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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
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 ) ) 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

章 远

  内容提要: 宗教因素在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6之后曾一度被 /流放0出国际关系

学说的视野, 但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结束之后, 它重新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宗

教复兴与假借宗教之名的暴力循环现象相伴生, 典型的例子为巴尔干地区的科索

沃持续出现与宗教有关的政治冲突。西方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不同研究层次、

不同行为路径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找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然而在

西方宗教与冲突议题的研究流变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宗教角色地位的争

论, 其研究的客观性值得质疑。

关键词: 宗教因素 地区冲突 科索沃冲突

冷战的结束打破了旧有的政治格局, 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独立表达利

益诉求的新契机,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深化而日渐增强。苏东剧变所

带来的当地民众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 给予了宗教以复

兴的机遇。这个新的拓展空间对于曾经一度在 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6之后被 /流

放 0¹出国际关系学说视野的宗教来说,不妨看做是宗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

种回归和复兴。 2008年 8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千禧年论坛绽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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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色的光泽,各大宗教友好共存、创建和平的远景似乎并非海市蜃楼。可是,

寄希望于宗教实现冲突转化功能以推动和平建设的设想尚未有所建树, 世界各

地此起彼伏的涉及宗教问题的暴力冲突就扰乱了全盘理想主义规划。

欧美学界对于冷战后宗教复兴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 ¹ 散见在各学者研究

成就之中的论述就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后冷战以及后 / 9# 110时代宗教和暴力

冲突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西方学界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各自的解

释框架,以期推导出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0指出, 当

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常常是对抗性的关系。º 文明和宗教关系密

切,冷战后的国际交往中也往往发生牵涉到宗教实体之间分歧的地区冲突, 巴尔

干科索沃地区正是如此。

一 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学科分野

(一 )宗教社会学角度。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彼得 # 伯格
( Peter Burger)他比较注重对宗教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热点的研究。 2008年夏初,

伯杰教授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时代课题,包括:伊

斯兰教的强力复兴、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全球的大规模

增长、世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世俗化的西欧和非世俗化的中东欧、原

教旨主义和新宗教运动在主要宗教中的出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宗教结社方

式的自由化转变等等。这基本囊括了西方宗教社会学当前可能涉及国际政治交

往的现实研究问题。伯格教授认为, 宗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某些人群力图抗拒

被同化的工具,但其代价高昂。» 此外,宗教社会学的分支宗教经济学也提供了

新的分析工具。罗德尼#斯达克 (Rodney Stark)将教会、寺院类比于经济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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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这样的功能单位,认为存在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宗教资本的宗教市场经

济,同时不否认 /在某些环境中冲突和竞争都能创造更活跃的宗教团体 0。¹

(二 )宗教心理学角度。依据宗教心理学对宗教冲突根源的解读, 宗教是基

于信仰的文化,信仰主体将信仰对象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产生强烈的心

理定势,并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一旦信仰主体认为自身的宗教文化受到外来因

素的破坏,就会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º 排他性总是作为 /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

要观念依据 0»参与人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生活。根据玛丽#乔 #梅多 (M. J.

M eadow ) 5宗教心理学6一书的观点: /宗教里的许多差别 ) ) ) 许多各异的信条、

礼仪、戒律、实践和态度等 ) ) ) 暗示着人类需要这些差异。在既定的宗教传统内

部,气质与人格不同, 使多样化成为必要。0¼他引用弗洛伊德论点推导宗教的排

他特性, /宗教是通过要求其成员有一种群体情感来保护自己。密切的群体纽

带是通过使一切敌对情绪或消极情绪外化而得到维持的 0½。而将宗教冲突的

原因归结为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偏见加同情模式以及面对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心

理,是宗教心理学给出的另一诠释。如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 ( K alev i J.

H o lsti)在其5和平与战争: 1648- 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 6一书中提到:

/同情心往往比权力或者领土更加难以安抚 ,,二战之后世界爆发的冲突之

中, 20%以上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情心。0¾

(三 )宗教神学角度。宗教神学以特有的思辨模式从认识论出发为宗教暴

力冲突行为做出解释。宗教神学大多从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文本的解经和释

经出发研究冲突,其中最典型的是 /正义战争论 0。自中世纪起, 基督教在为十

字军东征寻找神学依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正义战争0的研究,时至近日这一思

想还能修正为一度流行的 /民主和平论0、/宗教自由和平论0就可见此研究角度

的影响之深广。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概念存在于大多数宗教的神学体系之中,以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个一神教神学思想为例,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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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善恶之战,是神对自己创造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在这种末日情怀的招引

之下, 冲突方都自认为是占据道德正义优势的一方,试图将教义中的神圣审判搬

到现实世界中操作和解决现实问题。如马克#杰根史迈尔 (M ark Juergensm ey-

er)就由此认为,可能发生的 /新冷战0即引发宗教想象、迫使作出暴力行为的善

与恶之战。¹

(四 )政治学国内政治角度。政教关系从罗马帝国时代就是宗教学者研究

的主题,当代西方学者对政教关系研究较为典型的是对宗教游说在国家政体中

的作用的分析, 比如研究美国政体中宗教游说的艾伦 # 赫兹克 ( A llen H ertz-

ke)。º 而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 #葛兰西 ( Anton io G ram sci) /政治的

立场战争0概念有助于理解利用宗教牟取政治获利的行径。» 人为简化的观点

认为, 伊斯兰教代表政教合一的立场,基督教代表政教分离的立场, 而以色列是

含混的立场。在宗教与冲突纠缠不清的历史上, 宗教与政治何种结合方式更具

攻击性并非绝对,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政治学家莱斯

利 #里普森 ( Leslie L ipson)就认为宗教以多种方式作用于政治分层,成为分裂和

对抗的依据。一旦某一群体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 宗教通常会提供组

织和讲坛,而宗教制度化的发展使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进一步分裂; 民族主义不过

是宗教的替代物或补充。¼

(五 )国际关系学角度。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地区冲突之间联系的解

释理论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½和文明冲突论¾。除此之外,

5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 6认为宗教冲突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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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¹ 5宗教,治国术的缺失向度 6º和 5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6»等论著则把宗教

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强大的精神

权威和伦理价值观目前正在日益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变

量。斯科特 #托马斯 ( Scott Thom as)将全球化语境下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的

作用归纳为八个向度:第一,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这一认识基于宗教交织

着封闭的核心价值判断,强调是宗教理念和宗教本身的差异最终造成潜在和既

有的冲突积重难返;第二,作为个体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宗教是区别群

体的主要识别来源,全球化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进一步构建和强

化了基于宗教的社会认同。宗教的认同比其他所有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更起决

定作用,但也更为排外;第三,跨国宗教给予原本不同主权国家内的民众以相同

或者相似的信仰体系、道德概念和对某些国际法规的信念,造就了泛伊斯兰主

义、泛非洲主义等等的反民族主义之声; 第四, 宗教作为 /软实力 0的一种形式,

以跨国观念为表现形式,冲击不同信仰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第五,宗教以跨国行

为体的结构形式,比如宗教非政府组织,来介入国际政治生活;第六,宗教作为文

明或文化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0相吻合;第七, 在后冷

战的世界里宗教作为跨国认同共同体, 为战胜冲突对手增加了理念上的凝聚力

和吸引力;第八, 将宗教视为一种 /阐释共同体0, 从而避免了以往将现代化与宗

教割离的判断。¼ 托马斯从国际关系理论向度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宗教对国际

冲突问题的影响方式。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结构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和信仰东正

教的塞尔维亚族裔为主,另外还有信仰东正教的罗姆人、说阿尔巴尼亚语的阿希

卡利人和埃及裔穆斯林。宗教信仰是科索沃地区划分族裔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标

准和来源之一,不同信仰的族裔之间不乏以暴力宣泄彼此仇恨的历史。西方对

宗教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目前可循的研究基本偏重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

以英国波斯尼亚协会 ( Bosn ian Institute)主席诺尔 #马尔库姆 ( NoelM a lco lm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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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5科索沃简史6为代表的历史学观点认为, 科索沃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伊

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 科索沃冲突的祸根是从古代帝国

统治就埋下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方基于这种巨大历史文化差异争夺优势地位造

成相互攻击不断。¹ 因此, 难以断言科索沃究竟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归于伊斯

兰世界。º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西方对科索沃冲突的理解, 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

一,科索沃的冲突是因为前南政府过于宽松的民族自治政策侵害了相关宗教群

体利益,产生了培养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乃至发展到对基本人权完全无视的相

互杀戮; »其二,外部主观的 /人道主义 0干涉加深了彼此的误解, 最终促使这一

地区走向进一步分裂; ¼其三,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科索沃问题和谈和救济难

民方面有功绩。½

二 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层次分析

(一 )强调宗教个人层次对冲突相互作用的研究,借用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

非 #安南 (K ofiAnnan)的言论,宗教冲突问题 /从来不在于信仰, 不在于圣经、摩

西五经和古兰经,而在于信徒, 在于人的行为 0¾。从个人层面角度的研究有两
种倾向,多数观点着重于认定精英, 包括政治领袖人物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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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 oelM alcolm . s B ook / K osovo. A Sh ortH istory0 C ollec tion of Works, Belgrade: Inst itute ofH istory of the S er-

b ian A cadem y of S ciences and Arts, 1999。

NoelM alcolm, / Is Kosovo Serb ia? W e ask a H istorian0, Th eG uard ian, February 26, 2008.

持前南斯拉夫从铁托政府开始过于放权的民族自治政策为科索沃冲突埋下祸根的观点的著作

如下: M art in Den t, / L essons of Kosovo0, in M ichaelW al ler et a.l , K osovo: The P oli tics of De lusion, London:

Frank C ass, 2001, pp. 120- 127; Den isa Kostov icova, K osovo: Th e Poli tic s of Id entity and Spa ce, New York:

Rou tledge, 2005, pp. 45- 50。客观地看,这类将科索沃冲突归咎于不当的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观点有为

北约干涉南联盟内政造成地区动荡推脱政治责任的意味。

国际社会干预的影响分析论著较多,比如 EricH erring, / From Ram bou illet to the Kosovo Accord s:

NATO. sW ar again st Serb ia and ItsA fterm ath0, in K en Booth ed. , TheK osovo Trag edy: Th eH uman R igh tsD i-

m ensions, London: Frank C ass, 2005, pp. 225- 243; A lex J. Bel lam y, K osovo and In terna tional Society, Bas-

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156 - 179; Th e Independen t In terna ional Comm ission on Kosovo, TheK osovo R e-

port, N ew Y ork: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0, pp. 259 - 279。

科索沃冲突后和谈过程中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参见 T im Judah, K osovo: War and Reveng e, N ew H a-

ven and London: Yale Un iversity, 2002, pp. 197- 226。

叶小文: /宗教:关切世界和平 0, 5中国宗教 62000年第 5期,第 6页。



人,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关于教宗影响力、重要宗教领

袖、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等等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¹ 另外也有一定数量

从基层或者边缘的宗教教职人员角度论述的著作, 侧重研究他们在冲突激化或

者和解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秘性关键作用。至于关注于个人宗教身份认同与冲

突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相关论述也应归属于广义上以个人层面为研究对象和出发

点的研究,这类带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色彩的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极受关注和推崇,因而数量繁多。º / 9# 110之后,对宗教恐怖主义个人的研究也

引发学界热议,典型的有马克#杰根史迈尔撰写的 5从神的恐怖主义者: 宗教暴

力的全球兴起6»。
(二 )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在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传统之

上的群体性社会行为体与暴力冲突之间联系的代表性研究, 主要集中在基于信

仰的政党、宗教制度化教会、宗教和平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机构 (包括慈善救

援组织等 )四个领域。政党的宗教背景或者宗教倾向会反映到政党的政策诉

求,比如 20世纪 50年代美国传统右翼 /反共十字军运动 0¼,又如影响力大的宗

教利益团体游说推动 5国际宗教自由法6法案通过。½ 西方研究宗教非政府组织

与冲突一般多从人道主义救援立场来分析, ¾严格说来, 从制度化宗教的组织角

度研究宗教在冲突中运作的思路并没有跳脱出宗教研究的传统逻辑。从基于信

仰的相关团体和宗教组织角度分析宗教在冲突以及冲突解决中的积极或消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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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¼

½

¾

涉及梵蒂冈外交的专著有 RobertA. Gramham, Va ticanD ip lomacy, Prin 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 iversity Press, 1959。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研究,例如美国自由派批评布什是 /福音
派狂热分子 0进行了一场 /反对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战争 0,参见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利奥 # P# 里布福
( Leo P. R ibuffo)教授综述布什总统的文章,利奥# P# 里布福: /乔治# W # 布什、基于信仰的总统任期和
晚近的 -福音派威胁 . 0,徐以骅主编: 5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 6,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590 - 619页。

仅举几例: Sud ir Karkar, The C olors of Violen ce: Cu ltura l Id en tities, R eligion, and Conf lic t, C h icagos:

The U n ivers ity of Ch icago Press, 1996; John W ear Burton, The Sou rces of C onf lic t, Violence and Crim e and The ir

Preven tion, N ew Y ork: M an ches ter Un 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asW imm er and Donald L. H orow itz, F acing

E thn icC onf licts: Tow ard a New R ea lism, Lanham: Rowm an & L itt lef ield Pub lishers In c. , 2004.

M ark Juergen sm eyer, T error in theM ind of G od: TheG loba lR ise of Re lig ious Violen ce, Un iversity ofC a-l

iforn ial Press, 2003.

徐以骅: /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 0, 徐以骅主编: 5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 /路线
图 0 6,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6页。

A llen D. H ertzke, F reeing G od. s Chi ldren: The Unlikely Al liance for G lobalH uman R igh ts, Lanham:

Rowm an & L itt lef ield In c. , 2004, pp. 183- 184, 207- 238.

See Pau lD Mi agg io, / Th eR elevance ofOrgan izat ion Theory to the S tudy ofRelig ion0, in N. J. Dem er-

ath et a.l , Sacred Com pan ies: Organ izationa l Aspects of R eligion and R eligiou s A spects of Organ ization s, New

York: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8, pp. 7- 22.



用的成果目前似乎仍不算很多,世贸大厦倒塌之后西方理论界引用率较高的学

者有史考特 #艾波比 ( Scott R. A ppleby ), 马克#格平 (M arc Gop in)以及大卫 #
斯莫克 ( Dav id Sm ock)等等。此外, 还在宗教极端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恐怖组织也

应属于宗教团体组织层面的考察范畴。¹

(三 )宗教在国家层面发生冲突和内战的理论探讨中,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 B ar- llan U niversity)乔纳森 #福克斯 ( Jonathan Fox )教授的近期研究成果较为

典型。福克斯在其多部论著里将宗教视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宗教与文明

之间的关系是重合或者叠加,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是政治国家内部群体身份认同

来源之一,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对国家内部宗教事务处置不当

则极易引发冲突。º 对于民族国家层面宗教与冲突的研究, 有一部分学者专注

于政教合一国家与武力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 主要涉及伊斯兰运动之后伊斯兰

国家介入的伊朗问题、中东问题等等。目前一般认为,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排外

性强于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导致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宗教与国家安

全之间有着从无形到有形,从局部到整体多重紧密的联系。¼

(四 )持全球体系层次与全球宗教布局构成这一整体观念的学者主要分成

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 (比如早期的彼得 #伯格 )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整

体式微,世界是 /世俗化 0½的, 研究国际政治应抛开宗教这块 /神圣的帷幕0而
专注于政治实体,虽然这一研究成果与西欧社会现实是相对契合的,但对东南欧

宗教局势来说却有所疏离。反对的一派则认为当代世界恰恰是 /非世俗化0的,

137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¹

º

»

¼

½

M artha C rensh aw, / Th eories ofT errorism: Instrum ental and O rgan izationalApproach es0, in Dav id C.

Rapoport ed. , Inside Terrori st Organiza tions, London: Rout ledge, 2001, pp. 13- 29.

See Jonathan Fox, E thnorel ig iou s C onf l ic t in the La te Tw ien tieth C en tury: A Genera lT heory, Lanham,

MD: Lex ington Books, 2002; Jon athan Fox, R elig ion, C iviliza tion and C ivilWa r: 1945 th rough theN ew M illen-

n ium, New York: Lex ington B ook s, 2004; Jonath an Fox and Shmuel Sand ler, B ring ing R eligion into In terna tion-

a lR ela tion s, New York: Palgrave Macm illan, 2004; Jon athan Fox and Shmuel S and ler, R elig ion in World C on-

f lict, London: Rou tledge, 2006; Jonathan Fox, A World Survey of R elig ion and th eS tate, N ew York: Cam bridge

Un iversity Press, 2008.

关于伊斯兰国家与冲突的研究数量很多,仅举几例: John Kelsay, Islam and War: A S tudy in Com-

para tiv eE thics, Lou isv ile: W estm ins ter/ John Knox P ress, 1993; Sohail H. H ashm ,i Islam ic P olitical E th ic s:

C iv il Society, P lura lism, and C onf lic t, Princeton Un ivers ity Press, 2002; Em ran Q uresh i and M ich aelAn thony

Sells, TheN ew Cru sad e, C olum bia Un iversity Press, 2003等。

参见徐以骅、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 0, 5复旦学报 6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4期,第 109 - 116页。

Peter Ludw ig B erger, Sacred Canopy: E lem ents of a S oc iolog ica lTheory of R el ig ion, Garden C ity: Dou-

b leday, 1967, p. 105.



全球政治的现实是宗教的复兴。上帝非但没有离去,而且上帝还来 /复仇 0¹了。
世界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何者更有利于人类和平并没有定论, 仅就持非世俗化观

点的派别看来,认可宗教聚合功能的人群内部大多肯定非世俗化对世界伦理道

德的正面建构,从而认为世界非世俗化有助于实现世界范围的公平与正义; 但是

如果强调宗教的排他性和传播性,则非世俗化可能反而加剧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领域在没有北约、欧安会等等外部政治军事因

素介入之前,研究往往从宗教领袖和宗教人群的角度,将科索沃的宗教情况放置

到前南斯拉夫的地域之内加以综合考察。比如波士顿大学杰拉尔德 #鲍尔斯
( Gerald Pow ers)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 (包

括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黑山 )民众的宗教差别是群体认同以及区分 /我们 0和 /他
们 0的核心来源, 但是民族主义认同差异和对立才是巴尔干地区冲突的主要原

因,而并非宗教认同差异。他提出的减少冲突的建设性解决办法是:宗教领袖继

续反暴力、反迫害人权, 赞美和平, 同时加强相同信仰民众间的宗教纽带。º 伦

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年轻学者戈尔兰奇鲁斯#杜伊辛格斯 ( Gerlachlus

Du ijzings)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 5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6,是不多见

的当代科索沃宗教与政治状况专著, 书中同样基本选取宗教领袖与国家互动的

研究视角。杜伊辛格斯分析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间的历史与现实之后提出,

失败的民族融合、民族国家碎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含糊不清是地区动荡的主要

根源。»

科索沃战争之后,针对宗教作为冲突的调解者的研究日渐丰富。有学者和

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对宗教情感激发和平调解的成就,其中针对运用信仰洞见和

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努力缔造和平的宗教 /草根 0教职人员的研究论述较为引人
注目。比如 5行动中的和平缔造者 6一书专门设单独章节详细介绍科索沃塞尔
维亚裔热心政治的东正教祭司、德卡尼 ( D ec%ani)修道院的萨瓦神父 ( F r.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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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llsK epe,l Th eR eveng e of God: The R esurg en ce of Islam, Christian ity, and the Juda ism inM od ern

W orld, p. 19.

Gerard F. Pow ers, / Religion, Con flict and P rospects for Reconciliat ion in Bosn ia, C roat ia and Yugo-

s lav ia0, Journa l of In terna tional Affa irs, Vo.l 50, No. 1, Summ er 1996, p. 231.

Ger Du ijz ings, R elig ion and P olitics of Iden tity in K osovo, London: C. H urst& Co. Pub lishers L td. ,

2000, pp. 203 - 210.



Jan jic)对科索沃地区和平的贡献,并生动地称这位神父为 /数码僧侣0¹。

三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的历史流变

从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前后到金融危机引发人心惶惶的

今天, 欧美学者针对宗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事务,尤其是宗教与冲突的研究基本可

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冷战前较为局限的国内政治讨论阶段、5国际宗教自由法6

颁布前视宗教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地域性讨论阶段、/ 9# 110之前相对乐观的

全球性宗教积极作用讨论阶段、/ 9# 110之后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进行细

致划分和全面讨论阶段。

冷战结束之前西方学术界就对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有所涉猎,但主

要一部是分将宗教视为利益集团、政党联盟的思想基础,基本从国家内部政治制

度角度出发,对外部影响略有触及。这一部分研究的议题也比较微观, 大多是一

些被宗教界视作伦理问题和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 比如:抗击艾滋病、死刑存

废、环境和健康问题等等, 当然也关注试图提供军事援助制裁非正义异教这类比

较有 /世界视野0的热心群体。另一部分的立足点是以政治势力斗争的眼光考

察诸如中东战争、伊朗什叶派革命之类涉及宗教信仰抗争的重大突发事件。º

第二阶段是自冷战之后到世界上仅剩的唯一霸权国美国于 1998年出台 5国际宗

教自由法6之间。这一时期,针对宗教与国际冲突领域的各种论著主要是将宗

教视为替代意识形态统治的新载体, »代表着西方理论界逐渐跳出国家内部政

教关系格局研究的窠臼,同时涌现了大量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宏观性抽象的理论

139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¹

º

»

科索沃西部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建立了英文和塞尔维

亚文的修道院新闻网页,向外界实时公布修道院对包括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在内的难民提供帮助以及科

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对建立地区和平的努力的相关信息,萨瓦神父甚至还建立了网络论坛和聊天室

提供不同意见的各方对话的平台。 See Tan enbaum Cen ter for Interrel igious Und erstand ing, / The Cyb er-

m onk0, in David L itt le ed. , P ea cem akers in A ction: P rof iles of R eligion in Conf lic tR esolution, London: C am-

bridge Un iversity P ress, 2007, pp. 123 - 150.

以冷战末期 20世纪 80年代末的美国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为例,有艾伦# 赫茨克专
门介绍分析美国的宗教团体游说活动的博士毕业论文 A llen D. H ertzke, R epresen ting God in Wash ing ton,

Knoxville: The Un ivers 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另外还有类似 Ju lie S. Bach & ThomasM od l eds. , R eli-

g ion inAm erica, San D iego: Greenhaven Press, 1989,这样探讨美国政治生活中活跃的宗教因素之综合性编

著。

冷战后至 1998年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典型著作比如 M ark Juergen sm eyer, The N ew C old War? R eli-

g ious Na tiona lism C onf ronts the S ecu lar S ta te;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 ia Sam pson eds. , R elig ion, TheM iss-

ing D im ension of S tatecraf t,等等。



探讨成果。这个阶段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选取宗教性极强的典型地域 (如印度和

伊朗 )来分析论证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共存图景。 9月 11日世贸双子塔倒塌之

前,西方学界价值研究的主要命题是宗教与和平、宗教与冲突、宗教与调解, 价值

判断上多数以积极的眼光对宗教抱有极大的信任, 众多学术研究的结论多落脚

在以下观点:虽然宗教有引发暴力的记录, 但是宗教是双刃剑, 是 /神圣的矛
盾 0,宗教是可以被归置管理的。比如宗教多元化就能够促进和平建设, 因而学

界和政界在看待宗教复苏的景象上, 态度并不悲观。¹ / 9# 110之后,以宗教与国

际政治之间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数量上猛增, 而且研究

逐渐细化和深化,加强了地域性和针对性。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宗教的看法和立

场逐渐分化,除了仍肯定宗教促进和平的功用之外, º有不少研究谨慎地反思,

不再盲目乐观,甚至感慨于传统宗教美德的衰败,抑或忧心于某些地区宗教复兴

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学者们运用经验的、历史的和实证的多种分析方法试

图理论化全球化时代宗教与冲突这组矛盾关系之间的来龙去脉。»

从系统宏观的角度专门归纳宗教冲突根源的主要有:美国天主教历史学者、

圣母大学的史考特#艾波比所著5神圣的矛盾: 宗教、冲突和调解 6¼, 他认为在

多元化世界里激进的宗教身份认同导致对暴力的理解是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他们无法规避暴行这一 /神圣义务 0。社会学学者马克
#杰根史迈尔开创性的著作5新冷战 6提出, 宗教民族主义者引发暴力冲突的根

本目的是寻求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 最终形成的政治局面并不会偏离西方期望

的民主太远, ½而他的新著5全球叛乱: 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6仍维持前作的基本
观点: 只要加以引导, 宗教激进主义可以与世俗世界调和存在。¾ 英国学者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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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tional R ela tions; R. Scott A pp leby, The Ambivalen ce of th e S acred: R el ig ion, Violence, and R econcil ia tion,

L anh am, MD: Rowm an & Litt lefield Pub lish er Inc. 2000; Joseph G. Bock, Sharpening C onf lictM anag em en t:

R elig ious L ead ersh ip and th eDou ble-edg ed Sw ord, London: Praeger, 200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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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 ion and P eacebui ld ing, N ew Y ork: S tate Un iversity ofN ew York Press, 2004。

/ 9# 110之后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以下著作: O liver M cTernan, Violence in God. s

N am e; S teve B ruce, Poli tic s and R eligion, C amb ridge: Pol ity, 2003; Jonath an Fox, Re lig ion, C iviliza tion and

C iv ilWa r: 1945 th rough th eN ewM illenn ium, Jonath an Fox and Shmu elSand ler, B ring ing Re lig ion in to In terna-

tional R ela tions,等等。

R. Scott Appleby, The Am biva lence of the Sacred: Re lig ion, Violence, and R econciliation, pp. 81 -

85.

M ark Juergen sm eyer, Th eN ew C oldWa r? Re lig iou sN ationa lism C onf ronts the Secular S tate, pp. 193 -

202.

M ark Juergen sm eyer, G loba lR eligion s: R el ig iou s Cha llenge to th eS ecu lar S ta te, from ChristianM ili tia s

to A lQaeda, B erkeley: Un ivers ity of Cal iforn ia Press, 2008, pp. 252- 257.



弗 #麦特南 ( O liverM cTernan)在5神义的暴力:冲突时代的宗教6中认为,宗教激

发的冲突尤其是宗教恐怖主义的普遍目标是使宗教成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石,偏

激的暴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长期以来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在世俗论者主导的世界

里人为地排除原本实质存在的宗教。¹

近年来在冲突的宗教介入方面, 研究成果以以色列学者乔纳森 #福克斯为

多。福克斯利用成熟的 MARº 数据库,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综观他认为的冷战后

对国际安全局势形成的两大威胁: 种族和宗教冲突。他在 2002年出版的专著

5二十世纪晚期的民族宗教冲突 6中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只有与社会生活中

的少数民族结合才具备冲突潜质, 宗教若遇上主流民族不见得对冲突有效。»

福克斯在两年之后完成的5宗教、文明和内战: 从 1945年到新千年 6提出,宗教

即便影响冲突也只是冲突的中间变量。¼

着眼于解决冲突和建设宗教和平共存的专著, 主要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

教冲突问题学者马克 #格平撰写的5伊甸园与末日大战之间:世界宗教、暴力与

调解的未来 6,书中认为虽不能否认宗教可能导致冲突,但宗教更给予了建构全

球性共同体所需的可供分享的共同道德准则, 有益于冲突解决策略的形成。½

他另一部著作更明确地将关注重点指向中东地区, 5圣战、圣和平: 宗教如何能

带给中东和平6将中东问题积重难返归咎于相关个人和群体所采取调解策略的

失误, 同是一神教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基于宗教的和平新关系需要结合宗

教和世俗两条路径。¾

聚焦于从教际关系考察地域性宗教冲突的代表性理论专著,有选取生活在

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边界区域内少数派宗教族群作为个案的 5宗教

少数派、民族国家和安全:从巴尔干到东地中海的五个案例6¿ ,波斯尼亚学者马

里奥#阿波斯托洛夫 (M ario Apostolov )在此书中考察了信仰交叉地带的集体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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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国际安全问题。

宗教与冲突化解和和平重建方面的典型著作有大卫 #斯莫克的5战争的宗

教视角: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军事观6¹和5和平主义: 基督徒、穆斯林和

犹太教徒的非暴力与国际冲突观 6º , 这两本著作比较了当代基督教、伊斯兰教

和犹太教的神学家与激进分子对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的观念交锋。伦敦城市大

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 #海恩斯 ( Jeffrey H aynes)的 5宗教与发展: 冲突还是合

作? 6则给出了有关发展的宗教回答, 本书考察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内那些基

于信仰的组织为冲突后当地的自然可持续发展、医疗、教育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

献。»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研究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的热潮涌现,针对宗教恐

怖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论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美国路德宗宗教学

者马丁 #马蒂 (M art in E. M arty)和史考特 #艾波比合作主编的百科全书般宏大
具体的五卷本5基要主义研究 6¼, 是目前宗教冲突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极高的学

术著作。

西方科索沃地区宗教状况与冲突领域的相关研究往往是伴随着铁托去世、

冷战结束、科索沃战争直至科索沃独立这些节点、突发或重大事件才逐渐引人瞩

目,侧面反映了宗教仅是西方世界在试图干预这一地区局势之时寻找的借口之

一,事实上, 在科索沃群体对抗中宗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宗教因素对研究不重要。有关巴尔干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境内东正教与穆斯林之

间的教际关系以及同一地域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专著,主要三种研究路径:一是主

要由传统教会主持编纂通过表现受害者处境, 旨在谴责外部对待不同宗教群体

采取双重标准,比如数次再版修订的 5十字架上的科索沃: 被摧毁与被亵渎的科

索沃塞尔维亚正教教堂与修道院6½、5天使为何降临:从拜占庭到科索沃的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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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欧洲 6¹ ;二是用文化人类学的范式探讨科索沃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宗教认同

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 5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 6正是作者杜伊辛格斯在科
索沃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三是以军事和政治战争为切入点, 以政府间、

国际组织间外交行为为展示舞台,仅简略地提及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在

暴力冲突中起到的作用,也多以宗教领袖为考察对象。在有的研究者看来, 这些

积极介入科索沃冲突的宗教领袖几乎就等同于民族主义者, 其宗教身份相对而

言不过是被利用的政治资本和工具。科索沃宗教冲突方面, 第三路径的研究著

作最为主流,却往往没有能够深入探究信仰在科索沃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

具体模式,也缺乏对宗教学意义上宗教本身多层面和完整的分析判断。比如媒

体人提姆 # 犹大 ( T im Judah)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出版的 5科索沃: 战争与复

仇 6, º还有相隔两年后昆士兰大学亚历克斯 #贝拉米教授所著的 5科索沃与国

际社会 6» ,以及专注于后共产主义时期巴尔干地区冲突的英国学者汤姆 #嘉拉

格 ( Tom Gallagher)的 5新千年的巴尔干: 战争与和平的阴影 6¼。论文形式的有

提姆#犹大 /塞尔维亚人:历史的香甜与腐朽之气 0½、乔纳森 #福克斯的 /国际
政治中被忽略的宗教因素 0¾、诺尔 #马尔库姆的 /古老仇恨? 0¿、圣母大学杰拉

德 #鲍沃斯 ( Gerard F. Pow ers)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宗教、冲突与

和解的前景 0À、乔治敦大学约翰 #埃斯波西托 ( John L. E sposito) /对科索沃危

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 0Á等等。应该说大量科索沃宗教冲突著作集

中于 1998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内战之后到 2004年之前, 近几年相关研究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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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 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这一话题重新成为热门, ¹ 遗憾的是,现有的

西方科索沃冲突研究结论仍然停滞于所谓痛悼 /种族清洗0造成宗教人权悲剧

和外部 /人道主义 0干预是否具有合法性两个角度, 而罕有对真正导致科索沃悲

剧的西方干涉政策进行批判和反思。相比较而言, 中国学者对科索沃问题的研

究多从地缘政治、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分析科索沃战争,比如郝时远的 5帝国

霸权与巴尔干 /火药桶 0: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 6º、王逸舟主编
的 5单级世界的阴霾: 科索沃危机的警示6»等。但中国学者关注科索沃冲突过

程中宗教因素作用的专门论述不多, 科索沃民族问题研究略有提及,比如余建华

的 5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 ) ) )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 6¼、/南斯拉夫民
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0½、/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0¾,汪丽敏的 /前南

斯拉夫的民族问题0¿等等,未见集中研究科索沃地区具体宗教类别、宗教团体、

宗教个人、宗教场所与地区暴力冲突专门著述。国内学界的基本观点是前南地

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掺杂了宗教因素, 是宗教民族主义,美国和北约的干预制

造了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而不是当地的民族宗教对立。

四 基本分歧和研究桎梏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在观点上的主要争议基本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宗教

对地区冲突产生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宗教信条往往倡导宣扬仁爱, 因而宗

教可以有效减少信徒们的攻击,并且宗教在冲突破坏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卓有

成效,再进一步, 受安全阀理论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即便出现有宗教介入

冲突事件的发生,但客观结果仍然以产生社会聚合为主。反对观点认为,纵观人

类历史,常常是宗教分歧本身挑起了残酷战争。当然这组争辩常以折中又两可

的 /双刃剑0观点告终; 其二,宗教对地区冲突是否负有主要责任。在亨廷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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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宗教断裂线是识别冲突地理边界的最根本依据,是塑造冲突和分裂心理的决

定性因素。许多宗教人士也悲观地承认目前媒体大量灌输且人们也广泛接受宗

教是冲突爆发的原因,而不是冲突解决的良方之类的观点。¹ 但不同的是,比如

查尔斯 #彭特兰 ( Charles Pentland)反功能主义的结论就认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

因是技术和经济增长差异,宗教不过是在发展不平衡基础上导致的局部身份重

新定位; º其三,宗教对冲突的作用方式是积极介入式的还是消极膝跳式的。在

大多数冲突研究者看来,含有宗教因素的冲突中宗教介入基本都是积极的, 不论

是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相悖引发冲突, 还是宗教志愿者中途加入战团都是主动施

为。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不过是冲突的受害者,所有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行

为是因为相关利益受到损害之后被动的消极应对, 宗教并不是国际政治斗争中

的绝对强者。以上三方面的论点各执一词,难以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

同时也容易遇到削弱理论的现实经验反驳而捉襟见肘。

综合冷战后西方学界研究宗教地区性暴力冲突研究, 虽然学者们在暴力冲

突的宗教根源、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介入和宗教参与冲突后和平建设三个方面

有所涉及,但是受西方特有的信仰传统和思维惯式局限,目前的研究存在三方面

值得商榷的内容:其一是 /政教分离0的内定逻辑。源于西方长期以来自诩成功

的政教分离经验,许多研究学者在关注卷入冲突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人士

和宗教组织时,往往先验地认定他们是并且应该是与现实政治斗争绝缘的。这

样的心理暗示会造成两个后果:要么人为地淡化了宗教对暴力可能的鼓动, 要么

过分看高宗教对和平调解的推动能力; 其二是当民族、种族、文化与宗教这几组

相互交织的因素同时出现在暴力冲突中时,西方研究倾向于把冲突的主因和祸

首归咎于世俗的因素而并非宗教。一方面认可宗教是双刃剑, 另一方面又认为

宗教会产生负面作用是被其他博弈中的力量利用的结果。这类冲突研究忙于表

达对精神灵性的尊重,却很少拿出剖析民族主义一般的中立立场; 其三是在宗教

冲突研究中仅关注宗教原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而忽略其他宗教运动的负面效

应。宗教原旨主义和宗教现代化运动是宗教应对现实世界高速发展殊途同归的

应对策略,最终目的都指向肯定和维持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地位。至

145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¹

º

See Tanenbaum C en ter for InterreligiousUnders tand ing, / The Peacem akers in Action0, in David L itt le

ed. , P eacemakers in A ction: P rof iles of R elig ion in Conf lict R esolu tion, pp. 3- 4.

C harles Pent land, Interna tiona lTheory and Eu ropean In tegr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 er, 1973, p.

98.



于西方文献关于巴尔干地区冲突的研究, 虽然成果颇丰,但大部分有几个极端取

向:要么怀古,具有浓重的文艺气息, 从东正教的拜占庭缅怀、歌颂、比较到伊斯

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要么现实, 重视寻求整体、宏观或者强大外部政治群体

的立场审视巴尔干,从东方问题剖析到南联盟解体;要么源于对大战的不安回忆

而谴责发生在巴尔干的暴行,最终还是回归到对文化因素与民族行为模式的声

讨。

总之,对将来的宗教与冲突研究来说, 我们宜先对宗教和民族主义、宗教民

族主义进行细化区分,进而厘清作为民众社会政治生活中主体身份的宗教与作

为权力政治、霸权争斗和战争冲突中客体身份的宗教之间的差异, 以超越对形成

宗教性暴力冲突模棱两可的根源性分析, 还原暴力冲突真实的行动特质。宗教

和民族原本只是区分人群的一系列观念习俗差异, 自身并不具有攻击性质, 当前

世界表现出来的以宗教或者民族划界的地区内群体对抗, 其内核不过是一定时

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激进民族主义都已经

偏离了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的正统轨道。

(作者简介: 章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

究生; 责任编辑: 叶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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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w as the cornerstone of Ukra inian foreign po licy and dom est ic reform,

which was very differentw ith his predecessor Kuchma. s so called / multi- vector0
fore ign policy. It thus ind icates clearly the change o f the Ukra inian perception of

the ENP. On the whole, EU- Ukraine relat ions have m ade some progresses in the

post- EU eastern enlargement. M eanwhile, Russia as well as Ukra inian domestic

polit ica l uncerta inty also plays an mi portant ro le in EU- Ukraine relat ions.

115  D isparities i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the EU, US and Japan

since the M id- 1990s
ZHANG M ingzhe
D isparities in the econom ic grow th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m ong the EU, US and

Japan started to em erge in them id- 1990s. T his paperm akes use of the EU - KL-

EMS database to explore the determ inants of the disparities from two aspects: factor
decom pos ition and industrial sectors. Seen from the first aspect, it is the total fac-

tor productivity that contributesmost significantly to the disparities; wh ile from the

second one, it is the market serv ice industry ( especially distribut ion and financial

bus iness service) that produces the greatest mi pacts on the disparities.

130 An Overview of theW estern Scholars. Study on Relig ions and Region-

alConflicts
ZHANG Yuan
The worldw ide resurgence of relig ions s ince the end of the Co ldW ar seem s to have

generated a fresh recurrence of v io lence, w ith the case o fKosovo the m ost typica.l

In the pursu it of peace, the W estern academ ics have been exploring relat ions be-

tw een relig ions and regional conflicts and ident ified the role of religions in reg ional

conflicts from a variety o f perspectives. A fter review ing the evo lution o fW estern

scholars. stud ies on the relationsh ips between religions and reg iona l conflicts by

taking Kosovo. s relig ious conflict as a case stud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e-

bate on the effect of relig ion is inev itable and that the objectivity o f the W estern

scholars on this subject is questi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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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The 2009 AnnualMeeting of CAES: China-Europe Rela tions under the
F inancia l C risis
SONG X iaom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