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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的认识 ,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

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二是伊斯兰世界如何对待恐怖主义。作为非阿拉伯语世界的一员, 了解伊斯

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又是关系到我们认识目前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而又有深远意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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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0这一命题首先是如何看待伊斯兰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伊斯兰的研

究应该从一种单纯的异文化和异民族的宗教性、边缘性研究转为一种世界性的观察,以一种全人类

的和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伊斯兰这一个特定的环节。作为非阿拉伯语世界或非伊斯兰世界的一

员,对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的研究, 同样应该基于一种普世的思想: 将世界上存在的关于恐怖

主义的不同声音相互传达,以期加强理解和交流。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形成的国际国内

社会根源、消除方法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的研究,事实上是我们

对全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恐怖主义是政治的伴生物

从古希腊文化渊源而来的西方文化理性思辨的特点, 始终坚持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理论的逻

辑起点。/ 90年代以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 西方

急于找到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据以解释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乃有-文明冲突论. 、-伊斯兰威胁

论. 、-中国威胁论.的出台。0 [ 1] ( 2)全球化趋势使西方话语借助强大的经济动力对那些没有来得及
对世界问题产生自我诠释的地区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定论,而/伊斯兰恐怖主义0正是这样一个自我

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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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信仰、社会、种族、民族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即使是所谓最早的宗教

恐怖主义:公元 1世纪那个活跃在巴勒斯坦由下等阶级组成的名为西卡里( Sicarri)的犹太狂热分

子集团,其宗旨也是以暗杀反抗罗马统治。可见, 恐怖主义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反抗和不满, 而不是

犹太教宗教精神的外化。公元 73年, 罗马军队围攻了梅察达要塞, 900多个被围困的西卡里成员

选择了集体自杀而不向罗马投降[ 2] ( 3)。西卡里确立的这种自我牺牲的传统延续至今,其传达出来

的是对尊严的渴望和维护超出了对生命自身的珍惜。无怪乎马加利特( Avishai M argalit )在论述恐

怖主义时, 把/镇压0与/恐怖0作为对偶概念, 认为前者是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 而后者是弱者对强

者使用暴力
[ 3] ( 27)

。

恐怖主义并不是伊斯兰固有的东西,而在伊斯兰世界反对恐怖主义的做法中,似乎总是令西方

世界感觉不是很和谐。事实上,中东伊斯兰世界是二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切实受害者。二战后以联

合国为代表的世界新秩序,同样也是以大国霸权为背景的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联合国成立后第一

个/制造0出来的国家就是/以色列0, 而从这个国家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之后,带给中东的是更加动
荡、混乱、流血和死亡的局面。中东伊斯兰世界表达自己反对恐怖主义的声音时, 无法避免对这个

为全世界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但却并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强烈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所谓/中东恐

怖主义0正是被这个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所制造出来的。
/恐怖主义0是一个西方词语, 由于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带来的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西方世界

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现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一种不安全的心理使西方国家选择

了诉诸于与/恐怖主义0的对抗,而其中对国际秩序直接质疑的中东反抗势力必然成了西方势力的

直接打击对象。因此有人认为在中东谈和平是需要勇气的,不仅仅是因为中东问题的错综复杂,更

是因为它将有可能撼动现今西方引以为豪的世界秩序。在西方媒体铺天盖地地制造/伊斯兰恐怖

主义0的同时,躲在媒体背后的有关反对阿拉伯人的犹太极端组织:保卫犹太联盟、圣殿山犹太教法

典学院、大卫之剑等
[ 4] ( 124)

,从来没有放弃他们为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被占领土地上赶出去所进

行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0是西方为了维持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保护既得的政治利

益所制造出来的名词。

二、伊斯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伊斯兰教与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毫无关系。/伊斯兰0意为顺从与和平,自穆罕默德在沙特半

岛以伊斯兰为纽带统一阿拉伯半岛以来,伊斯兰教就是一个容忍不同宗教和不同声音的和平的宗

教。从早期以人头税为形式的穆斯林与犹太教徒、基督徒的和平共处,到伊朗的穆斯林以契约的形

式保护了祆教祭祀和他们的圣火[ 5] ( 150) ;到奥斯曼帝国用帝国海军将被费迪南大公和伊萨贝拉女

王驱逐出西班牙的不愿改宗的犹太人接到土耳其[ 6] ( 61) ;再到中世纪以来从英国到苏联从未间断过

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伊斯兰世界一直都是犹太人的避难所和不同宗教信徒和平相处的乐土。

穆斯林这种精神和做法正是来源于伊斯兰倡导和平的宗教精神。诚然, 阿拉伯民族用军事力量建

立了庞大的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但这与欧洲的罗马帝国、东方的蒙古帝国一样是一种纯粹的

政治行为,因为在这片广大区域里,大多数的/异教徒0依然保持着他们自己传统的信仰。/我们受

到的一个诱惑依然是通过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伊斯兰教。与少数异见者的偏颇

行为和被扭曲变态的声音而使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被恶魔化, 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的威

胁。0[ 1] ( 4)

恐怖主义采取的手段有越来越残忍的趋势,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是其一大特点。而这一点从

根本上就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信仰生活背道而驰。因此,恐怖行为历来就遭到伊斯兰世界的一致

反对和谴责。在伊斯兰会议组织 2002 年 4月份的会议中, 50 多个成员国都一致谴责了恐怖主

义[ 7] , 与此呼应的是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合法抵抗与恐怖主义0国际研讨会[ 8]。在表达反对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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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的决心的同时,代表们也表示拒绝接受/任何旨在把伊斯兰国家或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抵抗运
动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企图0,反对把穆斯林与恐怖主义相联系。伊斯兰世界的学者认为,恐怖

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移情:将自身的恐惧感、失落感转移到威胁传达一方,因而坚持伊斯兰信仰是

消除各种恐怖主义的良方。只有确立一种真正的对无上主宰 ) ) ) 安拉的信仰, 将自身的一切交托
于真主,才会有一种和平和宁静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是消除一切恐怖主义的最核心的方法。也正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伊斯兰世界广泛地谴责了各地的恐怖主义, 对于发生在中东的与穆斯林有关的

恐怖主义也毫不留情地斥之为没有信仰的行为。可见,恐怖主义作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应该被消除

的观点,在全世界得到普遍认同,只是在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方面,西方和中东存在着分歧。

西方舆论界盛传的所谓/中东恐怖主义0是伴随着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巴勒斯坦问

题到联合国大会的最初原因, 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哈加纳0、/伊尔贡0等秘密武装小组对英国统治势

力发动了频繁的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袭击,并导致了 1946年/伊尔贡0恐怖别动队制造恐怖活

动,最终使他们取得了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的优势。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政治原因远远超过

了其宗教意义,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宗教精神。但是连以色列

前总理拉宾都承认,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只是武装占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发展经济的做法,

巴勒斯坦地区状况是难民、经济恶化、贫困、失业、加上被占领的屈辱, 导致了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一

系列武装斗争, 其中不乏极端的恐怖主义做法。同样,这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政治因素:因为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国家恐怖主义导致了巴勒斯坦的/恐怖反击0。

巴以冲突的背景实质是处于劣势的中东与强势的霸权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西方国家支持犹太

复国主义, 是为了把自己国内的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 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犹太人问

题。从 1502年,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达#伽玛袭击赴麦加朝圣者的阿拉伯船只,到目前旷日持久的

阿以问题,这只是中东穆斯林世界与西方霸权斗争的延续和激化。受到挤压的伊斯兰世界对西方

强势的抵抗和拒绝, 被西方舆论异化为/恐怖主义0。

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后,各种力量重新组合,争夺利益,力量的不平衡性导致/恐怖主义是一种获取影响力

的工具、一种灵活机动而一石数鸟的战术, 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和国家同样加以使用0 [ 9] ( 145)。恐怖
主义越来越多是因为力量悬殊在拉大, 传统的方法效果不大而导致的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化行为。

日益拉大的南北差距、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导致处于弱势的一方产生一种被挤压的感觉,又因为军事

力量的极度不对称而诉诸以极端方式。因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目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

系和急剧变动的世界政治格局。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强大的美国以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和动辄动武的行为, 从

1945年到 2003年干预、交战、空袭、武装入侵诸如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伊

拉克等国
[ 10] ( 295)

,造成这些国家及地区与美国在力量和心理层面的极度不平衡。在地区范围内,

最动荡的巴勒斯坦也是由于以色列的迅速强大,和在美国的支持下一再拒绝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决

议打压伊斯兰世界, 而使中东阿拉伯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感觉到一种被边缘

化的受挫感。在被占领土地上,阿拉伯人为争夺主权进行的一系列武装斗争,却有着与法国抵抗德

国入侵的相反的性质定义。这一点在 1992年 3月 20日, 法国5费加罗报6刊登的苏丹穆斯林领袖
哈桑#图拉比对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被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法国人反对德国占领时,你们有一个

尊贵的名称 ) ) ) 抵抗运动,而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他们的领土时,你们却称之为恐怖主义。西方有

双重标准0 [ 11] ( 18)。正是美国和以色列这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使全球恐怖主义越演越烈,也
使美国和以色列成了恐怖袭击最严重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世界

最大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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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大的美国使国际和平和发展的正义力量显得与之极端的不对称,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

盗逻辑每每得逞之后,越发助长了其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让人

们看到了其强大的实力背后的脆弱和虚伪。针对美国的强大和霸权, 全世界和平力量的联合并且

致力于消除贫困、落后和不平等的各种切实的努力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严重失衡, 恐怖主义活动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 伊斯兰作为一种

独特的文化体系,始终坚持它的纯洁性,不容侵犯和亵渎。伊斯兰世界不仅从教义教规上声明与恐

怖主义的格格不入, 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中也坚持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不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

世界与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不同定义需要我们认真地观察和分析。

对于在中东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 如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一样,我们都应予以谴

责和打击,同时也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其宗教精神和教义

教规中都提倡和平、关爱、互助和团结, 那么团结不同宗教的力量, 共同致力于不同世界的相互了

解,是伊斯兰世界诸多学者和普通平民的美好心愿。在全世界齐心协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不应

该忽视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宗教力量。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这个拥有 10多亿人口的宗教应该在

国际事务中有一个合理的地位,并且发挥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 ) ) ) 神话还是现实? [ M ] .东方晓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何秉松. 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 M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

[ 3]  王逸舟. 恐怖主义溯源[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4]  王京烈. 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 M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5]  王新中, 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 伊朗卷[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6]  Harun Yahya. I slam Denounces T err or ism [ M ] . Eng land: Amal Press, 2002.

[ 7]  伊斯兰会议组织反对把穆斯林与恐怖主义相联系[ EB/ OL] . http: / / w ww . enor th. com. cn.

[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话广播台1 合法抵抗与恐怖主义[ EB/ OL ] . http: / / www . inb. ir / wo rldserv ice/ chinese/

zhuanti/ dikangyukongbu. htm.

[ 9]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 第五版[ M ] .王玉珍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著.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斗争理论探索[ M ] . 北京: 时事出版

社, 2002.

[ 11]  李伟 ,杨明杰. 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 M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冯雪红>

The Terrorism in the Islamic Field of Vision

MA T ing

(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hip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ter rorism in the Islamic field of vision has two questions: one is Moslens. basic v iew s of Islamic canons

to the ter rorism; the other is that how the Islamic w orld deals w ith the terr orism. As a non- Arabic member , to under2

stand the t erro rism in the Islamic field of vision is ver y impor tant to know the world situation.

Key words: Islamic field of vision; ter rorism; M 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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