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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ꎬ 不仅影响中

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ꎬ 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

乃至地区格局ꎮ 中东变局以来ꎬ 教派矛盾新发展的典型特征在于教派矛

盾的高度政治化ꎬ 即教派主义的加剧ꎬ 并突出表现为许多国家基于教派

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ꎬ 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ꎮ 伴随

教派主义的发展ꎬ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中东国家国

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两个主要层面ꎬ 而 “伊斯兰国” 等宗教极端组织对

教派矛盾的利用ꎬ 则成为教派矛盾影响中东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ꎮ 这些

表现背后的根源则在于教派主义对教派矛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ꎬ 它既表

现为中东国家内部利用教派矛盾展开政治权力斗争ꎬ 也表现为地区大国

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政治联盟、 争夺地区主导权ꎬ 还表现为极端组织利用

教派矛盾塑造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ꎮ 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ꎬ 需要我们

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ꎮ 当

前ꎬ 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加剧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ꎬ 同时也

是部分中东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极力建构的政治话语体系ꎮ
关 键 词　 教派主义　 教派矛盾　 中东变局　 中东政治　 宗教极端

主义

作者简介　 包澄章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站

博士后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ꎻ 刘中民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ꎮ

２３

∗ 本文为 ２００８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

研究” (０８ＪＪＤＧＪＷ２５６)、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１４ＣＺＪ０１０) 阶段性成果ꎬ 同时得到上海外国

语大学 ２１１ 工程建设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 (ＱＪＴＤ１４ＮＳ００１)、 上海市高校智库建设

项目的资助ꎮ



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　

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ꎬ 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

部的权力斗争ꎬ 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ꎮ 中东

变局发生以来ꎬ 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 (如巴林、
叙利亚、 也门、 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ꎬ 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

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ꎬ 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

深刻影响ꎮ “阿拉伯起义的浪潮加深了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族

群和宗教关系的紧张ꎬ 使其再度走上中东政治的前台ꎮ”① 在国际关系层面ꎬ
复杂的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为沙特和伊朗围绕巴林问题、 叙利亚问题和也

门问题的矛盾ꎬ 还表现为逊尼派内部的矛盾ꎬ 尤其是传统伊斯兰力量与现代

伊斯兰力量的矛盾ꎬ 如以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 “穆兄会”) 和部分伊斯

兰政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瓦哈比 － 萨拉菲派力量为代表的传统

伊斯兰力量之间的矛盾ꎬ 并在国际关系层面表现为土耳其和沙特对逊尼派世

界领导地位的争夺ꎮ 对此ꎬ 一些学者评价指出: “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

在什叶派势力伊朗、 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和逊尼派温和势力土耳其三

大力量之间展开ꎮ”② 此外ꎬ 教派矛盾也成为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塑造和

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ꎬ 建立所谓 “哈里发国家” 的政治工具ꎮ
近几年来ꎬ 教派因素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ꎬ 反映到国际舆论和

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了一种言必称教派矛盾的倾向ꎬ 这种有着深刻政治意蕴的

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媒体中最为严重ꎮ 当前ꎬ 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识多

存在简单化之嫌ꎬ 似乎中东国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ꎬ 教派矛盾和冲突就必然

存在ꎮ 但是ꎬ “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ꎬ 逊尼派和什

叶派两大教派在长期的历史中、 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和谐共处ꎬ 当前教派矛盾

的凸显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ꎮ”③ 因此ꎬ 客观评估中东变局以来教

派矛盾的新发展ꎬ 准确认识教派矛盾的实质ꎬ 无疑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中东变局以来ꎬ 教派矛盾新发展的典型特征在于教派矛盾的高度政治化ꎬ

即教派主义的加剧ꎮ 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ꎮ 当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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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同过去教派冲突的区别在于ꎬ 一些国家统治者基于教

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ꎬ 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ꎬ 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

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ꎮ① 尽管教派矛盾并非中东变局的直接原因ꎬ 但随着教派

主义逐渐成为海湾逊尼派国家应对中东变局和稳固国内政权的关键性手段ꎬ
中东地区的教派矛盾被充分激化ꎮ 教派主义不仅体现于国内层面的政治斗争ꎬ
还表现为地区层面的权力博弈ꎮ 在巴林、 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等国家ꎬ 教

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导致地区范围内的教派矛盾ꎬ 这种矛盾一方面通过外

溢形成以教派为标识的阵营分化ꎬ 另一方面又使巴林、 叙利亚、 也门的教派

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人之争ꎬ 同时成为 “伊斯兰国” 等宗教

极端组织极力运用的政治工具ꎮ 本文将从国内政治、 地区政治以及宗教极端

主义 ３ 个层面对中东教派矛盾进行分析与评估ꎮ

教派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

中东变局以来ꎬ 教派主义对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海湾

阿拉伯国家为应对中东变局ꎬ 对民众抗议活动进行基于教派话语的塑造和建

构ꎬ 进而将国内社会矛盾转化为教派矛盾ꎬ 这在巴林和沙特最为突出ꎮ
在海湾君主制国家中ꎬ 巴林是受中东变局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ꎮ 面对以

发展民主、 要求自由和政治改革为主要目标的抗议运动ꎬ 巴林逊尼派王室政

权、 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ꎬ 将反对派

的政治抗议归结为伊朗的 “阴谋”ꎬ 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ꎮ
在巴林ꎬ 王室成员来自逊尼派少数群体ꎬ 为维护逊尼派的绝对统治ꎬ 王室

对占本国人口 ６０％ ~７０％的什叶派多数群体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ꎬ 一方面拉拢

支持政府的什叶派群体ꎬ 另一方面打压要求改革或持不同政见的什叶派反对派

群体ꎮ ２０１１ 年初ꎬ 由 “２ 月 １４ 日革命青年联盟”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Ｙｏｕｔｈ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通过互联网发起的民众抗议浪潮爆发ꎮ 起初ꎬ 参加抗议群众既包括

什叶派信众ꎬ 也包括逊尼派信众ꎬ 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的 “没有逊尼派ꎬ 没

有什叶派ꎬ 只有巴林人”② 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ꎬ 什叶派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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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协会” (ａｌ － Ｗｅｆａｑ)① 等组织并非抗议的发起者ꎬ 它们直至抗议浪潮达

到一定规模后才决定加入抗议行列ꎮ “２ 月 １４ 日革命青年联盟” 是一个缺乏

统一领导的松散组织ꎬ 其成员大部分是大、 中学生ꎬ 是一个不属于特定教派

或政党的跨教派青年组织ꎮ 它号召巴林青年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进行示威抗议

活动ꎬ 实现民主、 公正和选举自由ꎮ 而 “和谐协会” 也强调自己的巴林和阿

拉伯属性ꎬ 多次否认该组织与外国势力存在联系ꎮ②

但是ꎬ 以逊尼派和什叶派为载体的反对派内部分歧ꎬ 很快就导致了反对

派的教派分化ꎬ 这无疑为巴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

法性提供了机会ꎬ 政府声称 “暴动的根源在于教派冲突”ꎬ 是 “伊朗支持下的

什叶派暴动”ꎮ③ 在政府渲染教派冲突的同时ꎬ “民族联合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和巴林穆兄会、 萨拉菲派等逊尼派政治组织和团体也不断强

调 “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神权政体”ꎻ 官方控制的媒体

也极力炒作教派矛盾ꎬ 例如巴林 «国家报» (Ａｌ Ｗａｔａｎ)、 “巴林论坛”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Ｆｏｒｕｍｓ) 网站都不断熏染教派冲突以及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ꎮ④

巴林王室以镇压什叶派骚乱为名对反对派抗议活动进行镇压ꎬ 但始终无

法控制局势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海合会决定向巴林派驻沙特和阿联酋联合部

队ꎬ 协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人群ꎮ 沙特的军事介入引来了伊朗政府和阿拉伯

什叶派的谴责ꎬ 使巴林抗议运动迅速转变为海湾大国间的代理人冲突ꎮ 在外

部因素作用下ꎬ 巴林政治史无前例地两极化ꎬ 教派身份成为影响国内政治阵

营分化的关键因素ꎮ⑤

在巴林政治动荡中ꎬ 逊尼派王室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和政治组织不断强

调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主义逻辑: 伊朗伊斯兰革命———伊

朗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即反对来自伊

朗的颠覆ꎮ 但是ꎬ 巴林政府并 “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伊朗直接支持了巴林的示

５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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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和谐民族协会” ( Ａｌ － Ｗｅｆａ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简称 “和谐协会” ( Ａｌ －
Ｗｅｆａｑ)ꎬ 是巴林最大的反对派组织ꎬ 在巴林议会中拥有近一半席位ꎬ 阿里萨尔曼 (Ａｌｉ Ｓａｌｍａｎ) 为

该协会秘书长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和谐协会” １８ 名议员向议会提交集体辞呈ꎬ 抗议王室对支持改革

的巴林抗议者采取武力镇压的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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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泉: «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演进与影响»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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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游行ꎮ 巴林反对派强调民众的诉求是更合理的分配权力和利益ꎬ 而非挑动

教派矛盾ꎮ”① 事实上ꎬ 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

式神权的政治目标ꎮ ２００９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ꎬ 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

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 和 ２５％ ꎬ② 反对者远胜于支持者ꎮ 但政

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ꎬ 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学

生的奖学金ꎬ 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歧视等措施ꎬ 都 “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

心理ꎬ 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ꎮ”③

在沙特ꎬ 利用教派主义强化和巩固逊尼派多数群体对政权的忠诚ꎬ 煽动

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仇恨ꎬ 防止逊尼派内部改革派、 自由派与什叶派联合

进行反政府抗议活动ꎬ 构成了沙特王室应对中东变局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沙特

王室积极利用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教义ꎬ 尤其是运用其中将什叶派定义为 “异
端” 的教派话语ꎬ 反对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什叶派少数群体ꎬ 同时要求逊尼派

多数群体放弃政治变革的诉求ꎬ 进而阻止具有跨教派、 跨地区、 跨意识形态

和跨部落特征的政治反对派的产生ꎮ 对此ꎬ 一些人士指出ꎬ 由于沙特政权不

断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教派主义的政治话语ꎬ 沙特始终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超越

教派意识的政治反对派ꎬ 抗议群体虽不断呼吁政治改革ꎬ 但却很难对沙特政

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ꎮ④

中东变局对沙特国内政治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东部什叶派出现抗议活动ꎬ
其重要原因在于什叶派在沙特长期受到压制ꎮ 沙特外交、 安全、 军队、 警察

以及石油等重点行业和部门的要职通常都将什叶派排除在外ꎻ 什叶派经常面

临宗教警察的干扰和迫害ꎬ 什叶派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也面临随时可能被关闭

的处境ꎮ⑤ 针对什叶派的抗议活动ꎬ 沙特王室采取了政治 － 宗教的双重应对策

略ꎮ 在政治上ꎬ 沙特政府出动安全部队镇压东部什叶派聚居区的抗议活动ꎬ
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 “什叶派阴谋” 和 “以伊朗为首的外国势力资助的起

义”ꎬ 同时通过逊尼派人士强调 “任何抗议活动都将导致沙特的碎片化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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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　

主义、 教派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回潮”ꎮ① 在宗教上ꎬ 沙特王室通过官方宗教机

构动员宗教人士支持当局ꎮ 首先ꎬ 沙特王室通过沙特官方最高宗教机构宗教

学者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颁布的法特瓦 (宗教教令)ꎬ 反对示

威抗议活动ꎮ② 沙特媒体和安全机构控制的网站均对法特瓦进行了广泛报道和

宣传ꎬ 政府还印制了 １ ５ 万份法特瓦传单ꎬ 并在清真寺和社区派发ꎬ 利用宗

教声明广泛论证和宣传抗议活动的非法性ꎮ③ 其次ꎬ 沙特官方借助知名宗教学

者引导国内舆论ꎬ 通过清真寺、 宗教讲座、 研讨会和网络视频声讨什叶派ꎬ
将抗议运动描绘成得到伊朗支持、 由国内外什叶派势力共同组织发起的 “什
叶派阴谋”ꎬ 倘若任其发展ꎬ 将会导致国家陷入 “碎片化、 部落战争、 内战和

血洗”ꎮ④

值得注意的是ꎬ 沙特王室在构建反对 “什叶派异端” 的宗教话语体系

外ꎬ 还构建了一套所谓的自由派政治话语ꎮ 它主要表现为沙特王室允许逊

尼派所谓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利用媒体对教派主义进行谴责ꎬ 这并不意味

着沙特王室支持自由派的主张ꎬ 其实质是沙特王室通过刻意制造和激化逊

尼派和什叶派、 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之间的分歧ꎬ 防止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跨教派的政治反对派ꎬ 并使沙特政府在自由派与伊斯兰势力、 逊尼

派和什叶派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ꎬ 以服务于王室政权的利益ꎮ⑤ 由于沙特国

内不存在工会、 专业团体和政党等有组织的公民社团ꎬ 反对派在组织抗议

运动时难以进行真正有效的跨教派动员ꎬ 这为沙特王室利用教派主义分化

抗议群体提供了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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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主义与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在地区层面ꎬ 教派主义构成了沙特、 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攻击政治

对手、 实现政治利益、 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有效途径ꎬ 导致教派矛盾成为地区

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重要载体ꎬ 这不仅表现在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之间的

跨国竞争ꎬ 还体现在逊尼派内部的阵营分化和微妙竞争ꎮ
１ 教派主义与沙特、 伊朗的地区主导权之争

伴随教派因素在中东变局中作用的上升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开始从教派

利益的角度观察中东变局对于自身的影响ꎮ “在许多逊尼派看来ꎬ 阿拉伯起义

为削弱伊朗 －真主党 － 叙利亚的什叶派轴心提供了机会ꎮ 因为对于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ꎬ 所有的什叶派都是忠诚于伊朗的铁杆

分子 (ｉｒｏｎ － ｃｌａ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ꎬ 而伊朗则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

者ꎬ 并坚信伊朗对叙利亚事务进行了深度干预ꎮ”① 其结果是ꎬ “过去在伊斯

兰世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什叶派ꎬ 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 巴林、 科威特

等国家积极地争取其权力ꎬ 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ꎮ”② 而什叶派则认为ꎬ 逊尼

派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阿拉伯转型国家取得执政地位、 逊尼派反对派对叙利亚

阿萨德政权的严峻挑战、 巴林逊尼派政府对什叶派抗议的镇压、 伊拉克逊尼

派反对派挑战什叶派主导的政府、 沙特等国家大力支持巴林逊尼派政府和叙

利亚逊尼派反对派ꎬ “都促使什叶派认为逊尼派的威胁在不断扩大”ꎮ③

当前ꎬ 在中东地区ꎬ “主要教派冲突已演变为地区权力斗争ꎬ 这反过来又逐

步转变成大国竞争”ꎮ④ 地区国家利用热点问题构建教派主义话语ꎬ 在他国扶植

和动员支持力量ꎬ 建立具有跨国认同的意识形态体系ꎬ 其实质是利用教派资源

争夺势力范围和地区主导权的斗争ꎬ 这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ꎮ
在国内层面ꎬ 沙特对中东变局的反应主要出于对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

可能会出现联合的担忧ꎮ⑤ 为阻止国内出现类似巴林示威抗议运动ꎬ 通过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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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恐慌” 情绪ꎬ 将国内政治矛盾转嫁至地区层面反对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

什叶派政权的教派矛盾ꎬ① 便成为沙特的战略选择ꎮ 因此ꎬ 沙特王室和国内政

治精英积极利用宗教操控政治ꎬ 在国内和地区层面构建起一套 “教派话语”ꎬ
通过主流媒体、 论坛网站、 社交媒体和宗教人士、 媒体精英等散布 “什叶派

威胁论”②ꎬ 目的在于对内减少中东变局对沙特的负面影响ꎬ 维护政权稳定ꎻ
对外通过领导逊尼派国家抗衡伊朗ꎬ 争取地区主导权ꎮ

在对外政策层面ꎬ 沙特在中东变局中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ꎬ 对

突尼斯、 埃及的政策相对低调ꎬ 甚至对美国抛弃盟友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ꎬ
同时对两个国家的过渡政权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ꎻ 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

上ꎬ 沙特的政策明显较为激进ꎬ 积极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卡扎菲和巴沙尔政

权ꎻ 在巴林问题上ꎬ 沙特却截然相反ꎬ 不仅对巴林政府提供经济援助ꎬ 还以

海合会名义出兵镇压巴林的民众抗议浪潮ꎻ 在也门问题上ꎬ 沙特主导的海合

会先是通过斡旋实现了也门政权的和平过渡ꎬ 但在什叶派胡塞武装不断坐大

后ꎬ 沙特开始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组织阿拉伯盟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ꎮ
教派因素构成了沙特对不同阿拉伯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重要原因ꎮ 总体来说ꎬ

沙特对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变革采取了支持的态

度ꎬ 但对叙利亚和巴林的不同政策ꎬ 则充分体现了沙特对教派矛盾斗争的考虑ꎬ
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ꎬ 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ꎬ 其共同目标都

是维护逊尼派的共同利益ꎬ 同时也是为了肢解伊朗主导的 “什叶派联盟”ꎮ③

总之ꎬ 自中东变局以来ꎬ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图通过 “什叶派阴谋

论” 激活地区教派冲突ꎬ 力图以教派逻辑定义地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ꎬ 通

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ꎬ 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ꎮ
在中东变局中ꎬ 伊朗与沙特主动挑起地区教派矛盾做法有所不同ꎬ 它一

直试图避免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话语陷阱ꎮ “伊朗希望避免一场教派主义的大

火ꎬ 更不会火上浇油”ꎬ④ 其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东地区

陷入孤立ꎮ 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将什叶派教义作为动员中东什叶派反对西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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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盟友的一种软实力工具ꎮ① 伊朗介入巴林危机、 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

区热点问题ꎬ 其教派动员虽然有实有虚ꎬ 但 “以教派为基础的联盟是伊朗确

保其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②ꎮ
在巴林问题上ꎬ 伊朗认为 ２０１１ 年的民众抗议运动具有非教派和民粹主义

的特征ꎬ③ 而不是教派冲突ꎮ 在政策取向上ꎬ 伊朗主要在道义和外交层面对巴

林反对派予以舆论支持ꎬ 并不强调教派问题ꎮ 一些学者评价指出: “伊朗在巴

林 (问题上) 无论如何都是赢家ꎬ 如果王室以武力镇压什叶派ꎬ 德黑兰可以

振振有词地声称镇压得到了美国授意ꎻ 如果反对派推翻政权ꎬ 伊朗可以借机

努力建立新的地区秩序ꎮ”④ 但是ꎬ 随着沙特的军事介入和煽动教派主义ꎬ 伊

朗不可避免地被塑造成巴林什叶派的支持者ꎮ
在叙利亚危机上ꎬ 叙利亚反对派的示威抗议活动最初主要是以政权腐败、

社会不公、 治理不善为由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ꎬ 反对派曾打出 “无论我们是

逊尼派还是阿拉维派ꎬ 无论我们是库尔德人还是阿拉伯人ꎬ 我们都要自由”
的标语ꎬ⑤ 表明它并非教派性质的抗议活动ꎮ 但是ꎬ 伴随海湾逊尼派国家、 土

耳其等国家对逊尼派反对派组织的资助ꎬ 叙利亚国内冲突开始呈现教派化趋

势ꎬ 教派暴力频发和宗教极端势力崛起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教派色彩不断加

深ꎮ⑥ 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并非单纯出于教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

量ꎬ 而是出于维护双方同盟关系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战略需求ꎬ 同时也为了巩

固叙利亚在 “什叶派新月地带” 中的战略枢纽地位ꎬ 反对沙特、 土耳其和西

方通过颠覆巴沙尔政权削弱伊朗的图谋ꎮ
在也门危机上ꎬ 沙特动用大量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ꎬ 集结十国联军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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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ꎬ 其重要现实考虑之一在于担心什叶派在也门掌权将进

一步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ꎮ 针对也门危机ꎬ 伊朗的态度十分谨慎ꎮ 伊朗在主

观上不愿在伊核谈判的关键节点卷入也门冲突ꎬ 更不愿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

冲突陷阱ꎮ 此外ꎬ 胡塞武装对于伊朗的重要性也远不及巴沙尔政权和真主党

两个战略盟友ꎮ
沙特和伊朗还在舆论层面展开话语权的争夺ꎬ 但沙特显然处于攻势地位ꎮ

近年来ꎬ 沙特政府和社会不断宣传和渲染什叶派的威胁ꎮ 例如ꎬ 沙特王室通

过 “萨哈 ( ａｌ － Ｓａｈａ) 和沙特自由网 ( Ｓａｕｄ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等论坛网站ꎬ
发布各类诋毁什叶派的信息”ꎬ 极端萨拉菲派更是把什叶派和犹太人视为 “伊
斯兰教的敌人”ꎮ 一些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甚至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戈兰高地炸

死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领导人持肯定态度ꎮ 例如ꎬ 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穆罕默

德巴拉克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 － Ｂａｒｒａｋ)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网站上写道: “什叶派死在犹太人手里ꎬ 感谢真主回应了我们的祈祷”ꎮ “什叶

派对穆斯林的危害比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更大ꎬ 因为过去 ４ 年中什叶派犯

下的罪状已经超过了犹太人过去 ６０ 年犯下的罪状ꎮ 什叶派是穆斯林最坏

的敌人ꎬ 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创造的ꎬ 这令什叶派变成了比西方异教徒

或忠于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更加糟糕的敌人ꎮ”①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 (ａｌ － Ａｒａｂｉｙａ) 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Ａｌ － Ｊａｚｅｅｒａ)
与伊朗阿拉伯语电视台世界新闻频道 (ａｌ － Ａｌａｍ) 围绕教派问题展开了激烈

竞争ꎮ 阿拉比亚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煽动教派偏见ꎬ 通过强调

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对立贬损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合法性ꎬ
沙特媒体甚至还使用有什叶派背景的主持人进行反对什叶派的宣传ꎮ 伊朗主

导的什叶派也不甘示弱ꎬ 伊朗媒体和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 “路标” 电视台 (ａｌ －
Ｍａｎａｒ) 也常常从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的角度ꎬ 放大巴林、 叙利亚和也门国内

政治社会冲突中的教派色彩ꎮ 伊朗历史剧 «穆赫塔尔»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Ｎａｍｅｈ) 与

沙特和卡塔尔联合摄制的历史剧 «欧麦尔» (Ｏｍａｒ) 就是典型代表之一ꎬ 双

方都通过历史剧刻意渲染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矛盾ꎮ
２ 逊尼派国家间矛盾和地区主导权竞争

中东变局以来ꎬ 教派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不仅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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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关系ꎬ 也表现为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ꎮ 以沙特瓦哈比 － 萨拉菲派

为代表的保守伊斯兰力量ꎬ 同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埃及穆兄会为代表的

现代伊斯兰力量之间围绕伊斯兰政治模式的分歧不断加深ꎬ 导致逊尼派国家

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ꎮ
在中东变局中ꎬ 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埃及政治转型的争夺体现了逊尼派内

部现代伊斯兰势力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势力的潜在竞争ꎮ 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

中ꎬ 土耳其大力支持穆兄会ꎬ 其重要原因在于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

党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同属现代伊斯兰势力的代表ꎬ 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

穆兄会对外输出现代伊斯兰主义ꎬ 并与沙特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进行意识形态

争夺ꎬ 这是土耳其与沙特关系趋于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多年来ꎬ 尤其是中东变局以来ꎬ 沙特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压穆兄会ꎬ 试图遏

制穆兄会不断壮大ꎮ 在埃及的政治转型中ꎬ 在土耳其、 卡塔尔等国家的资助下ꎬ
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ꎮ 在穆尔西执政时

期ꎬ 埃及不仅允许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首都开罗扩大业务ꎬ 还同伊朗迅速改善

关系ꎬ 实现两国元首互访ꎬ 这都令沙特极为不满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在埃及军方废

黜穆尔西政权后ꎬ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军方ꎬ 称赞埃及军方在关

键时刻拯救了国家ꎮ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很快表示将分别向埃及提供 ５０ 亿美元

和 ３０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ꎮ 此后ꎬ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埃及军方的清场行动也表

示支持ꎮ 在沙特的带动下ꎬ 阿联酋、 科威特、 巴林、 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临时

政府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沙特内政部正式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ꎮ
为抑制穆兄会的发展ꎬ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投入巨资支持组建埃及光

明党等萨拉菲派政治力量ꎬ 其政治考虑主要有三: 第一ꎬ 支持埃及萨拉菲派

与穆兄会进行伊斯兰政治模式的抗争ꎻ 第二ꎬ 同支持穆兄会的卡塔尔、 土耳

其进行地区主导权的博弈ꎻ 第三ꎬ 利用萨拉菲派推广反伊朗、 反什叶派的教

派主义话语ꎬ 构建更加广泛的反伊朗、 反什叶派联盟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５０ 多名

伊朗游客赴埃及旅游时ꎬ 曾遭到萨拉菲派团体的反对ꎬ② 这显然与沙特等海湾

国家对萨拉菲派的影响有关ꎮ 沙特等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既有意识形态的原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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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ꎬ 也有现实的政治考虑ꎮ 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ꎬ 沙特力图

避免现代伊斯兰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ꎬ 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

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ꎮ
在埃及转型过程中ꎬ 土耳其一直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ꎬ 对埃及军方镇

压穆兄会表示强烈反对ꎮ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ꎬ 土耳其对穆兄会予以大力支

持ꎬ 并在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向埃及提供了约合 ２０ 亿美元的经济支持ꎮ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穆尔西还应邀出席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大会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后ꎬ 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称军事政变是

民主的敌人ꎬ 是 “不可被接受的政变”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埃及军方强力驱散支

持穆尔西的抗议营地之后ꎬ 土埃关系严重恶化ꎬ 双方互相召回大使ꎬ 导致双

边外交关系被降至临时代办级别ꎮ②

在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ꎬ 不仅埃及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展开激烈

对抗ꎬ 地区力量也基于对伊斯兰主义的不同立场展开了复杂的博弈ꎮ 在此过

程中ꎬ 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反对穆兄会主要的力量ꎬ
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穆兄会最坚定的支持者ꎬ 而背后则是逊尼派内部

传统与现代伊斯兰力量围绕意识形态、 发展模式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ꎮ

宗教极端主义对教派主义的利用

利用教派主义构建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ꎬ 是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惯

用的手段ꎬ “基地” 组织和 “圣战萨拉菲” 组织都曾将什叶派描绘成 “异教

徒” 或 “叛教者”ꎬ 并作为暴力活动的主要社会动员模式ꎮ 随着 “伊斯兰国”
组织的崛起ꎬ 教派主义已成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行社会动员、 强化极端暴

力行径宗教合法性的主要手段ꎮ 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和仇恨心理ꎬ 已成为加

剧地区动荡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ꎬ “导致地区安全问题趋于复杂化ꎮ”③ 在

当前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话语体系中ꎬ 教派主义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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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 “土耳其模式” 之困»ꎬ 载 «东方早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Ｅｇｙｐｔ Ｅｘｐｅｌ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ꎬ ＢＢＣ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２５０６６１１５ꎬ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４
Ｓａｊｊａｄ Ｍａｌｉｋ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５０２３９９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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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主义工具化、 狂热化等特征ꎮ
在地区层面ꎬ 由于叙利亚危机、 也门乱局经常被塑造成沙特和伊朗通过

代理人战争进行的教派战争ꎬ 这套服务于权力争夺的教派话语体系ꎬ 经过地

区极端组织的改造ꎬ 已经异化为引发宗教狂热、 宗教仇恨和宗教暴力的极端

主义话语体系ꎮ
“伊斯兰国” 组织充分利用教派话语体系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业已存

在的对立ꎬ 通过泛化 “异教徒定判” ( ｔａｋｆｉｒ) 和 “圣战” 观念ꎬ 调动极端分

子的教派仇恨和宗教狂热ꎬ 为其暴力恐怖行径提供宗教合法性ꎬ 并为重建所

谓实施伊斯兰教法的 “哈里发国家” 提供宗教法理依据ꎮ 其中ꎬ “异教徒定

判” 观念经过极端组织异化后ꎬ 成为可以随意判定非逊尼派穆斯林、 其他宗

教信徒、 无神论者为异教徒ꎬ 并对其进行处决的观念ꎮ “异教徒定判” 观念已

成为 “伊斯兰国” 组织极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该组织挑选所谓的

教法学家ꎬ 从法特瓦中寻找所谓证据来解释 “异教徒定判” 观念ꎬ 尽管这类

解释经常缺乏逻辑并自相矛盾ꎬ 但却公然成为极端组织处死所谓异教徒的宗

教依据ꎮ “伊斯兰国” 组织利用年轻人的宗教情感ꎬ 灌输并且强迫年轻人 “信
仰” 这种被严重曲解和异化的 “异教徒定判” 观念并付诸实施ꎮ 当前ꎬ 该组

织内部已出现年轻人将自己的父亲判定为 “叛教者” 和 “异教徒” 并要求将

其处死的极端现象ꎮ①

“异教徒定判” 观念的蔓延构成了中东教派暴力加剧的重要思想根源之

一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互袭击的事件不断上升ꎮ 例如ꎬ “伊斯兰

国” 组织也门分支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对萨那胡塞武装组织控制下的两座清

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ꎬ② 胡塞武装组织也对也门当地极具影响的萨拉菲派

长老和政治人物的住所发动了袭击ꎻ③ 又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 ６ 月ꎬ “伊斯兰国” 组

织先后对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和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的什叶派清真寺发起自

杀式炸弹袭击ꎮ

４４

①

②

③

“Ｍａｎｉ ‘ ａｌ － Ｍａｎｉ’: Ａｌ － Ｔａｋｆｉｒ Ｈａｄａｆ Ｒａ’ ｉｓ ｌｉ － Ｔａｎｚｉｍ Ｄａ ‘ ｅｓｈ   ’ ａｊｂａｒｕｎｉ ‘ ａｌａ Ｉｔｔｉｂａꎬ
Ｍａｎｈａｊｉｈｉｍ”ꎬ Ａｊｅｌꎬ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９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ｊｅｌ ｓａ / ｌｏｃａｌ / １５２０３５６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０

袭击事件发生后ꎬ “伊斯兰国” 组织迅速通过推特宣称对事件负责ꎬ 但 “基地” 组织阿拉伯

半岛分支却声称其从不攻击清真寺ꎬ 以此与 “伊斯兰国” 组织划清界限ꎮ
Ａｌｅｘｉｓ Ｋｎｕｔｓｅｎꎬ “ ＩＳＩ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Ｆｉｒｅ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ｓ ｏｒｇ / ｙｅｍｅｎ / ｋｎｕｔｓｅｎ － ｉｓｉｓ － ｙｅｍｅｎ － ｆｕｅｌｉｎｇ －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 ｆｉｒｅ － ｍａｒｃｈ － ２０ －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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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伊斯兰国” 组织的话语体系中ꎬ 受到严重异化和泛化的 “异教徒定

判” 观念是其极端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来源ꎬ 这种排斥异质宗教信仰的极端

观念ꎬ 往往成为评判该组织成员忠诚度的重要标准ꎮ 逊尼派圣战分子对什叶

派和其他宗教信徒的狭隘偏见与仇恨ꎬ 既是 “伊斯兰国” 组织实现教派主义

叙事狂热化的重要工具ꎬ 同时也是该组织动员极端分子发动 “异教徒定判圣

战” (ｔａｋｆｉｒｉ ｊｉｈａｄ) 的主要动机ꎮ
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ꎬ “伊斯兰国” 组织教派主义的叙事手法催生出了一

批狂热且非理性的极端分子ꎬ 这些人不仅将世俗政权、 基督徒、 西方人、 什

叶派作为袭击对象ꎬ 也将逊尼派作为袭击对象ꎮ 该组织成员破坏逊尼派历史

学家、 萨拉丁军队的书记官伊本艾西尔的陵墓ꎬ 到处滥杀其他逊尼派成员ꎬ
这表明逊尼派的身份认同并非 “伊斯兰国” 组织的真正基础ꎬ 只是该组织对

自身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加工时使用的叙事工具ꎮ
此外ꎬ 极端组织还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教派仇恨和宗教狂热ꎬ 进而实现极

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ꎮ 据一项统计报告ꎬ 推特上公开支持 “伊斯兰

国” 组织的账号保守估计约有 ４ ６ 万个ꎬ 最多可能有 ９ 万个ꎮ①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通过电子期刊、 社交网站、 视频音频、 宣传手册等媒介ꎬ 蓄意煽

动教派仇恨ꎬ 动员逊尼派极端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实施报复性攻击ꎬ 激化

了中东国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ꎮ

余　 论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中东国家国内政治、 中东地

区格局两个主要层面ꎬ 而 “伊斯兰国” 等宗教极端组织对教派矛盾的利用ꎬ
则成为教派矛盾影响中东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ꎮ 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源则在

于教派主义对教派矛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ꎬ 即中东国家内部利用教派矛盾

的政治权力斗争、 地区大国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政治联盟ꎬ 争夺地区主导权、
极端组织利用教派矛盾构建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ꎮ 因此ꎬ 认识中东的教

派矛盾ꎬ 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

５４

① Ｊ Ｍ 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 Ｍｏｒｇａꎬ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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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根源ꎮ 受篇幅所限ꎬ 这里就中东教派矛盾的根源及其实质提出以下两

点认识:①

首先ꎬ 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ꎬ 当前中东地区

教派矛盾的加剧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ꎮ 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言ꎬ
从外部因素来看ꎬ 教派矛盾多与西方殖民主义 “分而治之” 政策的历史遗产

有关ꎮ １９１６ 年ꎬ 英、 法签订 «赛克斯 － 皮科协定»ꎬ 无视中东的民族与宗教

等人文地理ꎬ 把阿拉伯人、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划分到不同国家ꎬ 导致伊拉

克、 叙利亚、 黎巴嫩等国家的族群和教派结构异常复杂ꎮ 而英、 法在委任统

治时期 “分而治之” 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固化了教派权力格局ꎮ 例如ꎬ 在叙利

亚ꎬ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为对抗逊尼派民族主义力量ꎬ 不仅扶植阿拉维派建立

自治共和国ꎬ 而且大量吸收阿拉维派进入逊尼派不愿参加的军队ꎬ 这是阿拉

维派后来掌握军队主导权并能够长期把持叙利亚政权的重要因素ꎮ
从内部因素看ꎬ 教派矛盾的累积与中东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 政

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 社会文化政策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ꎮ 即便如

此ꎬ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ꎬ 不同教派大多能和平共处ꎬ 倡导教派和

谐的人士在两大教派中均大有人在ꎮ 因此ꎬ 教派矛盾只是政治、 经济与社会

矛盾的表象ꎬ 而不是本质ꎬ 不可本末倒置ꎮ 有评论言: “伊朗革命、 伊拉克内

战、 黎巴嫩的真主党 － 以色列战争以及近期的叙利亚内战ꎬ 都在海湾地区引

起反应ꎬ 激发起教派情绪ꎬ 煽动着派系斗争的表达ꎮ 然而ꎬ 逊尼派 － 什叶派

紧张关系最终的根源在于国内层面ꎬ 而非地区性事件ꎮ”②

其次ꎬ 教派矛盾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极力建构的政治话语

体系ꎬ 是服务于其政策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ꎬ 伊

朗推行 “输出革命” 的战略ꎬ 促使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开始注重从教派关

系的角度对地区格局进行塑造ꎬ 以服务于抗衡伊朗的战略需要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

克战争后ꎬ 沙特、 约旦等国家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ꎬ 提出了 “什叶

派新月地带” 的概念ꎮ 而美国也不断把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的矛盾归结为教

派矛盾ꎬ 以此来塑造地区格局ꎮ 在沙特的官方政治话语中ꎬ 什叶派经常被置

于 “异端” 地位ꎬ 宗教学者经常将什叶派描绘成 “危险的骗子” 和 “伊斯兰

６４

①
②

以下观点详见刘中民: «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５ 年４ 月２１ 日ꎮ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Ｍ Ｗｅｈｒｅ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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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敌人”ꎮ① 美国、 以色列等国家也纷纷使用 “逊尼派 － 什叶派分歧”、 “什
叶派崛起” 等教派话语概念构建反伊朗、 反什叶派阵营ꎮ 对此ꎬ 一些清醒的

美国学者曾指出: “近来来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ꎬ 这反映出西方利

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这一战略ꎮ”②

中东变局发生几年来ꎬ 沙特等地区国家更是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

系ꎬ 不断放大了伊朗什叶派的地区影响ꎮ 例如ꎬ 沙特不断强调伊朗支持巴林、
叙利亚和也门的什叶派ꎬ 但迄今为止并无证据表明伊朗介入了巴林和也门问

题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 “阴谋论” 色彩ꎬ 其重要图谋是以抵制伊朗什

叶派扩张为由防范国内什叶派骚乱ꎬ 同时为介入巴林和也门事务提供合法性ꎮ
而伊朗和叙利亚结盟的根本因素也并非宗教和教派因素ꎬ 因为二者的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存在极大差异ꎬ 伊朗为坚持伊斯兰主义的什叶派神权ꎬ 而叙利

亚政权尽管为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执政ꎬ 但其意识形态是复兴党的世俗民族

主义ꎬ 可见二者结盟的根本基础是利益需要ꎬ 而非教派因素ꎮ 因此ꎬ 从本质

上看ꎬ 无论是叙利亚危机、 也门危机还是伊拉克乱局中的教派冲突ꎬ 其地缘

政治特征都远远超过宗教特征ꎮ
当前ꎬ 中国学界和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教派矛盾的倾向ꎬ 这不

利于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认识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过分强调教派矛盾和冲突不利

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传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中国曾 ３ 次行使否决权ꎬ
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ꎬ 在国内甚至也有舆论将中国、
俄罗斯划入支持什叶派的阵营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ꎮ
因为中国的政策并未从教派出发ꎬ 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 主张政治解决作为

政策立足点ꎮ 但是ꎬ 如果中国舆论过分强调教派矛盾ꎬ 无疑会让外界对中国

的中东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ꎮ 因此ꎬ 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ꎬ 无论是中国

学界还是舆论界ꎬ 都要在研究层面做到历史、 客观ꎬ 在舆论宣传层面做到保

持清醒ꎬ 避免人云亦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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