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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中的菲律宾伊斯兰化厉史进程

史 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北京 1《XX )84)

〔关键词〕伊斯兰教 ; 菲律宾 ; 东南亚 史

〔摘 要」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 一 直是现代菲律宾社会的热点
.

历史 上的菲律宾也经受过伊斯兰教的重大影响

伊斯兰教传人菲律宾是它在东南亚迅猛的传播
、

扩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传人非律宾的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在

全球视角中
,

非律宾的伊斯 兰化始于伊斯 令在全世界范围内东扩到达东南亚
,

一面是伊斯兰教东进
,

一面 是西班牙西进
、

葡萄牙东进
,

在东南亚东端的菲律宾相遇碰撞 所以菲律宾的伊斯兰化是整个伊斯兰 l迁界的扩张及其
‘j基督教世界的争夺

「
卜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是基督教世界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远东与伊斯兰世界再次发生文明冲突的碰撞的标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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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是一个大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
,

全国 8
,

300 万

人 日 中
,

85 % 信仰罗 马天主教
,

5% 信仰伊格莱西亚 (Ig le
-

、 , a )
‘

阿格利拜 (A sli ha ya。 、 等独立教派 叭 另外还 有 5 %

信仰伊斯长教忿 这三 四百万穆斯林聚居在南部的棉 兰老

地 区议和巴拉望岛南端
,

由十三个伊斯兰化的马来人民族

组成
,

主要包括马 巾达瑙族 (Ma
gu ind an ao 卜 马拉瑙族

(M ara n
ao )

、

陶苏族 (T
a u s u g )

、

萨马族 (s
a n la l)

、

雅坎族

(Y ak an ) 等
。

当 16 世纪西班牙人来到棉 兰老地区时
.

发

现当地居然与伊比利亚半岛类似
,

有众多穆斯林
,

于 是沿

用 了对伊比利亚穆斯林的称呼
“

摩尔人
”

(Mo( 二。 )
,

统称这

典马来人穆斯林为
“

摩洛人
”

(M
o ro ) 所以习惯 上有时也

用
“

摩洛民族
”

指称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各族 这 二百多

万穆斯林在天主教占绝对优势的菲律宾现代社会中看似很

微小
,

但是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的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作

用
:

牙卜律宾最旱的民族国家是穆斯林在群岛南部建立的
,

并且伊斯 吮教曾
·

度影响到整个群岛的大部分地区 如果

不是西方掀民者的到来打断了菲律宾的伊斯兰化进程
,

菲

律宾今天很可能像印度尼西 亚
、

马来西亚一样成为穆斯林

占多数的国家
)

菲律宾穆斯林和天 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历经

几百年都没有停止
,

并已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族分离主义

运动
,

南部穆斯林问题一 直都闲扰着菲律宾现代社会
,

多

年的战乱动荡和当今的恐怖主义都与之有关
。

所以菲律宾

的伊斯长化对于它本国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

与此同时
,

菲律宾还是伊斯兰扩张运动在东南亚地区

的东缘
,

它的伊斯兰化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扩张的一个

组成部分
,

和伊斯兰 力量在全世界的发展势态有关
,

因此

也具有 r世界意义
、

故本文试用
“

菲律宾伊斯兰化
”

的概

【收稿日期 1 200 6 一
03

一
16

〔作者简介l 史阳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菲律宾语教研室助教
、

: 这两者都是天主教在菲律宾本地化 厂的独 立教派
,

前者产生 于20 叶纪 卜半叶
.

后者 ,兜生 于 19 世纪末非律宾独命
_

革命时期
2 另

。

说是 3
.

9 %
,

估计是参照 J’不同年代的人日统计数据
_

叮以肯定的是今夫 的非律宾穆斯林达 3 00 万
多 棉性老地区除 了棉狡老岛本身

,

还包括 r由3 69 个岛屿组成的苏禄群岛
,

营面积 %
,

4 38 平方公甲
,

约占非律宾国 L面积的

包括了今天菲律宾 7 3 个省中的 22 个
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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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从菲律宾 自身历史发展和伊斯兰在全世界的扩张两个

角度来考察历史中菲律宾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
。

一 菲律宾伊斯兰化 的厉史过程

历史上的菲律宾伊斯兰化是一个渐进而迅速的过程
。

从世界伊斯兰教史的角度
,

伊斯兰教传人菲律宾是它在东

南亚迅猛的传播
、

扩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而且宗教传

人的同时还伴随着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移民的到来
。

菲律宾

的伊斯兰化开始于十三
、

十四世纪
,

正是整个群岛处在由

散布的各马来民族的巴 朗圭公社¹ 向民族国家逐渐演进的

过渡时期
,

伊斯兰教的传人正好符合了菲律宾社会发展的

需要
。

因而
,

菲律宾伊斯兰化的进程得以 在
“

宗教改宗
、

文化转型
”

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

不 只是宗教本身的传

人
,

而是包括了政治
、

法律
、

国家制度等的伊斯兰文化综

合体的全面传播
‘ l

「

。

土著居民接触到众多的海外穆斯林商

人
,

以及随之而来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移民 ; 土著首

领和国王在与穆斯林商人的贸易中获得了实际利益
,

开始

认同伊斯兰教以保护商业利益
、

巩固统治地位
。

在这一政

治经济背景下
,

其他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内容
,

也很

快为土著居民广泛接受
。

同时这一伊斯兰 文化综合体
,

又

以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形式得到了巩固
。

在菲律宾南部广阔

的区域内
,

马巾达瑙族在棉兰老岛沿海地区 (今天的哥达

巴托 )
、

马拉瑙族在拉瑙湖地区
、

苏禄人在苏禄群岛地区
,

纷纷建立了苏丹国
,

实行伊斯兰政教统治
。

到 16 世纪中期

时
,

菲律宾中部岛屿已有了许多阪依伊斯兰教的巴朗圭 ;

并且还向北影响到了吕宋岛乃至马尼拉地区
,

当地大督也

开始阪依伊斯兰教
,

并使用
“

苏丹
”

的称号统治所辖的巴

朗圭
。

为了便于讨论
,

笔者把菲律宾伊斯兰化大致分为四

个历史阶段
:

(一 ) 早期传人

伊斯兰教最先从苏禄群岛传人菲律宾
,

和乐岛 (Jo l
o )

的陶苏民族是最早的菲律宾穆斯林
。

苏禄地处棉兰老和加

里曼丹之间
,

隔海就是加里曼丹的沙巴地区
。

苏禄地区最

早的穆斯林就是来 自加里曼丹的马来穆斯林移民
,

他们最

初移入的时间尚不可考
,

但可以肯定到 13 世纪末
,

已有一

批以商人为主的穆斯林移民来到了苏禄
。

在和乐岛发现了

131 0 年的墓碑
,

上面记载了墓主杜汉麦巴鲁是当地穆斯林

移民的首领
。 ‘

到了 14 世纪后半期
,

伊斯兰传教士开始在苏

禄活动
。

1380 年前后
,

第一位传教士阿尔
·

马赫敦来到苏

禄传教
。

苏禄王国世系表上还记载了一位叫卡利姆的传教

士
,

在布安萨地区 ( Bua ns
a ) 定居

,

并在西穆努尔岛上建

立了第一所清真寺
’〕。 1390 年

,

苏门答腊米南加保苏丹国

的王子巴金达带领朝臣和战士来到布安萨
,

当地首领得知

他是穆斯林后就停止抵抗
,

热情接待
,

并奉其为新首领
。

145 0 年
,

谢里夫
·

哈希姆从巨港来到苏禄传教
,

娶巴金达

之女
,

继承了王国
,

自封为苏丹
,

创立了苏禄苏丹国
。

伊

斯兰教传入棉兰老岛相对较晚
,

但过程与苏禄相似
,

也是

从移民点的建立和传教活动开始
,

直至伊斯兰国家制度确

立
。

15 世纪中叶就有伊斯兰教士来到棉兰老岛
。

马巾达瑙

王国世系表上记载了一位叫谢里夫
·

奥利亚的传教士
,

娶

了土著首领 的女儿
。

巧巧 年
,

马来半岛的柔佛王族谢 里

夫
·

卡本斯旺º 从柔佛率领随从来到马拉邦 ( M al ab an g )

海岸
,

通过显示武力和联姻相结合的办法
,

和土著首领结

为联盟
,

在棉兰老建立了马巾达瑙苏丹国
。

值得注意的是
,

伊斯兰教传人的早期是依靠商贸和移民
,

这种伊斯兰化的

进程就非常缓慢
,

对土著居民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 到后期
,

一些原先就较有权势的外来穆斯林到来后
,

直接 与当地土

著统治者联姻
、

结盟
,

这就大大推动了当地伊斯兰化的进

程
,

并最终使伊斯兰地方政权在整个棉兰老地区确立
。

此

外
,

这一阶段的后期外来穆斯林在菲律宾的大量出现
,

也

与伊斯兰教在整个东南亚的发展有关
。

巧 11 年葡萄牙攻占

马六甲
,

从而引发了东南亚穆斯林较大规模的迁移活动
。

从葡萄牙人占领果阿
,

他们的战舰就开始在东南亚的海
_

仁

和穆斯林商船发生冲突
,

直至占领了马六甲这个东南亚贸

易中心和最强大的伊斯兰王国
。

由于葡萄牙人的长期侵扰

和马六甲沦陷
,

不少穆斯林从马来半岛往东向加里曼丹和

菲律宾群岛迁移
。

因而在 16 世纪
,

菲律宾南部地区出现了

空前的穆斯林移民潮
,

其中就包括了上述的外来穆斯林统

治者
。

( 二 ) 遭受殖民者冲击
1521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抵达菲律宾 ; 1565 年黎牙实比

率领西班牙远征军从墨西哥出发
,

抵达菲律宾中部的比萨

扬群岛
。

此时菲律宾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巴朗圭公社

阶段
,

只是各民族
、

部族的聚居村社
,

除了南部的苏丹国
,

尚未形成民族国家
。

在 巧 至 16 世纪中叶
,

伊斯兰教已逐

步从棉兰老向北传到了民都洛岛及周边地区
,

并且继续向

北传到了吕宋
,

出现了一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朗圭和大督
,

比如苏莱曼统治下的马尼拉巴朗圭
。

黎牙实比指挥西班牙

殖民军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殖民征服
,

首先从比萨扬群岛

开始
,

针对的除了各个土著部落
,

还有各个穆斯林巴朗圭
。

巧70 年
,

萨尔多塞率领的远征军攻占了 民都洛 (M ind
o ro )

和卢邦 ( Luh an g ) 的穆斯林聚居地
,

从而征服了中部各岛

的穆斯林
。

同时
,

殖民者计划北上征服马尼拉
。

巧70 年远

征军开始和苏莱曼交火
,

巧71 年 4 月包围了马尼拉
,

由于

当地各巴朗圭意见不一
,

苏莱曼被迫率部主动撤出
,

去北

部地区召集其他巴朗圭的力量
。 5 月

,

黎牙实比 占领了马

尼拉
,

开始修筑城堡
。

6 月
,

苏莱曼联合其他巴朗圭与黎

¹ 巴朗圭 ( B~
gay

称为大督 ( D at u)
,

大致相
º 卡本斯旺 ( Kab im

乌
公社是古代菲律宾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

,

由一个或数个居 民点组成
,

相当于村社和村镇
。

巴朗圭 的统治者被
于

“

酋长
” 。

gs u w an ) 的母亲是柔佛苏丹的公主 父亲是与之联姻的阿拉伯人
。

·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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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实比决战
,

面对殖民者的优势火力
,

苏莱曼战败身死
,

马尼拉正式沦陷
,

从此西斑牙开始修筑马尼拉城
,

建立为

殖民统治中心 马尼拉一 战是非律宾穆斯林土著民和西方

大主教殖民者之间牛争的标志性事件
,

苏莱曼战死后
,

伊

斯兰教从菲律宾南部向中部
、

北部的传播就此停 L上
。

从此

和西班牙远征军
一

起到来的天 主教传教士在吕宋和比萨扬

, “泛活动
,

当地居 民或是放弃伊斯兰教
、

或是放弃泛神信

仰
;
仅仅不到一百年

,

天主教在中北部就得到 了普及 ; 发

展至今
,

菲律宾早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马尼拉之

战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的传播达到了最北端
,

此后在

殖民者和天主教的打击下不断往南回缩 ; 穆斯林在马尼拉

的失败意味着
,

菲律宾自南向北的伊斯兰化进程就此终结
、

同时
,

菲律宾还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所达到的东端边

缘
.

而东南亚 正是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自西向东扩张的

夺
、
缘

,

因而这也意味着世界性的伊斯 兰扩张活动发展到了

东南亚的最边缘而被迫在此处停止
。

可以想象
,

如果没有

殖民者的出现
,

非律宾很可能会 自南向北
、

顺利完成伊斯

长化过程
,

成为和印尼
、

马来西亚和文莱
一

样的穆斯林主

导的国家
、、

但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基督教势力向西绕了半

个地球来到亚洲东端
,

两者相遇在菲律宾
,

终结 r 菲律宾

的伊斯井化
,

从而也终止 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自西向东的

传播

( 劝 继续斗争抵抗

马尼拉和菲律宾中部是菲律宾伊斯兰化的边缘地带
.

只是一部分巴朗土和大督阪依为穆斯林
,

还没有形成稳固

的宗教基础 和强大的军事保护力量
,

所以很快就被殖民者

击败了 不过在棉兰老地区
,

穆斯林依然保持了较强大的

力量
,

继续与殖民者推行的自北向南的天主教扩张进行着

不断的斗争
_

虽然该地区十多个穆斯林族群的社会发展水

平高低不同
,

但是总体 卜已是菲律宾群岛中很高的
,

尤其

是苏禄苏丹国和马巾达瑙苏丹国
,

早就形成 r 现代意义 上

的国家 棉兰老地区是从菲律宾群岛中北部通向盛产香料

的马兽古群岛的必经之路
,

该地区又是和中国进行贸易的

货物集散地
,

所 以早就被西班牙纳人 了侵占计划
。

从麦哲

伦开始
,

西班牙远征军就开始不断侵扰棉兰老地区的穆斯

林 ; 黎牙实比远征军曾在武端 (But ua n) 地区抢夺粮食等

物资
,

但当时条件所限
,

还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直到西

班牙殖 民者在中北部立足 已稳
,

终于在 15 7 8 年和 巧% 年

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远征
,

从而揭开了与南部地区穆斯林之

间断断续续
、

长达三百年的战争
。

穆斯林的抵抗不屈不挠
,

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
、

互有胜负
,

直到 19 世纪后半期西

班牙殖 民统治行将结束之际
,

两个苏丹国才勉强屈服
。

】57 8 到 1 6 63 年是战争的第 一 阶段
,

西班 牙在 三 宝颜

(za m l)o an g 。 ) 建立了据点并多年经营
,

但后来又不得不放

弃撤回 17 18 年到 18 世纪末是第二 阶段
,

西班 牙人重建
几
宝颜

,

但由于 1762 年英国攻占马尼拉而无力顾及 南部
,

穆斯林便屡屡出击
。

此后的 1 9 世纪是第三阶段
,

西班牙以

蒸汽船和重炮构成的近代海军攻占 J
’

棉兰老和苏禄的大部

分城镇
,

迫使苏丹率领穆斯林退居 内地 山区
,

18引 年苏禄

苏
、

丹被迫承认西班牙的宗主权
,

1 861 年马巾达瑙苏丹签下

城 下之盟
,

西班牙在棉兰老建立 了军政府 但苏丹的屈服

井不代表穆斯林抵抗的终结
,

西班牙人只是形式上在南部

建亿了殖民统治
,

实际控制区域仅为城镇等驻军据点
,

苏

丹政权依然存在并成为 r 精神领袖
,

穆斯林在岛屿
、

农村
、

山区不断爆发起义 直到 18% 年菲律宾民族独立革命爆

发
、

歹直民统治即将 瓦解
.

西班牙仍未完全控制南部地区
,

天主教和殖 民法令都不能实行
,

穆斯林依旧保持了自己的

信仰
,

依靠着所掌握的J
’ 一

大内陆和少数海港维系着正常的

社会生活
飞

(四 ) 在现代的延续
19 世纪 未随着非律宾民族独 立革命和 西美战争

,

才乍律

宾终
一

f 赶走 了西班牙殖民者
,

但又沦 为美国殖民地
,

南部

穆斯林也终 于结束 了长期的反侵略战争
,

开始 了20 世纪的

现代发展 美国殖民政府对穆斯林的政策是进行
“

安抚
”

和
‘ ·

融合
” ’

,

! 899 年
,

美国和苏禄苏丹签订了 《贝茨条

约》
,

苏禄承认美国主权
,

并保待 自治和宗教 自由
。

但穆

斯林很快开始不满
,

爆发了一 系列的起 义
,

都遭到 r镇压

西班牙长期的侵略已经把穆斯林的生活区域压缩到 了偏远

山区和海岛
;

美国便针对南部地广人稀的特点
,

开始大规

模推行移民政策
,

积极鼓励大量中北部贫苦无地的天主教

农民去南部拓荒定居
,

形成 了
一

波波的移民潮 该政策实

行伊始并未遇到穆斯林的阻力
,

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

就得到 r 长足的发展 ; 但对当地的人 [1 结构造成了极大影

响
,

穆斯林逐渐由多数族群变为少数民族
”

194 6 年菲律

宾独立后
.

移民政策不仅延续下来还在非律宾政府的推动

下加速发展 吕宋岛山于 菲律宾共产党的
“

胡克
”

运动

(H uk ) 而长期动荡
,

成千 卜万 的天 主教农民 前往南部谋

生 虽然穆斯林的人 「丁也在不断增长
.

但是南部地 区的人

日构成还是改变 f 在 1903 年美国殖 民统治刚开始时
,

棉

兰老地区穆斯林人 门 25 万
.

占该地区总人 l:J 327
,

7 41 的

76 % ; 到 19 4 8 年菲律宾独立初期
.

穆斯林人「1达 93 3
,

10 1
,

占总人 日 2
,

94 3 32 4 的 3 2% ; 到 19 80 年
,

穆斯林人仁l 上升

到2
,

504
,

3 3 2
,

f只仅占总人 日 10
,

9() 5
,

2 4 3 中的 2 3 % , 。

在

2 0 世纪菲律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中
,

迁人南部的天 主教移

民迅速取得 了长足的经济增长
。

与此同时
.

历 史辉煌的穆

斯林却明显落伍 f
,

并且和菲律宾现代社会拉开了差距 ;

他们散居在偏远山区和海岛
,

生活在贫弱和隔绝中
,

至今

己成为脱离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弱势族群

二 全球视角中的菲律宾伊斯 兰化

及其 结果

非律宾的伊斯 长化运动最终并末能像伊斯兰世界的其

他穆斯林那样
,

取得种种文化和制度 仁的成就
,

在
一

与以天

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对抗中
,

它被视为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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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不过它依然产生 了一些结果
,

对菲律宾的历史发展和

现状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
。

菲律宾的伊斯兰化曾经达到过较高的发展程度
,

取得

了相当的成就
。

菲律宾穆斯林奉行较为开明的沙斐仪派教

法
,

能积极地把伊斯兰教正统思想与土著信仰
、

传统习俗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变通
,

使外来的

伊斯兰教能够适应本地化的发展
。

因而伊斯兰文化和土著

文化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

南部地区的伊斯兰 文明在诸多方

面都达到了令人瞩 目的高度
。

当菲律宾群岛大部分地区的

社会发展还处于巴朗圭公社阶段时
,

他们最先在菲律宾群

岛建立了国家
—

苏禄苏丹国和马巾达瑙苏丹国
,

并按照

伊斯兰教法建立了系统
、

集权的伊斯兰政教统治
。

在文化

方面
,

古兰经
、

圣训
、

教法书
、

古兰经评著以及一些阿拉

伯文学作品
,

都被翻译成马巾达瑙和苏禄当地的语言
。

各

个穆斯林民族接受并使用阿拉伯字母记录土著语言
,

形成

了数种以阿拉伯文字为载体的菲律宾民族语言
。

于是这些

民族从此便建立了规范的民族语言和文字书写系统
,

这远

早于西班牙人把拉丁字母传人菲律宾
。

伊斯兰化的民族文

字系统的建立又使得诸多层面的伊斯兰文化内容得以越过

语言的障碍
,

深刻地影响了土著民众
,

不再限于少数懂阿

拉伯语的社会精英阶层
。

在政治方面
,

整套的伊斯兰政治
、

宗教
、

法律制度被引进了
,

它们和当地原有的大督制度结

合起来
,

形成了极具菲律宾特色的苏丹制度
。

在制度方面
,

创立了苏丹国家法典
—

马巾达瑙人的 《卢瓦兰 (Lu w a -

ran ) 法典》¹ 和苏禄人的 《苏禄法典》
6 」 ,

构筑了完整的

社会政治和生活的制度体系
。

《卢瓦兰法典》大量引用了

沙斐仪派教法著作作为法令来源
,

包括 了 Mi uh aj
u 一 1 -

A ri fe e n
、

T a q re e b u 一 l 一 In tifa
、

Fa thu 一 l 一 Qa r e e b 和 M ira t u 一 t

一 Tu uab º
。

《苏禄法典》是由阿拉伯字母记载
、

用当地语

言写成的
,

法理经多次修订较为严格 ; 甚至到 1902 年
,

苏

禄苏丹还又颁布了一个加强苏丹权力的新版本
。

这两部法

典均以手抄的形式在苏丹中世代相传
,

并根据具体情况适

时修订
,

成为苏丹国政教统治的基石
。

在经济方面
,

棉兰

老和苏禄盛产珍珠
、

黄金
、

术帽等
,

是东南亚重要的肉桂

产地
,

对外贸易一直都较为发达
,

长期作为朝贡国和中国

保持频繁的海上贸易
。

即使是从 16 世纪后期反侵略战争开

始之后
,

与外界的贸易仍得到了较好的维系
,

并以此为经

济依靠和殖民者抗衡了三百年
。

菲律宾伊斯兰化的开端是伊斯兰在全世界范围内东扩

到达东南亚
,

最终随着天主教和伊斯兰之间的激烈争夺而

结束
,

因而它自始至终都是伊斯兰教在全世界扩张的一个

组成部分
,

也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争夺中的一个

冲突点
。

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抗早在穆罕穆

德去世之后就开始
,

并逐步走向 了全球范围
。

欧亚非大陆

交汇的东欧南欧
、

西亚和北非是双方扩张和对抗的中心 区

域
,

在这些前线地带曾进行过长期的激烈征战
,

比如西班

牙
、

西西里
、

小亚细亚以及十字军扫过的地区
。

当双方在

上述中心区域相持时
,

也各 自向其他方向
、

向自己的边缘

扩张发展
。

伊斯兰教传人了印度建立了穆斯林 国家
,

并且

继承了印度商人在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传统
。

于是印度穆斯

林
、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沿着传统航路横穿印度洋
,

来到东

南亚海岛地区积极活动
,

因此曾经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海

岛地区又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

在印度化商业帝国满者

伯夷衰落灭亡之后
,

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商业王国马六

甲
。

这些中古时期世界历史的大发展
,

构成了菲律宾伊斯

兰化的历史背景
,

菲律宾伊斯兰化的开始正是始于伊斯兰

在东南亚的上升
,

伊斯兰 的潮流到达印尼诸岛后继续向东
,

便来到了菲律宾南部
,

并
_

且相继波及至菲律宾群岛的中

北部
。

与此同时
,

基督教世界也在各个方向上努力扩张
,

从

巧 世纪到 16 世纪初不断出现了地理大发现
。

于是
,

基督

教力量作为后来者
,

终于兵分两路来到了东南亚
:
葡萄牙

人走捷径往东
,

先到了果阿
,

再来到马六甲和马鲁古 ; 西

班牙人绕远路往西
,

先到了新大陆
,

再横渡太平洋来到菲

律宾
。

于是基督教就与先期已至的伊斯兰教又一次相遇
,

继续发生冲突
,

东南亚便成了新兴的前线地带
。

西班牙对

伊斯兰一点都不陌生
,

它经历过与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穆

斯林
—

摩尔人
—

激烈的复国战争
,

才取得了
“

光复运

动
”

( R ec on qu ist a ) 的胜利
。

它绕了半个地球来到菲律宾
,

发现这里的土著居然也是穆斯林时是相当惊讶的
,

于是他

们非常习惯地沿用了
“

摩尔人
”

的称呼
,

称这些土著为
“

摩洛人
” 。

葡萄牙东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挑战伊斯兰力量的

过程
,

它在西班牙人绕了半个地球来到菲律宾之前已经代

表基督教世界取得了不少胜利
。

葡萄牙的军舰骚扰印度海

岸
、

打击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商船
,

使得穆斯林在东南亚的

传统商贸利益逐渐丢失 ; 它灭亡了马六甲
,

取得了马鲁古

的立足点
,

并且计划对东南亚进一步的侵占
。

这些都标志

着东南亚的穆斯林已经面对挑战
,

开始从巅峰上下降
,

伊

斯兰教在东南亚业已失去了扩张的力量
。

葡萄牙和西班牙

的殖民征服不仅出于商业利益和战利品的诱惑
,

还怀着征

服穆斯林异教徒的雄心壮志
。

西班牙远征军面对菲律宾穆

斯林时
,

立刻让他们回忆起祖先与穆斯林的复国战争
,

于

是殖民征服时也怀着
“

光复运动
”

式的激情
。

这一历 史时

期的东南亚
,

基督教的上升和伊斯兰 的下降正在同时进

行着
。

与此同时
,

在世界伊斯兰的中心 区域
,

奥斯曼土耳其

却在波斯
、

伊拉克
、

中亚
、

小亚西亚
、

巴尔干等地的不断

征战中节节胜利
。

这些西面大陆上军事胜利的势头
,

与东

方伊斯兰在东南亚东进的停滞
、

在印度洋贸易的衰落很不

¹ Lu wara n 在马巾达瑙谙中的意思是
“

选择
” 。

º 这些教法书具体作者不详
,

但据信是阿拉伯
、

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所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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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
_

这可能是因为把持世界伊斯兰中心的奥斯曼军事贵

族重视陆地领土 的扩张
,

而忽视 了东方的贸易活动和 葡萄

牙
、

西班才在海 卜发起的新挑战
’ ,

这就使得东南亚穆斯

林只能依靠自己来对抗基督教力量的冲击 基督教力量跨

过太平洋来到东方
,

菲律宾正处在冲击的最前线
,

而它的

伊斯 生教发展得还很脆弱
、

伊斯兰教来到菲律宾只比天主

教早
一

百多年
,

这对 于它在 上著文化不甚发达的菲律宾取

得立足并不难
,

但是对于它的深人发展并达到巩固稳定实

在是太仓促 r 新饭依的中北部穆斯林巴朗圭 还没有发展

出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新宗教
,

更没有足够时间像南部

那样能建成中央集权的苏丹国
。

不久天主教就伴随着殖民

者强大的军事力量到来 r
,

中北部各个穆斯林巴朗尘各自

为政
、

缺乏联合
,

于是很快被各个击破
、

纷纷陷落 ; 只有

传人较旱并己得以坚实巩固的南部穆斯林国家
,

才能够在

苏丹的领导 卜同心协力进行对
一

抗
.

伊斯兰信仰的文化归属和 民族主义的政治归属
,

是南

部穆斯林抗争了花 百多年且最终并未失败的重要原因
,

也

是现当代菲律宾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历史
、

文化根

源
。

首先
,

他们拥有源于宗教的非凡勇气
,

把反西 战争视

为对天主教人浸者的圣战
,

每次战前皆按仪式持古兰经进

行圣战宣誓
.

称之为凡ra ng sab ”
,

因而也流传 万来不少以

圣战宣 言为内容的文学作品
。

此外
,

他们的斗争方式不同

于中北部
,

并不是以土著部落的自发反抗和游击战的形式
,

而是以现代意义 上的民族国家的形式
,

抗击外族侵略
、

争

取民族独立
R

民族主义意识和伊斯兰信仰构成 了菲律宾

穆斯林抵御侵略者的两大精神支柱
。

他们业 已形成的
一

旱期

民族国家在战争中逐渐成熟
、

巩固
,

民族国家的概念得以

最终确立 ; 同时民族主义观念开始形成
,

并和宗教思想交

织在 一起
,

让穆斯林民众越来越具有 J’独立的民族认同感
。

但是到了现代
,

这些独特的文化归属
、

政治归属对于穆斯

林在现当代社会的发展却造成 了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
,

导

致了今天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各民族的与世隔绝和贫弱 当

20 世纪初天主教徒移民潮到来时
,

强烈的 民族认同使得他

们主动拒绝 了与菲律宾天 主教各民族的融合
,

因而就放弃

r 与菲律宾主体社会共同发展的机会
.

隔绝于现代生活之

外
。

民族独立意识令他们长期无法消除与天主教徒之间的

隔阂和敌意
,

导致 了当今菲律宾社会的宗教和政治冲突

激进分子先后成 立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

摩洛伊斯兰解放

阵线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
,

以建立
“

摩洛共和国
”

(Ban g
-

s a m o ro ) 为目标
,

长期在丛林中和政府军对抗 ; 直至今天
,

发展到采取恐怖袭击的斗争方式
,

甚至与国际恐怖主义
、

世界伊斯兰主义运 动都有瓜葛
。

在他们看来
,

这些都是与

大主教 二百多年斗争传统的延续

三 结 语 :
文 明 的冲突

在世界伊斯 兰教的发展中
,

中东和北非 一 直是中心 区

域
,

东南亚则被认为是相当遥远的边缘区域 ; 而菲律宾更

是处在东南亚伊斯 兰力量的边缘地带
,

它的伊斯兰化进程

看起来微不足道 然而东南亚却是世界 仁穆斯林人口最多

的区域
,

伊斯 狡教是该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中不容忽

视的要素
。

菲律宾伊斯兰化是东南亚伊斯兰化过程中较有

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因为它恰恰标志 了伊斯兰教在东

南亚的发展过程中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
,

从此伊斯 兰停

止 r 东扩的脚步
,

并且从此确定 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地

理版图 菲律宾的伊斯兰化标志 了基督教力量绕过半个地

球来到东方
,

再次遇到 了伊斯兰教
,

此后双 方在东南亚的

版图土确定 了各自的影响范围
,

并在当地居民中发展自己

的信众
。

即使是在菲律宾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
,

这

两个世界性宗教之间也依然进行过和中心 区域类似的激烈

争夺
一

非律宾作为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远东相遇之

处
,

它的伊斯兰化进程离不开两大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发展

的历史大背景
,

也折射出 r 双方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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