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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 
——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 

 

王 京 烈 
 

摘    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中东社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东社会复杂的

现状、把握其发展态势。中东地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在近代以来衰落了，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十

分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过渡政治阶段”。伊斯兰教本身

却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生产方

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改革滞后也影响到中东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不仅能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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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与世界文明进程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曾经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

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等；中东地区也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中

东地区还曾孕育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在世界文明

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证明，在中古时期，中东国家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而且还为人类文

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最终组合成世界文明的过程。古典时期结

束时，世界就已经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西亚—北非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

分别以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各自统一的意识形态。
［1］8
上述文化圈在中古时期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和拓展。作为文明的载体，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对西亚—北非文化圈的

巩固和拓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文明的传承并不仅仅依赖“帝国”作为载体，富有活力的文明

和价值体系形成后，就会经久不衰。帝国虽已消亡，但文明却依旧璀璨。在工具时代和农业时代，中

东地区不仅没有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甚至还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参见表1）。 

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把世界从分散连接成为整体。广大中东地区只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近

代以来）才衰落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面前软弱无力。从 19 世纪以后，广大中东地区先后沦为西

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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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东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2］
 

发展阶段
①
 主要特征 中东地区 

工具时代 

250 万～0.6 万

年前 

原始文化、工具制造、原始社会 

旧石器早—中—晚期、新石器时期 

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

发祥地，在新石器晚期出现了陶器和

铜石并用文化
［3］26-27

 

农业时代 

公元前 4000～

公元 1763 年 

约 5800 年 

公元前 4000～前 500 年古代文明、种植

畜牧、奴隶制 

公元前 500～公元 618 年古典文明、封

建制 

618～1500 年东方文明繁荣、欧洲中世

纪 1500～1763 年欧洲文明崛起、文艺

复兴传播 

公元前 3200 年人类最早的苏美尔文

化
［3］45-46

 

公元前 3000 年埃及统一国家形成 

公元前 1894 年古巴比伦王国建立 

波斯帝国（公元前 550～330 年） 

阿拉伯帝国（公元 632～1055 年） 

奥斯曼帝国（1290～1922 年） 

工业时代 

1763～1970 年 

约 210 年 

1763～1870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

1871～1913 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

1914～1945 年家庭机械电器化、混合经

济 

1946～1970 年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计

算机 

工业文明冲击下求索变革与现代化

尝试 

19 世纪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民族解放运动兴起、20 世纪 70 年代

形成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知识时代 

1971 年以来 

1971～1992 年第一次信息革命、微电

脑、知识化 

1993 年以来第二次信息革命、网络化、

虚拟空间、生物革命 

二战后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 

和长期战乱动荡的地区 

现代化进程在动乱中艰难前行 

 

中东各国也曾励精图治、寻求变革以富国强兵，如 17 世纪初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麦尔尼二

世的黎巴嫩计划，18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几任哈里发的现代化尝试和新秩序运动，19 世纪初期穆罕默

德·阿里在埃及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等。继上述一系列器物层面的改革之后，19世纪中期以来中东国

家又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建

立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和20世纪70年代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然而中东国家始终没能摆脱落后、

不发达的状况，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目前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转变历程，只有个别国家正在向第二

次现代化进军。
② 

 

二、中东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目前，中东国家滞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就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中东国家政治发展

的具体现实而言，从整体来看，中东社会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落后的、不发达社会

向先进的、发达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也同样处在由传统的专制主义

（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变时期。当然，如同转型社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

--------------------------------------------------------------------- 

①依据人类文明先行者的发展经历划分，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发展是不同步的。 
②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的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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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一样，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政治发展无疑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传统专制

主义阶段、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
［4］7
传统专制主义阶段，主要指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时

期，包括殖民主义占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时期以及开始向现代民主政治阶段过渡之前的政治发展阶

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主要指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建立了现代政治民主的阶段；过渡政治阶段，

主要指革除传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后，即摆脱了传统专制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阶段。实际上，

称之为“过渡政治阶段”（或发展中政治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是一个很难精确定义的时期。正如法

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言，“不发达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千差万别的，很难根据一种严格的分类法进

行分门别类。”
［5］284

原因是学界对此争论颇多，如称某一国在该阶段的政治发展为“集权主义”（相对于

第一阶段传统专制主义而言）、“新权威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旧权威主义而言）、半民主政治（相对于现

代民主政治而言）等不一而足。目前我们进行的政治分析并非局限于某一国家，而是包括 20 多个国家

的广阔的中东地区。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过渡政治阶段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从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进

入过渡政治阶段的各个国家政治，因其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在政治发展形式上

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在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有的国家或者根本

没有铲除传统专制主义统治，而是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实行了“开明专制”；有的国家在过

渡阶段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有的还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层面⋯⋯很难对其做出确切

的定义，“过渡政治阶段”则能够涵盖处在转变时期的中东国家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内容。 

当然，政治的发展与转变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任

何政治变革总是以一定形态的经济为基础的。表2反映的是在中东政治发展三阶段中政治体制及相关

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关系，但若从整体上考察中东政治发展进程，描述过去、现在及未来三阶段的基本

情形时，不能机械套用，特别由于转变时期是一个相当复杂多变的处在不稳定状态的发展阶段（而传

统社会和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经历已

经说明，走出传统社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现代化社会，而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

段，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发展，尽管其发生、变化均在政治领域，但是

必然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即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受到其他因素（诸如社会历史条件、文化

因素等）的制约。当然，政治发展也必然会推动或制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表 2：中东国家政治发展阶段与模式
［4］8
 

政治发展阶段 传统专制主义阶段 过渡政治阶段 现代民主政治阶段 

政治体制 专制主义体制 （多元化）发展中政治 分权式民主政治体制

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 发展中的商品经济 成熟的商品经济 

文化形态 大一统传统文化 信仰与道德危机 文化现代化与多元化

政治合法性 传统、神授、征服 民族主义、形式上的议会

和选举制度 

民主、民授权力、现代

法律体系 

最高权威代表 君主、教首或其他领袖 君主立宪、奇里斯玛式领

袖或其他首脑 

宪法、民选轮换制领袖

政党状况 无党派 一党或多党 多党制 

 

目前，中东地区既存在分权制约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存在集权主义或半集权主义政治体制。

前者以土耳其和以色列为代表，后者则比较复杂，几乎包括了中东所有国家，即大多数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共和制国家），也有一直沿袭下来的君主制国家（无论是实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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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以及神权共和国伊朗等。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与中东国家政治发展

的现实都已证明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固然存在

“民主缺失”的问题，但同样也离不开权威，特别是“适度权威”是保证其政治稳定、协调各种力

量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旧动乱的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局势就是明证。 

 

三、伊斯兰教与中东社会 
 

纵观伊斯兰教的发展发现
①
，伊斯兰“创制之门”自 10 世纪之后就已关闭。“伊斯兰哲学的创

始人法拉比从哲学的视角对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随着法拉比的去世，这一思想也停止不前

了。”
［6］
从整体上看，伊斯兰教目前仍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伊斯兰教还是一种比较封闭的、

相对保守的宗教。目前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大多数建立了世俗政治体制的伊

斯兰国家也无法脱离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有着极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斯

兰教不仅是宗教，还是政治、伦理观念和社会组织。从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到国家的文化、

教育、政治及经济，伊斯兰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那么，伊斯兰教是特殊宗教吗？若将目前的伊斯

兰教同在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前的基督教相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只是伊斯兰教承

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本身的功能与非宗教功能尚未分离。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并非特殊

宗教。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不仅不能将其认定为特殊宗教，人们通常所看到的不同或“特殊”

则恰恰说明了伊斯兰教正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  

当然，伊斯兰教在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土耳其处于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在伊朗、阿富汗、

苏丹等国尚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中间状态。总

体来看，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发展状况仍属于资本主义前宗教，保留着较多封建时代色彩。政教合

一的统治形式曾是中东地区传统统治形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政教关系状况便成为考察伊斯兰教发

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在中东地区真正建立起神权统治的国家只有伊朗，沙特则实行政教合一的统

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已完全、彻底地实行世俗化了。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根据政

教分离的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毫无疑问，土耳其政教关

系的模式代表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可能还要历经很长的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在政治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均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仍面临着许多重大矛盾，且影响着中东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教关系复杂

微妙的变化。世俗化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发展方向。但中东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充满了矛

盾和阻力。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土耳其这个世俗政治国家一直面临宗教势力上台和“伊斯兰化”
的挑战，90年代初期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在民主选举中险些颠覆了民族主义政权，伊朗和苏
丹分别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斯兰化的国家曾遥相呼应，为伊斯兰化推波助澜，而各国的政治反对

派也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反政府活动，从而使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民族国家整合面

临艰巨任务。虽然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已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整合仍是十分艰巨

的任务。伊斯兰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曾对中东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对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认同与整合也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一些国家比较激进的教派甚至提出“保教高于保国”的口号。南苏丹问题引发的长期内战，困扰土

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问题，黎巴嫩的教派分权状况，塞浦路斯的民族分权问题以及伊

拉克面临的种族、教派“多重分权”危机等，均说明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整合上尚存许多亟待解决

--------------------------------------------------------------------- 
①本节主要观点参见王京烈：《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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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在现代民主政治发达的社会，政治合法性源自现

代法律体系。目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多元的：现代法律体系、传奇领袖、君权体系和宗教领

袖等。尤其是中东国家拥有一批所谓“政治常青树”式的当政者，他们大多执政 20～30 年，大权
在握。一方面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不发达状况与蛰伏的继

承危机问题。社会经济落后状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长期

动荡不安、战乱不止的地区环境下进行的。尽管战后中东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甚至少数中东

国家已是富国俱乐部成员，但并没能使中东社会从整体上摆脱落后和不发达。中东国家的产业结构

也不尽合理，即便是少数富国也主要依靠出口原料换取的高额收入。中东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初

级原料，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大，特别是代表工业发展水平的机电产品和交通工具等还不到 2%。
2006年全球有 50个国家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就有 7个中东国家。［7］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仍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与现代化进程依

然是若即若离，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相距遥远。 

 

四、伊斯兰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 
 

历史上，中东社会的精英们——包括国家的统治者、领袖人物等不断谋求改变不发达的社会现

状，中东地区也曾进行过一些社会革命，但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 

早在 10 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已成为中东社会（特别是伊斯兰社会）进一步

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伊斯兰宗教改革，中东国家就不可能完成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而实现巨大的

社会进步。这些已在 10 年后的今天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审视相对滞

后的中东地区，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还是很难看到伊斯兰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的爆发。换言之，目

前中东社会或伊斯兰社会并没有处在宗教革命的前夜。 

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阻碍了这场变革的到来呢？结合世界文明发展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

化以及中东地区自身的发展状况后发现有如下几个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先进社会生产方式没能完全导入中东社会。 

自 18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又称产业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

命把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使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迅速兴起，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政治关

系以及国际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将资本

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充分得以显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使资本主

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日渐成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也加剧了列强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性，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因

其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巨变，促进了国际经济格局

的不断调整。三次工业革命即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对社会客体——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且还必然对社会主体——人、族群、民族共同体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升

了人的素质，重塑了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这种“洗礼”和“民族精神的重塑”对于实现现代化甚

至是不可或缺的，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就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差异性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世

界各国的发展并非处在同一水平上，中东地区亦然。中东地区的特殊性使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没有能够与世界总体同步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而拉大了与发达国

家的发展差距，这是中东国家长期未能摆脱落后状况的最主要原因。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中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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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中东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已证实了这一切。 

总体来看，中东国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在追求现代

化进程中的各种缺失也就暴露得十分突出。 

第二，近代欧洲代表先进上升阶级的思想没有被中东社会接受。 

当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中东阿拉伯国家却保存了大量的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并翻

译成了阿拉伯文，以后又传回欧洲，成为文艺复兴的文化渊源之一。进入近代，当中东国家依旧沉

浸在中世纪“黄金时代”的优越感中时，欧洲代表上升的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的强劲动力，扫荡

了“野蛮的、未开化”的地区和民族。当时代表上升阶级的思想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文艺复兴”

（14～16 世纪）倡导尊重人、爱人的人文主义思想，以资产阶级的“人道”反对封建主义的“神道”

的人本主义思想，宣扬“个性解放”和“人性论”等；“启蒙运动”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推

崇理性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倾向自然神或无神论，主张开明专制制度和民主政体以及宗教宽容等；

“人权宣言”更是提出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是“天赋人权”，确认“主权在民”、“三权

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这些思想的精髓仍有其生命力。主权在民、三权分

立和民主政治的思想被普遍应用在各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反封建、人本主义和宗教宽容等思想是

摆脱落后、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条件。遗憾的是，当时中东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这些思想。而

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欺压所造成的残酷现实，更是严重影响了中东国家对先进思想

的接受。因此，神权至上、政教不分、宗教极端主义等至仍今在中东地区有很大市场和影响力。 

第三，历史上中东国家社会变革的局限性。 

中东各国曾励精图治，寻求变革兴邦，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各种社

会变革均因自身的局限性而未能根本改变中东国家的不发达状况。 

中东国家社会变革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历次变革均未能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沿用农业

文明时代（或称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赶超现代工业

文明。应该说，今天中东各国均已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和杰出人才，例如埃及就有4位诺贝尔奖得

主，沙特王子实现了太空遨游，阿联酋科学家踏上了南极的冰盖，既有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埃及

人加利，还有 61 届联大现任主席巴林女杰谢哈·哈亚，他们犹如璀璨的珍珠，但可惜中东社会却

缺乏将这些珍珠穿成项链、提升其社会价值的“历史合力”。这种现代化因素的缺失正是造成中东

国家社会变革局限性的根本所在。 

第四，中东历来成为大国角逐的牺牲品。 

中东广大地区历史上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殖民主义列强“买进卖出”，被

纳入不同的势力范围而遭“分而治之”。中东国家独立后仍没有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和“殖民

主义遗产”的羁绊，诸如困扰中东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跨界民族问题等仍是导致中东地区战乱的

重要根源之一。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东政策特别是其双重标准的推行，不仅使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还引发了

中东国家和人民与西方大国的对抗情绪。“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敌视情

绪甚至移祸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并对其“妖魔化”，而改造中东国家的“大中东计划”则进一步加剧

了此种对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没能为中东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美国的军事占领

以及滥杀平民、虐俘、亵渎古兰经等恶劣行径使其自身也陷入恐怖泥潭，甚至美国扶植建立的伊拉克

新政府和议会也不满美国的做法。2006年 7月 22日，伊拉克议会发言人在联合国召开的关于伊拉克

过渡期司法与调解会议上，公开将美军称为“屠夫”，并要求美军尽早从伊拉克撤离。
［8］
美国的中东政

策历来偏袒以色列，在最近的巴以、黎以冲突中更是如此，美硬是阻止卡塔尔向安理会递交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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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各方停火提案的通过，使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再次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牺牲品。  

面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乱和炮火下无助的巴勒斯坦与黎巴嫩人民，阿拉伯—伊斯兰各国政府

很难有所作为，从而为宗教极端势力的生长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条件和机遇。 

第五，二战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频仍的动荡环境。 

中东地区是二战后全球战乱最多、最动荡的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战争有：1948 年巴勒斯坦战

争、1956 年苏伊士战争、1967 年六·五战争、1973 年十月战争、1979～1989 年阿富汗战争（由苏

联入侵阿富汗引起）、1980～1988 年两伊战争、1982 年黎巴嫩战争、1990 年海湾战争、2001 年阿

富汗战争、2003 年伊拉克战争及2006 年黎以冲突等。 

中东战乱有以下特点：持续时间长。阿以冲突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阿富

汗战争持续了 10 年（自 1979 年始）。冷战后的战争动乱也同样如此，如海湾战争后的制裁、今日

的伊拉克恐怖泥潭和阿富汗持续动荡等。破坏性大、损失惨重。每次战争都使参战方蒙受了巨大的

物质损失和人员牺牲，可计算的价值早已超过数千亿，“几乎可以再造一个新中东”
①
，战争动乱不

仅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还对现存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影响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植入

和生长。军备竞赛与战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长期以来，中东就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市场，动荡

的环境与战乱频仍促使各国竞相购买军火，军备投入日益趋大，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战争动乱

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大量的军需储备又酝酿着新的战争。 

第六，不发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无疑为本地区实践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和制度保障。但从整体来看，

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中东国家的不发达状况，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并没有得

到根本性改变。就是少数富有的产油国，其财富的积累也不是凭借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赢得的，

而是依赖出口资源换来的。在发达国家现代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下，先富起来的国家首先不是导入先

进的生产方式，而更多的是引进现代消费模式。海湾产油富国雇佣了大批外来移民，已经改变了人口

结构（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3国中外籍居民占本国人口比例的70～80%），出现了“食利者”阶层，

甚至“食利国”。所以，已经步入富国俱乐部的中东产油国还不能算是发达国家。因为决定社会发达

程度和时代风貌的不是物质生活方式，而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社会历史变

迁的基本思想。我们应该看到，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中，海湾地区耸立的一座座现代化石油

井架、安纳托利亚新兴的钢铁工业、亚历山大造船厂、阿斯旺水库巨大的水利和发电设施、利比亚沙

漠中“非洲第一大人工河”、伊朗的军火工业等，均表明中东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但这种变化还只是局部的，中东国家距离实现现代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结语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社会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统治者在应对处理时稍有不慎，便会进一步加

剧社会矛盾。陷入失望与迷茫的民众往往习惯于从传统宗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美好理想的

答案。各国政治反对派利用宗教推波助澜，也会使更多的民众“回归宗教”。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伊朗伊斯兰革命、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险些颠覆民族主义政权和土耳其伊斯兰繁荣党

执政，到近年来埃及、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广泛参政和 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

中获胜并执政等，都表明非世俗化在中东国家有重新泛起的势头。但这并不代表中东社会发展的主

流方向，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东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表明没有彻底的宗教改革就无法实

--------------------------------------------------------------------- 
①2006年 7月中旬爆发的黎以冲突就造成双方 14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达 100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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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刻的社会变革。 

如前所述，处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东社会，不仅社会经济比较滞后，伊斯兰教改革也未全面展

开，同时还面临着自身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

仅是大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我们坚信，伊斯兰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

已成为中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必然。而经过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洗礼的伊斯兰教，

不仅将进一步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社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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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ould redound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status in Middle East region and grasp its 
evolution trend that examines social development in Middle East from perspective of world civilization 
history. Middle East has declined since modern era and still now in status of underdevelopment, 
however, it had possessed refulgent history. Middle East countries have been now in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namely “a period of transitional politics” toward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after slamming 
down traditional autocratic politics. Islam now is also in behindhand level comparatively, bearing so 
many unreligious functions that lead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The backward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cumbers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n the lagged status of Islamic religion has further hindered social 
development in Middle East. Therewith Islamic reform would not only realize self-perfect, but also 
promote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in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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