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伊斯 兰 国
”

的 意识 形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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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自 宣布重建
“

哈里发
”

以 来 伊斯兰 国
”

正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对 中 东地 区 的和平与穗定乃 至现代民族国 家体 系造成强烈的 冲击 。 仅从反恐 的 角 度

研究
“

伊斯兰国
”

的 冲击是不 够的 ，

“

伊斯兰 国
”

深层次的威胁在于 它从意识形 态和 实

践层面将
“

哈里发
”

理念 系 统化和实 践化 。 通过回 归过去
——以暴力 塑造现实 、憧憬

末 日 决战及建立
“

哈里发全球帝 国
”

的宏大叙事结构 ，

“

伊斯兰 国
”

建构 了相对完备的

意识形 态体 系 。 这
一

意识形 态对现代民族国 家体 系的 否定和冲击主要体现在 ：
以武力

控制领土并建立
“

政权
”

来重建神权帝 国 ， 否 定现代 民族 国 家的主体地位 ；
否认主权来

源的世俗性和平等性 ，
以 实施真主主权为 名创建神权政治统治 ；

以反对殖民遗产 为 口

号否 定现有国 家边界 ，
鼓动

“

哈里发帝 国
”

的 扩张 ，
挑战 国 家领土完整 ；通过各种手段

将 自 身针对平 民的暴力
“

合法化
”

，
不 断以残暴行为挑战国 际和平准 则及人类文明底

线 。 应对
“

伊斯兰 国
”

的威胁有赖于有效的 国 际反恐合作 ，但如何真正遏止其意识形

态的 长期挑战 ， 国 际社会仍任重道远 。

【
关键词 】

“

伊斯兰 国
”

；
意识形 态 ； 民族 国 家体 系

；
叙事结构

【
作者简介 】 李捷 ，

兰州 大学 中亚研究所 、管理学 院副教授 ；
杨恕

，

兰 州 大 学 中 亚

研究所所长 ，
教授 。 （

兰 州 邮编 ：
７３００００

）

【 中图分类号 】
Ｄ８ １５Ｂ９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号 】

１００６
－

９５５０

（
２０ １５

）
１ ２

－

０００４
－

２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

新疆长治久安视域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 区建设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１５ＸＺＺ００６ ）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中亚萨拉菲与恐怖极端势力 的关系及其对新疆安全 的影响研究
”

（
项 目编

号
：
１４ＣＧＪ０２６） 、 中央髙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 资金项 目

“

近年新疆稳定形势及发展趋势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 ５ＬＺＵＪＢＷＺＹ １０９
） 的研究成果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 》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 ４ ？





兑 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期

—导论

自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宣布重建
“

哈里发 （
ｋｈｉｌａｆａｈ

）

”

以来
，

“

伊斯兰国 （
ＩＳ

）

”

大体控制着

两河流域 １０ 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及数百万的人 口
，其麾下有 ２ 万至 ３ ． ２ 万名武装分

子
，
大部分 （ 超过 ２ ． ２万 ）来 自阿拉伯及西方国家 。

① 其
“

建国
”

的
“

五步走
”

流程
——迁

移 （
ｈ

ｉ
ｊ
ｒａｈ ） 、集合 （ ｊ

ａｍ ａ
’

ａｈ ） 、动摇专制制度 （
ｄｅｓｔａｂ ｉｌｉｚｅｔａｇｈｕｔ

） 、巩固 （
ｔａｍｋｉｎ

） 及
“

哈里

发
”
——

已初步完成 。

？ 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将
“

哈里发
”

实体化的同时 ，

“

伊斯兰

国
”

持续以暴力恐怖袭击挑战人类文明底线 。 可以说 ，

“

伊斯兰国
”

正 以一种前所未有

的方式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 国的安全和统
一

、 中东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乃至国际社会的

规范与价值体系造成剧烈冲击 。

目前 ， 国际社会更多的是把
“

伊斯兰国
”

作为
“

恐怖组织
”

来观察和研究 ，
关注的是

它的次国家行为体身份及对人员 、物质的破坏 ，但这明显低估了其主体身份的变化及

野心。

一方面 ，它通过领土控制和
“

政权
”

建设 ，实现了 

“

哈里发
”

的实体化重建 ；另
一

方面 ，它以排他和暴力为手段 ，颠覆现有 国 际秩序和规范 以实现
“

哈里发帝 国
”

的扩

张 。 在这背后 ，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意识形态 。 整体而言 ，
现有研究对于

“

伊斯兰 国
”

的

意识形态存在低估或偏离其主体的状况 ，应予以改变 。

③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 目标是建立
“

哈里发
”

国家 ，但它 的活动显示 出它同 当代民族

国家政治文明 的重大差异 。 它有逻辑完整的 、独立叙事的学说体系 ，这是
一套完全不

同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理念。
④ “

伊斯兰国
”

宣扬 回归过去 、以暴力塑造现实 ，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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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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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８ 日 。 但这些关于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的文献存在中立

性和 系统性不足 的问题 。

④ 钱雪梅 ： 《基地的进化 ：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 》
，
载 《外交评论》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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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 兰国
”

的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末 日 决战及建立
“

哈里发全球帝国
”

，
正以其

“

叛逆性
”

的实践和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冲

击和否定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

“

伊斯兰国
”

暴力
“

建国
”

及领土扩张虽然受国际打击可

能被摧毁或限制 ，但是其模式可能成为众多恐怖势力模仿的典型 ，它的意识形态甚至

可能在实践受挫后更为顽固 ，难以根除。 在这种情况下 ，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及国际准

则的规范性的角度评估
“

伊斯兰国
”

的威胁 ，是凝聚国际共识 、形成打击合力的基础 。

概念界定是研究的起点 。 本文涉及两个核心概念 ：

一

是意识形态 ，二是现代民族

国家体系 ，需要对此先做简要界定和说明 。 由 于意识形态这
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比

较广泛 ，本文从功能性的角度对它进行界定 。 在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 ，

“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 ，
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

的方法来形成 、动员 、指导 、组织和证明
一

定行为模式和方式 ，并否定其他的
一

些行为

模式和方式
”

。
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意识形态的实质是
一

个改造社会的行动计划 。 同

时也必须承认 伊斯兰国
”

虽然在近年来剧烈勃兴 ，
且形成了初具系统的意识形态 ，

不过这套意识形态并未以文本形式明确表达 出来 ，而有待研究者加以提炼 。 故此 ，
本

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把握 ： （ １ ） 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渊源 。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脱

胎于传统伊斯兰主义并将其推 向极端 ，所以伊斯兰主义的相关理论及论述是理解
“

伊

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基础 。 （
２

）

“

伊斯兰 国
”

的叙事 。

“

伊斯兰 国
”

首领的言论 、杂志和

网络等媒体所做的宣传与展示等构成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对叙事结构的梳理

和抽象是把握其意识形态的关键 。 （
３

）

“

伊斯兰国
”

的实践 。 恐怖袭击 、斩首人质 、建

立
“

哈里发
”

等实践既是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体现 ， 同时又在塑造着它的意识形态 。

由于
“

伊斯兰 国
”

发展的剧烈性和非常规性 ，其行动常常先于理念形成 ，但
“

成功
”

后又

成为意识形态的塑造力 。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奠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通过国家交往规范的逐步确立 ， 国

际社会最终得以产生 。
② 本文认为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维系有赖于下列共识与原则

的坚持和巩固 ：⑴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中心和现代 国际关系的主体地位 ； （
２

） 国

家主权原则 ，各国基于世俗主权的平等 ； （ ３ ） 领土完整原则 ，各国既有边界和政治独立

不容挑战 ； （
４

）非暴力原则 ，
反对以任何暴力手段破坏 国际和平 。 上述方面可归纳为

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主权的世俗性 、领土的完整性和行为的非暴力性 。 现行的 国际法

① 戴维
？

米勒 、韦农
■ 波格丹诺主编

，

邓正来等译 ：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
，
北京 ： 中国政法大学 出

版社 １ ９９２ 年版 ，第 ３必 页 。

② 赫德利 ． 布尔把国际体系中符合格劳秀斯传统 的
“

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有规范 的交往
”

作为
“

社会要素
”

加以 阐述 ，
认为这是出现 国际社会的依据和 基础 。 详见 Ｈｅｄｌｅ ｙ Ｂｕｌｌ ，Ａｎａｒｃ／ｉｉｃｏ／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５

， ｐｐ
．４０

－

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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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际规范均是在上述基础和原则上形成的 ，亦以保障此基础和原则为核心内容 。 自

建立以来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虽然时常受到各种挑战 ，但仅限于局部层面 ，
极少有体系

性的颠覆力量和理念 。 随着恐怖主义浪潮 的演进 ，

？“

博科圣地
”

和
“

伊斯兰国
”

等恐怖

势力逐渐显露出反体系性的理念 。 它们不仅从根本上反对现有的社会
一政治秩序 ，对

虚构历史理想化 （
ｉｄｅａ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ｙｔｈｉｃｐａｓｔ ） ，而且试图通过极端的暴力重建神权统

治 。
？ 从这个意义上看 ，对于

“

伊斯兰国
”

已不能 限于个案性的反恐研究 ，需要在意识

形态层面对其全球威胁进行更为宏观的考察 。

二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 态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脱胎于传统政治伊斯兰 ，相对于
“

基地
”

组织及其他伊斯

兰极端组织 ，
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重建

“

哈里发
”

并试图实现
“

哈里发帝国
”

的扩张 。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受中东及伊斯兰世界多股思潮 的影响 ，在 中东地缘政治局势

的剧烈变动 中 ，它衍生 出该组织极具排他性与暴力性的政治实践 。

研究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 ，首先需要将它置于传统政治伊斯兰的框架之中 。

对于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核 ，
钱雪梅将其归纳为个人 、社会政治秩序及世界秩序

三个层面 ，
其中净化信仰是

“

解决
”

现实社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 ，
建立

“

乌玛
”

并改变穆

斯林社会在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权力结构 中 的地位是其最终 目标 。
？ 通过评估 《达

比克》 （ Ｄａｂｉｑ ，

“

伊斯兰国
”

的宣传杂志 ） 中 的论述 ，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 目标包括 ： （ １ ）

通过培育治理失败和／或宗派内战的条件 ，永久地打破伊拉克 、叙利亚等地区内 的政治

边界 ； （
２

）通过控制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 的领土 ，对其中的人 口实施治理并抵御外部

威胁 ，
建立伊斯兰

“

哈里发
”

； （
３

）在
“

哈里发
”

境内实现全球
“

圣战士
”

的联合 ； （
４

）实现
“

哈里发国
”

的领土扩张 ，并团结更广阔地域 内的穆斯林群体 ， 以建立一个
“

乌玛
”

。

④

在逻辑结构上 ，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伊斯兰相类似 ：在认识论基础上 ，

它认为伊斯兰世界当前的问题根源于对
“

真正伊斯兰
”

的偏离 ，
必须 回归到 哈里发制

度下的
“

纯粹
”

形式 ；在实践层面 ，
通过暴力

“

圣战 （ ｊ
ｉｈａｄ ）

”

和领土控制 以重建
“

哈里

①Ｊｅｆｆｅ ｒｙＫａｐｌａｎ ，ｒｅｒｒｏ ｒｉｒｔＧｒｏ ｕ
／
ｗａｍｉｆ／ｉｅｒｅｒ ｒｏ ｒｉｓｗ、 尸诉Ａ ＰＴａｖ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１ ０．

②Ａｎｔｈ ｏｎ
ｙ
Ｎ．Ｃｅｌｓｏ

，

“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Ｂ ｏｋｏＨ ａｒａｍ
：『ａｖｃＪｉ

ｈａｄｉｓｔＴｅｒｒｏ ｒＧｒｏｕｐｓ ，

”

Ｖｏｌ ．

５９
，

Ｎｏ． ２
，
２０ １５

，ｐｐ．２４９
－

２６８ ．

③ 钱雪梅 ：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 ，载《西亚非洲 》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６

－

２７ 页 。

④Ｊｅ ｓｓｉｃａＤ ．Ｌｅｗｉｓ
，


“

ＴｈｅＩｓｌａｍ ｉｃＳｔａｔｅ ：ＡＣ ｏｕｎｔｅｒ
－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ｆｏ ｒａＣｏｕｎ ｔｅ ｒ－Ｓｔａｔ ｅ

，

”

Ｍ ｉ ｄｄｌ ｅＥａ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Ｒ ｅ

－

ｐ
ｏ ｒｔ２ １ ，Ｊ ｕｌｙ２０１ ４

，ＩＳＷ
，ｐ ．

１ ０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

． ｏ ｒ
ｇ
／ ｓｉ ｔｅｓ／ｄｅｆａｕ ｌｔ／ｆｉｌｅｓ／Ｌｅｗｉ ｓ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ｏｆ％２０
ｇ
ｒａｖｉ ｔｙ

．

ｐｄｆ，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

１
？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发
”

，
是伊斯兰复兴的根本保障 ；在 目标指 向上

，
通过

“

末 日 决战
”

并以帝国征战的方式

实现
“

哈里发国
”

的扩张 ，是打破现有世界秩序 、恢复伊斯兰世界荣光的必然手段。 可

以说 ，
实现伊斯兰的

“

纯洁化
”

、以暴力创建
“

哈里发
”

及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是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对传统伊斯兰的偏离和极端化 ，
除 了受近年来中东政局剧

变的刺激外 ，
还源 自 多股思潮的长期影响 。

首先是当前仍有很大影响力 的激进伊斯兰复古主义 。 伊斯兰复古主义者明确提

出 了 

“

回归《古兰经》

”

的 口号 ，
主张恢复《古兰经》和

“

圣训
”

的真正精神 ，但先知去世

后 ， 国家的
“

绝对主权
”

转移到宗教学者手中 。 他们主张以 《古兰经》和
“

圣训
”

作为衡

量、判断
一

切是非的标准 。 某些国家所主导的瓦哈比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特色 ，

目 的在于实现教法解释权的统
一

。 从本质上讲 ，激进伊斯兰复古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

解释拒绝任何先知时代之后的创新 。 他们认为 ，任何偏离从 《古兰经》和
“

圣训
”

的字

面理解中得出的戒律与行为 ，都是对真主的亵渎 ，必须加以反对 。 因此 ，什叶派 、苏菲

派或只要不符合他们对伊斯兰教解释的任何人或物 ，都应该被摧毁 ，这是塔克菲尔主

义 （
ｔａｋｆｉｒｉｓｍ

）

①的本质 。

“

伊斯兰国
”

据此宣称 ，它的
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复兴伊斯兰 ，

将

其还原为纯粹的形式 ，根据真正的伊斯兰原则团结伊斯兰世界 ， 同时应以武力手段统

一教法的解释权。

其次是圣战派萨拉菲主义 。 这是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标签 。 圣战派萨

拉菲主义是一股将
“

圣战
”

观念融人传统萨拉菲主义的思潮 ，主张通过
“

圣战
”

方式建

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政权 。 在理念上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认为 ，
通过发动

“

圣战
”

打击那些没有按照真主的意志进行统治的异端统治体制 ，
恢复伊斯兰 的纯洁

及其统治过的领土是伊斯兰义不容辞的任务 ，
也是唯

一正确的策略
；
异教徒是

“

圣战
”

的对象 ，而且伊斯兰世界中的异教徒是其首先打击的对象 ；

“

圣战
”

的最终 目 的 ，是通过

军事暴力手段建立
一个伊斯兰制度的国家 。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与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

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理解 ：

一是圣战派萨拉菲主义是该组织所属的极端主义政治思想 ；

二是
“

伊斯兰国
”

在该教派中的强硬路线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它与
“

基地
”

组织的区别 。
②

① 也写作 Ｔａ
ｑ
ｆｉ ｒ

。 在神学和政治层面 ， 它大体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的
“

绝罚
（
ｅｘｃ〇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〇ｎ

）

”

。 宣

布某人为卡菲尔 ，
就等于宣布此人不再是穆斯林 ，

不再受伊斯兰
“

乌玛
”

保护。 参见钱雪梅 ： 《基地的进化 ：重新审

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
，
载《外交评论》

，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２７ 页 。

② Ｃｏｌ ｅＢｕｎｚｅ ｌ
，

“

ＦｒｏｍＰ ａ
ｐ
ｅｒＳｔａｔｅ ｔｏＣａｌ ｉ

ｐ
ｈａｔｅ

：ＴｈｅＩｄｅｏ ｌｏ
ｇｙ

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 ｔｅ
，

”

Ａｎａｌｙ ｓ ｉｓＰａ
ｐ
ｅｒＮｏ ．

 １ ９
，

Ｍａ ｒｃｈ２０１５
，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

ｇ
ｓＰｒｏ

ｊ
ｅ ｃｔｏｎＵ ． Ｓ ．Ｒｅｌａｔｉ ｏｎｓｗｉ ｔ

ｈ
ｔｈｅＩ ｓｌａｍｉｃＷｏｒｌｄ ，ｐ

． ８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 ｉｎ

ｇ
ｓ ． ｅｄｎ／

￣

／

ｍｅｄ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ｆｉ ｌｅ ｓ／
ｐ
ａ
ｐ
ｅｒｓ／２０ １ ５／０３／ ｉ

ｄｅｏｌｏ
ｇｙ

－

ｏｆ
－

ｉ 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 ａｔｅ
－

ｂｕｎｚｅｌ／ ｔ
ｈｅ

－

ｉ
ｄｅｏ ｌｏ

ｇｙ
－

ｏｆ
－

ｔ
ｈｅ

－

ｉｓｌ ａｍｉ ｃ
－

ｓｔａ ｔｅ．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 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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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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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必合 珐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最后是前复兴主义 （
ｅｘ－

Ｂａ
’

ａｔｈｉ ｓ ｔｓ ） 的影响 ，或更确切地说
，
是在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０ 年间

加人
“

伊斯兰国
”

的前复兴主义者 ，这方面的主要证据是
“

伊斯兰国
”

的组织构成及其

政治 目标 。 中东地区的复兴主义曾寻求清除腐败的价值观和殖民主义的残余来复兴

阿拉伯世界 ，
并领导建立

一个泛阿拉伯 国家 ，
但是国家治理的失效 、伊斯兰主义的兴起

及伊拉克政局的突变使得复兴主义逐步被边缘化 。 近年来 ，前复兴主义者试图利用伊

拉克政局的变动及地区安全真空实现东山再起 。 大部分反对伊拉克新政府的复兴主

义分子虽是世俗主义的 ，他们也承认宗教势力在动员群众方面较复兴主义更有影响

力 。 不过他们 的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 ，
加人

“

伊斯兰国
”

仅是为了进入领导层 。 复

兴主义者似乎 已决定 ，
只要能通过政治运动重掌权力 ，他们不会介意宗教极端势力下

一步会怎样做。

？ 就此而言 ，复兴主义者参加
“

伊斯兰国
”

更多的是出 于政治 目 的 ， 而

不全是因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 。

在激进复古主义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和复兴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 ，

“

伊斯兰 国
”

将

上述思潮的核心理念不断内化 ，并初步整理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 。 无论是要实

现所谓伊斯兰的纯洁化 、 以
“

圣战
”

手段创建
“

哈里发
”

，还是要复兴
“

哈里发帝国
”

，它

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呈现如下特征 ：

第
一

，世界观的二元对立性 。

“

伊斯兰国
”

世界观的基础在于将世界进行敌我对

立的二元划分 。 阿布
？

巴克尔 ．

巴格达迪 （
ＡｂｕＢａｋｒ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

ｉ

）在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的

斋月 布道中声明 ，

“

事实上当今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和战线 ，没有第三阵营 ：

一

个是由

穆斯林和圣战士组成的伊斯兰 和信仰的 阵营 ， 它是无处不在的 ； 另 一个是卡菲尔

（
ｋａｆｉｒ

） 和伪善者的阵营 ，它是犹太人 、十字军及其同盟以及其余民族和宗教的卡菲尔

的联盟 ， 由美 国和俄罗斯领导并被犹太人所鼓动
”

。

？ 虽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与
“

基地

主义
”

有共通性 ，但
“

伊斯兰 国
”

在攻击策略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

基地
”

组织的战

略攻击核心集 中在
“

远敌
”

或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 （ ａｌ
－Ａｄｃｍａｌ

－

Ｂａｅｅｄ ） 上 。 其头 目艾

曼 ？ 扎瓦赫里 （ ＡｙｍａｎＺａｗａｈ ｉｒｉ
）在 ２０ １３ 年的 《吉哈德总纲 》 中强调 ：

“

（ 我们 ） 首要的

军事 目标是 （ 国际 ）非信徒的领头羊——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 ，次要 目标是我们国家

０Ｒｉ 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ｒｅ ｔｔ
，

“

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 ｅ
，

”

ＴｈｅＳｏｕｆａｎＧｒｏｕ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 ４
，ｐ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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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ｏｕ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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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ｈ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２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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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１ １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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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 国
”

的 意识形 态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的统治者
，
他们同样是美国的盟友 。

”
？将

“

近敌
”

或伊斯兰世界中 的所谓
“

异教徒
”

和

“

叛教者 （
ａｌ －Ａｄ〇Ｕａｌ

－

Ｑａｒｅｅｂ ）

”

作为首要攻击对象 ，始于
“

伊斯兰 国
”

组织的前首领阿

布 ？

穆萨布
？ 扎卡维 （ ＡｂｕＭｕｓａｂａ ｌ

－

Ｚａｒｑａｗ ｉ ） 。 虽然
“

伊斯兰 国
”

的领袖也对西方心

怀敌意
，但在

“

哈里发国
”

施行沙里亚法并不断扩大疆土才是第一位的 。 当然
，
对

“

远

敌
”

和
“

近敌
”

攻击 目标的选择 ， 主要源 自该组织的策略 ，例如近来在遭受国际联合打

击之下 ，

“

伊斯兰国
”

明显加大 了对俄罗斯及欧洲实施恐怖袭击的力度 。

第二 ，
纯洁伊斯兰 幌子下的排他性 。 在二元化世界观的影响下 ，结合攻击

“

近

敌
”

的首要 目标 ，

“

伊斯兰 国
”

将
“

基地
”

组织所奉行的塔克菲尔 （ Ｔａｋｆｏ ） 原则进
一步

推向极端 ，极力排斥异己的穆斯林即卡菲尔 。 受伊本 ？ 泰米叶 （
ＩｂｎＴａｙｍｉｙｙａ ） 与伊

本 ？ 瓦哈布 （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ｉｂｎＡｂｄａｌ
－Ｗａｈｈａｂ ） 等人宗教思想 的指导 ， 并尝试 与赛义

德
？ 库特布 （

ＳａｙｙｉｄＱｕｔｂ
）等所宣扬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进行融合 ， 以至塔克菲尔

成为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及实践的核心原则 。 在伊斯兰教教义 中 ，
塔克菲尔源 自宗

教裁判权 ， 意即将穆斯林中 的
“

不信道者
”

逐出伊斯兰教 ，并对其处以死刑 。 传统上 ，

塔克菲尔主要针对个体 ，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却将这
一原则集体化 ， 以纯洁伊斯

兰为名排斥数量巨大的穆斯林群体 。
② 在

“

伊斯兰 国
”

的理念中 ，

“

无信仰 （
ｉｍｐ

ｉｏｕ ｓ ）

”

国家的平民支持者 、体制内 的军队乃至什叶派 、阿拉维派等异己群体均适用于塔克菲

尔原则 。 由此 ，它将扩大化的塔克菲尔原则变成 自我划定的政治标准 ，也使之成为暴

力的依据 。

第三 ，
歪曲

“

圣战
”

概念下的残暴性 。 与其他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相比 ，

“

伊斯兰

国
”

在理念和行为上更为残暴的原因在于其对
“

圣战
”

概念的改造。 传统的
“

圣战
”

主

要基于个体对教义的 内化 ，
但

“

伊斯兰国
”

却篡改伊斯兰的历史典故和利用宗教极端

主义改变其成员对
“

圣战
”

的理解和实施 。 其中最突出 的所谓
“

圣战指南
”

是由 阿布 ？

巴克尔 ？ 纳吉 （ ＡｂｕＢａｋｒＮａｊｉ ） 所写的 《野性控制 》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ｖａｇ
ｅｒ
ｙ ）

—书 。

纳吉写道 ，传统的
“

圣战之路
”

是
“

纸上谈兵
”

，

“

除非从
一开始的阶段就包含屠杀并威

慑敌人 ，否则战斗将难以持续和推进
”

。 在
“

伊斯兰 国
”

所实施的这种理念中 ，

“

圣战
”

和其他宗教原则的差别是
“

圣战
”

当中没有仁慈可言 ， 只能用极端暴力的方式来威慑

①Ｓｅ ｔ
ｈＧ ． Ｊ

ｆｏｎｅｓ
，

“

ＡＰｅ 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ｒｅａ ｔ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

ｏｎｏｆａｌＱａ
’

ｉ
ｄａａｎｄＯ ｔ

ｈｅｒＳａｌａｆｉＪｉ
ｈａｄｉｓｔｓ

，

”

ＲＡＮＤ
，

２０１ ４
，ｐ

． １４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 ｉ＾

／ｃ
ｔ
ｍ

ｔ
ｅｎｔ／ ＜ｌａｍ／ ｒａｎｄ／ｐｕ

ｂｓ／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

ｒｅ
ｐ
ｏｒｔｓ／ＲＲ６００／ＲＲ６３７／ＲＡＮＤ

＜Ｊ ＥｌＲ６３７ ．

ｐ
ｄｆ

，登录

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②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Ｍ ．Ｈａｆｅｚ
，

“

Ｔａｃｔｉ ｃｓ ，Ｔａｋｆｉ ｒａｎｄＡｎｔｉ －Ｍｕ ｓｌ ｉｍＶ ｉｏ ｌｅｎｃ ｅ
，

”


ｉｎＡｓｓａｆＭｏ

ｇ
ｈａｄａｎ ａｎｄＢｒｉａｎＦｉｓｈ

－

ｍａｎ
，
ｅｄｓ ．

，Ｓｅｌｆ
－

ｉｒ＾ＵｃｔｅｄＷｏｕｎｄｓ ：Ｄｅｂａｔｅｓ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Ａ ｌ
Ｑａｅｄａａｎｄ ＩｔｓＰｅｒｉｐ

ｈｅｒ
ｙ

，Ｃ ｏｍｂ ａｔｉｎｇＴｅ ｒｒｏｒｉｓｍＣｅｎｔｅｒ
：

Ｗｅ ｓｔＰｏｉｎｔ
，２０ １０

，
ｐｐ．

１９
－

４４ ．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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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 。
① 近年来

，

“

伊斯兰国
”

所实施的暴力和恐怖已致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命 。 而通过

规模化的斩首和屠杀等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来制造恐慌 ，

“

伊斯兰 国
”

是唯
一

的

实施者 。

三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 态的叙事结构

如前所述 ，
虽然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体系性缺乏足够的理论体现 ，但是作为在

宣传上最
“

成功
”

的恐怖组织之一 ，它通过各种手段彰显 自 身的理念和纲领 以扩大支

持 。 因此
，
叙事成为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手段 ， 而叙事结构则是其意识形

态的内核 。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叙事深受激进伊斯兰复古主义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和阿

拉伯复兴主义的影响 ， 同时也未偏离抵抗一责难一复兴这一传统伊斯兰极端主义叙事

的战略 目标 。 可以说 ，在意识形态叙事上 ，

“

伊斯兰国
”

充分地利用了穆斯林社会目前

的不满情绪和中东地区的失序及权力真空 ，把 自身塑造为 当前体系的反叛者和伊斯兰

世界的拯救者 。 但是 ，对末 日 决战和建立
“

哈里发全球帝国
”

的想象 ，又暴露其意识形

态固有的极端和虚妄 。

（

＿

）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叙事

研究
“

伊斯兰国
”

的威胁 ，仅从地区政局变动或恐怖活动本身来观察是不够的 ，需

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极端思想叙事及论证的结构框架 。 总体而言 ，极端主义的叙事兼

具结构上的整体性和明显的 目 的性 。

一

方面 ，虽然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但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主叙事 （
ｍａｓ ｔｅｒ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Ｉ ｓｌａｍｉｓｔ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是凌驾于本土化叙事之上的 ；

②

另一方面 ，伊斯兰极端主义中 的圣战派萨拉菲 主义常常结合政治社会状况 、地缘政治

及宗教背景进行叙事 ，从而在主流伊斯兰和 自身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 ，
以改写伊斯

兰世界对全球现象和宗教的理解 。
？

相关研究总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叙事战略的
“

三 Ｒ
”

目标 ：抵抗 （
Ｒｅｓｉｓｔ ） ，

即抗击

①Ｈａｓ ｓａｎ
，

“

Ｃｈａ ｌｌｅｎ
ｇ

ｉｎ
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 ｓｔＩｄｅｏ ｌｏ

ｇｙ ，
Ｐｒｏ

ｐ
ａ
ｇ
ａｎｄａａｎ ｄＭｅｓｓａ

ｇ
ｉｎ
ｇ ：Ｂｕｉｌｄ 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
ｅｒ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

Ａ
ｐ
ｒｉｌ２０１ ５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 ａｎ ． ｃ ｏｍ／ｗｏ ｒｌｄ／２０ １ ５／ ｆｅｂ／０ ８／ｉｓｉ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 ｓｌａｔｅ －

ｉ ｄｅｏｌｏｇｙ
－

ｓｈａｒｉａ －

ｓｙｒｉａ
＇－

ｉ ｒａｑ
－

ｊ
ｏ ｒｄａｎ

－

ｐ
ｉｌｏ ｔ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②Ｊｅｆｆｒ ｅｙＲ ．Ｈａｌｖ ｅｒｓｏｎ
，Ｈ ．Ｌ ．Ｇｏｏｄａｌｌ ，Ｊｒ

．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Ｒ ．Ｇ ｏｒｍ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ｓ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Ｅｘｔｒｅｍ ｉｓ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ｌ

ｇ
ｒａｖｅＭａｃｍ ｉｌｌａｎ

，２０ １ １
．

③ＭａｒｋＨｕｂａｎｄ
，

“

Ｒａｄ ｉｃ 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Ｅｕｒｏ
ｐ
ｅ

：
ＴｈｅＵＫＣａｓｅ ，

’ ’


ｉｎＭａｇｎｕｓＲａｎｓｔ ｏｉｐ ，ｅｄ ．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Ｖｉｏｌｅｎｔ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ａｔ ｉ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
ｔａｎｄＪ ｉ

ｈ ａｄｉ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ｕｔｌ ｅｄ

ｇ
ｅ

ｙ
２０ １０

，ｐｐ ．

１ １７
－

１ ４３ ．

？

１ １ ？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 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外 国侵略者 （尤其是美 国及其盟友 ，它们试图摧毁伊斯兰教 、剥夺穆斯林及其土地 ） 和

内部敌人 （ 它们试图从内部破坏穆斯林社会 ） ；
责难 （

Ｒｅｂｕｋｅ
） ，即将伊斯兰国家的领导

定位为
“

叛教者
”

，指责其迫害民众并勾结外国列强 ；复兴 （ Ｒｅｎｅｗ ） ， 即通过重建
“

哈里

发
”

及恢复伊斯兰教法的统治 ，扭转伊斯兰文明 的衰落 。

？ 作为恐怖主义发展的最新阶

段 ，

“

伊斯兰国
”

的叙事在战略上根植于传统伊斯兰极端主义 ，但又有进一步的创新 ，否

则就无法解释其建立
“

哈里发
”

的狂热实践及其对其他极端组织与个体的巨大吸引力 。

查理 ？ 温特 （ ＣｈａｒｌｉｅＷｉｎｔｅｒ ）搜集整理了
“

伊斯兰国
”

在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１ ７ 日 至 ８ 月

１５ 日
一个月 内 （伊斯兰历法的十月 ） 的宣传材料 ，

对其意识形态及宣传进行了深度解

读 ，
这是 目前对

“

伊斯兰国
”

宣传话语较为详尽的数量分析 。 根据温特的研究 ，短短
一

个月 内 ，

“

伊斯兰国
” “

官方
”

共发布 了１ １４６ 条各种形式的宣传内容 （ 除去语言差异造

成的重复 ，仍有 ８９２ 条 ） 。 宣传材料主要涉及宽容 、归属 、 残暴 、受害者身份 、战争及乌

托邦六大主题 （ 图 １
） 。
② 不过在意识形态 的提炼上 ，

温特的研究缺乏
一

定的结构性和

层次性 。 研究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 ，需要进一步在其叙事结构层面进行归纳和分

析 。 也有研究指出 伊斯兰 国
”

针对不同的对象而实施差异化的叙事 。 在其金字塔

式的叙事结构中 ，
处于底部的是宗教义务 、政治不满和冒险意识三部分 ，处于顶层的是

渲染 自身的成就和胜利 （图 ２
） 。
？ 这种叙事结构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它的宣传工作 ，对

其意识形态功能性的挖掘仍有待深入 。

（

二
）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叙事的结构分析

整体而言
，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是
一个宏大叙事 。 这一宏大叙事在结构上一

方面体现了它对以往伊斯兰极端思想的继承 ，另一方面以 自身的行动将其实践化 ，并

在此基础上构建神权式的乌托邦 。 大体而言 ，

“

伊斯兰国
”

的叙事结构可分为三部分 ：

首先 ， 回归历史和传统是激进伊斯兰复古主义 、极端主义和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起

点 ，
也是其世界观的根基 。 其次 ， 创建

“

哈里发
”

的现实则是
“

伊斯兰 国
”

纲领的主要命

题 ，这也是它与其他恐怖组织最明显的差异 。 最后 ，末 日决战及其后乌托邦式的
“

哈

里发帝国
”

等镜像未来 ，则是其叙事结构 的指 向 。 这一体系完整而严密 ， 为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的叙事结构 。

０Ｊｅ ｆｆｒｅｙＲ．Ｈａｌｖｅｒｓ ｏｎ
，Ｈ ． Ｌ．Ｇｏｏｄａ ｌｌ

，Ｊｒ．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Ｒ ．Ｃｏｎｎ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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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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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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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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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ｐ
ｈａｔｅ

’

，

”

７７ｉ £ Ｑｕ ｉ

’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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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ｔ

－

ｔ
ｐ 

：
／／ｗｗｗ ．

ｑ
ｕｉｌｌ ｉａｍ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 ｏｉ

＾
／ｗ

ｐ
／ｗ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

ｐ
ｌｏａｄｓ／２０１ ５／ １０／Ｆ ＩＮ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ｇ
－

ｔ
ｈ ｅ－ ｖｉｒ

ｔ
ｕａｌ

－ｃａ ｌ
ｉｐ
ｈａｔｅ ．

ｐ
ｄｆ

，
＾ Ｓ

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１ ８ 日 。

③Ｄａｖ ｅｅｄＧａｒ ｔｅｎｓｔｅｉ ｎ
－Ｒｏｓｓ ａｎｄＮａ ｔｈａｎ ｉｅｌＢａ ｒｒ

，
“

ＴｈｅＷｉｎｎｅ ｒ

’

ｓＭｅｓｓａｇｉｎ
ｇ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ｏｆ 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ｌ ｙ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ＷＩＫＩＳＴＲＡＴ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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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身份 ：

残暴 ：

６ ．８４％

０ －８９％

＾＾Ｘ
宽容 ＼ 战争 ：

ｆ ＶＹ
乌托邦 ：＼＼／
５２ ．５７％＼＼／

图 １
“

伊斯兰 国
”

宣传主题

资料来源 ：
Ｃｈ ａｒｌｉ ｅＷ ｉｎ ｔｅｒ

，


“

Ｄｏｃ ｕｍｅｎ ｔｉｎ
ｇｔ ｈｅＶ ｉｒｔ ｕａ ｌ

‘

Ｃａｌ ｉ
ｐ
ｈａｔ ｅ

’

，

”

７７？ 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
，
Ｏｃ ｔｏｂｅｒ２ ０ １ ５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ｑ
ｕ ｉｌ ｌｉ ａｍｆｏｕ ｎｄａｔ ｉｏｎ ．ｏｒ

ｇ
／ｗ

ｐ
／ｗ

ｐ
－

ｃｏｎｔ
ｅｎｔ／ｕ ｐｌ ｏａｄｓ／

２０ １ ５／ １０／ＦＩ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
ｉ ｎ
ｇ

－

ｔｈ ｅ
－

ｖ ｉｒｔ ｕａｌ
－

ｃａｌ
ｉ

ｐ
ｈａｔｅ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

１０ 月 １８日 。

／成就 ： ＼
／

ｉ ｓ正在胜利
＼

／＼政治不满
／＼

／宗教义务
＼／

冒 险意识＼

图 ２
“

伊斯兰 国
”

差异化叙事

资料 来源 ：

Ｄａｖ ｅｅｄＧａｒｔ ｅｎｓ ｔｅ ｉｎ －Ｒｏ ｓｓａｎｄＮ ａ ｔｈａｎｉ ｅ
ｌＢａｒｒ

，
“

Ｔｈ ｅＷ ｉｎｎ ｅｒ
’

ｓＭｅｓ ｓａ
ｇ

ｉ ｎ
ｇ

Ｓｔ ｒａｔｅ
ｇｙｏｆｔｈｅＩ ｓ

ｌ
ａｍ ｉｃＳｔ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 ｉｃ ａｌ ｌｙＥ ｘｃｅｌ ｌ
ｅｎ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 ｌｅｔ ｏＤｉ ｓｒｕ
ｐ

ｔ ｉｏｎ
，

Ｍ

ＷＩＫ ＩＳ
－

ＴＲＡＴ
，
Ｊｕｎｅ２０ １ ５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ｈｕｆｆｉ ｎ

ｇ
ｔｏ ｎ

ｐ
ｏｓｔ ． ｃｏｍ／ｗｉ ｋ ｉ ｓｔ ｒａ ｔ／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８月９曰〇

ｉ ． 回归过去 ：反对现有政治秩序 以回归历史幻象

渲染伊斯兰文明 曾经的辉煌与 当前现实的尴尬处境间的巨大落差 ，
进而散布针对

现实的不满和屈辱是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叙事的起点 。 格雷厄姆 ？ 富勒 （
Ｇｒａｈａｍ

■１ ３
？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 态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Ｆｕｌｌｅｒ ）在其论著 《政治伊斯兰的未来 》 中指出 ， 屈辱的概念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叙事的

核心 ：今天穆斯林的痛苦和挫折根源于伊斯兰世界的急剧衰落 ，如从一千多年前世界

领先的文明下降为落后、无能和边缘化的地区 。 这种惊人的反转成为塑造当代许多伊

斯兰主义者修辞学的主要动力 。

？ 在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语境中 ， 世界范围 内 的痛

苦 、无尽的屈辱 、贫困及许多穆斯林遭受的压迫 （现象 ａ） ，不仅是因为政府的腐败 （ 原

因 ｂ ） ，
而且也缘于他们偏离伊斯兰 （ 原因 ｃ

） ，更是 由于残酷的殖民统治的结果 （原因

ｄ ） 。 这样
“

圣战
”

分子为全球穆斯林的委屈 和不满提供了
一

种易于理解的解释 。

“

通

过简单化的信息与现实世界的不满
”

联系起来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叙事与诉求以简单

明了 的方式得以呈现 。
？

巴格达迪在重建
“

哈里发
”

的布道中宣称 ：

“

事实上 ， 自 哈里发崩 溃后穆斯林被打

败了 。 他们的国家不复存在 ，所以不信道者 （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 ） 得以削弱和羞辱穆斯林 ， 在

各地控制他们 ，掠夺他们的财富和资源 ，并剥夺他们的权利 。 不信道者进攻并侵占穆

斯林的土地 ，
以奸诈的代理人对穆斯林实施铁腕统治 ，

同 时传播文明 、和平 、 自 由 、民

主 、共存 、世俗主义 、复兴主义、 民族主义和爱 国 主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欺骗性 口

号 。

”＠
像所有的极端组织

一

样 ，

“

伊斯兰 国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害者身份 （
ｖ ｉｃｔｉｍ－

ｈｏｏｄ
） 的叙述 认为逊尼派穆斯林正在被全球的阴谋所迫害 。 由此 ， 受害者身份是

与其惩罚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的 ，前者成为后者合法化的手段 。

？

在塑造穆斯林受害者意识及煽动不满的同 时 ，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叙事将回

归
“

纯洁时代
”

和复兴
“

乌玛
”

作为基本取向 。

“

伊斯兰 国
”

宣称 ，

“

乌玛
”

承担着
“

以正

义填充已满是压迫和暴虐的世界的神圣使命
”

，而多年来穆斯林社会 已忘记了 自 己的

使命。

“

伊斯兰国
”

将 自身塑造为
“

为安拉所赋予了荣光 、 自尊和领导的
‘

乌玛
’ ”

而战

斗 ，并通过 自 己 的
“

圣战而创造
‘

乌玛
’ ”

。
？ 根据

“

伊斯兰国
”

的宣言 ，
伊斯兰

“

乌玛
”

将

①ＧｒａｈａｍＥ ．Ｆｕｌｌ ｅｒ
，７７防Ｆｕｔ

ｕｒｅ
ｑｆ

／Ｗ
ｉｆｉ

ｃａＺ／ｓＺｏｎｘ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 ａｎ

，

２００４
， ｐ

＿ ｌ ．

②Ｄ ｉｎａＡ１Ｒａｆｆｉｅ
，

“

ＷｈｏｓｅＨｅ ａｒｔｓａｎｄＭ
ｉｎｄ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

ｅ 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 ｅｓｏｆＳａｌａｆｉＪｉ

ｈａｄｉｓｍ
，

”

／ｏｕｒ
－

ｎａｌｏｆ 
Ｔｅ ｒｒｏ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 ３

，Ｎｏ ．２
，２０ １２

，ｐｐ ． １３
－

３ １ ．

③ＡａｒｏｎＹ ．Ｚｅｌ
ｉｎ

，
“

Ａｌ
－

Ｆｕｒ
ｑ
＆ｎＭｅｄｉａ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ｓａＮｅｗＡｕｄ ｉｏＭ ｅｓｓａ

ｇ
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ｓＡｂＱＢａｋｒａ ｌ
－

Ｈｕｓｓａｙｎｌａｌ
－

Ｑｕｒａｙ ｓｈｌａ ｉ
－Ｂａ

ｇ
ｈｄａｄｌ

：


‘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ｏｔｈｅＭｕ
ｊ
ｄｈ ｉｄｌｎａｎｄ ｔｈｅＩｓ ｌａｍｉｃＵｍｍａｈ 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ｏｆＲａｍａｄｄｎ

， 

”

Ｊｉｈａｄｏｌｏｇｙ ，Ｊｕｌ
ｙ１

，
 ２０ １４

，ｈｔｔ
ｐ ：

／／
ｊ
ｉｈａｄｏｌｏｇｙ ． ｎｅｔ／２０ １４／０７／０ｌ／ ａｌ

－

ｆｕｒ
ｑ
ａｎ

－

ｍｅｄ ｉａ
－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
－

ａ
－

ｎ ｅｗ
－

ａｕｄｉｏ
－

ｍｅｓ９ａ
ｇ
ｅ

－ｆｒｏｍ－

ｔ
ｈ ｅ

－

ｉｓｌａｍ ｉ
ｃ
－

ｓ
ｔａｔｅｓ

－

ａｂｕ
－ｂａｋｒ

－

ａｌ
－

％Ｅ ｌ％ Ｂ ８％Ａ５ｕｓ９ａ
ｙ
ｎｉ

－

ａ ｌ
－

ｑ
ｕｒａｙ

ｓｈ
ｉ

－

ａｌ

－

ｂａ＾ｉｄａｄ ｉ

－

ｍｅ ｓｓａ
ｇ
ｅ

－

ｔｏ
－

ｔｈｅ
－

ｍｕ
ｊ
ａｈｉｄｉ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ｉｓｌａｉｎｉｃ
－

ｕｍｍａｈ－

ｉｎ－

ｔｈｅ
－ｍ〇ｎｔ

ｈ－ｏｆ－ ｒａｍａ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１ １日 。

④Ｃｈａ ｒｌｉｅＷｉｎｔｅ ｒ
，


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ｇ

ｔｈｅＶ
ｉｒｔｕａｌ

‘

Ｃａｌｉ
ｐ
ｈａｔｅ

’

，

”

ｐ
． ２４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ｑ
ｕｉ ｌｌｉ ａｍ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ｏ ｒ
ｇ
／ｗ

ｐ
／

ｗｐ
－

ｃ ｏｎｔｅｎ ｔ／ ｕｐｌ ｏａｄｓ／２０ １ ５／ ｌ Ｏ／ＦＪＪＶＡＬ－

ｄｏｃｕｉｎｅｎｔｉｎｇ
－

ｔｈｅ
－

ｖｉｒｔｕａ ｌ
－

ｃａ ｌｉｐｌｊａｔｅ ．ｐｄｆ，登录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
０月 １ ８日 。

⑤Ｙｏｓｅｆ Ｊａｂａｒｅｅｎ ，

Ｍ

ＴｈｅＥｍｅ ｒ
ｇ

ｉｎ
ｇ

Ｉｓ 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ｅ ｒｒｏｒ

，Ｔｅ 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ｔ
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Ａ
ｇ
ｅｎｄａ 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 ｒｍａ

？

ｔｉｏｎ ，

Ｍ

Ｇｅｑ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 ５８
，２０１ ５

，ｐｐ
． ５ １

—

５５ ．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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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统一 ，而信念和虔诚将成为其实现此 目标的决定性力量 。 这将是
一

个超越民族和

种族 、国籍 、社会状况和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人类共同体 。

“

伊斯兰国
”

将
“

乌玛
”

作为
一个

“

想象的共同体
”

并将其概念化
，
代表了致力于超

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普遍想象 ， 以实现一种宗教想象 。 这种
“

乌玛想象
”

的复兴满足

了世界各地许多穆斯林对阿拉伯帝国宏伟历史特别是第一任哈里发时期 （ ６ ３２
—

６３４

年
，
他在时间上最接近先知 自身 ，并被认为是最纯净和最公正 的哈里发 ） 的留恋 。

２ ． 塑造现实 ：将
“

哈里发
”

实体化

如前所述 ，
以暴力手段创建

“

哈里发
”

是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 自然成

为其叙事的重点 。 在对
“

伊斯兰国
”

叙事事件的数量分析中 ，关于战斗和乌托邦的描

述占
“

伊斯兰国
”

宣传总量的 ８９ ．６９％
，
远超其他宣传内容 。 而这两个方面的 内容均属

于
“

伊斯兰国
”

叙事中
“

塑造现实
”

这一主题 。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布道中用很大篇幅 阐述建立
“

哈里发
”

国家的重要性 。 他说
“

哈里发国
”

已经名存实亡了大约一千年 ，复兴
“

哈里发 国
”

是大家共同 的义务 。 他和

追随者们
“

加紧宣布成立
‘

哈里发 国
’

，
并确立了领袖

”

。

“

这是穆斯林的责任——这种

责任已经失传了好几个世纪
……丢失这个传统是穆斯林的罪过 ， 我们必须努力重建

它 。

”
￥在

“

伊斯兰国
”

的话语体系中 哈里发国
”

不仅是个政治实体 ，
也是通向救赎的

媒介 。

战斗是
“

伊斯兰国
”

存在的理由之 缺乏以战斗为主体的宣传 ，

“

伊斯兰国
”

将难

以维持 自身的团结 。 为了增强 自 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它必须始终突出 自身在军事上的

胜利 。 关于战斗的叙事在
“

伊斯兰国
”

的总宣传中占据第二位 （

一月 内 ８９２ 个事件中的

３３ １ 个 ） ， 同时 ，在
“

伊斯兰国
”

的宣传话语中 ， 乌托邦的现状占据 了大量的篇幅 。

？ 通过

描述
“

哈里发
”

国家生活中 的各个方面——宗教活动 、社会管理 、经济生活 、国家扩张

等 伊斯兰国
”

寻求塑造和建立一种关于乌托邦的美好形象
——

社会公平 、经济繁

荣 、宗教
“

纯洁
”

以及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张 。

关于是否需要及如何建立
“

哈里发
”

，构成
“

伊斯兰国
”

与其他恐怖组织竞争的重

要内容 。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 国
”

间围绕何时及如何建立
“

哈里发
”

这
一

问题产生

了较大的分歧 。 本 ？ 拉登把 自 己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
“

哈里发
”

国家的前奏 ，而
“

伊斯

兰国
”

要求拥有疆域维持其合法性。

“

伊斯兰国
”

的杂志《达比克》 （第 １ 辑 ） 曾指出 ，

①ＧｒａｅｍｅＷｏｏｄ
，

“

ＷｈａｔＩＳＩＳＲｅａ ｌｌ
ｙ
Ｗａｎｔｓ

，

”

ｐ
．８４ ．

②ＣｈａｒｌｉｅＷ ｉｎｔｅｒ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
ｇ ｔ

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
＊

Ｃａ ｌ
ｉ
ｐ
ｈａｔｅ

＊

，

ｎ

ｐ ． ２７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ｑｕ
ｉｌｌ

ｉａｍ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
ｏｎ ． ｏｒ

ｇ
／ｗｐ／

ｗ
ｐ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ｕ
ｐ

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 ｌＯ／Ｆ Ｉ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ｉｎｇ
－

ｔ
ｈｅ

－

ｖｉｒｔｕａ ｌ
－

ｃａｌ ｉ

ｐ
ｈａｔｅ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０

月１ ８日 。

？１ ５？



“

伊斯兰 国
”

的 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

只有信仰真理的人们首先实现了对土地和人民全面的领导 （
ｉｍａｍａｈ ） ，对宗教事务的

领导才能实现
”

。

？ 在
“

伊斯兰国
”

看来 ，控制领土和实施治理是宗教权威的先决条件 。

在治理方面 ，

“

哈里发
”

建立一年来 ，除 了军队外 ，

“

伊斯兰国
”

已建立 了安全机关 、司

法 、教育机构及相对完整的税收 、企业和货币 的经济体系 。 针对
“

基地
”

组织首领扎瓦

赫里的批评 伊斯兰国
”

发布名为 《忠于伊斯兰 ，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文章回应称 ，
民

族国家的概念是非伊斯兰的 ，伊斯兰教教义唯
一许可的政治实体只有

“

哈里发
”

。 忠

于伊斯兰只能忠于
“

哈里发
”

， 即使在西方及其他国家中 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亦该如

此 。
？ 就竞争策略而言 ，

“

哈里发
”

实体化是
“

伊斯兰 国
”

的主要诉求 ， 而且凭借其
“

哈

里发
”

的叙事作为一个独特的卖点 ，该组织能够谴责其竞争对手 ，并声称 自 身的唯一

合法性 。

３
．憧憬未来 ：煽动末 日决战与

“

哈里发帝国
”

的扩张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
一大特点在于它的狂妄 、虚无主义和对生命价值的

漠视 。 受此影响 ，

“

伊斯兰国
”

的叙事内容同样具有这些特征 。 在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

形态 中 ，末 日 决战是其核心理念之
一

，而创建
“

哈里发
”

的全球帝国则是其叙事结构 的

目标指向 。

（ １ ）末 日决战

格雷姆 ． 伍德 （
ＧｒａｅｍｅＷｏｏｄ

） 认为 ，鼓动末 日 决战是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叙事

的核心内容 。 根据
“

伊斯兰国
”

宣传的末 日决战论 ， 罗 马军队 （

一种说法指土耳其的部

队 ，但更多人认为它指的是任何异教徒的军队 ） 将在叙利亚北部达 比克 （ Ｄａｂｉ

ｑ ） 与伊

斯兰军队遭遇 ，伊斯兰与反救世主力量之间 的最后对决将在耶路撒冷发生 ，时间是伊

斯兰重新占领耶路撒冷
一

段时间后 。 按照
“

伊斯兰 国
”

的宣传 ，达比克战役之后 ，

“

哈

里发 国
”

将继续扩张 ， 攻陷伊斯坦布尔 。

一

位被称为达加尔的反救世主人物 ，会从伊

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过来 ，杀死大量的
“

哈里发
”

战士
，
直到只剩下 ５０００ 人 ，

并被围困

在耶路撒冷 。 正当达加尔准备消灭他们的时候 ，伊斯兰教中第二受尊敬的先知
——

尔

撒 （ 即耶鍊 ）

——将重归地球并刺死达加尔 ， 然后率领穆斯林取得胜利 。 按照这个说

法
， 即使

“

伊斯兰国
”

遭受挫败也无关紧要 ，
因为真主已经预设好了所有的异教徒都会

① Ｉｍａｍａｈ 源 自 Ｍｉ ｌｌａｈ ｏｆ Ｉｂｒａｈ ｉｍ
，即

“

易 卜拉欣道路
”

之意 。 同时 ／
‘

Ｍ ｉｌｌａｈｒｆＩｂｒａｈ ｉｍ
”

也是 １ ９８４ 年
一

篇重

要的圣战檄文的标题 ，作者 为阿布 ？ 穆罕默德 ？ 迈格迪西 。 他是扎卡维 的导师 ，
后因扎卡维对穆斯林的极端暴力

而与之决裂 ，转而支持
“

基地
”

组织及扎瓦赫里 。

“

伊斯兰国
”

在此处引用迈格迪西的论点 ，意在吸引其支持者 。 该杂

志参见 
ｈｔｔｐ ： ／／ｗｏｒｌｄ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８ ． ｎｅ ｔ／ １４／２０１４／０７／ｅｎｇ

ｌｉｓｈ
－

ｐ
ｕｂｌ ｉｃａ ｔｉ ｏｎ

－

ｉｒａｑ
－ｄａｂｉ

ｑ
－

ｉｓｓｕｅ
＿

ｌ／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１２日 。

②Ｙｏ ｓｓｅ ｆＢｏｄａｎｓｋｙ ，
“

Ｔｌｉ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ａ ｌｉｐｈａｔｅＩＩ
，

”


ＩＳＰＳＷ

，
Ｎｏ ． ３７３ ， ２０ １５ ，

ｐ
． ７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ｉｓ
ｐ
ｓｗ ．ｄｅ／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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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灭 。

“

伊斯兰国
”

的宣传家热切期望着这场战斗 ，而且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 。

“

伊斯兰国
”

的杂志引述扎卡维的话说 ：

“

星星之火在伊拉克点起 ，强度不断提高 ……

直到在大比丘烧向十字军的部队 。

”

在 占领了达比克后 ，

“

伊斯兰国
”

在这里等待敌军

的到来 ，

一旦击败他们 ，将会拉开末 日决战的序幕 。
①

从恐怖主义发展的五波浪潮来看 ， 当前国际社会除了要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

蔓延的势头外 ，
还需要警惕以

“

伊斯兰国
”

和
“

博科圣地
”

为代表的
“

末世伊斯兰 （
ａｐｏｃ

？

ａｌｙｐ ｔｉｃＩｓｌａｍ
）

”

的兴起 。 它们的意识形态都在鼓动
一

种
“

末世论
”

式 的狂热 ， 
煽动与

“

敌人
”

的决战 。
一方面 ，

“

伊斯兰 国
”

寻求建立世界范 围 的末 日 帝国
“

哈里发
”

； 另一

方面 ，认为 自 己与外部敌人不可能共处 ， 只能决
一死战 ，而结果在教义上已经注定 。

（ ２ ）

“

哈里发
”

的全球帝国
“

伊斯兰国
”

所要求建立的所谓
“

哈里发国
”

除了是
一

个伊斯兰政教一体的理想

“

乌玛
”

之外 ，更是一个复古的帝国企图 。 它所希望继承的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个

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
“

哈里发帝国
”

。
② 然而 ，

“

伊斯兰 国
”

的政治实践超出 了

一般意义上 １９ 至 ２０ 世纪阿拉伯与中亚伊斯兰国家中 旨在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武装
“

圣

战者 （
ｍｕ

ｊ
ａｈｅｄｅｅｎ

）

”

运动 ，而变成了一种主动向外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主义 。

？

为实现
“

哈里发帝国
”

的全球扩张 ，

“

伊斯兰国
”

制定了一个在三个地理环范围内运动

扩张的战略 ： 内环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ｒｉｎｇ ） 、近疆 （

ｔｈｅｎｅａｒａｂｒｏａｄ ） 与远疆 （
ｔｈｅｆａｒａｂｒｏａｄ ） 。

④

“

内环
”

包括约旦 、黎巴嫩 、以色列 、 巴勒斯坦 、伊拉克等沙姆 （
ａｌＳｈａｍｓ

）

？地区国家 ，其

中伊拉克和叙利亚是
“

伊斯兰国
”

的活动中心。

“

近疆
”

包括中东 的其他地区及北非 ，

向东扩展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 。 在这些区域 ，

“

伊斯兰国
”

已通过组织扩散 ，
特别

是设立维拉雅 （
Ｗｉ ｌａｙａｔ

， 即行政单位 ） 或地方主管的方式进行扩张 。

“

远疆
”

包括世界

的其他地区 ，特别是欧洲 、美国和亚洲 。 其中
“

伊斯兰国
”

最关注的是拥有大量穆斯林

①ＧｒａｅｍｅＷｏｏｄ
，

“

ＷｈａｔＩＳＩＳ Ｒｅａｌｌ
ｙＷａｎｔｓ

，

”

ｐ
． ８７ ．

②
“

伊斯兰国
”

名 中所使用的
“

Ｕ
ｊ
Ｊ Ｉ

（ａ ｌ
－Ｄａｗｉａｈ ）

”

发源于公元 １０ 世纪的阿巴斯王朝 （黑衣大食 ） ，其本义有回

转、时间段的意思 ，与现代 民族国家秩序中的
“

国家 （
ｓｔａ

ｔ
ｅ ）



”

概念不同 ａｌ
－Ｄａｗｌａｈ

”更接近
“

王朝 （
ｄｙｎａｓ ｔ

ｙ） 

”

的意义。

同时 ，其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便直接让人联想 到阿巴斯王朝 的纯黑色军旗 ，
黑旗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重要 的战争

隐喻 。 旗帜上方的白色文字 ，
是

“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 穆罕默德 ，是主使者
”

的前半段 ，
下方为

“

穆圣先知印
”

。

③ 殷之光 ：《伊斯兰的瓦哈比化 ：
ＩＳＩＳ 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 ，载 《文化纵横》 ，

２０１５年第 １ 期 ，第 ７７ 页 。

④Ｈａｒｌ ｅｅｎＧａｍｂｈｉｒ
，

“

ＩＳＩＳ
’

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Ｗａｒ Ｇａｍｅ
，

”

Ｍ ｉ
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

２８
， Ｊｕｌ ｙ２０ １５ ，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
ｙｏｆＷａｒ

，ｐ
．
１２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 ｎｇｗａｒ

． ｏｒ
ｇ
／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 ｔ／ｆ

ｉ
ｌｅ ｓ／ ＩＮＴＳＵＭ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ｕｐ
－

ｄａｔｅ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⑤
“

沙姆
”


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

“

大叙利亚
”

， 侧重于历史文化概念 ，是阿拉伯世界对于地中海东岸 的

大叙利亚地 区的称呼 。 西方媒体常用
“

黎凡特
”
一词

， 它是个地理概念 ，
泛指地 中海东部地区的叙利亚 、 黎巴嫩 、

以色列 、约旦 、 巴勒斯坦等国 以及部分土耳其南部地区 。 两者所指区域大体相同 ，只是用意不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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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 兰 国
”

的意识形 态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人 口 的欧洲 ，在该地区除了秘密渗透之外 ，

“

伊斯兰国
”

还试图通过在欧洲发动大规模

恐怖袭击 ，
以煽动欧洲的种族主义而使 自身有机可乘 。

“

伊斯兰 国
”

的防御和扩张都

集中在
“

内环
”

和
“

近疆
”

地区 ，而它的恐怖活动的重点在远疆 ，
同时在三者 间实行相对

平行而又环环相扣的策略 。

在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叙事中 ，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不同 的导 向 ，

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 自身存续这一实用主义 目的 。 具体而言 ，
意识形态对

“

伊斯兰

国
”

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为了应对国际军事打击 ，它以末 日决战的狂

热煽动信众 ，维持 自 身的抵抗 。 同时 ，末 日 决战论结果的含糊性 ，
又可以印证自身使命

的
“

末世
”

性 ，使其意识形态顽固而极端 。 另一方面 ，为 了实现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的

野心 ，

“

伊斯兰国
”

又在鼓吹和推动
“

哈里发帝国
”

的扩张 ，通过向周边区域的扩散以增

强 自身的实力 。 中东 、北非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滥及地区安全的失序 ，为
“

伊斯

兰国
”

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为它标榜并推行 自 身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机会 。

四 对现代民族 国 家体 系的否定与 冲击

从宏观上看 ，

“

伊斯兰 国
”

的兴起是 ２０ 世纪以来中东政治变迁的产物。 殖民主义

的政治遗产 、外部霸权的干涉 、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争斗 、伊斯兰核心区内部教派间 的

分裂 、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发展 困境 ，伊拉克 、叙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失败和动荡 、 国际恐

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滥觞 ，使
“

伊斯兰国
”

得以产生并肆虐至今 。
① 从这个角度来

讲 伊斯兰国
”

本身是中东地区失序和危机衍生的结果 ， 而非原因 。 在这种纷繁复杂

的地缘环境中 ，

“

伊斯兰国
”

首次将重建
“

哈里发
”

的理念体系化并实践化 ，这实际上反

映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对中东问题解决思路的劫持 。 就现实而言 ，虽然
“

伊

斯兰国
”

的
“

哈里发
”

实践不可能持久 ，亦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现有国 际体系 ， 但是
“

伊斯

兰国
”

意识形态的威胁却值得警惕 ，它把伊斯兰世界的现实困境 、穆斯林民族 国家的

危机 、现有国 际秩序的不合理性等糅杂在
一起

，
鼓动重建

“

哈里发
”

并颠覆现有民族国

家体系 。

（

＿

）对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挑战

重建
‘‘

哈里发帝国
”

的理念贯穿于历史至今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 目 标之

中 ，

“

伊斯兰 国
”

首次将其体系化并实践化 。 与其他恐怖组织不同 ，

“

伊斯兰 国
”

部分具

备了 国家政治实体的条件 。 这一
“

准国家
”

实体从根本上排斥 民族国家体制 ，成为国

① 王联 ： 《

“

伊斯兰国
”

的兴起与极端主义在中东的扩张》 ，载 《亚非纵横》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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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系中的异己力量 。

１ ． 恐怖组织的
“

国家身份
”

作为
一支拥有

“

大量的战士和土地
”

的武装力量 ，

“

伊斯兰国
”

与一般意义上以破

坏为 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 ，它有明确的
“

建国
”

目标以及治理行动 。

一方面 ，它在恐怖

主义史上第
一次实现了恐怖组织与

“

国家
”

的结合
，
成为一个拥有正规军和政府组织

机构的
“

准国家
”

。

“

基地
”

组织的恐怖主义 网络一般只有几十个或数百名成员 ，
攻击

平民
，
不占有领土 ，

不与军队正面对抗 ，可是
“

伊斯兰 国
”

却拥有三万多名武装分子 ，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控制着领土 ，
保持广泛的军事能力 ，控制通信和指挥设施 ，既能在

资金上 自足 ，亦能从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另一方面 ，

“

伊斯兰国
”

恢复 了伊斯兰教法

政权 ，依照其诠释的极端主义模式 ，对其控制区域实施教法统治和社会改造 ，它的理念

和实践已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 可以说 伊斯兰 国
”

是
一个

由常规军队领导的
“

伪国家 （ ｐ ｓｅｕｄｏ
－

ｓ ｔａｔｅ ）

”

。 这也是为什么反恐和反叛乱战略大大削

弱了 

“

基地
”

组织的力量 ，却未能从根本上摧毁
“

伊斯兰国
”

的重要原因 。
？

“

基地
”

组织将 自 身看作动员穆斯林社会以反对世俗统治的全球运动的先锋 ，
而

“

伊斯兰国
”

的 目标在于 ：控制领土并创建一个严厉实施沙里亚法的
“

纯粹
”

逊尼派伊

斯兰国家 ，消除 由 ２０世纪西方列强所创建的 中东政治边界 ，并把 自身确定为伊斯兰世

界中唯
一

的政治 、宗教和军事权威 。

“

伊斯兰 国
”

的全球影响并非通过活动网络的扩

张来实现 ，
而是创建

“

国家
”

或
“

哈里发
”

使 自 身成为吸 引各类恐怖极端势力 的中 心 。

通过昭示 自 己建立了
“

哈里发国家
”

，

“

伊斯兰 国
”

为 自 身的暴力 、

“

圣战
”

运动和严酷

统治贴上了
“

合法性
”

的标签 。 在此基础上 ，

“

伊斯兰 国
”

试图在其控制和武力守卫的

领土内履行国家职能 ，
同时通过结合政治军事战略来建立 、巩固和扩张这

一
“

哈里发
”

政权 。 与不断发展的
“

伊斯兰国
”

相 比 ，

“

基地
”

组织在全球
“

圣战
”

运动 中 的吸引 力和

影响力均在下降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后者并未将
“

哈里发
”

实体化并塑造为现实的

理想国 。 可以说 伊斯兰 国
”

在理念上对中东政局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提出 了明 确

的挑战 ，相对于世俗国家 ，

“

伊斯兰 国
”

提出 了社会和政治组织形态的另
一

种选择 ：奠

基于伊斯兰教教义之上的国家 ，并以此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和认同 的主要因素 。

２ ．否定 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与其在撒哈拉以南的同类
“

博科圣地
”
一样 ，

“

伊斯兰国
”

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既旧

又新 ：

一

个试图以宗教取代政治作为组织基础的组织 ，试图实现极端宗教信仰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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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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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国
”

的 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实体之间的结合 。 其荒谬之处在于 ，

“

伊斯兰 国
”

试图在现代社会用 中世纪的办法建

立一个中世纪式的帝国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外部体系 。 尽管控制着面积不小的领土 ，

发行 自 己 的货币 ，
建立了

一

个带有神权性质的政权 ，在境内征收税赋和提供某些社会

服务 ，但
“

伊斯兰 国
”

从根本上挑战而非尝试加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

虽然 自视一个
“

国家
”

，但是
“

伊斯兰 国
”

并没有通过现代国际体系 的透镜来观察

自身 。

“

伊斯兰国
”

并不寻求获得国家身份的益处 ，
它所想象的主权与现行威斯特伐

利亚国际秩序有明显的不同 ；它既不寻求加人现有国 际组织 ，
也没有参与国际社会的

愿望
；
它既不谋求联合国席位 ，也不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 ，它根本不打算成为国际社会

平等的一员 。 这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分裂主义组织截然不同 。 如果根据分裂主义的政

治 目标对其进行界定
——独立和国 际承认 ，可以看出 ，虽然

“

伊斯兰国
”

可能寻求
“

独

立
”

（ 当然从性质而言 ，两者的独立是完全不同的 ） ，但是它对获得国际承认却毫无兴

趣 。 事实上 ，

“

伊斯兰国
”

并不希望加人国际社会 ，
相反

，
它声称除 了 自 己之外其他国

家都是非法的 ，而且更愿意以炫耀 自身的残暴来嘲弄国际规范 。

因此 ，国际社会试图以常规手段对付
“

伊斯兰 国
”

是难以奏效的 。 这体现在两个

方面 ：

一方面 ，它注重领土的控制却排斥固定边界和主权 ，表现出较强 的游移性和扩散

性 。 所以 ，对它的军事打击也应该无边界 ， 即在地区层面而非某国范围 内开展有效的

国 际合作对其实施打击和遏制 。 另
一

方面 ，

“

伊斯兰 国
”

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

最新形态 ，它将
“

哈里发
”

乌托邦实践化 ，鼓吹
“

末 日决战
”

， 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在全球

拓展影响力
，
从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以威慑来遏止或限制其行为的 。

应该承认 ， 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 ，
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展及全球化进程的

推动
， 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不断多元化 ，

非政府组织 、超国家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

升 。 但是 ，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 它仍是国际义

务和准则的主要承担者和维护者 。 不论是主权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 ，它们主要的活

动 目 的还是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运行 。 即使是常规反体系力量 ，亦主要追求体系的改

良 ，而非彻底颠覆现有体系 。 而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及其创建
“

哈里发
”

的实践
，
不

仅反对国家本身 ，而且挑战整个国际体系 。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产物 ， 现代

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已有数百年 ，
至今仍在通过国际原则和规范的维护和建构而不断调

适 。 虽然中东 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有着 明显的外部强制的特点 ，但是历史的不平等性

和内在的宗教诉求 ， 并不能成为
“

伊斯兰国
”

构建 自身合法性的理由 ，特别是在它试图

挑战现存国际原则及秩序的情况下 。

（
二

）
否定国家主权的世俗性

作为完全否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政治理念 ，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否定世俗

？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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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并拒绝承认其地域空间的有限性 ，
它认为 ： （ １

） 主权归真主 。 真主是唯一合法的

统治者和立法者 ，沙里亚是建立人间秩序的唯一依据 ，真主委任代表进行治理 。 任何人

为产生的统治者和法律都是对真主主权的僭越 ，
必须推翻 。 （ ２ ） 没有地域疆界 。 真主诫

命适用于全人类 ，世界各地都应该遵循伊斯兰秩序 ，服从伊斯兰秩序即是信仰真主 。
① ＿

“

伊斯兰国
”

等伊斯兰
“

圣战
”

组织拒绝世俗主权 ， 主要是缘于宗教极端思想 。 《古

兰经》 中并无
“

真主主权
”

之说 ，但经中多处言及真主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主宰

者和恩养者 ，这些内容被转换为所谓的
“

真主主权论
”

。 它的基本内容在于 ：认为真主

是唯一真神 ，否则就是偶像崇拜 ；
真主规定了人类个体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

遵从非

真主建立的规则就成为规则崇拜 ； 国家主权是造成穆斯林彼此分离的主要因素 ； 国家

主权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 。

“

真主主权论
”

的本质在于 ，试图 以宗教神权来否定和

替代国家主权 。 其提出者为阿布尔 ？ 阿拉 ？ 毛杜迪 （
ＳａｙｙｉｄＡｂｕｌＡｌａＭａｗｄｕｄｉ

） ，他根

据
“

认主独一
”

的伊斯兰教教义强调 ，真主是国家主权的创建者 ，国家政府没有本源性

权力 ，而只是代行
“

真主主权
”

的工具。 这在政治实践上意味着国家没有立法权 ，而只

有司法权和行政权 ； 国家所颁布的任何法律 、条规和政策
，
均不得违背神圣 的

“

真主之

大法
”

（ 沙里亚 ， 即真主之道 ） ，否则无效 。

② 库特布进而认为 ，主权使
“

全世界都沉浸在

加赫尔亚 （ 蒙昧 ）之中它源 自对真主主权的反叛 ，而试图以主权的名义 ，实现人对

人的主宰
”

，因此真主主权要求清除世俗主权。
③

一些学者认为 ，

一旦巩固领土并执政 ，

“

伊斯兰国
”

将开始
“

信赖主权
”

。 这个论点

假设 ，现实的治理问题可能会使
“

伊斯兰 国
”

软化其对国 际边界合法性和现存国际体

系的排斥 。 毕竟
，

？

大国持续的挑衅将使它 自 身的治理处于困境 。 然而 ，这种认为

“

伊斯兰国
”

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权宜性地遵从主权规范的假定令人存疑 。 即使对

于改善 自身处境有利 ，

“

伊斯兰国
”

在极端思想层面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必然阻止它

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 。 因为宗教认同是刚性的 ，
而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正是其认

同的核心 。
？

如前所述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权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

一

是主权的来源 ，

二

是主权的范围 。 真主主权和世俗主权分歧的一个前提在于主权的来源 。 与真主主权

① 钱雪梅 ： 《基地的进化 ：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 ，
载 《外交评论》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 ３２ 页。

② 吴云贵 ： 《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 ，载《世界宗教文化》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４ １ 页 。

③ 赛义德 ？ 库特布 ： 《路标》 ，开罗
，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１ １ 页
， 转引 自 金宜久主编 ： 《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４０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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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 兰 国
”

的 意识形 态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论不同 ，世俗主权的来源在于人民主权 ， 即 国家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并最终属 于人民 。

在卢梭看来 ，
主权是公议的运用 ， 因而是不可转让 、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的 。 客观上而

言 ，我们很难确切评估宗教与世俗主权的优劣问题 ， 因为世俗化的模式是多元的 ， 即使

在伊斯兰 国家 内部亦是如此 。 但是 ，人民主权论至少为我们权衡相关国家的治理水平

提供了
一种相对有效的视角 ， 即国家权力是否来源于人民并保障了人民的权益 。 伊斯

兰主义者大多是在反对殖民主义政治语境下来讨论宗教与世俗化这
一

时代课题的 ，
这

种追求具有伊斯兰特色的世俗化路径的探索有
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

“

伊斯兰 国
”

将这

一问题绝对化 ，将真主主权当作 自身实施野蛮与暴力行径的屏障并肆意践踏人权 ，这

使它不可能取得道义正当性与国际合法性 。 当 以人民主权为基础 ，现代国际体系中的

主权至少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平等性 ，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却是充满等级性和排

他性的 。 当
“

伊斯兰 国
”

创立以阿拉伯 为中心的世界帝国霸权 ，这也意味着对该范围

内现有国家主权的彻底否定 。

（
三

） 挑战国家领土的完整性

乌尔里希 ？

贝克 （
Ｕ 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

） 指 出 ：

“

任何个别国家恰好不是产生于 自 己 的主

权 ，而是产生于所有其他国家对领土国家的世界秩序的确认以及在此范围 内对该国家

的承认。

”
？但是在

“

伊斯兰 国
”

看来 ， 当前中东 国家的领土边界本身就是非法的 ，而
“

哈

里发
”

的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实现领土的扩张以摧毁现有的领土边界 。

在成功 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后 ，

“

伊斯兰 国
”

宣布 ，它将废除殖民遗产

并
“

给《赛克斯
一皮科协定》 （ Ｓｙｋｅｓ

－

Ｐｉｃｏ 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阴谋的棺材钉上最后的钉子
”

。

根据
“

伊斯兰 国
”

的宣言 ，现代国家的旗帜
“

已经落下 ，它们的边界已被摧毁 ，它们的士

兵已被击毙 、监禁或被击败 。 穆斯林是光荣的 ，异教徒是可耻的 。 逊尼派是主宰者和

受人尊敬的
”

。

“

伊斯兰国
”

认为 ，西方列强于 ２０ 世纪初在中东和非洲建立的边界是
“

虚构的边界
”

，应予以废除 。 在它看来
，这些边界是英法殖民者在第

一

次世界大战后

期瓜分最后
一

个哈里发国
——

奥斯曼帝国的 《赛克斯
一

皮科协定》的
一

部分。
② 事实

上
，绝大多数中东和非洲的伊斯兰政治组织

一

直在呼吁 ，需要摧毁殖民地缘政治遗产

及其边界与民族国家 ，
重新占据领土 ，最终重建

“

乌玛
”

和
“

哈里发
”

。 自 ２０ 世纪初现

① 乌 ？ 贝克 、尤尔根 ？ 哈贝马斯著 ，王学东 、柴方国等译 ： 《全球化与政治 》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 ，第 １ ２ 页 。

② 在第
一

次世界大战期 间 ，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帝 国所击败 ，
在整个中东地区导致了迅速而彻底的地缘政治

变局 。 作为战争期 间和约 的结果本身 ， 《赛克斯
－

皮科协定》反映 了英法两 国在
一

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并建

立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意图 。 帝国的阿拉伯省份被瓜分为若干有着国家边界 、 由 胜利的西方势力控制的继承

国 。 最终 ， 欧洲殖民统治力 量以新的国名和首都创造了这些新的国家 。 详见 Ｒｏ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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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伊斯兰政治组织纷纷涌现以来 ，这一蓝图不断被提及 ，
而

“

伊斯兰 国
”

不仅将其内

化 ，而且明确加以推动 。

① “

伊斯兰国
”

声称穆斯林在全世界遭受迫害 ，
权利被侵犯 ，而

唯
一

的解决办法就是反击 。 它引用扎卡维的话声称 ，

“

光荣的抵抗
”

有高贵伟大的教法

目的 ， 因为
一

切
“

圣战
”

都是为了穆斯林人民的利益 ，

“

圣战
”

的 目 的不仅限于摧毁 《赛克

斯一皮科协定》的边界 ，而是通过发动全球性的
“

圣战
”

以全面复兴伊斯兰的辉煌 。

“

伊斯兰国
”

对现有主权国家边界提出 的挑战不容低估 。 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于

１６４８年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其基础是各国大体尊重边界划分的合法性与他国领

土的完整性 。 对
“

伊斯兰国
”

来说 ，这种尊重与其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 世界上有许多

组织不满它们现属 国家内的边界划分 ，但这与
“

伊斯兰 国
”

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 例如
，

分裂组织是在现有主权原则之下提出 自身的领土主张 ，声称当前的边界是非法的 ，这

些组织虽然挑战的是现有边界的合理性或合法性 ，但它们并不挑战主权原则 。 与之不

同 ，

“

伊斯兰国
”

不仅反对现存边界 ，
而且从根本上拒绝所有 的边界 。

较其他传统恐怖组织而言 ，

“

伊斯兰国
”

体现出明显的领土控制观念 。 从
“

伊斯兰

国
”

所信奉的极端主义思想来看 ，
领土控制是建立

“

哈里发
”

的先决条件 。

“

哈里发国
”

不能作为地下运动存在 ，因为拥有领土是必要条件 ：

一旦去除它对领土的控制 ，那些效

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 。 当然那些以前的效忠者可以继续攻击西方 ， 斩首敌人 ，但只能

各 自行事 。 但如此
一

来 ，

“

哈里发国
”

的宣传价值也将烟消云散 ，同时消失的还有 向其

迁移及为其效劳的宗教责任 。
② 此外 ， 实现

“

哈里发
”

的扩张是
“

伊斯兰国
”

意识形态的

最终指向之一 。 在领土意识上 伊斯兰国
”

不以具体划定的明确边界为 目标
，
而是渴望

持续扩大
“

哈里发
”

政权的领土范围 ，直到它涵盖整个世界 。 在
“

伊斯兰 国
”

的理念中 ，

“

哈里发帝国
”

与
“

进攻性圣战
”

（即以武力向非穆斯林统治的国家扩张 ）是共生的 。 通过

这种方式 ，领土概念嵌人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过去的帝国

和以统治世界为 目的的扩张主义政权 。
③ 在第 ２ 辑 《达比克》杂志中 ，

“

伊斯兰 国
”

宣称

它要实现
“

从黎凡特到麦加 、麦地那和圣城的解放
”

，甚至
“

入侵罗马并… …征服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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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
四 ）将针对平民的极端暴力合法化

将 自身的极端暴力合法化 ，是
“

伊斯兰 国
”

意识形态中 的重点 内容之一 。 通过道

德辩解 ，谴责受害者并将其非人化 ，否认圣战者的个人人格
，
忽视特定事实及扭曲行为

后果等一系列道德分离机制 ，

？ “

伊斯兰 国
”

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暴力合法化的过程 。

就此而言 ，相对于恐怖袭击 、武装进攻乃至斩首人质 ，

“

伊斯兰 国
”

在意识形态上将极

端排他及暴力合法化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更为严重 。

１
．道德辩解 ： 自卫和反击

在针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辩解中 ，圣战派萨拉菲主义主要基于两个前提 ：其
一

，用遭

遇的凄惨论证暴力行为的道义正当性 。 伊斯兰世界正在遭受外 国
“

十字军
”

人侵和腐

化的伊斯兰
“

叛教者
”

、

“

不信道者
”

的统治 。 穆斯林的遭遇是如此不幸 ，故必须以暴力

击退由人侵者及叛教者组成的联盟 。 其二 ， 目 的可 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 。 针对
“

敌

人
”

的暴力并不仅是为了取得军事胜利 ，
而且也是为了实现惩罚性的正义 。 在这种合

法化框架内 ，恐怖主义执行的是表达性而非工具性的 目的 ：需要侵略者为其过去的罪

孽偿还代价 。 从哲学上而言 ，

“

伊斯兰国
”

构建了杀戮
“

异教徒
”

作为本质或 内在价值

的话语体现 。 通过学习和内化这两个理由 ，

“

圣战
”

分子就可以逃避杀害无辜者的道

德谴责 。 在他们看来 ，为了捍卫伊斯兰的信仰和荣光 ，残害平民的行为是正义的 。
②

２．将受害者污名化

在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世界观中 ，平民并不是无辜的 ， 因为他们支持对穆斯林的

侵略 。
？ 而将杀害平民合理化的

一

个有效手段 ，在于将他们非人化 。 在圣战派萨拉菲

主义者的世界观中 ，各种伊斯兰的敌人不仅仅是
“

人侵者
”

或
“

交战者
”

，而且是没有人

类特征的极其厌恶的对象 。 他们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存在
，
而是被视为共享某些集体身

份的人群 ，如他们被视为
“

异教徒
”

、

“

不信道者
”

、

“

卡菲尔
”

、

“

叛教者
”

、

“

撒旦崇拜

者
”

、

“

无神论者
”

和
“

渣滓 （
ｓ ｌａｇｓ ）

”

。 通过这些污名化 ，受害者被
“

伊斯兰国
”

建构为

“

低等物种
”

。

其中 ，什叶派平民成为
“

伊斯兰 国
”

暴力恐怖行为 的主要受害者之
一

。 对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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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

圣战
”

分子来说 ，泰米叶有关什叶派是
“

叛教者
”

的观点是其有力 的合法性来源 。 通

过回顾反对逊尼派权威的什叶派革命 ，
泰米叶将什叶派穆斯林视作反伊斯兰者并号召

杀死其领导者 。

“

伊斯兰国
”

继承了这
一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所有什叶派人 口身上。 巴

格达迪号召针对
“

叛教者
”

什叶派开展暴力
“

圣战 我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
——年轻

人及男子 ，
迁移者 （Ｈ ｉ

ｊ
ｍｈ ） 加人我们 ，巩 固

‘

伊斯兰 国
’

，
对什叶派——

‘

萨非拉斐德
’

采取圣战
”

。
？ 除了宗教方面的解释 伊斯兰 国

”

认为什叶派一直有在中东进行扩张

的邪恶企图 ，
并认为从德黑兰到贝鲁特开始形成了一个

“

什叶新月
”

地带 ， 而伊拉克从

一个逊尼派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为什叶派居主导地位 ，就是其逐步
“

什叶化
”

的证

据 。 巴格达迪断言 ，这一转型仅仅发生在过去 ５０
—

７０ 年间 ，而在此之前 ，伊拉克一直

是一个逊尼派 国家 。
？

３ ．否认个体性

在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中 ，常常涉及宗教术语和概念的重新定义 ，
以适应 自身

叙事的需要 ，其中最典型的是
“

圣战
”

。

“

圣战
”

的本意是
“

为主道而奋斗
”

，
其实践大

体可以采取两种形式 ：

一

种为
“

大圣战
”

， 即
“

以笔 （ 为武器 ） 的圣战 （ ｊ
ｉｈａｄｏｆｔｈｅ

ｐｅｎ ）

”

。 这种形式要求 自我改造
，
最多与论敌开展言辞或教义上的论争 。 另

一

种为

“

小圣战
”

， 即
“

以剑 （ 为武器 ） 的圣战 （ ｊ

ｉｈ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ｗｏｒｄ
）

”

，其形式体现为针对不信仰

者开展武装斗争 在
“

伊斯兰国
”

的信仰与实践中 ，

“

圣战
”

已完全偏离了其原有内涵

而演变为
“

伊斯兰 国
”

合法化 自 身暴力行为 的思想基础 。 在
“

伊斯兰 国
”

的话语体系

中 圣战
”

已不是一种选择 ，
而是一个规定 、

一种不可动摇的道德义务 。 更为重要的

是 ，它是真主指引的 。 所以
“

圣战者
”

不能 自视为 自愿者 ，
而应该将 自身视为贯彻真主

旨意的工具 。

巴格达迪鼓动人们从事
“

圣战
”

， 因为
“

圣战的使命是安拉的命令
”

，

“

真主使其光

荣
”

。 因此 ，
穆斯林的义务在于

“

要为 了真主以你的财富和 自 身实施圣战
”

。

“

如果你

知道
‘

圣战
’

及死后 的 回报和尊严 ，那么你都会发动圣战 。

”“ ‘

圣战
’

不仅是所有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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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斐德 （
ＳａｆａｖｉｄＲａｆｉｄａ

）

”

的大意是
“

逃兵
”

或
“

叛逃者
”

，

“

萨非
”

指的是萨非王朝 ， 萨非王朝 以什叶派为 国教
，

在巅峰

时期控制着波斯 、南亚部分地区 、中亚和高加索 。

②Ｃｏｌ ｅＢｕｎｚｅ ｌ
，

“

ＦｒｏｍＰａｐｅｒＳ ｔａｔｅｔｏＣａ ｌ
ｉ
ｐ
ｈａｔｅ

：ＴｈｅＩ
ｄｅ 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ｔ

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

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Ｐａ

ｐ
ｅｒＮ ｏ ．

１９
，

Ｍａ ｒｃｈ２０ １５
，
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ｓ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ｏｎＵ ．Ｓ ．Ｒ 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Ｗｏｒｌ ｄ

，
ｐ ． ８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 ｉｎ
ｇ
８ ． ｅｄｕ／

－－

／

ｍｅｄ 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 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ｓ／ ２０ １ ５／０３／ｉｄｅｏ ｌｏｇｙ
－

ｏｆ
－

ｉ 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ｎｚｅｌ／ ｔｈｅ
－

ｉｄｅｏｌｏ
ｇｙ

－

ｏｆ
－

ｔｈ ｅ
－

ｉｓＩａｍ ｉｃ
－

ｓｔａ ｔｅ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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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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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 ：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林的义务 ， 而且是几个世纪 以来被穆斯林遗忘和忽视了 的义务。

”

根据
“

伊斯兰国
”

重

建
“

哈里发
”

的宣言 ，在迷失之后 ，

“

乌玛
”

的
“

圣战
”

将重新启动 。 而
“

东西方的伪君子

将感到羞耻和战栗 ，
西方异教徒的国家将恐惧 。 穆斯林是荣幸的 ，现在哈里发又回来

了 ，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

。

①

长期以来 ， 由各种观念及动机所驱动的集体暴力一直是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

相对于传统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政治野心等驱动的暴力 ，基于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

歪曲解读并将之推至极致的
“

伊斯兰国
”

已成为 ２ １ 世纪人类安全与和平的重大威胁 。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 ，它通过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构建而将暴力合法化 。 在敌对性

的
“

他者化
”

及 自 我受害者身份的塑造中 ，暴力成为唯一合法的反抗 以及实现 自身复

兴的手段。 由于所在国家能力的缺失及国际合作的不足 ，
近年来

“

伊斯兰国
”

、

“

博科

圣地
”

等新型恐怖势力快速发展 ，
以猖獗的暴力践踏地区和平及 国际准则 。 更为严重

的是 ，根据其意识形态 ，这种暴力是
“

合法的
”

，而且是绝对的和没有限度 的 。

将
“

圣战
”

对象
“

罪恶化
”

既是
“

伊斯兰国
”“

合法化
”

暴力论调的核心 ，
也是其实施

多种反人类行为的基础 。 虽然它使用宗教的词汇对受害者进行极力贬低和否定
，但却

是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扭曲和滥用 ，从根本上是违背伊斯兰教教义本身的 。 它把所有不

认同 自身极端理念的人均认定为
“

圣战
”

Ｘｔ象
，
不仅导致 自身陷入四面树敌的境地 ， 而

且使绝大部分穆斯林也成为 自身的敌人。

五 结论

“

伊斯兰国
”

这一恐怖势力虽打着伊斯兰的旗号 ，但它实施的并非真正的伊斯兰

教教义 ，
也不能代表全球 １６ 亿多穆斯林人 口 的主流意愿 。 相反 ，它不仅给伊斯兰教的

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 ，
也对伊斯兰文化造成了严重伤害 。

“

伊斯兰 国
”

以强烈的

排他性在伊斯兰世界中打压其他穆斯林 ，在穆斯林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制造矛盾和隔

阂 ，拉开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的距离 ， 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 、国际秩序 、世界和平

和穆斯林社会发展的重要负面因素 。

“

伊斯兰国
”

并不只是对某一国家或某
一地区的威胁 ，

而是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单凭一国或几国的力量难 以有效应对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加强全

球范围 内的反恐合作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 ，客观上促进了 国际社

①ＹｏｓｅｆＪａｂａｒｅｅｎ
，

ｕ

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
ｉｎ
ｇ

Ｉｓｌ ａｍｉ ｃＳｔａｔｅ
：Ｔｅｒｒｏｒ

，
Ｔｅｒｒ 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ｔ

ｙ ，ａｎｄ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 ｐ ｐ
． ５ １

－

５５ ．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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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的合作 ，这对于遏制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及其蔓延

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 但是要击败
“

伊斯兰 国
”

和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国 际

社会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

第一
，
在国际联合军事打击之下 ，

“

伊斯兰 国
”

在其控制的领土范围 内虽然会被打

垮 ，但是其复仇的意愿可能更趋强烈 ，甚至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进行报复 。 失去对领

土的控制后 伊斯兰国
”

可能转型为松散的恐怖网络并向全球渗透 。 其中尤为需要

警惕的是参与
“

伊斯兰国
”

的外 国
“

圣战
”

分子回流和聚集 ， 进而对回流国 的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 ，

“

伊斯兰国
”

以实现末 日预言作为 自 己 的信条 ，并不恐惧 自

身的覆灭 ，甚至可能随着时间 的演变而将其意识形态变得更为系统化。 因此 ，针对
“

伊斯兰国
”

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向叙事 ，

？遏制其宣传和扩散渠道 ，可成为应对此类威

胁的有效途径 。

第二 ， 中东地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该地区每一次战乱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导致

各种
“

副产品
”

，进而影响地区长期的稳定和安全 。 其中地区政局动荡导致治理危机 ，

从而为恐怖主义提供土壤是最主要的后果 。

“

伊斯兰 国
”

正是充分利用当前国际体系

的弱点而得以成功 的 。 多年的事实表明 ， 中东每一次战争过后 ，都会留下
一

大批热衷

于暴力的武装分子 、

一大批军备和
一大批恐怖行为 的同情者与支持者 ，他们随时都可

能东山再起 ，重操旧业 ，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

第三 ，
西方国家能否放弃在反恐问题上的私利性和双重标准 ，将影响到 中东地区

的长期稳定及全球范围 内的反恐合作 。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战略

及实践表明 ，

一些西方国家既是恐怖主义的重要受害者 ，同时又是恐怖主义新发展的

主要推动者 。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反恐问题上的私利性 。 国 际联合打击
“

伊斯兰国
”

的反恐行动主要的突破点在于西方能否放弃私利而与俄罗斯等国在叙利

亚问题上实现协调 。 此外 ，
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能否放弃双重标准 ，

也必将影响到

当前及
“

后
‘

伊斯兰国
’”

时期的国际反恐合作 。

（ 截稿 ：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 ：
主父笑飞 ）

① 在这个层面上
，
相关研究机构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国际反恐中心 （
ＩＣＣＴ

）
针对“

伊斯兰 国
”

的 １２ 条关键

性叙事进行了逐条批驳 ，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 中心 （
ＩＣＳＲ ） 则整理和归纳退 出

“

伊斯兰 国
”

的
“

圣战者
”

的

论述
，
以揭穿

“

伊斯兰国
” 的谎言 。 详见 ＡｌｅｘＰ ．Ｓｃｈｍｉｄ

，

“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

ｉｎ
ｇ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 Ｉ 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

”

１Ｃ －

Ｃ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Ｊｕｎｅ２０ １５

；
Ｐｅｔ ｅｒＲ ．Ｎｅｕｍａｎ ｎ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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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ｉｃ ｔｉ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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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

Ｉｓｌ ａｍｉ ｃＳ ｔａｔｅＤｅ ｆｅｃ ｔｏｒｓ
，

”

 ＩＣＳＨ
，

２０ １ ５ 。

？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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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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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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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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