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政 治
·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 003年第 2期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的根源

王 冠 宇

I内容提要】 18 世纪末
、

19 世 纪初
,

伊斯 兰教传到车臣后与 民俗和传统相结合
,

呈现 出某些 本土化特征
,

但在早期传播及后来的 大部分时 间里
,

并未显现出极端主义

倾 向
。

20 世 纪 80 年代
,

伊斯兰极端 势力在车 臣迅速膨胀
,

始终严重地威胁俄 罗斯的

社会稳定和 国家安全
。

究其成因
,

主要有社会 因素
、

意识形态危机
、

境外伊斯兰极端势

力 的渗透和支持
、

俄 (苏 )政策上的 失误等
。

探究伊斯 兰极端 势力在车臣的形 成和根

源
,

将使人们从 中汲取有益的 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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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0 年生
,

国际 关 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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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 以来
,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

日益猖撅
,

在俄罗斯境内连续制造多起绑架
、

爆炸

等恐怖事件
: 2 0 0 2 年 8 月 19 日

,

车臣恐怖分子用

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将俄军一架米一 26 直升运输

机击落
,

机 上 n 4 名俄罗斯军人 遇难 ; 同年 9 月

15 日
,

车臣恐怖分子试图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

境的潘基西 山谷潜人车 臣境内
,

虽被俄边防部 队

拦截并击溃
,

但俄也损失了一架米一 26 直升机
,

1 2 名边防军阵亡 ; 1 0 月 n 日
,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

警察局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
,

造成 40 多名正在开

会的警察死亡 ; 10 月 23 日
,

约 50 名恐怖分子 闯

入莫斯科东南 区轴承厂文化宫
,

劫持 8 00 多名人

质
,

威胁俄政府在 7 日内从车臣撤军
,

否则炸毁整

栋大楼
,

杀害全部人质
。

虽然俄特种部队将大部分

人质解救出来
,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人质

死亡 1 18 名¹
。

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 的这些恐怖活动
,

从某

种程度上说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两次俄车战争的继

续
,

它严重地破坏 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

全
。

对此
,

人们不禁要问
,

是什么原因造成冷战后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
,

绵延十几年
,

并使 自苏联解体后本来就困难重重

的俄罗斯陷人旷 日持久的反恐怖战争中呢 ? 对这

一 34 一

个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认清伊斯兰极端势力

的本质
,

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

车臣的伊斯兰化及其极端

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 车臣概况
。

车臣是俄罗 斯联邦的 21 个共

和国之一
,

位于俄南部高加索山脉的北侧
,

与格鲁

吉亚隔山为邻
。

面积 1
.

5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约为

100 万
。 18 5 9 年并人沙皇俄国版图

。

苏联时期
,

车

臣原是一个 自治州
, 19 36 年与 印古什 自治州合

并
,

建立车臣一印古什 自治共和 国
。 19 44 年

,

苏联

当局认为车臣人在卫 国战争中与德 国纳粹勾结
,

将大部分车臣 人迁至中亚
,

直到 19 5 7 年
,

车臣 人

才被允许返回故土
。 19 9 1 年

“ 8 · 19 ”

事件后
,

车臣

开始走上分离道路
。

同年 10 月
,

车臣进行
“

总统选

举
” ,

曾为苏联少将的杜达耶夫 当选为第一任
“

总

统
” 。

同年 11 月 1 日
,

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
“

主权

国家
” ,

并组建了
“

国民军
” ,

镇压反对派
,

与俄联邦

政 府呈对峙 之势
。

为解决 车 臣 问题
,

俄 罗斯 在

¹ 岳松林
:
《莫斯科全城大搜捕 》

,

《环球时报》20 0 2 年 10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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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一 1 9 9 6 年
、

1 9 9 9 年两次出兵车臣
。

目前
,

虽 遏

止 了其分裂势头
,

消灭了车匪部分有生力量
,

但其

残余分子龟缩到俄南部山 区
,

仍在负隅顽抗
,

频频

制造恐怖事件
。

二 伊斯兰教传入车臣及其本土化过程
。

16

世纪
,

伊斯兰教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
,

最先饭

依伊斯兰教的是 当地达吉斯坦人
,

以后缓慢地 向

周围地区扩散
,

到 18 世纪末
、

19 世纪初才传播到

车臣和 印古什地区
,

并很快成 为当地 占统治地位

的宗教形态 币
。

但伊斯兰教在车臣
、

印古什地区 的

早期传播及后来 的大部分时间里
,

并 未显现出极

端主 义倾 向

车 臣人 自古晓勇强悍
,

长期的山地生活形成

独特的民族传统
,

一些未成文的法规根深蒂固
,

有

很深的伊斯 兰渊源
。

伊斯兰教与当地 民族 习俗
、

地

方传统结合而成的内容庞杂的成规
,

严格规定 了

车 臣人 日常生活 中的行为方式
、

与亲友 和社会其

他成员的关系
。

伊斯兰教信徒们在严格遵守成规

的基础 上
,

形成了具有车臣 山民特色的教派 (一般

称为苏菲派
,

但与传统苏菲派 又有 区别 )
。

在沙俄统治时期
,

车臣是一个 比较封 闭 自守

的社会
,

虽 然说有 70 %的居 民信仰伊斯 兰 教
,

但

信徒并不虔诚
,

也不刻意去完成宗教功课
,

宗教活

动 只限于 在
“

亲族
”
和

“

邻族
”

之 间
,

由有威望的长

者主持宗教仪式
,

当地人称他们为毛 拉
。

每个毛拉

的 活动是相对独立的
,

不必对 宗教领袖或有关机

构负责
。

由于 毛拉对经文理解往往受其知识水平

的限制
,

并搀杂有个人的偏好
,

长此以往
,

这些毛

拉以个人形成的世界观和 民族传统为基础去理解

伊斯兰 教义
、

教规
,

并影响着其他信徒
,

经代代相

传
,

原来
“

纯 正
”

的教义
、

教 规 已面 目全非
,

宗教生

活变得较为混乱
、

低调
。

年轻人虽 有责任参加宗教

仪式
,

但 可 以 不读 经文
,

对教义理解也不是必须

的
,

这种现象在车臣穆斯林生活中被认为是很 正

常的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不成熟的教义
、

教规渗

入 民族习俗中被流传下来
,

这使得
“

传统伊斯兰势

力
”

在车臣特别强大
,

任何对传统的侵犯都被车臣

人视为衷读神圣
。

在苏联前期
,

由于无神论宣传
,

禁止多元意识

形态存在
,

使车臣伊斯兰 教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

少

数信徒被迫转人地下活动
,

而多数穆斯林淡化 了

宗教感情
,

暂时中断 了其 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与

交流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多数信徒 已不能按照伊

斯兰教法要求去完成礼拜
、

封斋
、

割礼
、

葬礼和朝

勤等必须履行的宗教仪规
。

三 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形成及发展
。

进人 20

世纪 8 0 年代 以后
,

上述情况发 生 了根本变化
,

境

外伊斯兰 极端组织开始向车臣渗透
,

并迅速扎根
,

不断蔓延 和膨胀
。

经过 20 多年的经营
,

在车臣形

成了强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

所谓车臣伊斯兰极

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旗帜
,

以车臣为根基
,

在整

个北高加索地 区以 动听词藻宣传激进的教义
,

煽

动蛊惑信徒
,

破坏现存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

抨击信仰不忠者
、

叛教者和异教徒
,

并为达到某些

政治 目的而从事分立和 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

实际上
,

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搞宗教活动
,

而

是从事政治活动
。

他们的活动完全背离 了伊斯兰

教的宗旨
,

破坏 了宗教的声誉»
。

从 2。世纪 8 0 年代初到苏联解体是伊斯兰极

端原教旨主义思想在车臣扩散
、

激进教派组织形成

和发展的阶段
。

由于政府放松 了对宗教的管制
,

外

来宗教极端思潮开始侵人车臣
,

极端的原教 旨主义

思想也通过两条途径渗入车臣
:

一是车臣穆斯林去

国外朝靴后而带回的激进思想 ; 二是外国传教士在

车臣传教
。

但最初这种外来思潮受到抵制和打压
,

因为它的教义
、

教规非常激进
,

否认 了
“

族群
”

意义

上的 民族存在
,

主张用伊斯兰 民族取而代之
,

推翻

了穆斯林民间伊斯兰教的传统形式和准则
,

有违车

臣传统伊斯兰教旨
,

车臣 中老年穆斯林甚至把它视

为异端
。

原教旨主义者在初期碰壁后
,

开始调整策

略
:
出资修建清真寺

、

经学院和一些伊斯兰 教研究

机构
,

收买神职人员
,

提供资金让信徒去国外朝觑
,

免费为车臣青少年提供赴境外伊斯兰学院学习等
。

到 20 世纪 9 0 年代初
,

原教旨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

的力量积蓄
,

逐渐在车臣形成 了组织
,

并网 罗了众

多信徒
,

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
。

从 杜达耶夫上台到第一次车臣 战争 ( 19 91 ~

19 9 4 年 )
,

车臣激进伊斯兰教派不断 向政权靠拢
,

并逐渐发展壮大阶段
。

杜达耶夫进入车臣权力中

¹ M
.

尤 素波夫
:
《车臣 社会政治生 活中 的伊 斯兰 教 》

,

〔俄〕

《中亚与高加索》杂志 20 00 年第 2 期
。

º c
.

阿 巴什
:
《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的成 因 及预测》

,

〔俄〕《中

亚 与高加索》杂志 20 0 2 年第 2 期
。

» 金宜久
、

吴云 贵
:
《伊斯 兰与国际热点 》

,

东方 出版社 20 01

年 8 月版
,

第 70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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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后
,

使车臣共和国的宗教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
。

车臣的新首领们清醒地认识到
,

他们在传统社会

中没有政治资本
,

要树立威信
、

巩固政权地位
,

必

须利用伊斯兰教去欺骗和招徕 自己的信众
。

经杜

氏策划
、

煽动后
,

一批宗教伪善者称
: “

杜达耶夫是

救世主
,

他将引导车臣人民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

异教徒中独立出来
” 。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

在车臣

很快 出现了许多
“

目击者
” ,

称他们 曾亲眼看到杜

达耶夫从天而降
。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传统伊斯

兰教派利益相悖
,

在初期宗教仪式的集会上
,

各派

争吵不休
,

不同教派信徒间经常爆发冲突
,

这些冲

突导致车臣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
。

杜达耶夫

政权开始逐步向伊斯兰极端教派倾斜
,

同时指责

传统教派组织与俄官方特工部门合作
,

有违
“

纯正

的伊斯兰
”

教义
。

原来对立的几个激进伊斯兰 组

织
,

如
“

穆斯林兄弟会
” 、 “

伊斯兰真玛特
” 、 “

伊斯兰

青年
”

摈弃前嫌
,

通力合作
,

并在 1 9 9 2 年成功地组

织了杜达耶夫去沙特阿拉伯的朝觑
。

从沙特阿拉

伯返回后
,

车臣总统开始加大了车臣伊斯兰化思

想的调 门
,

并在新一届车 臣穆斯林大会上确定 了

今后 的 目标
: “

建立 一个无 民族特色 的伊斯兰 国

家
” 。

大会的纲领与激进伊斯兰组织的 口号是一致

的¹
。

这使得激进教派在发展 中有 了政权上的支

持
,

很快就形成规模
,

并在与传统教派斗争中占据

了优势地位
。

在 1 9 9 4一 19 9 6 年第一次车臣战争 中
,

激进教

派信徒拿起 了武器走 向了行为上的极端
,

同时他

们与民族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相勾结
,

并最终形

成了车臣伊斯兰 极端势力
。

军事冲突期间
,

车臣领

导者们感到财力匾乏
、

人力不足
,

开始对极端教派

信徒及其财力的支持感兴趣 了
,

一方面
, “

车臣 政

治精英
”

极力渲染这次冲突
,

把俄罗斯打击危害国

家安全的分裂势力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异教徒对车

臣的侵略
,

把俄罗 斯的政府军 队说成是东正教部

队
,

这在车臣穆斯林 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

像
“

伊斯

兰 民族党
”

和
“

高加索伊斯兰统一运动
”

等伊斯兰

极端组织不但加强了彼此的联合
,

而且它们的信

徒也在
“

反抗异教徒的侵略
” 、 “

为保卫家园而战
”

的 口号下 纷纷拿起了武器
,

加入了杜达耶夫民族

分裂势力的阵营º
。

另一方面
, “

精英
”

们为最大限

度地吸引新成员
,

加强 已有的阵营
,

鼓舞
“

信徒
”

的

士 气
,

还提出 了
“

对俄圣战
” 、 “

建立伊斯兰教教法

一 36 一

国家
”

的 口号
,

这进一步迎合了境内外伊斯兰极端

组织的利益
,

使得两股恶势力越走越近
,

最终合而

为一
,

形成了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
。

在两年的俄车

战争 中
,

他们以 宗教为幌子
,

以分立为 目的
,

以恐

怖为手段
,

不断与俄军周旋
,

最终迫使俄政府从车

臣撤军
,

签订了
“

哈萨维尤尔协定
” 。

从 1 9 9 6 年俄军撤 出车 臣到 19 9 9 年第二次车

臣战争之前
,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极端化道路

上越走越远
,

并进一步发展壮大
。 19 9 6 年

,

俄政府

将军队撤 出车臣后
,

实际上对伊斯兰 极端势力的

发展采取放任 自流的态度
。

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在
“

协议
”

的掩护下
,

更加肆无忌惮地武装 自己
,

他们

提 出了
“

将圣战进行到底
”

的 口号
,

继续网罗信徒
,

建立训练营地
,

培训非法武装
。

与此同时
,

在独联

体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内被打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

恐怖分子也纷纷逃窜到车 臣
。

在那里
,

这些
“

外来

客
”

不但没受排挤
,

而且还大有
“

用武之地
” 。

他们

与当地恶势力充分结合
,

不断从事犯罪和恐怖活

动
,

聚敛了充足的活动经费
。

不仅如此
,

车臣伊斯

兰极端势力还利用北高加索地区居民浓厚的伊斯

兰情结
,

蛊惑周边地区的穆斯林群众投人到
“

消灭

和驱除异教徒
”

的
“

圣战
”

中来
,

企图将整个北高加

索地 区伊斯兰化 »
。

从 1 9 9 9 年俄车战争到现在是车 臣伊斯兰 极

端势力趋于灭亡
,

垂死挣扎阶段
。

为彻底解决车臣

问题
,

俄联邦当局于 19 9 9 年出兵 10 万在车臣全

境展开大规模清剿极端势力 的行动
,

大股非法武

装被消灭
,

但是仍有部分残余分子龟缩到俄格边

境 的潘基西 山谷
,

他们在车臣 内外采取
“

游击战

术
” ,

频频进行爆炸
、

绑架人质等恐怖活动
。

其所作

所为遭到包括车臣居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人们

的痛恨和谴责
,

失去 民心和地利的车臣伊斯兰极

端势力已是穷途末路
。

但是他们在境外极端势力

的庇护下
,

仍有一定生存和垂死挣扎的余地
。

最近

他们在莫斯科绑架人质以及在车臣共和国制造多

起恐怖事件就足 以证明这股恶势力不可小视
。

综上所述
,

车 臣伊斯兰 极端势力 的特 点是
:

¹ p
.

扎 巴 罗夫
:
《极端 主义 者反对传统 主义者

-

一 现代车

臣伊斯兰因素和外来力量》
,

〔俄〕《独立报 》19 9 9 年 10 月 20 日
。

º K
.

波 梁科 夫
:
《俄 罗斯北高加索社会生活 正在与伊斯 兰

革命的方向和企图发生冲突》
,

〔俄〕《独立报》19 9 9 年 9 月 1 日
。

» 何希泉 主编
:
《周 边地 区 民族 宗教问题透 视》

,

时事 出 版

社 20 0 2 年版
,

第 36一 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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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俄世俗社会没有调和余地
,

力 图按照伊斯

兰 教法典在北高加索地 区建立政教合一的 国家
,

脱离俄联邦而 独立 ; (二 )为夺取政权
,

采用破坏现

存社会稳定的极端恐怖手段
,

同时与所有能够有

助 于伊斯兰 化的力量结盟
,

首先是和分立主 义
、

极

端 民族主义结盟 ; (三 )否认俄罗斯文 明的统一
,

认

为宗教冲突不 可避免
,

特别是在东正教和伊斯兰

教之间 ; (四 )与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联系密切
,

遵

照其 旨意活动 ; (五 )竭力 向年轻一代灌输
“

仇俄
”

思想
,

注重力量的集聚和 后续力量的培植
。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

恶性膨胀的根源

一 社会因素
。

伊斯兰极端势力需要特定的

土壤
,

才能滋生 蔓延
。

近年的车臣状况正是伊斯兰

极端势力滋 生 的温床
:

一是贫穷落后
,

失业严重
。

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 区相 比
,

车臣在经济
、

科学
、

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都相对落后
。

据俄新社报道
:

“ 2 0 世纪 7 0 一 8 0 年代在车 臣一印古什 自治共 和

国 有 2 0 多万青年劳力无法在 自己共和 国 内找到

工作
,

每年被迫 去 西伯利亚和 哈萨克斯坦找工作

的人数有 7 万 ~ 8 万
。

” 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
,

由于

民 族分立分子 闹独立
,

内部派别林立
,

纷争激烈
,

车臣当局无暇顾及经济发展
,

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特别是车臣战争给车臣经济带来灾难性后 果
,

居

民贫 困化达到 了极限
,

现有 8 0 %的人生 活在贫困

线 以下
,

青年人失业率 占 55 %
,

很多没有工作 的

人迫 于 生活的压力参加战争和 恐怖活 动¹
。

正是

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使极具破坏与

侵略性的伊斯 兰极端势力迅速滋长蔓延
。

二是社

会治安混乱
,

犯罪率居高不下
。

车臣 自走上分离道

路后
,

内部治安就混乱不堪
,

犯罪率连年呈上升之

势
,

特别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为发展壮大 自己的阵

营
,

通过非法敛财手段获得 了大量的活动经费
:
他

们从倒卖石油
、

印制伪钞
、

绑架人质
、

做毒品交易

等非法活 动中获利高达 10 0 亿美元
。

此外
,

他们还

把俄联邦向车臣提供用于恢复建设
,

发放工资
、

退

休金的 16 0 亿卢布装入 自 己的腰包 º
。

财大气粗

的极端分子利用社会混乱的局面不断发展壮大
:

一方面是小型 犯罪 团伙和个人为寻求庇护
,

纷纷

投其靡下 ; 另一方面是抱 有
“

整治社会
”

的热血青

年为了寻求
“

理想
” ,

也纷纷加人了他们的组织
。

此

外
,

他们还用欺骗
、

威逼和 恐吓等手段将部分居 民

招募到 自己的旗下
。

三是居民对伊斯兰 教知识的

缺乏
。

车臣居民被俄罗斯人称为
“
山民

” ,

这主 要有

两层含义
:
首先是指车臣人生活的地理环境 ; 其次

是指车 臣人生活贫困
,

居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

这

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

沙俄和苏联时期为了便

于统治
,

对车臣居 民都采取
“

愚 民
”

政策
,

而车臣历

届 当局也不注重文化教育
,

这使得车臣 科研机构

和 高等学府少得可怜
, “

通晓阿拉伯语并对《古兰

经 》素有研究 的人即使在宗教权威和 学者中也是

凤 毛麟角
’,

»
。

在这种情况下
,

信徒们很容易受外

来思潮 的影响和侵蚀
,

特别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

极端思想的诱惑下
,

使车臣人 易失去辨 析和 抵御

极端思想的能力
。

二 意识形态危机
。

宗教是人们的一种信仰
,

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
。

产生极端思想的根源是

多方面的
,

但是人的心理因素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原因
。

生活贫困
、

社会地位低下
、

对社会的不满等

等
,

都会使人产生逆反心理
,

这种不平衡的心态需

要找到发泄的对象
,

很容易被有政治 目的且披着

宗教外衣的极端分子利用
。

十月革命后
,

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

法令
,

确立 了其宗教政策
,

规定了公 民信仰 自由
、

政教分离
、

宗教不干涉公民世俗生活等基本原则
,

另一方面又进行无神论宣传和反宗教运动
,

强调

用科学共产主义体系取代宗教世界观
,

用战斗 的

无神论消除宗教偏见
。

在未充分关注穆斯林民族

经济和历史发展水平的条件下
,

国家就试图向其

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

这是非常危险的
,

在车

臣表现尤为突出
。

逆反心理
、

排俄情绪 已深深地扎

根于车臣穆斯林心 中
,

并 由此引发了 19 22一 1 9 36

年和卫国 战争期间两次具有宗教色彩的骚乱
。

在戈尔 巴乔夫
“

民 主化
”

改革期间
,

原有的社

会道德价值观被冲垮
,

人们失去了信仰
,

普遍感到

迷茫
,

精神和思想意识出现了危机
。

特别是在苏联

解体时
,

车臣穆斯林
“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
” ,

已

¹ c
.

米 尔科夫
:
《伊斯 兰因素对俄 罗斯军事 政策的影 响 》

,

〔俄〕《中亚与高加索 》杂志 20 0 。年第 2 期
。

º 肖勤
:
《车臣 问题纷 争难断 》

,

《现代国际关 系》19 9 9 年第
11 期

。

» 杨艳丽
:
《瓦哈 比 与车 臣 战争 》

,

《世界 民 族》20 0 2 年 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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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思想便

乘虚而入
,

迅速蔓延
,

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
。

伊斯兰极端分子看准时机
,

在车臣信仰伊斯兰

教民族对苏俄政策不满和目前生活现状困窘的情

况下
,

宣扬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及其对车臣的征服

和统治时期的黑暗面
,

主张只有
“

回归伊斯兰教
” 、

“

建立政教合一政权
”

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

他们

还冠冕堂皇地宣称
: “

这是真主的旨意
” 。

一些信仰

仿徨者
,

特别是那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
,

联系

到政府施行经济 自由化希望的破灭
,

看到财产分

配不公的灾难性增长
,

以及俄罗斯在世界威信的

下降
,

开始相信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说教
,

并狂热追

求
。

他们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
,

是救世的
,

既

然是按真主的旨意行事
,

那么他们从事任何事情
、

怎么做都不过分
,

这也是极端主义者能把车臣不

同阶层和不同利益需求 的人吸引在 自己 的旗帜

下
,

从事分裂和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¹
。

三 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和支持
。

20

世纪 7 0 年代末
、 8 0 年代初

,

随着伊朗革命 的成

功
,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
。

这正

逢苏联 民主化改革前期
,

政府对宗教的管制和监

控已开始放松
。

因此
,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车臣穆斯

林的生活影响极大
。

在短期 内
,

信徒人数和清真寺

数量大幅度增加
。

从 19 7 9 年到 19 9 1 年
,

车臣新开

放 了 20 0 多个清真寺
,

同时兴办 了诸多经学 院和

伊斯兰教研究机构
。

与此相矛盾的是
,

车臣本土上

有伊斯兰知识的传教士
、

教师
、

神学家和研究人员

相当匾乏
,

而对此类人员的需求 当时都面向了国

外
,

这正迎合了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利益
。

它们

趁机派出众多的传教 士和神学家到车 臣
,

不仅带

来了激进思想和充足活动经费
,

而且还担负着
“

极

端
”

任务
—

建立政教合一组织
,

广吸信众 ;制造

事端
,

促使社会矛盾激化
,

推动民族分立运动 ;创

造条件与车臣政府官员和 穆斯林议员接触
,

争得

权力机构和人士的庇护
。

为此
,

他们将成千上万册

的《古兰经》和其国内被禁止出版的伊斯兰文艺著

作运到车臣
,

并免费发放 ; 收买车臣宗教活动家为

其激进思想宣传 ; 出资修建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

中心
,

提供费用让极端骨干分子去沙特阿拉伯朝

觑º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

他们相当注重后续力量

的培养和 发展
,

资助车 臣众多的青少年到国外伊

斯兰学校学习
,

在那里他们向这些世界观尚未成

一 38 一

熟的青少年灌输 了激进的伊斯兰思想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这些
“

青少年
”

陆续回国
,

并将所学的激进

思想传给亲邻和 所能接触的人
,

具有激进思想 的

穆斯林是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的主要人

力来源
。

20 世纪 9 0 年代初
,

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还

在车臣建立了地下半军事化武装训练营
。

在训练

营内
,

国外教官和传教士 向青年人兜售狂热的极

端思想
,

并组织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

这些青年人被

他们称为伊斯兰 未来保卫者
,

在车臣这些训练营

的文件备忘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 “
在军事组织中

发展青年人的体质与思想
,

他们可 以 完成车臣在

解放祖国的运动 中未完成的事业
,

受到伊斯兰 民

族精神灵魂熏陶的年轻一代可 以成为未来民族军

队中的脊梁
’,»

。

这些训练营在车臣危机时很快变

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军事培训 中心
。

在车臣 战争期 间
,

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不仅

在财力物力上支持车臣分离势力
,

而且还派出众

多的雇佣军直接参战
。

在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失

利逃亡的情况下又提供避难所
。

四 俄 (苏 )政策上的失误
。

首先是文化政策

上的失误
。

苏联 自列宁逝世后
,

实行了压制包括伊

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政策
,

过分强调宗教的消极作

用
,

对宗教和建立在宗教基础上 的民族文化不加

区分地一律给予限制和打击
,

急于将各民族文化

统一到以俄罗 斯文化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之中
,

这不可能不伤害包括车臣 民族在内的少数 民族的

宗教和 民族感情
,

造成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
。

俄罗

斯独立后
,

在政治
、

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中

照搬西方模式
,

而这一模式下的文 明与车臣传统

成规是不相容的
。

在车臣两派激烈争斗的混乱时

期
,

多数中间派别的穆斯林不知所措
,

俄罗 斯政府

又没正确地引导
,

而伊斯兰极端分子却打出了
“

纯

正伊斯兰
” 、 “

回归虔诚的哈里发时代 ” 、 “

创建伊斯

兰社会国家
”

等 口 号
,

这些 口号在《古兰 经》和《圣

训 》的信条中又确有规定
,

因此欺骗性很大
。

其次

是宗教政策上的失误
。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
,

俄罗斯

¹ H
.

多巴 耶夫
:
《在北 高加索现代 民族政 治化进 程中的伊

斯兰极端主义》
,

〔俄〕《中亚与高加索 》杂志 20 0 0 年第 6 期
。

º M
.

穆 尔达金
:
《穆斯 林与俄 罗斯

:
走 向战争还是 走向和

平 》
,

〔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 20 0 0 年第 1 期
。

» P
.

扎巴 罗夫
:
《极端 主义者反对传统 主义者

—
现代 车

臣伊斯兰因素和外来力量 》
,

〔俄〕《独立报 》19 9 9 年 10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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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于东正教的压力发布 了一些有利于东正教发展

的法律
,

却忽视 了这样一个事实
,

即俄罗斯除东正

教之外还存在其他宗教
。

各种政治力量还利用报

刊
、

广播和 电视等媒体极力宣扬东正教
,

企图把东

正 教变成俄罗 斯的国 教
。

他们劝人相信
,

东正 教

(再加 上 俄罗 斯民族主 义
、

俄罗 斯思想 )可 以成为

永远支撑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

而且它将

从胜利走 向胜利
。

他们还说
,

全部恢复东正教的荣

耀和力量
,

能使俄罗斯恢复昔 日的强大和 兴盛
。

在

第 一 次车臣 战争中
,

俄罗斯东正教在经国 防部同

意后还派出多名神父去军队 营地做祈祷¹
。

凡此

种种
,

造成联邦中央 和穆斯林 民族之间关系紧张
,

造成 了伊斯兰 教徒对俄罗斯 国家的疏远
,

对东正

教徒的嫉恨
,

这些宗教政策及导 向上的失误被极

端分子利用和渲染
,

提出了
“

宗教战争不可避免
” ,

“

穆斯林民族应当摆脱异教徒统治
”

等 口号
。

第三

是俄罗斯在对车臣一些政策的具体操作上也存在

一定问题
。

受苏联解体后遗症的影响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车臣 民族分裂活动就很猖撅
。

但俄罗 斯上

层正 忙于权力争夺
,

同时受政治动荡
、

经济衰退的

困扰
,

无暇处理车 臣问题
,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车臣

分离主义势力 坐大提供了机会
。

叶利钦执政初期

倡导的所谓民主政治
,

盲 目扩大地方 自主权
,

为地

方分离主义的泛滥提供 了政策上的支持
,

地方只

向中央要拨款
,

却不向中央财政上缴资金
,

导致地

方分离倾 向不断加深
。 19 94 年俄罗斯匆忙出兵车

臣
,

又在舆论 导向上处于被动
。 19 9 6 年俄车战争

结束后
,

俄罗斯对车臣局势再次放任不管
,

这进一

步助长 了极端势力的气焰
,

并赢得 了发展壮大的

时间
。

在上世纪最后几年
,

俄罗斯又频繁更换总理

人选
,

使政府在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时未能

出台切实可行 的治理政策º
。

几点思考

一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俄政府冲突的实

质和症结
。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俄联邦政府冲

突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者 (其主要成员是车

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 )为了个人的私利
,

将车臣推

向 了战争
。

他们企图将车臣的政治
、

经济控制在 自

己的势力范围
。

众所周知
,

位于高加索北部的车臣

境 内有丰富的石油
、

天然气
、

建筑材料和 水 资源

等
。

对此凯觑已久的车臣伊斯兰极端主 义势力趁

20 世纪 9 0 年代苏联解体 的
“

大好时机
” ,

利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伊斯兰教在车臣复兴所形成的群

众基础
,

打着
“

回 归伊斯兰社会
” 、 “

建立伊斯兰 国

家
”

的幌子
,

窜人车 臣政权机构
,

并称他们代表车

臣 民众的利益
,

是 民意的代言人
。

实际上是巨大的

经济利益
、

膨胀的政治欲望促使他们要将车臣分

立出去
,

为麻痹 民众
、

积蓄力量
,

他们必然要打伊

斯兰教的牌
。

这与俄罗 斯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安

全
、

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形成尖锐对立
。

这种关系是

不可调和 的
,

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

无论是从政

治
、

经济利益上考虑
,

还是从民族
、

国家利益上考

虑
,

都不会让这股恶势力存在
。

为 了不在其他共和

国 产生
“

多米诺骨牌
”

效应
,

俄联邦政府势必加大

清剿力度
,

彻底地铲除这股恶势力
,

从而才能维护

国家利益
,

捍卫国家主权
。

二 俄罗斯在处理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

上的经验和教训
。

所取得的经验
: 1

.

注重媒体的作

用
,

确定国家利益至上的报道原则
。 19 9 9 年在车

臣剿匪 过程 中
,

普京汲取上次出兵时舆论处于被

动的教训
,

牢牢地控制新闻媒体的宣传
,

严格规定

西方记者的活动
,

对歪 曲事实的报道予 以有力的

回击
,

同时借用媒体的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

揭露极端分子的暴行和真正企图
,

让世人和车臣

人 民切肤地感受到这股披着宗教外衣 的极端势

力
,

是为少数人谋求私利
,

并不代表广大车臣 民众

的心声»
。

2
.

独立 自主处理本 国内政事务
,

抵制西方 国

家干预
。

西方大国不断在车臣问题上做文章
,

对俄

施加压力
,

其最终 目的是
“

弱俄遏俄
” ,

取得 战略上

的主动
,

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

叶利钦在第一次出兵

车臣时
,

没能顶住西方的压力
,

在 19 9 6 年被迫撤

军
,

使得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发展壮大的可 乘

之机
。

在第二次俄车战争中
,

普京态度明确
,

多次

强调车臣 问题是俄罗斯 内政
,

不准国际社会插手
,

使俄军能够安心地清剿车匪
。

3
.

在民族矛盾激化 的情况下
,

要善于 处理各

种矛盾
,

争取主动
。

车臣 宣布为 独立 的 主权国家

¹ 王哲
:
《神甫为车臣而战 》

,

《世界宗教文化》2。。。 年 3 月
。

º A
.

萨瓦杰耶夫
:
《瓦哈 比主义者们反 目成仇 》

,

〔俄 j(( 俄罗

斯 与穆斯林世界 》杂志 20 0 2 年第 7 期
。

» 刘武英
:
《试论车 臣战争 中新 闻宜传 》

,

《当代传播 》20 0 0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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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俄 当局曾寄希望于 对车 臣施加政治和经济压

力
,

利用当地反对派来推翻杜达耶夫政权
,

消除分

离势力
,

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
,

伊斯兰极端势力得

以膨胀
。

普京上台后
,

利用车臣上层社会的矛盾
,

分化瓦解
,

结果不少温和派人士纷纷投诚
,

进一步

锁定了打击的主要 目标
。

在第二次俄车战争中
,

车

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对居民进行骚扰
,

绑架人

质
,

报复同情俄军的车臣居民
,

这使得双方矛盾十

分激烈 ; 相反
,

俄政府军纪律严明
,

在维护车臣社

会稳定
、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虽付 出巨大

代价
,

却深得 民心
—

“

得民心者得天下
” !

4
.

用车臣人解决车臣 问题
。

普京在清剿车匪

时十分注重在车臣共和国内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

会秩序
。

2 0 0 1 年已安排 1 0 万个工作岗位
,

2 0 0 2 年

又 创造 了 10 万个就业机会 ; 退休金按月足额发

放 ;部分学校复课 ; 医 院开始接待患者 ; 20 万难民

返回家园
,

在车 臣居 民中营造反对伊斯兰极端分

子这股恶势力的力量
。

2 0 0 2 年 5 月份
,

普京还签

发了总统令
,

扩大车臣行政首脑卡迪罗夫的权限
,

充分给予其 自治的权力
,

使车臣政府和人民成为

对抗这股邪恶势力的主力军
。

5
.

不仅要消灭车臣所有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

更要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

俄罗斯权力部门

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

要彻底解决车臣问题
,

就必须

消除滋生这股恶势力的土壤
,

不让其有再次崛起
、

泛滥的机会
,

为此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法律和

政策
,

值得借鉴
、

学习
。

应当吸取的教训
: 1

.

要提高居 民生活水平
,

缩

小地区间差距
。

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

当社会经济生活处于混乱之时
,

包括政治生活在

内的所有其他社会生活必然也是无序的
,

而这恰

恰是极端势力得以发展
、

反社会思潮得以泛滥的

基础
。

2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车臣经济状况不断恶

化
,

失业严重
,

从而导致大部分居 民生活贫困
,

产

生 了信仰危机
,

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养家糊 口
,

不 少人被迫拿起了武器
。

2
.

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

加大对青年人教

育的力度
,

抵制外来极端思潮的侵蚀
。

文化水平的

提高可 以使人有清醒 的认识
,

自觉地判断分析事

情的真伪
、

善恶
,

抵制极端思潮的侵蚀
。

车臣居 民

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

特别是青年人对本民族文化

失去信心
,

对伊斯兰教的教义
、

教规无法探究
,

不

一 4 0 一

懂得伊斯兰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
,

《古兰经》和《圣

训》是反战争
、

反暴力
、

反犯罪的
,

在这种情况下容

易被诱导而走上极端
。

3
.

对极端势力不能姑息养奸
、

放任 自流
,

应早

出重拳
,

将危害国家安全的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

态
。

1 9 9 1 年杜达耶夫宣布车臣 为独立主权国家

时
,

俄当局虽不承认
,

但也没马上采取军事行动
,

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气焰
。

在

车 臣分裂势力与激进伊斯兰 教派相互勾结
,

并在

精神上控制了信众时
,

已是难以解决了
。

4
.

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

加强 中央政府权

力
,

避免国内问题国际化
。

从俄罗斯独立到 1 9 9 9

年
,

俄罗斯的经济连年下滑
,

综合 国力不断下降
,

从而导致 了中央政权危机和国外势力对车臣内政

事务的干预
,

也使得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去彻底解

决车臣问题
。

这使普通车臣居民对 中央政府失去

信心和希望
,

而对极端势力却是个鼓舞
。

5
.

在处理边疆地区 危害国家安全的恶势力

时
,

要争取邻国谅解和支持
。

目前仍有一股车匪盘

踞在俄罗 斯与格鲁吉亚边境的潘基西 山谷
,

俄格

在处理这股车匪 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

导致
“

边境

冲突逐渐升级
,

两国关系频频告急
’,

¹
。

影响着 区

域稳定及合作
,

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恶果
。

6
.

应 当出台针对伊斯兰教的可行性政策
,

避

免事态发展扩大
。

俄媒体称
:
迄今为止

,

俄罗斯没

有出台针对伊斯兰 教的可行性政策
,

官方对伊斯

兰教的传播实际上是采用限制的做法
。

这容易引

起
“

文明间的冲突
” 。

实际上
,

伊斯兰教是世界伟大

宗教之一
,

促使其在车臣的传播和本土化
,

有利于

维护车臣的稳定
,

同时也能让信仰伊斯兰教的少

数民族真正感受到俄罗斯是一个多种文明相融的

大家庭
。

7
.

警惕和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渗入境内和染

指政权
。

车臣伊斯兰 极端势力的形成是经过一个

过程的
,

首先是境外激进的伊斯兰 原教 旨主义思

想渗入和传播
,

接着建立政教合一的组织
,

最后武

装信徒从事分离和恐怖活动
,

从而威胁着俄罗 斯

联邦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

(责任编 辑 刘庚岑 )

¹ 王哪久
:
《潘基西谷地

,

勾起 旧怨新仇 》
,

《世 界知识》20 0 2

年第 1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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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MM A R Y

T h e T r e n d o f E v o lu tio n o f th e R u ssia n C o n s titu tio n in th e N e w Ce n tu ry T he a r t iele fo e u s e s o n

e x p o u n d in g the t r e n d o f e v o lu t io n o f th e e u r r e n t R u s sia n e o n s t it u t io n in th e n e w e e n t u r y a s w e ll a s th e

fa e t o r s affe e t in g th e e v o lu t io n
.

It m a ke s a s p e e ia l e x p o s it io n o n th e s a m e a n d d iffe r e n t v ie w s o f th e

v a r io u s p o litie a l fo r e e s o n e o n s t it u tio n a l r e v is io n s ,
th e im p a e t o f e o n s t itu t io n a l r e v is io n p r o e e d u r e s o n

the p e r s p e e t iv e o f e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e ha n g e , a s w e ll a s th e s t a bility o f the e u r r e n t e o n s t itu t io n
.

T h e a u -

tho r 15 o f the v iew th a t t h e e u r r e n t C o n s t itu t io n w ill e o n t in u e t o p lay it s r o le in a e o n s id e r a ble Pe r io d

o f tim e t o e o m e
.

A b a s ie iu d g em e n t 15 th a t th e fu n d am e n t a l p r in e ip le s in t h e R u s s ia n C o n s t itu t io n w过l

n o t e ha n g e e a s ily
.

T he s ta b ility o f th e C o n s t itu t io n d e p e n d s m a in ly o n tw o p o in t s : 1
.

W h e th e r it a e e u -

r a te ly r e fle e t s th e eh a n g e o f th e e r a a n d th e p r o e e s s o f s o e ia l d e v e lo p m e n t ? 2
.

W he the r t he e ha n g e o f

the e r a a n d th e p r o e e s s o f s o e ia l d e v e lo p m e n t r a is e n e w r e q u ir e m e n ts fo r the C o n s t it u t io n ? T h e a u th o r

a ls o h o ld s t h a t the e u r r e n t R u s s ia n C o n s t itu t io n le a v e s r o o m fo r im Pr o v e m e n t
.

T h e C u r r en t U n c o n stitu tio n a l P r a e tie e E x a m in a tio n Sys te m in th e T w elv e E a s t E u r o Pe an C o u n -

tr ie s A n o v e r w h e lm in g m a jo r ity o f the e ig ht E a s t E u r o p e a n e o u n t r ie s h a d e s t a blis he d a e o n s t itu t io n a l

s u P e r v is io n s y s t e m p r io r t o 1 9 8 9
.

So m e o f the m h a d e v e n s e t u p a n in itia l sy s t em o f u n e o n s t itu t io n a l

p r a e t ie e e x a m in a t io n sy s t em
.

B u t d u e t o the p o lit ie a l s ys t e m a t th e tim e ,

b o th th e fo r m e r a n d th e la t
-

t e r in s t itu t io n a l sy s t e m s e x is t e d o n ly in n a m e
.

A ft e r th e d r a s tie e ha n g e ,
the 1 2 E a s t E u r o p e a n e o u n -

t r ie s p r a e t ie e d the m u lt i一 P a r ty p a r lia m e n t a r y d e m o e r a ey sy s t em eh a r a e t e r iz e d by e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g o v -

e r n m e n t (d e m o e r a ey ) a n d the r u le o f la w (n a t io n al d o m in a t io n a e e o r d in g t o th e C o n s t it u t io n a n d o t he r

law s )
, s e t u p a n d g e n u in e ly e a r r y o u t t he u n e o n s tit u t io n a l o ffie e e x a m in a t io n s ys te m

.

O v e r th e ye a r s ,

th e e u r r e n t u n e o n s t itu t io n a l p r a e tie e e x a m in a tio n s ys t e m h a s b e e n in o Pe r a t io n in th e o v e r w he lm in g

m a jo r ity o f th e E a s t E u r o P e a n e o u n t r ie s
.

T h e e o u r t ha s b a s ie a lly p e r fo r m e d it s fu n e t io n s a n d d e e id e d o n a la r g e a m o u n t o f u n e o n s t it u t io n al

e a s e s
.

It ha s p la y e d a e e r ta in r o le in fu r th e r e n s u r in g t h e s u e e e s s fu l im p le m e n t a t io n o f th e C o n s tit u -

t io n ,
th e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o f th e s ta t e a c c o r d in g to law

,

in s a fe g u a r d in g th e c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r u le
,

t h e

r ig h t s a n d in t e r e s t s o f th e e it iz e n s a s w e ll a s in r e s t r a in in g th e p o w e r s o f le g is la t io n ,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a n d iu s t ie e
.

H o w e v e r ,
the 、e o u r t s in m a n y E a s t E u r o Pe a n e o u n tr ie s a r e s till s o m e t im e s s u b je e t e d t o r e -

s t r ie t io n s fr o m v a r io u s p a r t ie s e o n e e r n e d w he n e x am in in g a n d p a s s in g ju d g m e n t s o n u n e o n s t it u t io n al

e a s e s
.

T o r e a li
z e e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th e r u le o f la w

,
tho r o u g h ly p r o h ib it a n d r o o t o u t th e

o e e u r r e n e e o f u n e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a e t s ,

it 15 n e e e s s a r y n o t o n ly t o s e t u p a n d im p r o v e th e u n e o n s t it u t io n al

p r a e t ie e e x a m in a tio n sy s t e m it s e lf
,

bu t a ls o to e o n s is te n tly itn Pr o v e th e Po lit iea l g 夕g te m a s a w h o le
,

in e lu d in g the e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sy s t e m
·

T h e R o o t C a u se fo r th e R a Pid E x Pa n sio n o f Is la m E x t r e m ist Fo r e e s in Ch e eh e n T h e Is la m ie r e li
-

g io n s ho w e d e e r t a in s p e e ia l fe a t u r e s o f lo e a liz a t io n in e o m b in a t io n w ith fo lk lo r e a n d t r a d it io n s a ft e r it

fo u n d it s w ay in t o C he e he n in th e la t e 18 th e e n t u r y a n d th e e a r ly 1 9 t h e e n t u r y
.

B u t in t he e a r ly p e r io d

a n d m o s t o f th e s u b s e q u e n t p e r io d
,

it d id n o t sh o w a n y e x t r e m is t te n d e n e ie s
.

In th e 1 9 9 0 5 h o w e v e r ,

Isla m ie e x t r e m is t s r a Pid ly e x p a n d e d in C he eh e n ,

p o s in g a p e r m a n e n t s e r io u s th r e a t t o the s o e ia l s t a bil
-

it y a n d s t a t e s e e u r it y o f R u s s ia
.

T o g e t a t the r o o t o f the p r o ble m
, s o e ia l fa e t o r s ,

id e o lo g ie a l e r is e s ,

p e n e t r a t io n a n d s u PPo r t fr o m Is la m ie e x t r e m is t fo r e e s o u ts id e a n d P o liey fa ilu r e s o f R u s s ia (So v ie t

U n io n ) a r e the m a in r e a s o n u n d e r ly in g th e p r e s e n t s it u a t io n
.

Pr o bin g in t o th e fo r m a t io n a n d r o o t s o f

Islam ie e x tr e m is t fo r e e s in C he eh e n w ill b e n efit u s w ith u s e fu l e x p e r ie n e e s a n d le s s o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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