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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论 奥 斯 曼 帝 国

的 西 化 改 革

姜 明 新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化改革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奥斯曼

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 它并不是根

据人民的意愿, 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需要。在此过程中, 奥斯曼的社

会心理也完成了一个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转变, 从而深刻地影响现代土耳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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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7)。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其过程的惨烈和挣扎、精神上的挫折和磨难, 总给我们以似曾相识的感

觉。因此, 探讨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下,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 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在坚持传统还是推动

西化的两难困境中的心路历程, 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土耳其的政治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奥 斯 曼 帝 国 推 行 西 化 改 革 的 原 因

土耳其有意识的西化改革, 至少应从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时算起, 至今几近 300年了。回顾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改革取向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改革的根本原因包括两个

方面: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

(一 )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任何大帝国的兴衰都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¹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除了 /千年帝
国 0 拜占庭内外交困下的衰落和突厥塞尔柱王朝在蒙古远征军打击下土崩瓦解这样的外部原因外,

其内部关键性因素大致有 3点, 即王权集权体制与竞争为王的苏丹继承制度、教权对王权近乎无条件

的支持和依附所形成的政教同盟、掠夺扩张性的军政体制。º 而与其相应,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一个

原因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翻天覆地的惊人进步逐步改变了双方的强弱对比; 另一个原因是促成奥斯曼崛

起的上述关键性因素的变质与瓦解。

公平地看, 奥斯曼帝国与我国清朝的乾隆朝相似, 在旷世君主苏莱曼后期, 帝国就已经显现出衰

败迹象。苏莱曼大帝晚年谗信后宫、冤杀王子, 从而为帝国的衰败和日后后宫干政埋下了祸根。自苏

莱曼大帝之子 /醉鬼 0 塞利姆二世 (M est Selim II) 起, 帝国苏丹也与其突厥先王相似, /弟不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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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6月版, 第 697页。

参见姜明新: 5伊斯兰化后突厥人对外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兴起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7年第 7期, 第 42~ 48页。



兄, 子亦不肖其父0¹。 1566~ 1730年, 共有 13个苏丹继位, 他们多是平庸无能之辈、荒淫无耻之

徒,他们不谙朝政,终日纵情声色犬马, 致使大权旁落, 乃至形成后宫当政、宦官、军人擅权的局面。

这种问题可以部分地从奥斯曼帝国苏丹继承制的变化中找到原因。以前, 帝国王子们很小就被派

往外省去学习积累治国、治军的经验, 在王位继承方面实行天命神授、胜者为王的原则。及至十四世

苏丹穆罕默德三世 (M ehmed III) , 王子们不再被派往外地任职, 终日被关在宫中一处叫做 /卡菲 0

( Kafes) 的小房间里, 监视居住。不难想象, 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担惊受怕。生命尚且朝不保夕, 让

他们治国安邦就更是无从谈起。自 /醉鬼 0 塞利姆二世开始, 奥斯曼苏丹就已经失去先辈开疆破土

时那种 /苏丹即是战士0 的精神, 难得御驾亲征, 军队总司令一般交由辅政大将军担任。

由于苏丹的衰弱, 以前听命于苏丹、为其行为在宗教经典中寻找论据的乌莱玛, º 现在也开始指

手画脚, 以致于苏丹 /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 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
乌莱玛, 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 0»。

帝国的衰颓也可以从奥斯曼军队战斗精神的退化略见一斑。帝国初期, 奥斯曼军队都是由具有十

足加齐精神的圣战斗士组成, 他们在苏丹 ) ) ) 最伟大的加齐的带领下, 为了弘扬圣教、加齐的荣誉和

战利品, 仗剑执戟, 勇往直前。由于帝国的一切都是为从事军事征服而组织起来的, 这包括军事行政

制度、税收和土地分配制度, 等等, 而一旦失去了征服扩张的能力, 就会造成帝国社会正常运转链条

的断裂。而此时, 不论是什么原因, 帝国的扩张早已达到极限, 向西无法逾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

首都维也纳, 向东无法有效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因此, 史家首先看到的是, 作为帝国基础的蒂玛制

度的逐步朽坏和瓦解, 以及近卫军的变质。一些蒂玛持有人破产, 蒂玛权证甚至可以买卖或贿买, 另

一些人开始规避对苏丹的义务, 不愿出征, 甚至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由于天下承平, 那些骄兵悍将

已无需浴血沙场, 而开始横行乡里, 鱼肉百姓, 甚或啸聚山林, 劫掠为生。¼ 再则, 苏丹不时将大量

蒂玛土地赏赐给朝廷新贵旧宠, 甚至后宫妇女, 致使国有土地日益减少, 私人土地日见增多, 这种情

况更加速了蒂玛制度的腐败和衰亡, 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

近卫军是帝国的一个特权阶层。还在苏丹塞利姆一世时期, 那些近卫军将士就不愿在远离家乡的

地方长期作战, 并曾成功地迫使苏丹班师还朝。½ 后来, 由于参加近卫军有利可图, 不少平民及近卫

军官兵的儿子们都挤进了近卫军, 甚至只领饷, 不出勤, 使军事训练和士兵素质大打折扣。他们贪图

钱财, 军纪败坏, 飞扬跋扈, 恣意妄为, 早已失去了前辈们为苏丹献身的精神, 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在对外战争中根本起不到决战决胜的作用。至帝国中后期, 苏丹们根本就不具备先辈的勇武与睿智,

毫无有效管束这支奴隶军队的能力。相反, 随着近卫军变得有钱有势, 他们与宫廷和地方显贵同流合

污, 逐步成为了国内政治和宫廷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甚至发展到多次逼宫作乱、恣意废立、杀害

苏丹的地步, ¾ 成为对苏丹本人和帝国政府的一个威胁。当时的一个英国海军军官阿道尔弗斯#斯莱

德爵士 ( S irAdolphus Slade) 在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进行对比时曾如此写道: /君士坦丁堡的近
卫军好比 (欧洲国家的 ) 下议院, 他们时常逼着自己的君主撤换他的大臣, 他们当中任何有才干的、

善于搞党派活动和善于煽惑人心的分子, 肯定都会得到一个好差使, 以便使他平息下来。0¿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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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文阙特勤碑如下铭文, /吾先人死后, 有以其弟为可汗, 有以其子若孙为可汗, 惟弟不类其兄, 子亦不肖其父。御极者

率皆无知之可汗, 怯懦之可汗; 其为梅录者, 亦莫不无知与怯懦。0

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5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6,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49页。

同上书, 第 467页。

16世纪末 17世纪初蹂躏安纳托利亚农村的 /杰拉利 0 ( C elalis) 叛乱。

1514年苏丹塞里姆一世与波斯沙法维王朝伊斯梅尔王之战。

计有 1622年近卫军杀死奥斯曼二世 ( Osm an II), 1623年穆斯塔法一世 (M ustafa I) 被推翻, 1648年废黜并绞死易卜拉欣一

世 ( Ib rah im I) , 1687年穆罕默德四世 (M ehm ed IV ) 被废黜, 1730年推翻艾哈迈德三世 ( Ahm ed III), 1807年废黜塞利姆三世

( Selim III), 1808年穆斯塔法四世 (M ustafa IV ) 被杀身亡, 等等。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133页。



帝国的混乱和衰落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二 ) 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的复古主义改革

在经历了 16世纪末 17世纪初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后, 奥斯曼的一批有识之士将帝国的问题归咎于

苏丹权威的衰降、蒂玛和代夫沙梅制度毁坏, 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上。而在穆罕默德#索

库卢帕夏被刺后, 朝廷里除了勾心斗角外, 没有人能够找到根治帝国百病的良方。因此, 帝国上下迫

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 整顿朝纲, 进行必要的改革来重振帝国雄风。

穆罕默德#科普儒侣 (M ehmed Koprulu, 1656~ 1661年当政 ) 可以说完全是应劫而生, 他在 80多

岁时被推上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前台和权力顶峰。其时帝国内忧外患, 奥斯曼舰队刚打了一场可耻的败

仗, ¹ 威尼斯舰队占领了爱琴海中的战略要地 ) ) ) 利姆诺斯 ( Lemnos) 岛和特内多斯 ( Tenedos) 岛,

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而帝国宫廷除了相互攻讦、争权夺利外, 束手无策。

在从皇太后图罕 ( V alide TurhanHadice) 处取得强力支持º后, 科普儒侣首先在国内大刀阔斧然

而又不失策略地进行改革, 他高举 /法先王 0 的大旗, 着手恢复 /立法者 0 苏莱曼大帝时的秩序和
制度, 维护和严格执行苏莱曼大帝制定的帝国法典。其核心是对内以铁腕手段»惩治腐败, 整肃军

纪, 镇压叛乱, 重建苏丹的权威; 在巩固了其国内地位后, 奉行强硬的对外政策, 重振军威, 坚定地

发动对外战争, 并通过这一政策的成功, 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和声望。

这些措施短期内立竿见影, 吏治改善, 军队恢复了纪律, 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胜利。¼ 帝国不仅恢

复了元气, 度过了严重的危机, 还在短期内勃发了新的威力。以致卡拉 #穆斯塔法 (M erzifonlu Kara

M ustafa) 帕夏在 1683年 ) ) ) 即苏莱曼大帝首次远征维也纳未酬 154年后, 再次围攻维也纳。

但是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如前所述, 奥斯曼社会完全是为军事征服而组织起来的, 因此, 如果

征服失败, 其影响自然十分深远。科普儒侣家族的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因此也死于宫廷斗争。此后,

帝国再也无人愿冒杀头之险来承担责任了。

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在欧洲敌人的压迫下, 奥斯曼内部也发生了内乱。沉湎于打猎的 /猎手0 穆

罕默德四世 (Avc iM ehmed IV) 被废黜, 军队拥立其弟苏莱曼二世, 不久又由艾哈迈德二世和穆斯塔法

二世先后继位。在经历了 1697年影响深远的森塔 ( Zenta) 惨败½及一年多后耻辱的 5卡尔洛维茨和

约6 ( T reaty of Carlow itz) ¾ 之后, 帝国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认真地反思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了。

奥 斯 曼 帝 国 的 西 化 改 革

科普儒侣家族 4任大维齐¿在奥斯曼帝国传统框架内的改革, 在穆斯塔法#科普儒侣战场殒命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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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 6月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威尼斯舰队之战, 奥斯曼舰队大败。

参见 [俄国 ] 伊兹科维兹著; 丰德培译: 5帝国的剖析6, 学林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72页。科普儒侣在接受任命前, 史无

前例地提出了 4个条件: ( 1) 没有他本人发出的书面通知, 苏丹不得批准或发出命令; ( 2)任何大臣或其他人不得背着他单独行动; ( 3 )

他任命一切高级或低级官员, 都不受干预; ( 4)苏丹对直接诽谤他的话不要听信。图罕接受了科普儒侣的这些条件。

在他执政的 5年内, 处死了 4万名反对派成员, 其中包括希腊东正教大主教。

1657年 8月、 11月分别收复特内多斯岛和利姆诺斯岛。

1697年 9月 4日, 奥地利哈布斯堡 (H ab sburg) 军队在军事家萨伏依 ( S avoy) 公国欧仁亲王 ( FranÔ ois- eug�ne, Prince de

Savoie- carign an) 的指挥下, 在匈牙利的森塔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会战, 全歼奥斯曼军队, 该军队指挥官丧失殆尽, 仅苏丹穆斯塔法二世

侥幸逃脱。

1698年 10月, 在英国驻奥斯曼大使佩吉特勋爵的调停下, 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威尼斯、波兰、俄罗斯、荷兰的代表在卡尔

洛维茨举行和平谈判。 1699年 1月 26日, 在 /占有地保有原则 0 下双方签署和约, 奥斯曼人从特兰斯瓦尼亚和匈牙利各地撤退, 只有

丹塞瓦的巴纳特除外。奥地利得到了匈牙利、特兰斯瓦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大部, 威尼斯获得了希腊的莫里亚半岛和达尔马提

亚一部, 波兰则收复卡美涅茨和波多利亚。贝尔格莱德和雅典仍由奥斯曼控制。 5卡尔洛维茨和约 6 被视为奥斯曼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标志。

即穆罕默德# 科普儒侣、其子艾哈迈德# 科普儒侣、女婿卡拉# 穆斯塔法、另一子穆斯塔法# 科普儒侣。此后, 科普儒侣家族

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已基本结束, 而其家族的第五任大维齐侯赛因#科普儒侣临危受命后已经不能如其前辈一样力挽狂澜,

重塑军威、国威了, 他所能做的, 只能是审时度势、勉力利用欧洲各国当时的矛盾以尽量减少帝国的损

失。从这时开始, 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能继续充当欧洲事务的干涉者和欧洲均势的杠杆, 相反, 它还得充

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勉力图存。这表明, 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 旧体制的活力已经几

乎被挖掘净尽了。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 帝国精英们必须另辟蹊径、放眼向洋,以变革图强。

然而, 对任何一个曾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来说, 长期的繁荣、强盛所形成的民族自

尊和文化自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与障碍。

与伊斯兰上升时期一样, 在帝国兴起之时, 奥斯曼土耳其人还能不断地学习, 是个典型的学习型

社会。¹ 其时, 帝国勃勃的生机吸引了大批西方的学者、基督教叛教者及各类冒险家纷纷来到奥斯曼

帝国, 他们对奥斯曼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 到帝国鼎盛

时期, 由于不断取得对西方异教徒的胜利及随后持续的天下承平, 奥斯曼人的进取心和加齐精神已经

逐步消磨掉了, 而代之以纸醉金迷的淫糜之风。而且, 在他们眼中, 当时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乃是一个

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 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还值得文明世界的穆斯林学习了。可以说, 也正是

这种由一系列胜利所带来的自负助长了奥斯曼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妄自尊大和不思进取。

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曼帝国初期的西化改革注定要面对更多的血腥和暴力, 而断断续续长达 200

余年的西化改革更多地浸透着改革者的鲜血, 进而, 他们的鲜血经由战争与和平的洗礼逐步完成了奥

斯曼土耳其人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滑落。同时, 在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

也从初期的军事改革走向了体制变革, 并最终在帝国的废墟上走向共和。

(一 ) 初期的西化尝试

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 尤其是 1699年 5卡尔洛维茨和约 6 与 1718年 5帕萨洛维茨和约6 的刺

激, 让帝国精英们深切了解了欧洲国家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而同时代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的成

功, 也让长期轻视俄罗斯人的奥斯曼帝国认识到了军事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º

1718年, 大维齐达马德 #易卜拉欣帕夏上书艾哈迈德三世, 表明必须赶上西方国家的军事水

平。» 1719年, 他下令在维也纳设立大使馆, 1721年他任命穆罕默德 #埃芬迪担任帝国驻巴黎大使,
/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0¼ , 随后在帝国上流社会形成了一股法国热。此外, 他还着手

对帝国海军进行改组, 下令继续建造一批新式战舰。但就是这样肤浅的革新也遭人忌恨, 1730年,

近卫军借口与波斯作战失利挑起了一场暴民叛乱, 艾哈迈德三世被迫退位, 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等一

批改革派官员被处死。

易卜拉欣等改革者的死亡表明, 即使是奥斯曼普通的穆斯林也对向异教徒学习十分反感、甚至十分

仇视, 而这也是保守势力能够煽起暴民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此时的穆斯林世界已不像伊斯兰早期那么

包容、好学, 倾心 /翻译运动0½ , 对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兼收并蓄了。这一点, 也能从另一位热心西

化改革、对西方人士和观念持友好态度的大维齐哈米德的横死得到证明: 1785年, 保守派倒阁成功, 并

将他秘密处死, 为了泄愤, 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个标明其罪恶的牌子 ) ) ) /教规和国家的死敌 0¾。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对于一个自负守旧的国家来说, 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代价已经不仅仅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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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中记载, 穆圣说: /求知对穆斯林男女都是天命 0、 /求知须从摇篮到坟墓 0、 /学问, 虽远在中国, 亦当求之 0。参见

5伊斯兰的教育观 6, h ttp: / /www1 cnr1 cn /2008 zt /cl /hxfq /200806 / t20080612_ 5048279791h tm l1关于奥斯曼人向欧洲学习的情况, 参阅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48~ 52页。

指 1696年奥俄对土战争中俄军攻克亚速港, 俄国势力首次进入黑海。

参见 [美国 ] 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5从瓦解到新生 6, 学林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81页。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53页。

指阿拔斯王朝中期 (回历 136~ 300年 ), 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 阿拉伯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和

介绍, 尤其是起自买蒙时代的 /百年翻译运动0, 将希腊时期各个学科最重要的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美国 ] 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前引书, 第 83页。



数改革者的鲜血。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 而战争就成为了动荡社会引发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我们几乎无法否认, 奥斯曼的西化改革始终是被迫的, 因此, 一旦天下泰平, 改革自然也就失去

了动力。因为, 没有人甘愿背负叛教的罪名、再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但是, 1774年俄土战争的失

败和 5库楚克#凯纳利亚和约 6 的缔结表明, 帝国已是大国不再, 昔日的辉煌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记
忆里。而 1787年俄土战端再起和帝国军队的节节败退, 更是将帝国君臣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

(二 ) 塞利姆三世的 /新秩序0 改革

塞利姆三世 ( Selim III) 的改革通称 /新秩序 0 (N izam - i Ced id) , 这是奥斯曼帝国真正意义上

面向西方的改革, 也可视为土耳其式的 /洋务运动 0。改革的动力也来源于对外战争的失败, 尤其是

1774年对俄战争惨败后签订的 5库楚克 #凯纳利亚和约 6 的刺激。这一改革没有脱离 /师夷长技以

制夷0 的套路, 着重于军事改革, 苏丹本人对近卫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完全失望, 而着力于建立

西式军队的尝试。他认为, 只要进行必要的军事改革, 就可以重振国威, 消除各种内忧外患。自 1792

年起, 他先后颁布了一整套新法令, 实行军事、财政改革, 按欧洲方式创建并苦心经营一支使用新式

武器的新军 ) ) ) 新秩序军团, 并建立了陆军工程学校和海军工程学校, 任用法国人和一批欧化土耳其

教官进行训练。¹ 其目的是把奥斯曼军队的技术装备、训练和战术提高到当时西方军队的水平。

但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遭到了来自近卫军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伊斯兰社会尊崇先知的训导,

守旧恶新, 因为先知说过: /最坏的东西莫过于新奇的东西, 每件新奇的东西都是一种革新, 每种革

新又都是一个错误, 每个错误都可以导向地狱之火 (注: 应译为 /火狱0 )。0º 改革遭到近卫军和贵

族、乌莱玛的反对并不意外, 塞利姆三世在创建新军时就特意回避与近卫军的冲突, 而把新军放在远

离京都的郊外。因为以前辅政大将军易卜拉欣帕夏所推行的法国模式的改良就曾遭到了这些既得利益

集团的强烈反对, 其时, 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推进军队现代化为核心的武器装备与训练、军事理论和军

事技术、军队组织的革新。但即使是这种改良也已经付出惨痛代价, 艾哈迈德三世 (A hm ed III) 被

推翻; 易卜拉欣帕夏被杀身亡。而这回又轮到塞利姆三世了, 1807年他被迫解散了新军, 并任命近

卫军的阿加 (统领 ) 任辅政大将军, 但这也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 当年他还是被废黜了, 一年后被

害。近卫军控制了伊斯坦布尔, 许多改革者惨遭杀害, 改革成果化为云烟。

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失败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深刻教训: 必须消灭保守势力的支柱近卫军, 才

能推动国家全面革新。

(三 ) 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新

马哈茂德二世 (M ahmud II) 是幸运的, 他作为奥斯曼皇族硕果仅存的继承人而在近卫军叛乱中

幸存下来。经过十几年的忍耐, 马哈茂德二世在平复了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后, 于 1826年 5月也祭起

/法先王 0 的旗号, 重新建立起了一支新军。同年 6月, 在近卫军再次发动兵变时, 他指挥勤王部队

和重炮予以坚决镇压, 两天后宣布废除近卫军, 从此, 延续了数百年的近卫军制度就此覆灭。» 随

后, 马哈茂德二世采取有力措施,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并全面推进改革: 他消灭了与近卫军关系密

切的伊斯兰托钵僧势力; 加速新军 ) ) ) 穆罕默德胜利之师 ( Asak ir- iM ansure- iM uhammed iye) 的建

设; 1831年又宣布废除早已腐朽的蒂玛制度; 随后又将伊斯兰宗教势力、与近卫军有千丝万缕联系

的乌莱玛阶层的经济支柱 ) ) ) 埃夫卡夫 ( / evkaf 0,意为教产 )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从而削弱了乌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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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65页。

同上书, 第 115页, 但其引文注释指向他的另一篇文章。形式相似的内容见诸 [埃及 ] 纳# 阿# 曼苏尔著; 陈克礼译: 5圣

训经 6 第一编第一章第七节 /坚持天经与圣训、反对邪说和教派、信士的任务 0 第 65, 中文译文为 /札比尔的传述: 穆圣说: -最

真实的话, 便是真主的经典; 最正确的领导, 便是穆罕默德的领导; 最可恶的事件, 便是异端邪说; 凡是伪造的都是异端, 凡是异

端都是迷路, 凡是迷路都进火狱。. 0 意义迥异, 但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在 5布哈里圣训实录 6、5马立克圣训集 6、 5穆斯林圣训集 6

和 5阿布# 达吾德圣训集 6 (部分 ) 中没有找到类似表述。 See h ttp: / /www1usc1 edu /dept /M SA / reference /searchhad ith1h tm l1

土耳其史称 /吉祥事件 0 ( Vaka- iH ayriye)。



玛宗教势力对抗皇权的基础, 而将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尽管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 马哈茂德二世运用手中的独裁权力, 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 将变革推

向奥斯曼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同中外的许多铁腕君主一样, 他也强力推动奥斯曼服饰的改革, 他

率先剪掉了长发, 恢复了突厥人剃光头的旧习, 推广欧式服装和费兹 ( fez) 帽。¹ 他仿照欧洲各国的

样式建立了中央各部委, 改革了税收、邮政和教育部门, 撤消了阻碍商业发展的关卡, 改善了国内交

通状况, 并创建了一份报纸 5大事概览 6 ( Takv im - i Vekay i) , 等等, 不一而足, 而新成立的翻译局

和外交机构更成了培养帝国新一代政治家和改革派的摇篮。

(四 ) /坦奇马特 0 运动和立宪改革
阿卜杜拉#麦吉德 ( AbdulM ecid) 苏丹继位后开始的坦奇马特 ( / Tanzimat0, 意为改革, 1839~

1878年 ) 可以视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合理延伸, 前后断断续续地延续了 40年, 在奥斯曼历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它主要是由改革派强势人物雷什德帕夏 (M ustafa Resid) 全力推动的。雷什德

帕夏及其后的改革领导人阿里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是出自外交部门的新一代政治家。新的改革以著名

的 /御园敕令0 ( Gulhane- H atti- Hum ayoun i) 为开端, 覆盖了法律、司法、外交、教育、财政、军

事、行政等方面, 并且首次宣布, 帝国臣民不分信仰,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改革充分体现了

19世纪 30年代欧洲的治国理念和法律精神。不仅如此, 麦吉德苏丹还主动试行了一次全国省区贤达

会议 ( Assemb ly of ProvincialN otab les) , 最为重要的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 在坦奇马特后期颁布了奥

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选举产生了立宪议会, 等等。

虽然坦奇马特和立宪运动在奥斯曼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但是, 它们的推出都只是帝国精

英挽救危亡的一种手段。在颁布御园敕令之时, 帝国正处于危急关头, 桀骜不驯的埃及总督穆罕默

德 #阿里在尼济普击溃了奥斯曼军队, 并继续进军。此时的帝国急需欧洲列强的支持, 为了取悦欧洲
列强、表明苏丹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开明而现代的政府, 新受命的大臣们才制定了这一敕令。这并不是

臆测, 根据伯纳德#刘易斯的研究, 就连普通欧洲人也都自负地认为, 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结构极不

文明, 且糟糕透顶, 只有迅速地采用欧洲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 土耳其才能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和

资格。并且, /这种看法, 是欧洲各国政府以及它们的使馆, 向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强调提出的, 终于

被土耳其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接受了 0º。而 1876年宪法只是在泛斯拉夫主义和俄国准备干

涉的压力下产生的, 力主立宪改革的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等帝国精英希望把这部宪法当做对付列强的

有力武器, 他力图向欧洲列强表明, 帝国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 且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 并在即将

发生的俄土战争中尽可能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对这部宪法, 阿卜杜#哈米德苏丹从未给予过任何

积极的支持, 尽管他为了登上皇位接受了这一条件。因此, 一旦苏丹觉得宪法和议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时, 他便毫不犹豫地宣布休会, 而且这一休就是整整 30年, 从而在事实上终止了宪法的实施。直到

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 他才被迫宣布恢复宪法。在废黜阿卜杜 #哈米德后, 经过 1909年的宪法修

改, » 奥斯曼苏丹成为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奥斯曼帝国君主专制结束了,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独裁统治

开始了, 历史并没有翻开新的一页, 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了要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继续摸索。

对 帝 国 西 化 改 革 的 初 步 观 察

通观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轨迹, 一条是奥斯曼精英从被动改革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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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在穆斯林社会中是表示所属宗教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发型、头饰和服饰的整齐划一在社会剧变时期曾经产生过显著

社会效果。有意思的是, 在马哈茂德二世时期作为革新标志而广受非议的费兹帽, 在凯末尔革命后却作为伊斯兰传统和保守主义的

标志而被再次革掉。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107页。

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113页。

参见 1909年 8月宪法修正案第三条、第七条。



动改革的转变, 尽管这种主动也是一种无奈,
¹
与此相辅相成, 另一条则是社会心理从文化自负向文

化自卑的嬗变。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还能通过作为帝国精英之一的土耳其国父凯末

尔的 /唯一文明论0º及现当代土耳其精英的西化渴求中得到印证。这两条轨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对土耳其传统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革及随后从坦奇马特中生发出来的思想, 对后世土耳其的

现代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 我们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中发现了从手段到内容的某些相似

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 改革也为奥斯曼帝国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思维活跃、具有远大理

想, 且雄心勃勃的新型人才。

但是, 奥斯曼帝国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 它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意

愿, 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甚至是 /结与国之欢心 0»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

人民只是改革的承受者,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 他们集体 /无意识 0。即便是在阿卜杜拉#麦吉

德苏丹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全国省区贤达会议上, 这些代表、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表仍然举止无措,

不知云何, 乃至干脆缄口不言。
¼
这从一个方面表明, 在这个社会的潜意识里, 治国就是苏丹和上层

人物的事, 民众处在苏丹的庇荫之下, 只要苏丹执法公正, 帝国臣民就能够各安其位, 奥斯曼社会就

会在 /公平的循环0½
中和谐发展。这种民族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土耳其日后社会变革的方式和

历史进程。此后, 基本是军人出身的铁腕强人强力推行自己治国设计的模式, 占据着土耳其社会发展

的主导地位, 迄今仍然在土耳其政治中起到独特的作用, 并显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¹  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174页。

  º 凯末尔曾说: / , ,文明只有一个,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步, 便必须参加到这个单一的文明里面去。0 而他所指的文明仅是

西方的现代文明。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307~ 308页。

  »  5辛丑条约 6 签订后慈禧太后语。关于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局势, 参见 [美国 ] 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前引书, 第

94~ 95页。

  ¼  参见 [英国 ] 伯纳德# 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前引书, 第 120页。

  ½  参见 [俄国 ] 伊兹科维兹著; 丰德培译: 前引书, 第 80~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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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吸 收 500亿 美 元 私 人 投 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最新地区展望报告,

2007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收私人资本投资达

500亿美元。

该报告认为, 私营资本加速进入为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带来机会, 尤其是近几年在外援不变的情况下,

私营资本的进入, 为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 以

及其他投资项目提供了资金, 促进了经济增长, 有助

于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目标。该报告发出警告, 私营资

本的进入, 可能增加宏观经济的变数, 对金融领域造

成冲击。报告指出, 从长期看, 私营资本带来的利益

取决于本国机构得到改进和金融市场得以完善。

(资料来源: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经商参处, 2008年 6

月 18日 )

(詹世明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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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in Shadow ofNuclear Issue

Yu Guoqing pp123- 28

  There w ere m any contrad ictions in the h istory

betw een Iran the Gulf A rab states, and their re la2
t ions have shown some improvement after the Iraq

W ar. Iran and theGu lf states g radually find new op2
portun it ies to improve their relat ions w ith the devel2
opment of Iran. s nuclear issue. Th is change has

brought great cha llenges to Am erica. s M iddle E ast

po licy, and it also has struck the geopo litical struc2
ture dom inated by U. S. in this area. But both the

future of Iran. s nuc lear issue and the prospect o f the
re lations betw een Iran and the Gu lf A rab states w ill

meetw ith great variab ility.

OnW esternization Reform of the O ttom an Empire

J iang M ingx in pp129- 35

  There w ere tw o basic e lem ents for the O ttoman

Emp ire to carry out w esternization reform. One w as

that the O ttoman Emp ire gradua lly w aned in pow er,

and the o therw as the failure o f its strict reform back

to the ancients. The w esternization re fo rm w as

underw ay by pressure com ing from outside world and

conducted from above w hich reflected no thing from

the dem ands of the people. The a im of the reform

w as to make the empire to become strong and rich,

and the goal w as to save the fate o f the emp ire.

During th is reform process, the soc ial psycho logy o f

the Emp ire transformed from cultura l conceit to

cu ltural inferiority and this phenomenon had

pro 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 f

modern Turkey.

On China. s Role in Dealing w ith A frica. s InternalConflicts

) ) ) Assessm ent on the Theory of /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on0

Yuan Wu pp158- 62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pow er

in recen t years, China has gradua 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w orld affa irs, and internationa l

society hopes tha t Ch ina shou ld take on heavy

responsib ilit ies in w orld affa irs. But there rem inds

different v iew po ints and understandings on Ch ina. s
ro le in world affa irs in academ ic fields. For

example, Ch ina has p layed positive ro le in reso lv ing

Darfur issue but some w est countries still criticized

Chinese actions there. The conten t about how to

resolve human itarian ism crisis in / Responsib ility o f
Protection 0 theory has in fact affirmed and

encouraged the w ays o f Ch inese ro le in reso lv ing

A frica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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