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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宗教本身并不一定导致恐怖主义。作为人类文明一种重要的渊源性文化形式,一些宗

教在特定层面和阶段对暴力恐怖行为的一定诠释与支持往往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宗教历史层面

看,阿以之间的暴力冲突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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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看, 宗教本身并不一定导

致恐怖主义理论或实践。作为人类历史文明一种重

要的渊源性文化形式, 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或文明

进程中始终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与替

代的重要角色, 并同其它文化现象或形式之间有着

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从这种渊源性文化特征和角

色出发,某些宗教信仰体系中对于极端暴力恐怖行

为的一定诠释与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 伊斯兰和犹

太教尤其如此。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虽然在中东现代史上才

出现,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历史渊源或

传统则由来已久。一世纪, 奋锐党人反抗罗马残暴

统治的/西卡里0①运动是古代中东大规模恐怖活动

的鼻祖。这一犹太民族宗教性恐怖活动的暗杀对象

不仅包括罗马驻军、同当局合作的名人,甚至一些反

对仓促起义的犹太人也遭到暗杀。因而所/引起的
恐慌比灾难本身更让人吃惊。人们就像在战场上一

样,时时想到死亡。他们远远监视着自己的敌人, 甚

至不信任向他们走来的朋友。0 [ 1]由于对手的强大及

自相残杀,奋锐党人的起义最终失败并集体自杀, 但

其大规模恐怖活动却持续 25年之久,而/西卡里0则

被复国主义修正派思想家阿巴 # 阿契迈尔称颂为

/无名英雄0。

伊斯兰历史上以暗杀达到宗教政治目的由来已

久,哈里发奥斯曼和阿里等先后都死于这类暗杀。

11世纪末,什叶派一支新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0②

运动为/纯洁伊斯兰0, 将穆斯林重新融合为一个单

一共同体,直接将暗杀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义务,这

是伊斯兰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恐怖活动。除塞尔柱

宰相尼扎姆 #乌尔2穆尔克和哈里发穆斯塔希德外,

十字军时代叙利亚雷蒙二世和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

康拉德等也相继被杀, 萨拉丁本人因主张逊尼派教

义亦两次成为暗杀目标。尽管在 1275年为蒙古人

所灭,这场恐怖运动的震撼效果却长久留在人们心

中,并被当代原教旨主义者称为/伊斯兰的英雄0。[ 1]

一

当代恐怖主义的定义因各方政治或文化立场的

差异无疑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一般认为, 这种行为

指针对和平居民的暴力活动,以制造和扩散恐怖气

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同样,在许多问题上,譬如

关于所谓/和平时期0及/平民0的界定、袭击对象是

否仅为平民而不包括政府和军队, 以及如何理解某

些/革命性0暴力问题上,不同宗教(特别是伊斯兰)

因各自文化传统上的立场差异, 都提出了各具特色

的迥异诠释。

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同宗教

/圣战0观念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关系。所谓/圣战0
(即 al2Jihad,音译/吉哈德0)本身是一个动名词, 意

为/奋斗或有决心的努力0, 其主动名词 m ujahid则

指奋斗者或/吉哈德0的参与者。美国2伊斯兰关系
协会( CAIR) 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认为伊斯兰没

有、甚至不知道/圣战0一说, /吉哈德0只是一种宽泛

的伊斯兰核心观念,包括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战场上



 

的自卫, ,或反抗暴政及压迫等斗争[ 2] 。事实上,

正如《吉哈德:伊斯兰圣战渊源》一书所洞见的那样,

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看, 所谓/圣战0观念有一个渐

序诠释与选择的形成过程,如同《古兰经》观点的多

样性或分歧主要是当时多种情势的产物, 阿拉伯半

岛时期尚无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圣战0观念, 但在后

先知时代则发生了重要转变[ 3] 。

伊斯兰兴起及阿拉伯征服运动是/圣战0观念逐

渐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伊斯兰本身亦不乏许

多宽容思想,如《古兰经》明确阐明宗教上不强迫信

教,应当以德报怨等等,这并不妨碍教法学家在征服

时代将世界明确划分为/ 伊斯兰领土0与 /战争领

土0。/战争领土0上的居民分为/圣典之民0及多神
教信徒,前者由于共同的一神教信仰容许成为二等

公民,而后者则要么皈依伊斯兰,要么处死。虽然阿

语中也有更为含混地指称战争行为的语汇,但/吉哈

德0在很多背景下都意为战斗, 通常都带有/沿着真
主之路0这样的宗教性语汇修饰。由是,这种/沿着

真主之路0而奋斗的/吉哈德0就从宗教上赋予穆斯

林同对手战争的正义性, 并区别于前伊斯兰时期的

部落冲突。对于穆斯林来说, /吉哈德0之外的战争

都是不合法的。在圣训里, /吉哈德0实际上就等于

武装行动,如最著名的《布哈里圣训》中涉及/ 吉哈

德0的 199处都意为战斗
[ 2]

, / 占压倒性多数的传统
神学家、教法学家以及圣训学家都在军事意义上理

解吉哈德职责。0 [ 4]

前现代时期的/圣战0观念主要包括三种诠释。
传统教法观点认为/圣战0是全体穆斯林捍卫与扩大

伊斯兰领土的必需努力, 通常并非个人行为, 并须得

到哈里发权威的授权, 但在伊斯兰领土遭受突然进

攻的紧急情况下例外(什叶派则坚持这种进攻只有

在期待的伊玛目③出现时才允许) ; 14 世纪, 伊本 #

塔米亚强调不能严格遵守/圣战0在内的沙里亚法的

统治者无权继续统治, 积极/圣战0是合法统治者不

可或缺的职责; 所谓大小/圣战0的说法是苏菲派神
秘主义的观念, 并不基于权威的圣训传述。按照哈

扎里的诠释,苏菲信徒将对内拒斥身体本能以及多

神教诱惑的努力称为/大圣战0,以别于外向性的/小
圣战0,这一提法遭到伊本 #塔米亚等的坚决反对。

所谓/防御性圣战0最早出于赛义德 #阿赫迈德汗的

观点。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期间, 他提出/圣战0只

意味着防御性战争,只要英人不积极干预伊斯兰实

践, 就不能为进一步抵抗作正义化注解。此后, 对

/圣战0观念的这种调和性发掘与诠释成为同所谓现

代西方世界接轨的变通途径。[ 2]

伊斯兰/圣战0观念对当代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
性在于近现代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对它的进一步扩充

与诠释。这首先是针对穆斯林腐败政权的一种内部

/革命0理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总指导库特布强调

政府是对伊斯兰实践持敌视态度的宗教乡巴佬, /圣
战0是穆斯林以其他方式延续真主政治的职责, 同这

些把人类引向邪路的人战斗是穆斯林的神圣义务;

而毛杜迪则进一步阐述/圣战0既非强迫改宗,也非

自卫,而是一种强调政治权力的/世界革命0;
[ 5]
在斗

争方式上,法拉叶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任何不实行传

统教法推断、进行所谓/革新0的统治者都是异端,必

须用革命性暴动去除他们,以纯洁伊斯兰社会和秩

序。[ 6] /当有害信仰的人需要除掉时,杀人就等于祈

祷0, /杀死一个拒绝改过的伪君子胜过祈祷一千

遍0 [ 1]
。

新理论诠释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坚决反对所谓

/防御性圣战0的观点。库特布认为, 当代伊斯兰对

于拒绝真主教诲, 既不皈依,也不交纳人头税的异教

徒,既然他们反对真主为人类全面和平提供的手段,

只有进行/圣战0。/圣战0并不仅限于防卫,传统的

捍卫伊斯兰的狭义/圣战0看法是错误的, 所谓防御

性/圣战0妨碍履行对真主的职责。毛杜迪和库特布

都坚持在伊斯兰遭受联合进攻的时候, /圣战0是全
体穆斯林的首要职责, 并强调使用武力与伊斯兰作

为一种生机勃勃的运动特性间的内在联系,而那些

将/圣战0局限于防御性目的或伊斯兰领土的改革派
和民族主义者是在西方压力下背叛了这一神圣职

责。[ 5]

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极端暴

力斗争无疑是对前述伊斯兰/圣战0理论的实践诠释
与发展。从其萨拉丁式的视角来看, 巴勒斯坦现状

是西方基督教徒为从穆斯林手中夺取圣地而进行的

十字军运动的结果, 19世纪的西方学者和传教士完

成了思想进攻,一战中欧洲从土耳其手中/解放0圣
地则是其军事上的进攻。④犹太复国主义, 特别是以

色列国的建立不仅是巴勒斯坦人, 更是整个伊斯兰

世界一件不可估量的悲剧,是东西方列强同犹太复

国主义者在伊斯兰领土建立其桥头堡的一个阴谋。

阿拉伯人的/圣战0武装斗争就是为了消灭异教徒,

收复失地,是对异教徒非法统治圣地的/ 摆脱0 ( al2
Intifada) , 是伊斯兰重建或恢复, 而非征服或扩

张。[ 6]

对哈马斯而言, 巴勒斯坦是真主赐予穆斯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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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直到末日的伊斯兰瓦克夫⑤ , 中东和平进程只是

帝国主义列强及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所谓合法方式瓦

解阿人斗争与团结的诡计。腐败或同列强合作的政

府已丧失授权/圣战0的传统合法性,在外敌入侵的

特殊情势下更不现实。形势所迫,人人必须为真主

弃恶扬善,这是每个穆斯林的职责,妇女和仆人也可

不经丈夫或主人同意参加/ 圣战0。正如法拉叶所

言, /弱者将为其利益而战, 即使必须使用刀子和石

头在世界上传播混乱0, 由于敌人的强大, 穆斯林非

正规战士的军事劣势使之必须不择手段
[ 6]
。由是,

自杀性攻击成为穷人自卫的武器,而政府无疑亦很

难使之去合法化。

在这一/圣战0中, 牺牲生命以攻击敌人的爆炸

行为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恐怖性自杀行为。事实

上,《古兰经》严禁自杀或自我毁灭行为,这是因为没

有耐性、绝望或其他恶的原因。而为了真主事业献

身的/烈士行动0则是一种最大牺牲,更可进入天堂。

在确信自己可以伤敌自存或同归于尽的情况下, 圣

训允许穆斯林同敌人单独战斗,直至牺牲,但禁止杀

害妇孺。两种情况例外, 其一是已参加战斗(他们已

非平民)或与完成军事任务有关者。后者在现代战

争条件下被扩大,所有非战斗人员要么是/潜在战

士0, 要么同援助活动有关(至少他们选举并协助其

政府的行为) ;其次是在总攻或远攻时无法避免的误

伤,这里也包括穆斯林自身。[ 7]由于炸弹袭击可能迫

敌退出被占领土, 因而也就包括在后一例外之中。

而无辜者的伤亡是受其领导人罪过的牵连, 并非暴

力行为本身的直接结果[ 6] 。

必须指出, 阿以冲突中穆斯林自杀性暴力袭击

更多是在现存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一种绝望反抗, 正

如黎巴嫩真主党精神领袖所言, /暴力乃无奈的最后
举措,伊斯兰并不将暴力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

法。0[ 6] 对于暴力恐怖行为, 教法在抢劫 ( H irabah)

名义下同样加以严惩, 重视具体行为结果是否造成

人们社会心理上的恐怖, 而无论行为本身是否带有

明确动机。但 20世纪以来这项教法不仅针对危害

公共安全,更多针对威胁教法自身地位的行为,这一

趋势反过来又成为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库特布以沙里

亚法为准绳、挑战世俗政府统治的正名工具[ 8] 。

二

应当明确, /正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犹太人率

先制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恐怖活动。0 [ 1] 1917 年《贝尔

福宣言》后犹太移民大批涌入巴勒斯坦,在同当地阿

人的冲突混乱中双方互有过激行为。至 30年代末,

双方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恐怖手段, 但并非政治组

织有计划的步骤。1939年英国改变偏袒政策,开始

限制移民数量,犹太人对托管当局的态度亦随之大

变,公开采取有组织恐怖袭击作为施压手段。本 #

古里安在哈加纳
⑥
秘密会议上直言不讳, /到现在为

止,我们一直按照法律的精神进行活动,从现在起,

我们的某些行动将针对法律,目的是使法律毫无威

力。0 [ 1]
复国主义大会对犹太组织一系列大规模恐怖

事件表面上谴责,暗中却加以支持。魏茨曼听到大

卫王宾馆被炸事件时, 激动得泪流满面, 声称/我情

不自禁地为我们的孩子而骄傲。0 [ 1]

犹太移民的暴力恐怖活动由来已久。1930年

哈加纳建立的七年后从中分裂出主张以全面暴力建

立大以色列的伊尔贡⑦ , 后又从这个恐怖组织中分

裂出更为激进的斯特恩帮
⑧

, 二者制造了大量恐怖

事件。联合国分治协议通过后, 犹太恐怖组织目标

立即从赶走英国人转向赶走阿拉伯人。一些领导人

公开赞成消灭包括妇孺等所有挡路者的策略。战争

最初几个月里, 正规部队也采取了这一立场。哈加

纳和帕马奇在行动中不管老幼妇孺是否抵抗,一概

加以屠戮。对于迪尔亚辛事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

贝京得意地自许道, / (阿人)这种大规模逃亡迅速转

为疯狂的无法自制的蜂拥逃窜。在现在以色列领土

上的 80万阿拉伯人中,只剩下 16. 5 万人。这一发

展的政治经济意义估计得再高也不算过分。0 [ 1]

从 1948年建国到/六 #五0战争是以色列国家
恐怖主义时期。以军事情报机构对阿拉伯国家境内

的犹太人、西方目标以及境外的阿拉伯人多次进行

恐怖活动,以达到驱逐阿人、吸引犹太移民、制造战

争借口,或破坏阿拉伯国家同西方关系的政治目的。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 以色列一方面用暴力阻止巴勒

斯坦难民返乡,另一方面又以恐怖手段企图驱逐剩

余的阿拉伯人
⑨
。对于阿拉伯国家不愿离开世代家

园的犹太人,以当局通过地下组织伪装成阿极端分

子在其驻地制造连续爆炸事件, 以激起大规模犹太

移民⑩。美国人也承认/ 以色列有一个按预定时间

表实施的报复计划, 目的是通过逐步加剧该地区的

紧张状态引发战争。0 [ 1] 为防止西方对埃经济军事援

助, 1954年以恐怖分子在开罗制造一系列爆炸事件

败露,国防部长拉冯气急败坏,称对西方的惟一手段

就是采用/使其恐怖的直接行动0。而在恐怖袭击中
杀人如麻的米埃尔 #哈兹奥泽lv更被官方称赞为以

青年榜样和军队的战斗象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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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文化学角度看,犹太教文献的历史积累、

诠释与筛选事实上同样反映了宗教资源在实际生活

选择上的多样性,因而不可能避免关乎恐怖暴力行

为的宗教资源。希伯来《圣经》本身严禁杀人, 但同

时又包含不少允许屠杀的内容。如雅赫维要以色列

人大批屠杀敌兵以及一些民族的和平居民, /上帝将
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 不可

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0(《申命记》7: 2)而大

卫王则将亚扪京城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 或铁钯

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大卫待亚扪各城

的居民,都是如此。0(《撒母耳记下》12: 31)

以色列国内政治中的恐怖主义行径要从犹太教

对复国主义运动等问题的宗教立场谈起。犹太弥赛

亚救赎信仰包含了复国内容, 但在犹太神秘主义体

系中,弥赛亚救赎本质上是以宗教虔信为基础的神

秘内在,而非现实历史中个人及民族命运的外在层

面。18世纪的东欧哈西德运动将救赎直接分为个

体灵魂的救赎与弥赛亚救赎两部分,前者依赖个人

虔诚的宗教行为得以实现,后者则由上帝单独完成,

与任何个人努力无关。因而它最终注重的是非现世

或人力所可以加速其实现的神性救赎, 整体上强调

的是犹太人群体或个体灵魂上的道德完满。[ 9]

正统派犹太教多数也视复国运动为一种异端信

条,是对只有弥赛亚降临才能实现救赎、回归以色列

的这一宗教核心信仰的否定。主要争论在于犹太人

是否可以虔敬的道德精神生活加速神性救赎的到

来,或者说救赎本身是否是前定的。因而,与极端正

统派对末日的推定相抵触, 复国运动只是同上帝救

赎进程相违背的一种投机。[ 10] 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

者虽然承认以色列所应享有的神圣性, 但认同哈拉

卡
lw
必须适应环境, 并以历史的语汇加以诠释。因

而对以色列控制全部被占领土的想法提出质疑, 对

于土地换和平原则总体上认可适当的妥协态度。[ 11]

从这个意义上说, 拉比亚伯拉罕 #伊扎克 #柯

恩#库克持续的弥赛亚时代演化观念对于挑战正统
派多数对复国运动的拒斥具有深远影响。传统复国

主义大体被视为一种以种族为依据的世俗民族主义

运动,但库克强调犹太复国主义预兆着弥赛亚救赎

时代的开始,复国主义者事实上不知不觉地充当了

神性救赎的工具,上帝用他们在以色列地的定居加

速其救赎进程。
[ 12]
这一全新的神学诠释赋予以色列

地及复国运动以犹太神秘主义的权威精神力量, 同

时也为极端右翼势力准备了神学基础。复国主义是

弥赛亚时代必需之先驱的信念在 1967年战后反响

强烈, 以军占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使/ 信仰者集

团0lx将战争理解为从邪恶一边夺取以色列地ly [ 11]
。

1967年战争的胜利使宗教右翼势力第一次登

上政治舞台。库克之子泽维 #耶胡达 #库克拉比把

军事胜利同其父理论联系起来, 将在新占领土上的

定居引申为一种前定的宗教权力, 既赋予武力谋取

和维系以色列地统一所需的神学合法性, 也解除了

定居点在道德及人道上的担忧, 得到宗教右翼势力

的普遍认同。战后, 定居点被赋予同吉布兹相同的

政治地位。由是, 以色列地的/犹太特殊性0取代了
昔日复国主义或传统犹太教中所蕴含的普世性神学

价值。如果说/六 #五0战争证明了加速犹太人救赎

历程的神性参与, 那么赎罪日战争则证明了异教徒

对这一进程的干扰或反对。[ 11] 因而, 保持以色列地

的完整和统一就成为救赎神学的核心, 以土地换和

平显然有违神意。

这一极端宗教诠释无疑为以色列和平进程中的

恐怖主义行径打开了神学思想上的大门。西岸的大

拉比委员会以希伯来《圣经》为据禁止其他民族重返

以色列地, 泽维本人则通过篡改哈拉卡的/挽救生
命0( P ikkuah Nefesh)原则来强调领土和解是不允

许的。在宗教右翼眼中, 拉宾推动和平进程无疑威

胁到犹太人的生存, 西岸两位著名拉比直接对其犹

太资格提出宗教合法性质疑。依据犹太教律法, 如

有证据显示犹太人生命受到威胁, 可以杀死一个迫

害者,而《圣经》上雅赫维要以色列人击杀/亚玛力

人0也成了刺杀拉宾这一暴力恐怖行径的宗教合法
性依据。

这种极端论调事实上早在梅厄#卡哈勒拉比的

理论中就已存在。卡哈勒认为, 以色列建国不是因

为复国主义本身的正义性,而是上帝再也无法忍受

其特选子民遭受迫害, 因而以色列是上帝创造以惩

罚异教徒、而非奖励犹太人的。卡哈勒主义将哈拉

卡的/ 亵渎圣名0 ( hillul hashem ) 和/ 尊崇圣名0

( kiddush hashem )观念置于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氛围

中,前者是指为犹太人受压迫时上帝所遭的羞辱,后

者则是当犹太人强大时上帝力量的显现及其名字的

神圣化。因而,暴力只是一种清洁过程,所有反犹者

都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击杀的亚玛力人, 杀死他们

就是使上帝之名显圣, 让犹太人从流散中的受迫害

和奴役状态中解脱出来,以迎接真正的弥赛亚时代,

这是每个犹太人肩上的神圣使命。/正如我们遵从
主命灭绝古代的亚玛力人。现在我们必须对现代亚

玛力人做同样的事情。0以色列宗教教育部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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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若有所指地表达了这一概念 [ 11]。

三

事实上,阿以双方都是极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宗教诠释本身从未成为犹太人之所以得以复国的真

正理由,犹太民族的历史灾难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

大悲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无特殊理由成为这一

责任的承担者和新的悲剧受难者。消除宗教右翼势

力的神学思想基础,必须重新积极发掘与诠释犹太

教历史资源,以超越其古典等级差异制合法化机制

并严肃对话。就阿拉伯世界来说,伊斯兰激进思想

乃至实践无疑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某种真实的文化领

导权。由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因素的负面影响, 相

当程度上,穆斯林世界与之处于一种多方位的对峙

状态。现实政治历史情势使得宗教/合法性0对世俗

政治/合法性0多少滞后的单方面挑战难以成功, 而

宗教力量本身也不可能永远拒斥历史潮流。

如果说/ 9 # 110恐怖袭击触动了世俗社会最深

处那根宗教的神经,甚至野蛮主义也成了现代化的

另一面,那么不如说,所谓人性及文化的核质最初都

以生命或存在之体验为本原, 在观念上反映为依托

神性的神秘主义认识观,而/理性0或/ 文明0进程亦

即人类渐渐摆脱这一状态、实现/脱魅0的历史实践。

同抽象的人性本身一样, 不同文化的核质无疑对这

种外延型的后续发展过程具有本源性的终极价值意

义,区别在于各自历史轨迹的不同,其轻重缓急有所

差异。任何文化基因中的这种内在冲动只是其独特

历史发展机遇的一个自然结果, 其最终变异或程度

如何,只能是一种偶然性事件 [ 13]。对此, 我们无法

奢望太多。

①  奋锐党人是古代后期犹太教派之一,又称/ 狂热派0,其极端成员

衣下藏有匕首或短刀,因此被称为西卡里人( Sicarii) , 拉丁文

/ 持匕首者0或/ 短刀党人0之意。

②  即刺客,该派又称其为/ 菲达伊0 ( Fida. i) ,意为献身者。

③  什叶派称其所认可的伊斯兰政教领袖。

④  参阅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所拉斐尔# 以色列教授所译

《哈马斯宪章》。

⑤  阿文 W aqf 音译, 意为宗教公共财产。

⑥  希伯来文 H aganah音译, / 防卫0之意,最初是犹太人的秘密武

装,建国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干力量。

⑦  希伯来文 Irgun Zewai Leum i音译简称,意为/ 民族军事组织0。

⑧  即/ 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0 ,简称/ 莱希0 ( Loch ame Cheruth Isra2

el)。

⑨  如 1956年卡塞姆事件中以军以宵禁为名枪杀了 47名阿拉伯村

民。

⑩  在伊拉克, 12万犹太人成为这一恐怖阴谋欺骗的对象。

lv  此人扬言,要体会作为男子汉的奇妙、崇高的感觉, 就应当用刀

而非枪来杀人。

lw 希伯来文 H alakhah音译, 广义上泛指包括口传律法《塔木德》

在内的犹太教所有律法。

lx  以兼具定居与政治双重性质组织, 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成

为政府推行大规模定居计划的核心力量。

ly  希伯来文 Erez israel, 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宗教称谓,意为上帝

应允犹太民族永远居住的/应许之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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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igions Historical Roots of Arab & Israeli Terrorism

L I U J ing2z hong
( Inst itute of World Relig io ns, Chinese Academy of So 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oretically, religion itself do esn. t necessarily lead to ter rorism . H ow ever, as o ne of the

crucial cultural or ig ins in human civilization, o bviously certain relig io ns might som et imes also have mot iva2
ted terr orist act iv it ies in a sense. T his is especially tr ue for Islam and judaism.

Key words: ter rorism; Arab2Israeli co nf lict ; Islam; Ju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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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存的精神财富。

张炼红副研究员认为,面对昆曲/ 内外交困0的

生存现状及其衰微根源, 我们应当在保护和振兴昆

曲的规划、实践中把握好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 1)充分认识并解决好昆曲作为/博物馆艺术0和/活

体传承0之间的两难; ( 2)深入理解昆曲艺术本体在

/继承0与/发展0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积极审慎地付诸
实践; ( 3)全面协调国家扶持政策、市场运作机制和

艺术发展规律之间的平衡; ( 4)广泛持久地开展昆曲

普及和教育活动。

本期选登的《〈长生殿〉与李白的〈清平调〉》一

文,是蒋星煜教授的精心之作。蒋先生细诉《长生

殿》对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的处理。他认为, /有

些研究《长生殿》、高度评价《长生殿》的专家学者提

出《清平调》词三首为伪作的原因何在, 我不清楚。

但洪昇本人并不持这种看法,他确认《清平调》词三

首为李白作品,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在剧中一而再、

再而三地做出反映。0
吴新雷教授将苏州清曲家冯起凤订定的清宫谱

《吟香堂长生殿曲谱》, 与艺人殷溎深传承的梨园戏

宫谱《长生殿曲谱》两种《长生殿》全本工尺谱的印行

本加以比较。他认为,康、乾以来昆曲的订谱工作虽

已开始定腔定谱,但并没有铁板一块地钉死。从《吟

香堂》、《纳书楹》到《遏云阁》、殷传本,在曲调的旋律

上还是有变化发展的, 在唱腔唱法上是可以灵活掌

握的,既有共性,也可以有个性, 所以在历史上形成

了叶(堂)派、金(德辉)派、俞(粟庐)派等艺术流派。

殷溎深、张怡庵传抄的《长生殿曲谱》反映了昆班演

唱本(台本)的实际情况, 清末民初传唱的都是这个

谱系。民国年间出版的各种曲谱, 如《增辑六也曲

谱》( 1924年)、《昆曲大全》( 1925 年)等, 其中所选

《长生殿》的折子戏曲白,都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苏昆艺术品格专题中,谢柏梁教授认为现代苏

州昆剧的艺术特色之一, 在于昆苏两个剧种的融会

贯通。从苏剧的发展渊源, 到昆苏的合分姻缘, 两家

的历史、品格和积累有同有异的剧种,十分奇妙地糅

合在一起,最后在苏州得到了审美品格和艺术境界

的高度融会,昆苏融通归/然境0。/然境0的提出,大

致基于三点规范: 一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剧情

和人物有着全面地把握和深刻体会; 二是以情动人,

因情造形,演其然更演其所以然,以准确的内心体验

带动相应的外在动作; 三是诗化的表演, 美好的气

质,从心所欲不逾矩,无处不然但又出于自然的自由

创造。

据中山大学的康保成教授与日本九州大学的竹

村则行教授介绍, 杨贵妃故事对日本影响十分深远。

京都泉涌寺中的观音像被叫做/杨贵妃像0,横滨金

泽区有所谓/太真珠帘0被人收藏, 和歌山有杨贵妃

使用过的澡盆,长崎有她爱用的枕头,山口有传说的

杨贵妃墓,等等。在福冈市的一家书店,以/杨贵妃0

为题材的书就有三十多种。井上靖的《杨贵妃传》和

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可看到; 竹村则行先生对杨

贵妃文学流变史有深入研究, 他开设/ 杨贵妃文学

史0课已有十几年。

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共分为六大专题展开,即

/世界文化遗产0、/史迹戏文情缘0、/民间民俗信仰0

/文辞曲律音韵0、/ 苏昆艺术品格0、/剧本改编流

传0。

(谢柏梁,屈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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