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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

薛庆国

　　［摘要］　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巨变浪潮，是由阿拉伯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酿成的。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

危机依然不够，还应认识到：阿拉伯思想与文化中存在着诸多严重弊端，这是种种危机的深层原因。阿拉伯巨变迄今为止的诉求主要

局限于政治层面，并未冲击思想与文化中各种深层问题，因而其意义和价值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宗派

主义等阿拉伯社会的痼弊也于后巨变时代在民主 的 旗 号 下 呈 盛 行 之 势。阿 拉 伯 知 识 界 已 开 始 反 思 这 场 巨 变 的 局 限 性 和 诸 多 问 题。

阿拉伯变革的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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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之火———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自焚点燃

的火焰，短短 数 月 内 便 在 整 个 阿 拉 伯 大 地 燎 燃。这 场

阿拉伯巨变来 势 之 猛，能 量 之 大，波 及 范 围 之 广，为 世

人始料不及，甚 至 超 乎 最 富 想 象 力 的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者

的想象。然而，这 场 似 乎 出 人 意 料 的 巨 变 其 实 又 早 有

预兆。如何客观 评 价 这 场 举 世 震 惊 的 巨 变，预 测 变 革

的前景，展望后 变 革 时 代 阿 拉 伯 世 界 的 走 向，是 政 界、
学界极为关注并争议不休的难题。本文试图从文化角

度切入，为求解这些难题提供若干线索。

一、阿拉伯危机的文化与思想根源

无疑，正是阿拉伯民族当今面临的深重危机，引发

了席卷阿拉 伯 世 界 的 巨 变 浪 潮。这 轮 巨 变 兴 起 至 今，
学界对阿拉伯 危 机 的 表 现 及 其 缘 由 不 乏 剀 切 的 分 析。
一般认为，阿拉伯巨变的原因是独裁统治丧失民心，经

济发展长期受挫，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

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祸及阿拉伯国家，国际霸权主义

加重阿拉伯人的屈辱与悲愤情结，等等。然而，需要指

出的是，这些因 素 固 然 是 阿 拉 伯 危 机 的 直 接 原 因 和 外

在体现，但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

伯民族面临的 危 机 依 然 不 够，还 有 必 要 从 文 化 与 思 想

角度深刻审视阿拉伯危机的根源。实际上，近代以来，
阿拉伯思想界一直不乏严肃批判本民族文化与思想中

积弊痼疾的 有 识 之 士。当 代 许 多 知 识 分 子 更 是 疾 呼：
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阿拉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历

史与文化的弊 端，是 阻 碍 阿 拉 伯 民 族 走 向 未 来 的 根 本

性障碍。一些受过现代先进思想洗礼的阿拉伯知识分

子，能清醒、冷峻地审视阿拉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

现实，并且敏 锐 地 意 识 到 其 症 结 之 所 在。综 合 他 们 的

观点，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化与思想存在以下弊端：

１．具 有 膜 拜 权 威、压 抑 个 性 的 专 制 主 义 倾 向。传

统的阿拉伯社会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它以家族、部落为

本位，父亲、族 长 在 家 庭 和 部 落 里 具 有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威，而君王更被赋有“真主在人间代理者”的神授地位。

人们往往将“父亲”与“君 王”视 同“神”，因 为 在 一 个 信

奉至高无 上 之 神 明 的 宗 教 氛 围 里，“父 亲”、“君 王”与

“神”之间是 有 着 某 种 微 妙 联 系 的：对 神 的 绝 对 权 威 的

信仰，往往会助 长 对 君 王 和 父 亲 权 威 的 顺 从；反 之，对

君权和父 权 的 绝 对 顺 从，自 然 也 会 巩 固 对 神 的 信 仰。
对权威的顺从 与 膜 拜，与 对 神 灵 绝 对 权 威 的 信 仰 纠 结

在一起，这为专 制 主 义 在 阿 拉 伯 社 会 大 行 其 道 提 供 了

沃土。缺少 合 法 性 及 民 意 基 础 的 执 政 者 垄 断 政 治 权

力，还造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垄断宗教解释权的后果。

最终，专制统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结盟，加深了社会危机

与人民大众的不幸。

２．神 本 主 义、宗 教 蒙 昧 主 义 盛 行。作 为 阿 拉 伯 伊

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

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穆斯林

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

响。不可否认的 是，当 今 伊 斯 兰 世 界 不 少 人 对 宗 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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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本质 上 依 然 没 有 走 出 中 世 纪 之 囿。一 些 学 者

不无见地地认为：阿拉伯思想史上的最大遗憾，莫过于

以阿维罗伊（Ａｖｅｒｒｏｅｓ，即 伊 本·鲁 世 德）和 穆 尔 太 齐

赖（Ｍｕａｔａｚｉｌｅ）学 派 为 代 表 的 理 性 主 义，被 以 安 萨 里

（Ａｌ－Ｇｈａｚａｌｉ）为代 表 的 较 为 保 守 的 正 统 经 院 教 义 所 取

代。正统的经院 哲 学 将 伊 斯 兰 教 支 撑 到 现 在，而 基 督

教世界在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后却已突破了自己的经

院哲学。于是，从 那 时 起，西 方 继 续 前 进，而 伊 斯 兰 世

界却在原地 停 留。当 代，伊 斯 兰 教 在 阿 拉 伯 社 会 的 实

践也面临诸多问题。不少穆斯林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伊

斯兰教的精髓，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失之偏颇。
正如当代阿 拉 伯 著 名 诗 人、思 想 家 阿 多 尼 斯（Ａｄｏｎｉｓ）
所言：“宗教原教旨主义所描绘的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

生活的‘图景’，不仅是对这一文化的歪曲，更是对阿拉

伯人在所有领域都有所创造的一段伟大历史的蔑视和

侮辱。”〔１〕由于宗 教 蒙 昧 主 义 的 消 极 影 响，科 学 思 想 在

阿拉伯世界远 未 深 入 人 心，即 使 在 科 学 工 作 者 中 间 也

不例外。学 者 穆 斯 塔 法·希 贾 兹（Ｍｕｓｔａｆａ　Ｈｉｊａｚｉ）认

为：“在许多人的实践中，科学不过是一件衬衣或外套，
在读书、实验或讲课时穿上，在其他时候可以脱去。”〔２〕

总之，阿拉伯世界保守、落后的宗教观念，阻碍了科学、
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

３．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缺乏理性认识。在过去不

久的２０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始

于１９世纪初学 习 西 方 的 思 潮，在２０世 纪 前 半 叶 依 旧

盛行。二战以后，随 着 被 西 方 殖 民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纷 纷

独立，民族主义 和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也 曾 在 阿 拉 伯 世 界 风

靡一时。然而，２０世纪中叶以后中东地区经 历 的 一 系

列事件，给地区 的 思 想 演 进 和 历 史 进 程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宣布立国，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阿拉伯国 家 惨 败，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海 湾 战 争 的 爆

发，新世纪以来 巴 以 和 谈 的 受 挫，“９·１１”事 件 后 阿 拉

伯人遭受歧视 和 误 解，美 国 执 意 发 动 师 出 无 名 的 伊 拉

克战争，等等，都加深了阿拉伯民众与西方的隔阂。值

得一提的是，阿拉伯民众对西方及以色列的“抵抗”，还

从政治、军事领域延伸到文化、宗教与思想领域。为数

不少的民众不 但 厌 恶 西 方 的 政 治 与 外 交，而 且 对 源 自

西 方 的 思 想 及 价 值 观 表 示 怀 疑 乃 至 拒 斥，因 为 西

方———特别是美国———支持阿拉伯的敌人以色列。以

色列似乎成了 一 个 符 咒，左 右 了 许 多 阿 拉 伯 人 对 西 方

的理解。由于这种心态作祟，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阿

拉伯世界很多 倡 导 理 性、科 学、民 主、自 由 等 现 代 价 值

的有识之士，都 曾 遭 受 过 来 自 多 方 的 诽 谤 与 干 扰。一

些知识分子片面强 调 民 族“身 份”或“特 性”，有 意 无 意

地排斥西方现代先进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

４．缺 乏 客 观、理 性 的 历 史 观。现 当 代 许 多 阿 拉 伯

知识分子都意 识 到：阿 拉 伯 文 化 具 有 明 显 的“尊 古”特

征。有人认为：“阿 拉 伯 民 族 受 过 去 的 影 响，甚 于 世 界

上任何其他 民 族。在 阿 拉 伯 世 界，过 去 的 权 威 不 仅 表

现为它是代表 民 族 特 性 的 基 本 准 则，而 且 还 以 尚 方 宝

剑的形式粗暴 地 强 加 于 人……人 们 膜 拜 过 去，把 过 去

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３〕还有人指出：“在伊斯兰阿拉

伯思想领域，因袭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维，仿效

依然阻碍着 创 新，古 旧 依 然 在 同 现 代 搏 斗。”〔４〕历 史 经

验表明：过分“向过去倾斜”的民族，往往缺乏革新与创

造的原动力；而赋予历史虚幻的光环，则无法客观地认

识历史，以史为鉴，获取有裨于现实的经验与教训。

５．宗派 主 义 思 想 根 深 蒂 固。由 于 历 史、宗 教、文

化、地理等原因，阿拉伯国家大都是由不同教派、种族、
部落、氏族组成的多元社会。由于国家、社会的概念尚

未深入人心，许 多 人 将 自 己 所 属 的 族 群 利 益 置 于 国 家

与民族利益之 上，以 亲 缘 关 系 的 感 情 和 宗 派 习 俗 取 代

法律、公理与国家认同；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中，也往往以 宗 派 的 亲 疏 决 定 一 切。这 种 宗 派 主 义 不

仅损害了国家 的 法 律 与 制 度，而 且 也 阻 碍 了 一 个 健 全

国家应有的公民社会的建设。阿拉伯有识之士对于宗

派主义的危害 有 着 深 刻 认 识：“毫 不 夸 张 地 说，宗 派 主

义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它是国家与祖国

身上深深的伤口，它永远携带着内战的种子，是外国干

涉可能依赖的支柱，它会削弱政治反对力量，并几乎宣

告民主不可实现。”〔５〕

６．男尊女卑、歧视女性 的 痼 疾 难 以 消 除。早 在１９
世纪末，阿 拉 伯 妇 女 解 放 运 动 的 先 驱 卡 西 姆·艾 敏

（Ｑａｓｉｍ　Ａｍｉｎ）就 曾 指 出：“专 制 统 治 带 来 了 这 样 一 个

后果：强悍的 男 人 歧 视 软 弱 的 女 人。……她 在 男 人 面

前丧失了人格，世界之大，却只有家中隐蔽的角落才是

她的容身之 处。妇 女 被 认 为 应 该 是 无 知 的，应 该 蒙 上

黑暗的面纱。男 人 把 她 作 为 寻 欢 作 乐 的 工 具，随 心 所

欲地玩弄，随时又可弃若敝屐。他可以发号施令，耳提

面命；她只能唯 唯 诺 诺，忍 声 吞 气；他 拥 有 这 世 上 的 一

切，她 只 是 这 一 切 中 的 一 小 部 分。”〔６〕可 悲 的 是，与 面

纱、头巾、多妻制、贞 操 罪 有 关 的 古 老 议 题，在２１世 纪

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妇女

参与、男女平等依然是女性遥不可及的梦想。
认识阿拉伯 思 想 与 文 化 存 在 的 痼 弊 之 所 以 重 要，

是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面临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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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原因，还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今阿拉伯巨变的意义，
乃至预测巨 变 之 后 阿 拉 伯 社 会 的 走 向。迄 今 为 止，这

场阿拉伯巨变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改善民生，要求民主

自由，推翻现行政权；巨变并未触及存在于阿拉伯社会

的上述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并未引起思想、文化层

面相应的裂变，也 远 未 形 成 一 种 全 民 参 与 的 文 化 反 思

氛围。因此，我 们 在 评 价 阿 拉 伯 巨 变 的 实 际 意 义 和 客

观效应时，极有必要考量这一因素。

二、巨变的文化反思

从历史演进 的 角 度 来 看，阿 拉 伯 世 界 正 经 历 的 巨

变无疑有其 积 极 意 义。它 推 翻 或 动 摇 了 专 制 统 治，粉

碎了政治强人不可撼动的神话，展现了人民、尤其是青

年要求变革、引 导 变 革 的 巨 大 愿 望 与 力 量。巨 变 打 破

了阿拉伯政治、社会由来已久的僵滞局面，为阿拉伯民

族的进步提 供 了 可 能 性。然 而，这 场 政 治 裂 变 并 未 深

刻而全面地冲 击 阿 拉 伯 社 会 与 文 化 的 深 层 弊 端，因 而

其积极意义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欧 美 政 界、学 界 看 待 变

革的一种常见 思 维，是 从“普 世 价 值 至 上”的 意 识 形 态

角度出发，过度渲染群众运动的“民主”与“革命”特性。
他们在看 待 这 场 阿 拉 伯 巨 变 时，也 沿 袭 了 这 种 思 维。
针对此种皮相 之 见，已 有 阿 拉 伯 学 者 指 出：“美 国 人 和

欧洲人看待阿 拉 伯 变 革 的 眼 光 是 幼 稚 的，未 能 根 据 阿

拉伯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机制，了解事件与变故的本质。
美国与欧洲的文化精英未能走出政治想象与分析，‘维

基泄密’成 了 他 们 认 识 事 件 的 最 重 要 钥 匙。除 了 屈 指

可数的少数分 析，我 们 几 乎 见 不 到 从 历 史 与 心 理 视 角

认识阿拉伯 世 界 政 治 变 革 的 文 章。”〔７〕事 实 上，在 阿 拉

伯世界内部，在 动 荡 发 生 以 后 的 几 个 月 内，对“阿 拉 伯

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欢呼与喝彩，一直是主流媒体

的基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媒体上对变

革自身的反 思 和 质 疑 之 声 也 日 渐 增 多。或 许，这 些 声

音在当今阿拉 伯 舆 论 界 还 略 显 另 类，但 它 对 于 我 们 客

观、全面地了解阿拉伯巨变尤为必要。
有的阿拉伯 学 者 意 识 到，这 场 变 革 的 诉 求 主 要 局

限于政治层面，这 是 一 大 不 足：“自 由 作 为 一 种 至 高 价

值，它理应涵盖 生 产 与 创 造 的 一 切 领 域，即 包 括 思 想、
表达与信仰 的 自 由。然 而，阿 拉 伯 革 命 提 出 的 口 号 中

存在一个问题：它把自由局限于政治层面，即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的关 系 层 面……如 果 说，专 制 的 国 家 代 表 了

政治保守，那么 阿 拉 伯 社 会 则 代 表 了 思 想 与 社 会 层 面

的保守，这正 是 当 今 的 难 题。问 题 超 越 了 统 治 者 下 台

与否，根本的问 题 在 于 如 何 在 阿 拉 伯 世 界 重 新 弘 扬 现

代价值观。”〔８〕阿 多 尼 斯 就 阿 拉 伯 巨 变 的 局 限 性 指 出：
“伊拉克的实 践 表 明：仅 仅 摆 脱 现 有 的 紧 急 状 态 法，摆

脱可耻的审查 和 维 安 文 化，摆 脱 腐 败 的 政 权 及 其 下 属

机构和人员，还远远不够。仅仅改变统治者，变革不会

成功。这种变革 可 能 会 带 来 较 少 腐 败、较 多 智 巧 的 统

治者，但它不 能 解 决 造 成 腐 败 和 落 后 的 根 本 问 题。因

此，变革不应止 于 改 变 统 治 者，而 应 致 力 于 改 变 社 会，
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问题是：如何让变革从

表面及于纵 深，从 形 式 过 渡 到 实 质？”〔９〕他 还 尖 锐 地 发

出质疑：“今天 阿 拉 伯 大 街 上 的 示 威 者，是 否 正 是 这 样

一些人：他们认 同 一 夫 多 妻 制，只 把 宗 教 理 解 为 许 可、
禁忌、责难，只用 疑 虑、排 斥、回 避、弃 绝 的 眼 光 看 待 与

自己见解不 同 的 他 者？这 样 的 阿 拉 伯 人 能 被 称 为‘革

命者’吗？ 他 们 真 的 是 在 为 民 主 和 民 主 文 化 而 抗 争

吗？”〔１０〕较之政治革命，更关键的 问 题 是 什 么？阿 多 尼

斯提出了这样 的 设 想：“确 立 一 种 公 民 观 念，建 立 一 个

公民社会，人们 无 论 其 宗 教、种 族 和 语 言 归 属，都 在 这

样的社会中享 有 平 等 的 权 利 和 义 务，建 立 一 个 法 治 及

法治文化、自由与自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才是

问题的关键。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首先必须全面地、
根本性地审视１５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

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１１〕

同样，如何看待阿拉伯社会的民主问题，也不只是

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

综合 问 题。沙 特 作 家 图 尔 基 · 哈 麦 德 （Ｔｕｒｋｉ　Ｅｌ－
Ｈａｍａｄ）指出：“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它更代表了

文化与社会价 值 观，理 应 在 人 们 走 进 投 票 箱 之 前 深 入

人心。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的意

愿，即使这种意愿让你失望。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这

些价值观在阿 拉 伯 世 界、在 阿 拉 伯 的 政 治 文 化 中 是 匮

乏的。”〔１２〕突尼斯思想家本·阿舒尔（Ｂｉｎ　Ａｓｈｕｒ）指出：
阿拉伯民主的 问 题 在 于，民 主 的 理 论 与 最 高 价 值 与 伊

斯兰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符。根据伊斯兰神学，“大地上

的城邦”应该置于教法的道德和法律之下，由根据宗教

经典施政的国家管辖。“因此，神学和真正信奉自由与

多元思想的 民 主 是 无 法 适 应 的。两 者 间 只 有 暂 时 的、
战术上的调和。”所以，“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

仅是政治 层 面 的，而 且 在 根 本 上 还 与 价 值 观 念 有 关。
因此，要建立相 对 性、多 元 化 的 民 主 理 性，就 必 须 撼 动

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１３〕当前阿拉伯变革进程中遭

遇的许多问 题，为 以 上 观 点 提 供 了 现 实 的 佐 证。来 自

伊拉克的库 尔 德 族 作 家 哈 立 德·苏 莱 曼（Ｋｈａｌｉｄ　Ｓｕ－
ｌａｉｍａｎ）最近撰文指出，伊拉克库尔德城市苏莱曼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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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ａｉｍａｎｉａ）最近爆发的示威游行，可以视为埃及革命

的翻版或缩影：当地的市中心也更名为“解放广场”，在

清真寺的政治 性 祈 祷 也 成 为 每 周 的 惯 例，世 俗 知 识 分

子也和伊 斯 兰 宗 教 人 士 结 盟，传 媒 上 也 有 了“人 民 阵

营”和“叛徒阵营”的区别性称谓，“革命者”也开始党同

伐异，排斥异 己。“谁 不 加 入 游 行，谁 谈 论 游 行 示 威 的

不足和缺点，或谈论当前情形和法国１９６８年青年革命

的巨大不同，就被视为脱离历史的叛徒、受雇佣者。”当

地的伊斯兰组织秘书长在去年的伊拉克议会选举期间

还曾扬言：“我们祈求真主惩罚那些不投票支持我们的

人们”。〔１４〕

就民主是否 适 应 当 前 的 阿 拉 伯 社 会，人 们 一 直 看

法不一，许多 观 点 往 往 带 有 浓 厚 的 意 识 形 态 烙 印。值

得我们参考的，是 一 些 学 者 基 于 翔 实、细 致、全 面 的 研

究得出的学术成果。这些学者在长期跟踪全球各国政

治制度的运作 与 演 变 之 后，认 为 民 主 制 度 的 成 功 与 否

取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中，民主

政体的寿命，与国民人均收入有着直接关系，在人均收

入处于１０００美 元 至２０００美 元 之 间 的 国 家，民 主 政 体

的平均寿命是１６年；而 在 人 均 收 入 不 足１０００美 元 的

国家，民主政体的平均寿命只有８．５年。这表明，在经

济发展滞后 的 穷 国，民 主 制 度 失 败 的 几 率 很 高。民 主

制度的成功还 取 决 于 政 治 传 统，只 有 那 些 拥 有 政 治 多

元化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才比较顺利。另外，在

族群矛盾复杂、国家认同薄弱的社会，实行民主制度也

会格外困难。因 此，从 集 权 政 治 到 民 主 制 度 的 成 功 转

型，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强行实

行民主制度，不仅会影响民主的成效及维持，而且极有

可能引发专制与暴力。〔１５〕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阿
拉伯国家大多 呈 现 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低 下、专 制 制 度 历

史漫长、文 化 传 统 保 守 落 后、社 会 结 构 错 综 复 杂 的 特

点，这些国家在巨变之后能否成功过渡到民主制度，实

在是需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巨变之后，原 教 旨 主 义 和 宗 教 极 端 势 力 是 否 会 在

阿拉伯世界壮 大，这 是 国 际 社 会 乃 至 阿 拉 伯 各 国 自 身

十分关注的 问 题。在 许 多 人 看 来，阿 拉 伯 各 国 的 专 制

统治者经常 祭 出 原 教 旨 主 义 这 一“稻 草 人”，以 抗 拒 来

自国内外要 求 政 治 变 革 的 压 力。但 是，巨 变 以 来 阿 拉

伯国家发生的 一 些 事 态 表 明，原 教 旨 主 义 在 巨 变 后 勃

兴于各国，极 有 可 能 成 为 现 实。尽 管“穆 斯 林 兄 弟 会”
等宗教组织在埃及等国的街头革命中刻意保持相对低

调，但在巨变之 后，这 些 宗 教 组 织 已 日 渐 活 跃，并 逐 步

走向政治角力的前台。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宗教势力

对国家伊斯兰 身 份 的 强 调，与 城 市 中 产 阶 级 及 知 识 精

英要求建立政 教 分 离 的 公 民 社 会 的 诉 求 发 生 了 冲 突。
埃及自称“赛来菲耶”（Ｓａｌａｆｉａ）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巨变

后仿佛突然闯 入 人 们 的 视 线，他 们 声 称 对 世 俗 主 义 信

徒应该判罪，应强制所有妇女佩戴头巾，并制造了多起

针对基督徒、什 叶 派、苏 非 派 的 暴 力 事 端。在 叙 利 亚，
政府在局势动荡之初，就对宗教保守势力作出让步，废

止了一项实行 仅９个 月 的 禁 止 教 师 佩 戴 面 纱 的 法 令，
还关闭了该 国 惟 一 的 赌 场。在 也 门，妇 女 权 益 成 了 不

同政治派别政 治 较 量 的 牺 牲 品，不 仅 摇 摇 欲 坠 的 萨 利

赫总统宣布妇 女 与 男 性 一 起 参 与 示 威 游 行 违 背 教 法，
连反对派阵 营 中 的“革 命 青 年”，也 对 夹 杂 在 游 行 队 伍

中的女性屡屡进行骚扰。对此，一位也门记者感慨道：
“尽管‘革命时刻’打出了光鲜的口号，并迫使广场上的

各种势力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妇女、禁止男

女混处的观念 已 经 寿 终 正 寝，因 为 歧 视 妇 女 的 文 化 已

经深深扎根于也门社会。显然，在不同党派的日程中，
妇女自由只 不 过 是 一 种‘政 治 涂 料’，从 未 真 正 地 付 诸

现实。”〔１６〕

巨变带给阿 拉 伯 社 会 的 另 一 隐 忧，是 宗 派 主 义 在

多个国家死 灰 复 燃。之 前，阿 拉 伯 国 家 内 部 的 不 同 族

群，虽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慑于政治强人的高压统

治，各族群之 间 的 矛 盾 一 定 程 度 上 被 掩 盖 或 压 制。在

政治强人的权 威 受 到 严 峻 挑 战 的 后 巨 变 时 代，宗 派 主

义在民主的 旗 号 下 得 以 盛 行。在 利 比 亚 和 也 门，政 府

与反政府人士 间 的 政 治 冲 突，与 部 落 间 的 利 益 冲 突 不

无干系。在巴林，执 政 的 少 数 族 群 逊 尼 派 与 多 数 族 群

什叶派之间 的 教 派 矛 盾，导 致 了 激 烈 的 流 血 冲 突。叙

利亚的严重动 荡 也 具 有 教 派 冲 突 的 某 些 特 征，总 统 阿

萨德家族所属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统治着占全国人

口大多数的逊尼派，现政权曾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对哈马

市的宗教骚乱 实 行 武 力 镇 压，这 成 为 许 多 逊 尼 派 教 徒

心中一道无 法 抚 平 的 伤 口。埃 及 著 名 宗 教 人 士、世 界

穆斯林学者 联 盟 主 席 优 素 福·格 尔 达 维（Ｙｏｕｓｕｆ　Ｅｌ－
Ｑａｒｄｈａｗｉ）在 叙 利 亚 局 势 发 生 动 荡 之 初 就 发 表 谈 话，
称：“叙利亚与 其 他 国 家 相 比，更 应 该 发 生 革 命……人

民把阿萨德总 统 视 为 逊 尼 派 教 徒，但 问 题 在 于 他 成 了

自己的近臣和教派的俘虏。”〔１７〕这一言论激起叙利亚总

穆夫提艾哈迈德·哈松（Ａｈｍａｄ　Ｈａｓｏｕｎ）等 宗 教 学 者

的强烈反应，双 方 互 相 指 责 对 方 挑 起 教 派 冲 突。在 埃

及，穆斯林和基 督 徒 于 今 年５月７日 晚 在 开 罗 城 南 的

因巴巴（Ｉｍｂａｂａ）区发生了严重的宗教冲突，酿成１２人

死亡、２３２人受伤的悲剧。而自称“赛来菲耶”的原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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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也在巨 变 后 兴 风 作 浪，制 造 了 教 派 冲 突 的 诸 多

事端，如破坏多处苏非长老的陵墓，威胁拆除开罗旧城

著名的什叶派 圣 地 侯 赛 因 圣 陵 和 宰 乃 白 夫 人 圣 陵，一

位教士甚至要求教徒“拒绝同基督徒握手，拒绝向他们

主动问候，不允许基督徒在穆斯林前面行走。”〔１８〕对此，
许多有识之士 忧 心 忡 忡，认 为 宗 派 主 义 的 膨 胀 可 能 断

送阿拉伯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
上世纪９０年 代 初，埃 及 文 学 大 师、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Ｎａｂｕｉｂ　Ｍａｈｆｏｕｚ）接受友人访

谈时，曾对纳 赛 尔 领 导 的１９５２年 革 命 作 过 一 番 议 论：
“１９５２年革命胜利后，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他 们 的 领 袖

是自己人，是平 民 百 姓 的 儿 子，而 且 充 满 了 爱 国 热 情。
于是，再没有必要闹革命反对政府了。最初，他内政外

交的一切举措 都 令 人 称 道，于 是 人 们 支 持 他，拥 护 他。
但过了一段时 间，人 们 发 现 专 制 的 统 治 方 式 并 没 有 改

变，于是重又回 到 听 天 由 命、与 世 无 争 的 状 态，延 续 了

七千年的老毛病复发了。”〔１９〕在埃及又一次革命爆发后

的今天，回顾马哈福兹的这番谈话，人们不禁会感慨万

分地联想起 现 实。不 久 前，阿 拉 伯 许 多 媒 体 都 转 载 了

路透社４月２９日的一则评论，其中写道：“今年２月穆

巴拉克总统被赶下台的时候，千百万埃及人认为，摧毁

了他３０多年统治的腐败和停滞也将结束。然而，两个

多月过去之后，有些人改变了想法。那些因高物价、失

业、腐败而感到失望的人们，曾经走上街头，要求民主，
呼吁变革。可至 今，他 们 的 生 活 几 乎 没 有 变 化……有

些埃及人已经开始质疑：还要等待多久？”〔２０〕

三、结语

关于革命 的 一 切，今 昔 何 其 相 似。这 是 历 史 的 轮

回？埃及和阿拉伯民族能否跳出历史的怪圈？令人遗

憾的是，阻碍阿拉伯民族进步的诸多根本性积弊，在这

场政治巨变中并未受到冲击和革除；诸多迹象表明，阿

拉伯变革的走 向 存 在 着 诸 多 不 确 定 性，前 景 并 不 令 人

乐观。然而，阿 拉 伯 民 族 毕 竟 已 踏 上 没 有 退 路 的 变 革

征程。他们走 出 的 是 通 衢，还 是 畏 途？答 案 取 决 于 阿

拉伯人民的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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