 多 动 力 和希望 。

［ 关键词 ］ 沙特 阿拉伯 弱 化教派主义 复 杂适应

系 统理论 外交调整

２０ １ ７ 年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 （
Ｍ ｏｈａｍｍａｄＢ ｉｎＳａ ｌｍ ａｎ

） 正

式成为沙特王储以来 ， 积极探索 回归
“

温和伊斯兰
”

， 摆脱逊尼

派和什叶派敌意螺旋 （
Ｈ ｏ ｓ ｔ ｉ ｌ ｉ ｔ

ｙ
Ｓｐ

ｉ ｒａ ｌ
）

？ 的对外宗教政策 ， 并在

２０ １ ９ 年阿美石油公司 遇袭后 ， 大规模推行 以
“

温 和原则
”

和

“

净化教派对立思想
”

为 内核的改革措施 ， 缓解同 国 内外什叶派

宗教政治力量 的对立情绪 。

？
２０２ ３ 年 ３ 月

， 沙特与伊朗两个长

期对抗的 中东地区大 国克服历史和心理等层面 的矛盾对抗障碍

实现
“

世纪和解
”

， 并在新一轮 中东
“

和解潮
”

中取得对话合

作的实质性进展 ，
这与沙特在伊斯兰文化 圈重塑教派主义话语

叙事剧本有着密切关系 ， 这既是 以往激烈教派对立政策从高潮

到 回落的表征 ，
也反映 出 沙特对教派 问题 的威胁认知与弱化教

派主义的行为策略正发生着积极变化 ， 合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

加剧 的态势 ， 在夯实巩 固政权稳定 、 国 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的基

础上 ， 为充满不确定性和极度分裂 的世界传递更多和平和解 的

希望与信心 。

①敌意螺旋 （
Ｈ ｏ ｓｆｆｉ ｔ

ｙ
Ｓ ｐ

ｉ ｒａ ｌ
） 是 国 际关系范畴的一个概念 ，

它描述 了一种 国家 间关系

的动态
，
意指双方 的敌意和对抗行为逐渐升级

，
导致紧 张局势加剧

，
甚至可能 引 发 冲 突或

战争 。 这种螺旋形成升级过程通常是 由 于误解 、 不信任 、 安 全 困境 和报复行为等 因 素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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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

在 中东 国 际关系 日 趋复杂的背景下 ，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

交调整 的研究仍有相 当广 阔 的学术空 间 ， 现有研究基本沿用 了

学界探讨 国家政教关系演变 的原 因论和 阶段论等基本框架 。 有

学者指 出 ， 沙特试 图 以政府强力支持为依托 ， 借助长期性和针

对性的纲领主张削弱教派因素在 国 内政治和地区外交 中 的作用 ，

更好适应 国家转型愿景深耕发展的需要 。

？ 有专 门梳理沙特 自 中

东变局 以来不同时期在教派 问题上 的政策转 向 ， 大致可归纳为

寻求安全 、 谨慎低调 的 防御现实主义阶段 ， 形塑权威 、 激进主

动 的进攻现实主义阶段 ，
以及平衡利益 、 温和渐进 的动态新现

实主义阶段 ， 并认为在动态新现实主义阶段 ， 沙特对什叶派采

取了两面均衡 的对冲策略 ，
既试 图制衡什叶派 ，

又试图与什叶

派接触 ，
目 的在于管控逊尼派与什叶派 因互不信任 的刻意放大

与政治化操弄而产生的阵营对抗与恶性竞争 。

？

相关讨论还直接延续了２ １ 世纪初
“

伊斯兰教外交
”

领域学

者建构 的
“

宗教与 国 际关系
”

研究范式 中 的
“

差异化身份认同

塑造多面相教派政策
”

的理论传统 ，
这主要体现在

“

沙特优

先
”

的新民族主义重塑 国 民身份认同 ， 进而影 响教派政策 目 标

定位 、 竞争意义和功能变化 的分析 中 。 例如 ， 有学者解析新 民

族主义叙事影响沙特新温和形象 国 际传播 的 内在作用机制 ， 认

①综合学界对
“

弱化教派主义
”

概念 的 多维解读 ， 本文认为
“

弱化教派主义
”

的底

层逻辑和初始意义应被 阐释为 以弥合宗教 内部分化为 目 标 ，
以 教派威胁去安全化 和教派身

份去政治化为核心政策主张 的理性教派叙事策略 。 就沙特而言 ，
弱 化教派 主义意 味着理性

看待教派矛盾与 冲突 ， 将逊尼派 与什 叶派之 间分歧对峙 和利益争端引 发 的诸多教派 问 题移

出紧急事件状态
，
转而将其置于一般性政治商谈的去事件化进程 。 参见 Ａ ｚｍ ｉ Ｂ ｉ ｓ ｈａ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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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美国社会

为王储 自 上而下倡议以
“

沙特人 的沙特
”“

沙特优先
”

和
“

让

沙特伟大
”

等概念强化 国家 的 民族认 同感 ， 将社会大众整合成

一个超越
“

阿拉伯人
”

或
“

穆斯林
”

的
“

沙特人
”

群体 ， 宣传

宗教温和 、 现代化进步的新 国家形象 。

？ 类似 的解释逻辑 ，

一些

研究者认为沙特正培育一种新 的 民族主义 ，
回归温和伊斯兰路

线 ， 为
“

后瓦哈 比主义
”

时代重置教派政策 的接触对话功能提

供更多可资 回旋 的舞 台 。

？ 部分学者还采用
“

前景理论
”

来评

估弱化教派主义政策与 巴林 、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缘政治博弈需求

之间 的契合度 ， 认为 中东地区 的教派 问题根深蒂 固 ， 并且与多

个 国家的转型发展 目 标相互交织 。 据此 ， 他们指 出 沙特阿拉伯

在推动教派 主义政策弱化 的过程 中 可 能遭遇持续动力 不足 的

挑战 。

？

综上 ， 学界关于沙特弱化教派主义 的观点大致如下 。 其一 ，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有 明显 的 内在动 因 ， 即弱化教派主义并非 民

间宗教人士 自 下而上发起的
“

草根运动
”

，
而是为 了降低 国 内外

对改革措施的抵触 ， 并支持
“

２０ ３ ０ 愿景
”

的深人实施和功能性

目标 的 实现 。 其二 ， 沙特在 中 东变局 以来教派政策表现 出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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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

“

软
”

到
“

硬
”

再到
“

温和
”

的周期性转变规律 ， 并投射到 国

家不同时期 的外事活动之 中 。 其三 ， 沙特教派政策 内涵 的变迁

借助 了新民族主义和温和伊斯兰 的
“

国族 － 宗教
”

双重话语叙

事 ， 进而赋予
“

弱化
”

手段更多法理支持 ， 但
“

弱化
”

理念及

其实践能否逻辑 自 洽的长期执行仍然需要时间去验证 。

上述情况表 明 ， 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 的研究

已经取得 了
一定 的进展 ， 涵盖 了 国 内政策和 国 际合作等方面 。

尽管如此 ， 目前在深人探讨地区外交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 ，

并缺乏深人的理论框架和视角 。 鉴 于此 ， 本文在整理和分析相

关英文 、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献 的基础上 ， 借鉴
“

复杂适应系

统
”

理论框架 ， 探讨沙特阿拉伯在外交政策 中 弱化教派主义倾

向 的基本逻辑 。 文章首先分析了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的动 因 ，

然后通过考察其在不 同层面 的具体措施 ， 探讨 了影 响这些措施

有效实施的 因 素 。 最后
， 本文评估 了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理

念及其执行的客观成效 。

一

、 炒 绅 ＩＩ 化教派 主 义 外 皮 倜 整 的 理论 囪 ＃

复杂适应系统 （
Ｃ ｏｍｐ

ｌｅｘＡ ｄ ａｐ ｔ ｉ ｖｅＳ
ｙ
ｓ ｔｅｍ ｓ

，
以下简称 ＣＡ Ｓ

）

理论为研究 国 际政治提供 了一种独特 的视角 ，
它帮助我们深人

理解沙特阿拉伯如何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 中东地区 的行为和

决策 。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 ， 我们能够剖析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

主义外交调整 的原理和机制 ， 从而为这
一重要 的政治事件提供

更为深刻 的理论洞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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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复杂适应 系统理论的核心 内 涵

复杂适应系统是 由 相互作用 的适应性主体组成 的 系统 ，
这

些主体能够根据环境 的变化和与其他主体 的交互作用来改变 自

身的行为规则 ，
以适应环境并实现 目 标 。

？ＣＡ Ｓ 理论的最基本概

念是适应性主体 （
Ａ ｄ ａｐ ｔ ｉｖｅＡ

ｇ
ｅｎ ｔ

） ， 亦称为智 能个体 （
Ｉｎ ｔ ｅ ｌ ｌ ｉ

？

ｇ
ｅｎ ｔＩｎｄ ｉｖ ｉ ｄｕａ ｌ

） 。这些个体具备主动学 习 的能力 ，能够从实践 中

积累经验 ， 并根据这些经验调整 自 己 的思维结构 和行为模式 。

它们能够与外部环境及其他主体进行互动 ， 从而展现 出 智能性

主动适应行为 。

ＣＡ Ｓ 理论在探讨 国家行为和 国 际关系演变时 ，
基于三个核

心立场 ： 首先 ， 国 际政治 系统被视为一个动态演化 的实体 ， 其

行为和结构随时 间 和外部环境 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 其次 ， 系统

中 的 国家作为主动 的 、 有 目 的 的适应性主体 ， 能够根据 自 身 目

标和外部环境 的变化 ，
主动学 习 和适应 ， 进而调整其行为和政

策 。 最后
，
这些适应性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构成 了 系统演化 的

关键驱动力 ， 它们之间 的合作 、 竞争和 冲突等互动不仅塑造 了

国 际政治 的格局 ，
也推动 了整个系统 的进化 。 这种分析框架强

调 了 国家行为 的灵活性和 国 际关系 的复杂性 ， 揭示 了 国家在动

态的 国 际政治系统 中如何通过 自 我调整和策略转换来维护和追

求 自 身利益 。

？ 它突 出 了 国家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

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ＣＡＳ

） 由美 国学者 约 翰 ？ 霍 兰 （ Ｊｏ ｈｎＨ ｏ ｌ ｌ ａｎｄ
） 在圣塔菲研究

所成立十周年之际提出
，
该理论为学界理解 和研究复杂 系统 的行为 、 结构 和发展提供 了新

的视角 和 方 法 。 参 见Ｊ ｏ ｈ ｎＨ ｏ ｌ ｌ ａｎｄ
，

“

Ｃ ｏｍ
ｐ

ｌ ｅｘＡｄａｐ
ｔ ｉｖ ｅＳｙ ｓ ｔｅｍｓ

，

”

似
，

Ｖ ｏ ｌ ． １ ２ １
，

Ｎ ｏ ．  １

（
１ ９ ９ ２

） ， Ｐ Ｐ
． １ ７ ３ ０

。

② 相关研究有 ： 史诺德 （
Ｉｋ ｅ Ｓ ｎ ｉｄ ｅ ｒ

） 和谢林 （
Ｐｏ ｌ

ｙ Ｓ ｈ ｅ ｒｒ ｉｎ
） 的 系 统进化稳定论 ，

杰

维斯 （
Ｓ ｉｍｏ ｎ ｅＧ ｅ ｒｖ ａ ｉ ｓ

） 的系统正负反馈理论
，
罗施 堪 （

Ｐｈ ｉ ｌ ｉ

ｐ
Ｒｏ ｓ ｅ ｎ ａｕ

） 的复杂 系统
“

揣流

范式
”

理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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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 习 机制 ，
以 及在多维度 、 多层次 的互动 中 如 何重塑 国 际

关系 。

由 于 国家行为 的不可预测性和非线性 ，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在预测沙特外交政策调整 的未来走 向上存在一定 的局 限性 。 然

而
，

ＣＡ Ｓ 理论仍然试 图提供一个有价值 的视角来理解沙特弱化

教派主义外交调整 的动态过程和影 响 ， 深人探究沙特弱化教派

主义外交调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通过 ＣＡ Ｓ 理论框架 ， 我们可

以分析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 国 际政治 系统 中 的行

为表现 ，
以及这种表现如何影响沙特 自 身 的利益和地位 。 同时 ，

我们也可 以探讨沙特外交政策调整对 中东和整个 国 际政治 系统

演变和进化的影响 。

（
二

） 复杂适应 系统理论的适用性

一方面 ， 中东地区是一个 由 各类 国家 、 次 国 家和非 国家行

为体组成的复杂的政治系统 。 首先 ， 中东地区包含 了多个民族 、

宗教和教派 ， 这些群体之间 的差异和矛盾往往导致地区 冲突 和

政治不稳定 。 其次 ， 中东地区 的 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 的外交关

系和地缘政治竞争 。

一些 国 家之间存在着长期 的敌对关系 和领

土争端 。 此外 ， 中东地区还面 临着多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 包括

恐怖主义 、 极端主义 、 民族分裂主义等 。 这些安全威胁不仅对

中东地区 的 国 家构成威胁 ，
也对全球安全构成 了挑战 。 中东地

区 的政治 系统还受到外部势力 和 国 际干预 的影 响 。

一些大 国 ，

如美 国 、 俄罗斯 、 欧盟等 ， 在 中东地区有着重要 的利益和影 响

力 。 它们通过军事干预 、 外交斡旋 、 经济援助等方式影 响 中东

地区 的政治动态 ， 使得地区 的政治格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

另
一方面 ， 沙特阿拉伯在 中东这个充满挑战 的政治系统 中 ，

展现出作为一个具有适应能力 的主体 的重要特征 。 其外交政策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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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反映了其对 国 际环境变化 的敏感性和学 习 能力 ， 它通过

观察其他 国家的行为和地区局势 的发展 ， 从 中 吸取教训并积累

经验 ，
以便更好地调整 自 身 的外交政策 。 同时 ， 沙特阿拉伯也

展现 出灵活性 ， 能够根据不断变化 的地缘政治环境和 自 身 国 家

利益的演变 ， 灵活调整其外交政策和战略 。 此外 ， 沙特阿拉伯

在 国 际政治系统 中与其他 国家和外部环境进行持续 的交互作用 ，

这些交互不仅影 响着沙特阿拉伯 的外交政策 ，
也是 中东地区政

治系统演化的关键驱动力 。 通过这些特征 ， 沙特阿拉伯 能够在

复杂的 中东政治系统 中维护 自 身利益 ， 并塑造其在 国 际社会 中

的角色和地位 。

综合来看 ，

ＣＡ Ｓ 理论为分析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主义 的外

交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力 的理论框架 。 在这个理论视角 下 ， 沙特

阿拉伯被视为一个具有适应能力 的主体 ， 在 中东地区这个复杂

适应系统 中 ， 能够与其他 国家和 国 际环境进行交互作用 。 沙特

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 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其适应地区局势和 国 际

环境变化的一种表现 ，
它通过这种交互作用来

“

学 习
”

和
“

积

累经验
”

，
进而改变 自 身结构和行为方式 ，

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

化的 国 际环境和满足 国家利益的需求 。

？ 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

义的外交调整不仅是其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 中东政治 系统 中

的行为表现 ，
也是整个 国 际政治 系统演变或进化 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行动和政策 的调整可能会促进新 的

国 际关系模式的 出 现 ， 影 响 中东地区和整个 国 际社会的政治经

济结构 。 通过 ＣＡ Ｓ 理论 的视角 ， 我们可 以更深人地理解沙特阿

拉伯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 的动 因 、 举措和制约 因 素 ，
以及这

种调整对沙特 自 身利益 、 国 际政治系统演变和进化的意义 。

４０６

①Ｓ ｔｅ
ｐ
ｈ ｅｎＬａｎ ｓ ｉｎ

ｇ ，
ｕ

 Ｉｎ ｔｅｒｎ ａ ｔ ｉｏ ｎ ａ ｌ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ｉ ｎ ｔｈ ｅＰｅ ｒｓ
ｐ
ｅ ｃ ｔ ｉ ｖｅｏｆＣ ｏｍ

ｐ
ｌ ｅｘＡｄ ａｐ

ｔｉ ｖ ｅ

Ｓｙ
ｓ ｔｅｍｓ

，

＂

Ａ ｎｎｕ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Ａ ｎｔｈ ｒｏ
ｐ
ｏ ｌｏｇｙ ，Ｖ ｏ ｌ ． ３ ２

，Ｎ ｏ ． ２ （
２０ ２ ０

） ，ｐ ｐ
． １ ８ ３ ２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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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炒 绅 ＩＩ 化教派 ｉ 义 外 皮 倜 整 的 幼 ？

沙特作为 中东 国 际政治 中 的
一个适应性主体 ， 能够主动适

应环境变化 ，
回归低调而温和 的教派政策 。 为 了避免与 中东地

区 的各种什叶派宗教政治势力关系进一步恶化 ， 沙特将这
一关

切纳人其对外政策 的核心 ， 并作为长远规划 的一部分 。 沙特逐

渐减少使用教派对立 的叙事方式来加剧政治博弈 和文 明 冲突 ，

这主要是受到 以下 内外部动 因 的影响 。

（

一

） 激烈外交抉择加剧 国家战略透支可能性

国 际关系 的历史经验表 明 ， 激进式 、 高烈度 的外交战略抉

择会增大 国家遭遇战略透支困境的可能性 。

？ 具体而言 ， 采取激

进战略的 国家会对地区秩序动态平衡形成较大冲击力 ， 并 因其

影响到他 国核心及次核心利益导致本 国 面 临外部压力超越 自 身

承受能力 ， 陷人战略透支不断恶化进而逆转 国 家发展势头 的地

缘政治风险 。 中东变局 以来 ，
阿拉伯世界 的群体性动荡和伊朗

大 国思想 的复苏加剧 了 沙特对地区宗教安全格局失衡和 国家政

权稳定性不足的焦虑 。 为有效防止伊朗与 中东地区逐渐崛起 的

什叶派力量合谋颠覆王室统治 ， 沙特采取激进式 的 区域外交战

略 ，
以强烈 的教派话语叙事放大逊尼 派与什叶派 的分歧争端 ，

刻意引导地区 国家对伊朗形成共 同 的教派威胁认知 ， 密织反什

叶派阵营联盟 ， 并不断将教派政治博弈实质化 ， 从而遏制伊朗

① 章珏 、 徐进 ： 《大 国 战略透支研究 》 ，
载 《 国际政治科学 》 ２〇 ２〇 年第 ２ 期

，
第 ５ １

８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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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地区 的扩张 ， 维护地区主导权和教派生态平衡 。

激进的外交策略直接加剧沙特外交转型 的 目 标偏移现象 ，

还间接制约沙特止损行为 的 出 现 ， 最终导致沙特在战略透支 的

歧路上越走越远 。

一方面 ， 随着伊朗地缘政治影 响力 的迅速提

升 ， 沙特认准伊朗有意愿且有能力改变海湾地区政治格局和宗

教生态平衡 ，
因此

， 沙特加快对 以海合会成员 国 为主体 的反波

斯和反什叶派联盟体系进行 内 向性 的 目 标一体化整合与外 向性

的结构
“

小多边化
” ？ 延伸 。 沙特通过渲染

“

什叶派崛起威胁
”

和
“

逊尼派受害姿态
”

制造安全焦虑 ， 将联盟的 目标统合为
“

抗

衡伊朗及其扶植的什叶派力量
”

， 并强加于盟友 的外事活动议程 。

同时 ， 沙特在加强与科威特等重点盟友双边运作的基础上 ，
通过

“

ＧＣＣ＋

”

组织模式扩充海合会成员 国 ， 积极拉拢约且和摩洛哥

等域外盟 国介人同伊朗 的地区性竞争 ， 致力实现次区域 、 小多边

的安全架构联动 。 另
一方面 ， 由 于教派主义政策具有一定动员 成

本低 、 政治利益 回报高 的优势 ， 沙特王室惯于有意识地忽视激进

外交手段的负面反馈信息 。 从也门军事干预到黎巴嫩 、 伊拉克和

巴勒斯坦的代理人战争 ， 沙特陷人
“

赢不 了 、 输不起 、 走不成
”

的尴尬处境 。 为了维护政府的威望和信誉 ， 沙特当局不得 已继续

坚持教派博弈 的
“

多线战斗
”

， 间接或采取升级行动 ， 这些举措

影响沙特难以有效实施理性的止损策略 ， 资源 的过度消耗和财政

回旋空间 的大幅挤压给王室政权的稳定延续带来巨大压力 。

（
二

） 中 东多元格局趋于平衡营造地区有利环境

一方面 ， 基于
“

共同 、 综合 、 合作 、 可持续
” ？ 的 中东安全

①Ｓｈ ａｈ ｒａｍＡｋｂ ａｒ ｚ ａｄ ｅｈ
，

ｕ

Ｓ ｅ ｃ ｔａｒ ｉ ａｎ ｉ ｓｍａｎｄ ｔｈ ｅ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Ｉ ｓ ｌ ａｍ ｉｃＣ ｏｏ

ｐ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

？ ，

Ｔｅ ｒｒｉ ｔ ｏ ｒ
ｙ ，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Ｖ ｏ ｌ ． ９
，Ｎ ｏ ． １（

２０２ １
） ，ｐｐ

． ７６  ９ ３ ．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 ，
载 《人 民 日 报》 ２〇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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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架构和求同存异的和平外交理念 ， 中 国在 中东地区 的建设性作

用增强 ， 并成为推动沙特同伊朗等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关系缓和

的主引擎 。 中 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 ，
坚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

在主权平等 、 领土完整和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 中

东 国家明确有力 的支持 ， 长期开展 良好务实的多领域合作 ， 反对

以教派身份标签和教派阵营对垒为依据处理中东教派矛盾和 国 际

关系 ， 抵制西方政客低级捏造的教派冲突假新闻和后真相 。 中东

国家也欢迎中 国持续深人中东 ， 并反对西方媒体频繁炒作的 中 国

“

培养代理人
”“

填补权力真空
”

以及
“

划设势力范 围
”

等霸权

话语叙事 ，
继续坚持伙伴定位 ， 增进战略互信 ， 促进地区安定与

繁荣 。

另
一方面 ，

全球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发展的积极趋势加快 中

东 国家主动塑造地区和平议程 ， 推动和解潮升温 、 冲突潮降级和

发展潮勃兴的战 略 自 主步伐 。 中东 的战略 自 主 以 维护安全为开

端 ，
以聚焦发展为主线 ，

逐步向各个领域扩展 ， 在重振 民族独立

信心 ， 提升本 国 国 际地位以及增强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平衡等方面

具有强大的正向延展效应 。 此外 ， 美 国 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

中东政界逐渐产生对美信任危机 ，

“

去美
” “

离美
”

趋势进一步加

强 ， 愈多边缘化或半边缘化 的 中东 国 家开始寻求地区事务话语

权 ， 并试图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区域发展模式 ，
适应 自 身 内促改

革 、 外寻缓和的发展需求 ， 优化安全治理 、 经济转型和教派争端

的综合施策环境 ， 为和平对话注人更多独立元素和 内在驱动力 。

（
三

） 西方国家分裂加剧与伊斯兰世界温和共存形成鲜明

对比

在大国博弈复杂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 的背景下 ， 西方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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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显著 ， 政治碎片化逐渐成为新常态？
。 经

济不平等持续加剧 ，
民粹主义强势崛起 ， 身份政治深度泛滥等 民

主乱象的多重症结导致美西方国家政治光谱 由相较稳定的橄榄球

型结构 向两极分化式的哑铃型和 Ｕ 字型双峰格局 的转变趋势明显

增强 ， 为斗而斗 的政党博弈色彩愈加浓厚 ，
对抗性制度体系 的紊

乱失序引发治理能力退化和社会撕裂愈演愈烈 。 这既是新 自 由 主

义陷人有效性危机和民主质量持续倒退的现实镜像 ， 同时也对 国

际秩序造成严重负面外溢性影响 ， 给世界稳定发展带来诸多不可

预测性和不安全感 。

然而 ， 在伊斯兰世界 ，
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 中东 国家致力

于突破
“

新冷战
”

思维框架 ， 从构建差异转向推动融合 ， 给和平

发展充分的资源配置空 间 ，
以此抵制教派矛盾的安全化竞赛和拉

帮结派的教派政治战 ， 约束激进势力任意将教派问题上升为宗教

安全议题的极端化行为 ， 减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 的紧张关系 ，

进而以弱化教派主义的文明交互思维指导社会发展实践 ，
以宽容

和解的姿态拓宽 中东各 国温和共存的空 间 ，
以对话谈判 的方式为

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提供希望和指引 。 在极度分裂的世界 中 ， 沙特

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尝试力量式微 ， 并不断受到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蓄意挑战 ， 但这种寻找和平和解光明 的进步力量为

国际秩序稳定增添更多正能量 ，
对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具有重要而

深远的意义 。

４ １ ０

① 郑春荣 ： 《 欧洲 政治碎 片化与 中 欧关系走 向 》 ，
载 《 当代世界 》 ２〇２〇 年第 ６ 期

，
第

３ ２ ３ ８页 。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

三 、 少 神 ＩＩ 化教溪？

ｉ 义 外 皮满 整 的聲龙

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是基于对过去冲突与合

作的评估 、 对地区格局新发展趋势的感知 以及对域外大 国行为 的

观察 ，
主动调适 自 身外交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结果。 这种调整主

要包括在政治 、 经济 、 安全和文明对话等议题层面主动降低教派

冲突及其外溢影 响 的威胁认知度 ， 停止炒作
“

什叶派威胁论
”

，

重新调整什叶派身份定位 ，
弱化什叶派的

“

他者
”

身份 ， 加大资

源配置的力度 、 维度与深度促进同伊朗等什叶派政治力量的各类

合作 。

（

一

） 构建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是沙特和伊朗和解合作的首要利益诉求 。 沙特和伊

朗的竞争现实不容 回避且是一种长期趋势 ， 但在政治上建立竞争

与合作并存的互信关系顺应两 国联系空前广泛和世界整合趋势加

快的客观形势 。
２０２ ３ 年 ３ 月

， 沙特开始恢复同伊朗 的外交关系 ，

重新开放伊朗大使馆 ， 再次激活双方各类合作协定 。

？ 此后 ，
两

国 内政和外交部门 的高层官员 以各种灵活方式围绕沙特 国 内 的什

叶派问题 、 变化 中 的伊核问题 、 黎 巴嫩政局和叙利亚 内 战等 中东

核心问题频繁进行政治对话。 作为两个地区大 国 ， 沙特和伊朗在

政治领域具有广泛共同利益 ， 不应成为相互消耗 的制度性对手 ，

正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所说 ， 海湾地区容得下两 国

① ［ 沙特 ］ 艾曼 ？ 阿布 ？ 阿巴赫 ： 《王储殿下就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发表积极看法 》 （ 阿

拉伯文 ） ，
载 《利雅得报 》 ２〇２３ 年 ４ 月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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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自发展和共同繁荣 ， 重塑政治互信的意义早 已超出双边 ， 影 响

全球 。

？

为防范地区竞争异化为教派斗争 ， 沙特还提 出在两 国 间设立

管控教派冲突 的
“

护栏机制
”

（
Ｇｕａｒｄｒａ ｉ ｌ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 ， 避免以教

派冲突叙事的危险方式定义和影 响双边政治友好交往 。

“

护栏
”

构想 旨在降低教派冲突上升为 国 家非 常规议题 的可能性 ， 抑制

“

先定义后理解
”

的教派斗争惯性思维及对抗冲动 ， 牵引 塑造更

高层次 ， 更具战略性的信任关系 ， 跳 出西方 国家人为编织 的
“

逊

尼派 － 什叶派势必敌对
”

的宿命论陷 阱 。

＠ 下一阶段 ， 沙特需与

伊朗进行竞合领域的细分 ，
进而各 自 负起切实责任加 固

“

护栏
”

，

解决好双方地区博弈面临 的结构性难题 ， 推动实现弱化对立 ， 增

进互信的 目 标与手段平衡 ， 探索
“

互不制造对抗 、 互为发展机

遇
”

的合作之道 ， 为嗣后两 国关系 的进一步转画做铺垫 。

沙特对伊朗总统易 卜拉欣 ？ 莱希 （
Ｅｂ ｒａｈ ｉｍＲ ａ ｉ ｓ ｉ

） 遇难后 的

正面回应进一步提升了两 国政治互信的韧性和发展水平 。 莱希总

统遇难消息确认后 ， 沙特 国王和王储立即 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

默德 ． 穆赫贝 尔 （
Ｍ ｏｈａｍｍ ａｄＭｏｋｈｂｅ ｒ

） 致唁电 ，
Ｘ才伊朗政府和人

民表示诚挚慰问 ， 海湾合作委员会 （
ＧＣＣ

） 秘书长贾西姆 ？ 巴达

维 （
Ｊａｓ ｓ ｉｍ Ｂ ａｄａｗ ｉ

） 也在第一时间 同伊朗代理外长阿里 ？ 巴戈立

（
Ａ ｌ ｉ Ｂ ａ

ｇ
ｏ ｌ ｉ

） 通电 ， 就莱希总统及随行人员 的罹难表示哀悼 ， 沙

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更是亲 自 赴往德黑兰参加莱希总统的葬礼 ， 表

示
“

沙特会继续巩固同伊朗 的政治友好关系 ， 并愿 向伊朗提供一

①［ 沙特 ］ 艾曼 ？ 阿布 ？ 阿巴赫 ： 《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高度重视与伊朗 的政治对话 》

（ 阿拉伯文 ） ，
载 《利雅得报 》 ２〇２〇 年 ７ 月 Ｉ ３ 日 。

②Ｍ ａｒｉｕ ｓＬ ｉｎ
ｇ
ｅ

，
‘ ‘

Ｓｕ ｎｎ ｉ Ｓｈ ｉ ａ Ｉｄ ｅ ｎ ｔ ｉ ｔ ｉ ｅ ｓＡｍｏｎ
ｇ
Ｙ ｏｕｎ

ｇＭｕ ｓ ｌ ｉｍｓ
： ｔｈ ｅＲ ｅｍａｋ ｉｎ

ｇｏｆ Ｉ ｓ ｌ ａｍ ｉ ｃ

Ｂ ｏｕｎｄ ａ ｒ ｉ ｅ ｓ
，

？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

ｏ ｒａ ｒ
ｙ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Ｖ ｏ ｌ ． ３ ７
 ，Ｎ ｏ ． ２ （

２０２２
） ，ｐｐ

． ２６ １ ２７ ８ ．

４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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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必要帮助和支持 。

” ？ 沙特在伊朗 出现意外变局时采取的积极做

法有利于两国增进政治互信 ，
也体现 了沙特坚定推进对外友好合

作的决心 。

（
二

）
深化经济交流

深化同伊朗的经济合作是沙特弱化教派主义 的关键重点 。 增

强本国经济 自 主 、 重构海湾经济地图 、 抗衡美 国滥施金融霸权的

新形势使得沙特与伊朗 的经济合作需求越发旺盛 。 在 自 由 贸易方

面
，

“

经济繁荣骨架项 目
”

（
ＥＰＳＰ

） 成为 回应美 国借助
“

印度

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
”

（
ＩＭＥＣ

） 裹挟西方盟友反向赋能海湾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方案 。
ＥＰＳＰ 自 提出并推动实施以来 ， 为促进沙

伊两国经济合作增添新动力 ， 拓展新空 间 。

？
２０２ ３ 年 ６ 月 ， 沙特

外交大臣就曾表示 ， 希望能够尽快打破同伊朗 的贸易壁垒 ，
互派

贸易和经济代表团 ， 加强两 国经济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互动 ， 构建

复合型圈层嵌套的经济生态网络 ， 提高协 同制衡美 国
“

拉拢式
”

经济布展 中东的应对能力 。

在能源金融方面 ， 美 国不负责任 的
“

大水漫灌式
”

货币政策

加剧中东多 国能源危机 、 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金融乱象 ， 美元

“

武器化
”

的外部昭示促使沙特和伊朗积极探索
“

去美元化
”

路

径 。 海外多家媒体报道 ，

２０２４ 年沙特将不再续签以美元作为石油

①
ｕ

Ｓ ａｕｄ ｉＦｏ ｒｅ ｉ

ｇ
ｎＭ ｉｎ ｉ ｓ ｔｅ ｒＦａ ｉ ｓ ａ ｌ Ｔｒａｖｅ ｌ ｓ ｔｏ Ｔｅｈ ｒａｎｆｏ ｒ Ｐｒｅ ｓ ｉｄ ｅｎ ｔＬｅ ａｈ

ｙ＾Ｆｕｎ ｅ ｒａ ｌ
，

Ｓａｕｄ ｉ Ｐｒｅ ｓ ｓ

Ａｇｅｎｃ
ｙ ，Ｍａ

ｙ
． ２５

，２０２４ ．ｈ 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ｓ
ｐ
ａ ．

ｇ
ｏ ｖ ．  ｓ ａ／２０ ２４／０ ５／２ ５ ／ｗ ｏ ｒ ｌ ｄ／ａ ｓ ｉ ａ／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Ｇ７ ５ ３４ １ ９ （ 上

网时间 ：

２ 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

②
“

经济繁荣骨架项 目
”

是 ２０ ２３ 年 １ ０ 月 沙特牵头与伊朗共同提出 的 区域经济合作标准

倡议
，
涉及贸易交流 、 能源合作和金融规划等诸多开放性协定

，
旨在建立公正合理 的海湾地

区经济秩序 ， 推动经济领域务实合作 ， 参见
“

Ｓ ａｕｄ ｉＡ ｒａｂ ｉ ａａｎｄ Ｉ ｒａｎＥ ｃ ｏ ｎ ｏｍ ｉ ｃＰ ｒｏ ｓ
ｐ
ｅｒｉ ｔ

ｙ
Ｎ ｅ ｔｗ ｏ ｒｋ

Ｉｎ ｉ ｔ ｉ ａ ｔ ｉ ｖｅ
，

”

Ｓａｕｄ ｉＰｒｅ ｓ ｓＡｇｅｎｃ
ｙＭａ

ｙ
． １ １

 ，２０２ ３ ．ｈ 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ｓ
ｐ
ａ ．

ｇ
ｏ ｖ ． ｓ ａ／２０２３ ／０ ５／ ｌ ｌ ／ｗｏ ｒ ｌｄ／ ａ ｓ ｉ ａ／

ｅ ｃ 〇 ｎ ｏｍ ｉ ｃ／Ｎ２ １ ０９０ １ （ 上网时间 ：

２〇２４
年 

６
月２３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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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货币 的
“

石油美元协议
”

（
Ｐｅ ｔｒｏｄｏ ｌ ｌａｒＡ

ｇ
ｒｅ ｅｍｅｎ ｔ

） ， 标志着存

续约五十年的 以美元为基础 的全球能源金融体系发生动摇 。

？ 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 曾多次呼吁在能源金融 中 以本 国货币或其

他货币替代美元 。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 沙特经济规划部长和伊朗经济金

融事务部长承载着对建立全球能源金融新秩序 的共同期许 ， 围绕

国际石油市场的未来形势 、 以多种货币进行大宗石油交易 、 加强

跨国融资机制建设以及构筑区域 自 主金融支持体系等伊斯兰金融

规划议题密集互动 ， 并希望借助数字货币 和区块链技术联合把控

能源金融市场 ， 提升石化产业供应链韧性 ， 降低能源金融领域对

美 国 的依赖 。

（
三

） 聚焦防务合作

与伊朗共同聚焦防务安全 ， 瞄准实战和军工 的合作关系 回 暖

是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又一重要迹象。 美 国 的战略收缩和进退失

据增强 了沙特和伊朗摆脱域外军事羁泮的意愿 ，
两 国通过

“

外长

防长 ２ ＋ ２
”

Ｘ才话机制跨出 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 ， 体现出西方

霸权和 中东反霸权的新型对抗 。 依托尚水平的战略沟通平台 ，
两

国防长和外长多次开展双边会谈 ， 旨在加强区域协调 的信息化 、

智能化和 自 主化作战能力建设 ， 提升地区 防御能力 和 国 际影 响

力 。
２０２ ３ 年底 ， 针对伊朗提议的同海湾 国家组建

“

新海军联盟
”

，

抗衡美 国军事霸权战略 ， 为保障区域和平提供更多稳定力量 ， 沙

特国 防大臣给予积极 回应 ，

“

现有 以美 国为首 的海上多 国部队难

以满足我们 日 益多样的安全化需求 ， 组建海上安全联盟并将其拓

Ｔｈ ｅＰｅ ｔ ｒｏｄ ｏ ｌ ｌ ａ ｒ Ａ
ｇ
ｒｅ ｅｍｅ ｎ ｔ ｂ ｅ ｔｗ ｅ ｅ ｎＳ ａｕｄ ｉ Ａ ｒａｂ ｉａ ａｎｄ  ｔｈ ｅ Ｕｎ ｉ ｔｅ ｄＳ ｔａ ｔｅ ｓ Ｅ ｎｄ ｓ

，

？ ，

Ｔａ ｓｎ ｉｍ Ｎｅｗ ｓ

４ １ ４

Ａｇｅｎｃ
ｙ ，Ｊｕｎ ｅ １ ０

 ，２０２４ ．ｈ 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ｔａ ｓ ｎ ｉｍｎ ｅｗ ｓ ． ｃ ｏｍ／２０２４ ／０６／ １ ０／ｗ ｏ ｒｌ ｄ／ ｓ ａｕｄ ｉ  ａ ｒａｂ ｉ ａ／ ｅ ｃ ｏ ｎ 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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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 中东多边安全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

。

？

也门和解的安全需求牵引着两 国 区域防务的合作方向 。 随着

两 国军事关系升温 ， 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 中心于 ２０２０

年发起
“

使也门在安全上行走
”

的马萨姆排雷行动得到伊方第 四

代排雷机器人和海上排雷系统 的大力支持。

？ 沙特和伊朗在排雷

问题上的共同协作有效清除也门本土和红海海域潜在的各种爆炸

装置 ， 降低人员触雷伤亡风险 ， 保障航运安全 ， 加快也 门局势走

出代理人军事抗衡风险外溢引发的安全困境 ， 使也门 问题的推进

解决迎来更多和平转机 。

此外 ， 沙特通过深化与伊朗 的军工合作将安全和防务议题从

战略层级延伸至战备层面 ，
进一步开启两 国资源和技术的双向转

移之门 。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 沙特军事工业总局总督阿齐兹 ？ 奥哈利在

第二届世界防务展 （
ＷＤＳ

） 开幕式上宣布
“

更新与伊朗 的军工合

作关系
”

， 希望通过
“

工业伙伴协议
”

鼓励与伊朗在陆 、 海 、 空 、

安全和空间领域 的 团结协作 。

？ 伊朗 国 防工业组织相关负责人阿

里 ？ 哈吉扎德 （
Ａ ｌ ｉ Ｈ ａ

ｊ
ｉ ｚ ａｄ

） 在 回应这一提议时 ， 提 出
“

海湾军

备军工一体化
”

构想 ， 并表示将通过
“

军备工业集 团
”

和
“

特殊

工业集 团
”

两个姊妹军事公司提供制造 、 供应 、 培训 、 物流和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支持 ， 为下一阶段的联合军演 、 反恐协作和海湾

稳定提供 自 主化 、 区域化 、 现代化三重
“

加速度
”

。

①［ 沙特 ］ 图尔基 ？ 瓦西迪 ： 《 哈立德 ？ 本 ？ 萨勒曼愿意加强 同伊朗的军事关系 》 （ 阿拉

伯文 ） ，
载 《半岛报》 ２〇２３ 年 Ｉ ２ 月 ５ 日 。

② ［ 沙特 ］ 瓦利德 ？ 卡里姆 ？ 萨克尔 ： 《 马萨姆行动将促进也 门和平路线 图越来越清晰 》

（ 阿拉伯文 ） ，
载 《 欧卡兹报 》 ２〇２〇 年 ２ 月 ３ 日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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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ａｄｈ

，

Ｓａｕｄ ｉ Ｐｒｅ ｓ ｓ Ａｇｅｎｃ
ｙ ，Ｆｅ ｂ ． ７

 ，２０２４ ． ｈ 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ｓ
ｐ
ａ ．

ｇ
ｏｖ ． ｓ ａ／

２０２４ ／０２／０７／ｗ ｏ ｒＷ／ ａｓ ｉ ａ／Ｍ ｉ ｌ ｉ ｔａ ｒ
ｙ

ｉｎ （ ３ ｕ ｓ ｔ ｉ７／ Ｆ２５ ６ ８ ９０ （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２４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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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推动文明对话

破解和伊朗什叶派民众的交流赤字是沙特夯实弱化教派主义

受众基础的潜在重要领域 。 沙特和伊朗虽然历史文化 、 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不同 ， 但两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关注相近 ， 在宗教 、

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具有广 阔交流前景 。 自 沙伊恢复外交以来 ， 沙

特伊斯兰事务部 以
“

朝觐保障计划
”

（
ＨＰＳ

） 为抓手 ， 统筹交通

和物流服务委员会 （
ＴＬＳＣ

） 、 通信 、 空 间 和技术委员 会 （
Ｃ ＳＴ

）

以及麦地那省发展局 （
ＭＰＤＡ

） 等职能部 门协调联动 ， 有序推进

副朝 （ 小型朝觐 ） 重启 、 恢复 。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 数十名伊朗什叶派

民众前往沙特进行时隔九年的首次朝圣 ， 并被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通讯社 （
ＩＲＮＡ

） 报道为
一次

“

跨越教派 、 种族和 国家界限 ，
重

温先知对全人类恩慈与怜悯的穆斯林文明对话实践 。

” ？ 沙特放宽

朝觐限制 ， 恢复交通航班 ， 简化人境程序等措施充分保障了什叶

派人士
“

安全和尊重
”

的朝觐需求 。

？ 伊朗驻利雅得大使对此表

示
， 沙特不再是

“

什叶派通往朝拜真主之路
”

的 障碍制造者 ，

并提出愿意与沙特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 ， 共 同推动伊斯兰文 明

发展进步 。

从 中东地区各类文 明对话活动来看 ，
注重机制化建设或将

成为两 国人文交流 的主流 。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 沙特文化部长在 国庆

艺术展的 出席仪式上表示 ， 将定期连续举办
“

波斯艺术里 的沙

特与阿拉伯半岛艺术里的伊朗
” “

沙特 伊朗之约 ： 沙尘暴区域

４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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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青年创新设计大赛
”

和
“

璀璨波斯 － 沙漠绿洲
”

旅游推广

等特色鲜明 、 优势互补 的人文交流活动 ， 并设置常设合作机构

为两 国 民众在交流互动 中 寻找共 同语言提供稳定平 台保障 ， 建

立固定联络制度加深文化交融 和人 民友谊 ， 为两 国关系发展创

造更多机遇 。

？ 伊朗文化遗产 、 旅游和手工业部长称此举为两 国

新一阶段的文明对话开 了好头 ，
预示着两 国 的人文交流水平将

进一步加深 ， 文 明认 同趋 向 正面 ， 助推人文合作走 向 制度化 、

常态化和正规化 。

在 巴 以 问题上 ， 沙特和伊朗摒弃教派意识形态争论 ， 跨越

教派冲突陷阱 ，
互为缓解加沙危机 ， 推动 巴 以 问题解决 的人道

主义合作伙伴 。
２０２ ３ 年 １ ２ 月 ，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 国 际

事务部主任侯赛因 ？ 阿里莫拉德 （
Ｈｕ ｓ ｓ ｅ ｉｎ Ａ ｌ ｉ Ｍ ｏ ｒａｄ

） 通 电 ，
双

方就共同 向美 国施压 ， 力促加沙地带全面停火 ， 为 巴勒斯坦提

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达成一致 。 进人 ２０２４ 年 ，
延宕数月 的新一

轮巴 以 冲突使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局势达到危险低点 ，
对此

， 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 ？ 卡纳尼 （
Ｎ ａ ｓ ｓ ｅ ｒＫａｎ ａｎ ｉ

） 呼 吁 以 色列

停止一切对巴勒斯坦人 民构成
“

集体惩罚
”

的行为 ， 结束无休

止的死亡和毁灭循环 。

？ 在莱希总统及随行人员 遇难后 ， 伊朗与

沙特对巴勒斯坦人 民 的共 同支持也并未 中断 ，
两 国联合派遣特

别援助队持续向加沙地区提供食品 、 药 品 和 医疗设备等人道主

义援助 ， 有效缓解加沙地区 冲突造成 的人道主义灾难 ， 为推动

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作 出重大努力和贡献 。

①Ｔ ｏ ｒａｈＨａｍ ｉ
，

“

Ｓ ａｕｄ ｉＡ ｒａｂ ｉ ａ
’

ｓ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Ｅｘ ｃ ｈ ａｎ
ｇ
ｅ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ｔｏＷａ ｒｄ ｓ Ｉｒａｎ

 ：ａ ｎ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ｉ ｚ ｅ ｄ

Ｐａ ｔｈ
，

Ａ ｓ ｉａ ｎ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ｉｄｄ ｌ ｅＥａ ｓ ｔ ｅ ｒｎａｎｄＩｓ ｌａｍ ｉ ｃ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Ｖ ｏ ｌ ． １ ６

 ，Ｎ ｏ ． ３ （ 
２０ ２２

） ，ｐ ｐ
． ２２７

２４ ３ ．

② ［ 伊朗 ］ 阿里 ？ 尼克 巴赫特 ： 《伊 朗有 支持 巴 勒斯坦 问题持久解决 的决心 》 （ 波斯

文 ） ，
载 《 世界报 》 ２〇 ２４ 年 ４ 月 １ ９ 日 。

４ １ ７



宗教与美国社会

？
、

？

丨少 神 ＩＩ 化教落 ｉ 义 外 皮 满 整 的 限 别

战略执行力是连接外交决策和 目 标实现 的关键桥梁 ，
也是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策略有效执行 的综合能力 。

？ 对沙特而

言 ，
弱化教派主义是一种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摸索试错 的政策立

场转向 ， 只有具备一定 的 战略执行力 ， 才可能 团结伊斯兰世界

的文 明进步力量尽快走 出教派博弈 困境 。 在 中东地区 ， 沙特战

略执行力 的制约 因 素层次繁多 、 错综复杂 ， 并投射到不 同维度

的弱化实践之中 。

（

一

） 沙特社会弱化教派主义的 内 向聚合力

自 １ ９３ ２ 年沙特将瓦哈 比教确立为 国教后 ，
王室便与宗教深

度捆绑 ， 并长期在 国家政治生活 中将什叶派视为
“

异端
”

，
导致

国 内社会缺乏足够 的弱化教派主义聚合力 。

一方面 ， 沙特 的宗

教保守势力较为强大 ，
遍及 国家各级行政机构 ， 除常规教派斗

争手段外 ， 更是借助数字媒体传播和渲染
“

什叶派是通敌伊朗

的叛徒
”

等极具教派仇恨色彩 的对立言论 ， 希望政府能够坚守

教派对立政策 ， 严格管控什叶派 的社会生存空 间 ， 拒绝 同伊朗

及其扶持的各类什叶派力量文 明对话 。 沙特宗教保守势力 主要

是针对 ２０ １ ７ 年王储掌权以来 ， 温和伊斯兰思潮在社会生活 中不

断扩张的影响 ， 他们试 图利用宗教保守主义对抗温和伊斯兰主

义
， 使沙特重新 回归

“

保守纯正
”

的伊斯兰社会 ，
这在一定程

①Ｄ ａ ｖ ｉｄＰ ｉｎ ｅ
，

ｕ

Ｔｈ ｅ Ｓ ｔ ｒａ ｔｅ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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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Ｏ 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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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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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导致 国 内 民众弱化教派主义 的认 同虚化和碎片化 ， 造成 国

家弱化教派主义 的外事活动面 临资源调配和整合功能失效 的风

险挑战 。 另
一方面 ， 在部分沙特民众对本 国宗教生态 的认知里 ，

国家的文化根基早 已深刻打上瓦哈 比教义教法 的烙 印 ，
弱化教

派主义的外交调整可 能会使沙特传统宗教文化 的根干暴露在

“

什叶派新月 地带
”

黯然失色 ，
进而造成 国家政教关系变革和区

域外交转型迷失方向 。

？ 尽管王储通过多种手段试图重构 国族话

语
， 但瓦哈 比教派在文化认 同上 的凝聚力指数长期保持在较高

水准 ， 与弱化教派主义之间存在难 以绕开 的 巨 大张力 。 在这种

背景下 ， 沙特社会能否 以 民众动员 力 和政治凝聚力 为基底 ， 形

成弱化教派主义的强劲聚合力仍存在不确定性 。 如何稳定预期 ，

走实策略 ， 成为沙特未来重塑 国 民弱化教派主义认知 ， 提升温

和外交话语权和开放包容阿拉伯 国家形象的重 中之重 。

（
二

） 中 东伊斯兰阵营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共识度

在伊拉克政府积极推动 的五轮安全会谈 中 ， 沙特和伊朗一

直在探讨弱化教派主义 的可能性 ，
目 的在于将

“

超 国 家
”

的弱

化教派主义思维落实到各 国 的政策框架和具体行动 中 。 有观点

认为 ， 中东地区 的伊斯兰 阵营 国家一贯存在乐 于讨论和平对话

的理念和愿景 ，
乏于具体贯彻 的信心和韧劲等双向矛盾 。 因此

，

短期 内沙特和伊朗等地区宗教大 国在弱化教派主义 的外事活动

上难以真正做到
“

用一个声音说话
”

， 政治互信与经济交流 的资

源配置和投人方面统筹规划 尚 有不少分岔 口
， 并没有统一 的指

南针 。 此外 ， 伊斯兰世界 内部 的不 团结 因 素也将牵扯实现弱化

①Ｃ ｈ ｒ ｉ ｓＦ ｅ ｒ ｒｅ ｒｏ
，

ｕ

Ｗａｈ ｈａｂ ｉａｎｄ ｔｈ ｅＳ ａｕｄ ｉ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Ｎ ａｒ ｒａ ｔ ｉ ｖｅ
，

＂

Ｊ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 ｕ ｓ＆Ｔｈ 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 ｎ
，Ｖ ｏ ｌ ．  １ ９

，Ｎ ｏ ． ２ （
２０ ２０

） ，ｐｐ
． １ ８ ９  ２ １ ２ ．

４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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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精力 。 沙特和伊朗在海湾领导权和伊核 问题等核心议题

上的分歧并未减少 ，
不同政治倾向 的领导人对

“

弱化
”

的理解

呈现 出不同程度 的温差 ， 使得这一理念在具体实施时面 临 内涵

模糊 ，
边界宽泛 ， 责任分配不明 的 困境 。

中东变局 以来 ， 教派矛盾 的深人发展和地区性 的教派对抗

格局加剧 了 穆斯林群体 的利益碎片化和两大教派 间 的敌视度 ，

给 中东和平发展带来 巨 大破坏性影 响 。 因 此
，
淡化教派对立 ，

聚焦发展合作成为沙特和伊朗等 中 东 国 家 的普遍共识 。 然而 ，

中东 国家长期 以来 的政治失序和身份整合能力缺位 ， 使得统治

阶层 以宗教身份认定 国 民身份进而转移利益矛盾 ， 维护政权安

全的教派身份政治化行为获得 巨 大生存空 间和 民众支持 。 阿曼

什叶派 、 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力量等 中东什叶派群体

的发展变化也使沙特长期处于安全焦虑状态 ，
对弱化教派主义

缺乏一定的信心 ， 伊斯兰世界有关弱化教派主义 的战略共识仍

处于感性认知 的初级阶段 ， 内部稳定性不强 。 教派 问题 由 易 到

难 ，
逐步解决 ，

弱化教派主义实现 由 初步认知到高级认 同 的实

效性转化仍有许多挑战要超越 。

（
三

） 域外大国对教派政策施加影响 的惯性水平

尽管影响 中东事务 的域外力量趋于多元平衡 ， 但美 国在 中

东 的精准介人和长期积蓄的权势存量仍不容忽视 。

？ 从奥 巴 马至

拜登 ， 美 国三届政府 中东政策 的 战略 目 标不断调整和战略收缩

长期延续并不意味着力量衰退而放弃 中东 ， 战略收缩是美 国地

区决策过程 中 主观选择 的产物 ， 本质上符合其 国家利益 。 将盟

① 刘 中 民 ： 《 权力 衰 落 与 权 势存 量 ： 正视美 国 对 中 东 影 响 的 复 杂 性 》 ， 澎湃新 闻
，

２０ ２ ３年 
８月

，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ｔｈ ｅ

ｐ
ａ
ｐ
ｅ ｒ ．ｃ ｎ／ ｎ ｅｗ ｓＤ ｅ ｔａ ｉ ｌ ｆｏ ｒｗａ ｒｄ ２４４ ０ ３ ４ ６ ７ （ 上 网时 间 ：

２０ ２４年 
６

月 ２４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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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与敌对者分门别类 ，
以教派对立制造伊斯兰世界 内部 的

“

位

差感
”

， 利用教派矛盾策动阵营对抗 ，
以此实现有限介人 ，

居 中

制衡 ， 维持地区战略信誉 的政治意 图是美 国 中东政策 的一大显

著特征 。 美 国 当前依然有能力 主动划设排他性 的教派小 圈子 ，

以对抗性叙事编排沙特处理教派争端 的行为模式 ， 打压伊斯兰

世界凝聚共识 ， 谋求最大利益公约数的新愿景 。

具体而言 ， 美 国 可凭借较为成熟 的 中东政策工具和复合多

维的 中东盟友体系在教派 问题上实施精准投人 ， 为教派意识形

态攻势提供实质性和制度化支持 。 当沙特和伊朗 围绕双边关系

和教派问题展开多轮友好会谈后 ， 美 国通过重 申 安全承诺和强

化轴幅式联盟建设等软硬兼施手段迫使沙特提升 同伊朗 的对抗

强度 ， 破坏沙伊防务合作 ， 固化反什叶派包 围 圈 ， 力 图实现海

湾地区宗教生态 的再平衡 。 为维护在 中东 的核心利益并深人推

行
“

离岸平衡
”

政策 ， 美 国依靠权势存量放大伊斯兰世界 内部

的分裂 ， 制约了沙特等 国 弱化教派主义 的策略执行取得预期效

果
，
对 中东教派问题的理性解决仍具有较大的惯性消极影响 。

、

？

：少 神 ＩＩ 化教 溪？ｉ 义 外 皮 满 整 的 砉 义

沙特阿拉伯 的外交政策调整是 国 际政治 系统演变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其行动 和政策 的变化有助 于塑造新 的 国 际关系模式 ，

并对 中东和全球 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 响 。 尽管沙特在弱

化教派主义和推动伊斯兰世界 团结合作方面面 临来 自 西方 国家

的挑拨和阻碍 ， 但其做法超越 了冷战时期 的零和思维和利 己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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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展现 了 中东伊斯兰 国 家在应对
“

发生型宗教风 险
” ？ 方面

的独特洞察 。 这种调整对于推动伊斯兰 国 家之 间 的 和谐共处 ，

以及促进该地区各 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

（

一

） 矫正地区 国家教派博弈 ， 推动 中 东和 平进程

中东变局后 ， 沙特和伊朗都想争夺地 区主导权 ， 但都未能

如愿 ， 反而使 自 身 国 内 问题越发突 出 。
２０ １ ６ 年沙伊断交 以来 ，

两 国在也 门 、 黎 巴嫩 、 叙利亚 、 伊拉克都有其各 自 支持 的逊尼

派与什叶派力量 的对抗 ， 进行不 同程度 的代理人竞争或战争 ，

两大教派势力 日 益走 向 阵营化 ， 加剧战略资源 的消耗 。 沙特弱

化教派主义有助于实现 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 的力量重组整

合 ， 缓和沙特和伊朗 间 由来 已久 的 民族和教派矛盾 ，
进而给地

区热点 问题降温 。 沙伊和解后 ，

一方面促成 了也 门政府和胡塞

武装 的大规模换俘及安全会谈行动 ， 使得延宕多年 的也 门 冲突

迎来转机 ； 另
一方面还为叙利亚与 阿拉伯 国家改善关系 扫 除 了

障碍 ， 加快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和 阿拉伯世界联合 自 主 的

趋势 ，
以更加 团结 的力量给 巴勒斯坦更有力支持从而推动 巴 以

问题解决 。

？ 此外 ， 沙伊两 国 的异样博弈烈度减轻还促进石油输

出 国组织 的凝聚力及其在全球石油供应链上 的话语权进一步增

强 ， 有力制约美 国对 中东 国家石油制裁 的意愿与能力 。

①
“

发生型宗教风险
”

是指宗教 （ 至少在名义上 ） 因其历史性和结构性根源成为 引 发

暴力 和 冲突 的力量 。 参见赵锦 浩 ： 《

“
一带一路

”

倡议实施 中伊 朗 的宗教风 险研究 》 ，
载

《世界宗教文化 》 ２〇 ２ ３ 年第 ３ 期
，
第 ８ ６ ９４ 页 。

② 邹治波 ： 《世纪和解 ： 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 的意涵 与启示 》 ， 中 国 日 报网 ，

２０ ２ ３ 年 ３

月 １ ５日
，

ｈ ｔｔ
ｐ

ｓ
：／／ ｃ ｎ ‘ｃ ｈ ｉｎ ａｄ ａ ｉ ｌ

ｙ
．ｃ ｏｍ． ｃｎ／ ａ／２０ ２ ３ ０ ３ ／ １ ５／ＷＳ６４ １ １ ａ８ ０ ８ ａ３ １ ０ ２ ａｄ ａ８ ｂ２ ３ ３ ｃ ８ ９ ． ｈ ｔｍ

（ 上 网时 间 ：

２０ ２４ 年 ６ 月 ２ ５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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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破解 中 东公共产 品供给困境 ， 削弱美 国 霸权影响

当前 中东地区 的公共产 品供给主要 以美 国 的霸权供给模式

为主体 ， 随着全球公共产 品 的
“

私物化
”

倾向加剧 ， 中东地区

的公共产品供给劣质化现象突 出
， 受益方面 的非排他性和使用

时的非竞争性等正外部属性逐渐丧失 ，
面 临严重 的

“

公共产 品

赤字
”

问题 。 美 国在其主导 的 中东联盟体系下频繁给盟友
“

设

计
”

并长期提供安全 、 金融和文化等领域具有霸权性质 的 国 际

公共产品 ，
通过强化 自 身与 中东公共产 品供给 间 的权力关联努

力塑造在该地区霸权领导 的合法性基础 。

？
自 沙伊复交以来 ，

双

方各类合作协定重新激活 ，
两 国逐步开展全方位和多层次 的务

实合作 ，
以教派冲突管控

“

护栏机制
”“

经济繁荣骨架项 目
”

和
“

新海军联盟倡议
”

为支撑 ， 探索构建系统性和 自 主性 的 区

域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 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形成战略合力 ，

增强战略 自 信 ， 超越霸权式供给模式局 限 ， 打破
“

搭便车
”

寄

生思维禁锢 ， 抗衡美 国安全威胁 、 经济制裁和军事蛮力等维护

霸权地位的强制手段 ，
通过多路径合作填补 自 主供给缺位 ， 反

对美 国对中东危害颇深的霸权行径 。

（
三

） 丰 富
“

全球南方
”

地 区治理观时代 内 涵 ，
完 善全

球治理

中东地区局势动荡 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根源在于各方势力激

烈 的地缘政治竞争 ， 只有正视 问题症结 ， 停止将地区 国 家和域

外大 国填补权力真空 的失范行为转嫁于教派问题 ， 才能应对好

① 曹德军 ： 《 全球公共产 品理论反思 与重构 》 ，
载 《 中 国社会科学报 》 ２〇 ２２ 年 ９ 月 Ｉ ５

４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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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效能不彰的严峻挑战 。

？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从政策转向

到与地区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协调联动 以破解地 区安全 困境 、

国家发展难题和教派文明 冲突为 目 标 ， 是落地走实全球治理观 、

将伊斯兰世界文明对话愿景与
“

共商共建共享
”

理念 同频共振

的有力地区实践 。 作为
“

全球南方
”

的重要支柱 ， 沙特整合力

量妥善处理教派的
“

同
”

与
“

异
”

问题不仅在于维持与 中东各

股什叶派政治力量 的短期博弈均衡 ， 更侧重于 中长期发展与互

利共赢 ， 防范化解宗教风险叠加演变 ， 拓展和谐共存 的
“

伊斯

兰文化
”

朋友圈 ， 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化改革 的 自 觉推

动者 。

ａ福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 国家 ， 沙特面 临着复杂 的地缘政治

环境 ， 历史遗 留 的教派 问题较多 ， 教派争端很难绝迹 ， 教派威

胁压力长期存在且有条件时具备严重化 的 可能 。 在 中 东地 区 ，

沙特教派 问题与权力政治 的耦合性较其他大 国更高 、 更直观 、

更复杂 。 极端主义 、 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将教派主义 的价值观

念与政治 、 经济和文化等 因 素融为一体 ， 使其共 同发挥作用 ，

进而巧借教派矛盾为各 自 扭 曲 中东文 明交流体系 的邪恶行为辩

护 ， 加剧 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 内部分裂 的 困境 。 因此
， 沙特

作为一个具有适应性 的主体 ， 客观审视逊尼派和什叶派斗而不

破博弈现象的广泛性 ， 自 觉降低教派冲突及其外溢影 响 的威胁

认知度 ， 采取非紧急状态下 的常规性举措应对教派 问题 ，
以更

① 刘 中 民 ： 《 中东 ： 转型 与 冲突相 互激荡 》 ，
载 《 光 明 日 报 》 ２〇 ２ ３ 年 Ｉ ２ 月 ２ ５ 日

，
第

４２４

１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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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理性企稳力 量有序推进教派 冲 突 的善后 、 兜底 和减 损 补偿

工作 。

总体而言 ， 沙特在外交调整上实施 的是一种
“

适度缓和
”

策略 ， 即在不动摇伊斯兰教正统性 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宗教政策

的现实转向 ， 抑制教派分歧上升至 国 家竞争 的势头 ， 从征服控

制 、
二元对立的 冲突范式 向互利包容 、 共生融合 的和谐范式转

换 中探索教派间 的理性行为边界 ， 反 向 消 除教派 间 的敌对紧张

关系 。 诚然 ，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 的未来前景存在质疑 ， 受到分

散在伊斯兰世界各种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 的普遍欢迎和认 同还

需一段时间 ， 国家间如何界定教派冲突对政权安全 的威胁程度

并构建弱化教派主义 的 区域性政策体系还没有定论 。 如果不能

厘清这些问题 ， 将影 响 中东伊斯兰 国家延长弱化共识及其实践

的生命周期 ， 形成应对外部影 响 的硬核力量 。 探讨沙特阿拉伯

在弱化教派主义方面进行外交调整 的 区域化和制度化策略还必

须注意到与那些支持弱化教派主义且拥有执行能力 的什叶派主

权 国家 、 政治组织 、 民 间武装等行为体建立双重预防机制 ，
观

察那些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不力或 以
“

弱化
”

为名 ， 实际上却

进行分裂和破坏性行为 的情况 。 毕竟要实现跨教派敌对行动 ，

弱化教派主义的相关政策有望成为达到
“

伊斯兰文化 圈
”

和平

愿景的组成部分 。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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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楚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

楼天雄 复旦大学 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 际政治 系博

士、 复旦大学宗教与 中 国 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员

应焕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郑抑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刘庭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方晨宇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孙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中东研

究所博士生

刘林漳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中东研

究所博士生

甄 诚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中东研

究所博士生

彭优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