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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爱资哈尔作为以清真寺为基础、 拥有庞大网络的宗教机构和

学术教育机构ꎬ 在当代埃及内政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在外交领域ꎬ 政府

既利用爱资哈尔增强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ꎬ 同时又对其进行控制ꎬ 进而使双

方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贯穿于当代埃及外交的始终ꎮ 但是ꎬ 在不同历史时期ꎬ
双方的关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在纳赛尔时期ꎬ 埃及政府奉行严格的政教分

离政策ꎬ 在世俗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ꎬ 爱资哈尔成

为官方伊斯兰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服务和配合埃及的对外政策ꎮ 在萨达特时

期ꎬ 爱资哈尔继续为埃及外交政策提供宗教合法性ꎬ 但由于萨达特的和平外

交战略并未得到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认可ꎬ 爱资哈尔为政府

辩护的行为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ꎮ 在穆巴拉克时期ꎬ 出于平衡伊斯

兰激进势力的需要ꎬ 爱资哈尔的自主权有所提高ꎬ 并继续服务于埃及外交ꎬ
为穆巴拉克进行的外交调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总之ꎬ 在当代埃及外交中ꎬ
尽管爱资哈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ꎬ 但在埃及政教分离的

总体框架下ꎬ 爱资哈尔始终在埃及政府领导下扮演着外交服务者、 支持者、
配合者和补充者的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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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ꎬ 伊斯兰教以及受其影响产生的宗教机构、
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对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在奉行

世俗主义的土耳其ꎬ 伊斯兰教仍能通过政党政治、 选举政治和民间伊斯兰组

织影响政治发展ꎻ 在沙特ꎬ 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的政教联盟构成了沙特政教

合一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成为沙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ꎻ 在伊朗ꎬ
伊斯兰主义力量通过 “伊斯兰革命” 推翻实行激进世俗化和专制统治的巴列

维王朝ꎬ 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ꎬ 并在伊朗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ꎮ 但在事

实上实行政教分离的埃及ꎬ 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复杂ꎮ 由于奉行阿拉

伯民族主义的埃及世俗政权在国内始终受到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

力量的挑战ꎬ 在中东地区则受到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挑

战ꎬ 因此埃及政府始终充分利用 “官方伊斯兰” 回应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

主义的挑战ꎬ 赋予国家政权及其内外政策以合法性ꎮ 爱资哈尔作为伊斯兰逊

尼派权威机构ꎬ 构成了埃及 “官方伊斯兰”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埃及政府既利

用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获取政治合法性ꎬ 但又始终对爱资哈尔进行领导ꎬ 使

其成为埃及内外政策的服务者、 支持者、 配合者和补充者ꎮ
埃及的爱资哈尔系统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是以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

尔大学为核心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宗教机构ꎬ 是当今世界最古老、 最活跃的伊

斯兰学术中心ꎬ 也是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机构之一ꎮ① 从 １９６１ 年起ꎬ
爱资哈尔大学正式成为一所包括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体系的埃及公立大学ꎮ
截至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学年ꎬ 爱资哈尔大学约有学生 ３７ 万人ꎬ 是埃及境内学生人数

最多的高等教育机构ꎬ② 也是世界极负盛名的伊斯兰学术和教育机构ꎮ 爱资哈

尔作为以清真寺为基础、 拥有庞大教育网络的宗教机构ꎬ 在塑造埃及政治和

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并以其宗教学术权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穆斯

林前来求学和访问ꎬ 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从而成为埃及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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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清真寺始建于公元 ９７０ 年ꎬ ９７２ 年完工ꎬ 其前身为法蒂玛王朝建立的开罗清真大寺ꎬ
后为纪念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宰赫拉 ( Ｆａｔｉｍａｈ ａｌ － Ｚａｈｒａꎬ ６０５—６３２) 更名为 “爱资哈尔”ꎬ 意为

“发光的ꎬ 闪亮的”ꎮ 爱资哈尔清真寺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供教徒礼拜和传播宗教文化ꎬ 后来又发展成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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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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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领域ꎮ 从埃及政权与爱资哈尔的关系来看ꎬ 埃及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希

望利用爱资哈尔增强其政治合法性ꎬ 但又时刻防范以爱资哈尔为代表的宗教

机构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ꎬ 进而侵蚀、 削弱和挑战国家权力ꎮ 而爱资哈尔

一方面谋求其自主性ꎬ 但又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ꎮ 双方的这种关系也反映到

当代埃及外交领域ꎬ 政府既利用爱资哈尔增强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ꎬ 同时又

对爱资哈尔进行领导ꎬ 使爱资哈尔作为 “官方伊斯兰”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发

挥埃及外交支持者、 服务者、 配合者和补充者的所用ꎮ 但是ꎬ 由于不同历史

时期的政治环境存在差异ꎬ 爱资哈尔在埃及外交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ꎮ
截至目前ꎬ 国内外尚缺乏对爱资哈尔与埃及外交关系的研究ꎮ 国内的研

究主要包括爱资哈尔的思想研究①ꎬ 爱资哈尔与埃及政府的关系研究②ꎬ 爱资

哈尔在具体问题上的作用研究③ꎮ 国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关于爱资

哈尔的宏观研究ꎬ 即历史演变、 学术思想、 具体活动等④ꎻ 另一类是关于爱资

哈尔的专题研究ꎬ 如有学者分析了爱资哈尔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⑤ꎮ 此外ꎬ
也有学者探究了埃及政权与爱资哈尔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⑥ꎮ 由此可见ꎬ
学界尚未形成对爱资哈尔与埃及外交关系的系统研究ꎮ 基于此ꎬ 本文以历史

为线索ꎬ 分析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外交中的爱资哈尔ꎬ 其基本观点

是: 埃及政府既对爱资哈尔发挥绝对领导作用ꎬ 又赋予爱资哈尔一定的自主

性ꎬ 使爱资哈尔作为 “官方伊斯兰” 发挥支持、 配合埃及外交的作用ꎻ 爱资

哈尔在接受政府领导的情况下ꎬ 基于自身宗教机构的属性寻求一定的自主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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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但始终在埃及政府的领导下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ꎮ

一　 纳赛尔时期: 服务和配合埃及外交

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ｅｌ Ｎａｓｓｅｒ) 执政时期 (１９５２ ~
１９７０ 年)ꎬ 埃及政府一方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ꎬ 反对宗教干预政治ꎬ 限制伊

斯兰教的发展ꎻ 另一方面又利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政策提供道统的支持ꎮ① 这

也是纳赛尔政权对待宗教机构爱资哈尔的政策基调ꎮ
纳赛尔在宗教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ꎬ 为使爱资哈尔服务于埃及外交奠

定了基础ꎮ 其一ꎬ 纳赛尔加快了法律的世俗化进程ꎮ 埃及于 １９５６ 年废除了宗

教法庭ꎬ 将其职能转移至世俗法庭ꎻ 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穆斯林财产继承等

私人领域的案件ꎬ 其权力范围逐渐缩小ꎮ② 其二ꎬ 纳赛尔设置了宗教基金部主

管国家宗教事务ꎬ 将整个爱资哈尔机构置于其管辖之下ꎮ 其三ꎬ 纳赛尔利用

土地改革没收宗教机构控制的地产ꎬ 所有属于 “瓦克夫” (ｗａｑｆꎬ 原意为宗教

公共财产) 的土地由新成立的宗教基金部管理ꎬ③ 严重削弱了爱资哈尔的资金

来源和经济实力ꎮ 其四ꎬ 对爱资哈尔大学进行改革ꎬ 增加其世俗教育的内容ꎮ
在教育改革和世俗化改革中ꎬ 爱资哈尔大学被确立为正规的国立大学ꎬ 并且

增设医学院、 工程学院和法学院等体现世俗教育的教学单位ꎬ 爱资哈尔的大

教长也由内部选举改为总统任命ꎮ④ 其五ꎬ 通过控制经费ꎬ 使爱资哈尔听命于

埃及政府ꎮ 在爱资哈尔被收归国有后ꎬ 其财政支出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ꎮ 从

１９４８ 年到 １９６６ 年ꎬ 政府为爱资哈尔提供的拨款从 ９０ 万埃镑增长到 ７００ 万埃

镑ꎬ⑤ 使失去财政独立的爱资哈尔更加依赖政府ꎮ 总之ꎬ 通过改革ꎬ 爱资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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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ｒｅ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ｉｎ １９６１”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４５

Ｍｅｉｒ Ｈａｔｉｎａ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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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一个高度独立的系统转变为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的政府机构ꎮ①

在外交领域ꎬ 在埃及政府的领导下ꎬ 爱资哈尔为纳赛尔政府的外交政策

提供了重要合法性依据ꎬ 发挥了配合和服务外交的作用ꎮ 第一ꎬ 政府利用爱

资哈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宗教诠释ꎬ 为埃及外交的指导思想

提供宗教合法性ꎮ 纳赛尔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思想武

器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ꎬ 而阿拉伯社会主义则是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手段ꎮ
因此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构成了当时埃及外交的指导思想ꎮ 与此同

时ꎬ 纳赛尔认为ꎬ 伊斯兰教可以提供广泛的认同感和团结感ꎬ 有助于推广埃

及的外交政策ꎮ 因此ꎬ 政府强调官方伊斯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作用ꎮ 例

如ꎬ «爱资哈尔杂志» (Ｍａｊａｌｌａｔ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曾极力宣传纳赛尔的领导能力ꎬ
称其为 “新萨拉丁”②ꎮ 纳赛尔也利用爱资哈尔学者的言论和文章ꎬ 论证阿拉

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的一致性ꎬ③ 宣传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

义都是对先知命令的执行ꎬ④ 进而为埃及外交的指导思想提供宗教上的合法

性ꎮ «爱资哈尔杂志» 编辑扎耶特 (ａｌ － Ｚａｙｙａｔ) 还进一步声称ꎬ 纳赛尔主义

是为了铲除腐败和暴政ꎬ 符合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社会正义ꎮ⑤ 此外ꎬ 大

批宗教学者及爱资哈尔大教长都认为ꎬ 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纳赛尔政府 １９６２
年通过的 «全国行动宪章» 与伊斯兰传统具有一致性ꎮ⑥ 总之ꎬ “内部和外部

的政治现实使得纳赛尔有选择地利用伊斯兰教为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提供合

法性ꎬ 并以此赢得国内外民众的支持”ꎻ “在国内外推进其阿拉伯社会主义革

命影响的需要ꎬ 促使他转向利用伊斯兰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ꎮ”⑦

第二ꎬ 通过爱资哈尔发布的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ꎬ 指宗教判例) 和布道等活动ꎬ
加强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联系ꎬ 服务于阿拉伯革命和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ꎮ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ａｍｉｒ Ｍｏｕｓｔａｆａ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５

Ｇｕｅｎｔｅｒ Ｌｅｗｙꎬ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ꎬ Ｆｏｒｔ Ｂｅｌｖｏｉ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１９６８ꎬ ｐ ２２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３５
Ｇｕｅｎｔｅｒ Ｌｅｗｙꎬ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ꎬ ｐ ３１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 Ｗａｒｂｕｒｇ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２ － ８０”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１３６
王泰著: «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 (１９５２—２０１４)»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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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积极支持阿拉伯革命的根本动力在于推动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事业ꎬ 同

时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巴格达条约体系抗衡ꎮ 纳赛尔的目标是首先通过革命建

立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ꎬ 然后再实现和完成阿拉伯统一的宏大目标ꎮ① 苏伊士

运河战争的胜利使纳赛尔加快了阿拉伯统一的实践步伐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ꎬ 伊拉

克在纳赛尔阿拉伯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爆发了推翻君主制政权的 “军官革命”ꎬ
这不仅是纳赛尔阿拉伯革命思想的胜利ꎬ 也为纳赛尔进一步推进阿拉伯联合

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５９ 年爱资哈尔大教长马哈茂德沙尔图特 (Ｍａｈｍｕｄ Ｓｈａｌｔｕｔ)
发布了一项法特瓦ꎬ 宣称什叶派是 “在宗教上与逊尼派思想流派一样正确的

思想流派”ꎬ② 首次承认了什叶派的合法地位ꎬ 并强调教派和解与不同教派相

互尊重的重要性ꎮ 爱资哈尔发布的法特瓦之所以主张淡化教派矛盾ꎬ 其目的

在于为埃及与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发展关系消除教派障碍ꎬ 强化埃及和伊

拉克共同的阿拉伯民族认同和伊斯兰宗教认同ꎬ 进而服务于纳赛尔的阿拉伯

统一目标ꎮ 此外ꎬ 政府还利用爱资哈尔每周五的布道活动ꎬ 赞美阿拉伯民族

主义和社会主义ꎬ 以此作为宣传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的手段ꎮ③ 在 １９６７ 年的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ꎬ 爱资哈尔呼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ꎬ 并号召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加入对以色列的 “圣战”ꎮ 此外ꎬ 政府授权爱资哈尔出版与宗教

相关的书籍ꎬ 并为国外学生提供奖学金ꎬ 鼓励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学生来爱

资哈尔大学学习ꎬ 用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塑造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ꎮ
总之ꎬ 纳赛尔努力克服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障碍ꎬ 利用爱资哈尔宣传阿拉伯革

命和阿拉伯统一思想ꎬ 使宗教服务于阿拉伯革命和阿拉伯统一运动ꎮ
第三ꎬ 在爱资哈尔成立专门的机构ꎬ 回应沙特领导的泛伊斯兰主义对阿拉

伯民族主义的挑战ꎬ 加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ꎮ 作为 １９６１ 年改革的一

部分ꎬ 爱资哈尔在埃及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 “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由爱资哈尔大教长管理ꎬ 其任务主要包括

澄清教义观点、 传播伊斯兰文化、 讨论国内外的伊斯兰事务等ꎬ 并且担当加强

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任务ꎮ 纳赛尔推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招致了以沙特

为首的保守君主制国家的反对ꎬ 后者的思想武器是沙特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ꎮ

９８

①
②

③

刘中民、 薄国旗: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ꎬ 第 ７７ 页ꎮ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Ｖｅｒｄｉ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 ’ ａ”ꎬ ａｌ － Ｉｓｌ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ｉｓｌａｍ ｏｒｇ / ｓｈｉｉｔｅ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 ａｌ － ａｚｈａｒ － ｖｅｒｄｉｃｔ － ｓｈｉａ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７
Ｇｕｅｎｔｅｒ Ｌｅｗｙꎬ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ꎬ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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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 年ꎬ 沙特王储费萨尔 (Ｆａｉｓａｌ ｂｉｎ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Ａｌ Ｓａｕｄ) 领导召开了国际伊斯

兰会议ꎬ 其核心主题是如何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并成立了国际性的

泛伊斯兰组织——— “穆斯林世界联盟”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①ꎮ 为回应 “穆
斯林世界联盟” 的挑战ꎬ 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于 １９６４ 年举办了第一次会

议ꎮ 会议邀请了多个国家的宗教学者ꎬ 致力于以宗教为手段加强埃及与伊斯

兰世界的联系ꎬ 塑造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地位ꎮ 由此可见ꎬ 爱资哈尔的

伊斯兰研究院构成了纳赛尔回应 “世界穆斯林联盟” 挑战的宗教机构ꎬ 该研

究院还通过研究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宗教诠释ꎮ②

总之ꎬ 面对 “费萨尔利用伊斯兰教谴责阿拉伯社会主义ꎬ 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反

击泛阿拉伯主义”ꎬ 纳赛尔同样以伊斯兰的方式进行回击ꎮ “当费萨尔从乌里玛

那里获得法令谴责社会主义的时候ꎬ 纳赛尔则从埃及的乌里玛尤其是爱资哈

尔大学的宗教学者那里获得法令ꎬ 赋予自己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合法性”ꎮ③

综上所述ꎬ 纳赛尔埃及政权通过世俗化和国有化改革ꎬ 实现了对爱资哈

尔的彻底领导ꎮ 在外交领域ꎬ 纳赛尔深知爱资哈尔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宗

教影响力和思想号召力ꎬ 因而积极利用爱资哈尔宣传和推广其对外政策ꎬ 使

其发挥服务和配合埃及内外政策的特殊作用ꎮ

二　 萨达特时期: 为争议性外交政策进行辩护

１９７０ 年纳赛尔去世后ꎬ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ｎｗａｒ ａｌ －
Ｓａｄａｔ) 继任埃及总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年)ꎮ 萨达特延续了对爱资哈尔既控制又

利用的政策ꎬ 使之成为与政府合作的宗教力量ꎬ 并以其宗教舆论导向来影响

全国的穆斯林ꎮ④ 然而ꎬ 萨达特的和平外交战略并未得到埃及国内和伊斯兰世

界的广泛认可ꎬ 反而诱发了埃及外交的严重危机ꎮ 爱资哈尔为政府辩护的行

为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ꎮ
萨达特政府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从宽松到严厉的变化ꎮ 在执政之初ꎬ 由于

萨达特实行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宽松的宗教政策ꎬ 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中民、 薄国旗: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ꎬ 第 ７７ ~ ７８ 页ꎮ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 Ｗａｒｂｕｒｇ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２ － ８０”ꎬ ｐ １４１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ｐ １２７ － １２８
陈德成主编: «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ꎬ 第 ３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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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ꎮ① 与此同时ꎬ 萨达特多次表达了对伊斯兰

教的虔诚ꎬ 不仅宣称自己是 “虔信的总统”ꎬ 而且在 １９７１ 年新宪法中强调

“伊斯兰教为埃及的国教”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萨达特把以爱资哈尔为代表的官

方伊斯兰视为调控社会秩序和整合社会失范的有效工具ꎮ③ 在国内ꎬ 萨达特依

靠爱资哈尔的宗教支持ꎬ 清理左派势力、 开展 “纠偏运动”、 弥合穆斯林与科

普特人的宗教分歧ꎮ 萨达特十分重视发挥爱资哈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塑造作

用ꎮ 例如ꎬ 他利用爱资哈尔的法特瓦反对共产主义ꎬ 更加重视爱资哈尔对逊

尼派的领导作用及其对政府的支持ꎮ 又如ꎬ 在 １９７３ 年学生示威后ꎬ 爱资哈尔

大教长阿卜杜勒哈利姆马哈茂德 (Ａｂｄｅｌ － Ｈａｌｉｍ Ｍａｈｍｏｕｄ) 致信萨达特ꎬ
提出埃及应 “团结在萨达特的领导下”④ꎮ 但是ꎬ 随着伊斯兰激进势力扩张导

致国内安全环境不稳ꎬ 萨达特又转为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ꎬ 并加强对宗教机

构的控制ꎮ 截至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萨达特被暗杀前夕ꎬ 全国约有 １ ５００ 个宗教社团

和 ４０ 万座私人清真寺被置于政府的管控之下ꎮ⑤ 萨达特从宽松到严厉的政策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与爱资哈尔关系的混乱ꎬ 其突出表现是爱资哈

尔不断谋求自主性ꎬ 甚至挑战政府的权威ꎬ 公开批判萨达特的政策ꎮ 在马哈

茂德带领下ꎬ 爱资哈尔的规模和声望都得到提高ꎬ 其自主性明显上升ꎮ
在外交政策上ꎬ 萨达特试图在阿以冲突中 “以打促谈”ꎬ 通过与以色列签订

和平条约收复失地ꎬ 结束战争状态ꎻ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ꎬ 争取和平的国际

环境ꎮ 在此背景下ꎬ 爱资哈尔在埃及外交中角色具有随埃及外交变化而变化的

特点ꎬ 并与埃及政府一样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ꎮ 第一ꎬ 爱资哈尔服从政府的需

要ꎬ 加强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地位ꎮ 萨达特上任初期ꎬ 延续了纳赛

尔的外交政策ꎬ 坚持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ꎬ 并在 １９７１ 年宪法第一条中声明 “埃
及人民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ꎬ 并为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全面统一而努力”ꎮ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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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则配合政府支持和宣传阿拉伯统一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ꎬ 爱资哈尔

伊斯兰研究院呼吁伊斯兰国家实现思想统一ꎮ① 同时ꎬ «爱资哈尔杂志» 刊登

了多篇文章ꎬ 强调阿拉伯团结的必要性ꎮ １９７３ 年十月战争前ꎬ 爱资哈尔大教

长马哈茂德再次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ꎮ 在十月战争中ꎬ 爱资哈尔支持政

府发动战争ꎬ 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和马哈茂德本人都呼吁所有埃及公民和

阿拉伯世界支持战争ꎮ 十月战争后ꎬ 埃及在美国的影响下开始与以色列接触ꎮ
１９７８ 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 «戴维营协议» 后ꎬ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ꎬ
萨达特再次要求爱资哈尔运用伊斯兰教影响摆脱孤立ꎮ 爱资哈尔随即予以响

应ꎬ 呼吁伊斯兰国家和人民保持团结ꎮ② 总之ꎬ 作为伊斯兰教的权威机构ꎬ 爱

资哈尔不仅为萨达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宗教依据ꎬ 并进行大力宣传ꎬ 而

且还发挥宗教影响力呼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团结ꎬ 维护埃及在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的地位ꎮ
第二ꎬ 十月战争后ꎬ 伴随萨达特政府调整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ꎬ 爱资

哈尔也随之转变ꎬ 为萨达特的和平政策提供宗教辩护ꎮ 为了配合萨达特的亲

美外交政策ꎬ 减轻萨达特访问以色列的舆论压力ꎬ 缓和国内的族群冲突ꎬ 爱

资哈尔大教长马哈茂德史无前例地访问美国ꎬ 主持洛杉矶伊斯兰中心的落成

典礼并拜会美国总统卡特ꎬ 希望此举可以改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犹太教的

关系ꎬ 巩固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关系ꎮ③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ꎬ 萨达特访问以色列ꎬ
并在议会演讲时强调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遵循仁爱、 和平的教导ꎮ④ １９７８ 年ꎬ
马哈茂德在接见美国犹太人代表团时表示ꎬ 不同宗教可以友好共处ꎬ⑤ 这显然

与萨达特政府的口径完全一致ꎮ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ꎬ 爱资哈尔发布了一条法特瓦ꎬ
解释了埃以和平的伊斯兰法律基础ꎬ 以此证明埃以和平条约符合伊斯兰教义ꎮ
同时ꎬ 爱资哈尔强调了埃以和平关系有利于埃及、 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

福祉ꎮ⑥ 事实上ꎬ 早在 １９５６ 年ꎬ 爱资哈尔就曾发布过禁止与以色列进行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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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和解的法特瓦ꎮ① 爱资哈尔前后立场不一的做法使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ꎬ
引起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ꎬ 爱资哈尔的学者也因此被拒绝参加伊

斯兰国际会议ꎮ② 由此可见ꎬ 为服务于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 «埃及以色列

和平条约»ꎬ 爱资哈尔甚至不惜发布前后矛盾的法特瓦ꎬ 并对自身在阿拉伯伊

斯兰世界的信誉和权威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第三ꎬ 在萨达特执政后期ꎬ 爱资哈尔积极配合政府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ꎬ

在维护自身宗教权威的同时ꎬ 为萨达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宗教支持ꎮ 萨达

特经济政策的失败、 与以色列媾和、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ꎬ 以及中东地区伊

斯兰主义运动高涨ꎬ 都刺激了埃及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发展ꎮ 由于爱资哈尔及

其宗教学者长期对政府言听计从ꎬ 招致了伊斯兰团体的批评和谴责ꎮ③ 在这种

困境下ꎬ 爱资哈尔仍选择配合政府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ꎬ 并通过倡导正统伊

斯兰思想维护自身的形象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９ 年的 «爱资哈尔杂志» 刊登了萨达特

抨击伊斯兰团体反政府活动的演讲ꎮ④ 爱资哈尔的伊斯兰研究院也为萨达特辩

护ꎬ 声称其为埃及民族和伊斯兰信仰的守护者ꎮ⑤ 与此同时ꎬ 爱资哈尔还极力

抵消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ꎬ 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划清界限ꎮ 为了使爱资哈尔在

反对伊斯兰激进组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ꎬ 萨达特政府赋予爱资哈尔一定的

自主权ꎬ 包括允许爱资哈尔大教长和乌里玛对政府进行批评ꎬ 接受爱资哈尔

在酒精立法方面的要求等ꎮ 另外ꎬ 为了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ꎬ 萨达特政府需

要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ꎬ 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ꎮ 在此背景下ꎬ 爱资哈尔

在推进埃及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时任爱资哈尔大教长

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比萨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 ａｌ － Ｒａｈｍａｎ Ｂｉｓａｒ)
曾在华盛顿伊斯兰中心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担任管理者ꎬ 他通

过密切与美国宗教机构的联系ꎬ 助力于发展埃及与美国的友好关系ꎮ 在此过

程中ꎬ 爱资哈尔十分主动地配合埃及政府的对美外交ꎬ 大教长比萨尔甚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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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除非是重要问题ꎬ 否则不要反对总统ꎬ 应避免爱资哈尔与总统的冲

突”①ꎮ 由此ꎬ 在萨达特执政后期ꎬ 爱资哈尔的自主性大大提高ꎬ 并在埃及外

交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 在萨达特时期ꎬ 爱资哈尔曾伴随政府采取宽松的宗教政策谋

求自主性ꎬ 并进行了一定的自主对外交往ꎬ 但它仍始终处在政府的领导和控

制之下ꎬ 继续服务于埃及的外交ꎮ 在外交领域ꎬ 爱资哈尔仍服务于政府外交ꎬ
并突出表现为呼吁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ꎬ 维护埃及的国际地位ꎻ 配合萨

达特外交政策调整ꎬ 运用宗教影响力为埃以媾和提供宗教正当性ꎻ 与政府合

力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ꎬ 倡导正统伊斯兰思想ꎮ 在此过程中ꎬ 爱资哈尔不仅

因支持萨达特的埃以媾和政策与埃及政府一起陷入外交危机ꎬ 而且因其采取

前后矛盾的立场引发了自身的道德危机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 爱资哈尔的困境

是萨达特时期埃及外交困境在官方宗教领域的折射ꎮ

三　 穆巴拉克时期: 服务于埃及的外交调整

在萨达特于 １９８１ 年遇刺身亡后ꎬ 穆罕默德  胡斯尼  穆巴拉克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Ｈｏｓｎｉ Ｍｕｂａｒａｋ) 长期任埃及总统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 年)ꎬ 直至 ２０１１ 年

在民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辞职ꎮ 穆巴拉克时期ꎬ 为遏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崛

起ꎬ 爱资哈尔作为官方伊斯兰的地位更加突出ꎬ 并被给予更多活动空间ꎮ 在

外交方面ꎬ 为打破萨达特留下的外交僵局ꎬ 穆巴拉克推行全方位的平衡外交

战略ꎬ 在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同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ꎬ 在维持与以色列和平关

系的同时力争回归阿拉伯世界ꎮ 此外ꎬ 穆巴拉克积极发展与亚非欧国家的关

系ꎬ 致力提高埃及的国际影响力ꎮ②

穆巴拉克政权对爱资哈尔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视其为平衡伊斯兰激进势力

的重要力量ꎮ 穆巴拉克政府认为ꎬ “爱资哈尔及其毕业生要忠于政府ꎬ 同时爱

资哈尔也是平衡社会伊斯兰化压力的来源ꎮ” ③面对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挑战ꎬ

４９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ｔｅ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 / １９２０７０２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６
陈天社: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发展及其局限性»ꎬ 载 «外国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７ ~ ７９ 页ꎮ
Ｔａｍｉｒ Ｍｏｕｓｔａｆａ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ꎬ ｐ １３



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穆巴拉克政府除使用高压手段进行打击外ꎬ 也注重运用爱资哈尔与其进行斗

争ꎮ １９８１ 年ꎬ 穆巴拉克接管政权后立即逮捕大批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ꎬ 并要

求爱资哈尔学者与 “圣战” 分子进行公开辩论ꎮ① 爱资哈尔学者不断公开谴

责激进势力的暴力行为背离了真正的宗教信仰ꎮ 穆巴拉克政府需要运用爱资

哈尔的宗教权威对抗伊斯兰激进势力ꎬ 因而赋予其更多自主性ꎮ 例如ꎬ 政府

赋予爱资哈尔对电子媒体的审查权ꎬ 规定所有政府出版物都需获得爱资哈尔

的批准ꎮ② 与此同时ꎬ 穆巴拉克政府加强了对私有清真寺的管理ꎬ 实行许可证

制度ꎬ 并控制布道主题和监督演说ꎬ 以此来巩固爱资哈尔作为官方伊斯兰机

构的核心地位ꎮ 此外ꎬ 政府还允许爱资哈尔批评政府的政策ꎬ 默许它发表与

政府不一样的立场观点ꎮ 在此背景下ꎬ 爱资哈尔的独立性有所上升ꎬ 甚至敢

于批评政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爱资哈尔大教长盖德哈克 (Ｇａｄ ａｌ － Ｈａｑ) 将伊斯兰

运动的兴起归咎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ꎬ 强调激进分子的出现是埃及政府对宗

教处理不当的结果ꎬ 并建议政府给予爱资哈尔更多的发言权ꎮ③

在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外交中ꎬ 爱资哈尔的自主性有所上升ꎬ 但在总体

上仍与当局保持立场一致ꎬ 并为现政权服务ꎮ④ 第一ꎬ 爱资哈尔利用其宗教优

势地位ꎬ 配合埃及政府谴责恐怖主义ꎬ 加强反恐国际合作ꎮ 穆巴拉克政府在

与美国等国合作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同时ꎬ 通过爱资哈尔的宗教

权威为反恐政策和反恐合作提供合法性ꎮ 爱资哈尔大教长赛义德坦塔维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ａｙｅｄ Ｔａｎｔａｗｉ) 多次公开谴责自杀式袭击等恐怖行径ꎬ 认为不同

的信仰应合作而非对抗ꎮ⑤ 穆巴拉克政府也不断明确和巩固爱资哈尔的宗教权

威ꎬ 鼓励爱资哈尔宣传正统和温和的伊斯兰教ꎬ 而爱资哈尔也积极配合政府

坚决反对恐怖主义ꎮ 在 ２００１ 年以色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ꎬ 爱资哈尔明确谴

责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袭击平民ꎮ⑥ 在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坦塔维不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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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谴责本拉登 (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的恐怖主义行径ꎬ 而且进一步澄清 “圣
战” 的含义ꎬ 声称 “圣战” 的本质是防御ꎮ① 爱资哈尔还致力于缓解西方与

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６ 年ꎬ 爱资哈尔向到访的英国查尔

斯王子授予荣誉博士学位ꎬ 旨在提高伊斯兰教在西方的宽容形象ꎮ② 同时ꎬ 美

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给予坦塔维高度评价ꎬ 称其是宗教宽容的代言

人和宗教间对话的重要人物ꎮ③ 爱资哈尔在政府的授意下ꎬ 积极展开自主外交

活动ꎬ 在配合埃及政府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同时ꎬ 致力于维护伊斯兰教的和

平形象ꎮ
第二ꎬ 发挥爱资哈尔的宗教领袖作用ꎬ 软化宗教界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ꎬ

服务于埃及与以色列改善关系ꎬ 以便使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当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 (Ｅｚｅｒ Ｗｅｉｚｍａｎｎ) 访问开罗时ꎬ 爱资

哈尔大教长盖德哈克曾拒绝与其会面ꎬ 以表示其反对以色列的立场ꎮ 而

１９９５ 年ꎬ 时任爱资哈尔大教长坦塔维发布法特瓦ꎬ 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拥有

依据 «古兰经» 寻求与犹太人和平的权利ꎬ 并表示很高兴收到访问以色列的

邀请ꎮ④ １９９７ 年坦塔维在开罗会见了以色列的德裔犹太教首席拉比伊斯雷

尔迈尔劳 (Ｙｉｓｒａｅｌ Ｍｅｉｒ Ｌａｕ)ꎬ⑤ 坦塔维表示这次会面 “将服务于伊斯兰

教”ꎬ⑥ 展现了他以宗教宽容应对激进势力压力的勇气ꎮ 虽然此举遭到反对者

的谴责ꎬ 但是埃及前总理穆斯塔法哈利勒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ｈａｌｉｌ) 则赞扬坦塔维

的行为是公正的ꎬ 并强调了伊斯兰教是温和的而非极端的ꎬ 可以与其他所有

宗教和平共处ꎮ⑦ 此外ꎬ 坦塔维还与其他宗教的领袖保持了良好关系ꎬ 强调不

同信仰之间应进行合作而非冲突ꎮ 然而ꎬ 坦塔维与以色列的接触招致了埃及

媒体的批判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８ 年坦塔维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 ( Ｓｈｉ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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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Ｐｅｒｅｓ) 握手后ꎬ 有埃及媒体要求坦塔维辞职ꎮ① 总之ꎬ 爱资哈尔对以色列的

立场相对过去发生了明显变化ꎬ 并且强调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重

要性ꎮ 上述言行虽然遭到了宗教界的批评ꎬ 但爱资哈尔仍选择与政府步调一

致ꎬ 服务于埃及外交ꎮ
第三ꎬ 穆巴拉克政府利用爱资哈尔的宗教影响力ꎬ 缓和与阿拉伯国家以

及美国的关系ꎬ 帮助埃及重新树立地区大国地位ꎮ 在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中ꎬ 为

博取美国的好感和财政支持ꎬ 埃及加入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阵营ꎬ 并强

调向海湾地区派遣阿拉伯部队是摆脱海湾危机的最佳选择ꎮ 尽管埃及社会反

对埃及参战的政策ꎬ 但爱资哈尔仍表示了支持政府的立场ꎬ 称战争并没有违

反伊斯兰法律ꎮ② 海湾战争后ꎬ 埃及寻求改善与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

关系ꎬ 试图通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交好恢复地区影响力ꎬ 争取财政援助ꎮ 爱

资哈尔大教长坦塔维多次公开称赞沙特在伊斯兰教法上的模范作用ꎬ 并跟随

政府ꎬ 发布支持沙特的法特瓦ꎬ 多次出席沙特的宗教活动ꎮ
第四ꎬ 围绕伊拉克战争ꎬ 尽管爱资哈尔的立场具有一定的矛盾性ꎬ 但仍

服从政府领导ꎬ 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ꎮ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ꎬ 埃及既想反对美

国发动战争ꎬ 又想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ꎬ 这种摇摆的态度导致爱资哈尔内

部出现分裂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发布法特瓦ꎬ 要求穆斯林

反对 “十字军入侵”ꎻ 几天后ꎬ 坦塔维又称海湾战争不是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战

争ꎮ③ 同年 ８ 月ꎬ 爱资哈尔学者发布法特瓦ꎬ 宣布禁止承认伊拉克临时政府ꎮ
但坦塔维随后又驳回了此条法特瓦ꎬ 称爱资哈尔无权干涉他国事务ꎮ④ 这表明

爱资哈尔依然服从政府需要ꎬ 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ꎮ
综上所述ꎬ 在穆巴拉克时期ꎬ 虽然爱资哈尔获得的权力和自主性有所扩

大ꎬ 但在总体上仍在政府掌控下参与埃及的政治进程ꎮ 在该阶段的埃及外交

中ꎬ 在反恐问题上ꎬ 爱资哈尔在谴责恐怖主义、 赋予埃及反恐政策以宗教合

７９

①

②

③

④

“ Ｓｈｅｉｋｈ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ａｙｙｉｄ Ｔａｎｔａｗｉ: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Ｉｍａｍ Ｗｈｏ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ｏｂｉｔｕａｒｉｅｓ / ｓｈｅｉｋｈ － ｍｏｈａｍｅｄ － ｓａｙｙｉｄ － ｔａｎｔａｗ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 ｉｍａｍ － ｗｈｏ －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 －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 １９２３６７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６

Ｍａｈａ Ａｚｚａｍꎬ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７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４８１

Ａｂｄｅｎｎｏｕｒ Ｂｅｎａｎｔａｒꎬ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Ｉｒａｑ: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３８

Ａｂｄｅｎｎｏｕｒ Ｂｅｎａｎｔａｒꎬ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Ｉｒａｑ: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法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ꎻ 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埃及与以色列关系问题上ꎬ
爱资哈尔通过与犹太教的互动展现宗教宽容ꎬ 构成对埃及外交政策的有益补

充ꎻ 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热点问题上ꎬ 爱资哈尔仍采取与政府相似的

立场ꎬ 配合政府协调与阿拉伯世界及西方的关系ꎮ 在穆巴拉克时期ꎬ 爱资哈

尔面临的挑战是在服从政府需要情况下维持自主性的压力ꎬ 伊斯兰世界的宗

教界、 舆论界都期待爱资哈尔能够更加自主ꎬ 但埃及的政教关系格局以及政

府对爱资哈尔官方伊斯兰身份的塑造和控制ꎬ 使爱资哈尔尽管实现了自主性

的有限提高ꎬ 但并无法在本质上改变其受制于政府的附庸地位ꎮ

四　 结语

从历史角度看ꎬ 爱资哈尔的兴起发展得益于法蒂玛王朝包容、 开放的文

化精神和温和的价值观ꎮ 近代以来ꎬ 爱资哈尔广泛参与了埃及的政治进程ꎮ
进入现代后ꎬ 埃及的世俗化进程和政教分离的教俗格局ꎬ 使爱资哈尔成为官

方伊斯兰机构的代表ꎬ 并在埃及政府的内外政策中扮演了服务者、 支持者、
配合者和补充者的角色ꎮ 但是ꎬ 在埃及的历史进程中ꎬ 爱资哈尔始终面临着

既服从政府领导又要体现自主性的压力ꎮ 尽管在不同时期爱资哈尔的自主性

有所不同ꎬ 但政府处于主导地位ꎬ 爱资哈尔处于从属地位的基本格局从未发

生改变ꎬ 二者的主从关系格局也决定了爱资哈尔作为埃及外交服务者、 支持

者、 配合者和补充者的角色ꎮ 爱资哈尔作为官方伊斯兰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

角色和作用ꎬ 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 爱资哈尔、 伊斯兰政治反对派 (以穆斯

林兄弟会为代表) 之间的复杂关系ꎬ 也展示了传统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 世

俗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ꎮ
第一ꎬ 从世俗与宗教关系的角度看ꎬ 埃及作为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ꎬ 始

终坚持世俗化的政治模式ꎬ 排斥宗教干预政治ꎮ 但作为宗教传统深厚的国家ꎬ
历届埃及政府都利用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获取和巩固政治合法性ꎮ 因此ꎬ 政

府对爱资哈尔的管控与利用ꎬ 在本质上反映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平衡

的世俗与宗教矛盾ꎮ 在确立和巩固埃及国家认同ꎬ 为埃及外交政策提供宗教

合法性ꎬ 树立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地位ꎬ 以及增强埃及的文化软

实力等方面ꎬ 爱资哈尔与埃及政府总体上保持了合作关系ꎮ 但是ꎬ 政府外交

政策的变化有时使爱资哈尔陷于尴尬境地ꎬ 而爱资哈尔从宗教出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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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主张等诉求也会对政府构成一定挑战ꎮ
第二ꎬ 从接受领导与维持自主关系的角度看ꎬ 爱资哈尔始终面临着既服

从政府领导又要体现自身自主性的压力ꎮ 因爱资哈尔长期为埃及政府的政策

进行辩护ꎬ 自己的立场往往前后矛盾ꎬ 导致爱资哈尔自身陷入道德和合法性

危机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为维护自身声誉和形象ꎬ 爱资哈尔需要坚守立场ꎬ 强调

其伊斯兰权威地位ꎬ 但又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ꎬ 发挥 “官方伊斯兰” 的作用ꎮ
对于政府而言ꎬ 既要在本质上控制爱资哈尔ꎬ 又要在形式上赋予爱资哈尔一

定的自主权ꎬ 进而也使之面临如何准确拿捏和平衡爱资哈尔力量的考验ꎮ
第三ꎬ 从现实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角度看ꎬ 在埃及外交中ꎬ 现实

国家利益始终优先于爱资哈尔所代表的宗教价值ꎬ 爱资哈尔必须服从埃及国

家利益的需要ꎮ 以巴以问题为例ꎬ 爱资哈尔曾经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发布法特瓦ꎬ 号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抗以色列ꎬ 禁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进行接触ꎮ 这显然是服务于埃及国家利益的表现ꎬ 即联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抗击以色列ꎬ 维护埃及在阿以冲突中的领导地位ꎮ 在 １９７９ 年埃及和以色列建

交后ꎬ 爱资哈尔又在萨达特政府的压力下发布法特瓦ꎬ 支持埃及与以色列的

和平条约ꎬ 强调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可以和平共处ꎮ
这同样是服务于埃及的国家利益ꎬ 即通过实现埃及与以色列和解ꎬ 实现埃及

国家安全、 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等国家利益ꎮ 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尽管使爱

资哈尔的信誉和权威受到冲击ꎬ 但有利于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ꎮ
总之ꎬ 尽管政府和爱资哈尔存在控制与自主的矛盾ꎬ 但是二者的主从关

系格局决定了爱资哈尔作为埃及外交服务者、 支持者、 配合者的角色ꎮ 半个

多世纪以来ꎬ 爱资哈尔既寻求维护其在伊斯兰教界的权威地位ꎬ 又注重维护

埃及的国家利益ꎬ 并发挥其影响力ꎮ 在未来ꎬ 埃及政府将继续对爱资哈尔发

挥领导作用并赋予爱资哈尔一定的自主权ꎬ 使爱资哈尔作为 “官方伊斯兰”
发挥支持、 配合埃及外交的作用ꎻ 爱资哈尔则在继续接受政府领导的情况下ꎬ
基于自身宗教机构的属性而寻求一定的自主性ꎮ 埃及政府与爱资哈尔关系的

核心是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ꎬ 并以埃及国家利益为核心协调和平衡二者的

关系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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