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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威权政府的形成

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是在世界

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启动的，是民族

主义威权政府寻求发展出路做出的一

种变革。因此，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

程其本质与西方理论中的民主化是不

完全相同的。

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同其他发展

中国家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但也有自己

的特点。阿拉伯国家在成立之后，相继

成立了威权主义政府。这一现象与阿拉

伯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作为一种

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的伊斯兰教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另外，还与阿拉

伯世界公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阿拉伯

国家独特的民主观有着紧密的关系。

阿拉伯民主化的背后：以叙利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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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难民正在逃往安全地区。

具体来说，其一，伊斯兰教作为政

治性的宗教，使得穆斯林将对真主的无

条件信仰内化为对真主代理人即世俗统

治者的无条件服从。

其二，尽管阿拉伯人创造了辉煌灿

烂的文明，但是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国家

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高比例的

文盲率极大地降低了阿拉伯国家公民的

政治参与能力，使得国家事务呈现了政

府精英主导的趋势，这也就造成了权力

的集中。

其三，当今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基本上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民主体制为

蓝本，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目标是建立

伊斯兰民主，即基于“舒拉”原则的民

主，也即《古兰经》规定的解决重大问

题征求公众意见的做法。其与西方民众

参与政治不同的是，西方民主思想所体

现的是最终主权，而舒拉体现的是真主

主权。因此，伊斯兰的民主是有限的民

众主权民主。

在民主化浪潮席卷阿拉伯国家之

前，当政者为了维护其合法性，对于其

以外的派别的政治参与一直保持压制的

态度。而当阿拉伯国家实施了包括实行

有限的多党制、议会制，有限的开放言

论以及建立政治协商机制等有限的自由

化改革后，伊斯兰反对派纷纷以合法政

党的方式崛起，体现了伊斯兰宗教教派

之间政治权力的争夺。

教派冲突是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的

根本动因

2011年4月22日，叙利亚多个省市

爆发了名为“伟大星期五”的游行示威

抗议活动，叙利亚动荡由此开始。时至

今日，叙利亚动荡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

时间，但反对派与政府达成妥协仍遥遥

无期。

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叙

利亚动荡开始后不久，就对叙利亚局势

进行了干预，或是宣布对其进行制裁，

或是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等

等。但到目前仍未出现令政府和反对派

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叙利亚一直

维持了以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教派为主

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对以逊尼派为多数

的国内民众的统治。而此次由“全国委

员会”以及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协

调委员会、库尔德人团体和亚述人团体

等组成的政府反对派则主要以逊尼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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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民族为主。所以，此次叙利亚动

荡的主体表面上是政府与反对派，实质

上则是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什叶派

与逊尼派。而两派的冲突有着深刻的宗

教根源和历史根源。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

革命成功后，对外输出什叶派革命，伊

拉克南部什叶派首先响应，但遭到萨达

姆政权的镇压。随后两伊战争爆发。海

湾阿拉伯国家成立海合会，意图集体抵

制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输出，从而触发了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

冲突。

进入90年代以后，伊朗获得了难得

的机遇期。萨达姆攻打科威特导致阿拉

伯国家的内讧，而伊朗在核领域取得的

新进展使得以波斯人为主的什叶派在中

东地区的势力不断增强，这也就给阿拉

伯国家带来了恐惧。逊尼派与什叶派的

紧张进一步加剧。

而在叙利亚国内，什叶派掌权后，

为了维持其合法性，实行了一党专政的

威权主义。因此，近来席卷中东地区的

民主化浪潮被逊尼派认为是难得的重新

洗牌和算清历史恩怨的机会。

西方大国受自身利益驱动使其干预

行动收效甚微

西方大国之所以支持叙利亚的民

主化进程，主要是出于其自身的石油利

益和战略利益。

叙利亚地处阿拉伯地区北端的产

油区，位于伊拉克大油田的边缘，有

800多个油气田。目前已探明储量为25

亿桶，占阿拉伯国家石油总储量（7188

亿桶）的3.47%和世界总储量的0.2%。

叙利亚政府直接参与制定叙利亚石油的

有关政策、规划、法规等。叙利亚政府

规定：外国石油公司从勘探到钻井的全

过程均要有叙技术人员参加；叙地质专

家参与地质分析和评估；外国公司所获

得的所有资料必须放在叙石油公司和

有关政府部门；拥有租让地的外国公

司不得将其区块产出的原油擅自出售

和炼制，而要以协议价格售给叙利亚

石油公司，但与叙达成产品分成合同

者在原油销售上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这

些政策给西方从叙利亚进口石油增添了

不小的障碍。

因此，通过干涉叙利亚的“民主

化”，培植亲西方的政权，从而使其放

松对叙利亚石油的管控，加大对西方国

家的石油出口，符合西方的石油利益。

另外，近年来什叶派的势力在中

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什叶

派掌控了伊朗和叙利亚。为了谋求中东

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防止什叶派掌控

中东，西方国家采取了干涉叙利亚民主

化、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行动。

在此次叙利亚动荡之初，西方大国

称将推动叙利亚民主政治改革，但当巴

沙尔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取消紧急状

态法，取消国家最高安全法庭，给予民

众和平游行的权利，以及释放参加游行

的人员之后，西方国家又开始强调以巴

沙尔下台为其最终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民主

化种子并不能在阿拉伯国家这片土地上

结出一个美丽的果实。阿拉伯国家内部

宗教派别冲突与大国利益交织的特点，

使得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往往带有冲突

性质。    

而对西方国家来说，“民主”成为

了它们从阿拉伯国家获得利益、推翻其

政治对手的工具。

“武士道与日本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召开

2012年7月10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

和该所的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武士道与日本

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日本关西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知识》杂志社、国

家质检总局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王炜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

斌瑛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张洪红博士、杨清淞博士在会上

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就上述发言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

论。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指出，神道、武士道、天皇

制是日本文化的符号，了解这些对于深化日本文化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另外，不同的时代武士道的内涵不尽相同，

武士的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研究武士道需要跨时

代、跨空间的比较视角，亦可以将武士道与中国的侠客精

神、欧洲的骑士精神等加以比较。

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也指出，武士道的研究还有许多

课题值得去做，比如武士内部的分类，武士道在近代为什

么能很快与西方文化相适应，武士道与日本文化的关系，

等等。

北京联合大学纪廷许教授认为，研究新时期下武士道

在日本社会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与

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做了精彩的点评。

崔世广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研究日本文化需要关

注其根源，客观、深入地把武士道等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

民众，对于加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

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