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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东南亚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现代

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 也对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本文认为由于伊斯兰国

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社会结构、国际环境不同, 伊斯兰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多样的, 不仅中东和东南

亚地区伊斯兰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较大不同, 而且东南亚国家间亦有较大差别, 表现出伊斯兰与现代化关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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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east Asia is one o f themostM uslim2populated areas in thew orld. Islam have deep impact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Indonesia, M a laysia and B rune,i in wh ichM uslim popu la tion accoun t for an overw helm ing

ma jo rity. In addit ion, Islam a lso have some influence in S ingapore,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n wh ichM us2
lim is in them inority. This paper ho lds the op in ion that the relations betw een Islam and modernization tend to be

diversified for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ces among the Islam ic countries in po litica l system, econom ic cond itions,

educat iona l a ttainm en,t soc ial structure and in ternational c ircumstances, w hich ex ist not on ly betw een theM 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t a lso among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A sia.

  东南亚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有

2亿多穆斯林人口, 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

的穆斯林国家, 穆斯林人口 118亿多, 占全国人口

的比例高达 88% ; 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位居东南

亚第二, 有 1400万, 占全国人口的 60% ; 文莱是

个小国, 人口很少, 但穆斯林人口占 67%; 新加

坡穆斯林人口占 15%。此外, 泰国、菲律宾、缅

甸、柬埔寨也有不少穆斯林, 但在这些国家穆斯林

人口比例较少, 约占总人口的 4% - 5%
[ 1]
。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也

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 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

虽然不是穆斯林国家, 但众多的穆斯林人口使其必

须面对伊斯兰教与现代化问题。伊斯兰教与现代化

关系十分复杂,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 不仅中东和东

南亚存在明显不同, 即使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呈现巨大差异, 西方语境下的

/传统与现代0 的二元对立在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

互动中是模糊不清的, 而西方观念中的 /民主 0

更在伊斯兰中得到新的解释和应用。那么, 伊斯兰

教如何影响东南亚现代化进程?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

的多样性表现如何?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

中的影响和中东地区相比有何异同, 双方的关系如

何? 本文旨在从 /宏观 0 角度探讨上述问题, 具

体论证过程见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已发表的相关论文

和已完成的 5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 6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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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伊斯兰教与东南亚国家现代化

进程

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伊斯

兰教与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

( 1) 现代化发端时期 (殖民地时代 ): 伊斯兰

教大约 13世纪开始在东南亚传播, 并在随后的几

个世纪在东南亚扎下根来。西方殖民者在 16世纪

进入东南亚后, 逐步将现代政治、经济、教育制度

等初步引入殖民地, 对东南亚原有的社会结构、价

值观念等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变化是殖民者外力

作用下的一种畸形、被动的现代化, 东南亚殖民地

处于殖民者经济、华人经济和土著居民经济的三重

经济结构、种族隔离的畸形社会。伊斯兰教作为东

南亚伊斯兰地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 受到西方

殖民统治的强有力挑战。东南亚伊斯兰教在西方的

挑战和中东伊斯兰现代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影响下,

对现代化作出的最初反应是: 一方面学习西方的科

学和观念, 改革伊斯兰教, 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

会;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 成为争

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 2) 现代化初步发展时期 (二战后, 独立后

到 60年代中期 ): 这一时期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处

于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阶段。 1945年

印尼独立, 1946 年菲律宾独立, 1957年马来

(西 ) 亚独立, 1959年新加坡自治, 1965年新加

坡独立。独立或自治后的东南亚国家开始进入现代

化初步发展时期, 在政治上, 印尼、马来西亚

(君主制 )、菲律宾和新加坡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

制度和政党制度, 实行政教分离, 其特点是实行议

会民主制; 在经济上, 确立工业化目标, 实行市场

经济或混合经济, 或以进口替代为主; 在法律上,

建立现代的宪法、商法、刑法、民法体系; 在教育

上, 全面建立现代教育体制, 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被排

斥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之外, 只作为个人信仰受到

鼓励。国家接管伊斯兰教的很多功能, 伊斯兰教处

于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之下。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只能

调适自己以适应现代化, 而难以对现代化施加影响。

( 3) 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 ( 60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末 ) : 1984年文莱独立,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独

立进程已经完成, 但因议会民主制运行不畅而转向

威权政体; 经济上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工业

革命等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迅猛, 成为世界上经济

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新加坡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被誉为新

/小虎0, 教育普及程度较高, 社会结构变化, 城

市化进程加快。总之, 现代化在带来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冲突, 表现在腐败问

题、观念的冲突、贫富分化、种族矛盾加剧以及政

治参与扩大, 但政治制度不能满足需要, 等等。正

如亨廷顿所言: /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

偏高, 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 其结果只

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这些国家面临的最为重

要的政治问题, 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

济的变革。0 [ 2]
这些现代化的 /阵痛 0 在东南亚国

家一一上演: 马来西亚 1969年爆发 / 5# 130 事

件, 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种族冲突事件, 也

是现代化进程中种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激

化的产物; 印尼 1965年的 / 9# 300 事件也是阶

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60、 70年代泰国

和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兴起, 这实际上也是

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穆斯林的经济、政治权利被边

缘化, 以及保持伊斯兰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同化政策

矛盾最终激化的结果。为解决种族矛盾和社会矛

盾, 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办法。此时, 中东地区现代

化的受挫引发了中东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东南亚伊

斯兰复兴运动也随之兴起, 穆斯林开始从伊斯兰角

度重新审视现代化, 认为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社会公

正、平等是解决贫富分化和种族问题的良方。而泰

南和菲南穆斯林则高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的旗帜,

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认同日益

加深, 在有些国家伊斯兰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标

志, 政府为争取选民支持, 不再将伊斯兰教排除在

政治之外, 而是将伊斯兰教原则引入政治、经济、

教育、法律等领域
[ 3]
, 马来西亚政府提倡以 /正

确的 0 伊斯兰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 而文莱苏丹

则以伊斯兰维护自己的君主统治, 伊斯兰教对现代

化产生重要影响。

( 4) 平稳发展时期 ( 90年代末以后 ) : 1997

年的 /金融危机 0 对东南亚的现代化造成重大冲

击, 深刻影响了各国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 民主

化提上议事日程, 1998年执政 30余年的印尼苏哈

托政权倒台, 同时马来西亚也因安瓦尔事件引发

/烈火莫息 0 民主运动。在经济上则是各国调整经

济结构,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些新情况标志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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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各国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伊斯兰教对此

做出积极回应。伊斯兰的公正、协商原则对马来西

亚和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发挥了一定影响, 它的公正

原则也是马来西亚和文莱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基础

之一。同时, 过去困扰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金钱政

治、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 引

起穆斯林的诸多不满, 在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

响下, 东南亚一些极端分子建立跨国和跨地区的伊

斯兰极端组织, 对各国现代化发展造成障碍。

70年代以后东南亚现代化迅速发展, 与之相

伴的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深入, 政府和民众一起

推动伊斯兰原则进入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领

域。政治上, 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日益加强, 从积

极方面来看, 伊斯兰为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提

供合法性,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树立 /正确的 0 伊
斯兰来打击 /错误的 0 伊斯兰, 以加强政府和执

政党的合法性, 从而巩固威权政治; 而文莱的

/马来伊斯兰君主国0 的立国哲学, 则以伊斯兰为

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 加强君主专制统治
[ 4]
。但

不论是威权政治还是君主专制政治, 都缺乏民主基

础, 阻碍了民众的民主诉求, 于是, 伊斯兰的公

正、协商原则成为伊斯兰政党和民众追求民主的武

器,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政治民

主化步伐
[ 5]
。从消极方面看, 伊斯兰政治化倾向

加剧了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

的冲突和争论, 特别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国的主张

构成对世俗国体的挑战, 不仅引起穆斯林内部不同

政治派别的争论, 也引起非穆斯林的不安, 这对于

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和政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

经济上, 伊斯兰的公正、禁止里巴和勤奋工作等原

则体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建立伊斯兰银行和培

养企业家精神上,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东南亚各国经济模式是现代经济, 伊斯兰教只能

在经济发展上起有限作用; 在法律上, 伊斯兰教法

改革和伊斯兰法庭制度进一步完善, 以适应现代社

会
[ 6]

; 在民族关系上, 伊斯兰教发挥了从积极到

消极的复杂作用。不同宗教和民族属性是影响民族

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斯兰教则加强了民族认

同。从伊斯兰教本身来看, 它从不主张压迫异教

徒, 而是强调与异教徒和睦相处, 因此, 在合适的

政治、经济环境下, 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徒关系良

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 作为多元文化

和多元民族中的一员, 伊斯兰教促进马来人与其他

民族和睦相处,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种族关系形

成良性互动, 促进了现代化发展。但在印尼、菲律

宾和泰国, 民族分离运动始终存在, 这主要是在推

进现代化过程中, 由于政府政策失误、经济发展不

平衡、政治权利不平等, 导致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

主导的政府不满, 伊斯兰加强了亚齐、泰南马来人

和菲南摩洛人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 他们高举伊

斯兰旗帜和民族主义旗帜, 以暴力方式与国家对

抗, 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直接影响到这些

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

定作用, 但我们要对其作用有一个恰当的定位。从

宏观上来说, 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最重要的因

素是工业化、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政治现代化和

城市化等等, 而文化 (宗教 ) 属于次要因素。从东

南亚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 伊斯兰教除对政治发挥

较大影响外, 对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影响相对较小。

二 整体性与多样性

人们在谈论 /文明的冲突 0、地区冲突、民族

冲突时, 时常将伊斯兰视为一个整体, 而忽略了不

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诚然, 伊斯

兰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 以 5古兰经6 和圣训为

基础, 有一致的宗教信仰和义务。但是, 我们更要

看到, 伊斯兰教又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宗教, 尤其

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 它不断地自我调适、自我更

新,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同时, 伊斯兰教

的解释权不仅掌握在政府手中, 也掌握在乌来玛和

知识分子手中, 伊斯兰教从来不是用一个声音说

话, 伊斯兰教对现代化的回应和调适存在巨大差

异, /这种差异已经扩大到对待现代化、军事、西

方、民主化和多元主义、妇女的地位以及最近的海

湾战争、在国内政治中使用武力的态度。0[ 7]
由于

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

度、社会结构、国际环境不同, 伊斯兰教在中东国

家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在东南亚地区, 伊斯兰教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

整体, 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也只是反映了区域意义

上的伊斯兰整体性。但是, 更应该看到它的多样

性: 一是从民族来说, 它分散在马来族、爪哇族、

巽他族、马都拉族、米南加保族、摩洛族等民族

中; 二是从地域来说, 它分布在马来半岛、苏门答

腊岛、爪哇岛、苏拉威西岛、苏禄群岛、棉兰老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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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 三是从国家来说, 它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民族

国家对伊斯兰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影响最大, 原本一

体的马来民族被分割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

文莱, 而原本分散的菲南穆斯林则被打造成一体的

摩洛民族。民族、地缘、民族国家等因素都影响到

东南亚伊斯兰的多样性。

在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这三个穆斯林人口占

多数的国家,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各有特点。

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比例最低, 现代化程度最高,

伊斯兰教对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 主要表现在政

治、经济和人的现代化上: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

对推动政治民主化有一定作用, 伊斯兰教对经济政

策、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制度也有较大影响, /新马

来人0 则结合了伊斯兰教信仰与现代人的特性。
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 但伊斯兰教对

印尼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小, 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

的弱伊斯兰性, 印尼立国基础是潘查希拉, 伊斯兰

的政治性一直受到压制, 只是在后苏哈托时代, 伊

斯兰教才在印尼政治中发挥一定作用。同时伊斯兰

极端势力抬头, 挑起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 阻碍了

印尼现代化进程。在经济上, 印尼的经济政策不考

虑伊斯兰原则, 伊斯兰银行作用微小, 伊斯兰教对

印尼经济现代化几乎不起作用。但在法律上, 印尼

改革伊斯兰教法, 编纂伊斯兰法律汇编, 在伊斯兰

法律现代化上走在前列。文莱尽管进入高收入国家

行列, 但现代化程度并不高, 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

君主专制和经济上的单一结构, 伊斯兰被用于巩固

君主专制政治, 未能推动政治民主化; 在经济上,

伊斯兰教原则被用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 但对经

济现代化的影响不如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这三个穆斯林人口占

少数的国家,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各不相

同。新加坡奉行多元主义, 马来人在加强民族认

同、宗教认同的同时, 也有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

这使得新加坡种族关系和谐, 现代化程度最高。菲

律宾和泰国一度奉行同化政策, 压制穆斯林的民族

认同和宗教认同, 穆斯林与主体民族相比, 在政治

权力、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穆

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这激起他们强烈的

民族认同和伊斯兰认同, 反而淡化甚至缺乏国家认

同, 导致民族分离运动, 民族冲突严重影响了菲律

宾和泰国现代化进程。

从东南亚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 影响一个国家

现代化程度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种族

关系, 伊斯兰教只是次要因素。新加坡在上述六国

中现代化程度最高, 种族关系最为和谐, 马来西亚

现代化程度位居第二, 种族关系较为和谐, 可以

说, 这两国经济富裕与种族和谐达成良性互动。文

莱的国民收入最高, 种族关系也较为和谐, 但政治

现代化程度低影响了它的现代化进程。泰国、印

尼、菲律宾国民收入相对较低, 贫富分化程度较

大, 民族冲突较为剧烈, 经济贫困与民族冲突呈恶

性循环。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变量, 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它既有可能促进文化和宗教

的多元化, 对和谐民族关系施加积极影响, 如新加

坡; 也有可能因民族冲突而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旗

帜, 加剧民族冲突, 如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它既

有可能是多党政治中的一员, 对推动政治民主化发

挥积极作用, 也可能加强伊斯兰教政治化, 引起政

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激烈争论, 如马来西亚和印

尼; 它还可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 如文

莱。它既可能因勤奋工作、积累财富等原则推动穆

斯林参与经济发展, 因追求公正而平衡经济发展,

如马来西亚, 也可能因拘泥于伊斯兰教信条而影响

效率和对财富的追求。所以, 从一般意义上谈论伊

斯兰教对现代化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是没

有意义的, 一定要结合具体国家、具体民族、具体

情况来分析其差异, 这些差异就是东南亚伊斯兰教

与现代化关系多样性的根源。

当然, 强调多样性并不是否认整体性。民族国

家虽然构成了东南亚伊斯兰教多样性的基础, 但伊

斯兰教毕竟是普世的、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宗教, 乌

玛 (穆斯林共同体 ) 意识、伊斯兰思潮和伊斯兰

教组织不仅将东南亚伊斯兰联系在一起, 构成它的

整体性, 而且将东南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密

切联系在一起。东南亚穆斯林关注本地区其他国家

穆斯林的命运和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事务, 甚至亲身

参加阿富汗战争。东南亚许多伊斯兰教组织是跨国

组织, 如澳尔根组织 ( Darul A rqam ) 建立于马来

西亚, 但在新加坡、印尼、文莱都有它的分支组

织。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分支和成员也遍及印

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 该组

织企图建立一个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泰南和棉兰

老岛的大伊斯兰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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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伊斯兰既有整体性, 也有差异性。我们

更应该注意其共性之中的差异, 才能深入而具体地

分析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多样性。

三 中心与边缘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的中心, 东南亚地处其边

缘。从历史上到现在, 伊斯兰的中心一直在向东南

亚输送各种教派和思潮: 苏菲派、瓦哈比运动、伊

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伊斯兰极端主义等, 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热切地

接受这些教派和思潮, 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源

泉。但随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 这种中心与边

缘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在民族国家独立之前, 东南亚对伊斯兰中心各

种思潮的接受基本上是单向的。当时伊斯兰中心和

边缘地区都处于殖民地状态, 中东和东南亚的伊斯

兰社会面临基本相同的问题: 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

和压迫; 伊斯兰社会处于落后状态, 急需改革伊斯

兰教以适应时代变化; 争取民族独立。中东地区回

应西方挑战而产生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

主义等思潮也成为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思想武器,

在改革伊斯兰制度和法律、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独立后, 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伊

斯兰和穆斯林国家面临相同的处境和问题: 它们都

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急于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束

缚, 建立繁荣富强的民族国家; 改革伊斯兰教, 使

之适应和促进现代化。但中东和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面临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 中东地区是战争热点

地区, 阿以冲突、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

争都交织着民族冲突、教派冲突、国家利益冲突和

美苏大国的争夺, /中东的事态表明, 地区冲突有

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 它会变得越来越激

烈和难以解决。0 [ 8]
相比之下, 东南亚地区是经济

热点, 东南亚六国都将经济现代化放在首位, 地区

环境和国际环境处于和平状态, 1967年成立的东

南亚国家联盟发挥了良好的协调功能, 保证成员国

在对话、协商的原则下解决彼此的分歧和争端, 所

以 1967年以来东盟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东

盟成员国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分别是伊斯兰会议成员

国和参加国, 两国都不希望外部力量干涉东盟国家

内部事务, 也都不希望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此渗透进

来, 因此, 凡是有马来西亚和印尼代表参加的会

议, 东南亚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就无法赢得伊斯兰

会议组织的全力支持。东盟国家与西方大国关系良

好, 这对于地区稳定和吸引投资、发展经济至关重

要。东盟国家内部也有教派和种族冲突, 但其影响

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 不会导致地区冲突。中

东和东南亚两地伊斯兰与现代化的关系产生了两种

不同的结果: 中东地区激烈的冲突阻碍了现代化的

发展, 穆斯林的贫困、失望、沮丧促成了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 而东南亚地区则享有和平的

地区环境、高速的经济发展, 伊斯兰也就相对温和。

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中心的关系不再是

单向地接受, 而是双向互动, 东南亚接受中东地区

的各种思潮, 但也向中东地区扩散东南亚地区伊斯

兰教与现代化的经验。一方面, 中东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和极端主义传入东南亚, 为一些穆斯林所接

受, 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起飞和发展过程中, 现代化

的 /阵痛 0 引起人们对贫富分化、腐败、金钱至
上、道德沦丧等问题的不满, 穆斯林向伊斯兰教寻

求良方,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

器。另一方面, 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尤其是马来西

亚在加强伊斯兰认同、经济发展、种族和谐方面取

得良好成绩, 被誉为伊斯兰现代化的榜样。美国著

名学者埃斯波西托指出: /如果有人质疑伊斯兰教

与现代性是否相容, 警告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冲

突, 马来西亚是一个减少这种刻板印象的穆斯林国

家, 它在强调伊斯兰认同的同时促进了多元主

义。0[ 9]
马哈蒂尔一再向中东国家展示马来西亚反

对激进伊斯兰、努力发展现代经济、实现种族和谐

的成功经验
[ 10]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基绍 #玛布

巴尼提出, 马来西亚和印尼甚至可能取代中东地区

的伊斯兰领导地位: /迄今为止, 没有伊斯兰国家

成功地现代化, 但是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尼, 两个远

离伊斯兰诞生地的穆斯林国家, 能提高亚太经济

圈, ,伊斯兰世界的风将不再是由西向东吹, 而是

相反方向, 这是重要的历史变化。0
[ 11]

实际上, 随着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发展, 伊斯

兰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中心和边缘的内涵也在

变化, 东南亚穆斯林人口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近

40% , 加上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

展程度, 东南亚在伊斯兰世界日益重要, 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 东南亚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缘。

四 伊斯兰与现代化

在西方 /现代化框架 0 下, 传统与现代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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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二元对立的, 宗教被视为传统的一部分, 尤其

是伊斯兰教, 更被视为僵化和保守的化身, /伊斯

兰教在西方总体上被看作是一种教义上和社会观上

的僵化现象, 因而是反现代的和倒退的。0[ 12]
中国

有学者在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 也认为: /政

治、经济愈发展, 社会愈向现代化迈进, 伊斯兰教

就愈保守, 其道理很简单, 政治、经济愈发展, 传

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离广大穆斯林所崇尚的

理想社会就越远。0 [ 13]
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

代社会的发展与伊斯兰教有着根本的冲突, 伊斯兰

教也不可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方法。0 [ 14]

上述观点有片面之嫌, 一是将伊斯兰教等同于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 断言伊斯兰教与现代社

会有根本冲突, 而忽视了伊斯兰教的自我更新能力

和多样性; 二是断言现代社会与伊斯兰教有根本冲

突, 而忽视了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事实上, 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富国

富民的追求, 也是伊斯兰教适应现代化, 最终形成

伊斯兰现代化模式的过程, 当然, 这一过程和探索

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样的。目前伊斯兰世界初步形

成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模式是

以伊斯兰现代主义为立国基础, 改革伊斯兰教使之

适应现代化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大部分伊斯兰国

家的现代化属于这种模式, 这类国家建立在政教分

离基础上, 但伊斯兰教对公共领域有较大影响。国

家确立 /官方伊斯兰 0, 对伊斯兰进行制度化管
理, 建立了伊斯兰政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乌来

玛委员会等, 各司其职, 伊斯兰政党从事政治活

动,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卫生、教育

活动, 乌来玛委员会从事宗教活动。 /官方伊斯

兰 0 还对伊斯兰教义重新解释, 使之适应现代化,

如将勤奋工作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相结合, 将 /公

正 0 原则引入发展政策。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属
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模式是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基

础, 政教分离,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治、经济、法

律、教育与伊斯兰分离, 伊斯兰被置于私人领域。

目前只有土耳其属于这类国家。第三种模式是以现

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基础, 将伊斯兰教完全引进

现代社会,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已清晰

可见, 它包括以下特征: ( 1) 安拉主权; ( 2) 由

代理人执政; ( 3) 实行沙里阿法; ( 4 ) 在政治、

经济、法律、教育领域伊斯兰化; ( 5) 共和政体。

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 目前只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取得统治地位, 但在其他国家的伊斯兰

政党和部分民众中有不少追随者。第四种模式是以

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立国基础, 恪守伊斯兰教

义,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方面引进现代化, 但

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与伊斯兰教结合紧密,

实行君主政体。目前只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文

莱等少数国家属于这种模式。

就东南亚来说, 马来西亚伊斯兰现代化主要属

于第一种模式, 印尼伊斯兰现代化处于第一种和第

二种模式之间, 文莱属于第四种模式。可以说, 东

南亚伊斯兰现代化还未形成明确的模式, 仍处于探

索之中。

土耳其式 (第二种模式 ) 的现代化比较符合

西方的现代化标准, 但在伊斯兰世界应者廖廖, 因

为它的严格的世俗化和政教分离与伊斯兰教的普世

性相悖。而埃及、马来西亚式 (第一种模式 ) 的

现代化在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主流地位, 这

种模式是在学习和引进现代制度和观念的同时, 使

伊斯兰教原则和价值观念适应现代社会, 从而促进

现代化, 但两者如何结合, 使之既满足现代化的追

求, 也能满足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却是实践中的难

题。沙特式 (第四种模式 ) 的现代化在政治上过

于保守, 不能满足人们扩大政治参与的需求, 因而

不可能是现代化的方向。伊朗式 (第三种模式 )

现代化是针对上述几种模式的困境而兴起的, 目前

有一定的生命力, 但它的政教合一、恪守伊斯兰教

义、对妇女的歧视与当今世界所追求的多元化、自

由、性别平等原则相背离, 难以代表伊斯兰现代化

的方向。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环

境下呈现不同的面相, 它对现代化的适应和影响也

各不相同, 我们不能断言伊斯兰教一定不能适应现

代社会, 我们只能肯定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不

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而是带有伊斯兰色彩的现

代化。

=注  释>
[ 1] G reg Fea ly and V irg inia Hooker, Vo 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 sia: A Contemporary Sour cebook, S ingapore: Institute

o f Southeast A sian Stud ies, 2006, p1 7.

(下转第 16页 )

9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4期



[ 5] Ib id1, p193.

[ 6] P1T1Bauer, / M alayan Rubber Policy, 0 P olitical

Science Quar terly, V o l1 72, No11, M ar1, 1957, pp183- 90.

[ 7] 鲁塞尔 # 法菲尔德: 5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 第 226页。

[ 8] 5人民日报6, 1953年 7月 24日, 第 4版。

[ 9] F1Benham, / The Commonw ea lth Economy in South2

east A sia0, International Affairs, V o l136, No12, Apr11960,

pp1206- 07.

[ 10] 姚昱、郭又新: 5 1953) 1956年美国的橡胶政

策与国内政治6, 5世界历史6 2007年第 6期。

[ 11] M artin Rudner, / Deve lopm ent Po licies and Pat2

terns o f Agrarian Dom inance in the M alaysian Rubber Export E2

conom y0, M odern A sian Stud ies, pp193- 4.

[ 12] Tadayo W atabe and Ke izaburo Kawaguch,i / In2

creasing the R ice Y ie ld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 sia0, A sian

Survey, V o l1 8, No1 10, Octobe r 1968, p1820.

[ 13] M artin Rudner, / Development Po licies and Pat2

terns o f Agrarian Dom inance in the M alaysian Rubber Export E2

conom y0, M odern A sian Stud ies, pp183, 95- 96.

[ 14] Ib id1, p1 97.

[ 15] R icha rd S tubbs, / M alay siaps Rubber Sm a llho ld ing

Industry: C risis and the Search for Stab ility0, Pacif ic Affa ir s,

V o l1 56, No11, Spring 1983, pp1 86- 90.

[ 16] Ib id1, pp1 90- 91.

[ 17] 马来西亚统计局, http: / /www1 lgm1 gov1m y /

nrstat/nrstatfram e1 htm l

[ 18] 有关印尼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参见郭又新 5战后

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业发展问题探析 6, 5东南亚研究6

2005年第 6期。

[ 19] 5马来西亚橡胶工业概况 ) ) ) 马方代表团温子

兴在中国马来西亚橡胶工业技术贸易交流洽谈会上的报告

(摘要 ) 6, 5中国橡胶6 1998年第 20期。

[ 20] 同 [ 19]。

=责任编辑: 陈建荣>

(上接第 9页 )

[ 2] 3美4塞缪尔# 亨廷顿著, 王冠华等译 5变革社

会中的政治秩序6, 华夏出版社, 1988年 , 第 4- 5页。

[ 3] 范若兰: 5马来西亚巫统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演

变6, 5东南亚学刊6 1997年第 1期。

[ 4] 黄云静: 5伊斯兰教与当代文莱政治发展 6, 5当

代亚太6 2007年第 4期。

[ 5] 范若兰: 5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教与印尼政治民

主化6, 5当代亚太6, 2007年第 4期; 范若兰: 5伊斯兰教

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6, 5东南亚研究6 2007年第 6期。

[ 6] 范若兰: 5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制度改革试

析6, 5南洋问题研究6 2007年第 4期。

[ 7] 3美4 J# L# 埃斯波西托著, 东方晓等译 5伊斯

兰的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第 245页。

[ 8] 3美4 小约瑟夫# 奈著, 张小明译 5理解国际冲

突: 理论与历史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第 261页。

[ 9] John E sposito, / Islamps Southeast A s ia Sh ift, A

Success that Could Lead Renew al in MuslimW orld0, A siaw eek,

4 Apr il 1997.

[ 10] 范若兰: 5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教理念与实践评

析6, 5世界宗教研究6 2008年第 1期。

[ 11] K ishoreM ahbuban,i / The W est and the Rest0,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 er 1992.

[ 12] 同 [ 7]。

[ 13] 刘靖华、东方晓: 5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6,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第 163页。

[ 14] 同 [ 13]。

=责任编辑: 陈  文>

16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4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