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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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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 中东国家普遍面对着国内二元文化的挑战,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着极大缺

陷。其根源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 ,各民族和利益群体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分歧在文化上

的体现。中东国家要解决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根本答案在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并使各民族平等分享现代化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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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区,文化的多

样性一方面丰富着中东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使

中东地区在民族国家建构上面临极大挑战, 由于

历史原因及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导致其普遍面

对文化冲突和二元文化矛盾。

  一、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二元文化矛盾

中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我们取其广义, 即

在传统中东概念基础上, 将马格里布国家 (阿尔

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 )以及苏丹、毛里

塔尼亚和索马里等涵盖进来。当前,中东民族国

家建构面对的二元文化矛盾包括:

(一 )基督教文化与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

中东是基督教的发源地, 虽然基督教产生后

没能在中东地区普遍流传, 但仍在个别地区顽强

生存, 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其对

中东的宗教和文化渗透也在同时进行,进一步加

剧了中东地区的二元文化矛盾。黎巴嫩是中东地

区基督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也是阿拉伯世

界中唯一的由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大宗

教居民构成的国家,到 20世纪 80年代初, 前者人

口约占 60%,后者约 40%
[ 1]
。

早在 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黎巴嫩开

始形成以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1926年,

宪法更明确了以教派人数为依据分配权力的原

则,独立后的 /民族公约 0肯定了教派分权制, 这

种独特的国家组织方式虽然使黎巴嫩获得了暂时

的安定,但它却给黎巴嫩长远发展带来了灾难。

严重的二元文化矛盾导致国家认同感缺乏,

对教派和家族的忠诚超过了对国家的认同, 真正

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无法得以建构, 使得黎巴嫩独

立后始终处于教派割据状态。 20世纪 70年代

后,随着人口比例变化和各派别之间实力消长,原

有平衡被打破,导致了 1975) 1990年的内战及以

后绵延不断的冲突,国家现代化受到极大破坏。

(二 )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与犹太文化

犹太文化与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同属宗教性

极强的文化,在 19世纪前, 两者在中东地区的矛

盾并不突出,但从 19世纪开始, 在帝国主义支持

和犹太复国主义推动下, 全世界犹太人大批移居

巴勒斯坦,并在 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

之后,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爆发了五次大规

模战争,侵占了大片阿拉伯土地,以籍阿拉伯人成

为以色列国内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根据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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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计局 ( CBS)估计, 在 2001年,以色列籍阿

拉伯人约有 120万, 是 1948年规模的 8倍, 几乎

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1 /5, 其中的穆斯林占 82%, 德

鲁兹人占 9%, CBS预测到 2020年, 阿拉伯人口

中穆斯林的比重将达到 85%
[ 2 ]
。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建国之日起就宣称, 以色

列是一个犹太民族国家, 建国后其内外政策都突

出国家的犹太性质, 1950年通过的 5回归法 6、

1952年通过的5国籍法 6、1985年通过的 5基本法

修正案 6, 都是为了确保犹太人的主体地位。但
随着以籍阿拉伯人口的迅速攀升, 以色列的歧视

性政策以及阿拉伯、犹太两个民族间的深刻隔阂,

使以色列遭遇到深刻的文化矛盾和国家认同问

题,不得不面对成为 /民族国家 0还是 /民主国家 0
的艰难选择。

(三 )非洲文化与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

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 非洲居民多信仰原始

宗教或基督教,公元 7世纪中叶后,穆罕默德的继

承者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 将整个北非地区纳入

阿拉伯帝国版图,并很快实现了文化和宗教的同

化。之后,伊斯兰教又通过和平手段向西非、东非

等地区扩散。

中东地区国家中面临非洲文化与阿拉伯 ) 伊

斯兰文化矛盾的主要是毛里塔尼亚和苏丹, 两国

的主流文化均是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 而黑人所

代表的非洲文化则处于弱势地位, 文化的二元性

使两国国内局势长期紧张, 引发了两次苏丹内战

和 1989年毛里塔尼亚的种族冲突。

(四 )库尔德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

中东地区众多民族中, 只有阿拉伯、波斯、突

厥和犹太四个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其余民

族则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其中库尔德人问题尤

为突出, 以情况最为严重的土耳其为例, 在其

6 000万人口中, 库尔德人约占1 500万人
[ 3]

, 但从

建国开始,土耳其政府就否认库尔德人的存在,将

其称为 /山地土耳其人 0, 并将其大量从原住地迁

往西部地区,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 ( PKK )同

土耳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导致约 3万

人丧生
[ 4]
。

(五 )其他文化间的矛盾

中东地区少数民族中, 未建立民族国家的除

库尔德人,还包括科普特人、柏柏尔人等,其中柏

柏尔人主要分布在北非, 其数量在 1 500万 ~

2 000万之间,其中摩洛哥是柏柏尔人比重最高的

国家, 根据 1992年研究,柏柏尔人约占其总人口

30% ~ 50% (在 900万 - 1300万之间 ), 其次是阿

尔及利亚,约有 450万
[ 5]
。

以摩洛哥为例, 其国内大部分柏柏尔人虽早

已皈依伊斯兰教, 但未被阿拉伯 ) 伊斯兰化的柏
柏尔人绝对数量仍然是北非最多的,他们多居住

在阿特拉斯山区和沙漠地带, 固守着自己的文化

传统。两种文化的矛盾虽不明显, 但其存在本身

就已对摩洛哥的国家团结构成隐患。

  二、化解文化间矛盾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

努力

  中东国家对本国的文化、民族冲突早有认识,

并采取各种手段来消除这种隐患, 以期构建真正

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依据方法和手段的差异,

可分为以下类型。

(一 )暴力型

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对库尔德人的态

度最为典型,它们对本国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活

动基本上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其中土耳其尤甚,

一味强调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拒绝进行任何谈

判和对话。

与土耳其相比,伊拉克政权相对虚弱,偶尔会

寻求同主要的库尔德派别达成和解,虽然它从未

兑现承诺,萨达姆上台后, 对库尔德人政策趋向严

厉,在 1980) 1988年的两伊战争和 1991年的海

湾战争期间,库尔德人乘机恢复了寻求自治甚或

独立的武装斗争, 但如同 20世纪 70年代他们的

努力, 在短暂的军事胜利之后, 都被萨达姆击败并

遭到屠杀
[ 6]
。

(二 )区别对待型

建国伊始,以色列就将民主、西方视为自己的

发展方向,并以犹太文化为核心构建一个以犹太

人为主体的现代民族、民主国家,在这一原则的指

导下, 犹太人的利益在以色列被优先照顾。

对阿拉伯人的政治歧视是一个事实, 在以色

列建国将近 20年的时间中,阿拉伯居民一直遭受

着军事统治,直到 1966年才结束; 而且以色列回

归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国是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犹

太人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这是其他任何族群都无

#47#



法享受的特权, 阿拉伯人获得公民身份尤其困

难
[ 7]
。

以色列主流社会对以籍阿拉伯人对国家的忠

诚普遍持怀疑态度,虽然以色列实行普遍义务兵

役制, 但从安全角度考虑, 不要求阿拉伯人服兵

役。但这变相剥夺了阿拉伯居民的公民权利, 因

为在以色列福利是和服兵役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

服兵役是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以及成为未来政治

领袖的重要条件。

(三 )妥协型

在解决国内二元文化矛盾方面, 黎巴嫩属于

典型的妥协型国家, 1943年的5民族公约 6确认教

派分权制,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 总理

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 议长由什叶派出任。这

种妥协虽然暂时保证了黎巴嫩的独立统一, 但人

口比例的变化和巴解组织的进入打破了原有脆弱

的平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其做法可谓是饮

鸩止渴。

(四 )一体化型

对本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采取一体化政策,

代表国家包括: 毛里塔尼亚、苏丹、利比亚等。其

中利比亚较为典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2004年报

告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一体化政策违反了国

际法, 报告指出: 其 1969年的宪法宣言第 5条公

开宣称: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不适
用于柏柏尔人 0, 对利比亚而言, 柏柏尔人的历

史、语言、文化和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 利比亚教

科书将其领土上原住民柏柏尔人称为 /古代阿拉
伯人0, 这是蓄意否认柏柏尔特征的存在,其目的

在于将这个国家柏柏尔意识的所有痕迹全部埋

葬
[ 8]
。

  三、理想与现实 ) ) ) 二元文化矛盾引发民族

国家构建中的问题

  20世纪以来, 民族国家构建 ( Nation - S tate

Buliding)、国家构建 ( Sta te Buliding)和民族构建

( State Buliding)三个概念普遍流行、共同使用, 来

描绘同一种历史现象, 即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

化的进程,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道奇特的风景。

所谓的 /民族国家构建0 ( nation- state build2
ing )就是 /国家构建0和 /民族构建 0的双重进程,

/国家构建 0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

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也即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经济权力之间关系建构的合理化过程; 而 /民族

构建0则是民族作为文化 ) 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
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

包括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 /认同0感

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

文化价值、共同的心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二是这

些行为者生存空间的确定化, 这要求有共同的生

活地域
[ 9]
。

与经历了几百年历史的欧洲国家相比, 中东

民族国家相对年轻,在民族国家构建的两个层面

都不完善, /国家构建 0方面:权力的产生、使用和

更替还保留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 /民族构

建 0方面: 中东地区主要民族都已建立自己的国

家,形成了确定的生存空间,但问题在于,部分民

族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 同时, 宗教、民族的差异

使得中东国家内普遍存在二元文化矛盾, 缺乏共

同 /认同0感,影响民族构建进程,其问题有二:

(一 )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碎化倾向

塞浦路斯和伊拉克是比较典型的国家。早期

塞岛居民是古代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后裔, 16世纪

后,奥斯曼帝国控制该岛, 土耳其人及伊斯兰移民

开始进入,希腊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塞岛的

冲突也由此开始, 从而为几百年后国家的分裂埋

下伏笔。1960年独立后, 希、土两族之间矛盾进

一步激化, 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 并于

1975年 2月和 1983年 11月先后成立了 /塞浦路

斯土族邦0和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0,
之后, 塞浦路斯以绿线 ( Green Line)为界,国家陷

入长期分裂状态。

伊拉克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一战前,伊拉

克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分为摩苏尔、巴格达和巴

士拉三个行省,一战后,根据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

莫达成的协议, 伊拉克正式成为英国的 /委任统

治地 0, 1921年英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 ) ) 伊拉克
王国成立。而库尔德人的建国愿望却因为凯末尔

革命胜利,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瓜分而破灭,从此

库尔德人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

四个国家内,但他们从未放弃建立民族国家的梦

想与斗争。其中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绝对数量较

少,但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四个国家中最高的。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 库尔德人寻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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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愈演愈烈, 与政府进行了长期武装斗争,

1979年萨达姆执掌政权后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诉

求采取坚决镇压立场,库尔德分离运动陷入低潮。

但海湾战争使库尔德人获得千载难逢的良机,

1991年 4月,美、英、法三国以保护伊拉克境内少

数民族为由,将其北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三个省:

埃尔比勒、杜胡克、苏莱曼尼亚, 约 4万平方公里

的区域设为 /禁飞区0,库尔德人从此获得事实上

的自治地位。2003年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库尔德

人政治势力进一步膨胀, 成为与什叶派并立的两

大政治力量,在 2005年大选中, 库尔德政党联盟

得票居第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主席贾拉勒 #

塔拉巴尼成为伊拉克总统。

2003年 11月, 伊拉克临时宪法 ) 过渡行政
法 ( TAL)向库尔德人自治提供了几项保证: ( 1)

库尔德斯坦地方自治政府 ( Kurd istan Reg iona l

Governm en,t KRG )继续保留; ( 2)库尔德语与阿拉

伯语同为官方语言; ( 3)除外交、安全、国家预算

以及对伊拉克自然资源的控制外, KPG有权调整

伊拉克法律在库尔德地区的应用, 其权力还包括

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征收税费; 保留对警察力量和

内部安全的控制,允许库尔德武装人员继续合法

存在
[ 10]
。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拥有自治议会、政

府、法院、司法及税收机构等,俨然是国中之国,同

样存在库尔德问题的相邻国家担心,伊拉克会成

为本国库尔德人效仿的榜样,民族、宗教导致的二

元文化冲突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

(二 )内战

苏丹地处阿拉伯北非与黑人非洲的交界地

带,也是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与非洲黑人文化的

中间地带。 12世纪中叶伊斯兰征服运动以后, 尤

其从 13世纪开始, 大批阿拉伯人移居苏丹, 当地

土著部落相继被征服并皈依伊斯兰教,到 15世纪

苏丹北部已经阿拉伯 ) 伊斯兰化。而苏丹南部地
区的黑人,即尼罗特人、尼罗哈姆人、努巴人等继

续保持着其固有的传统信仰和文化,约占苏丹总

人口的 30%
[ 11]
。

1956年宣告独立后, 由于在国家权力分配、

宗教、民族、文化、教育及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尖锐

的矛盾,民族国家构建的两个方面都未能实现,在

/国家构建0上,由于独立后苏丹政权在实际上推

行排斥南方居民的政策, 南方黑人对中央政权的

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 /民族构建0方面, 由于深刻

长久的宗教、文化差异和政府错误政策, 使得 /共
同认同感0非但没有形成, 相反, 民族间隔阂有拉

大趋势。最终结果导致 1955) 1972年和 1983)

2004年的两次内战, 第二次内战成为非洲持续时

间最长的战争之一,长期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使国家伤痕累累、筋疲力尽,成为联合国认定

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非洲国家和国际社

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在 2004年年末达成停火协议和全面

和平协议, 但协议的执行充满着坎坷, 尤其是

2005年南方领导人约翰 #加朗的遇难给苏丹民

族和解蒙上了阴影,苏丹要实现民族和解和完成

民族国家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矛盾 ) ) ) 现

代化的必然产物?

  在今天的世界,除日本、韩国、朝鲜、波兰、冰

岛、爱尔兰等国勉强可以称为单一民族国家外,其

余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 在民族国家建

构的过程中,都体验过国内多元文化的挑战。冷

战后, 美苏两极对峙时代受压制的民族、宗教矛盾

喷涌而出,据此,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争议极大

的 /文明冲突论0,认为 /文明冲突 0将取代意识形
态斗争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题,亨廷顿的理

论成为西方国家、学术界和媒体用来解释国际关

系的新工具。

与此同时,德国著名文化学者迪特 #森格哈

斯创立了文明 (文化 )内部冲突理论, 所谓文化的

内在冲突主要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

程中各个文化的内部所出现的文化争论和文化斗

争。
[ 12] 3
其动力是源自西方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由

于发展中国家均属后发外源类型, 因此在推动国

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

力和被边缘化的危险,为应对这一问题,国内各个

利益集团都站在自己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

案,但因利益差异和对形势的认知不同,各方的争

吵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森格哈斯教授还指出,

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直接相联系, 非西方社会的

文化内在冲突出现了两种发展情况:其一,鉴于卓

有成效的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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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这一情况主要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 其二,

鉴于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问题, 陷入了长期的发

展危机,从而导致社会 ) 经济的扭曲不断加深,文

化发展也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 第二种情况主要

出现在阿拉伯 ) 伊斯兰地区,在那里,鉴于现代化

发展断断续续,并出现了深刻的发展危机,从而在

那里形成了类似于内战的、争夺政治权力的、相互

对立的文化斗争阵线
[ 12 ] 5
。

中东因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丰富的石油资源、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的特殊位置以及与世界

现代化的先发地区 ) ) ) 欧洲相邻等因素, 其现代

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 1)外部大国: 随着

奥斯曼帝国衰败, 中东在 17、18世纪以后就成西

方大国争夺的对象,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英国

控制了埃及和海湾国家, 建立了 /英国治下的和

平 0 ( Pax Br itann ic),并同俄国一道将伊朗变成半

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成为法国势力范围。一战

后,英、法、意等国又进一步瓜分中东,英国占领伊

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变成自

己势力范围。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进入中东,中东

成为冷战格局下美、苏两国全球争夺的一部分。

他们推行分而治之策略,人为制造各种矛盾,导致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 ( 2)伊斯兰教:

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伊斯兰教在中东所有国家

都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是中东国家现代

化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处理是否得当,直

接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 3)动荡的地区局

势:二战后, 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其间爆发的战争有: 1948) 1982年, 阿以双方五

次大规模的战争; 1980) 1988年的两伊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 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

争; 2006年, 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 2009年 1月,

以色列展开 /铸铅行动 0, 全面封锁和进攻加沙。

除去上述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东各种小规模战争、

武装冲突不断, 也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

的地区之一。中东现代化就是在各个国家、民族

和集团的斗争中进行的, 斗争结果影响着利益群

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对国家现代化进程与选择

具有重大影响。 ( 4)政策的失误: 二战后,大批中

东国家相继独立,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其

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心态相当迫切,因而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宗教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过激和不

符合本国实情的政策,如: 过度强调主体民族的地

位及其文化、漠视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符合国情的

社会经济政策等,从而过犹不及,导致现代化遭遇

坎坷和发展的不连续,使得国内各集团间矛盾显

现并激化,国内文化间斗争加剧。

因而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中面对的二元文

化矛盾,其实质是现代化的产物,只有解决好国家

的现代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元文化矛盾,

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囿于中东地区复杂

的民族、宗教因素,其现代化建设必须对以下问题

予以更多关注。

其一,文化的多元性及各民族文化平等问题: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

展中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它没有

先进与落后之分。因而中东国家在现代化发展

中,应当承认各民族文化平等性, 尊重其历史价

值,从而缩小各民族心理上的差距, 增强对国家的

认同感, 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

体,不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此进程中形成

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和谐、民族团结的现代

国家,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

其二,全面彻底解决阿以、巴以矛盾, 消除地

区不稳定的根源。动荡局势使中东国家防务负担

沉重, 牵扯和占用了其大量精力和宝贵资源,也使

得国内外投资者对发展前景心存疑虑,对投资安

全性忧心忡忡, 矛盾解决将使中东国家集中力量

进行现代化建设。

其三,解决好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不协

调的问题,对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成为

现代化的推动力而不是阻力。中东现代化明显脱

节,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引起政治

上相应的变化, 政治上的不民主和国家权力的滥

用导致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偏离市场规律, 是对

中东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威胁。

在近代以前,中东一直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

前列, 各民族都以其勤劳智慧,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

文明, 只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世界现代化的启动,

打断了中东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目前,中东民

族国家构建面对的文化挑战, 主要是在现代化的

压力下,面对道路选择和利益分配的自然反映,世

界几乎所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不得不

面对。因而在中东现代化发展中,使各个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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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都能平等享受其带来的成果, 是解决中东民族

国家构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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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of theM iddle East and the cultural challenge

during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countries

ZHANG Y an- jun
( Northw estUn ive rsity, X ia'n 710111)

  AbstractB ecause o f com plicated h istorica l factors, the countries in the M iddle East are genera lly facing

the cha llenge from dom estic binary cu lture, and there r'e ex trem e de fectsw hen bu ild ing the national countries.

The root of it is that under the pressure o fm odern ization, these defect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cu ltura l d iffer2
ence when d ifferent na tiona lities and pro fit- concerning groups select various routes ofm odernizat ion and dis2
tribute pro fits in various form s. To so lve the problem s ex isted during building the national countries in theM id2
dle E as,t the key is to prom otem odernization o f the countries and m ake all the nations equa lly enjoy the fruit

ofm odernization.

  Key words: m odern izat ion; M iddle E as;t building national coun tries; contrad iction of b ina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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