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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斯兰“中间主义”是应对外部“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和内部的各种极端恐怖主义而走向前台的一
种温和思潮，它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其哲学基础，坚持伊斯兰中正和谐之道。面临当前的中东局势，“中间主义”
将伊斯兰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反对极端和恐怖暴力，坚持自我更新原则，灵活务实，对当代中东国家诸多
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不失为中东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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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中间主义”是自 20 世纪 70 年 代 末

期以来在阿 拉 伯 伊 斯 兰 世 界 兴 起 的 一 种 新 的 社

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后冷战时期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面 对 外 部 的“伊 斯 兰 威 胁 论”和“文 明 冲 突

论”、内部的各种极端恐怖主义以及全 球 化 浪 潮

冲击的一种积极反应。它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

现象，而是伴随着不同文明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冲

击、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

坚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主张对所有事物都要

履行公平、适 度、和 谐 和 均 衡，反 对 一 切 偏 激、极

端的思想和行为。当前，中东国家掀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从解决基本的民生

问题发展为一场“伊斯兰回归”的社会政治变革，

温和的伊斯兰“中间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将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内

政和外交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一思潮也影

响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中间主义”的兴起及其哲学基础

自 20 世纪初开始，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

独立，中东国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并

最终获得成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国家又发

生了第一次政权更替，“阿拉伯军人政权推翻了代

表封建势力和少数权贵的君主制统治”［1］。如埃及

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伊拉克的卡塞姆推翻了费萨尔王朝; 利比亚的卡扎

菲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等等。在这之后，中东

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

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始终处于失衡状态”［2］。
1979 年 2 月，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

朝统治，并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革命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这导致了伊斯兰复兴思潮的风起云

涌。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在其外交政策中提出

“输出伊斯兰”的战略，对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复兴运

动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触发了中东地

区穆斯林民族的巨大热忱，反对西方干预和影响的

力度成倍增长，并在阿拉伯各个国家引发强烈的社

会震荡。如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劫持事件，以

及在叙利亚、科威特、巴林、伊拉克、埃及、苏丹、阿尔

及利亚等国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骚乱”。
随着伊斯兰潮的蔓延，各种极端势力为实现自

身的政治目的或利益诉求借机推波助澜，相继成立

了从激进到极端，从宗教性到政治性的各类社团或

组织。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暗
杀和爆炸活动，特别是那些打着伊斯兰教旗号进行

的恐怖活动，这在本质上是对伊斯兰教义和《古兰

经》的亵渎，完全有悖于伊斯兰精神，是一种伪伊斯

兰的极端表现。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

滋生蔓延严重破坏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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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另外，西方一些人对伊斯兰教进行丑化，把它称

作绿色危险”，认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是在全

球蔓延的癌症，危及西方价值观的合法性并威胁到

美国的安全”。由此，构成了“伊斯兰威胁论”的大

合唱［3］，并且衍生出“文明冲突论”。9·11 事件的

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恰巧印证了针对穆斯林

和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言论，导致“伊斯兰恐惧症”的

蔓延。9·11 事件后，美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恐”战争，它所挑起的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

世界的穆斯林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阿拉伯伊 斯 兰 世 界 强 烈 感 受 到 正 确 传 达 伊

斯兰教的原 本 精 神 与 和 平 主 张 的 重 要 性 和 迫 切

性，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内部也需要通

过一种能够 体 现 伊 斯 兰 教 基 本 教 义 和 主 张 的 思

想来统一认识，以改变伊斯兰世界所处的被动局

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跟上国际社会发展的潮

流，穆斯林有识之士正致力于弘扬伊斯兰和平、
温和与中间主义的思想［4］。伊斯兰“中间主义”
思潮将伊斯兰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结合在一起，

作为阿拉伯 伊 斯 兰 世 界 应 对 内 外 挑 战 的 一 种 积

极反应，逐渐走向前台。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以《古兰经》和圣训

为其哲学基础，秉承伊斯兰文明中正公平、和谐包容

的文化传统，传播历代先贤所坚持的伊斯兰中正和

谐之道。《古兰经》和圣训包含非常丰富的中正、公
平、和谐的思想，涉及伊斯兰信仰、功修、法律和生活

等各个领域。《古兰经》作为伊斯兰的根本基石，明

确宣示了伊斯兰民族中正、和谐、宽容的特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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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正的民族”之“中正”，强调的

就是公正，即在对立的双方或多方之间保持中和平

衡，不偏袒任何一方。伊斯兰各民族正是因为信仰

文明的“中正”而被称为中正的民族［6］。
圣训是继《古兰经》之后伊斯兰法律的第二源

泉。穆圣说:“最优美的事是中正之事”，“你们应走

中间路线，后继者追上，超前者退回”［7］。这也体现

了伊斯兰教是宽容和平的宗教，它要求穆斯林民族

对任何事物都主张中和、均衡的中正原则，既不可不

及，也不可过分，反对偏激，反对走极端。任何一方

面的过分都会导致信仰的过激，而伊斯兰要求穆斯

林民族在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都要走一条中间

道路。
概言之，伊斯兰“中间主义”建立在《古兰经》和

圣训的哲学基础之上，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内

外困境人心思变的产物。

二 中间主义的基本主张及特点

“中间主义”思潮提出了具有中正、和谐等特色

的基本主张，它渗透在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既包含宗教事务，也涉及世俗事务，主要归纳为以下

两个方面。
第一，在宗教信仰方面，谨守中道，不偏不倚，坚

持中正和谐，反对各种极端偏激思想。在《古兰经》
中，称呼伊斯兰民族为“中正”的民族，这就是说，中

正是伊斯兰民族的本质属性。伊斯兰“中间主义”
强调，“中正和谐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

值观、审美观，是伊斯兰文明的优良传统，‘中正和

谐为美’的理念体现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各个领

域”［8］。伊斯兰讲求知行合一，主张信仰指导行为，

行为又体现信仰。伊斯兰的信仰就是“中正”地谨

守中间道路，不偏不倚，强调宗教易行，主张宽容温

和，认为对宗教教义的无知和曲解以及标新立异都

会导致偏离伊斯兰的中正原则，产生极端思想。因

此，“中间主义”认为，对伊斯兰信仰中正和谐的理

念不仅体现在信仰的哲学层面上，也贯穿于具体实

践中，无论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活，都要坚守中正，

谨防极端。《古兰经》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

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9］《古兰经》教导，先知与

他人对话时要保持温和、谦虚的态度，“你应凭智慧

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

人辩论”［10］。圣训中一再强调，真主喜欢宽厚温和

地处理各种事务。因为真理是介于不及与过激两者

的中间［11］。
第二，在社会政治交往方面，奉行循序渐进的进

步原则，着力促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同时倡导重启

“伊智提哈德”( 教法创制) 大门，实现与时俱进，努

力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极端恐

怖主义、霸权主义，倡导文明对话，强调建立国际政

治新秩序。
伊斯兰“中间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应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要求个人自由与社会集体利

益保持均衡，权利与义务并驾齐驱。同时，“中间主

义”主张要以均衡、中正的视角看待传统与现代，将

这两者完美融合对当代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至关重

要。因为“在真正的传统与真正的现代之间没有矛

盾，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实质，我们

就会成为最前沿的现代主义者和最正宗的传统主义

者”［12］。由此，“中间主义”提出重启“伊智提哈德”
大门，重建伊斯兰教法创制，为解决当前日益复杂的

现实社会问题作出努力，这是伊斯兰各民族现实的

需要，也是强调中正和谐的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念。
除此之外，“中间主义”主张要在穆斯林民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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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教派之间求同存异，积极努力实现内部团结一

致。对外强调尊重异己，对西方文明应予以尊重和

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反对。尽管伊斯兰民族的信仰

与基督教信仰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穆斯林认为，与西

方的对话势在必行，因为在西方甚至在美国，许多人

热爱和平，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伊拉克战争后西方

国家多次发生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说明西方国家

并非铁板一块。通过对话可以把伊斯兰的真实信息

带给西方［13］。因此，“中间主义”深刻认识到，只有

坚持所有民族皆平等的思想精神，加强内部团结一

致，深化与不同宗教、民族、国家的交流对话和合作，

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恐怖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为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所谓

“文明冲突论”以及“一切将某一种信仰、意志、发展

道路、生活模式强加于人的言行，都是有损于世界和

平事业的，是不文明的”［14］。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

伊斯兰解读的全面性和与时俱进。伊斯兰“中间主

义”要求人们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理解伊斯

兰，在实际行为中平衡适中，不偏不倚。它的特点是

全面、平衡、深刻地理解伊斯兰，实事求是; 权衡利弊

得失，掌握行为优先选择; 理解分歧，求大同，存小

异; 坚信思想、意识和道德的改变是一切文化改革的

基础; 以最佳方式和态度与穆斯林内部持不同观点

的人对话，同时与其他文明和宗教对话。稳定与变

通在伊斯兰中有多种体现，“中间主义”平衡地看待

伊斯兰中稳定和可变的内容，使两者相辅相成，不失

偏颇，应该发展、变通的不致僵化，而应该稳定、持久

的不致改变。比如，对伊斯兰的根本立法源泉———
《古兰经》和圣训之中的基本信仰内容坚持不变，而

对教法创制和实际应用方法，如公议、类比、圣门弟

子的主张、前人的律例等都可以体现一定的灵活与

变通，应根据时代、环境和针对对象的不同制定符合

当前社会的方法和策略。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

号召全面理解伊斯兰，从第一源泉《古兰经》中汲取

知识养分，同时运用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辨能力去发

掘伊斯兰的时代意义。

三 中间主义的现实影响及意义

伊斯兰“中间主义”结合伊斯兰传统文化与时

代的需求，努力展现伊斯兰文明固有的和谐思想，坚

持自我更新原则，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反对极端

和恐怖暴力，使中正温和的思想对当代中东国家诸

多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0 年底，始于北非突尼斯的民众示威运动，

引发了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埃

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已经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变革和政权更替，其他阿拉伯国家如阿尔

及利亚、约旦、阿曼、巴林等国也都出现了一些抗议

浪潮。这说明“变革”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在改

换着这里的政治、教育、环境、宗教、科技和道德生

活［15］。在这场中东剧变中，从事发的起因、过程到

最新局势，温和的伊斯兰因素逐渐明显，这与伊斯兰

温和思潮的“中间主义”不无关联。
第一，当前的中东各国正处于变革时期，伊斯兰

“中间主义”成为影响中东变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

一。截至目前，“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国的选

举中，伊斯兰政党脱颖而出，赢得了占有绝对优势的

投票，这其中多数政党名称中都含有正义、公正、发
展、自由等字眼，这也是伊斯兰温和党派在北非地区

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以民主的方式获得国家政权，而

这些即将选举上台的政党似乎也在模仿政策上向中

间主义靠近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16］。要在阿拉

伯国家开创一种温和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大力推进

社会公正，将现代与传统的思想、宗教与世俗的力量

有机融合。这也说明，在这一场要求社会变革的阿

拉伯国家社会政治动荡中﹐其主导思想符合当代温

和的伊斯兰“中间主义”的精神，是现实政治与信仰

的有机结合，也标志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新高潮。
第二，伊斯兰“中间主义”作为一股积极向上的

社会文化思潮，在阿拉伯世界已具有相当广泛的影

响，“在伊斯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

不同领域、不同宗教派别、学术流派，以及宗教学者、
思想家、政治家、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中，都有许多

人不同程度地主张或赞同”［17］。9·11 恐怖袭击事

件发生以后，西方媒体在有关 10 年反恐的新闻报道

中对伊斯兰进行了非常大的负面宣传，称穆斯林是

思想保守的宗教狂热分子，反对现代化。阿拉伯世

界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代

阿拉伯国家知识界、宗教界和政界出现了许多倡导

伊斯兰“中间主义”的代表，他们所提出的观点都是

支持伊斯兰中正、温和、理性的原则，坚决反对极端

主义和恐怖暴力活动。在这场中东国家的剧变中，

走上街头参加示威的队伍里有许多人按时就地祈

祷，受到周围人群的尊重和保护，这种温和、非暴力

的伊斯兰氛围在示威游行中屡见不鲜。他们这种温

和的非暴力行为是依据伊斯兰和平的精神理念，呼

吁社会公平、要求民主、改善民生、廉洁政治，反对内

部独裁、官僚腐败等。优素福·盖尔达维作为当今

最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埃及动荡后回到了开罗，

他提倡不涉入任何习惯性的暴力行为来推行民族、
阿拉伯和伊斯兰运动的主张，表达了埃及民众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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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呼声，也对埃及革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

中庸宽容的态度再次对伊斯兰“中间主义”进行了

宣传，其目的是修正人们对伊斯兰的错误认识，远离

极端和偏执，回归伊斯兰中正、和谐的价值和道德

体系［18］。
第三，伊斯兰“中间主义”面临考验，需要在不

断的社会实践中成熟起来。当前阿拉伯诸国的各种

政治力量需进行新的分化组合，构建新的政治核心，

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并努力满足民众提出的政治、社
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需求。倡导“中间主义”的

学者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和穆斯林现状作出了“稳定

发展”和“文明对话”的选择，这既是“中间主义”对

伊斯兰中正原则的准确体味，也是实施优先选择的

具体实践。中东各国急需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经济

困难，实现传统社会力量的整合，并积极探索具有自

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发展道路，通过理性对话来改

善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间主

义”要着眼于现实和未来，挖掘伊斯兰的内在适应

力，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在现实中求得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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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提出一项以正统的伊斯兰复兴思想为基础的当代

文明文化工程。这种努力显然是很可贵的，也符合

中东各民族的发展实际”［19］。

四 结语

当今伊斯兰世界急需伊斯兰“中间主义”所倡

导的中正思想的指导和熏陶，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正

本清源，阐述了伊斯兰所主张的公正、仁慈、宽容和

中庸等信条，它是伊斯兰世界改革与发展的正确价

值取向，具有广泛的民意。“当今的阿拉伯伊斯兰

社会正处于一个变化时期，正在寻觅属于自己的文

化特性同现代物质文明的最佳结合点”［20］。伊斯兰

“中间主义”顺应这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需求，

继承伊斯兰文明中正、和谐、宽容的文化精髓，坚持

原则，灵活务实，将复古与革新、理论与实践融为一

体，反对僵化、极端与恐怖暴力，其未来的发展潜力

巨大。伊斯兰“中间主义”能够挖掘伊斯兰固有的

但却被忽视的中正和谐思想和内在适应能力，指导

伊斯兰组织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参与当前中东国家的

政治转型，为其通过民主选举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提

供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同

时，为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平衡，选择一条适合自身良

性发展的道路，从而为促进中东各国的良性运转提

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伊斯兰“中间主义”

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阿拉伯革命后如何应对巩固政

权、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都对新的执政当局提出了

挑战。当前和未来的世界都将面临重重危机，伊斯

兰“中间主义”只有以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现实，继

承伊斯兰传统，谋求各民族团结合作与发展进步，才

能为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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