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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　 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吴 冰 冰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 ,伊斯兰文明具有政教合一、复古倾向、文化统一性以及因强大的适

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等文化特点。对于中国穆斯林中的回族而言 ,文化自觉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

究 ,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 ,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 ,特别需要关注伊斯兰文明的网络结构以及伊斯兰

文明对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文化自觉的意识源自危机和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必须

从文明内部寻找原因 ,并从内部和外部全方位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 ,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中国伊斯兰文化

和域外伊斯兰文化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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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文化自觉 ,本文结合

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演进来理解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有

关论述 ,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自觉提出一点看法。

一、伊斯兰文明的文化特点

众所周知 ,伊斯兰文明 (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

宗教、文化的体系 )的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宗教性。

也就是说 ,长期以来 ,宗教 ,具体而言就是伊斯兰教 ,

在这种文明中占居着突出的支配地位。因此 ,伊斯

兰文明具有一些突出的文化特点。

第一 ,政教合一倾向 ,或者更广泛地说 ,是宗教

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烈影响。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

是对独一的真主的信仰 ,这种信仰必须通过穆罕默

德所传递的真主的启示。这体现在伊斯兰教以清真

言的形式所进行的基本的信仰表白之中 :“万物非

主 ,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 ,真主使者。”这种启示首先

是通过《古兰经 》,其次是通过“圣训 ”传递给世人。

对于穆斯林而言 ,按照《古兰经 》和“圣训 ”的规定组

织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宗教信仰的基本要求。伊斯兰

教对社会的强烈影响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伊斯兰

教法为依据来组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伯纳德 ·

刘易斯 (Bernard Lewis,亦译伯纳德 ·路易斯 )认为 :

“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 ,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世俗主

义 ———宗教与政治权威、教会与国家是不同的 ,二者

可以而且应该分离的理念 ———是基督教的。”[ 1 ]在穆

斯林看来 ,真主既是唯一的神 ,也是最高权威 ,作为

政治首脑的哈里发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伊斯兰

教的先知穆罕默德 ,不只传递了真主的启示 ,还亲自

带领穆斯林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并领导了这个政权。

他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理念的完美体现。这是其他大

部分宗教先知所没有做到的。

第二 ,复古的动力和周期性出现的复古潮流。

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来说 ,先知本人及其后继的

四大正统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政权的各种实践对于

穆斯林而言是完美的典范。因此 ,穆斯林在遇到各

种问题的时候 ,总是把目光转向先知和四大正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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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发时代 ,期望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穆

斯林而言 ,要想了解《古兰经 》和“圣训 ”的确切含

义 ,必须学习阿拉伯语 ,并研究穆罕默德的生平以及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历史。

这种保持传统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阿拉伯语本

身。从伊斯兰教创立至今的 1300多年中 ,尽管阿拉

伯语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方言土语 ,而且当今

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已经不讲阿

拉伯语标准语 ,而只是讲方言土语 ,但是现在所有的

书面语和新闻用语还是使用着与 1300多年前基本

一样的阿拉伯语标准语。阿拉伯语标准语与阿拉伯

语方言土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情况在某

种程度上就像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言文和白话

文。但是因为阿拉伯语标准语是《古兰经 》的语言 ,

所以短期内还看不出发生“白话文革命 ”的可能性。

这种周期性出现的复古潮流可以从伊斯兰教史

中清楚地看出来。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创立者伊本 ·

罕百勒 ( Ibn Hanbal, 780—855) ,坚决反对“标新立

异 ”( bid’ah,音译“比达 ”)。“一个在认可的圣训中

没有任何先例的‘标新立异 ’就叫做比达。除非一

个标新立异为公议所准许 ,否则它是与逊奈相违背

的。⋯⋯四大正统教法学派 ⋯⋯的主要区别就是对

标新立异的态度。”[ 2 ] ( P67)罕百里学派严格拒绝标新

立异 ,认为“标新立异者 ”(mubtadi’)已经近于不信

道者 ,他们是错误和罪过最严重的穆斯林。因此 ,罕

百里学派异常严格地坚持一切以《古兰经 》和“圣

训”的文本为依据。伊本 ·泰米叶 ( Ibn Taym iyyah,

1263—1328)继承了伊本 ·罕百勒的主张 ,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标新立异。对种种新生异端的反对 ,导

致他对《古兰经 》和“圣训 ”文本 ( nass)的绝对坚持

和对“先辈”( salaf)观点的忠诚。这些先辈“是指伊

斯兰教最初 3个世纪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遵循

他们学说的著名学者 ”[ 3 ] ( P284)
,其中包括四大教法学

派的创立者及其最初的追随者 [ 4 ]。18世纪的穆罕

默德 ·伊本 ·阿卜杜 ·瓦哈布 (Muhammad Ibn ’

Abd al2W ahhāb, 1703—1792)继承了伊本 ·泰米叶

的学说 ,发动瓦哈比运动 ,号召回到纯洁的伊斯兰 ,

就是严格按照《古兰经 》和“圣训 ”的文本行事 ,追随

“先辈 ”,他所说的先辈 ,除了包括伊本 ·泰米叶所

说的前辈外 ,还包括伊本 ·泰米叶本人及其弟子伊

本 ·卡伊姆 ·召齐亚 ( Ibn Qayyim al2Jauziyyah,

1292—1350) [ 2 ] ( P74) 。各种观念在当代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的主张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第三 ,文化统一的力量。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

经 》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用其他的语言只能翻译经典

的含义 ,但并不具备经典的效力。包括念清真言和

礼拜在内的日常宗教仪式的语言也是阿拉伯语。这

就决定了全世界的穆斯林要认识自己的宗教 ,履行

基本的宗教功课 ,就必须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语

在理论上是伊斯兰世界的“世界语 ”。通过第三大

哈里发奥斯曼编订《古兰经 》定本及后世学者的努

力 ,穆斯林有了明确的统一经典。在宗教信仰上 ,信

仰真主、使者、经典和末日是所有穆斯林清晰明确的

信条 ;在宗教功课上 ,有明确的五功 ,尤其是朝觐 ,能

够极大促进穆斯林之间的交流。统一的语言、统一

的经典、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宗教功课 ,都是促使伊

斯兰文明内部走向文化统一的力量。

第四 ,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

倾向。《古兰经 》和“圣训 ”条文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穆斯林不得不根据现实需

要进行创制。比如在伊斯兰法的领域 ,即便在四大

哈里发时代 ,也是“按照实际情况和立法的需要 ,去

大胆地进行创制和解释法律 ”[ 5 ]。在伊斯兰教的教

法领域 ,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早期教法学派。伊

拉克地区的教法学派比较注重运用人的理性 ,希贾

兹地区的教法学派比较注重“圣训 ”。到 9世纪末 ,

伊斯兰教逊尼派形成了四大教法学派并立的局面。

这本身就体现了伊斯兰教的适应性和多样性。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 ,不同地区的伊斯兰教开

始获得独特的区域特点。伊朗在公元 651年被阿拉

伯人征服之后 ,开始伊斯兰化 ,成为一个以逊尼派伊

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基本上被

伊斯兰教所替代。经过萨曼王朝统治期间的波斯语

和波斯文化的复兴 ,伊朗保留了波斯民族的语言和

民族属性。16世纪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 ,伊斯兰教

什叶派确立了在伊朗的国教地位。伊朗的伊斯兰文

化保持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属性。虽然琐罗亚斯德

教在伊朗的势力已经非常有限 ,但是其所主张的善

恶二元论的学说却在伊朗伊斯兰文化中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有的学者认为 ,波斯人之所以容易被什叶

派所打动 ,也是因为他们长期的世袭制传统使他们

容易接受什叶派对于伊玛目血统的推崇。仅从教派

上说 ,伊斯兰世界就分为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和地

区 ,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 (伊朗、伊拉克等 ) ,以伊巴

德派为主的国家 (阿曼 )和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 (黎

巴嫩 )。在什叶派内部 ,也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伊斯

马仪派、栽德派、阿拉维派等不同支派。在逊尼派为

主的地区 ,中亚、南亚、东南亚、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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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特点。正如金宜久先生所说 ,如

果说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是源 ,那么其他地方的伊斯

兰教就是流。水从源头出发流到别的地方 ,总会因

为当地的不同环境而具有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颜色、

水质、流速、水量。要求水流在所有的地方都具有完

全相同的属性是不可能的。

复古的力量和适应现实的需求、统一性与多样

性和区域化 ,似乎相互矛盾的传统、状况和力量在伊

斯兰文明中并存。

二、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迫切需要

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费孝

通先生指出 ,文化自觉 ,第一步是要认识和理解历

史 ,了解传统 ,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 ,第二步是对本

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 ,第三步才是创新 [ 6 ]。

对于中国穆斯林而言 ,文化自觉意味着对多种文

化的认识、理解和反思。讨论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

问题 ,首先要区分其中的两个不同群体 ,即以回族为

代表的群体和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群体。前一个群

体与儒家文化接触深入而密切 ,后一个群体则与中亚

和南亚有着密切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对于回族而言 ,文化自觉首先是研究本民族的

历史和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观点很好地说明了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相

互依存的关系 [ 7 ]。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 ,任

何一个单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没有办法讲清楚

的。杜维明先生提出 ,存在着儒家式的穆斯林 (Con2
fucian Muslim) [ 8 ]

,指出了回族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

深刻的联系。因此 ,文化自觉对于回族而言 ,应该包

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

回族文化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 ,其文化自觉也

必然包含对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回族的伊

斯兰文化 ,事实上受到了阿拉伯、伊朗、中亚和南亚

四种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具有统一性 ,

但同时具有多样性和区域化的特点。因此 ,回族伊

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中的其他文化之间就形成了

复杂的网络关系。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 ,阿拉伯是

源 ,伊朗、中亚、南亚和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文化都是

流 ,因此后者都需要学习和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但是在伊斯兰文明作为整体的发展中 ,在思想和精

神文化方面 ,伊朗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一批思想

大师 ,他们的思想影响了阿拉伯、中亚、南亚和中国

的回族伊斯兰文化 ,在回族的伊斯兰文献中有很多

是波斯语文献 ,也有很多宗教用语来自波斯语。对

于中国伊斯兰文化而言 ,来自中亚的苏非主义及其

教团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总体上 ,回族的伊斯兰

文化处于伊斯兰文明网络的接收端 ,主要是从西向

东输入各种伊斯兰文化的要素 ,向外输出比较少。

需要指出的是 ,处于伊斯兰文明网络的接收端 ,并不

意味着没有创造性。恰恰相反 ,中国伊斯兰文化具

有很强的创造性 ,并且形成了一批具有独特价值的

文献、观念、制度和传统。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

文化成果和要素没有向伊斯兰文明网络中的其他部

分输出和传播。

因为这种伊斯兰文明网络结构的存在 ,在梳理

回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时候 ,必须避免笼统地将

所有伊斯兰因素统统归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更要

避免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理解为伊斯兰文明的唯一

正统和本源 ,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同于伊斯兰文

明。事实上 ,阿拉伯民族也是多元一体格局 ,并非所

有的阿拉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 ,在阿拉伯穆斯林中

也存在不同的教派 ,即便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 ,也

分属不同的教法学派。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

即便在古代大一统的阿拉伯帝国时代 ,也是多元一

体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等不同宗教的信

徒 ,阿拉伯、波斯、突厥、柏柏尔、库尔德等不同民族

的穆斯林共同创造了古代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

因为如此 ,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来源以及伊斯

兰文明本身的多元性和区域化要有深刻的认识。

在研究伊斯兰的传统和文化的时候 ,也要注意

伊斯兰教同时兼具复古的动力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

看到伊斯兰教不是亘古不变的抽象实体 ,是一种处

于不断变化中的现实存在。比如现代伊斯兰主义中

的一些理论和实践 ,事实上是在复古思潮下适应现

实的结果。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回归正统和纯洁

的伊斯兰 ,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施行的政教合

一的体制 ,事实上是一种真正的创新 ,因为专职的教

法学家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 ,在先知和四大正统哈

里发时代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是伊朗 16世纪以

来什叶派宗教学者权威不断发展的结果。议会民主

制、三权分立、立宪政体 ,这些目前在伊朗实行的政

治制度都是借鉴西方的结果。因此 ,中国伊斯兰文

化研究域外伊斯兰文明的传统和文化 ,不是为了复

古 ,而是为了在坚持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合理

地适应现实。

回族的文化自觉还必须深入研究西方文明。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 ,伊斯兰文明是在与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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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互动中发展的 ,伊斯兰文明本身包含了西方文

明的许多因素。从 8世纪中叶开始 ,经过百年翻译

运动 ,伊斯兰文明引进、消化和吸收了希腊的哲学、

逻辑学、科学和医学。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哲学

的发展莫不与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有密切联系。这

些学问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传到伊斯兰世界的西

方 ,并在西班牙托莱多经过另一次从 11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延续长达 200年的翻译运动 ,从阿拉伯语翻

译成拉丁语 ,重新回到欧洲。14世纪 ,欧洲的文艺

复兴开始。因此 ,深入认识伊斯兰文明就必须研究

西方文明。其次 ,近代以来 ,东方各大文明普遍面临

西方的挑战 ,面临生存危机和社会转型 ,在全球化时

代 ,西方文明更是依赖经济和科技的优势成为强势

文明。东方文明中的所有文化都必须研究和了解西

方文明。

三、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与伊斯兰文明

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可能是产生文化自觉的意

识。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 ,“我在提出‘文化自觉 ’

时 ,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 ,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

么危机 ,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

了这个问题 ”[ 7 ] ( P193)
。这说明 ,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

能必然导致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

费孝通先生表示 ,他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看

法 ,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 7 ] (P195) 。

具体所指的是国内人口极少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

机。鄂伦春族传统的狩猎文化 ,因为森林的破坏而受

到威胁。因此面临严酷的选择 ,到底是“保存文化还是

保存人”[7 ] (P183) 。可以看出 ,之所以会提出文化自觉的

问题 ,还是因为看到某种文化出现了危机。因此 ,现实

的危机是促使“文化自觉”意识产生的直接动力之一。

除了现实的危机 ,出于对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的

预见而产生的危机感也有可能催生“文化自觉 ”意

识。这种危机和危机意识的产生 ,根本的原因是生

存的压力 ,可能来源于社会转型 ,也可能来源于不同

文明之间的互动。

对于中东和中国而言 ,从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

及和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文明互动所产生的压力

始终存在 ,甚至社会转型也被视为这种文明互动的

衍生物。在这种文明互动乃至文明竞赛中 ,东方文

明普遍面临生存危机。费孝通先生强调 ,要清醒地

认识到“世界文化关系中‘适者生存 ’的无情现

实”[ 7 ] ( P206)
。正是危机引发了各种政治、社会和思想

变革的运动。“西方武力的冲击粉碎了中东人民根

深蒂固的优越感 ,这在伊斯兰教社会中酿成沉痛的

抑郁。这种抑郁首先表现在改革运动中。”[ 9 ]从这个

背景下 ,紧迫的生存危机导致“救亡 ”意识优先 ,追

求赶超型发展模式 ,有其合理性。

但是把存在的问题始终归结于外部原因并总是

试图从外部寻求解决的办法 ,事实上抹杀了文明互

动所产生的压力的真实本质。文明互动中的弱势一

方 ,归根到底还是在内部发展出现了问题。文明互

动所产生的压力的实质 ,还是“适者生存 ”的问题。

因此 ,身处危机之中的东方文明 ,必须从内部寻找问

题的原因。这才能成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真正动力。

伯纳德 ·刘易斯在《错在哪里 》(W hat W ent W rong)

一书中将中东的近现代史描述成不断将失败的原因

归结于外部的历史 ,虽然有其片面的方面 ,但的确发

人深省。如果不能将寻找问题的目光从外部转向内

部 ,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文化自觉的基础 ,

可能就是这种转向。

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而言 ,文化自觉的最高

目标应该是在世界文化的互动中 ,实现既保存人也

保存文化。当然 ,全盘保存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 ,只

能是批判地继承和创新。因此 ,寻找问题的原因必

须要深入到某种文化的内部 ,但是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则需要全方位的眼光 ,既包括内部 ,也包括外

部 ,是内外的结合。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 , 20世纪初曾风行立宪运

动 ,土耳其还确立了世俗化的模式 ,将立宪政体和世

俗化视作西方强大的原因 ;两次大战之间 ,法西斯思

潮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找到市场 ,被视为赶

超型发展和对抗老牌殖民主义的有效模式 ;二战之

后 ,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一批阿拉

伯国家奉行民族主义加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模式 ,试

图仿效苏联式的发展道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以及 1970年纳赛尔的去世 ,使

得民众对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感到失望 ,现

代伊斯兰主义潮流在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兴起 ,周期性的复古思潮进入新一轮的高潮期。在

这个高潮期 ,又出现了 20世纪 80年代初、90年代初

和 21世纪初三个波峰。从外部寻找解决办法和从

内部寻找解决办法 ,成为彼此对立的两条道路。但

是无论哪条道路 ,都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

思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问题。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发

展道路 ,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具有深刻的借鉴意

义。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中华文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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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觉需要深入地挖掘内在的问题 ,在这种基础上

接受来自外部的积极的价值观念 ,比如市场经济、民

主、法制和人权等理念 ,将其整合到自身内部。与此

同时 ,需要从中华文明内部发掘来自内部的积极的

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在内外两个层面从

伊斯兰文明中获益。从外部层面看 ,域外伊斯兰文

明诸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 ;从内

部层面看 ,中国的伊斯兰文化 ,尤其是回族伊斯兰文

化 ,有助于帮助儒家文化从内部认识自我 ,发掘属于

整个中华文明的积极的价值观念。这两个层面本身

也是互动的 ,中国伊斯兰文化可以成为中华文明与

域外伊斯兰文明沟通的纽带 ,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自

我的文化自觉 ;而对域外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和了解

有助于推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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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ok ing Cultura l Con sc iousness from Islam ic C iv iliza tion
WU B ing2b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slam p lays a dom inant role in Islam ic Civilization, which has some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2
tic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ways, cultural unity, and a kind of

diversity and localization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adap tability. Among Chinese Muslim 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ethnic group of Hui includes a deeper knowled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onfucianism, Islam ic Civilization,

and W estern Civilization.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adap tability to the modern

society of Islam ic Civilization. The initia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lways stem s from cultural crisis or the sense of

crisis. The real reason of the cultural crisis of either Chinese Civilization or Islam ic Civilization should be traced in2
side the civilization itself, and as a response to the crisis, betterways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see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it. In this p roces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ld benefit from Chinese Islam ic Cul2
ture and the Islam ic Cultures outsi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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