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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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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世界在中亚地缘环境中占有持久的重要地位。伊斯兰世界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在出现一度的高潮

后,于 1999开始逐渐趋冷,伊斯兰国家在中亚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回到与其实力相适应的水平。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在中

亚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且有着广泛国际联系的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未销声匿迹 ,所以,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

析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影响因素及伊斯兰国家对中亚的战略, 关注伊斯兰世界与中亚的关系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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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独立使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经

过近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再度凸显出来,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枢纽,它是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

下北上的必经要地。欧亚大陆桥开通后,中亚还发挥着连通东亚与西欧, 沟通外高加索和南亚, 衔接西

亚和非洲大陆交通走廊的作用。同时, 中亚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文化景观,使其在国际政治格

局中扮演着近乎明星的角色。冷战后,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或势力都对中亚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

热情。在各种势力中,伊斯兰世界因其与中亚有着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中亚的地缘环境中占有持久的重要地位。所以,客观地分析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认识伊斯兰世界

对中亚的影响状况, 对于科学把握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地

缘政治的角度对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一、影响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因素

从中亚国家的角度看,首先,新独立的中亚五国与土耳其、中东海湾国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

穆斯林国家在地理上相邻,是中亚国家走向海洋的最近门户。其次, 中亚国家与这些国家在民族历史、

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前苏联长期控制的中亚各国, 在树立本

民族独立的民族文化方面对伊斯兰世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 从民族上可以说,除塔吉克人外,中

亚五国的其他四个主体民族与土耳其人同属操突厥语民族,在宗教、语言、习俗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从宗

教上讲,中亚的伊斯兰教就是从西南部的伊斯兰世界传入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的中亚地区属于

伊斯兰世界。再次,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经济方面都遇到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困难,

因而各国都急需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摆脱封闭落后的状态,但当时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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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得到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因此, 除西方大国外, 中亚五国希望从资金雄厚的阿拉伯国家得到帮助。

第四,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中亚国家认为,土耳其的发展模式, 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世俗国家对新独

立的中亚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1992年 6月的一次讲话中说: /哈萨克人对穆

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怀有好感, 这是自然的。我们对土耳其尤其感兴趣。该国虽然信

奉伊斯兰教,却在建设世俗国家,他们的发展道路完全适合我们。0 [ 1]第五, 中亚地缘政治本身的重要性

使世界各力量中心都非常关注中亚,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不得不采取/平衡0政策,既不依附于/北方0,

也不依附于/南方0, 且更有利于中亚国家的独立发展, 而加强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助于中亚国家

/平衡0与周边大国的关系。
从伊斯兰世界各国的角度看,首先是伊斯兰因素。伊斯兰教认为, 凡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不分地

区、民族、国家同属一个共同体 乌玛。这种信念使穆斯林之间有某种亲和力和认同感。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中亚各国的独立,为伊斯兰世界平添了五个兄弟, 为了填补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的意识

形态/真空0,伊斯兰世界各国对中亚纷纷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它们利用其与中亚在历史、宗教、种

族和地缘上的优势, 采取各种办法对中亚各国进行思想渗透。正如俄国学者 �. 列兹尼科娃所指出的,

/这个真空很快就被各种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所代替,其中首先取代这一位置的是-伊斯兰主义. 和-泛

伊斯兰主义. ,其兜售者是伊朗和土耳其0 [ 2]
。其次, 伊斯兰国家也希望与中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打算

借助于中亚国家的经济、科技潜力为自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扩大国际活动空间, 为在国际事务和国

家争端中处于有利地位奠定更加良好的基础。再次,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伊斯兰国家有

很强的吸引力。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中亚可以说是最后一块资源丰富的宝地,包括美国、日本及欧洲在

内的各种国际势力无不把控制和获得中亚的资源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作为与中亚在地理上便利,在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相近的伊斯兰国家, 绝不会在这场资源角逐中袖手旁观,它

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进入中亚地区。

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冷战结束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为中亚与伊斯

兰国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条件。/这次民族主义的兴起, 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的情绪化反应,

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产物(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尤其如此 引者注) 0 [ 3]。¹ 就前苏联而言, 民族

主义的兴起与其力量的衰弱、冷战的终结是彼此互动的。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发端于中东的伊斯兰

复兴运动和摆脱前苏联控制后出现于中亚地区的以维护民族独立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复兴也是彼此互

动的。中亚与伊斯兰国家之间在冷战后的相互往来,从文化层面上说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或者

说,伊斯兰复兴运动为中亚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思想文化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 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 因为交往的主体是主权国家,

同时, 由于交往各主体在民族历史、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有密切联系, 这种交往包含着民族关系

的内容,因而,在这里国家间关系包含着民族关系的因素,民族关系中掺和着国家关系的因素。本文探

讨的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是把民族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二、伊斯兰国家的中亚战略

中亚国家独立后,伊斯兰国家对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由于各国在经

济实力、地理位置、政治传统和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 各国的中亚战略也有很大的差别。

下面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为例分述之。

土耳其可以说是对中亚最早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进入中亚地区主要是基于以下

考虑: 一是明显的地缘优势。二是/突厥情结0。土耳其人与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中亚四国的主体民族
都属于操突厥语民族,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就对中亚地区有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就力图在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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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本文在这里并不是探讨这次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关于这次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他问题, 国内学术界有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可参考王联主编的5世界民族主义论6的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地区确立主导地位。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 /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
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

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0 [ 4]。三是因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矛盾。历史上, 奥

斯曼帝国曾统治中东地区,二战后,土耳其又是西方的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西方利益的代表,在

巴以冲突中土与阿拉伯世界的看法也不同,这就限制了土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土想通过大力加强与新独

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来弥补自己在地区政治中的缺陷。四是向中亚国家传播土耳其的社会发展模式,

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世俗国家的发展模式。五是通过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加强与中亚、外高加索地

区的沟通。1992年 10月,在安卡拉举行了首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 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参加了会议; 1994年 10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次突厥语

国家首脑会议; 1998年夏,在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突厥语国家首脑再一次进行了会晤。通过突

厥语国家首脑会议这种形式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宗教等领域的问题,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中温和伊斯兰势力的代表,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

麦加、麦地那就坐落在沙特,因其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 因而,它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

的影响。中亚国家独立后,沙特阿拉伯综合运用伊斯兰教和经济这两大优势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它把

中亚地区作为中东地区的自然延伸。首先,它力图以温和的伊斯兰模式影响中亚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

以减少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影响。它不仅为中亚国家的朝觐者免费提供食宿, 而且赠送数百万册5古兰

经6, 帮助中亚国家兴建大批的经学院和清真寺。其次,沙特利用其雄厚的资金,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大量

急需的贷款和赠款。据统计, 到 1994年前后,沙特向这个地区的投资达 40亿美元, 贷款约 100亿美元,

沙特还通过开办合资公司的途径向这个地区投入资金, 如建立巴腊克- 哈萨克斯坦银行就是一例
[ 5]
。

再次, 向中亚国家敞开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大门,吸收中亚国家参加该组织。从 1991~ 1995年,阿塞拜

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陆续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由于中亚国

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加入,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已从 1991年的 45个增加到 1996年的 53个。

伊朗自 1979年以来,因其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和对其他国家伊斯兰革命的煽动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猜忌,冷战后,美国更以伊朗支持国际恐怖活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和军事遏制,因而,伊朗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斥在重要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之外。中亚国家的独立, 为伊朗

摆脱国际孤立地位, 发挥地区大国作用提供了绝好的活动空间, 更何况, 伊朗拥有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的天然条件。在地缘上, 伊朗不仅沟通里海和波斯湾、连接中亚与中东, 而且还是从陆地进入中亚的最

佳通道。伊朗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国享有共同的边界,通过里海,伊朗还分别与阿塞拜

疆、土库曼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相连。在文化和宗教上,伊朗在这一地区也占有优势, 阿塞拜疆大多数

人属伊斯兰什叶派, 伊朗境内还居住着约 1 000万阿塞拜疆人[ 6]。另外,塔吉克与伊朗在文化、宗教、语

言和人种等方面联系密切。这些优势是沙特等海湾国家所不具备的。

中亚独立后,伊朗对中亚的战略首先表现为利用历史、宗教、种族和地缘上的优势积极进入中亚。

一方面,它通过支持当地的伊斯兰政党, 直接影响中亚的政治发展; 另一方面,它还通过宗教和文化渗

透,鼓动伊斯兰复兴。伊朗资助中亚穆斯林国家兴建清真寺,赠送5古兰经6,派数百名毛拉宣教;建立卫

星系统,使用18种语言向该地区播放伊朗广播电视节目;应邀到这些国家参加当地的文化艺术活动[ 7]。

其次,构筑区域经济组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目前,主要存在两个区域组织:一是经济合作组织

( ECO) ;二是里海国家集团。经济合作组织始建于 1965年, 1992年恢复活动, 并逐步吸收中亚五国、阿

富汗、阿塞拜疆参加,成为一个拥有 2. 5~ 3亿穆斯林、700 万平方千米、10个成员国的中西亚区域经济

组织。伊朗特别强调该组织的伊斯兰特性,在经合组织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指出:

/我们的合作精神基于我们的宗教和5古兰经6。0伊朗希望该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西起欧洲边缘,东到南亚

次大陆,北及中亚和高加索的伊斯兰共同市场[ 8]。里海国家集团由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

塞拜疆、俄罗斯组成,伊朗参与该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利用、保护里海资源,拓展与哈萨克斯坦的石

油运输和贸易, 并打消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合建石油管道的计划。伊朗的经济目标是借助与中亚、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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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地区的经济联系, 拓展伊朗的外部市场,并且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以及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石

油资源进行控制,以提高自己在该地区石油市场上的垄断能力。

三、中亚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概述

(一)中亚与土耳其、伊朗的关系

中亚国家独立之初, 土耳其、伊朗就对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土耳其把重点放

在发展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上,而伊朗则侧重发展与其相邻的土库曼斯

坦和与其有着悠久的/波斯情结0的塔吉克斯坦的关系。

早在 1992年 12月 16日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后, 土耳其于同日即宣布承认哈独立。次年 4月,时

任土耳其总理的德米雷尔正式访问独立不久的哈、乌、吉三国,签署了包括开辟公路和航空运输、提供信

贷、开采石油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并给哈萨克斯坦提供了 2亿美元的贷款。1992~ 1997年, 哈萨克斯坦

和土耳其签订了5友好合作条约6等涉及各个领域的 56项文件。1994年 6月和 1995年 1月,乌总统卡

里莫夫和土总统尼亚佐夫先后访问土耳其。1996~ 1997年,已任土耳其总统的德米雷尔对中亚地区进

行了 5次访问。1998年 10月,中亚国家领导人联袂参加土耳其建国 75周年庆祝活动。在经济领域,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很密切。截至 1995年 6月,在哈萨克斯坦有 269家土耳其公司, 合作项目

金额达 10亿美元[ 9]。士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发展迅速。截至 1998年,土耳其各大公司在乌

兹别克斯坦设有 30多个办事处,两国合资企业达 297家。土耳其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了 84个项目的投

资,投资总额达 14亿美元,两国在纺织、农产品开发、建设中小企业、发展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扩

大。土耳其商人还同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合作,共同参与中亚的开发建设。例如,土耳其的公司与德国

的西门子公司合作, 获得了在哈萨克斯坦建造发电站的项目;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分别在哈、乌、吉建

立塑料瓶厂等
[ 10]
。士耳其向中亚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投入也很多, 如土耳其无偿通过卫星向中亚国家提

供电视节目;出资 6 500万美元帮助哈萨克斯坦在土尔克斯坦市建立亚萨维大学, 接收来自中亚和其他

突厥语国家的学生; 出资 1 700万美元帮助哈萨克斯坦维修著名的亚萨维陵墓和建设清真寺等。

伊朗进入中亚比较早,但与土耳其相比, 伊朗与中亚国家在经济联系方面进展缓慢,伊朗主要发挥

其地缘优势,积极促进亚欧陆路运输走廊的建设。1994年 8月,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在德黑兰与伊朗

领导人签订了一项/跨世纪工程0协议, 商定修建一条经伊朗到土耳其长约 4 000千米的输气管道, 耗资

约 70亿美元,其中一半经费由伊朗提供。1996年 5月,从伊朗的马什哈德经萨拉赫斯到土库曼斯坦捷

詹的铁路通车, 这使中亚国家有了一条到达出海口的最近的铁路。1997 年 12月,长度为 140千米的土

库曼斯坦- 伊朗天然气管道开通, 这是中亚国家独立后修建的第一条天然气管道。伊朗与塔吉克斯坦

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在调节塔吉克斯坦国内冲突中表现得十分积极, 1997年 5月, 在伊朗首都德

黑兰举行了塔吉克斯坦对立两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同月,伊朗总统访问塔吉克斯坦。1998年 12月,塔

总统拉赫莫诺夫访问伊朗,两国签署了在国防、能源和运输等领域合作的多项协议。伊朗与中亚国家在

宗教、文化方面的交往也很密切。

(二)中亚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在伊斯兰世界中,沙特是较早与中亚国家建立联系的国家。1992年 4 月,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

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分别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双方合作关系原则条约等文件。1994

年 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沙特阿拉伯,意在引进沙特资金来哈开采石油,在访问期间,

哈与沙特签署了关于经济、投资、技术、文化、体育、青年合作的一揽子协议。但是,由于沙特发展与中亚

国家的关系是为了传播伊斯兰主义,使中亚成为在意识形态上扩大沙特影响的基地,与中亚国家追求世

俗国家的目标不同, 因而双方关系的发展是有限的。

另外, 巴基斯坦也重视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但由于巴自身存在的问题,诸如巴比较贫穷且内部

存在严重的种族、宗教问题,巴印克什米尔争端,巴与中亚之间隔着不稳定的阿富汗等问题,使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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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四、中亚与伊斯兰国家关系评价

大约从 19世纪中叶起,中亚地区逐步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地,十月革命后又成为前苏联的一部分,因

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在世界的政治地图中是找不到中亚的。随着苏联

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摆脱前苏联的羁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于是,国际社会

突然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完全陌生的地区,而穆斯林世界则平添了五个兄弟。面对从天而降的民族独立

的历史机遇,中亚国家陷入了不知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的尴尬的历史困境。西方的政客和评论家一

相情愿地认为, 摆脱了俄国人长期专制统治的中亚各国,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投向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的

怀抱,也只有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自由化才是中亚各国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然而,对

长期处于前苏联专制统治之下的中亚各国来说,政治民主、多元化和资本主义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陌

生概念。从历史、民族、种族、宗教和生活习俗来看,中亚与中东国家却有着更多的联系。因此, 伊斯兰

世界各大国对新独立的中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力图利用这种天然的联系帮助中亚国家找回失

落以久的自我, 引导中亚国家走向未来的坦途。而作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的情绪化反映,伊斯

兰主义在中亚复兴, 也对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中亚国家独立后与各

国关系发展的状况来看, 中亚各国独立之后一段时期,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大国, 诸如土耳其、伊朗、沙特

阿拉伯与中亚的关系一度火热,帮助修建清真寺和经学院、免费赠送5古兰经6、合资办厂、修建公路和铁

路、领导人频繁访问、加强历史文化联系,等等,使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一度出现了高潮。但是,自

1999年后,中亚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趋冷,应该说,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首先,对中亚国家来说,在完成了国家独立初期政权的创建后,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

人民生活, 为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寻求在资金和技术

方面的国际援助,拓展国际空间,以积极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就成为中亚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然而,

伊斯兰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有限,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无法满足中亚国家的需求。

其次,伊斯兰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0,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处境尴尬,这就很难使中亚国

家产生投向伊斯兰的冲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
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 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根源,也是它对其

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0 [ 11]他认为,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

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目前,伊斯兰世界的印度尼

西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

条件,这就使它们在中亚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 这些国家在国际上分属于不同的集团, 如土耳其、

沙特、埃及追随美国,伊朗与俄国有特殊关系,俄罗斯与土耳其有矛盾, 伊朗受到美国排斥,这使中亚国

家在发展与它们的关系时,要考虑到俄罗斯与美国的态度。因此,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罢,他们都不会坐

视伊斯兰势力在中亚不受限制的发展。同时,不论是土耳其的发展模式, 还是伊斯兰的发展模式,都远

不能解决中亚所面临的问题。

再次,从中亚的历史发展来看,中亚是各种文明交汇之地,一种文化在中亚很难立足。就突厥化、伊

斯兰化和俄罗斯化来说, 俄罗斯人在中亚 100多年的统治已经使中亚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出现了难以超

越的鸿沟。苏联时期在中亚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非伊斯兰化运动使传统的伊斯兰

教及其社会作用都遭受到极大的打击,到上世纪 20年代末, 伊斯兰教法庭和穆斯林学校已完全销声匿

迹
[ 12]
。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即使没有俄国人 100 年的统治和前苏联所进行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要把伊

斯兰或突厥当作它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之根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亚的伊斯兰化过程实质上是

伊斯兰教与中亚当地的社会习惯和原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中亚的伊斯兰教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中

东地区有很大的差异。走突厥化的道路更不是现实的选择。因此,目前中亚国家都选择走世俗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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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对伊斯兰教介入政治和/泛突厥0思想持反对态度, 伊斯兰国家与中亚国家在政治合作上的热情

自然要被降温。

最后,在反对困扰中亚各国的/三股极端势力0问题上, 伊斯兰世界因自身存在缺陷所能提供的帮助

十分有限。对中亚国家来说, 反对极端势力, 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与美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合作更加有效。

总之,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在经历了一个/蜜月0时期后逐渐趋冷,伊斯兰国家在中亚所发挥的

作用也逐渐回到与其实力相适应的水平。虽然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本质区别,但

是,伊斯兰教的发展还是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社会有着广泛的

影响,而且,有着广泛国际联系的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未销声匿迹,所以,关注中亚的伊斯兰问

题和中亚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参考文献:

[ 1]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N] . 1992- 06- 23.

[ 2] [ 9] [ 10] [俄] 奥#列兹尼科娃.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亚[ J] .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俄文版) , 1997, ( 1) .

[ 3]陈乐民. / 冷战0后欧洲的若干问题[ J] . 西欧研究, 1992, ( 6) .

[ 4]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M ]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1108.

[ 5] [ 6] [ 7] [ 12] 东方晓.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 M ]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1177, 173, 171- 172, 191.

[ 8]人民日报[ N] . 1992- 12- 10.

[ 11]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 [ M ]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1193.

Thoughts upon Geopolitics between Middle Asia and Islamic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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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lam ic worl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 iddle Asia. Since 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ic w orld and Middle Asia started to decline, and the roles of Islamic world in Middle Asia return to a

level corresponding to their pow er. How ever, due to the widely spread inf luence of Islam and existence of

Islamic ext remism in M iddle Asia,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n terms of geopolit ic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relat ionship and Islamic countries. st rategies tow ard M iddle Asia; and at 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relat 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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