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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在介绍了中亚地区宗教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将中亚地区宗教的复兴和发展分为 4个阶

段。这一地区宗教复兴、发展的阶段性与各个时期以经济为基础的国力相关, 而宗教极端势力与该地区经

济发展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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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亚地区宗教现状及其特点

中亚地区的宗教现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发展迅速, 宗教, 特别是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影响越来

越大。中亚国家的主体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现在政府要职大部分为主体民族干部担

任, 从而这些国家干部制定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甚至支配。我们今天看到的

是: 中亚五国宗教团体数目和信仰人数猛增, 宗教教育机构猛增, 清真寺和其他寺院越建越多, 各

国领导层对宗教活动的支持力在上升, 国家总统、各级地方官员进出寺院、发表讲话、会晤宗教人

士等都在增多。

2. 外部势力插手中亚地区宗教事务严重, 这一地区已成为外国宗教团体发展势力竞赛的舞台。

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将近 40种宗教信仰中, 只有伊斯兰教多少还是国家控制和支持的, 并且其数量

还不断增加, 根据中亚各国的法律, 在本国宗教团体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帮助而不会受到任何限

制, 这是中亚五国宗教团体均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借此开展深入而广泛的宗教活动的根源。

3. 各种宗教在同一地区竞相发展。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充自己队伍和势力的宗教团体还有从韩

国输入的全福音教会、福音基督教会等, 这几年加入基督教的妇女和孩子愈益增多。在基督教派积

极活动时, 伊斯兰国家并不坐视不顾, 他们利用和中亚国家宗教方面的关系及金钱的富有, 利用中

亚国家宗教团体资金上的短缺, 利用普通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国外的崇拜心理, 采用各种

办法极力企图把中亚拉入伊斯兰阵营, 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势力范围, 如上所述, 他们出钱建寺院,

办伊斯兰启蒙班和进修班教育孩子, 举行慈善活动。沙特阿拉伯在哈国的科什卡拉塔清真寺以每人

每月 500坚戈助学金吸收了 150名孩子学习, 科威特的一个名为 /亚洲穆斯林委员会 0 的组织对

哈国近 30个清真寺给予了资助¹。伊朗政府也拨巨款支持中亚国家发展伊斯兰教育, 帮助修建清

真寺, 鼓励这些国家穆斯林去伊朗学习。伊朗决定每年出资帮助 370名塔吉克斯坦穆斯林学生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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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国家学习伊斯兰教知识, 帮助塔吉克斯坦修建清真寺和经学院, 并免费送塔吉克斯坦穆斯林去麦

加¹。土耳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热心帮助中亚国家进行宗教复兴活动。现在中亚国家有很多青

年人在穆斯林国家学习。可见, 今天的中亚地区正在变成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争夺的场所。

另外, 因中亚各国内同信仰的各种组织、团体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以及当地宗教上层人士知

识缺乏和贪财等原因而导致的纠纷也在增加, 使中亚地区的宗教问题更加复杂化。

4. 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由北向南节节加剧。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蓬勃发展和政

府取消对宗教的限制, 中亚国家不少地区出现了人们狂热信仰宗教的情况, 这给在中亚周边国家和

地区兴风作浪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渗透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们在一些地区得手后

乘势向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渗透, 传播自己的 /精神0。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 特别是费尔干纳地

区, 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活动猖獗。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也曾有一股伊斯兰教极端恐怖势力侵入, 他

们劫持人质, 竭力向北部发展。严重威胁着吉尔吉斯斯坦及其他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哈国南

部地区也有瓦哈比派在活动。在塔吉克斯坦斯坦宗教极端势力也曾挑起事端, 造成流血冲突, 成为

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亚地区宗教问题的经济成因

我们暂且将 86年来中亚地区宗教的复兴和发展分为 4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17年苏维埃政

权建立到 60年代中期为中亚地区人们宗教意识淡化时期。第二阶段: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为中亚地区宗教, 特别是伊斯兰教开始重新活跃时期。第三阶段: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

夫的 /民主化0 和 /公开化 0 运动使宗教在中亚的恢复有所加快。第四阶段: 1991年苏联解体中

亚五国先后宣布独立后宗教局势、力量急剧变化, 飞速发展。

现在, 我们引入这四个阶段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因素, 对宗教与经济关系作实证分析。

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好景气冲消着各种邪恶势力, 极端宗教势力无市场, 找不到挑

拨民众与政府关系的借口。还应该说, 广大民众也无投依宗教组织或势力的经济内生动力。前苏

联, 确实是在计划机制条件下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 70年代前的那几十年, 前苏联在产业结构上

基本上实现了由农业主体到工业主体的转变。正是这种工业实力, 成为二战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决

定力量之一, 成为提高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全体苏联人民工作条件、生产效率、社会公共福利的物

质基础。苏联是二战后至 70年代以前获得举世瞩目的高增长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 包括宗教

在内的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显然难恢复, 难站住脚, 难发展。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在苏维埃政

权建立后的 20~ 70年代中亚地区人们宗教意识淡化的经济因素。

第二阶段: 到了 70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经济开始出现了停滞, 国民收入增长率由 20世纪 60

年代至 70年代初的 8%左右降低到 4%左右, 到 80年代中期以后又进一步降到 2%左右, 在经济停

滞减速时期, 人们对苏共领导的信心渐淡, 这就给了宗教活动以口实, 所以在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

伊斯兰教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第三、四阶段: 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传统经济体系断裂和经济大幅下滑, 致使中亚国家经济发展

长期处于衰退和困顿之中。据专家估计, 中亚各国经济要普遍达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大约还需 10

年时间º。因长期的经济衰退, 中亚地区民众生活极端贫困。在塔吉克斯坦有 2 /3以上的人每天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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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美元生活;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将近一半人处于这种水平; 乌兹别克斯坦有整整 1 /3的人生活

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¹。当然, 俄罗斯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它的人口中有 1 /3生活在贫困之

中。但是, 由于普京已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俄国经济近两年开始复苏, 势头趋好。而中亚各国则没

有多少理由感到乐观。

从民众层面上看, 占中亚各国人口相当比重的 /新困阶层 0 普遍感到无所依靠和无所适从。

如今苏联时期建立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瓦解了, 拖欠工资和社会救济金, 国民教育与健康质

量急剧下降, 居民保障水平低下, 加之执政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裙带关系, 贪污腐化, 执法机关疲软

无力, 政府威信下降。近年来中亚也出现了所谓的 /新富阶层 0 与 /新贫阶层 0 问题, 如果说

/新富阶层0 人数不多, 那么, 由那些被社会变革浪潮抛到贫困线以下的普通民众所构成的 /新贫

阶层0 则占中亚各国人口的相当比重º。中亚国家处于贫富差距明显扩大时期, 时代的发展必然会

激发社会成员及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各自利益的强烈愿望, 但这种愿望的实现, 往往受到利益分配不

公现象的事实存在以及利益机制不健全的限制, 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难以通过正常方式协调社会利

益, 因而民众有可能转向制度外渠道表达意愿。因此, /他们往往会移居国外 ) ) ) 要么在实际上,

要么在精神上0»。中亚经济与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没有摆脱贫困的希望 (特

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三国 ) , 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更贫困时代的精神

依托便自然复活。各种宗教团体的经济援助作为人本的原动力推动着这一地区愈旺的信仰人气, 中

亚地区的下层民众似乎也有必要与宗教势力保持特殊的关系, 向其表达主渠道不能、没有、也无希

望在近期满足的意愿。这是 80年代中期至今中亚地区宗教势力活动加快、急剧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然, 我们决不能否定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文化因素和社会文明的程度。文化方面的差异的

确是引起人类分歧和宗教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平心而论, 文明也好, 文化也好, 都是经过漫长

的历史形成的。文明的发展、扩散, 文化的传播、交流, 既依赖于时间的流逝, 又凭借空间的转

移, 脱离历史和地理因素的文明或文化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法律、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 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经济利益往往也是其冲突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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