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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战结束后,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再次席卷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势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成为 20 世纪

末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东渐影响着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 在世纪末遭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 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总爆发。民族宗教冲突是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之一, 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冲突又是宗教冲突的焦点。探讨印尼宗教冲突的根源, 有助于了解印尼局势的发展; 解决印尼宗教冲突, 有利于东南亚地

区的稳定, 这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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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印尼政治、经济和

社会矛盾总爆发, 酿成了 1998年 5月的社会大骚

乱, 导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瓦希德民选政府尽力

恢复和稳定社会, 但地方分离主义和民族宗教冲突

不断,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愈演愈烈, 直接影

响印尼政局的稳定, 西方世界和东南亚各国都怀着

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印尼宗教冲突严重

到何地步?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的历史、政治、

经济、社会的根源是什么? 解决宗教冲突的出路何

在? 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笔者去年底曾赴印尼访

问和考察两个月, 拟对这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历史回顾: 多元宗教,

伊斯兰教占优势
历史上, 印尼是多元宗教的国家。公元前, 印

尼早已存在原始宗教信仰, 人们信仰万物有灵和崇

拜自然, 认为人和物都有精灵。至今, 一些内陆和

偏远的地区还流行着原始宗教。公元初, 婆罗门教

开始传入印尼, 后演变为印度教。四世纪印尼最古

老的两个王国西爪哇的达鲁马王国和东加里曼丹的

古戴王国就信奉婆罗门教 ( Brahmana) , 崇拜三个

神: 创造之神 ( Brahma)、保护之神 ( Wisyu) 和毁

灭之神 ( Syiwa)。至今, 世界旅游胜地巴厘盛行印

度教, 其庙宇和文化艺术吸引着千千万万旅游者前

往观光。七世纪开始, 印尼盛行佛教 ( Buddha ) ,

强大的室利佛室王国吸引着世界各地僧人前往研究

佛经, 中国唐朝高僧义净曾三次逗留室利佛室, 前

后共十余年, 撰写了一批珍贵历史资料。世界八大

遗迹爪哇日惹的婆罗浮屠佛塔建于 850年前后的夏

连特拉王朝, 是印尼佛教鼎盛时期的标志。

伊斯兰教 ( Islam) 何时传入印尼? 史学家的传

统看法是十三世纪末由印度西部的胡茶辣商人传

入, 而不是由阿拉伯人直接传入。当时室利佛室王

国开始衰退, 胡茶辣商人和伊朗传教士支持苏门答

腊北部亚齐地区第一个伊斯兰教王国须文达那 ) 巴

赛王国。旅行家马可波罗 1292年歇于苏门答腊北

部, 看到那里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接着, 伊斯兰

教向苏门答腊亚齐 ( 1400)、爪哇淡目 ( 1450)、加

里曼丹马辰 ( 1520)、苏拉威西锡江 ( 1600)、马鲁

古群岛等地传播
[ 1]
。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明朝使者郑和七下西洋

( 1450 ) 1433) , 三次到印尼。他是一位穆斯林, 在

经商过程中, 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 在爪哇的

雅加达、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等地建立华人

穆斯林社区。14至 16世纪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

9位圣人 ( Wali Songo ) , 在印尼享有盛誉。他们当

中有的是穆斯林华人, 如圣人阿姆贝尔 (彭瑞和)、

拉登#巴达 (陈文)、吉里 (拉曼#巴古)、加蒂 (唐

阿茂)。九圣人之一拉登#巴达 (陈文) 在淡目建立

爪哇岛上第一个伊斯兰王国
[ 2]
。

历史上伊斯兰在反抗殖民统治起了积极的作

用。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长达 350年之久, 在这漫

长的殖民统治期间, 印尼人民不断进行反抗,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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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世纪发生的数起反荷战争几乎都在伊斯兰教

/圣战0 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在爪哇发生的反荷

的丹万战争, 1802 ) 1806年的井里汶战争, 1825 )

1830年轰轰烈烈的第博尼哥罗战争。在苏门答腊,

1821 ) 1838年发生米南加保人反对荷殖民者粗暴干
涉伊斯兰教的巴特里战争, 1872 ) 1908年亚齐发生

时间最长、反抗最激烈的亚齐战争
[ 3]
。

20世纪初到二次大战印尼伊斯兰教在反对殖

民统治和日本占领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中起了巨大作

用, 穆斯林纷纷成立伊斯兰政党: 1919年成立印

尼伊斯兰教联盟 ( PS11)、1926年 12月成立伊斯兰

教师联合会 ( NU)、1930年成立 /白尔蒂0 伊斯兰

教党 ( PAPTI)、1938 年成立印尼伊斯兰党 ( PII)、

1945年 11月成立马斯友美党 ( MASYUM)
[ 4]
。1945

年8月 17日印尼共和国成立, 并诞生第一部宪法

/ 1945年宪法0。在宪法出笼过程中曾发生过印尼

是否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争论。1945年 6 月

22日通过的 /雅加达宪章0 ( PIAGAM JAKARTA) ,

其中有一条款为 /上帝, 每个信仰者必须实行伊斯

兰教规0。但 1945 年 8 月 18 日正式通过的 / 1945

年宪法0, 各方面作了妥协, 把这条款作了改动,

因为以苏加诺和哈达为代表的穆斯林温和派不同意

建立伊斯兰教国家。

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

350年, 并把基督教传入印尼, 主要分布在西部苏

门答腊巴达克地区, 爪哇岛、东部安汶、马鲁古、

米纳哈沙和西伊里安等地。印尼基督教徒占人口

5% , 天主教徒占 5%, 并建立了许多教堂, 据统

计印尼约有教堂 370座, 仅巴达克地区 82座, 雅

加达地区 74座
[ 5]
。

印尼几任总统对伊斯兰教的

态度
印尼于 1945 年 8月 17 日独立, 随即诞生了

1945年宪法。宪法上明确规定印尼建国的基础是

/潘查希拉0 ( PANCASILA, 建国五项原则) , 即信

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社会正义,

这是首任总统苏加诺第一个提出来的, 后为几任总

统所确认。

苏加诺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他自称自己

是 /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混合体的人
物0, 他执政后期提出的 /纳沙贡0, 即民族主义、

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反映了他的民

族主义思想。但他经常把自己称为虔诚的穆斯林,

他曾在群众大会上说: /如果剖开我的胸膛, 观察

我的心, 各位将看到我的心是伊斯兰的心。0 他认

为国家必须立足于信仰真主 (或上帝) 的基础上,

但必须容忍异教, 各宗教应该相互尊重。50年代

当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制造 /伊斯兰教国运动0, 制

造武装叛乱企图推翻政府, 造成生命和财产巨大损

失时, 苏加诺坚持镇压了这一叛乱活动。他取缔了

伊斯兰教政党马斯友美党的活动, 但注意团结伊斯

兰政党的温和派, 支持传教活动, 发展伊斯兰教

育, 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拥护。

1967年苏哈托上台, 统治印尼长达 32年, 这

时代称为 /新秩序时代0 ( ORDE BARU)。他多次

强调 /建国五项原则0 是建国唯一基础, 在 1982

年国庆讲演中要求各政党把 /建国五项原则0 作为

建党的唯一原则, 这就给各伊斯兰政党套了框框。

苏哈托政权是靠学生运动和伊斯兰教势力支持

上台的, 为了巩固军人政权, 争取广大穆斯林的支

持, 苏哈托对伊斯兰教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支持伊斯兰在全国兴建清真寺和各类伊斯兰教学

校, 其中1978年在雅加达兴建的伊斯蒂拉清真寺,

可容纳 10万余人, 为东南亚最大清真寺; 扶持伊

斯兰教活动, 举行盛大宗教仪式, 资助公务员和穆

斯林到圣地麦加朝觐; 重视伊斯兰教研究, 多次举

办学术研讨会, 在雅加达成立伊斯兰研究中心;

1990年支持成立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联合会, 并

委派副总统哈比比任总主席。

但苏哈托也采取一些削弱和打击伊斯兰势力的

措施: 1971年苏哈托政府强制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印尼穆斯林党、伊斯兰教联盟党和 /白尔蒂0 党合

并为建设团结党, 以至该党在国会议席逐渐减少;

政府在伊斯兰政党中制造矛盾, 以至伊斯兰教师联

合会退出建设团结党, 后又成立印尼伊斯兰教士协

会来削弱建设团结党; 镇压国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

的恐怖活动, 平息几起少数穆斯林的排华骚乱, 调

查什叶派宣扬伊朗霍梅尼的传教活动; 80年代开

始, 政府官员审查伊斯兰教开斋节清真寺的布道内

容, 以防止散布不满政府的言论
[ 6]
。

二、民族与宗教冲突交织一

起: 严重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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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98年 5月雅加达发生社会大骚乱, 是社会

矛盾的总爆发, 其规模之大, 破坏之严重为印尼独

立以来之最。雅加达政府在社会大骚乱一周年公布

了调查结果: 财物损失 10亿美元, 遭抢劫、破坏

和焚烧的财物包括: 2479间商住楼、1647间商店、

40座购物中心、13 座市场、24 间餐厅、11 间旅

馆、1026间住宅、383间私营公司办公室、65间银

行、1119辆汽车、821车摩托车。此外, 在社会大

骚乱中, 288人死亡, 50多名妇女被强奸, 市民失

去安全感, 国家形象变得很坏
[ 7]
。

这次社会大骚乱中, 华人成为袭击主要目标,

也是苏哈托集团为了转移视线而策划指挥的种族排

华事件, 它起了 /多米诺骨牌0 效应, 民族与宗教

冲突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恶

果。

21安汶 ( AMBON) 和马鲁古 (MALUKU) 地区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从 1999年 10月开始至今没

有停止, 3000人死亡, 1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在冲突中, 警察支持占人口 51%的基督教徒, 而

部分军队却支持伊斯兰教徒。当地政府官员和社会

人士也各支持其中的一方。2000 年 1 月雅加达数

万伊斯兰教徒示威游行, 人协主席赖斯也参加示威

队伍并讲了话。极端分子号召对马鲁古进行 / 圣

战0, 叫喊要夺回基督教占领的地盘, 并派人员和

运送武器到安汶和马鲁古地区
[8]
。宗教冲突造成的

悲剧破坏了印尼民族团结, 成为人们的一块心病,

许多人都说: /印尼人民的心在流血。0 美国和西方

对宗教冲突非常不安, 不断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

31东部西努沙登加拉省首府马打兰一年内发
生两起宗教冲突。2000年 7月伊斯兰教徒与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 酿成社会骚乱, 基督教堂被烧, 商

店被破坏和抢劫。2001年 1月又再次发生宗教冲

突, 但规模较少, 很快被军警控制住。

41东帝汶独立过程中, 民族与宗教冲突也非

常明显。1975年印尼出兵侵吞东帝汶, 几十年的

战乱, 东帝汶人死亡 20 万, 占人口四分之一。

1999年8月 30日在联合国主持下东帝汶举行公民

公决, 7815%选民支持东帝汶独立, 随后发生印尼

军人操纵武装民兵的暴乱。死伤不计其数。东帝汶

的毛纳尔族从来没有被视为印尼民族的一部分, 东

帝汶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 不同于印尼的伊斯兰

教。东帝汶的民族与宗教冲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军

事背景。

512000年 12月 25日圣诞节期间, 印尼 10个

城市基督教堂挨炸, 死 16人, 伤 96人, 仅首教雅

加达就有5座教堂被炸, 主要是停放在教堂外的汽

车被炸造成社会恐慌。据警方调查, 平安夜一系列

爆炸案是由旧军人和苏哈托之子托米幕后操纵的。

瓦希德总统指出, 炸基督教堂的目的是为了动摇现

政府
[ 9]
。

61西加里曼丹的民族冲突: 一年多前, 三发
地区达雅克族与外来移民马都拉人发生大规模流血

冲突, 数百人伤亡, 许多房屋和商店被烧。2000

年底再次发生达雅克族和马来族联合起来与马都拉

人的流血事件。马都拉人是爪哇移民, 到当地后经

济地位上升, 垄断了商业、运输、交通和捕鱼等行

业, 引起达雅克族和马来族的不满, 加上种族主义

和旧势力的挑拨, 造成多次的民族冲突。

印尼传媒指出宗教冲突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后

果, /各宗教教徒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暴力、破坏,
无政府主义和民族分裂是社会现实, 令人担忧。丑

化其他宗教, 甚至攻击其他宗教, 煽动各宗教之间

的仇恨, 这是宗教狂热和极端行为, 是印尼民族所

不能容忍的。在民族宗教冲突中, 印尼有 8116万
难民流离失所, 造成民族悲剧0。[ 10]

三、宗教冲突的根源
印尼民族宗教冲突愈演愈烈, 是有深刻的政

治、宗教、经济和社会背景的, 只有从各个层面来

剖析宗教冲突的根源, 才能客观认识其真相。

11政治因素: 苏哈托旧势力与宗教极端分子

的操纵与破坏。

1999年 10月瓦希德- 梅加瓦蒂民选政府诞生,

印尼开始了民主改革进程。一年多来, 瓦希德政权

执行 /民主政体、国家统一、全国和解、渐进改

革0 的政治路线, 采取民族和解政策, 对各种政治

派别采取宽容态度。2000 年 8月人民协商会议之

后, 瓦希德下放行政权给梅加瓦蒂, 让其发挥副总

统的作用和影响。此外, 他重用军人尤多约诺为政

治统筹部长, 对军队改革采取缓和与谨慎的做法。

但是应该看到, 虽然苏哈托专制集团垮台了,

他统治 32年所产生的影响仍很大, 旧势力保守派

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联合伊斯兰教极端分子, 对

瓦希德政府不断干扰破坏, 派 /黑手0 到各地制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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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冲突, 让局势无法稳定, 外资不敢回流,

经济难于复苏。目前, 政坛斗争很激烈, 拥瓦派与

倒瓦派势均力敌。今年 2月初, 国会召开全会, 多

数议员接受了国会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瓦希德总

统与国家后勤事务管理局挪用公款和文莱苏丹捐款

案件有牵连的报告, 为在人协弹劾总统迈出了一

步。反对派在首都雅加达组织了数万人的示威游

行, 要求瓦希德下台。

21宗教根源: 伊斯兰化倾向日益明显和宗教

极端势力的挑拨。

首先, 印尼伊斯兰教受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

影响, 政治上要求重返政治舞台, 积极介入政治生

活。1990年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联合会成立 ( IC2

MI: Ikatan Cendikiawan Muslin Indonesia) , 副总统哈

比比任总主席, 其主要骨干在苏哈托政权担任部

长, 标志着印尼伊斯兰教重返政治舞台。一些外国

观察家评论称, 若 ICMI 成为政治力量, 印尼将面

临原教旨主义的抬头
[ 11]
。2000 年 11 月 ICMI 全国

大会产生第三届新领导, 社会上公认为强硬派代表

阿迪#沙梭诺当选主席。ICMI 组织内汇集了全国穆

斯林知识分子精英, 也分为几个流派, 但成立 10

年来, 官僚阶层和强硬派占上风, 人们关注该组织

的动向。

其次, 印尼伊斯兰教谋求重返政治舞台已逐步

实现。苏哈托下台后, 伊斯兰教认为受挤压时代结

束了, 要求更积极介入政治生活。2000年 6 月大

选, 入选 48个政党多数为伊斯兰政党。2000年 10

月议会竞选总统非常激烈, 以赖斯为首的伊斯兰政

党组成中间轴心力量, 借口穆斯林不能接受女性总

统, 把第一大党斗争民主党总主席梅加瓦蒂排挤出

去, 选出伊斯兰温和派瓦希德为第四任总统, 新政

府部长中穆斯林占大多数。目前印尼 4位最高领导

人: 人协主席赖斯、国会议长丹戎、总统瓦希德、

副总统梅加瓦蒂都是穆斯林。梅加瓦蒂为了表示虔

诚于 2000年 7月赴麦加朝觐。

第三, 印尼伊斯兰保守派以中间轴心力量

(Pokos Tengah) 为主, 其政党有建设团结党 ( PPP,

第四大党)、国民使命党 ( PAN, 第五大党)、星月

党 ( PBB) 等, 其领头人是瓦希德的政治死对头人

协主席赖斯。伊斯兰极端势力主要是伊斯兰政党中

的极端分子和一些小党, 人数不多, 但能量大, 组

织严密, 战斗力强。他们与苏哈托旧势力勾结在一

起, 不断派 /黑手0 到各地挑拨离间, 并提出 /圣

战0 口号向基督教地区进军, 夺回基督教占领的

/阵地0。印尼 / 传教媒体0 月刊 ( MEDIA DAK2

WA) , 在雅加达出版, 代表伊斯兰极端势力思潮,

大肆宣传对基督教进行 /圣战0。

31经济原因: 经济复苏缓慢, 中央与地方利
益分配不均。

瓦希德上台时, 印尼盾汇率为 1 美元B6700

盾, 现跌至 1美元B9500 盾 ( 2001 年 1 月) , 同期

股市联合指数由 616点, 下跌至 425点。印尼传媒

认为经济倒退10年,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由 1996年

1050美元, 跌至 2000年 12月 500美元, 外国资本

和华人资本对于重返印尼采取谨慎和观望态度。经

济统筹部长称, 到 2004 年印尼的经济才能真正恢

复
[ 12]
。苏哈托政权贪污敛财, 掠夺地方财富, 财

政收入中央拿大头, 地方拿小头, 地方处于长期贫

困状态, 不满情绪日益滋长, 分离主义活动猖獗。

41社会背景: 社会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造成

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0年 4月印尼劳工部公布失业人数 3600万

人, 年底增至 4000 万人, 估计穷人占 50%, 下层

民众生活困苦, 怨声载道。但社会上却出现另一幅

景象: 出国旅游人数增加, 购买高级轿车者众多,

喜庆宴会照摆。富人过着奢侈浪费生活, 穷人仍在

饥饿线上挣扎。失业和贫困已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所煽动。

四、出路何在?
首先, 印尼政府要继续执行政教分离的宗教政

策。前几任总统苏加诺、苏哈托反对政教合一, 反

对建立伊斯兰教国家, 加强了宗教和睦和民族团

结。现任总统瓦希德思想开明, 推动民主改革进

程, 主张建立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社会。他说,

要把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宗教, 不要作为国家的宗

教。他还说, 宗教教义、宗教生活准则、伊斯兰教

戒律不能作为国家的学说, 国家学说已正式写在宪

法上。在社会生活里, 伊斯兰教是自己的选择, 若

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学说, 我们兄弟的基督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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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和信仰上帝的人就不愿

意生活在伊斯兰教国里。对其他宗教也如此。国家

保持宗教学说, 保护宗教教育。印尼由各种宗教、

种族、言语、文化和地区组成, 大家需要和睦与和

解。宗教必须让我们团结起来, 而不是分裂我

们
[ 13]
。

其次, 要加强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解, 反对建立

伊斯兰教国家。印尼是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 穆斯

林占人口 88%, 几十年来印尼社会、伊斯兰政党

和社团对 /印尼究竟要不要建立伊斯兰教国家?0

争论不断。印尼伊斯兰教主流派反对建立伊斯兰教

国家, 伊斯兰教思想家, 有 /民族导师0 美誉的努

#马吉德 ( Nuzcholish Madjid) 在论著 5没有伊斯兰

教国家6 ( TIDAK ADA NEGARA ISLAM) 中指出:

/在 5古兰经6 和 -圣训. 里, 先知穆罕默德没有

指令建立伊斯兰教国家0。[ 14] 印尼大部分穆斯林也

不同意建立伊斯兰教国家, 最明显的一个事例:

2000年 6月大选中, 开放性政党斗争民主党和专

业集团党获大部分选票, 而伊斯兰政党却获少数选

票, 说明广大穆斯林拥护传统的政教分离国家。

第三, 政府要稳定社会, 揪出伸向宗教冲突的

/黑手0, 严惩破坏宗教团结的极端主义分子, 防止

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世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已

开始影响印尼的政治和社会, 印尼国内伊斯兰教重

返政治舞台改变了政治力量对比。苏哈托旧势力与

极端分子不断干扰和破坏瓦希德政权, 政府官员和

广大民众都看得很清楚, 政府只有采取稳定社会的

坚决措施, 才能阻止宗教冲突的蔓延。

第四, 关键是尽快恢复经济, 减少失业和穷人

队伍。从宏观经济看, 印尼经济有所好转。印尼外

汇储备已增至 298亿美元, 2000 年经济增长 3%,

通胀率 10%, 银行年利率由 60%降至 12%。外贸

出口增加, 市场出现活力, 中小企业在恢复, 金融

机构在整顿, 只要社会稳定, 经济复苏将会加

快。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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