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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萨
·

萨德尔与黎什叶派
吴 冰 冰

摘 要 穆萨
·

萨德 尔 年出生在伊朗
, 一 年在伊拉克求学

,

年来到黎巴嫩
,

成为黎巴嫩什叶

派宗教和政治领袖
,

使什叶派进入黎巴嫩的权力中心
,

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 力量
。

可以说
,

他改变 了黎
巴嫩什叶派

,

也改变了黎巴嫩
。

关键词 穆萨
·

萨德 尔 黎巴嫩 什叶派

,

而

一
、

家世和早期活动

穆萨
·

萨德尔 年 月 巧 日出生在伊朗库

姆的萨德尔家族
。

该家族是什叶派望族
,

分布在伊

朗
、

伊拉克和黎巴嫩
,

源于黎南部的阿米勒山地区
。

穆萨
·

萨德尔曾谈起过 自己的家族
“

我生于伊朗
,

祖父是萨德尔
,

我们家族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

曾

祖父萨利赫是苏尔县沙胡尔村的宗教学者
,

他们父

子俩在土耳其人统治末期逃亡伊拉克
,

在那里成了

家
。

他的一些子孙移居伊朗
,

在那里成家立业
。

我

奇怪地发现我的祖先有黎 巴嫩的特性
,

即迁徙性
,

从来没有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 ” 【’

穆萨
·

萨德尔的高祖萨利赫
·

沙拉夫丁 一

年 出生在黎的苏尔县沙胡尔村
,

是宗教学者
。

一 年
,

奥斯曼帝国总督艾哈迈德帕夏统治

黎南部期间
,

大肆迫害什叶派宗教学者
。

萨利赫遭
监禁

,

后设法逃到伊拉克
,

定居在什叶派圣城纳贾

夫
。

萨利赫的孙子赛义德
·

伊斯马仪 一

年 被称作赛义德
·

萨德尔
,

是什叶派仿效的渊源
。

他是穆萨
·

萨德尔的祖父
,

萨德尔家族由他得名
。

伊斯马仪
·

萨德 尔 的第 四子萨 德 尔 丁
·

萨德尔

一 年 是穆萨
·

萨德尔的父亲
。

一 战后
,

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对什叶派采取限制政策
。

在这

种背景下
,

包括萨德尔丁
·

萨德尔在内的一批什叶

派宗教学者离开伊拉克来到伊朗
。

穆萨
·

萨德尔 的数代祖先都是什叶派宗教学

者
,

母亲出身什叶派宗教学者世家
。

穆萨
·

萨德尔

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什叶派宗教氛围的家庭中

成长起来的
。

穆萨
·

萨德尔接受的是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教

育
,

他本人更喜欢现代教育
。

年
,

他在库姆新

式小学巴基里亚学校就读
,

随后在库姆的萨纳伊学

校读书
,

年毕业
。

根据父亲的要求
,

从

年开始
,

他同时还在库姆宗教学校学习
。

穆萨
·

萨

德尔接受了系统的传统宗教教育
,

研读了伊斯兰哲

学和苏非理论
。

他的老师有霍梅尼和沙里亚特
·

马

达里
,

同学有比希什提
、

穆尔台道
·

穆塔海里
、

阿

尔达比里和后来的伊朗领袖哈梅内伊
。

那时
,

他也

没有回避现代教育
,

年他进入德黑兰大学法学

院学习
,

年获学士学位
,

是第一个有大学学历

的什叶派宗教学者
。

他的志向并非当宗教学者
,

但经过父亲的劝说
,

决定重新接受伊斯兰传统教育
。

年
,

父亲去世
。

年
,

穆萨到伊拉克的纳贾

夫求学
,

师从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穆哈

欣 哈基姆和穆罕默德
·

里达
·

阿勒
·

亚辛
,

还听

过大阿亚图拉艾布
·

卡希姆
·

胡伊关于教法渊源的

课程
。

年
,

他完成学业回到库姆
。

传统宗教教

育和现代世俗教育对他的思想影响深刻
。

穆萨是应赛义德
·

阿 卜杜
·

侯赛因
·

沙拉夫丁

一 年 的邀请来到黎巴嫩的
。

阿 卜杜
·

沙

拉夫丁属黎南部沙胡尔地区的沙拉夫丁家族
,

该家

族同穆萨
·

萨德尔的家族有亲缘和姻亲关系
。

阿 卜

杜
·

沙拉夫丁在 年代中叶访问伊朗时见过穆萨
,

非常赏识他
。

此后
,

他因对 自己诸子感到失望
,

便

将穆萨视为未来继承人
。

年夏
,

穆萨访黎后回到纳贾夫
。

同年

月 日
,

赛义德
·

阿 卜杜
·

侯赛因去世
。

次年
,

侯赛因的家人写信邀请穆萨到苏尔
。

此时
,

穆萨已

完成学业回到伊朗的库姆
。

他对是否接受邀请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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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
,

但他的老师阿亚图拉穆哈欣
·

哈基姆却劝他

接受邀请
。

其理由有二 一是他同黎有渊源 二是

赛义德
·

阿 卜杜
·

侯赛因的去世在黎留下一个真空
,

穆哈欣
·

哈基姆希望 由他信任的人去填补
。

为此
,

他还写信给黎的显贵们推荐 自己的学生
。

二
、

成为黎什叶派政治领袖 一 年

一 年是穆萨
·

萨德尔在黎活动的第一

阶段
,

成立了 “
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

” ,

主要 目

的是在黎什叶派中确立 自己的政治地位
。

年奥斯曼帝国解体
,

叙利亚和黎巴嫩脱离

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

年
,

法国军队占领叙
、

黎
,

以黎巴嫩山和贝鲁特为中心
,

加上沿海城市
、

南黎巴嫩和 贝卡
,

组成大黎巴嫩国
。

年
,

黎确

立了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

法政府大力扶植基

督教马龙派
。

年独立战争期间
,

主张完全独立

的阿拉伯主义潮流战胜主张维持同法国联系的教派

思想潮流
,

黎实现了独立
,

但 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

体制保留了下来
,

权力分配则以 年的人 口统计

为基础
。

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

占支配地位的

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逊尼派
。

马龙派势力的

基础在黎的山区
,

逊尼派势力在贝鲁特
、

的黎波里
、

赛达等沿海城市
。

什叶派主要集中在黎南部和贝卡

地区
,

沿海城市中只有苏尔是什叶派的势力范围
。

在黎巴嫩
,

什叶派地区处于边缘化地位
。 “

黎 巴嫩的
‘

特殊个性
’

表现为马龙派山地思想和逊尼派城市

传统的中合思想
。

什叶派不得不在这两种概念中开

辟 自己的道路
。 ”

在黎南部和贝卡地区
,

直到 世纪中叶
,

占

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封建家族势力
。

黎什叶

派受艾斯阿德
、

哈里勒
、

扎因
、

欧赛兰
、

海德尔和

哈马达等六大家族控制
。

在政治上
,

封建家族同什

叶派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关系都类似于领主同附庸

的关系
。

黎独立后
,

他们把持了议会和 内阁
,

其代

表是长期控制议长职位的艾斯阿德家族
。

从独立到

世纪 年代
,

艾斯阿德家族的两代首领艾哈迈

德和卡米勒都长期担任议长
。

什叶派宗教学者的经

济贫乏
、

政治沉默
,

长期处于封建家族力量附庸地

位
。

他们承认封建家族势力的优越地位
,

在经济上

依附于他们
,

在政治上支持他们
。

著名宗教学者谢

赫穆罕默德 塔基
·

萨迪克是典型
,

他支持艾斯阿

德家族
,

坚决主张政治上的无为主义
。

上世纪 年代
,

黎什叶派地区的政治力量结

构出现变化
,

左翼政党在什叶派地区发展很快
,

吸

纳很多支持者
。

这些左翼政治组织有共产主义取向

的政治组织
,

如黎共和共产主义行动组织
,

巴勒斯

坦武装组织有阿拉伯解放阵线和 巴勒斯坦人 民解放

战线
,

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有复兴党
。

对政治现状

不满的什叶派群众开始从左翼政党中寻找出路
。

在传统封建家族力量和新型左翼政党力量争

夺什叶派大众的背景下
,

穆萨
·

萨德尔来到了黎 巴

嫩
。

年代末和 年代初
,

在什叶派地区的政治

力量角逐中
,

宗教学者没有地位
。

穆萨通过积极参

与社会活动
,

努力使 自己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

使宗

教领袖成为社会动员的核心力量
,

同传统政治势力

和新兴左翼政治力量斗争
。

但是
,

他不挑战现存的

什叶派政治领袖的地位
,

只是努力确立 自己的地位
。

穆萨
·

萨德尔的社会基础是什叶派新兴中产阶

级
,

包括新兴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人
。

黎独立后
,

随

着经济的发展
、

国家机构的扩展
,

什叶派离开内地

迁到贝鲁特
,

由于海外什叶派商人归国
,

什叶派中

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生
、

律师
、

公务员和中小商人
,

他们构成了新兴的什叶派中产阶级
。

他们虽不是虔

诚的信徒
,

但较优越的经济条件与较低的政治地位

间的反差
,

强化了他们的教派观念
,

使他们产生了

联合的需要
。

年代中叶
,

一批贝鲁特什叶派中产

阶级 自发联合起来
,

组成
“
社会斗争委员会

” ,

以表

达什叶派的不满和诉求
。

新兴什叶派中产阶级对传

统封建家族政治力量不满
,

但又无法通过其他教派

主导的左翼政党力量来满足 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需

求
。

穆萨的到来就为他们实现 自己的政治需求提供

了新的选择
。

事实上
,

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穆萨早期

政治活动的核心力量
。

年
,

穆萨
·

萨德尔定居苏尔
,

担任清真寺

教长
。

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
,

还从事大量社会活

动
。

年
,

他通过建立慈善性的社会
、

文化和宗

教组织开展社会活动
。

他的第一个重要举动是在苏

尔建立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
,

使什叶派青年可受到

培训
。

该机构耗资 万黎镑 约 万美元
,

资金

来 自黎教育部和银行贷款
。

他随后又在苏尔创办了

慈善协会
、

孤儿中心
、

伊斯兰研究院
、

女子之家和

护士学校
,

其影响急剧扩大
。

年 月 日
,

黎议会通过法令
,

规定组

成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来管理黎什叶派事务
。

年 月 日
,

该委员会正式成立
,

执委会共

席
,

议会的 名什叶派议员各占一席
,

宗教学

者 席
,

世俗人士 席
。

穆萨
·

萨德尔当选为委

员会主席
,

任期 年
。

在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

成立前
,

议长是黎什叶派无可争辩的最高政治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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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委员会的建立
,

并被授权在政治体制中表达什

叶派 日益增长的需要
,

在政治权力分配中引入了新

的变数
。 ”

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的建立和穆萨

当选委员会主席标志着他己成为黎什叶派的政治领

袖
,

而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领袖 了
。

三
、

建立和领导什叶派 一 年

穆萨领导什叶派投入争取社会
、

经济权益的斗

争
。

。年 月 日
,

他号召进行为期一天的总

罢工
,

目的是使政府意识到南部 问题的重要性
。

罢

后 的一星期
,

政府建立 了 “ 南部委员会
” ,

拨款

万黎镑
,

支持该地区的发展
。

该委员会的创立

是穆萨的一次胜利
,

但
一

卡米勒
·

艾斯阿德却获得了

该委员会的控制权
,

使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

以艾斯阿德为代表 的传统政治势力不断与穆

萨较量
。

年代初中期
,

艾斯阿德和穆萨间的冲突

加剧
,

但穆萨的地位却 日益巩固
。

议会的 名议员

中
,

人支持卡米勒
,

人支持穆萨
。

年底
,

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修正案规定
,

穆萨的任期

从 年改为其年满 岁
。

艾斯阿德反对
,

但

年 月
,

最高委员会驳回艾斯阿德的意见
。

在与什

叶派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中
,

穆萨赢得胜利
。

年

代初期
,

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 自左翼力量
。

年的黑九月事件后
,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战

士大批进入黎 巴嫩
,

黎的政治格局开始变化
。

马龙

派反对 巴力量增长
,

逊尼派和黎左翼力量则支持巴

解放运动
。

穆萨试图走中间路线
。

年 月
,

黎

军同巴解放组织发生冲突
,

黎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

破
。

马龙派和 巴解间的矛盾激化
,

越来越多处于社

会下层的什叶派青年不满现状
,

开始追随左翼力量
。

而对这种局面
,

穆萨只得同左翼争夺什叶派青年
。

方面
,

他得反映下层什叶派青年的不满和要求

另 一方面
,

又须同左翼相区别
,

因此
,

他采用 了非

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
,

即以伊斯兰传统话语来表

达 下层什叶派青年对公正和平等的渴望
。

年

月
,

他创立了
“

被剥夺者运动
” 。

穆萨通过成立被剥

夺者运动
,

将社会基础扩大到 了广大什叶派下层
。

黎马龙派同巴抵抗力量之间的冲突 日益激化
。

年 月 日
,

黎内战爆发
。

内战初期
,

穆萨 萨
德尔反对战争

。

年 月底
,

他来到贝鲁特的阿

米里亚清真寺
,

绝食 以示抗议
。

月 日停止绝食
。

内战现实迫使他起来维护什叶派的利益
。

巴勒斯坦

人
、

马龙派和德鲁兹派都有武装
,

什叶派也必须建

立武装来保护 自己
。

事实 二,

一 年
,

重新

阐释什叶派的传统成为他思想的主题
,

他通过对侯

赛因殉难进行新的阐释
,

反对政治无为主义
,

提倡

政治行动主义
。

提出 “
武器是男人的装饰

。 ”

穆萨一直不承认什叶派有 自己的民兵组织
。

但
一次突发事件使他不得不公开什叶派的民兵组织

。

年 月
,

贝卡谷地巴勒贝克地区一营地发生爆

炸
,

名参加训练的什叶派民兵被炸死
。

月 日
,

穆萨承认有什叶派民兵组织
,

名为
“

黎巴嫩抵抗组

织 ” ,

简称 “ 阿迈勒 ” ,

是被剥夺者运动的军事组织
。

黎内战中形成了对立的双方 以马龙派基督徒

为一方
,

主张维持教派政治现状 另一方是主张彻

底改变现状的巴勒斯坦人与黎左派组成的联盟
,

目

的是改变黎政治现状
,

建立全新的政治格局
。

一

年
,

穆萨领导的阿迈勒运动同巴解组织
、

黎全

国运动联盟站在一起
,

试图重新分配国家权力
,

改

变什叶派现状
。

年 月
,

叙利亚军队正式介入黎内战
。

叙

反对建立极端的左派国家
,

主张黎维持现状
。

穆萨

开始站在叙军一边
,

反对黎全国运动和 巴勒斯坦人
,

认为黎全国运动领导人琼布拉特是个不负责任的

人
,

试图利用黎内战的现状改变德鲁兹人同马龙派

势力的力量对比
,

极力阻止内战结束
,

使什叶派同

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人
,

从中受益
。

对巴勒斯坦人

来说
,

所有的巴勒斯坦营地都处在什叶派为主的地

区
,

很多什叶派青年追随巴解放组织
。

因此
,

巴解

放组织的存在阻碍 了阿迈勒运动在什叶派中的发

展
。

在这种情况下
,

穆萨转而支持叙的军事介入
,

希望 以此来维护什叶派利益
,

开始将巴人和黎左翼

力量称作
“
新封建主义

”。

年
,

约 一 万什叶平居民被长枪党从

贝鲁特东北地区驱逐出来
,

这一残酷现实沉重打击

了穆萨
。

一 年
,

穆萨思想低沉
,

开始宣扬

阿里
·

宰因
·

阿比丁的忍耐
。

年 月
,

在一次

演说中
,

他指出
,

宰因
·

阿比丁并没有放弃或背叛

阿里的教导
,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

贸然行动只会

导致无谓的牺牲和事业失败
,

生存就是胜利
。

这表

明他采取了务实主义态度
。

穆萨阐述 了阿迈勒运动 同伊斯兰什叶派最高

委员会的关系
“ 阿迈勒运动在组织上同该委员会毫

无关系
,

它是被剥夺者运动的政治
、

军事部门
,

而

委员会是该运动的民事
、

法律表达
,

在这个基础上
,

一 者可 以协作
。 ” 在穆萨的设计中

,

被剥夺者运动

是他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总体称呼
,

最高委员会是这

个运动的合法民事形式
,

而阿迈勒运动是这个运动

的政治和武装部门
。

但是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阿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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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运动已取代了被剥夺者运动
。

年开始担任议

员
、

年代末担任阿迈勒运动总书记的侯赛因
·

侯

赛因尼说 被剥夺者运动本身就是阿迈勒运动
。

这

一变化有两个原因 内战爆发后
,

伊斯兰什叶派最

高委员会成为空壳
。

在这种情况下
,

阿迈勒运动就

成为被剥夺者运动的惟一组织形式 穆萨所谓的被

剥夺者
,

是一个广义概念
,

并不单指什叶派
。

他希

望被剥夺者运动成为一个超越教派的运动
,

成为动

员所有对现状不满者的力量
。

但是
,

内战的现实使

超越教派的被剥夺者运动的 目的成为不可能实现的

空想
。

而阿迈勒运动也成为一支什叶派力量
。

在此

情况下
,

年代末
,

被剥夺者运动的名称被阿迈勒

运动取代
。

这种名称的变化反映了政治取向的变化
。

年 月 日
,

穆萨访问利 比亚
,

同行的

有谢赫穆罕默德
·

叶阿古 卜和阿拔斯
·

巴德尔丁
。

月 日
,

穆萨最后一次露面后
,

随即失踪
。

四
、

思想与影响

穆萨 的思想核心是在伊斯兰基础上调和伊斯

兰传统与西方现代文 明
。

他根据伊斯兰教义提出神
、

世界和人的概念
。

真主是先于一切而存在 世界是

真主创造的
,

是有秩序的 人是真主创造的
,

是真

主在大地 的哈里发
。

一方面
,

真主是根本
,

这是

对伊斯兰传统的继承 另一方面
,

世界是可 以认识

的
,

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哈里发
,

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
,

可 以认识真主和世界秩序
。

这三个概念综合起来
,

既符合伊斯兰教义
,

又为吸

纳西方现代文明提供了空间
。

穆萨 以这种方式对什

叶派乃至整个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中的核心传述和理

性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

传述的具体表现是

经训
,

理性则通过
“

创制
”

来体现
。 “

穆萨
·

萨德

尔坚信理性和传达是一个真理的两极
,

他试图调和

二者
。 ”

虽然他认为创制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
,

不

得与 《古兰经 》和真实的 《圣训 》相矛盾
,

即理性

不得与传述相违背
,

但他更强调的是理性的作用
。

他 “ 意识到他处于一个伊斯兰与现代欧洲文明面对

面的时代
,

他不得不调和伊斯兰思想与现代文明
。

他通过创制努力达到这一 目标
,

将创制视为帮助伊

斯兰面对时代挑战的惟一途径
。

创制是推动人运动

并同他人竞争的因素
。 ”

穆萨还从伊斯兰文化的特

性论述了创制的必要性
,

认为伊斯兰文化具有动态

性
,

推动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
,

这事实上也是人不

断接近真主的过程
。

因此
,

教规
、

教令必须满足不

同时间和空间的人的需要
,

这只能通过创制来实现
。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
,

穆萨对侯赛因的传统做出

新的解释
。

在传统什叶派思想中
,

卡尔巴拉殉难是

无为和顺从
。

而穆萨认为
,

卡尔巴拉殉难告诉人们

的是要人们学习他及其部下的勇气和决心
。

他通过

重新解释什叶派卡尔 巴拉的殉难
,

反对政治无为 主

义
,

提倡政治行动主义
。

穆萨的政治行动主义使黎什叶派进入黎权 力

中心
,

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

穆萨失

踪后
,

什叶派对他的传统产生了不同理解
。 “ 两个什

叶派革命在黎一起进行 一个极端的千年主义革命

和一个改革主义主流革命
。

二者都被各 自的支持者

植入穆萨
·

萨德尔的传统
。 ”

这种分歧表现为两种

教法观点
、

两个政治组织和两条道路的对立
。

在教

法观点上
,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 侯赛因
·

法德勒拉

认为应当实行教法学家的全面统治 而阿亚图拉穆

罕默德
·

马赫迪
·

沙姆斯丁则主张教法学家发挥有

限作用的乌玛 自我管理模式 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

分别接受了两种教法观点
,

前者曾一度主张按伊朗

伊斯兰革命模式在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

后者则在

承认黎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谋求对政治体制的改革
。

穆萨失踪后
,

他亲手创立的伊斯兰什叶派最高

委员会和阿迈勒运动都在温和的改革主义主导下
。

穆萨一直是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的正式领导

人
,

到 年他 岁生 日那天
,

副主席穆罕默德 冯
赫迪

·

沙姆斯丁才接替他为主席
。

侯赛因 侯赛尼

担任阿迈勒运动总书记
,

年 月 日
,

纳 比

赫
·

巴里取代他成为阿迈勒运动主席
。

一

年
,

侯赛因
·

侯赛尼担任阿迈勒总书记和黎议会议

长
。

年起
,

纳 比赫
·

巴里担任总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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