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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东”一词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原本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和政治色彩。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将介于所谓“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与英属印度殖民地之间
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波斯湾沿岸称作中东，用于区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和包括东亚诸
国在内的远东。
1900年，“中东”一词正式出现在英国的官方文件中，进而为西方列强普遍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近东与中东之间的政治界限不复存在，中东
逐渐成为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包括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在内的
阿拉伯世界以及土耳其和伊朗则是中东的核心所在。
中东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构成基本的地貌形态。
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错综相问的地貌分布；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
高原和山区大都地广人稀，适合牧养牲畜的经济活动。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水流量充沛，河水流经之处形成人口分布相对稠密的定居社会。
游牧群体与定居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着中东历史的进程。
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中东的北部，地处小亚细亚半岛，亦称小亚细亚高原，为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
所环绕，地势自东向西倾斜。
“安纳托利亚”一词似乎源于希腊语，本意为“日出之处”，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
岸。
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平均海拔900米，地表崎岖，峡谷纵横，气候干燥，降雨匮乏，季节变化明显，
农业与畜牧业错综分布。
庞廷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侧，长约1000公里，呈东西走向；庞廷山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区域，地
势低平，森林茂密。
陶鲁斯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侧，亦呈东西走向，长约1200公里，构成小亚细亚半岛与阿拉伯世
界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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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公元七世纪的曙光，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于仿佛被喧嚣
的文明社会所遗忘的角落，进而走出贫瘠荒凉的家园，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
阿拉伯人创立的庞大帝国，囊括了两起夫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的辽阔
土地。
伊斯兰教的传播惊醒了不信者的酣梦，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相继加入穆斯林的行列
。
哈里发统治下的国家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中经历了六百年跌宕起伏的岁月，王朝更迭，浩荡长歌，
悲怆动人。
终于有一天，从东方涌来的蒙古铁骑踏碎了巴格达哈里发励精图治的最后梦想，享尽风流的帝国湮灭
于弹指之间，阿拔斯王朝曾经的蔚盛文风和滚滚翰墨从此成为远去的往事。
    中东文明的传统并没有因为蒙古铁骑而销声匿迹，中东历史的长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
在蒙古铁骑浩劫的残垣断壁之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在小哑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
，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降服两起马格里布、东至扎格罗斯山西麓的阿拉伯人。
奥斯曼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度雄踞亚欧非大陆的中央地带，传承着先知穆罕默德点燃的信仰火种
和阿拉伯帝国的文明遗产。
    自十五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历史的天平随之经历由东向西的巨大倾斜。
缘起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三洲五海”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曾经统治的辽阔
疆域沦为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
进入二十世纪，诸多的主权国家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古老的土地迎来了现代的文明，中东
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人们或许仍然守候着千百年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动荡和变革的现实。
在麦加，悠扬的驼铃声在起伏的汽笛中湮灭。
在开罗，鳞次栉比的高楼陪伴着日升月落。
在安卡拉，竞选的传单漫天飞舞。
在德黑兰，攒动的人群倾听着世界的声音。
在迪拜，行色匆匆的过客或许牵动着华尔街敏感的神经。
生活在中东这个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从不曾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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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全安，吉林省吉林市人，1961年生，回族。
1978-1991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文学院进修，主
要著作包括《古典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在《历电
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西亚非洲》、《史学集刊》、《东北师大学报》和《
南开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中东学会理事，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和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丰讲“世界上古中古史”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获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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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奈伯特人扼守希贾兹商路的北端，曾经是米奈一赛伯邑人经营转运贸易的重要伙伴。
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香料和其他各种物产大都在皮特拉卸货，再由奈伯特人贩运到地中海东岸
各地。
在广泛从事过境贸易的基础之上，奈伯特人逐渐崛起，成为地中海东岸介于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
的重要政治力量。
公元前169年的铭文中，首次提到奈伯特人的国王哈里萨斯。
公元前1世纪，奈伯特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并且一度击退罗马军队的攻击。
公元初年，奈伯特人的疆域包括叙利亚南部和希贾兹北部的诸多地区。
至帕尔米拉兴起以后，奈伯特人的势力日趋衰落。
公元105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吞并所谓的“阿拉伯山岩”，奈伯特人的国家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皮特
拉亦从文献记载中消失。
公元1世纪以后，帕尔米拉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出现在茫茫无际的叙利亚沙漠之中。
“帕尔米拉”在希腊文中意为枣椰之城，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德木尔，阿拉伯语中意为废墟。
帕尔米拉原是北方阿拉伯人生活的绿洲，公元前1100年的亚述铭文曾经提及该地。
波斯安息王朝兴起以后，两河流域成为沟通地中海世界与波斯湾沿岸的主要贸易通道。
帕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是联结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必经之路，占据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加之具有充足的水源，成为横贯沙漠的贸易枢纽和商贾辐辏的富庶之邦。
罗马帝国时期，帕尔米拉承认罗马皇帝的宗主权，并且一度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叙利亚沙漠和阿拉
伯半岛北部。
260年，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在与波斯军队作战中兵败被俘，帕尔米拉国王伍得奈斯起兵援救，击溃波斯
军队，攻至波斯首都泰西封城下。
262年，罗马皇帝加列那斯赐封伍得奈斯为统治东方的副王，帕尔米拉的势力达到顶峰。
267年，可能由于罗马人的策划，伍得奈斯在霍姆斯遭到暗杀。
伍得奈斯死后，其妻齐诺比亚自称东方皇后，立幼子韦海卜·拉特为“凯撒·奥古斯都”，起兵反抗
罗马帝国，攻占埃及和小亚细亚。
齐诺比亚发动的攻势咄咄逼人，罗马帝国朝野震动。
272年，罗马皇帝奥列里安御驾亲征，击败帕尔米拉人。
随后，奥列里安将帕尔米拉夷为平地，昙花一现的沙漠明珠从此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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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教俗合一的国冢形态伊斯兰传统文明形成于中世纪的特定社会环境，个体生产、自然经济、超经济的
强制和广泛的依附状态以及思想的束缚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历史基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
从野蛮向文明的演进历程则是深刻影响伊斯兰传统文明的重要因素。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信仰的转变和伊斯兰教的诞生揭开了阿拉
伯人建立国家和步人文明时代的帷幕，而公共权力由宗教生活向世俗领域的延伸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
内容。
《古兰经》屡屡强调安拉至上和顺从使者的信仰原则，进而阐述国家权力的政治理论，将尚且鲜为人
知的崭新政治概念引入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社会体系。
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而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不仅负有传布启示的神圣使命，而且行使驾驭
社会的世俗权力。
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无疑是《古兰经》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得以逐步实践的
逻辑结果。
从宗教意义的顺从到世俗行为的约束，标志着国家权力通过温麦的形式始露端倪。
教俗合一的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政治框架。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
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相比之下，教权与俗权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
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外在形式起源于安拉的意
志。
温麦兼有国家与教会的双重功能，教会与国家则被穆斯林视作同一概念。
超越宗教界限和纯粹世俗范畴的政治行为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问。
捍卫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伊斯兰国家的目的，维护穆斯林的宗教利益则是伊斯兰国家至高无上的
政治准则。
在传统伊斯兰世界教俗合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学说与政治理论错综交织；宗教学说构成政治理
论的前提，政治理论则体现为宗教学说的延伸和补充。
与此l司时，政治群体往往体现为宗教派别，政治对抗通常采取教派运动的形式，政治斗争的首要方式
便是信仰的指责。
形式各异的教派运动皆有相应的政治基础、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反映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政治利益
的矛盾对抗。
传统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温麦的主宰，是世人的君王，沙里亚则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和安拉规定的法
度，是先于国家的秩序和尽善尽美的制度，芸芸众生只有遵循沙里亚的义务，绝无更改沙里亚的权力
，即使哈里发亦不可随意立法，而必须服从沙里亚的约束。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臣民
的从属地位；统治者是其臣民的牧人，他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
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
至于臣民享有的权利，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中则缺乏明确的阐述。
所谓臣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相关规定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制约，现实意义
微乎其微，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古老的阿拉伯半岛刚刚告别野蛮的秩序而初入文明的社会，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
尚未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原始民主制的残余和权位继承的
非世袭传统深刻地影响着穆斯林的政治生活。
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共和政体，财产占有状况的相对平等、浓厚的部族色彩和
强烈的民主倾向则是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鲜明特征。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穆斯林内部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社会对立日趋加剧，共和政体陷入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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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穆阿威叶即’位后，在伊斯兰世界首开哈里发家族世袭的先河，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随之由共和制
转变为君主制。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沿袭倭马亚时代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历任哈里发皆系阿拔斯家族的成员。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权力被认为是来自安拉的赐予。
哈里发每逢朝廷典礼和宗教节日皆身着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遗物的斗篷，并在宫中聘用宗教学者依据
经训阐述的原则制定统治政策和进行神学宣传，以示其权力的合法与地位的神圣。
哈里发不仅自居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而且被视作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集教俗权力
于一身，凌驾于社会之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对于哈里发的任何冒犯，都被视作宗教意义的亵渎。
继哈里发国家之后统治中东长达6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制政体，苏丹的权位继承遵循奥
斯曼家族世袭的政治原则。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凌驾于臣民之上，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时代教俗合一的历史传统，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
高权力。
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
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
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
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
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萨法维王朝亦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教俗合一的政
治制度。
萨法维王朝的国王自称伊玛目家族的后裔和“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
的双重权力。
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官方宗教学说赋予萨法维国王以神圣的外衣，成为萨法维王朝驾驭社会和统治民众
的重要工具。
 ⋯⋯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强调宗教
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
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内容；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民族解放和民众解放的明显倾向
，与现代化的进程呈同步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亦曾存在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
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
教势力的自主地位。
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并非严格遵循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
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思想的官方化。
世俗化改革往往与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权力模式重新构筑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
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建立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
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极权政
治的御用工具。
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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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
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
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而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
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
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伴随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
人民的鸦片”。
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
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
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
家形态不复存在，世俗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世俗化风行一时。
极权政治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明显特征。
在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独裁政府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
直至取缔非官方的世俗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
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随之
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世俗极权政治的主要据点。
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
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所谓的世俗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同步的趋势
。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
和权力分享。
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换言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
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世俗化
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实属令人费解。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诸多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缓解，民主化运动在中
东伊斯兰世界日趋高涨。
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悄然崛起，构成下层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
极权政治的重要外在形式。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
传统教界作为伊斯兰世界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其与世俗政
权之间尽管不无矛盾，却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无意倡导民主政治。
传统教界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传统社会的客观物质环境，强调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
秩序的舆论工具。
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
尚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
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
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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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
彩的极权政治，其基本思想已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
颇具革命的倾向。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集
中体现世俗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理论，可谓“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与被剥夺权利之下层民众的政治宣言。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斯兰世界初露端倪。
现代伊斯兰主义蕴涵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在于借助宗教的形式否
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实现民众的权力分享。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亦非存在必然的悖论。
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
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即所谓反现代化的看法，显然存
在商榷的余地。
统治模式决定民众的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中东诸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政治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实
践亦表现各异。
南亚和埃及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早在1926年，印度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首倡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暴力倾向，宣
称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实践，其宗旨是摧毁当今世界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
秩序。
继赛义德·毛杜迪之后，埃及人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相继阐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
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构成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外在形式。
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
埃及自70年代起经历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贫富分化明显加剧，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日趋高涨，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随之广泛传播。
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抑或所谓的宗教对抗国家，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的突出现象。
以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秩序，则是
穆斯林兄弟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纲领。
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之颇具革命性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无疑是纳赛尔当政
期间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产物。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
之日趋温和，议会竞选的积极参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之主流势力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极权政治的膨胀和绝对主义的高压政策导致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极端和激
烈的政治倾向。
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思想，可谓巴列维当政期间的伊朗之极权政
治和高压政策的逻辑结果。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独裁的传统政治制度，进而为伊朗民
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自8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然而，土耳其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
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
进政治纲领。
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温和色彩。
宗教政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
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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