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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泰南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典型例子。为研究泰南冲突的文明模式, 本文基于塞缪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并对亨氏断层线战争的一般结构模式进行借鉴和修正, 提出泰南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文明模式, 认为泰南冲突是冲突双方都

没有文明核心国家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该模式提供了将冲突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烈度、避免升级为国际战争的方法, 可

以为其它类型的文明冲突提供思维方式和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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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lict in southern Thailand is a typ ica l ex ample o f clash o f civ ilizations. Based on Samue l

Huntingtonps theory o f / the C lash o fC iv ilization0, and using h is general structuremodel o f fau lt linew ars for refer2
ence, th is paper proposes the c iv ilizat ion2model of relig ious and national conf lict in southern Tha iland, hold ing that

it is a re lig ious and national conf lict of tw o civilization w ithou t core states. This model prov idesm ethods of contro l2
ling the conflict in them inimum scope and low est intensity,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deve loping to be an interna2
t iona lw ar. It also prov ides th inking mode and referent ialmodel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f other types.

一  引言
泰国南部的暴力冲突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

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但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 在概念和术语的使用上并不一致, 主要有:

/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 0、 /泰南马来族分离运动0、
/北大年分离运动 0、 /泰南四府民族分离问题 0
等。叫法虽然不一, 却有着共同之处。首先, 地点

在泰国南部, 主要是北大年、也拉、陶公和沙敦四

府, 甚至还包括宋卡府; 其次, 问题性质基本上都

被定为分离运动, 无论这种分离是出于宗教还是民

族原因。但是, 以 /分离 0 来定位泰国南部冲突
的性质具有局限性。首先, 以运动目的来定义问题

容易忽视它的背景、方式、状态等其它因素。其

次, /分离0 这一目的是站在泰国国家、政府或主
体宗教民族的角度来看的, /分离 0 具有道德贬

义; 而对泰南马来穆斯林来说, 这或许是追求

/平等0、 /自治 0、 /独立 0 权利的运动, 是正义

行为; 对国际社会来说, 则是一场持续已久的暴力

冲突, 但还未发展为国家间的战争。最后, /分
离0 一词显然把该问题视为内政问题, 但它实际

上却牵涉了许多国际因素。

从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 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泰国

国内的角度来看待泰南问题的, 即使提到国际因素,

也认为它只是外因。在这方面, 我国学者陆继鹏、吴

向红、李一平、傅增有、夏博等基本上都认为, 影响

泰南冲突的四个主要国际行为体有英国、马来西亚、

伊斯兰世界 (包括伊斯兰国家和组织 ) 和国际恐怖主

义¹。但是, 这些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这种互动反映了区域国际政治的什么特点?

本文认为, 不应为研究泰南问题而研究泰南问

题, 而应突破泰南地区, 以它为缩影, 着重分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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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乃至整个区域的国际政治问题。为此, 本文主

要从塞缪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发, 挖掘泰南

冲突的文明模式, 并希望能为其它类型的文明冲突

提供有益的思维方式和参考模型。

亨廷顿在 5The C lash of C iv ilizat ion? 6 中, 总

结了促使国家结盟的四种因素: 王朝亲缘、地缘因

素、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和文明
[ 1]
。文化和文明是

亨廷顿提出的冷战后重组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 文化不同的民

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0 [ 2]
在当今国际社会, 文化

和文明的作用正逐渐凸显。

二  泰南冲突的伊斯兰文明因素
(一 ) 穆斯林的忠诚认同

亨廷顿认为,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

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0[ 3 ]
泰南马来穆斯林和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所有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自然同

属于伊斯兰文明。同时, 泰南马来穆斯林又与马来

西亚有民族上的亲缘关系, 因此马来西亚是泰南马

来穆斯林宗教和民族的双重亲缘国家, 是其最亲密
的亲缘国家。这也折射出泰南冲突并不是单一的宗

教或民族冲突, 而是宗教和民族的双重冲突。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 小集团和大信仰, 即部

落和伊斯兰信仰, 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 而民

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0 [ 4]
, 这就是穆斯林的 U形

认同曲线。虽然严格来讲, 马来人是一个民族而不

是部落, 但因为泰南马来人很少与北部泰人通婚,

历史上一直与马来半岛中部这一狭窄地域上的马来

人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 这又让他们有了类似部落

的特性。因此从认同角度看, 马来半岛中部的特定

马来人可以被视为部落。从穆斯林的 U形认同曲

线可以推断, 泰南马来穆斯林希望加入马来西亚,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有多高, 而是因

为加入马来西亚他们就可以和同样的穆斯林、同样

的马来人在一起, 是出于宗教的认同。

(二 ) 伊斯兰文明核心国家的缺失

国家认同处于穆斯林忠诚的最低点, 而更严重

的是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 /缺少核心国家是
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

弱的一个根源, 也是它对其它文明构成威胁的根

源。0 [ 5]
亨廷顿列举了六个可能成为伊斯兰世界领

导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
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

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0, 但目前它们都不具备成为
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

[ 6]
。

这点反映在泰南冲突上, 就是那些试图成为伊斯

兰世界领袖的国家以及各种伊斯兰组织对泰南马来穆

斯林的支持的杂乱、不统一, 甚至相互竞争。给予泰

南马来穆斯林支持较多的伊斯兰国家有马来西亚、叙

利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科威特等; 伊斯兰组织

有巴基斯坦成立的 /世界穆斯林大会0 (W orld Mus2
lmi Congress)、沙特阿拉伯成立的 /穆斯林世界联
盟0 (Rabtiah al2A lam al2Islam i)、 /伊斯兰会议组织0
( Orgnization o f the Islam ic Conference) 及 /达鲁伊夫
塔0 (Dalu Ifta)、科威特的 /阿尔沃贾得党 0 (A l2
Augat) 和叙利亚的 /巴阿特党0 ( Baath) 等。给予

支持的国家和组织很多, 但它们却各支持一方, 并未

形成一股合力。如果伊斯兰世界存在核心国家, 那么

这种支持可能就会更集中和有效得多。

(三 ) 马来西亚的特殊角色

这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对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支

援, 主要通过资金支持、人员培训、提供据点、舆论

宣传、道义支持等手段。而作为泰南马来穆斯林双重

亲缘国家的马来西亚介入泰南冲突的方式, 除了以上

所列举的外, 还显得比较复杂。陆继鹏总结了马来西

亚卷入泰南冲突的三个方面: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政
党和组织0、 /马来西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0 及 /泰、
马共产党因素的卷入0[ 7]

; 李一平和吴向红还提到了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浪潮和移民难民政策对泰南冲

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 如果从文明角度看, 马来西

亚扮演的是 /第二层次参与者0[ 8]
的角色, 而且是伊

斯兰方面最重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

三  泰南冲突的佛教文明因素

(一 ) 佛教文明的事实存在

亨廷顿主张以宗教来界定文明, 但他却没有将

信仰人数达 3124亿
[ 9]
的佛教归为一种主要的文明,

他强调佛教的被吸收进本土文化、受社会压制、不

被人们首先认同是它不能成为主要文明的原因。实

际上, 任何一种宗教都被不同程度地吸收进本土文

化并产生各种变种, 三大宗教都经历过大分裂; 所

谓 /受社会压制0, 无非主要指宗教和政治的分离、
教权受世俗权力的限制, 目前几乎所有宗教也都如

此; 而 /不被人们首先认同 0 更不是一个理由, 根

据西方人的倒 U形忠诚强度曲线, 民族国家处于忠

诚顶点, 宗教忠诚则不那么强烈, 既然如此, 为什

么西方基督教能归入主要文明而佛教却不可以呢?

佛教文明作为一种主要文明是事实存在的, 它

的范围包括南亚 (主要是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

卡 )、东南亚 (主要是中南半岛 )、东北亚 (中国

的西藏和其它地区、蒙古、朝鲜、韩国和日本 ),

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重叠。

(二 ) 佛教文明核心国家的缺失

和伊斯兰文明一样, 佛教文明同样缺乏核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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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历史上扮演这一角色的或许有印度和中国, 但

现在情况已经不同: 中国无意于挑起这一担子, 印

度基本上背叛了佛教文明, 其它佛教国家则没有实

力担当此任。

核心国家的缺乏加剧了佛教文明的分化, 特别

是教派化和地区化。分化的结果是各教派的利益基

本上互不攸关, 这就降低了它们对本文明内部成员

利益的关注, 因此各教派在政治上的联系远不及伊

斯兰教内部密切。虽然同是缺乏核心国家, 伊斯兰

文明是 /没有核心而人人都争核心0, 至少有六个
/核心候选国 0 在激烈地竞争, 为争夺核心地位而

积极发展文明内部的政治联系; 而佛教文明是

/本有核心而核心不愿当头 0, 中国和印度都表现
出较为谨慎消极的态度, 政治联系发展相对滞后,

甚至还不如伊斯兰文明。

这点反映在泰南问题上, 就是泰国政府在冲突

中的 /孤单 0, 它基本上没得到佛教其它国家或地
区的支持。当然这也因为在泰南冲突中, 佛教文明

的利益基本上并未受到损害。对穆斯林来说, 他们

的文明受到了泰国政府的不公待遇; 但对佛教徒来

说, 这顶多是一个佛教文明能否进入南部四府的问

题。穆斯林会说他们是受害者, 而佛教徒则完全可

以表现得宽容随意得多。

虽然佛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核心国家, 但

各教派却有自己的支柱国家或地区: 大乘佛教的支

柱国家目前仍是中国, 上座部佛教的支柱国家是泰

国, 密教或藏传佛教的支柱地区是中国西藏。它们

发挥着类似次核心国家的作用, 以此来弥补核心国

家的缺失。

(三 ) 佛教徒的忠诚认同

佛教徒的认同曲线和西方人或穆斯林都有不

同。西方人是倒 U形, 穆斯林是 U形, 佛教徒则

可能是 U形、倒 U形、 /厂0 字形或 J形, 这在各

国各地区各派别都各不相同。至于泰国上座部佛教

徒, /厂 0 字形的忠诚认同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泰

人, 对民族国家和宗教的认同是统一的, /国王是
民族和宗教的象征 0 [ 10]

, 而 /宪法规定, 国王必

须是佛教徒, 国家、宗教和国王神圣不可侵犯, 政

府历届总理也都是佛教徒 0[ 11]
。

(四 ) 泰国政府的特殊角色

泰国主体宗教民族对国家和宗教认同的统一,

一方面给了泰国政府具备国家和宗教双重身份的机

会; 同时更让泰南马来穆斯林倍感孤立。泰国政府

对泰南冲突的介入体现在: 一方面它是冲突的当事

方之一¹; 另一方面它又由于自己在上座部佛教的

支柱地位而同时扮演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角色。

四  英国、日本和恐怖主义因素

(一 ) 英国、日本和恐怖主义对泰南冲突的介入

历史上, 英国和日本都在殖民和侵略东南亚的

过程中卷入了泰南问题。英国在泰南主要做了三件

事: 第一, /逼迫泰国于 1909年签订了 5英暹条
约6 ,,泰国将吉兰丹、吉打、丁家奴和玻璃市
让给英国, 而英国则承认泰国对北大年地区的统治

权0 [ 12]
, 这直接导致后来马来穆斯林被强行分入泰

马两个国家, 成为跨国民族; 第二, 英国 /大力
支持北大年王国末王之子东古#玛哈伊丁, 并承诺

战后将帮助玛哈伊丁恢复原北大年王国0 [ 13 ]
, 最后

事实证明英国只是给了泰南马来穆斯林一个独立建

国的空头支票; 第三, 默认马来亚脱离英国, 并且

没有帮助泰南四府加入新独立的马来亚联盟。

而日本介入泰南问题主要是通过支持披汶政府

在泰国执政, 默许其施行国家主义政策。这实质上

就是 /提倡大泰族主义0
[ 14]
的泰化运动, /漠视甚

至损害国内其它少数民族的利益0 [ 15]
, 无疑恶化了

泰南问题。

介入泰南冲突的恐怖主义势力可分为两股: 一

股是由泰南马来穆斯林建立的伊斯兰组织, 如北大

年民族解放阵线 ( BNPP)、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

( BRN )、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 ( PULO )、北大年

伊斯兰圣战运动 ( GM IP)、北大年独立联合阵线

( Bersatu) 等, 正越来越恐怖主义化; 另一股是国

际恐怖主义组织, 如 /伊斯兰祈祷团 0 ( Jem aah

Islam iyah)、 /自由亚齐运动 0 ( G erakan A ceh M er2
deka) 等, 甚至还有 /基地组织 0 的介入。这些
恐怖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在泰南猖獗, 离不开当地马

来穆斯林的默许和支持。

(二 ) 冲突双方文明的 /第三者0
这里之所以将英国、日本和恐怖主义归为一类

来考虑, 是因为它们都属于冲突双方文明的 /第三
者0。英国属于西方文明; 日本属于日本文明; 恐怖

主义虽不是一种文明, 却可以被视为代表野蛮的、

所有文明的对立面。泰国政府和泰南马来穆斯林对

这三个并不属于己方文明、也不属于对方文明的

/第三者0, 态度惊人地一致: 不是抵触, 而是求助

或利用它们来为自己在泰南的利益服务。泰国披汶

政府利用日本势力大搞泰化运动。而泰南马来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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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也直接、深入地参与了泰南冲突。因此, 本文将泰国政府视为冲突的当事方之一。



林则求援于英国殖民政府, 如 /已被剥夺王位的北
大年王族成员恳求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帮助泰南

四府从泰国独立出来0[ 16 ]
、 /泰南穆斯林领袖东古 #

纳萨尔于 1945年 11月初向英国殖民部长控诉泰国

-压迫 . 下当地穆斯林所遭受的苦难0[ 17]
等; 当英国

撒手不管后, 他们便越来越依靠恐怖主义来达到他

们自治、独立或加入马来西亚的目的。

冲突双方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求助或利用两者文明

的 /第三者0 呢? 根本原因还是冲突双方所属的文明

都缺乏核心国家。没有核心国家为它们提供统一、有

效的支持, 它们只好求助于这些看起来都比较强大并

似乎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 /第三者0。而日本是日
本文明的核心国家, 英国则是当时西方文明的核心国

家, 恐怖主义看起来似乎是文明对立面的 /核心组
织0。无论泰国政府还是泰南马来穆斯林都希望有一
个核心国家或组织能帮它们一把, 即便是外来文明的

核心国家或反文明的核心组织也好。

五  泰南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文明模式

(一 ) 东南亚的主要文明及其冲突

东南亚主要有五种成熟的宗教: 佛教、伊斯兰

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儒教。相应地, 东南亚就应

该有五种主要文明。但这五种主要文明中, 在东南

亚内部能形成比较集中、强大和大范围的文明圈

的, 或许只有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属佛教文明

的有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 属伊斯兰文明的

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

这两大文明的交汇处正是泰南地区, 它是东南

亚佛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碰撞和冲突的断层线。泰

南冲突和所有断层线冲突一样, 容易染上 /亲缘
国家综合征 0 [ 18]

, /冲突双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
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 0 [ 19]

, 冲突最后 /通常需
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 0 [ 20]

。

(二 ) 亨廷顿的一般模式

亨廷顿总结了断层线战争的一般结构模式, 如

图 1
[ 21 ]
。A1和 B1是第一层次参与者, 是 /实际上

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0 [ 22]
; A 2和 B2是第二层次

参与者, 是 /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0 [ 23 ]
;

A 3和 B3是第三层次参与者, /它们更远离实际战
斗, 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 0 [ 24]

, /往往
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 0 [ 25]

; Ad和 Bd是第一层次参

与者的在外散居者。

但如果将该模式代入泰南冲突, 会出现一些问

题。若用 A1表示泰南马来穆斯林, B1表示泰国政府,

那么 A2、B2应该是什么呢? 给予泰南马来穆斯林直

接帮助和支持的亲缘国家或组织很多, 它们都应是第

二层次参与者, 因此 A2不止一个。而泰国政府既是

第一层次参与者, 也是第二层次参与者, 因此不应将

B1和 B2分开。由于冲突双方所属文明都缺乏核心国

家, 因此并不能找到与 A3和 B3相对应的项。至于在

外散居者, 由泰南马来穆斯林组成的恐怖主义或许可

看作 Ad, 他们大多通过留学、朝觐、经商、务工或偷

渡的方式流亡在外, 接受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基地组织

的训练, 再择机进入泰南。但泰国政府的在外散居者

是谁呢? 显然没有。因此, 很有必要对 /在外散居
者0 角色进行相关修正。此外, 该模式不能将确实卷

入泰南冲突的 /文明的第三者0 ) ) ) 英国、日本和
国际恐怖主义纳入其中。

图 1 复杂断层线战争的一般结构模式

(三 ) 泰南冲突的文明模式

亨廷顿的模式不完全适用于泰南冲突并不意味

着该模式无效和错误。本文通过对该模式的借鉴和

修正, 总结了图 2的泰南冲突的结构模式。首先,

将卷入泰南冲突的所有伊斯兰国家和组织都视为第

二层次参与者; 将泰国政府同时视为第一和第二层

次参与者并合为一项。其次, 根据 /对第一层次参
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 通常是在外

散居者0 [ 26]
的特点, 将卷入泰南冲突的国内国际恐

怖主义和泰国主体宗教民族分别视为冲突双方的在

外散居者角色, 而不管它们是否在外散居。最后,

把曾经的英国和二战时的日本引入并放在冲突方下

部, 突出体现它们扮演着类似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

者的角色。通过划分文明圈或反文明圈, 很清晰地

看到冲突双方文明和文明的第三者。很明显, 这是

一个双方都没有文明核心国家的宗教与民族冲突。

核心国家的缺失使冲突显得更杂散, 易于失控。

那么这些行为体又是如何互动的呢? 图中用了

四种线条 ) ) ) 暴力、支持、克制和谈判来描述这些
互动。暴力指直接的冲突, 发生在泰南马来穆斯林

和泰国政府之间。除恐怖主义和泰国主体宗教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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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冲突一方外, 所有第二层次参与者或类似

第二、第三层次参与者对冲突方的支持都是有所保

留的, /在支持的同时, 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

参与者, 并诱导它们降低自己的目标 0[ 27]
, 因为

/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 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

与者是有利的0 [ 28]
。此外, /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

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

者谈判, 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

的更广泛的战争 0[ 29]
。这里的 /谈判0 并一定指真

正的谈判, 它也表示一种非直接的冲突。由于泰国

政府是冲突一方唯一的第二层次参与者, 因此各方

基本上都要和泰国进行谈判或有间接冲突。当然,

围绕泰南问题, 谈判和间接冲突也发生在英国和马

来西亚、英国和日本、日本和马来西亚之间。

图 2 泰南宗教与民族冲突的文明模式

  (四 ) 泰南冲突的控制机制

由于冲突双方都没有文明核心国家, 这种冲突

是很容易失控的¹, 但泰南冲突却未发展成国家间

的战争, 为什么呢?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
民而进行的斗争, 在更多的情况下, 是为了控制领

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 通过

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 即 -种族清
洗 . , 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0[ 30]

种族清

洗往往是冲突失控的先兆, 是国家间战争的前奏。

令人欣慰的是种族清洗并未在泰南冲突中发生。

如果从图 2抽出泰南冲突的三个最关键的行为

体, 则可以得到图 3冲突的核心三角模式。不难发

现, 是否会发生种族清洗, 主要看泰国政府的行

为。但所幸至少目前这个主要由佛教徒组成的政府

克制了自己的行为, 这或许得感谢佛教信仰中行善

和不杀生的信条。而且佛教和伊斯兰教并不像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伊斯

兰教之间一样有非常严重的相互伤害、厮杀、侵略

和征服的历史。这点非常重要, 许多冲突通常源于

人们对历史仇恨的记忆。

泰南冲突是否会发展成国家间的战争同时取

决于马来西亚的行为,因为假设有这样一场战争,

图 3 泰南冲突的核心三角模式

泰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将是最有可能的首先交战国, 而

其它行为体则随后才决定是否参战。泰南地区并不像

大部分发生战争的断层线一样是 /强烈地象征着一方

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 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

的权利的圣地0[ 31]
, 它虽然是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的交汇区, 却都处于双方文明的边缘, 因此并未成为

争夺的文明关键地区。但是, 如果马来西亚和泰南马

来穆斯林都强烈声称 /北大年是穆斯林和马来人的北

大年0、 /佛教徒和泰人从这里滚出去 0, 并采取强硬

行动的话, 那么围绕泰南的领土争夺就会被激起并有

可能升级成泰马战争, 继而成为佛教 ) 伊斯兰教战
争, 泰南将成为东南亚的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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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第二层次参与者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限制第一层次参与者, 而泰国政府则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因此, 作为最主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和最核心

的成员, 泰国政府和马来西亚都有责任避免泰南冲

突的进一步激化。泰国政府需要改变它的 /大泰

族主义 0 作风, 实行宗教和民族的包容融合政策,

而马来西亚更应放弃它的 /泛马来亚 0 主张¹并限

制泰南马来穆斯林的过激行为, 只有这样泰南冲突

才可能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烈度之内。

六  结语

所谓的文明因素, 实质上主要是通过影响国家

的归集 (G roup) 来影响国际关系。文明影响的是

人的忠诚认同, 它使国家迅速地知道谁是它可能的

敌人, 谁是它可能的朋友。而区分敌我, 是冲突的

前提, 也是冲突的潜在原因。只要文明的影响因素

继续存在, 这种冲突就注定不会消失, 但却可以被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烈度之内, 避免其发展

成为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

由于泰南冲突双方都没有文明核心国家, 要避

免冲突发展成为国家或文明集团之间的战争, 除了

需要其它行为体的自制和相互制约外, 尤其需要泰

国政府和马来西亚发挥关键作用。总之, 泰南冲突

并不是简单的国内冲突, 我们更应看到它的文明因

素, 并努力找到控制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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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马来西亚的 /泛马来亚伊斯兰教党 0 曾主张将周边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文莱和泰国邻近的穆斯林区域都整合进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