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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东伊斯兰国家 /乌里玛0的政治参与及其现实作用
*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成县  742500)

摘  要:  人们看待中东,往往看到的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军事组织所从事的政治或破坏性的
负面社会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影响, 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学

者忽视了 /乌里玛0 ( U lama) ¹阶层。然而,从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依据、/乌里玛0现实
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作用三个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到乌里玛在中东伊

斯兰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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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参与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一个被广泛使
用的概念,它指的是随社会的发展, 各种社会力量

和社会阶层被广泛地动员起来, 积极参加到政治过

程中的行为。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权威的理性

化,以及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 常常被看作是政

治现代化的三个主要标志。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

廷顿就认为: /政治现代化的最显著的征象,乃是社
会全民的政治参与, 以及新的政治制度, 如政党之

类的出现, 以组合和疏导这个参与 0。[ 1 ]尽管政治
参与的扩大能被看成政治现代化的征象,但在中东

伊斯兰国家,政治的广泛参与并非能带来政治的现

代化。因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现代化根植于中

东伊斯兰古老的传统和政治参与的特殊人群 ) ) )
广大穆斯林和特殊社会阶层 /乌里玛 0。

  一、中东伊斯兰国家 /乌里玛 0政治参与
的历史依据

  /伊斯兰教证明它是一种使政治产生动力的宗
教信仰。伊斯兰共同体既是精神的又是现实的;既

是教会, 也是国家。0 [ 2]因此, 在中东, 伊斯兰教不
仅仅是个人的信仰,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

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

伊斯兰教的这些特征有别于基督教和佛教, 这归因

于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公元 7世纪,阿

拉伯半岛处在由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历史

前夜。半岛社会秩序混乱,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血亲

复仇不断,这加剧了半岛的分裂。分裂和部落割据

阻碍半岛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社会发展的客观现

实要求半岛的统一。伊斯兰教的产生顺应了这一

历史趋势。先知穆汗穆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利用宗

教的统一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可见,伊斯兰教的

创立完成了半岛的社会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 伊

斯兰教的创立是一场社会革命。

从宗教的层面来审视,先知领导的革命消灭了

半岛的多神崇拜, 确立了独尊安拉的一神崇拜, 这

本身就是一场宗教革命。先知在麦地那建立的 /乌
玛 0 (W umma)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穆斯
林共同体。政治与宗教合一是乌玛政权最显著的

特征。可见,宗教权威和世俗政治权威在伊斯兰教

创立之时已合二为一,先知既是宗教权威又是世俗

政治权威, 先知的权威没有人能够挑战, 先知代表

真主在现实社会中对广大穆斯林进行统治。因而,

在当时没有一个特殊的宗教神职人员阶层参与现

实政治。但先知归真后, 问题就产生了: 由谁来继

承先知的宗教和世俗权威? 先知对这个问题也没

有具体说明。5古兰经 6 ( 4: 59)说: /信道的人们
啊,你们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

事人0 [ 3] 66,服从真主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原则,服从
先知, 在先知归真后就是服从天启经典 5古兰经6
和先知的言行录 5圣训 6。圣学释义学也表明, 5古
兰经6中 /你们当中的主事人0就是指具有人格魅
力的宗教领袖。先知去世后乌里玛就自然成为穆

斯林精神世界的权威象征。乌里玛的宗教权威主

要是通过对 5古兰经6和5圣训 6的注释和阐扬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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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因为, /经典 0本身具有 /静态的历史权威
性 0 [ 4] ,从而乌里玛把经典的权威赋予在自己身
上,通过 /伊智提哈德0 ( Igtihad) ¹和发布 /费特瓦0
( Fataw a)º发表具有宗教和神学合法性的见解来影

响现实政治的发展。因而, 乌里玛阶层在现实社会

中就具备了参与政治的历史依据。历史赋予乌里

玛的这一双重功能 (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治参与 )使

乌里玛具备了参与现实政治的持久动力。

  二、中东伊斯兰国家 /乌里玛 0政治参与
的社会基础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人民群众在历史
的形成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0。马克思这一唯物主义
史学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中东伊斯兰国家以乌里

玛为首的政治参与群体在推动中东历史向前发展

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国

家,因不同的文化等诸因素的差异而不同, 但就中

东而言,从乌里玛的政治参与所动员的社会基础层

面考虑,其人员构成主要由三个阶层组成:

第一,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这些人包括: 穆

夫提 (M ut,i伊斯兰教法说明官 )、伊玛目 ( Imams.

伊斯兰教长 )、夫克哈 ( Fugaha, 伊斯兰教法理学

家 )、卡迪 ( Gad is, 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即法官 )、宗

教教师 (M udarssis)以及在清真寺院和其他宗教机

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因此,乌里玛又是中东伊斯

兰国家教界上层神职人员的广义称谓。乌里玛是

中东伊斯兰社会结构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

殊阶层,其活动广泛, 涉及宗教、司法和教育等领

域,既是穆斯林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 也是法律

的仲裁人和执行者。

第二,不具备宗教权威的乌里玛中层。不具备

宗教权威,并不是指其在宗教层面没有权威, 只是

这种宗教权威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 而不直接的参

与政治决策而言。这一阶层的人员构成和乌里玛

宗教上层没有太大的差别, 大部分是穆斯林教法学

家、神学家和在一般清真寺从事宗教活动的广大神

职人员。人员构成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宗教上层,而

且这些人大多不在官方的宗教机构中任职, 也就是

不拿国家的工资,而与民间的宗教活动有密切的联

系,宗教权威上层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又有或多或少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逊尼派宗教上层由于历史原

因,他们和民间的乌里玛联系没有像什叶派宗教上

层那样密切,只是通过清真寺对其中层和广大的穆

斯林下层进行松散的组织。而什叶派内有严格的

教派等级和严密的组织以及其 /效仿 0»传统,在动

员社会力量上远远大于逊尼派。

第三, 没有宗教权威的广大伊斯兰教信徒下

层。广大普通穆斯林,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宗教信

仰和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通常而言,并不追求政

治参与,这有别于 /乌里玛0宗教上层和乌里玛中层。
他们的人员构成远远超过了前两个。他们往往是乌

里玛宗教上层权威从事政治参与所动员的基本社会

力量,处于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威的统治之下。

由上所知,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参与现实政

治的社会基础明显的呈现出 /金字塔 0型: 处在最
高层的宗教权威又能直接对现行政权施加影响的

人非常之少,这也就决定了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在

参与政治时必须动员 /乌里玛 0中层和广大的穆斯
林下层,必须考虑他们的宗教、政治利益方可达到

其参与现实政治的目的。而乌里玛中层和广大穆

斯林群众因不具备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 /通道 0,
又必须依附于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从而才能维护

他们的现实政治利益。这样,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乌

里玛的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就形成了以乌里

玛宗教上层为塔巅, 乌里玛为中层,广大普通穆斯

林群众为塔基的 /金字塔 0模式。构成这一 /金字
塔 0的原动力就是 5古兰经6和 5圣训 6。只是这一
动力由乌里玛这一特殊阶层在现实社会政治参与

中得以完成。

  三 、中东伊斯兰国家 /乌里玛 0政治参与
的体现及其现实作用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乌里玛从历史传统中获得了
参与现实政治的依据,这一历史使命通过动员其参

与现实政治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行动中得以实现。

(一 )乌里玛参与政治的体现

乌里玛参与政治的类型由于其在政权结构中

的地位不同,大致有三种:

第一, 间接参与一些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政体上属于世俗的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里。在中东,这一参与的代表是沙特。在沙特,乌里

玛上层通过对沙特王室提供建议间接影响政府当局

的政治决策。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 一般都依靠组

建政党或利用舆论影响穆斯林大众,从而形成对当

局的压力,间接的对当局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

第二, 直接参与。在伊朗, 什叶派乌里玛教士

是国家的 /监护人 0, 最高精神领袖大阿亚图拉是
国家的最高领袖。总统的任命和国家宪法的通过

都要有大阿亚图拉的签署方可生效。大阿亚图拉

有权罢免总统和废除宪法中的不合伊斯兰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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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例如, 1982年,伊朗阿亚图拉哈兹阿里组织

了一系列专家议会研究 /监护0问题。经讨论后专
家认为: /教法学家是真主代理人的代理人,他的命
令就是真主的命令0。

[ 5]

第三,破坏性参与。这种参与要求的并不是在

现存政治内部反映他们的利益, 实现他们的要求,

而是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企图代之以严格

按伊斯兰原则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同时, 他们不

愿通过合法的渠道或理性的方法来实现政治参与,

他们往往成立秘密组织或团体, 用暗杀、绑架、破坏

公共设施等恐怖主义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

求。这种政治参与造成的结果或是社会动乱,或是

现代化进程延缓, 或干脆推翻原有的政府, 建立新

的政治制度。破坏性参与的社会基础是教士阶层、

中下层民众、不满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其

中教士作用最大。

(二 )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

就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而言主要表现

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执政当局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来源。纵

观数世纪以来中东历史的发展演变, 不管统治者是

对他们采取政治强制还是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自

由,乌里玛支持统治者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普

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执政者需要乌里玛阶层对他

们的统治提供政治控制的合法性。

当然,乌里玛阶层并不是一诞生就具有如此的

政治功能,在先知及其后四大哈里发时代, 不存在

乌里玛这一特殊阶层。原因在于:一是在先知时代

没有人能取代先知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地位。二是

伊斯兰教强调人与神之间的直接沟通。直到 8世

纪奥斯曼帝国时代,乌里玛阶层才加入统治阶级的

行列,在当时受到帝国世俗王权的严格控制。尽管

如此, 帝国的世俗王权也要得到乌里玛的支持。

如,一个研究乌里玛在帝国现代化改革的作用的学

者指出: /帝国现代化改革所希望带来的结果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乌里玛的态度。0 [ 6 ] 29这正说明了
/乌里玛 0阶层在当时的政治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俗化民族国家在伊

拉克、叙利亚、埃及建立。当局均推行政教分离,严

格压制乌里玛参与政治。但不管是埃及的 /中东雄
狮 0纳赛尔、伊拉克萨达姆 #侯塞因的阿拉伯社会
复兴党政权,还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均在与乌里玛

的数次斗争中所获甚少。执政者最后都不得不借

助于乌里玛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与伊朗的乌里

玛制度不同 (在财政上是独立的 ) , 埃及的乌里玛

/是拿国家薪水的雇员。0 [ 6]譬如, 1979年 5月, 爱

资哈尔的乌里玛集团发布 /法特瓦0 ( Fataw a) ,认为

/埃及 -以色列和约是与伊斯兰法协调一致的, 这
个和约是出于圣战结束后以及十月战争胜利后的

有利地位才缔结的0。
第二, 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稳定。在波斯

湾国家,不管是神权君主制沙特,还是君主立宪的

约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

上也取决于乌里玛与君主友好合作。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大力向全世界

/输出伊斯兰革命 0, 这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
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

下, 1979年 11月圣城麦加发生的大清真寺被占事

件,把反对派的反政府事件推向了高潮。事件发生

后,沙特政府立即调集军警包围大清真寺。与此同

时,沙特国王请求乌里玛宗教权威机构拟订一封

/法特瓦0,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 立即投降, 否则
将以武力镇压, 并引用5古兰经6 ( 2: 191)中先知的
启示: /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
在那里进攻你们; 你们就杀戮他们,不信道者的报

酬就是那样的 0。[ 4 ] 21政府军在乌里玛的支持下镇
压了反叛, 维护了沙特社会的稳定。也正如约瑟夫

#凯切奇安指出: /乌里玛的权力和威望集中在神
学阐释的技能方面, ,十分清楚的是,在整个历史
上,乌里玛的这种顾问作用, 确也曾被政治领导层

所忽视。0¹但乌里玛在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稳定方
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第三, 削弱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乌里玛既可以增强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维护政

治秩序稳定,也可以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增强与削弱,关键在于执政当局对伊斯兰的态度,

以及现行政府的统治背离伊斯兰传统的程度。一

旦现行政府当局远远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为极

端乌里玛阶层所不能容忍,那么,作为伊斯兰教的

/捍卫者 0) ) ) 乌里玛阶层就要作出相应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利用伊斯兰教的传统削弱现行政府

统治的合法性。

1928年在埃及诞生了第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组 织 ) ) ) /穆斯林兄弟会 0
(M uslim B rotherhood)。这个极端组织明确反对阿

拉伯国家学习西方, 提出净化和重振伊斯兰教, 要

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泛阿拉伯帝国, 因此, 这一组

织千方百计要推翻各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府。近

一个世纪来,这个历史最久, 分布遍及阿拉伯的伊

斯兰极端组织不断制造爆炸、暗杀、暴动和政变。

1948年穆斯林兄弟会暗杀了当时的埃及总理诺拉

沙帕夏, 1958年又企图暗杀纳赛尔未遂, 后转入地

下,并转向中东和东亚各国发展,沉寂了十余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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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0年代末,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再起,并

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1979年原教旨主义在伊朗推

翻了推行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 以革命手段建立了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此事震惊全球,也极大地鼓

舞了中东各国的极端宗教组织革命夺权的热情。清

真寺成了煽动和策划革命的大本营, 与政府展开你

死我活的较量。埃及萨达特 (M uhammad AnW ar a l)
Sada,t 1918~ 1981)政府在革命的威胁下,于 1981年

9月 3日大规模逮捕极端分子, 10月 6日萨达特在

阅兵时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分部组织 /赎罪与迁徙0的
成员暗杀。事后埃及著名大教长沙拉维 ( al) sha '
raw ,i 1911~ )指出:如果真主同意他们的暗杀计划,

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警察、军队能够阻挡他们,,他
们的真实目的难道仅仅是想杀掉他吗? ,,他们所
有行动的意图难道不是要夺取埃及的政权吗。真是

一语破的,沙拉维教长不仅指出了穆斯林极端势力

的真实意图,也道出了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所特有的

性质。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不可能与现实

政治尽脱干系。

  四、结语

/伊斯兰是具有双重功能的宗教: 一方面作为
宗教体系,它有净化灵魂的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政

治思想体系,它又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它时刻向

政治权力提出要求。它以自身强大的政治认同功

能和合法性功能抗拒着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0 [ 7]

而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现实政治参与的代表, /乌
里玛0阶层正是 /双重功能 0的体现者和向 /政治权

力提出要求 0的现实代表之一。其政治参与既根植
于伊斯兰教的古老传统,有随社会历史演进而赋予

它新的时代内涵 (主要体现在乌里玛既是现行伊斯

兰国家政权的维护者 ) , 也是现行政权的 /掘墓
人 0。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并没有在全球引起 /连
锁反应 0,也没有在大多数中东国家引起政治 /地
震 0,但这不能说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已无力
左右执政当局。恰恰相反, 随着以 /世俗化 0为前
提的现代化进程陷入两难境地而不能解决 /现代性
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 0 [ 8]以及诸如失业、贫富
差距扩大化等问题时, 中东伊斯兰国家就会 /回
归 0伊斯兰教的传统, 从中找到解决的方法。因此,
在考虑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时,我

们不能仅仅站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角度上,忽视

中东伊斯兰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一味的追

求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因为西方的政治现

代化模式根植于西方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 适用于

西方的未必都是适合中东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

乌里玛阶层参与现实政治的 /正向0方面和 /负向0
方面作用, 明显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可见, 中东伊

斯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

等诸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

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参与者乌里玛阶层。尤其在两

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时代, 美式的

/民主 0及其所谓的 /大中东计划 0在中东引起的政
治混乱和社会无序的特殊情况下,强调古老的伊斯

兰传统,强调乌里玛的政治参与,重视其现实政治

作用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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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Peop le alw ays relateH am as of Islam ic activism and Islam ic Jih ad to their pol it ical or destructive behavior when they talk abou tM idd le E ast.

A ctually, rel igion exertsm uch more in flu ence than these Islam ic Jihad on pol it ics. Som e intern at ion al and dom estic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f ield s

alw ays neglect th e effect ofU lam a. Th is paper intends to d iscuss the im portan t role ofU lam a in Is lam states from three stages: first ly, the h istorical

basis of pol it ical part icipat ion ofU lam a; second ly, the social foundations; last ly, th e rep resen tat ion and funct ion. From the th ree stages, w e can see

the im portan t role th at U lam a has p layed in Islam states in theM idd 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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