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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

吴  彦

  [摘要]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是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觉醒派运动通过合法地位实

现权力分享;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超越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实现多元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整合; 圣战派运动以暴力手段对沙特

家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倾向, 代表着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是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

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构成促进沙特家族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由于缺乏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

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官方统治基础与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之间的力量

对比尚未改变,政治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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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在世纪之交呈明

显上升的趋势, 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成为影响国家政治

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上世纪 90年代, 沙特阿拉伯

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表现为政治请愿、在国外建立政

治组织和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等形式。进入新世纪,

沙特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已经有更加明晰的派别划分。

觉醒派运动通过合法地位实现权力分享,伊斯兰 ) 自由
主义运动超越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实现多元意识形态

和政治力量的整合, 圣战派运动以暴力恐怖的活动手

段对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如何看待民间宗

教政治运动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如何把

握新世纪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发展走向, 无疑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12有研究者认为,沙特阿

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具有明显的极端性和保守

性,是阻碍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
122
然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 集

中体现了沙特阿拉伯民众力量的崛起和新旧社会势力

的激烈抗争。本文试图梳理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民间

宗教政治运动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思想纲领和政治实

践,进而探讨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

觉醒派运动

觉醒主义思想来源于瓦哈比派伊斯兰教, 主张建

立以欧莱玛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合作为基础的真正的伊

斯兰政府,要求执行仅来源于5古兰经6和圣训的伊斯

兰教法。在政治实践方面, 觉醒主义特别强调个人负

有按照5古兰经6的命令扬善惩恶的义务, 这种义务不

能因为国家机构和官方欧莱玛的利益而被忽略。觉醒

主义者既不支持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 也不表达一种

统一的观点。

觉醒派运动于海湾战争期间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政

治舞台,是沙特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先驱, 在意识形

态方面包含传统瓦哈比派思想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

想的双重内容。20世纪 90年代初,觉醒派运动持反对

美国和批评沙特政府的立场, 质疑沙特王室统治权力

的合法地位。觉醒派运动发起的政治请愿运动, 宗旨

是建立完全独立的具有决定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

议、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完全独立、充分保障公民权

利。132觉醒派运动的政治呼吁,促进了沙特知识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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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人士的政治觉醒,在沙特国内诸多社会阶层引起

强烈的共鸣, 进而形成对于王室和政府的极大政治压

力。1994年,沙特政府着力打击国内的宗教政治反对

派,觉醒派运动领袖萨法尔#哈瓦里( Safar a-l H aw ali)

和萨勒曼 #阿乌达( Salm an a-l -Aw da)等人遭到囚禁。

90年代末,沙特政府放弃高压政策,试图通过分化

和安抚的手段应对国内反对派势力, 释放在押的觉醒

派运动成员。此后, 觉醒派运动停止所有反对沙特官

方的政治对抗活动, 逐渐退出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阵营,

转而宣传/温和、节制0的宗教原则和信仰理念,直至与

沙特王室广泛合作和出任政府要职, 进而作为惟一合

法的宗教政治派别, 充当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与沙特政

府的中间人。

进入新世纪, 觉醒派运动与沙特官方保持良好的

政治合作。觉醒派运动明确谴责/ 9 # 110爆炸事件。
萨法尔#哈瓦里改变原有的反美立场,发表/对温麦的

声明0,批评圣战主义者的恐怖行为, 并发表致美国总

统布什的公开信, 表达其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愿

望。
142
与此同时, 沙特政府借助觉醒派运动的宗教政治

影响,极力缓和国内宗教政治反对派与沙特政权的冲

突。萨勒曼#阿乌达等人接受沙特政府的邀请, 多次

出席官方发起的国民对话会议。2003 年, 什叶派人士

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给予不同教派

以平等的宗教地位和保障少数派宗教族群的政治权

利。萨法尔 #哈瓦里则声明支持沙特政府的现行政

策,并指责什叶派试图分裂沙特国家。
152
觉醒派运动对

国内极端派别的暴力活动持否定立场,明确支持政府

打击恐怖活动的相关举措。162 2003 年 5 月利雅得爆炸

事件之后,萨法尔 #哈瓦里和萨勒曼 #阿乌达领导 47

名沙特宗教机构职员、教授和教界人士签署声明, 澄清

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者

没有任何关系, 并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原则, 呼吁

反对派与政府开展对话。172

2005年 2月,沙特阿拉伯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地

方选举,其中 50%的议席由选举产生。结果, 以觉醒派

运动为中坚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麦加、麦地那和吉

达等城市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182觉醒派运动成员获

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能够在

公共媒体领域公开活动, 并建立了一些卫星电视、电子

通讯、网络讨论版块和其他的通讯渠道。萨勒曼 #阿

乌达在电视节目和一个支持四种语言的网站上发表观

点,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受尊敬的宗教发言人之一, 也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沙特政府的发言人。2007 年, 觉醒派

运动获得沙特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在沙特政府的支持

下,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派运动领袖人物与官方欧

莱玛竞争,打破官方欧莱玛的宗教解释垄断权, 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位居沙特宗教等级制度的显赫位置。

觉醒派运动对妇女地位、女子教育、女性参与选举

等问题持保守立场,对承认少数派权利持批评的态度。

2008年 5月,萨法尔 #哈瓦里支持官方宗教权威颁布
的费特瓦,禁止以任何方式支持真主党组织, 并且断言

真主党组织不是/安拉的党0,而是/撒旦的党0。192萨法

尔 #哈瓦里强调,对瓦哈比主义者而言,什叶派是背教

者。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以宣传/宽容和温和0为主

旨,然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及其分支在该网站上未能得

到宽容,仍然被视作异教和误入歧途的教派。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兴起于上世纪 90 年代后

期,兼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色彩, 倡导逊尼派、什叶派

和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合作, 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推进

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化进程, 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

革的同步进行, 呼吁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

定,代表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中间立场。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根据其社会背景和
意识形态的差异, 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 批评派0

通常回避政治问题, 致力于抨击国内的社会现状和宗

教现状。该派成员深受早期瓦哈比派和新萨拉菲主义

以及叙利亚学者纳赛尔#迪恩#阿拉巴尼的影响,其代

表人物是哈桑#马立克( H asan a-l M aliki)和曼苏尔 #

努凯达恩( M ansur a-l Nuqaydan)。/政治派0主要关注

国内政治问题, 通过起草政治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

式表达伊斯兰 ) 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该派成员深受
萨赫瓦主义的影响, 强调早期瓦哈比派理论和现代穆

斯林兄弟会思想的结合, 抨击官方瓦哈比派学说的僵

化思想和保守立场, 倡导通过论争的形式实现瓦哈比

主义的宗教改革。该派代表人物是阿布杜勒 # 阿齐
兹 #卡西姆( -Abd a-l -Aziz a-l Q asim)和阿卜杜拉 #哈

米德( A bdal lah a-l H amid)。/自由派0深受纳赛尔主义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 强调在伊斯兰框架下实现

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和保障公民权利, 代表人物

是穆罕默德 # 赛义德 # 泰伊德 ( Muham mad Sapid

T ayyid)。/什叶派0倡导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建

立公民社会,坚持声称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人口具有

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 并将沙特民族主义与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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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相结合, 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 # 马赫福兹 ( M u-

hamm ad M ahfuz)和扎吉 #米拉德( Zaki a-l M ilad)。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初形式包括举办沙龙

和互联网论坛, 以及在报刊文章中发表政见。现代媒

体提供了伊斯兰 ) 自由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手

段。1998年和 1999年, 5祖国报6和5开放周刊6在沙特

阿拉伯相继获准发行, 开辟专栏, 刊载不同政见的文

章。伊斯兰 )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互联网论坛中积极

讨论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地

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 为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社会

空间。

进入新世纪,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日趋活跃。

/ 9 # 110事件以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压力和逆境在某

种程度上成为伊斯兰 ) 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付诸政治实
践的催化剂。1102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聚合沙特阿拉

伯诸多民间宗教政治流派,进而演变为具有广泛社会

基础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2002年 4 月, 伊斯兰 ) 自

由主义运动发表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0的政治宣
言,由来自沙特阿拉伯诸多社会群体的 150 人共同签

名。该宣言在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

兰教信仰的基础上, 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开展

对话,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

重他人的信仰。11 122003 年 1月,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

动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由 104 人签名的请愿书, 题为

5国家的现状与未来的前景6。该请愿书明确宣誓效忠

沙特王室,同时要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实行重大

改革:要求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

实现国家收入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地区歧视和

宗教歧视、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 要

求实行权力制约, 完善法治, 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

利,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会议; 要求给予全体国民言论

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 要

求立即释放或者公正审判所有政治犯,允许知识分子

自由地表达意见, 呼吁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对

话会议。1122该请愿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

动的行动纲领, 标志着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开始超越信

仰和教派的差别, 在寻求政治改革方面形成广泛的政

治联合。

面对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的改革要求, 王储阿

卜杜拉表示支持改革,并在王宫接见了请愿书的 40 名

签署人。沙特政府控制的媒体出现了一次/ 利雅得春

天0, 发表了许多具有改革倾向的文章,一种相对自由

化的政府媒体开始出现。2003 年 6 月, 王储阿卜杜拉

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 邀请沙特境内诸多教派组织

的代表出席。面对国内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 伊斯

兰 ) 自由主义运动明确指责暴力活动并屡次表达他们
对沙特政权的忠诚。阿卜杜勒 #阿齐兹 # 卡西姆提

出: /沙特王国的确存在腐败问题, 但是沙特王族代表

着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能为了社会上任何人的利

益而使国家陷入不稳定的状态。01132

2003年 12月, 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再次向王储

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 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

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0。新的请愿书呼吁在
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 号召/ 所有的阶层和群体,

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

要求0, 1142将 2003年 5月以来王国经历的暴力恐怖事

件归咎于美国对沙特的干预以及沙特国内民众政治参

与的缺乏。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提出的宪政改革要

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 1月,王储阿卜杜拉

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 按照经慎重

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 不允许任何人干涉

和阻碍改革。0同年 3 月, 沙特政府以/号召立宪君主

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

语. 0的罪名, 逮捕 12 名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领导

人。
1152
阿卜杜拉 #哈米德、阿里 #迪麦尼( -Ali a-l D-i

maini)和马特鲁克 #法利赫( Matruk a-l Falih)三人以

/引起堕落和孤立统治者0的罪名被判处 6 ) 9年的监

禁,其余的被捕者在允诺停止号召改革之后陆续获

释。
1162

2006年 8月,阿卜杜拉继任国王之后,赦免了阿

卜杜拉 #哈米德等三人。1172伊斯兰 ) 自由主义者减少

公开的活动, 转而在私人领域表达政见, 以免法律纠

纷。2008年 11月, 穆罕默德 #卡塔尼等 72名政治活

动家在各自家里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绝食斗争, 抗议

沙特安全机构未经指控就拘留数百名沙特人。1182

圣战派运动

圣战派运动缘起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核心成员主

要是从阿富汗返回沙特阿拉伯的所谓圣战者。该派强

调恪守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和早期瓦哈比派的宗教理

念,否认沙特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指责官方瓦哈比

派维护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御用立场, 抨击沙特家族

实行独裁专制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 主张诉诸暴力

方式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 呼吁穆斯林发动针对沙特

家族及其支持者西方世界的全面圣战, 代表沙特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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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激进倾向。1192

90年代中期,沙特政府强化新闻审查和舆论控制,

拘捕反对派人士,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 暴

力活动随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1995年和 1996年,

利雅得和胡拜尔相继发生针对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军事

机构的炸弹袭击事件,标志着圣战派运动开始登上沙

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随后, 沙特政府加大对民间宗

教政治势力的打击和镇压力度,圣战派在沙特国内的

暴力行动转入低潮。

沙特阿拉伯的圣战派运动与奥萨马 #本 #拉登在

阿富汗创建的盖伊达即所谓的基地组织长期保持密切

的联系。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后, 阿拉伯半

岛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渐露端倪。阿拉伯半岛

基地组织持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立场, 以推翻沙特家族

的统治为政治目标, 呼吁将所有的异教徒逐出阿拉伯

半岛,屡屡发动针对沙特家族及其西方盟友的暴力袭

击。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多为不满现状

的青年学生,崇尚早期瓦哈比派的宗教政治理念, 将沙

特家族政权视作/不信者0的政权, 抨击官方瓦哈比派

欧莱玛维护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神学宣传是亵渎信仰

的堕落行为。1202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代表人物包括

胡穆德#欧基拉#舒艾比、纳斯尔#法赫德和阿卜杜勒#

阿齐兹#欧马里, 其中后者曾经参与策划了/ 9 # 110劫
机事件。

2003年到 2005年间,沙特阿拉伯经历了现代历史

上最激烈的暴力性反政府浪潮。暴力性的反对派活动

主要包括对非沙特人住宅区的自杀性攻击、与安全部

队的武力对抗、针对公共人物和沙特家族成员的暗杀

行动。2003年,沙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引起沙特民众的强烈不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认为

发起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 18日, 临近利雅得的

贾兹拉地区发生炸弹爆炸,沙特政府随后悬赏缉捕阿

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成员,沙特政权与阿拉伯半岛基地

组织之间的残酷战争从此开始。5 月 12 日, 利雅得的

三个外国人住宅区发生炸弹爆炸, 导致 35人死亡, 数

百人受伤。1212随后,沙特当局逮捕 11名基地组织嫌犯,

同时采取严厉的措施抑制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的

传播。11月 8日,利雅得的穆哈亚住宅区发生一系列

爆炸事件, 共有 18人死亡,至少 122人受伤。
1222
沙特安

全部队与基地组织成员之间的暴力对抗时有发生。沙

特政府不断发布通缉令,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圣战派运

动,并逮捕三位为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辩护的宗教学者。

沙特政府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引起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的报复。12322004年 4月 21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对

利雅得的秘密警察大厦进行自杀式袭击, 这是圣战派

运动对沙特政府机构发动的第一次武力攻击。4月 30

日和 5月 2日,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延布发起两次

主要攻击外国人的动乱。5月 29日,胡拜尔发生动乱,

武装分子杀死 22 名外国人, 还扣押许多外国人做人

质。接下来的几周,许多外国人在利雅得被杀害, 其中

包括美国军事专家保罗 #约翰逊, 许多侨居的外国人

撤离沙特阿拉伯。2004 年下半年到 2005 年 4 月, 吉

达、利雅得和嘎西姆等地区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沙特

当局三次进攻吉达的萨利赫 #阿瓦菲基地, 并在利雅

得发起对圣战派组织的清洗。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则

采取报复行动,袭击吉达的美国领事馆,并对沙特内政

部和安全部队办公室发起炸弹攻击。最激烈的战斗发

生在嘎西姆地区,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沙特安全部

队的武装对抗持续数日。

沙特政府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 严重削弱了阿拉

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力量。从 2004年 6月到 2005 年 4

月底,共有约 50名圣战派成员死亡。2005 年 3月,沙

特政府宣布大约有 700名反对派成员在押。1242同年 10

月,国王阿卜杜拉宣布建立/ 国家安全委员会0, 作为打

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之部分, 领导对王国中基地组

织据点的大规模清洗。2005年底, 沙特阿拉伯国内大

规模的暴力性反政府运动基本停止, 但小规模的暴力

事件仍时常发生。2006 年,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两次

发起对阿布卡伊奇石油加工厂的攻击。
1252
基地组织还

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 拒绝向沙特当局自首和接受国

王赦免的提议。12622006年下半年, 沙特政府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行动,共逮捕 136名激进分子嫌疑犯。12722007

年 2月, 4名法国旅游者在沙特境内被杀害, 随后沙特

内政部宣布拘捕 172名激进分子嫌疑犯。
1282
同年 8月,

沙特安全部队在吉达与基地组织交火, 共逮捕 34 名基

地组织嫌疑犯。12922008年春, 沙特安全机构共逮捕 56

名基地组织嫌疑犯。据沙特官方报告, 701名激进分子

嫌疑犯被扣押至少 6个月。2009年 1月,沙特当局宣

布逮捕 9名前沙特政治犯, 罪名是从事伊斯兰圣战主

义的复兴计划。同年 4月,沙特安全机构宣布, 他们在

邻近也门边境的山区中逮捕了 11 名恐怖主义组织成

员。
1302

5月, 一名持枪者在朱拜勒向一辆载有 5名外国

人的公共汽车开火。13127 月, 沙特特别刑事法院正式宣

判对 330名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嫌疑犯的裁决, 其罪名

是支持和资助恐怖主义、去往有冲突的地区战斗, 阴谋

导致混乱和破坏治安。大多数人被判处监禁、罚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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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限制旅行, 其中一人被判处死刑。1322 8月, 沙特内

政部宣布,安全机构缴获 372支遥控爆炸物和大量枪

支, 逮捕 44 名密谋发动武力攻击的基地组织嫌

疑犯。
1332

结语: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政治走向的判断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是绝对

主义时代经济社会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绝对

主义时代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模式, 在经济社会领域

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沙特

家族的政治集权和御用色彩的官方宗教政治。在绝对

主义的历史条件下, 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的长足发展

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构成沙特阿拉伯社会

的突出矛盾。经济社会秩序剧烈变动和政治制度相对

停滞之间的历史悖论是政治风暴源头之所在。政治现

代化的核心内容, 在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抑或民众广

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是此

间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经

济关系的变革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提供了民主与

专制激烈抗争的客观物质基础。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

滥觞,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的政治崛起,体现民众

广泛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与沙特王室的权力垄断两者

之间的激烈抗争。民主化无疑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抗

拒的历史潮流, 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的滥觞,构成促使沙特家族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推

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

政治制度在新世纪无疑面临着民众崛起的严峻挑战,

形式各异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预示着沙特阿拉伯即将

到来的政治变革,可谓民主化政治风暴的前兆。

沙特阿拉伯地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

的阿拉伯半岛, 素有宗教立国和宗教治国的政治传统。

政治生活的非世俗性决定了权力角逐的宗教色彩, 民

间宗教政治运动成为民众政治崛起进而挑战沙特家族

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 世俗反对派长期缺

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诸多民间宗教政治派别尽管不无

差异,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宗教

政治理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 包含挑战沙特

家族权力垄断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共同愿望。现代

伊斯兰主义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

主的政治原则, 强调民众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无疑属

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范畴。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借助

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蕴含着民众政治动员

的巨大潜力,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实践。

公民社会的缺失, 是制约沙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

的重要因素。世纪之交, 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

动的派别划分日渐明晰。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

倾向,代表着沙特阿拉伯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是

为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 多数民间宗教

政治运动的非法地位, 导致民众缺乏反映自身诉求的

正常社会渠道, 官方意志与民众意志常常处于对立的

状态。民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激进的宗教政治运

动得以表达,公民社会尚不成熟。

以石油繁荣为基础的食利国家具有利用公共福利

缓解社会矛盾之特殊功能。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收入来

源于外国交付的巨额石油美元而非来自国内经济发展

之税收。沙特家族以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广泛的社会

补贴换取民众的忠诚和顺从, 公共福利作为政治无为

主义之补偿成为沙特阿拉伯特殊的社会契约。巨额的

石油收入还使收买潜在的政治反对派成为可能。沙特

家族通过控制石油经济而间接地控制社会变动, 确保

政治稳定和巩固政治霸权。1999 ) 2001年强劲的石油

价格为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注入了强心剂。1342尽管存

在针对西方国家和沙特政府的暴力攻击, 但绝大多数

社会民众尚未放弃对沙特家族的支持。官方统治基础

与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改变, 政治

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无疑

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民间宗教政治派别的政治影响不

断扩大。觉醒派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

国家政治改革的进程之中。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的

政治请愿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圣战派运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暴力行动给

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 由于缺乏

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

领袖,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派别难以形成长期稳定

的政治联盟。觉醒派运动和伊斯兰 ) 自由主义运动长

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发展阶段, 社会基础相对薄弱。

加之中产阶级与沙特家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其在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推动民主化进程方

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圣战派运动与阿拉伯

半岛基地组织主要与跨国基地组织网络相联系, 在沙

特阿拉伯国内的支持者局限于从阿富汗归国的圣战者

和持激进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城市贫民。他们在一定

程度上脱离了沙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未能

得到沙特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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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未来的政治走向尚不明确, 目前存在

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较大的模式是,沙特家族通

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温和渐进的方式缓解民众

与官方的政治对立, 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

分享,推动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进程。另外一种可能

性仍然存在,即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 以激烈和极

端的方式否定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实现政治权力的

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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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vel , class level , state level to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Dif f erent levels of analysis have various an-

swers to this question. Diversi f ied level s of analysis help us look at things f rom dif f erent perspecti ves. It is

di f f icult to have a general theory , which i s dominated by one level of analy sis, i n answering the causes of

war. In the future, mult iple l evels of anal ysis wi ll sti ll dominate the research in this f i 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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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ang Dongmei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veal 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rf eiture of property in Russi an Criminal

Law, and 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ontents of the new provisi ons about forf eiture of property in

Russian Federal Law in 2006. The author summarizes its l egal concept, essenti al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 sadvantages in j udicial practice by empirical analy si s. Combining wi th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in Chi-

nese criminal law , the author presents her view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forf eiture of

property in China.

65  Adjustm ent o f ROKp s S t r ategy fo r M ar i t im e S ecur i ty an d D evelopm ent o f N aval A rm am ent

by Guo Rui &Wang X iaoke

Marit ime securi 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OKps national security . ROK has changed the strategy of

/ coastal defense0,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val armament has directe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bl ue-water navy since the 1990s. ROKps independent mari time defense has made si gni f icant achievements,

and ROK has grown into a regional naval powe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def ects in the development,

such as lack of overal l planning, imbalance of structur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 es and so o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ROKps naval armaments and the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of US-ROK mil itary all i-

ance have brough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gional security si tuation, and also made China and South Korea

f ace the potential risk of disputes in maritime rights.

71  Civ i l Rel ig ious-Po li t ical M ovem ents o f S audi Ar abia at the Tur n of the Cent ury by Wu Yan

Civil reli gious-politi cal movements of Saudi Arab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re the logical conseg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 ion in the Absolutism period. Awakening movement has acquired power-sha-

ring through l egal status. The Islamic-Liberal ism movement breaks the boundaries of reli gion and secular, and

integrates mult ipl e ideologies and poli tical forces. Ji had movement becomes a great threat to the rule of the

Saud f amily through the use of viol ence. The diversif icat ion trend of civi l reli gious-pol itical movements re-

presents the init ial sign of the devel 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becomes the necessary condit ion for democra-

tizati on. Civil rel igious-polit ical movements are the impetus of politi cal ref orm and democrati zat ion. Due to

the lack of / Charisma0 polit ical leader and polit ical programme that every side can accept, the dif f erent civi l

rel igious-polit ical movements are dif f i cult to form l ong-term and stable pol itical coal ition.

Book Review

77  A Double-Edged Sw o rd: Ga in and Loss of N at iona l I nterests in the Per spect iv e o f Global li za t ion )
A C om m enta ry on D r. Gao Weikaips B ook: Free Trade and N ational Interests by Li Zhongjie

In the process of f ree trade, systematic study of national interests is to study the dialect i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 cs and trade economics, especi ally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s through

explorati on of international pol itics. In recent years, Dr. Gao Weikai has made a series of theoreti cal contri-

bution in the f ield. He has publi shed a lot of valuable papers in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 s. Free Trade and Na-

tional In ter ests , is his another masterpiece of research in this f ield. It wil l be used not only as a reference book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 ics and trade economics and in graduate teaching, but will also be

used as pol icy support to f urther improvement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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