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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伊斯兰 /中间主义 0思潮与中国的 /和谐世界 0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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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 /中间主义0思潮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思潮。 /中间主义0思潮发展势头

高涨, 已然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价值取向, 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应对内外挑战, 着眼未来,致

力于改革和发展而开展的重大理论创新。无独有偶, 进入新世纪, 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的重大理论, 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 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间主义0思潮与 /和谐世界0理念所倡导的源于东方文化的中正和谐之道, 对于应对和化解 21世纪

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维护世界和平, 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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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思潮众多,纷繁复杂。 20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极

力鼓噪 /伊斯兰威胁论 0和 /文明冲突论0, 单极霸权来势凶猛, 中东地区战争和冲突持续不断,各种

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断滋生蔓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伊斯兰 /中间主义 0思潮作为阿拉

伯伊斯兰世界应对内外挑战的积极反应脱颖而出, 发展势头高涨, 已然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

流价值取向。无独有偶,进入新世纪,为适应国内社会及国际形势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中央政府高

瞻远瞩,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构想。对内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

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外倡导构建和睦相处、和

平发展的和谐世界,强调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提

出,是当代中国着眼未来, 为谋求中国乃至世界的长期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内安百姓、外和万邦的战

略抉择。 /中间主义0思潮与 /和谐世界 0理念都强调尊重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倡导文明对

话,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走和合共荣、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二者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这种源于东方文化的中正和谐之道, 是应对和化解人类社

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的良方,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间主义 0思潮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价值取向

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思潮众多,其中一些非主流思潮, 特别是某些极端主义思潮, 如所谓

/原教旨主义 0以及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 似乎都很活跃, 加上西方媒体的肆意渲染,因而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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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世人关注。但事实上,在众多思潮中,倡导 /中正和谐之道0的伊斯兰 /中间主义0思潮才是当代

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的主流思潮, 代表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民意,具有广泛的共识。特别是

9# 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强烈地感受到向世人正确传达伊斯兰文明带给人类的和平信息和中

和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显出 /中间主义0思潮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的许多著名宗教学者、哲学家、思想家以及不少政治领导人,都在不同层面上倡导 /中间主义0,许多学
术机构也不断召开各种有关 /中间主义0思想的学术会议,推动 /中间主义 0思潮的深入发展,他们强

调: /中间主义是文化,也是行为;是发展,也是巩固;是穆斯林民族更生的机制和攀越颠峰的步伐;是

冲破禁锢、走向世界的出路;是应对和化解时代挑战的良药;是责任,也是荣耀。0 [ 1] ( 21)
显然, /中间主

义0思潮的发展方兴未艾,势头高涨,已然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应对内外挑战的重大理论创新和主

流价值取向。当代伊斯兰 /中间主义0思潮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内主张求同存异, 谋求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团结统一。 /中间主义0强调, 长期以来,

持续不断的内部矛盾和纷争,严重削弱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力量,葬送了许多发展的机遇。进入

新世纪,为成功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必须搁置争议, 协调立场, 最大限度地做到求同存异, 谋求阿拉

伯伊斯兰民族的团结统一。

第二,对外倡导文明对话,尊重异己,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中间主义0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是真主的 /常道0和人间的常态,因此,应当积极营造和维护这种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关系,

鼓励不同文明、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开展平等对话,借以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正如5古兰经6中

所说: /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 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0
( 49: 13)

[ 2] ( 422)
文明的多样性为相互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有通过对话,人类才能在相互学

习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相互体恤,同舟共济,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和谐与发展。

第三,强调重启 /教法创制 0,坚持与时俱进,开展文化创新。 /中间主义0强调要重启 /教法创
制 0 ¹这一伊斯兰文明的自我更新机制,认为这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思想界的当务之急。因为阿

拉伯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陷于严重的理性缺失之中,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因此,应

当在正确理解并恪守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坚持与时俱进,开展文化创新,实现伊斯兰思

想的重建,使穆斯林社会适应时代的发展。

第四, 反对各种极端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间主义0强调要坚持伊斯兰教的中正原

则,反对各种极端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指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深受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之

害,这些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宽容仁慈的基本价值观, 损害了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的形象。 /中间主义 0同时强调, 必须将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被占领土人民反对侵

略、抵御外侮的合法抵抗区分开来。

第五,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间主义0认

为,当前国际社会奉行双重标准,盛行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丛林原则, 因此,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
[ 3] ( 11- 36)

。

伊斯兰 /中间主义 0思潮具有深邃的哲学基础和久远的历史传统。不偏不倚、公正宽容的中正

和谐之道是 5古兰经6和圣训的基本精神, 也是伊斯兰 /中间主义 0思潮的哲学基础。 5古兰经6中

特别强调中正原则,甚至将穆斯林民族称为 /中正的民族 0: /我 (真主 )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

以便你们作证世人, 而使者作证你们。0 ( 2: 143)
[ 2] ( 17)

圣训中更强调最美好的事就是中正中和之

事,并反复告诫穆斯林,一定要谨防宗教极端, 因为极端会导致灭亡。伊斯兰教历来强调诸如今世

与后世、天启与理性、前定与自由、继承与创新、人文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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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等之间的中正平衡,不偏不倚。主张公平正义,反对极端暴虐,追求人主和谐、人际和谐

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伊斯兰教先知穆圣不仅教诲穆斯林要敬主爱人, 还要善待生灵,他说: /凡
是有生命之物,给其饮水, 必得回赐。0 [ 4] ( 17)

历史上,坚守伊斯兰教中正之道的正统派,曾与诸如哈瓦利吉派、穆尔太齐赖派¹ 等各种极端

主义思潮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极端主义虽可盛行一时,却难以长久存在。历史证明,作为 5古兰

经 6和圣训基本精神的中正和谐之道, 正是伊兰文明的成功之道, 伊斯兰文明广泛传播、绵延不绝

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与各种极端思想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

当代伊斯兰 /中间主义 0思潮秉承伊斯兰文明公正包容、中正和谐的文化传统,积极进取,开拓

创新, 针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内外危机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内外挑战的具体举措。

/中间主义0 /强调要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正面阐述伊斯兰教主张的宽容、和平、仁慈、中庸和公正

等信条,开展文明对话,从各种文化中吸取符合本民族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这些见解, 都

是立足本身,力求自强的声音, 反映了在世纪交替之际, 穆斯林学者中不乏有远见卓识之士,他们不

故步自封,不满足于引经据典, 正在着手设计和提出一份以正统的伊斯兰复兴思想为基础的当代的

文明文化工程。这种努力显然是很可贵的,也符合中东伊斯兰民族的发展实际。0[ 5] ( 294)

尽管 /中间主义0并非一种全新的理论和价值观,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因为 /中间主义 0

立足现实,着眼未来, 主张重开教法创制之门, 努力挖掘伊斯兰教固有的但却被忽视的中正思想和

内在适应能力,坚持原则, 灵活务实, 反对僵化极端,反对恐怖暴力, 化解矛盾,弥合分歧, 积极应对

各种危机和挑战,协调传统与现代等各方面的关系,为实现解决问题、选择适合自身的稳健的发展

道路提供一种方法论和实践论,以期达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困、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

的目的。显然, /中间主义 0思潮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着眼未来, 致力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创

新和正确取向,也应当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实现文化自觉、成功走向未来的正确途径。

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当代中国内安百姓、外和万邦的战略抉择

进入新世纪,为适应国内社会及国际形势转型的重大趋势, 中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 提出了构

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构想。对内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外倡导构建和睦相处、和平发展的和谐世

界,强调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也是世界各

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内安百姓、外和万邦的战略抉择。

2005年发表的5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6白皮书指出: /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

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

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

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

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0º

中国倡导建设的和谐世界,应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 包容的世界。中国强调

在处理国际事务、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应坚持如下原则。

第一,坚持民主平等, 实现协调合作。各国应在 5联合国宪章 6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通

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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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利吉和穆尔太齐赖是伊斯兰教历史上出现的两个极端主义派别。哈瓦利吉派认为, 所有不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和

教义学说的其他穆斯林,都是离经叛道者,应当格杀勿论。穆尔太齐赖派奉行绝对唯理主义,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准

则,强调人类具有绝对的个人意志自由。

见5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华社 2005年 12月 22日发。



中应享有平等参与与决策的权利;各国内部事务和发展模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 国际社会应反

对单边主义,提倡和推进多边主义;应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各

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第二,坚持和睦互信, 实现共同安全。各国应携手合作, 摒弃冷战思维, 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防止冲突和战争, 打击恐怖主义, 坚持标本

兼治, 消除或降低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应坚

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略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干

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坚持公正互利, 实现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应坚持以公正为基础,实现平衡有序发展,使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应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发达国家

应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 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应

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 进一步开放市场, 放开技术出口限制, 建

立一个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 为世界经济有序发展构建良好的

贸易环境。应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系, 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应加强全球

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 使人人享有平等追

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应创新发展模式,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四,坚持包容开放, 实现文明对话。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动力。各国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各国

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在求

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

样化, 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 同样具有悠久

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哲学底蕴,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基于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深刻理解

而做出的内安百姓、外和万邦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历史积淀使然, 是

/以和为贵0、/中庸之道0哲学的必然延伸。 /和谐 0理念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旨在追求

/天人和一0、/中庸0、/中和 0、/和而不同 0的和谐境界。 /天人合一 0强调人与天 (自然 )的和谐,

做到 /以德配天0、/天人无间 0; /中庸0、/中和 0则强调人与人 (社会 )的和谐, /中庸之为德也, 其

至矣乎! 0º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也,万物育焉。0 /当今
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

因此, 不能否认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中和观念所体现的和谐意识在今天仍有它的意义和价

值。0 [ 6] ( 64)
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 正是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在当代的

升华,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社会正义、关注人类福祉的强烈使命感,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参与

全球治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时代精神。

三、 /中间主义 0思潮与和谐世界理念异曲同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 /中间主义 0思潮,与我国现阶段倡导的 /和谐社会0、/和谐世界0理

念,可谓不谋而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 /中间主义 0思潮与 /和谐社会 0、/和谐世界 0的理念都强调走 /中正和谐 0之道,这种中

正和谐思想,其实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而是深深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当中的基本精神,具有

丰富的哲学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实际上, 同为东方文化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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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极其相似的人文精神, 都倡导 /中正0、/中和 0的价值理念, 对此,早在明清之际的一些回族穆

斯林先贤,如王岱舆 (约 1584) 1670)、马注 ( 1640) 1711)、刘智 (约 1655) 1745)等, 就在他们著述

中有过精到的阐释,指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 初无二理。一些儒家学者亦有同样见解,认为 /清真

一教, 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0 [ 7] ( 5) /中间主义 0思潮与 /和谐社会 0、/和谐世

界 0的理念, 正是对东方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虽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各有不同,各自的发展模式、社会状况亦有

较大差异,但 /中间主义0思潮与 /和谐社会 0、/和谐世界0的理念都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顺应时

代潮流,既有本土关怀,又有全球责任,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广大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谋求

发展、追求和平, 致力于实现文化自觉和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望。因此, /中间主义0思潮与 /和谐社
会 0的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三, /中间主义 0思潮与 /和谐社会0、/和谐世界 0的理念在诸多方面具有共识。二者都强调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对话,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走和合共荣、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概言之,这种源于东方文化的 /中正和谐 0之道, 对应对和化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危机和挑战,促进国际政治多极化与世界文化多元化,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无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应是 21世纪人类构建全球伦理、谋求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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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itism0 Trend of Thought of Islam and Idea of / HarmoniousW orld0 in China

DING Jun

( S chool ofH istory and Cu ltu re, Northw estUn ivers ity for Nat ional it ies, Lanzh ou 730030, Ch ina)

Abstrac t: Moder itism ( A l2w asa tiyyah) trend of thought o f Islam is one o f them a jor contemporary Islam ic trends in A r2

ab countries. Since the Sept. 11 Event, M oder itism ( A l2wasatiyyah) trend of thought saw rap id deve lopm en t and has be2

com e am a jo r va lue or ientation in Islam icw or ld. It is a grea t theo retical innovation for reform and developm ent in A rab and

Islam ic countr ies today tom eet challenges at hom e and abroad and view the future. In the m ean tim e, Ch ina advances the

g reat idea o f bu ild ing harm on ious soc ie ty and harm onious wo rld in the new cen tury. Both o f Islam icM oderitism and the idea

o f ha rmon ious wo rld, w hich or ig inate from o ld or ienta l coulture, are o f great sign ificance in cop ing w ith cr ises in the 21st

century, m a inta in ing wor ld peace and ach iev ing sustainable grow th.

K ey words: Islam; A l2w asatiyy ah( Islam icModer itism ); harm onious w or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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