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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评介 

慈志刚 

国内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研究，以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的著述影响最为深 

远，作为彭树智教授的学生之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韩志斌教授亦 

在中东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上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其新著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 《研究》)于201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通过民族主义视角审视伊拉克复兴党的理论与实践，进 

而揭示出伊拉克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本质内容。该书超越了传统上关于中东 

政治发展史研究的固定轨迹，是一部民族主义个案分析的力作。这里笔者仅 

就阅读之心得与读者分享。 

关于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 

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对20世纪 

中东历史发展之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中东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 

究中，民族主义是最为重要的考量依据。《研究》一书，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之 

窠臼。作者通过近 10年的文献收集和整理，获自得之见解，在多个层面上突 

破了以往的研究范式，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对于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作者在第一章进行了总体的概括， 

并在其后各章节中通过复兴党的实践活动介绍了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的动态 

演变轨迹。作者认为：第一，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与传统上西方和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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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民族主义类型不同，当然也不是复兴党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完全 

“内生”类型，它是 “西方文明与传统伊斯兰文明互动交往的产物与后果”。 

第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它 “以复兴党在伊拉克的政 

治、经济实践为载体，以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为纽带，以思想、文化、 

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交融为内容，是一种多元交织的、开放的文化体系”。 

第三，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在于 “对抗”与 “再创造”，民族 

主义在与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其后的地区秩序进行抗争，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 

增强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进而从深层次挖掘并整合资源；同时，为了达到 

这样的目的，“复兴”和 “再创造”民族文化成为必要的任务，在特定对抗 

环境下，对民族传统的坚持就是对外部压力的反抗。特别是在历史认同问题 

上，萨达姆下令重新编写伊拉克历史，为复兴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理论 

依据。第四，民族主义遵循一种独特的 “模仿——反抗”模式，它通过对西 

方异质文化的批判吸收，从中获取可以利用的现代性成分，并且以此来改造 

和复兴传统文化，最终达到反抗和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目的。因此，复兴党 

民族主义带有其深层次矛盾：它对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由于这些矛盾 

的存在，使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既纷繁又混乱，这是其难以逾越的 

发展困境。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指导了伊拉克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实践，影响了它的治理模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但学界对伊拉克有关问题的研究很少涉猎这一极具价值的命 

题，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萨达 

姆复兴党政权的成败时，却没有从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本身所潜在的深层次 

意含来分析其兴衰所折射出的结构性问题”。《研究》一书就是通过对这一命 

题的研究，来回答相应的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问题。 

关于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实践 

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这些 

国家的历史学研究也发生了民族主义转向，它们通过重新界定文化疆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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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重塑民族共同体的 “集体记忆”，这成为20世纪穆斯林史学的主导趋势。① 

这样，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和民族国家构建等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 

的热点研究话题，而影响民族国家现实走向的民族主义实践问题则长期得不 

到重视。实际上，忽视对民族主义实践层面的研究很容易导致对民族主义理 

论问题研究简单化，特别是在对诸如 “本质”和 “价值”等根本问题的分析 

上，多借助于西方理论工具和分析模式对中东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 

“再解释”，从而导致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个案研 

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学者们多根据民族主义组织或个人的著述、文献和 

纲领等对民族主义进行类型分析和判断，实际上这种分析和判断的依据是不 

完全的。在实践层面上，任何致力于创建民族国家的行为，不论其行为者是 

否倡导和宣扬民族主义理论，都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诚如作者所言，伊拉克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存在着 “版图错位” 

的现象，这造成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其一是教 

派矛盾。伊拉克什叶派约占人口的60％，而逊尼派约占20％，二者在权力分 

配等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其二是民族矛盾。约占伊拉克人口15％的库尔德 

人始终是伊拉克政治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复兴党民族主义与库尔德人的民 

族诉求之间整合的失败造成了二者之间政治的悲剧。其三是部落矛盾。在中 

东地区，以血缘谱系为认同纽带的家族和部落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萨 

达姆家族以及效忠于萨达姆的部落在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也构成了萨达姆政权结构中的核心部分。2O世纪70年代以后，伊拉克部落主 

义的勃兴表明复兴党向 “原始”和 “传统”的回归，其保守性和排他性增 

强。其四是地区矛盾。复兴党的三大目标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阿拉伯 

民族统一在复兴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 

统一，伊拉克复兴党也作出几次地区联合的实践尝试。《研究》一书通过专题 

的表述方式，勾勒出伊拉克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脉络，即它从 “复兴” 

式的防御型民族主义转变为 “对抗”式的进攻型民族主义 (两伊战争为例)， 

至海湾战争时期演变为穷兵黩武的侵略型民族主义。当民族认同感需要暴力 

来维系，它彰显出来的只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也表明泛民族主义的式微。 

① 参见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王晴佳著：《全球史学史——从 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年版，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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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复兴党执政以后，其民族主义理论得以贯彻执行，而上述诸矛盾 

使实践中的民族主义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与理论层面的民族主义相比较，实 

践层面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更为丰富多彩。《研究》一书对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 

主义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对其建构伊拉克民族国家的行为模式进行了 

具体分析：第一，关于魅力型统治的建构。复兴党建构民族国家困难重重： 

“伊拉克教派、民族多样化，缺乏一个利益和观念的 ‘共同体 ’，一个合法性 

来源”，总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缺乏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在这 

一 前提下，为了使民族主义这一虚构的 “想象共同体”走向现实，就必须建 

立群众广泛接受的权威，在伊拉克，权威的建立只能从 “象征”中寻找答案， 

萨达姆个人魅力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执行者，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作者认为魅力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魅力型统治也有其内在的矛盾，那 

就是共识容易达成，而分歧难以弥合，这也是长期困扰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 

要问题之一。第二，关于经济与社会治理。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一系列的 

经济和社会改革，使其民族主义理论具体化，再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果 

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伊拉克国有化，石油收入的增加， 

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范围的扩大，妇女解放与扫盲运动为复兴党民族主义的 

国家治理适时提供了温床”。因此，复兴党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既推动了伊拉克 

的现代化变革，也有利于民族主义政府的合法性建设。第三，关于民族主义 

外交。民族主义通过确认 “我者”与 “他者”边界的方式实现内外分际，并 

通过防御——对抗——进攻的对外行为模式转换寻求民族的生存、荣耀和最 

大利益。特别是在政治体系遭受政治转型的冲击时，“对外战争成为民族主义 

者规避国内危机，寻求民众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常用手段。”第四，关于意识 

形态的改造。正如作者所言，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是以实践活动为载体， 

以历史文化为纽带，以改造社会生活为目标，对伊拉克进行系统的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灌输和渗透。这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复兴党在开发历史资源上 

做了较多努力，如宣传伊拉克古典文化艺术，发掘和保护历史文物，重新引 

起传统节H，追求古代艺术和重写伊拉克历史等。总之，伊拉克复兴党民族 

主义在实践层面表现出二元特征，它有适应历史变革的合理性，也有跳跃性 

和突变式的非理性倾向，“复兴党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可以与不同奋斗 目标的行为体相结合，体现出 

不同的内容，”这就是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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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交往理论关照下的民族主义研究 

文明交往理论是彭树智教授提出的，从全球文明和谐视角关注人类文明 

生存和发展的史学理论，作为文明交往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是文 

明交往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一书从方法论来讲，它 “以马克思主义的交 

往史观为指导，注重对诸多具体的史例个案作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具体的理 

论，是科学研究的途径。”①从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渊源来看，它是阿 

拉伯地方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它反映了阿拉 

伯——伊斯兰文明在当代文明交往条件下，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自觉过程。就 

复兴党民族主义实践而言，它反映了伊拉克民族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 

文明交往的最本质内容，也就是说，其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的程度决定了其 

社会进步的程度。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两面性决定 

了萨达姆政权必将内外交困的历史命运，“充分显露了盲动的、不 自觉的民族 

主义的短视性和脆弱性。”对于复兴党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从文 

明交往的视角来审视，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同其 

他文明思潮交往，融人全球化文明的大潮中。” 

《研究》一书用文明交往理论关照民族主义个案研究，使作者能够站在世 

界历史交往的高度全面评析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之功过得失，其历史与现 

实并重，从历史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萨达姆政权 

之后伊拉克政治走向等问题，作者的分析和判断也较为客观公允。 

然而，美玉亦难免有瑕疵，笔者认为该书尚有两方面需要加强：第一， 

本书没有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与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运动在复兴党民族主义历史中占有较重的地位，本书将 

伊拉克什叶派与复兴党政府的博弈分散在各章，对伊拉克什叶派的论述不够 

集中，略显薄弱。尽管如此，笔者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阅读这部佳作，然浅 

陋之心思终难揣摩作者广博之见解，书中闪光之处无法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未尽之意只能请读者亲自去品味了。 、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参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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