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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西方学者和媒体普遍误将 /吉哈德 0等同于穆斯林针对非穆斯林的 /圣战 0 ( ho ly w ar)

规范传播视角下的 /吉哈德主义 0

柳思思

摘  要  规范的传播是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前沿领域, 但当前建构主

义规范传播研究却集中于西方 /好规范 0的研究,忽视了其他类型的规范也

能传播的问题。语言建构主义与语言哲学是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

理论的热点领域,但语言建构主义却较少解释语言何以发生变化的问题。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设定为 /吉哈德主义 0的传播, 并在传播机制

中着重引入了实践这一核心变量, 以完善规范传播的研究领域与弥补语言

建构主义中实践性的缺失。极端主义者的实践过程导致了 /吉哈德0语言

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了的语言意义又作为一种新规范影响他人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  规范传播  吉哈德主义  实践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为何滋生并愈演愈烈? 以 /吉哈德主义0 ( )而言, 为何高举

/吉哈德 0
¹
旗帜实施极端暴力行为的个人或团体越来越多? 这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重

要问题。近年来,由于西方学者与网络媒体的不断渲染, /伊斯兰威胁论 0流传得更

加广泛,其中以 /文明冲突论0最具代表性。他们人为地为伊斯兰贴上了 /易恐怖主

义化0的标签来解释恐怖主义难有说服力,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边倒的舆论

导向势必造成思想混乱。诉诸恐怖主义的是极少数的极端分子,他们为了使自身的

极端暴力行为获得合法性依据, 通过实践过程扭曲了原有的宗教语言意义, 并将其

作为一种极端主义规范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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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怖主义兴起及其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以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不断增多,恐怖主义兴起成为显而易见的事

实, / 9# 110事件更将恐怖主义推向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冷战结束后恐怖

主义泛滥的原因何在? 对此,不同的理论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各自的解释。

(一 ) 文明冲突论

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解释, 当代恐怖主义的泛滥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 并且也

是冲突中最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 当前甚嚣尘上的恐怖主义,

尤其是各式各样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极端恐怖主义与非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就是很好

的例证。文明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

文明画线,强调文化差异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亨廷顿将当代世界主要分为八种文

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

明及非洲文明,这几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世界的冲突动因, 文明间的断层是国

际冲突的爆发点。¹

但是,以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恐怖主义的泛滥却存在解释力的不足。文明本身并

非固化不变,而是发展演化的。文明虽然千差万别, 但为什么差异的结果一定会导

致冲突,而不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文明间的和平共存、相

互影响、相互交融仍是主流。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如拿破仑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带

到埃及、土耳其加入北约接受相关规范等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

明都时刻处于变化发展之中, 不同的文明之间既可能爆发冲突, 也可能展开合作。

既然文明间不是必然爆发冲突,那么恐怖主义行为也就不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

(二 ) /挫折 ) 攻击0论

/挫折 ) 攻击 0论是解释为何当代恐怖主义泛滥的另一有影响力的理论。根据

/挫折 ) 攻击 0论,恐怖主义的蔓延源于恐怖分子的受挫感,而受挫感源自 /被剥夺

感 0, /被剥夺感0与恐怖主义者 /潜在的暴力行为 0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º 当剥夺

被认为是一种集体命运而非个人原因时,集体骚乱和社会动荡就会发生。» 由于集

体的 /被剥夺感0,恐怖主义行为在全球蔓延。 /挫折 ) 攻击 0论认为, 发生攻击行为

前必定先有挫折,反之,受挫折后必定发生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种对生物体 /挫

折 ) 攻击0反应的研究成果,被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界广泛采用,以解释人类的暴力

极端行为,并强调人们只有在追求目标的活动受到阻碍时才会发生暴力行为。

¹

º

»

塞缪尔# 亨廷顿: 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6,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年,第 229页。

王逸舟: 5恐怖主义溯源 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 322页。

M# 艾森克: 5心理学 ) ) ) 一条整合的途径 6 (下册 ),阎巩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

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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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挫折 ) 攻击0论解释恐怖主义的蔓延主要有两大问题:其一, /挫折 ) 攻击 0

论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人受挫折后必定发生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就无法解释在面

临挫折的情况下,大部分穆斯林仍然保持温和与积极的态度,只有少数极端主义分

子诉诸恐怖主义行为。其二, /挫折 ) 攻击 0论的最大局限在于它过分夸大了行为体

的生物性,而忽视了行为体的社会性, 在更多层面上行为体处在复杂并不断变化的

社会关系之中。以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或团体为例, 参与恐怖行为有一系列复

杂的社会背景与综合因素,某些实施恐怖主义的青年领袖受过高等教育并拥有大量

资金。因此, /挫折 ) 攻击 0论是简单的被动、机械式的生物反应论,难以解释复杂的

恐怖主义行为。

(三 ) 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论

以上述两种理论来解释恐怖主义都存在解释力不足, 主要问题在于机械、固化

的视角,而恐怖主义的泛滥作为一个演化的过程, 需要动态的解释。在这方面, 建构

主义关于规范传播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新的视角。规范传播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关于规范的传播机制, 建构主义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其中,玛莎#芬尼莫尔强调以 /传授 0为主的社会化过程, 提出国际组织的 /传

授 0是规范传播的重要机制。杰弗里 #切克尔进一步对芬尼莫尔提出的 /传授 0机制

进行细化,提出传授机制包括战略权衡、角色扮演与规范说服。¹ 其中,战略权衡机

制是利用物质刺激的方式,这是第一步。角色扮演是行为体在某种环境下扮演某种

角色, 这是行为体接受规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规范劝服, 使目标行为体相信按规

范行动是适当、正确的行为。同样是围绕规范如何得到传播这一问题, 马库斯 #科

恩布若斯特提出了另外两大机制,即论辩机制与妥协机制。在切克尔与科恩布若斯

特的基础上,阿米塔#阿查亚提出 /地区规范结构契合 0是决定国际规范在地区是否

得到传播的关键因素。º 其主要观点是国际规范与地区规范结构越契合, 就越容易

在该地区得到传播;反之, 则越不容易在该地区内获得传播。

但由于建构主义学者存有 /好规范偏见0 ( nice norm b ias) , »因此,他们研究的问

题都是有关西方主导的 /好规范0的兴起、传播与内化, 如民主、人权与自由贸易等,

认为好规范的传播是理所当然的。例如, 玛莎 #芬尼莫尔研究了人权规范与自由贸

易规范, ¼杰弗里#切克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盟规范, ½马库斯 #科恩布若斯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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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为切入点,主要研究了领土妥协规范的产生及演

化,阿米塔#阿查亚则主要研究共同安全与人道主义规范在东盟地区的传播。

二、/吉哈德规范 0研究的提出

正是由于上述建构主义学者既不探讨其他类型的规范, 更未涉及其他类型的规

范传播的机制问题,而是把上述西方的 /好规范0的形成与传播视为通向 /更文明世

界 0的进化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规范研究的本质就成为西方主导的 /好规范 0研究, ¹

而对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规范传播问题要么避而不谈, 要么就是一笔带过, 从而使

规范研究有可能成为一个只好不坏的伪命题。世界上当然还存在其他类型的非西

方规范,也许不是 /好规范 0,但也传播得尤为迅速。以 /吉哈德 0 ( )为例, 为

何高举 /吉哈德主义0实施极端暴力行为的个人或团体越来越多? 这就从一个侧面

证明了规范的传播研究不能只关注西方主导的 /好规范0的传播问题,而必须花费更

多的精力研究为何其他类型的规范也会得以传播, 其他类型规范的传播机制与西方

好规范的传播机制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等等。

在提出研究假设之前,有必要阐述研究假设的三个前提假定。第一, 实践本体

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 /实践本体论 0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脱离人的

实践的无限世界,而是人的现实世界。对于这样的 /世界 0来说, 实践正是其生成、存

在、变化的根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存在 0只是在实践中的存在, 本体只

是实践的本体。实践本体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本体或精神本体的范畴, 实践是动态、

第一性的。º 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分裂与统一的基础,均在

于人的活动本身,即人的实践, 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实践的人。由此, 应该以实践

为本体,构成 /自然 ) 人 ) 社会0统一的总体世界。第二, 实践中性论。依据西方日

常生活实践理论与个体实践理论,实践活动并不必然与 /真理 0或 /正确 0相联系, 实

践本身只是个中性的概念。» 根据布迪厄的理解,实践是模糊、盲目和不确定的。¼

社会生活的紧迫性使得人们无法质疑而是想当然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世界,实践活动

既能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通过极端主义者的实践活动带来了恐

怖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也被视为实践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规范中性论。首先,

规范的本质特征是主体间性, 是被两个以上行为体所共享的行为准则。其次, 出于

科学研究的需要,规范的定义应该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 所谓规范,其实就是某一群

体的一种行为准则,规范不必然与 /适当 0、/积极 0相联系。从这一概念界定来看,

¹

º

»

¼

柳思思: 5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 6, 5当代亚太 6, 2010年第 3期,第 149页。

布迪厄: 5实践与反思 6,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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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哈德主义 0也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 其生成与演化的过程,应该视为建

构主义规范研究的领域。

如图-1所示, 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实践过程重构了语言的意义,变化了的语言意

义又导致了规范的传播。其中, /实践 0是自变量, /语言意义 0是中介变量, /规范传

播 0是因变量。在规范传播的整个过程中, /宗教文化0被动地沦为政治工具。

图-1 规范的传播机制

本文的研究假设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实践何以导致语言意义的变

化? /脚本0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脚本0一词来源于计算机的语言,

原意指可执行的文件。脚本被社会学家引入社会学分析中, 脚本分析与词、句子、篇

章分析相比,更强调语境、场景及语言背后的主客观环境因素。脚本一旦形成, 将作

用于人的认知模式。从脚本的概念理解语言,将推进语言研究的深化, 研究脚本不

但需要研究其字面意义, 还必须研究脚本含有的主体、对象、方式等综合因素。以

/餐馆吃饭0脚本为例。 /餐馆吃饭0的脚本包括以下信息:主体 (去餐馆吃饭的行为

体 ) ) ) 我 ), 典型的对象 (顾客、服务员、厨师, , ),进入餐馆的情形 (顾客饥饿,并且

顾客需要付款 ), 一系列场景 (进入餐馆、找座位、点菜、吃饭、付款、离开 ) ,每个场景

又有一系列动作 (如点菜时包括顾客拿菜单、看菜单, 顾客决定点菜,顾客把菜名告

诉服务员 )。¹ 脚本一旦形成后,就成为脚本认知模式,根植于人的大脑之中,成为各

种认知过程中重要的隐性知识结构。同样, 以 /吉哈德 0脚本为例, 穆罕默德时期的

/吉哈德 0脚本,使用的主体是被压迫的穆斯林,针对的对象是麦加的古莱氏人、犹太

人,采取的方式既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非暴力这两种手段。而在当今极端宗教主

义者看来, /吉哈德0脚本使用的主体是所有穆斯林 ) ) ) /所有穆斯林有义务为安拉

而战0, 针对的对象为西方大国的政府与民众以及在西方面前无所作为的穆斯林, 也

就是将敌人范围扩大到了穆斯林团体内部, /只要你不抵抗西方,你就是我们的敌

人 0,采取的方式则为极端暴力与恐怖主义。

图-2 /实践 ) 脚本 ) 语言意义0理论模型

如图-2所示, 语言意义的产生与演变基于行为体的实践过程, 具体步骤如下: 第

一阶段,行为体提取原有的脚本;第二阶段, 行为体增删脚本的原有信息;第三阶段,

行为体重构脚本。如何重构脚本? 根据脚本理论, 主要有两种途径, 即通过语意超

¹ 陈巧玲: 5脚本理论视野中的口译行为 6, 5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6, 2004年第 6期,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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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定位与扩散激活。例如心理学家曾进行实验, 让测试者回答问题 /早晚的意义 0。

/早晚0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意思有两个, 均可作为状语, 分别为 /早晨和晚

上 0、/迟早0。实验结果发现多数判断者第一反应都是 /早晨和晚上 0。心理学家分

析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目前铺天盖地的广告,如 /早晚用大宝 0、/早晚用脑白金0等

有关。¹ 这就涉及语意的超前定位, 语意超前定位与扩散激活密切相关。扩散激活

模式通常假定越是常用的概念越容易被扩散激活。一个概念被超前定位的次数越

多,其被激活的程度也就越强。概念在人脑中表征为一种网络, 类似于语意网络或

框架网络。处理一个词语会激活该词语的意义, 这种激活不仅局限于正在被处理的

概念, 且从它所在的节点扩散到其邻近的节点, 使得这些相邻节点都被激活,从而使

脚本得以重构。如从 /医生 0y /医院 0y /看病 0y /吃药0,再如从 / 0 y /暴

力 0y /恐怖袭击 0 y /灾难 0。最后一个阶段是巩固脚本,体现的是对 /主体间0的关

注。任何一种脚本被建构之后要发挥影响, 即它的意义要完全固定下来, 必须获得

其他主体的认可与支持。新脚本的固定过程主要是通过教化, 教化过程可以分为有

意识的教化过程与无意识的教化过程。有意识的教化过程主要是主体有组织、有目

标的行为,无意识的教化过程主要来自于团体外部, 这一教化主体在无意识的情况

下,通过某些言语或者行为,客观上起到了教化的作用。通过上述四个阶段,语言意

义被以脚本的形式固定化,作用于人的认知结构, 形成隐性认知。一旦受外界刺激,

就立即被激活,作用于人的行为。

第二个问题是语言意义何以导致规范传播? 在规范的传播过程中, 语言意义框

定了行为体教与学的过程。从宏观角度看,语言可以通过叙述来框定话语的主要领

域与话语主体,使规范传播过程中的教与学的主体产生关联而共同形成一个意义体

系。从微观角度看,语言的意义可以建构规范传播的主要内容与具体机制。º 正如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 /语言不仅反映现实, 更重要的是,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

实践, 能把所说的内容建构成一种社会存在。0» 以被极端主义者所扭曲的 /吉哈德 0

一词意义的变化为例,从宏观角度来看, /吉哈德 0一词框定了吉哈德规范的教授主

体即极端主义的领导者,吉哈德规范的学习主体就是被无辜诱导的穆斯林。从微观

角度来看, /吉哈德0一词建构了吉哈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即号召全体穆斯林展开

圣战。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 /吉哈德主义 0传播的整个过程中, 宗教教义与传统文化

被曲解而沦为某些极端主义者号召无辜教众的政治工具,宗教文化并不与暴力行为

具有必然联系,这些暴力行为已经违背了伊斯兰宗教教义与传统文化崇尚和平与积

极向上的原本含义。

¹

º

»

任万芳: 5词义消歧与框架) 脚本理论 6, 5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6, 2005年第 3期,第 20页。

孙吉胜: 5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 ) ) ) 伊拉克战争解析 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 54页。

Jan ice B ially M attern, O rd ering of In terna tional P olitics: Id en tity, Crisis, and R epresentationa l F orce, New

York: Rou tledge, 2005,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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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传播视角下的 /吉哈德主义 0

在媒体报道、课堂讨论甚至是英语字典里, / 0都被解读为穆斯林针对非

穆斯林的战争,即 /伊斯兰的圣战0 ( ho ly w ar) ,但实际上, /圣战 0这个词是欧洲十字

军东征时期的发明,含义是 /针对穆斯林的战争 0。 /圣战 0在伊斯兰话语中并没有完

全匹配的词,从原始意义上来说, /圣战0肯定不是正确的翻译,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

人对于 /吉哈德0的理解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下文将分析 /杰哈德 0的意义如何被极

端宗教主义者重构,并被作为一种恐怖主义的规范广为传播。

(一 ) /吉哈德0意义的恐怖化链接

按照阿拉伯语的词意解释, /伊斯兰教0本身具有 /和平、顺从0的意义。根据5古兰

经6与5圣训6的定义, / 0译为 /吉哈德0或 /杰哈德0,它本身具有 /奋斗0、/努力0

的含义。 /你们应当为真主而真实地奋斗。0 ( )

( 5古兰经622: 78)¹这里的 /为真主而奋斗0或 /为主道而奋斗 0即 /吉哈德 0。首先,

根据5古兰经 6, /吉哈德 0这个词意味着 /奋斗0, 它倾向于指人的内在。 /吉哈德0意

味着提升个人内在修养的过程以及种种 /努力向上 0的活动, 它也可以用来指内心思

想活动与语言表述活动。º 直抒己见也可以称为 /吉哈德 0, 这就是苏菲派所提倡的

/心的吉哈德 0与 /舌的吉哈德 0。» 因为对于个体而言, 伊斯兰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人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群体而独立地提高自身的修养, 伊斯兰试图谋求人类整体的幸

福与安定,因此5古兰经 6要求伊斯兰国家将 /崇尚美好与禁止邪恶 0作为义务, 谋求

和平与限制邪恶是每个穆斯林的基本职责,这适用于任何人种的穆斯林。

其次,根据5古兰经 6,必须严格限制 /吉哈德 0作为暴力手段的目标与条件。 /吉

哈德0的目标是为了禁止邪恶与追求美好,在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情况下, 穆斯林并不

排除使用武力手段来制止邪恶,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 /吉哈德 0主要将暴力作为一种

防御手段。 /被进攻者, 已获得反抗的许可, 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 0 ( 5古兰经6 22:

39) ,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 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

者 0 ( 5古兰经 62: 190) ,据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吉哈德 0的防御本质。从 5古兰经 6

的这些引文中可以发现,暴力 /吉哈德0仅仅是用于自卫手段,只是众多 /吉哈德 0方

式中的一种,侵略性战争则是5古兰经 6明确禁止的。

再次, /吉哈德0必须严格限制对象, 不能针对无辜。 5古兰经 6提到: /你们不要

¹

º

»

5古兰经 6,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冒号前后数字为章和节,下同 )

/ Ahmadis Bel ieve in Jehad0, http: / /www. al is lam. org / j ihad /ahm ad isbel ieve. h tm .l

Jacob Neu snerand Tamara Sonn, C omparing R elig ion s through Law: Juda ism and Islam, London: Rout ledge,

1999,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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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无辜而被杀者, 我已把权柄授予他的亲戚,

但他们不可滥杀 0 ( 5古兰经 617: 33); /凡枉杀一人的, 如杀众人; 凡救活一人的, 如

救活众人0 ( 5古兰经65: 32)。而且, /吉哈德 0必须严格限制使用范围。 5古兰经6反

复强调穆斯林在与敌人作战中要把握好 /分寸与尺度0,适可而止。 /如果他们退避你

们,而不进攻你们,并且投降你们,那末,真主绝不许你们进攻他们0 ( 5古兰经64: 90)。

但时至今日, /吉哈德 0是如何被建构成为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规范的呢? 首

先,提取脚本。极端组织领导者更多强调的是 5古兰经 6中涉及的伊斯兰教曾经对抗

麦加的古莱氏人、犹太人的战斗思想。根据穆罕默德的定义, /吉哈德 0既可以指暴

力方式,也可以指非暴力方式。¹ 从历史来看,最初使用武力的 /吉哈德 0是作为捍卫

伊斯兰教的手段而产生的,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 被尊为 /先知 0的穆罕穆德由于受

到麦加以古莱氏族为首的多神教徒的迫害, 被迫迁移到麦地那,在定居之后,他随即

号召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为伊斯兰教而 /奋斗0 (武力与非武力两种方式 )。 /吉哈
德 0是伊斯兰教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同时也是反抗其他宗教的迫害与侵

犯、推进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来的宗教极端主义大多援引 5古兰经6与 /圣

训 0中有关战争的相应章节,从武力的视角来阐释 /吉哈德0。

其次,添加或删减信息。对每一个脚本而言, 尽管反复使用, 但并非一成不变,

补充新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 收集资料, 增加意象, 这些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语境成

分。为了使原脚本服务于自身的政治目标,必须对其进行补充或删减信息, 如给 /吉

哈德0补充更为暴力极端化的信息,删减温和或者限制暴力的信息,伊斯兰极端组织

的领导者,置 /心、舌的吉哈德0于不顾,片面使用 /暴力吉哈德 0。本 #拉登的老师阿

卜杜拉 #阿泽姆认为: /啊! 年轻人,啊! 伊斯兰的孩子, 什么将洗刷我们所受到的

耻辱? 除非我们为我们的真主 -吉哈德 . , 除了用敌人的鲜血洗刷我们的耻辱, 没有

别的途径! 0º /什么是生活? 生活就是向真主祈祷和为真主吉哈德,,光荣地死要

比卑微地活着更有价值! 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我们将输出我们的革命到整

个世界,直到我们的呼声响遍全世界。0»然而,这恰恰违背了真主的意愿,因为 5古兰

经 6明文规定: /如果他们停战,那末, 除不义者外, 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0 ( 5古兰

经 62: 193)。5古兰经6还启示道: /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0。 ( 5古兰经 62: 216)

第三,重新构建脚本。这是对原有脚本的一个重新整合和构建的过程。如何重

新构建新脚本? 如前文所述, 根据脚本理论, 主要有两种途径, 即通过 /语意超前定

位 0与 /扩散激活 0,一个概念被超前定位的次数越多,其被激活的程度也就越强。伊

斯兰极端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两种途径, 建立了 /吉哈德 0与 /暴力圣战 0之间的联系,

达到一看到 /吉哈德0就联想到 /圣战 0、/敌人0、/暴力0的效果。这一点在拉登身上

¹

º

»

B ilveer S ingh, The Tal iban iza tion of S outheastA sia, W estport, Connect icy, London Press, 2007, p. 16.

Rand C orporat ion, In Their Ow n W ord s of Jihad, 2008, p. 70, http: / /www. rand. org /pubs /m on ographs /

2008 /RAND _MG602. pd .f

Ayatu llah Mahum ud Taleqan,i Ayatu llah M urtada Mu tahh ar,i D r. A li Sh ariat ,i Jihad and Shahada t; S trugg le

andM artyrdom in Islam, NorthH a ledon: Islam ic Pubns In t,l 2005,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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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尤为明显。1998年 5月至 1999年 1月初,本 #拉登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

把 /敌人 0的范围界定得非常宽泛,把 /恐怖主义 0明确界定为一种必要的手段, 他认

为 /敌人 0应该包括 /美国政府 0、/平民 0与 /盟国政府和平民 0。¹ 此外, 他与 /埃及

伊斯兰组织 0头领阿布 #艾哈迈德 #塔哈、/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 0首领谢赫米

尔 #哈姆扎和 /孟加拉圣战运动 0头领法兹鲁 #拉赫曼等人联合签发了 5吉哈德宣
言 6,宣称: /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消灭他们, 是每个信奉真主的穆斯林国家和穆斯

林个人的义务,这是-吉哈德 .的宗旨。0º他认为, 当美国的导弹屠杀伊拉克平民的时

候,当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他们小布什总统所作所为的时候,整个美国人民都是我

们的敌人,我们有权也和他们那样不区分打击对象,不管到底是军人还是平民,即每

个美国人、每个欧洲人、每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穆

斯林都应该同他们进行战斗并最终消灭他们。»

第四,固定新脚本。脚本要成为一种认知模式,就离不开社会互动, 因为离开主

体间的社会互动,脚本就不能发挥影响,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如前文所述,新脚本的

固定过程主要是通过教化的途径,教化过程可以分为有意识的教化过程与无意识的

教化过程,是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现的, 这些针对个体的国内社会化机

构,可以是家庭、学校、社会团体、社团组织与传播媒体, 也可以是法院、监狱与拘留

所,执行者就是上述这些机构的组织者。例如,为了使重构的 /暴力吉哈德0的观念

得到广泛传播,必须多方营建教化氛围,即通过极端伊斯兰主义者,运用各种社会化

组织,尤其是年轻的穆斯林进行教化, 这些社会化组织包括伊斯兰大家庭、宗教学

校、各种伊斯兰组织、伊斯兰社团与伊斯兰部落会议等等。

穆斯林青年接受新脚本, 除了有极端宗教组织有意图的教化作用之外, 还离不

开西方学者与媒体的教化, 这种教化来自团体外部, 往往能让接受者留下更深刻的

印象。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一贯持有偏见,西方部分学者和媒

体对 /吉哈德 0的描述,多是为了证明伊斯兰教的好战和暴力, 如著名学者塞缪尔 #

亨廷顿认为,激烈的对抗与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与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

间极为普遍。¼ 他在解释原因时写道: /伊斯兰教起源于 -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 . ,
从创始起,伊斯兰教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伊斯

兰教的基础上,在人们记忆之中, 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与高超的军事

指挥家, ,, 5古兰经6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 5圣训 6几乎都提倡使用暴力, 在穆

斯林的教义与行动中没有非暴力的理念,充斥的都是暴力的理念。0½西方学者的论

述客观上巩固了 /吉哈德0的极端化、暴力化的意义。

¹

º

»

¼

½

/ In terview Osam a B in Laden0, ht tp: / /www. pbs. org/w gbh /pages / fron tline/ show s /b in laden /w ho/ in terv iew.

h tm .l

/ Osam a B in Ladenps 1998 Fatw a0, h ttp: / /www. m ideastw eb. org /osam ab inladen2. h tm.

/ Osam a B in-Laden Interview, Jun e 1999: En tering th eM ind of an Adversary0, h ttp: / / find articles. com /p /ar-

ticles/m i_m 0PBZ / is_5_84 /ai_n7069249 /? tag= m ant le_sk in; con tent.

塞缪尔# 亨廷顿: 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6,第 287页。

同上书,第 297) 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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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吉哈德主义0的传播

如前文所示,脚本是人对世界现象的经验化、知识化、内在化的结果。通过伊斯

兰极端主义者的塑造,只要一提到 /吉哈德 0就能联想到 /敌人 0、/圣战 0, 这些内容

就会一并激活。当 /吉哈德 0的脚本内容通过教化途径固定下来后, 在实践中经常反

复出现或被运用,该脚本就会整体存入人的记忆或知识结构。在现实社会中, 只要

类似的场合一出现, /吉哈德0脚本便会被整体激活而投入使用。此外,脚本的性质

能够决定规范的特性,脚本能够演绎成为规范,经过主体的实践过程之后, /吉哈德0脚

本成为极端化脚本,它的性质决定了 /吉哈德规范 0的极端特性,使得 /吉哈德 0演化成

为一种极端化、暴力化的极端宗教主义规范,指导恐怖主义活动。如图-3所示,在 /吉

哈德 0暴力化意义的指导下, /吉哈德主义0作为一种恐怖主义规范得以广泛传播。

图-3 规范视角下 /吉哈德主义0的传播

如图-3所示, 当前 /吉哈德主义0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表现为恐

怖主义从阿富汗境内反馈回巴基斯坦,其边境地区出现 /吉哈德化 0。¹ 从 2008年以

来,在巴基斯坦境内, 尤其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地区不断 /吉哈德化0,主要表现为极

端主义、群众参与武装暴力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巴阿边界

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地带,特别是普什图人聚居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是塔利班分子的

天然家园。他们踞守在此,进可以抢夺阿富汗国内政权,扩大声势和影响,退则可以坐

拥大批虔诚而激进的宗教学生的支持,并得到部落长老与清真寺的庇护。º

另一方面, /吉哈德主义 0的传播开始从阿富汗境内转移,东南亚地区呈现 /吉哈

德化0。东南亚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 /伊斯兰祈祷团 0就将东南亚各国分为若干区

域,分工合作,进行统一协调。其将在阿富汗训练营所接受的思想理念作为在东南

亚地区 /为安拉而圣战 0的思想指南, 建立与基地组织的长期联系; 将新加坡与马来

西亚作为经济区,即募集资金的重要区域,试图利用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的优势, 在

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政府。同时, 它还在新加坡境内制造恐怖案件, 从而离间新加

波与马来西亚两国间的关系;将菲律宾南部尤其棉兰老岛地区变为培训新成员的中

心,并将印度尼西亚视为冲突区域,即实战区域, 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在印度尼西亚政

治与经济中的传统影响力, 渗入印度尼西亚的各大伊斯兰组织、商业领域甚至部分

警察部门中。

¹

º

/吉哈德化 0是指高举 /吉哈德 0的旗帜进行极端暴力主义行动。
王联: 5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6, 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9年第 2期,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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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从规范视角研究 /吉哈德主义0, 首先,其学理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

一,当前建构主义学者集中于主导西方社会的 /好规范 0研究, 却缺乏对于其他类型

规范传播的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失,以研究 /吉哈德主义0为例,完善规范传播

的研究领域;第二,当前语言建构主义学者关于语言建构国家行为的研究文献颇多,

但现有的研究文献却很少解释语言本身的意义为何产生、语言的意义又为何发生变

化的问题,因此, 本文以 /吉哈德 0为例,阐释语言意义的变化。

其次,探讨 /吉哈德主义 0的传播也具有现实意义。阿拉伯语中的 /伊斯兰教0本

身是 /和平、顺从 0的意义。 5古兰经6与5圣训 6的经典宗旨也是遵循和平主义的, 这

说明暴力行为与伊斯兰教本身不具有直接联系,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同样存在

崇尚 /圣战0的思想倾向。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说:基督教的 /圣战0观念在中世纪的十

字军东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圣战观念神圣化了中世纪的战争与关于崇尚骑

士精神的观念,所有在十字军东征中进行战斗的人,都将拥有特惠,得到免除罪责与

升入天堂的保证,如果在战斗中牺牲, 那将是为信仰而殉道, 即使过去罪恶滔天, 也

会立即获得升入天堂的门票。0¹

最后, /吉哈德主义0只是部分极端主义者有意识的建构, 不能等同于大多数伊

斯兰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它遭到了大部分温和穆斯林人士的坚决反对。针对本 #拉

登对美国实施的 / 9# 110恐怖袭击及他所号召成立的 /伊斯兰吉哈德阵线0,大多数

穆斯林人士都认为这与5古兰经 6格格不入,是别有用心地利用 /吉哈德 0为恐怖主义

制造合法化依据。º /美洲伊斯兰关系协会 0发表声明: /利用吉哈德的概念来伤害无

辜的行为在实质上与伊斯兰教义 (吉哈德 )是背道而驰的,谴责源于这种对伊斯兰教

义的扭曲所发生的任何暴力行径。0»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阿卜杜勒 #阿齐兹谢赫也

认为, /一些人毫无根据地号召为真主而吉哈德,,这些人是想打着吉哈德的旗帜

把年轻人拉进他们的队伍,而不是要为真主而战斗 0。¼ 在大部分温和穆斯林看来,

那些从事暴力活动的极端恐怖分子只是断章取义地对 5古兰经 6进行狭隘解读与人

为建构, /吉哈德 0成为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所利用的工具。因此,将恐怖主义者、极

端宗教主义者与普通教众区别开来, 团结温和的大部分穆斯林是阻断 /吉哈德主义 0

继续蔓延的基本原则。

(责任编辑: 吴文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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