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印尼社会特点看
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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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伊斯兰

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较小。这是由印尼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印尼是多元种族社会,

主张融和的爪哇文化占主导地位,印尼穆斯林大都属名义穆斯林,加之威权政治

下的弱政党制度,使得印尼人更拥护潘查希拉而不是伊斯兰教为立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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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两亿多人口中,约85%是穆斯林。印尼伊斯

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既不同于中东国家, 也不

同于其近邻马来西亚,印尼属于伊斯兰教弱

政治化国家。

伊斯兰教是政治性很强的宗教。随着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伊斯兰教开始越来越

多地进入政治领域, 但由于各国伊斯兰教势

力的强弱、现代化的程度、社会文化及地区周

边环境存在差异, 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教政

治化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笔者认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与政治

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强政治化, 也可称为伊斯兰激

进主义,以伊朗为代表。这类国家的伊斯兰势

力夺取了国家政权, 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

的主要依据,并强调以伊斯兰教原则解决各

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79年伊朗霍梅尼

革命胜利后, 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

领域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在这类国家中,不仅

伊斯兰教政治化,政治也完全伊斯兰化了。

第二种是中政治化, 也可称为伊斯兰温

和主义,以埃及和马来西亚为代表。这类国家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实行政教分离政策,追

求政治、经济及教育体制的世俗化。但随着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

作用逐渐加强,具体表现是伊斯兰教成为政

治合法性的标志, 不少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

持都竞相打出伊斯兰教的旗号;政府将伊斯

兰教作为政策合理性的辩护工具,并以伊斯

兰教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 但对以推翻现政

权、建立伊斯兰教国为目的的伊斯兰极端组

织坚决镇压。可以说, 在这类国家,有不同程

度的伊斯兰教政治化,但政治还没有伊斯兰

教化。

第三种是弱政治化, 以土耳其和印尼为

代表。在这类国家中, 伊斯兰教不是国教,政

府奉行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制度,

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较小, 也不是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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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可以说,在这类国家,伊斯兰教基本没

有政治化,政治更没有伊斯兰化。

印尼独立以来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可

分为三个时期: 苏加诺时期 ( 1945～1965

年 )、苏哈托时期( 1965～1998年)和后苏哈

托时期( 1998年至今)。不论是苏加诺时期还

是苏哈托时期, 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一直受

到压制。苏加诺取缔了伊斯兰政党马斯友美

党¹ ,苏哈托则将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合并成

一个政党,并弱化了其伊斯兰教特点,同时将

所有伊斯兰教组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后

苏哈托时代历经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

苏西洛四任总统, 国家处于失序和混乱状态,

沦为“弱国家”,其特点是政府行政能力下降;

社会结构冲突严重、趋向涣散º 。后苏哈托时

期,印尼各种势力争斗不休。其中既包括各政

党、军队、警察、民众团体、极端组织, 也包括

伊斯兰势力和地方分离势力。伊斯兰教在倍

受压抑后,其能量在新形势下重新释放,伊斯

兰政党纷纷建立, 并高举伊斯兰教大旗参与

政治, 显现出伊斯兰教从政治边缘向中心进

发的势头。但从1999年和2004年的选举结果

来看, 伊斯兰教在印尼政治中的影响仍然十

分有限。

二

印尼伊斯兰教弱政治化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立国的基础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潘查

希拉( Pancasila,亦称建国五基)。

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 1950年 8月统一

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新生

的共和国实行自由民主制, 政教分离,以潘查

希拉为国家指导思想,即民族主义 (印尼的

统一)、人道主义、协商和代表制下的民主、实

现社会的正义与繁荣以及信仰神道。信仰神

道被列为第一基, 苏加诺提出宗教信仰应当

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不只是印

度尼西亚人民要信仰一个神,而且,每个印尼

人应该信仰各自的神。基督教徒应依照耶稣

的指示信奉其上帝, 伊斯兰教徒应依照穆罕

默德的指示信奉其真主,佛教徒应依照他们

自己的经典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是,让我

们大家都信仰神。”» 于是, 在印尼,伊斯兰

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地位平等,

宗教信仰自由。印尼85%的人口信仰的伊斯

兰教并没有被定为国教。潘查希拉原则一直

为后来的历任总统和大部分民众所遵循。

二是伊斯兰教不是政治合法性的标志。

苏加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他不断掀起

的革命运动,苏哈托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经

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在印尼,伊斯兰教很少像

在马来西亚或中东国家那样成为政治动员的

工具。尽管印尼有少数激进组织以伊斯兰教

为号召进行反政府宣传,但政府和合法政党

很少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印

尼,伊斯兰教仅被用来对某些政策的合理性

进行辩护,如计划生育。另外,伊斯兰教还部

分地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 如印尼政府不仅

镇压伊斯兰极端组织,还严密控制乌来玛和

伊斯兰教组织,并通过其控制穆斯林。

三是伊斯兰教政党在政治中难以发挥较

大作用。

在印尼政治舞台上, 始终是主张潘查希

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唱主角, 如苏加诺时期

是民族党,而曾发挥较大政治作用的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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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澳大利亚〕J· D·莱格:《苏加诺政治传

记》,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 183页。

庄礼伟:《“弱国家”形态及其根源:印尼的案例》,

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 2期,第 27页。

马斯友美党成立于 1945年,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

基础的政党, 1952年该党党章规定其宗旨是“在个人生活、

社会和印尼共和国实现伊斯兰原则和法律”。B. J. Boland,

“Th e St ruggle of Islam in Moder n Indonesia ( 1950-

1955)”, in Ahm ad Ib rahim, Sh aron S iddique an d Yasmin

Hus sain, eds . , Reading s on I slam in S outheast A sia,

Inst itute of S 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 gapore, 1985, p.

138.



教政党马斯友美党则于1960年被取缔。在苏

加诺统治后期伊斯兰政党在政治中几乎不起

任何作用。

苏哈托时期是专业集团占据政治舞台的

中心。为了牢固控制权力, 1973年苏哈托要

求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号召的政党联合组成建

设团结党。该党包括几个穆斯林政党组织, 即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NU )、穆斯林党( M I)和

伊斯兰协会( SI)等。尽管建设团结党没有明

确的行动纲领,没有公认的领袖,又由于党派

纷争而软弱不堪, 但它毕竟贴有伊斯兰教的

标签,因而获得了一些穆斯林的支持。在1977

年、1982年大选中建设团结党分别获得29.

3%和28%的选票。在亚齐和雅加达,建设团

结党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专业集团¹ 。面对这

一情况, 苏哈托决定对建设团结党采取更加

严厉的措施。1982年8月16日苏哈托在一次

讲演中要求所有政党和宗教组织都应以潘查

希拉为指导思想。1984年国会通过决议, 正

式要求所有政党和组织接受潘查希拉, 放弃

自己原有的宗旨。建设团结党不得不降下伊

斯兰教的旗帜, 把潘查希拉作为党的惟一指

导原则, 党徽也从麦加圣殿变为没有宗教色

彩的五角星,从而抹去了它的最后一点伊斯

兰教痕迹。

后苏哈托时代, 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增

大,主要表现是以伊斯兰教为指导思想的政

党纷纷建立并在选举中取得较好成绩。1999

年大选中,共有30个以潘查希拉为指导思想

和15个以伊斯兰教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包括

建设团结党、星月党、正义党等)参加选举。结

果伊斯兰教政党共获得 17. 8%的选票º 。

2004年议会大选中,共有24个政党获准参加

选举,其中5个是伊斯兰政党,结果专业集团

得票第一, 民主党第二, 伊斯兰政党(主要是

建设团结党和正义福利党)获得约15%的选

票» 。

三

为何伊斯兰教在印尼这个穆斯林大国的

政治中的作用如此之小?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宗教政治化程度

与诸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种族分布、文化传

统、政治文化、政治架构、国际环境等,印尼伊

斯兰教政治化程度也与上述因素息息相关。

笔者主要从印尼的穆斯林特点、种族构成、政

治文化和政治架构等多个层面来分析其伊斯

兰教弱政治化的原因。

(一)虔诚穆斯林与名义穆斯林

印尼穆斯林的构成是多元的。印尼信仰

伊斯兰教的部族主要有: ( 1)爪哇族,占印尼

人口的47% ,分布在东爪哇和中爪哇; ( 2)巽

他族,占人口14% ,分布在西爪哇; ( 3)马都拉

族, 占人口 7% , 分布在马都拉岛和东爪哇;

( 4)米南加保族, 占人口3. 4%,分布在苏门答

腊; ( 5)马来族, 占人口1. 6% ,分布在苏门答

腊等沿海地带; ( 6)亚齐族, 占人口 1. 4%, 分

布在苏门答腊北部。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上述

部族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上有很大差异。一般

来说,巽他族、马来族和亚齐族对伊斯兰教信

仰较为严格,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而爪哇

族、米南加保族和马都拉族深受印度教、佛

教、万物有灵论和母系氏族传统影响,对伊斯

兰教的信仰知之甚少,不严格遵守教规和教

义。通常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的穆斯林被

称为虔诚穆斯林——“圣特里”( Sant ri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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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Suryadinate, Elect ions and P ol it ics in

I ndone sia, Ins titute of Southeas t Asian Studies,

Sin gapore, 2002, p. 106.

1977年大选中,建设团结党在雅加达和亚齐分别

得到 43. 5%和57. 3%的选票, 而专业集团在上述两地的得
票率分别为 39. 4%和 41. 2%。Leo Suryadinate, Mili tary

A scendancy and P ol iti cal Cul tur e, Center for Inter nat ional

Studies, Ohio Univer sity, Ohio, 1989, p. 77.



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的穆斯林则被称为名

义穆斯林——“阿班甘”( Abangan)。前者约

占印尼穆斯林人口的 30% ,主要分布在爪哇

西部和苏门答腊等地, 后者占70%,主要分布

在爪哇中部和东部。

但是不少学者指出, 80年代以来随着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印尼人对伊斯兰教认

同加深,不少阿班甘的后代成为圣特里,圣特

里的人数和比例都在增加¹。尽管如此,印尼

大部分穆斯林仍属名义穆斯林。印尼共和国

的六任总统, 除瓦希德外, 都属于“阿班甘”。

瓦希德总统也有很多行为并不符合严格的伊

斯兰教义,如他相信超自然力量,宣称经常要

去圣墓,接受与圣徒的心灵对话等。正是因为

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一般民众, 都是阿班甘占

主导地位,所以印尼社会伊斯兰化程度远远

比不上中东国家和马来西亚。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印尼穆斯林乐于接受潘

查希拉, 为什么印尼的伊斯兰学者极力倡导

的是印尼社会的伊斯兰化而不是建立伊斯兰

教国, 为什么伊斯兰政党并不能得到大部分

穆斯林的支持。

(二)主张和谐、融合的政治文化

印尼的文化传统以爪哇文化为主导, 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印尼的政治文化。这一政

治文化限制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性。“政治文化

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

度、信仰和感情。这一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

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所形

成。”º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行

为规范、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文化因素会对国

家政治产生影响。居住在爪哇的印尼人占印

尼总人口的65%, 爪哇族占印尼人口的47%。

爪哇文化构成了印尼主导文化,其来源是当

地的神秘主义、万物有灵论、印度教、佛教、各

种神话传说以及伊斯兰教, 这些来源互相融

合,以皮影戏和宗教仪式反映出来,深深影响

了爪哇人的伦理道德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和生活方式。从中产生的一些观念,如和谐的

大一统观、融合与容忍等观念都影响到印尼

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和谐的大一统观念是爪哇人世界观的基

本要素之一,强调兼容并蓄、包罗万象, 进而

形成一个和谐统一体。中国学者张锡镇指出,

“根据爪哇人的观念,世界万物被看作组合起

来的单一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所谓的神。所有

一切都来自于神,回归于神。神主宰一切,又

包容一切。这种超自然力的神为世界万物规

定了各自适当的相互依赖和共存的关系, 于

是一切都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之中。”»

新加坡前驻印尼大使李炯才也持类似观点,

他认为爪哇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异中求同,

相依共生¼。

融合与容忍观念也是爪哇文化的重要特

点,强调文化的融合和宽容。爪哇文化本身就

是由多种源流融合而成,“爪哇有宽容和调和

各种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传统。农村社会中的

精灵主义和通神思想,以及印度教思想与神

秘主义, 王室宫廷的爪哇贵族关于天道与世

道并行论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思想,都在共处

并存。”½有一事例可以突出表现爪哇文化的

融合性。据李炯才先生说,他在婆罗浮屠遇到

一位导游苏哈索诺, 此人自称既是佛教徒又

是穆斯林,“我信奉先知穆罕默德和安拉。但

我却遵循佛教徒的生活。我看不出这两者有

56

当代亚太　　2005年第5期社会·文化

¹

º

»

¼

½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93页。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

版社 1978年版,第 5页。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0～401页。

加·阿尔蒙德、杰·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
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Niels Mu lder , ed. , Insid e I ndonesian S oci ety: A n

I nterp retation of Cu ltu ral Chang e in Java, Edit ions Duang

Kam ol, Bangkok , 1994, pp. 184-187.



什么理由会有冲突的地方。”¹ 这种集多种信

仰于一身的人在爪哇为数不少,而苏加诺就

是其中的一个, 其思想来源既有爪哇神秘主

义、印度教、伊斯兰教, 也有西方民主思想, 他

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苏加诺是怎样一个人

呢?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一个伊斯兰教徒吗?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读者们,苏加诺是所有

这些主义的混合体。”º

和谐、异中求同、相依共生、融合和宽容

是爪哇文化的不同方面,它们互相联系,相辅

相成。在爪哇文化中, 宗教信仰、政治观点都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大家和谐地生活在

一个共同体中, 那就要异中求同、互相宽容、

彼此协商,最终达到融合。正因如此,才会有

苏加诺早年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

主义相融合的旧三元论,晚年将民族主义、宗

教和共产主义揉和在一起的新三元论——纳

沙贡( N ASAKOM ) , 才会有苏加诺提出的建

国五基潘查希拉, 才会有以后历任总统都将

潘查希拉作为建国的基础, 而更重要的是, 大

部分印尼民众才会接受潘查希拉,对将伊斯

兰教与其他宗教等同的安排安之若素。

潘查希拉可以说是印尼政治文化的最高

境界,用苏加诺的话说, “如果我把五个原则

合成三个,又把三个合成一个,那么我就能够

用纯粹的印度尼西亚语说出来, 那就是:互助

合作。我们将要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必须

是互助合作的国家。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一

个互助合作的国家。”» 苏哈托则更强调潘查

希拉的“协调”、“平衡”和“团结”, “我们的问

题是如何协调稳定和前进, 如何协调对安全

的需要和高速发展运动的需要⋯⋯我们务必

协调理想和现实。”¼为了协调和平衡, 他要

求各政党和团体只能以潘查希拉为指导思

想,并引入协商的方法, “潘查希拉要求我们

通过协商取得一致。只要存在分歧就应该通

过协商加以解决。”½ 在和谐、异中求同、相依

共生、融合和宽容的理念下,苏加诺将所有东

西都放在潘查希拉这个筐里, 而苏哈托则加

上协商一致,将筐里的东西搅拌融合,以此来

消除不同意见,达到表面上的和谐。

(三)多元种族与分散的地理

印尼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有

300多个部族, 居住在众多岛屿上,使用50多

种语言,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其中,爪哇文化、

马来文化、巽他文化和巴厘文化最发达。这些

种族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万物有灵、

神秘主义等等,尽管后来伊斯兰教占主导地

位,但其他宗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对各种族

和地域产生不同影响。中爪哇和东爪哇是名

义穆斯林地区,亚齐、西爪哇、南苏拉威西是

虔诚穆斯林地区,巴厘岛则是印度教地区。

在前殖民地和殖民地时代,印尼各地区

和各种族并不是政治统一体, 在民族独立斗

争中,才逐渐形成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概念。为

了使其他种族加入独立后的印尼,在独立运

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爪哇人尤其是苏加诺发扬

融合、和谐和宽容的爪哇精神,不强调伊斯兰

教的突出地位,而提出潘查希拉,力图包容主

要文化和宗教,达成各种族的团结。1945年,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领导人瓦希德·哈斯伊姆

也指出, 对穆斯林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

“伊斯兰教在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而是“我

们用什么方式确保所有宗教在自由的印度尼

西亚的地位?我们最需要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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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¹ 政治精英们希望用弱化伊斯兰教的方

式来团结各种族,维持国家的统一。正如1953

年苏加诺在加里曼丹的一次讲话所言,穆斯林

关于建立伊斯兰教国的要求将分裂国家, “我

们的国家是全体印尼人的国家,如果建立以伊

斯兰教为基础的国家,许多不是伊斯兰教的地

区, 如巴厘、弗洛勒斯岛、卡伊群岛和苏拉威西

将退出。西伊里安也不再成为印尼国土的一部

分, 也不想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º

但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天然有与中央政

权对峙的倾向。伊斯兰教和地方分离主义结

合在一起,在苏加诺统治时期就发起多次叛

乱。亚齐分离主义运动从苏哈托时期开始就

一直是印尼最难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印尼的

社会矛盾主要不是表现在不同宗教之间, 而

是表现在不同种族和地域的穆斯林之间, 严

格来说是以爪哇为代表的阿班甘和以苏门答

腊为代表的外岛圣特里之间的对抗。印尼要

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首先是要树立潘查希

拉,强调只有和谐、宽容、平衡、融合才能保证

国家和社会的统一, 突出任一方面都会导致

社会的分裂,所以印尼政府从不强调伊斯兰

教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是保证权力高度集中,

这直接导致了苏哈托的威权统治。

(四)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

印尼一直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 但不同

时期有不同特点。苏加诺统治初期,总统没有

实权, 政党权力较大; 后期是“有领导的民

主”,总统权力增大,政党权力较小。苏哈托时

期总统和军队权力极大,政党几乎已成陪衬。

后苏哈托时期政党势力重新崛起,而军队权

力减小。

尽管独立以来印尼政治舞台上总统、政

党、军队的权力互有消长,但大部分时间都是

总统和军队唱主角,政党表现软弱,这对伊斯

兰教的弱政治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历任印尼

总统都是潘查希拉的坚决维护者,即使是圣

特里出身的瓦希德总统也一向支持潘查希拉

原则, 并认为印尼的民族团结应基于潘查希

拉而不是伊斯兰教。早在苏哈托时代,他就说

过:“潘查希拉是一系列原则,它将永存,它是

我们努力追求的国家信念, 我将用生命保卫

潘查希拉⋯⋯”»任总统后,他也一再重申潘

查希拉原则。大部分总统,尤其是苏加诺和苏

哈托认为伊斯兰教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 一

直压制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军队更是潘查

希拉的保卫者,视伊斯兰教为不安定因素,对

伊斯兰极端组织坚决镇压, 对一般伊斯兰组

织的活动则严密监控。

一般来说,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它能

有效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充当社会势力与

政府联系的纽带。政党竞争反映了不同利益

集团的竞争,为获得选民支持,政党通常使用

最富有号召力、最为选民关心的议题。在很多

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是最有号召力的旗帜

之一,因而政党竞相利用伊斯兰教做宣传。但

印尼的弱政党制使其几乎不能利用伊斯兰

教,苏哈托为加强政治控制,简化政党, 导致

伊斯兰教政党丧失了伊斯兰色彩,使得伊斯

兰教不能用于宣传和动员的目的,削弱了其

政治性。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局大变,印尼

政党不再是弱政党, 纷纷建立的伊斯兰教政

党打着伊斯兰旗号以吸引选民。在政党竞争

中,伊斯兰教的宣传和动员作用有所上升,但

从选举结果和政治运作来看, 伊斯兰教在政

治中的作用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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