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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独具特色ꎬ 从国家建

构、 政治文化和政治危机 ３ 个维度可以探究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纬、
文化机理和面临的挑战ꎮ 中东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演进和探索过程中ꎬ
以伊斯兰政治文化、 强人政治文化、 部落主义政治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

政治文化一直是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风向标ꎬ 而以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 伊斯兰中间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文化则是反映中

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质量和水平的 “晴雨表”ꎮ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面临着国家

认同、 政治整合、 政策贯彻、 民众参与、 政治分配、 政治合法性等六重危机

与挑战ꎮ 因此ꎬ 中东国家只有跳出西方政治模式的 “窠臼”ꎬ 以自身国情民意

为基础ꎬ 才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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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ꎬ 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前进方向ꎮ 自

近代以来ꎬ 世界各国都对现代化进行了艰难探索ꎬ 展示了现代化道路演进的

基本趋势与多样形态ꎮ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ꎬ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ꎬ 更

要立足本国国情ꎬ 具有本国特色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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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五卷本)” (２３ＶＬＳ０２７)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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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统筹国内外的发展趋势、 遵循人类文明演

进规律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道路ꎬ
它打破了将 “现代化” 等同于 “欧化” “西方化” “美国化” 的历史叙事和话

语陷阱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图景”ꎮ① 同时ꎬ 中国

式现代化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广度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

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ꎬ 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ꎮ②

反观中东国家ꎬ 近代以来所遇的挫折和困境使其尚未完成从传统农牧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ꎮ③ 中东国家现代化在政变频发、 民众抗议、 民生不

善、 族裔对抗、 教派冲突、 地缘政治、 外部干预、 代理战争、 传统与现代、
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相互交织与碰撞中举步维艰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特别是阿拉伯

剧变后ꎬ 学界普遍认为中东国家现代化道路曲折是政治变革缓慢、 经济绩效

衰退和民主化诉求上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 突出体现了中东地区国

家政治结构缺陷和现代化发展困境ꎮ 由于国家能力的薄弱ꎬ 美军入侵伊拉克

和阿富汗后 “移植” 民主的艰难ꎬ 巴勒斯坦哈马斯与以色列的高烈度冲突ꎬ
均显示出中东形势的动荡与反复ꎬ 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建构历程常常成为政治

失序化过程ꎬ 所谓 “脆弱国家” 等概念纷至沓来ꎬ 展现了中东国家在探索现

代化过程中动荡的现实ꎮ 由此ꎬ 政治现代化是考察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

要方面ꎮ 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兴起的语境下ꎬ 基于国家建构、 政治文化与政

治危机 ３ 个维度可体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状况ꎬ 故本文探

究中东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纬、 文化机理和面临的挑战ꎬ 反思和

总结其经验教训ꎬ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一　 国家建构: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纬

从现代化历程的起源看ꎬ 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前ꎬ 传统社会对中

东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农牧业长期停滞和商业优势的丧失延缓了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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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步伐ꎻ 中东社会组织中的部落家族结构牢不可破ꎬ 不利于中东社会

的现代化改造ꎻ 实现制度上的民主化、 法制化和世俗化有巨大阻力ꎻ 协调伊

斯兰教与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任务艰巨ꎻ 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与

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有冲突ꎻ 环境、 资源等客观条件制约着中东现代化的

进程ꎮ① 正是由于中东国家自身内生动力的软弱和不足ꎬ 西方异质文明和殖民

化的冲击与压力构成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启动的主要推动力ꎮ 伴随着这种外

源型的现代化ꎬ 中东国家生产力要素和文化基因受外部影响较大ꎬ 因此ꎬ 中

东外源型现代化的启动是通过效法西方、 从以富国强军为核心的器物改革和

以立宪运动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开始的ꎮ 在器物层面上ꎬ 改革内容主要是效仿

西方军事体制改组军事建制ꎬ 引进西方军事训练、 作战方法和先进武器装备ꎬ
建立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事人才ꎻ 在制度层面上ꎬ 宪政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

旋律②ꎬ 主要内容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蓝本ꎬ 设立议会ꎬ 颁布宪法ꎬ 限制封建

君主权力ꎬ 改革传统政治体制ꎮ 尽管通过效仿西方所进行的器物改革和制度

改革实质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ꎬ 无法从根本上化解中东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危

机和社会危机ꎬ 却为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以及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作

了前期准备ꎬ 指明了发展方向ꎮ
(一) 民族国家建构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２０ 世纪初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纵观世界历史ꎬ 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

不同的发展道路ꎬ 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

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ꎮ③ 国家建构是自上而下的、 强化国

家政权制度能力与合法化能力的过程ꎬ 其主体只有国家ꎮ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国家进行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ꎬ 它是现代化的前提以

及现代化发展方向与质量的基础ꎬ 同时也是现代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行

３３

①

②

③

④

王三义: «传统社会诸因素对中东现代化的影响»ꎬ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５ 页ꎮ

陈德成主编: «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讨»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

版ꎬ 第 ４０ 页ꎮ
哈全安: «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ꎬ 载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７ 页ꎮ
刘义强、 管宇浩: «国家建构: 为什么建构、 建构什么与如何建构———兼论国内研究之不

足»ꎬ 载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为主体ꎮ 正如福山所指ꎬ 在历史的源头ꎬ “国家建构” 的成败和时机是决定中

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走向的第一推动力ꎮ①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主要集中于 ２０ 世纪初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海湾君

主国相继立国ꎮ② 在这一过程中ꎬ 中东地区先后出现两次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独

立后探索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高潮ꎮ 第一次是一战结束后ꎬ 伴随

奥斯曼帝国解体ꎬ 中东地区相继出现土耳其、 伊朗、 阿富汗、 沙特阿拉伯、
埃及等几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民族国家ꎮ 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ꎬ 伴随埃及、 新

月地带、 海湾地区以及马格里布诸国纷纷脱离西方殖民统治而完全独立自治ꎬ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形成ꎬ 开启独立自主探索和抉择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

新高潮ꎬ 并逐渐发展出 ３ 种主要模式ꎮ
一是强人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ꎮ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

建国后ꎬ 作为魅力型领袖的凯末尔凭借个人威望以及共和人民党控制国家权

力ꎮ 以共和人民党为核心的一党政权颁布了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 １９２４ 年宪

法ꎬ 为多党制的发展提供了法理框架ꎬ 这对土耳其的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

义ꎮ③ 二战后ꎬ 土耳其开始从一党政治向多党政治转变ꎬ 伊斯兰力量回归ꎬ 世

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权力角逐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场景ꎬ 预示着土耳

其多元化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发展ꎮ 在经济领域ꎬ 土耳其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的发展定位ꎮ 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是此类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典型ꎮ 礼萨汗时

期ꎬ 伊朗凭借军事力量巩固集权主义统治ꎬ 整合社会认同ꎬ 推进现代化行政

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ꎬ 通过石油财富开启 “狂飙突进” 的现代化改革举措ꎬ
包括土地改革、 出售国有企业股份、 提升妇女地位、 实行森林及牧场国有化、
建立扫盲大军、 使工人参加企业分红等ꎮ④ 二战后ꎬ 伊朗现代化经历由 “白色

革命” 到 “全盘西化” 的转变ꎮ⑤

二是传统国家回归与石油经济混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ꎮ 它以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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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海湾六国为代表ꎮ 海湾君主制国家凭借石油财富快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ꎬ
但由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相结合的政治精英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统

治形式ꎬ 在城市利益集团和部落权贵中分配恩惠和特权ꎬ 以此维持利益集团

的统一ꎮ 此外ꎬ 君主制国家还加强国内安全力量的发展ꎬ 加之为本国民众提

供了良好的 “从摇篮到坟墓” 的公共服务体系①ꎬ 进而奠定了沙特现代化的

基础ꎮ
三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ꎮ 阿拉伯社会主义以付诸革命民

族主义与中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为典型特征ꎮ 它主要包括埃及纳赛尔社会主

义、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 利比亚

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和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ꎮ １９５２ 年的 “七月革命” 实现了

以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对埃及的领导权ꎬ 推行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经济政策ꎬ 塑造了高度融合的军政体系ꎮ １９４１ 年独立的叙利亚机械地

移植法国国家机器的模式ꎬ 制定宪法、 成立议会ꎬ 但最终出现 “水土不服”ꎬ
为复兴党上台创造了机会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叙利亚复兴党上台后ꎬ 实现了国家权力

的集中和决策体制的转化ꎬ 表现出阿萨德个人集权的凝聚ꎬ 但各社会团体的

政治参与是在政府控制下实现的ꎮ② １９５８ 年独立后的伊拉克在复兴社会主义

原则的指导下开启了国家建构进程ꎮ １９７９ 年ꎬ 萨达姆上台后ꎬ 构建了魅力型

政治统治模式ꎬ 开展石油国有化运动ꎬ 建立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ꎬ
大力推动农业改革ꎮ １９６２ 年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ꎬ 本
贝拉确立了以民族解放阵线党为核心的一党制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国防部长布迈丁发

动军事政变ꎮ １９７６ 年ꎬ 阿尔及利亚恢复国民议会ꎬ 通过 «国民宪章» 确立了

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ꎮ １９５６ 年独立后的突尼斯废除君

主专制ꎬ 建立共和制政体ꎮ １９５９ 年ꎬ 突尼斯颁布第一部宪法ꎬ 建立宪政体制ꎬ
确立宪政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ꎮ 从其民主化进程来看ꎬ 以渐进回旋的方式呈

现出 “控制中的民主” 到 “总统的民主” 特征ꎮ③ １９６９ 年独立后的利比亚开

启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尝试ꎬ 以卡扎菲的 “第三世界理论” 为指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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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直接民主与民众革命的政治现代化路径ꎮ 利比亚在经济领域开展农业革

命ꎬ 大力发展石油工业ꎬ 为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赋能ꎮ
(二) 政治体系调整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变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０ 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中东政治制度体系进入深刻调整时期ꎮ 在政治结构

上ꎬ 土耳其、 埃及、 叙利亚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现代官僚机构不断发展ꎬ
各国的政治动员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均得到一定提升ꎬ 但大部分国家的现代

化限定在强人政治的框架之下ꎮ １９８０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ꎬ 它终结了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联合政府更迭频繁、 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混乱局面ꎮ 在 １９８２ 年宪

法框架下ꎬ 土耳其重塑其现代化基本秩序和原则ꎬ 带有军方监管色彩的多党

民主制得以确立ꎬ 体现了土耳其对民主范围的收缩和对普遍自由的限制ꎮ① 祖

国党以绝对优势主宰土耳其政坛ꎬ 实现了多党民主制的良性发展ꎮ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ꎬ 各党派之间势力相当ꎬ 政治意识形态也愈发

趋同ꎬ 在机会主义相互妥协及脆弱的联合政府执政情况下ꎬ 土耳其的现代化

道路进入较为波折的时期ꎮ② 土耳其政坛再次陷入联合政府更迭频繁、 伊斯兰

主义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ꎬ 不同社会力量围绕宪法

修订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也越发激烈ꎮ
埃及的情况与土耳其相似ꎬ 但形势更为稳定ꎮ １９７０ 年继任总统的萨达特

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埃及ꎬ 国内政治派别林立、 经济萧条、 军事及外交

形势严峻ꎮ③ 在此时期ꎬ 萨达特的现代化改革举措主要是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

变ꎬ 声言 “撤销所有非常措施ꎬ 确保法律、 制度的稳定ꎮ”④ 但此时萨达特所

推行的多党制是严格控制政党活动的多党制ꎬ 也有学者认为 “与纳赛尔时代

相比ꎬ 萨达特政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ꎬ 都是个人独裁”⑤ꎮ 萨达特弱化了纳

赛尔主义思想的实践ꎬ 却没有提出自己鲜明的动员理念ꎮ 萨达特的政治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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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纳赛尔ꎬ 因此其政府有效性、 合法性立足于政府权威之上ꎮ
在君主制国家中ꎬ 阿拉伯半岛东海岸的酋长国纷纷建立ꎬ 并将委任统治

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政治模式予以制度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和 ９０ 年代

初ꎬ 海湾乃至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化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ꎬ 不断进行政治

体制与经济结构的调整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得伊斯兰复兴思潮

席卷中东地区ꎬ 各君主国的政治合法性经受着较大的挑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期ꎬ 国际层面上的 “天鹅绒革命” 将民主化推向高潮ꎬ 中东君主制国家中呼

吁民主民权的运动也逐步增多ꎮ 海湾战争的爆发将王权的治理不善与军事软

弱彻底暴露出来ꎮ 科威特的分配型政治改革引发传导效应ꎬ 沙特阿拉伯等君

主制国家纷纷在政治体制中引入协商会议ꎬ 颁布宪法或基本法ꎬ 改革地方治

理体系ꎬ 以弥补合法性漏洞ꎮ 除沙特阿拉伯外ꎬ 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民族

国家均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这些国家大多承接了传统的政治制度ꎬ
但摩洛哥的王权势力受到改革派势力的掣肘ꎬ 巴林、 科威特、 卡塔尔等国家

在建国之前已具有某种类型的现代行政体制ꎬ 因此它们的政治制度创设要先

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ꎬ 现代政治制度体系建设也较为深刻地受到外部力量的

影响ꎮ 与上述君主制国家不同的是ꎬ 伊朗君主制的表层下有更为深刻的现代

本质和世俗属性ꎬ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官僚政治ꎮ
(三) 地缘政治动荡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波折 (２００１ 年至今)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及西方盟友以 “反恐” 为由推翻了阿富

汗塔利班、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ꎬ 并强行推动 “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ꎬ 从外部

深刻影响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ꎮ 埃及、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向

民众开放了政治参与渠道ꎬ 吸纳更多的上层政治精英进入决策领域ꎮ 伊朗哈

塔米上台后也开启了 “文明对话”ꎬ 强调民众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ꎮ 土耳其

政坛中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异军突起ꎬ 逐渐控制了议会ꎬ
埃尔多安开始走向前台ꎬ 政治伊斯兰与土耳其现代化发展方向深入地交融在

一起ꎮ 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也在此时提出 “改革、 发展和现代化” 一揽子计

划ꎬ 推进政治自由化ꎬ 此种革新风气也被许多西方评论者称为 “大马士革之

春”ꎮ①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本质上与萨达特时期的现代化发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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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相类似ꎬ ２００５ 年的宪法修正案显示出政权支持下的政治自由化努力ꎬ
以重建每况愈下的政治合法性ꎮ①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当政后ꎬ 凯末尔主义的动员模式被逐渐打破ꎬ 土耳其步

入了相对稳定的现代化道路ꎬ 并在 ２０１７ 年的军人政变中赓续下来ꎮ② ２０１７ 年

宪法修正案中规定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ꎬ 埃尔多安最终赢得总统选举ꎬ 并表

示 “在共和国历史上ꎬ 我们第一次通过公民政治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制度”③ꎬ
推动土耳其政治体制从制衡的议会制向强有力的总统制转变ꎮ④

２０１１ 年ꎬ 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席卷中东ꎬ 这是继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族

主义、 ８０ 年代伊斯兰复兴主义之后ꎬ 阿拉伯世界发生的第三次政治体制大变

革ꎮ 除君主制国家、 土耳其、 伊朗基本保持稳定外ꎬ 埃及等共和制国家均受

到民众运动的严重冲击ꎮ ２０１１ 年 “一二五” 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ꎬ
集权主义政权瓦解后开启艰难的政治重建进程ꎮ⑤ 本阿里、 卡扎菲等政治强

人也纷纷下台ꎮ 在随后的政治重建进程中ꎬ 叙利亚内战爆发ꎬ 持续的战乱和

美欧实施的经济制裁对叙利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ꎬ 政治和经济重建将是异常

艰难和漫长的过程ꎮ⑥ 利比亚、 也门等地区仍然战火未消ꎬ 更谈不上如何进行

现代化ꎮ 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力逐渐增强ꎬ 埃及在具有政治伊斯兰背景的穆尔

西开启短暂伊斯兰治理之后重回具有军方背景的集权主义领导人塞西的统治ꎮ
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继续深化改革ꎬ 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阿

富汗塔利班强势崛起并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入主阿富汗ꎬ 掀起国内外学术界

对阿富汗身份政治的热切关注ꎮ⑦

总之ꎬ ２０１１ 年后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ꎬ 中东政治现代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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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各国都面临着诸多亟需变革的问题ꎬ 也需要对未来

现代化的方向加以抉择ꎮ 但中东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在于ꎬ 强人政治模式

容易塑造ꎬ 但并不容易善终ꎬ 解构动员模式和国家统治机器后ꎬ 容易陷入政

治秩序混乱ꎮ 正如亨廷顿所言ꎬ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ꎬ 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

公共秩序ꎮ 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ꎬ 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ꎮ 必须先存在权

威ꎬ 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ꎮ①

二　 政治文化: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文化机理

政治文化是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行为方式的文化、 精神、 情绪或

价值理念ꎮ 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ꎬ 在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

政治转型的过程中ꎬ 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行至关重要ꎮ 积

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ꎬ 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现代化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ꎻ② 反之ꎬ 则会对现代化起到阻碍和消解作用ꎮ 中东地区因

其独特地理位置ꎬ 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处ꎬ 其政治文化也是古代文化、 伊斯兰

文化、 西方文化碰撞与交织的结合体ꎮ 对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中东传统政治文化ꎬ 即伊斯兰政治文化、
强人政治文化和部落主义政治文化ꎻ 另一类是中东现代政治文化ꎬ 即阿拉伯

民族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 伊斯兰中间主义等文化思潮ꎮ 中东政治文化作

为地域性政治文化ꎬ 既具有长久的 “静水流深式” 的稳定性ꎬ 较少受到一时

一刻的变革所影响ꎻ 也具有表征属性上的变化性ꎬ 从而在不同时期体现出影

响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风向标特征ꎮ 同时ꎬ 中东政治文化作为观念性政治文

化ꎬ 它不仅关乎中东各个国家政权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础ꎬ 而且潜移默化地塑造

与规范着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形式、 速度与方向ꎮ
(一) 伊斯兰政治文化

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ꎬ 除以色列和黎巴嫩国内部分民众

外ꎬ 伊斯兰教与政治及社会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本地区主要的政治文化特征ꎮ
较之其他宗教ꎬ 伊斯兰教的独特性就在于ꎬ 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意识和信仰

９３

①

②

[美国] 塞缪尔Ｐ 亨廷顿著: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王冠华等译ꎬ 上海三联书店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熊光清: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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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ꎬ 而且也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 社会规范、 行为准则、 制度文化和文

明体系ꎬ 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ꎬ 完成了对中东社会的塑造和整合ꎮ 伊斯兰

教自始就是统治者和民众共有的一种宗教政治文化ꎮ① 伊斯兰政治文化根植于

伊斯兰教ꎬ 其全部政治观点集中体现在 «古兰经»、 “圣训” 及伊斯兰教法

中ꎬ “这三件神圣的东西被视为伊斯兰国家理应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治国之本

和穆斯林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根本依据ꎮ”② 伊斯兰教产生之初ꎬ
建立了以乌玛为核心的穆斯林共同体ꎬ 它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管理

形式ꎬ 是神权与王权、 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雏形ꎬ 是由一

个宗教团体团结在一起ꎬ 超越部落、 种族和民族认同的宗教纽带ꎮ③ 穆罕默德

不仅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ꎬ 也是穆斯林共同体诸多世俗事务的政治领袖ꎮ
四大哈里发时期ꎬ 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体ꎬ 哈里发也将自己塑造成既

是全体穆斯林的最高精神领袖ꎬ 又是不断扩大的阿拉伯帝国的最高世俗君

主ꎮ④ 伊斯兰教塑造了独尊安拉和尊崇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原则ꎮ 无

论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哈里发ꎬ 还是近代以来的各国统治者ꎬ 只是代替安拉

暂行伊斯兰世界中的统治ꎬ 而非真正的统治者ꎮ 此后ꎬ 在西方民族主义观念

输入中东地区之前ꎬ 伊斯兰教长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ꎬ 构成中东政治

文化的核心要素ꎬ 也使宗教与政治的复杂矛盾贯穿于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进

程的始终ꎮ
反殖民反封建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是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ꎮ

通过宗教复兴以达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是穆斯林各民族所共有的历史意识和

文化心态ꎮ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宗教与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⑥ꎬ 伊

斯兰教为争取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动员形式ꎮ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纪中叶ꎬ 中东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ꎮ １８ 世

纪ꎬ 阿拉伯半岛兴起以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为领导核心ꎬ 以正本清源、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月琴: «论伊斯兰政治文化功能 (上)»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 页ꎮ
王彤主编: «当代中东的政治制度»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３７４ 页ꎮ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Ｗ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ｌａｍ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６
王彤主编: «当代中东的政治制度»ꎬ 第 ３７３ 页ꎮ
吴云贵、 周燮藩著: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序第

６ 页ꎮ
马瑞映: «民族主义: 民族求存的庇护所»ꎬ 载 «世界民族»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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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为目标的瓦哈比运动ꎮ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 中东地区出现了以苏丹马赫

迪运动、 摩洛哥萨拉菲运动、 利比亚赛努西运动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社会改

革运动ꎬ 涌现出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

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ꎮ 他们主张通过改革伊斯兰教ꎬ 在科学与

理性中探索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之路ꎻ 援引伊斯兰政治文化中 “舒拉”
“公议” “创制”① 等传统文化资源论证建立伊斯兰民主制度的基础ꎻ 主张泛

伊斯兰主义ꎻ 提出重建政教合一、 贯彻沙里亚法、 体现 “真主主权” 的 “伊
斯兰国家” 理论构想ꎮ 这一伊斯兰复兴思潮从阿富汗尼的伊斯兰改革主义ꎬ
其中经泛伊斯兰主义ꎬ 在理论渊源上通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ꎮ② １９２８ 年ꎬ 穆

斯林兄弟会的成立标志着伊斯兰复兴思想由理论指导转向实践层面ꎬ 为民族

主义运动的胜利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贡献伊斯兰力量ꎮ
二战后ꎬ 尽管民族主义取代伊斯兰教成为中东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ꎬ

但伊斯兰教也为新生民族国家政权提供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ꎮ 中东

国家政治现代化需要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ꎬ 至少在社会政策方面不能与

之偏离过远ꎬ 宗教为国家提供合法性ꎬ 国家则避免冒犯宗教的政策ꎮ③ 在政治

文化与民众及统治者心理方面ꎬ 伊斯兰教的观念与原则限定了基本的政治形

态ꎬ 在国家宪法、 法律体系、 政党类别、 革命形势等方面ꎬ 体现出深刻的伊

斯兰特征ꎬ 甚至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ꎬ 发展出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政府神圣统

一体的法基赫政治模式ꎮ④ 在政党政治方面ꎬ 以繁荣党、 自由与正义党、 正发

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党派上台执政ꎬ 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中东国家政治现

代化发展方向上的深度融合ꎮ⑤ 此外ꎬ ２０ 世纪以来ꎬ 无论是巴列维执政时期的

伊朗ꎬ 还是众多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ꎬ 特别是二战之后的中东国家大多都走上

了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ꎬ 无不受到了伊斯兰思潮的回溯影响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

兰神权共和国的建立ꎬ １９９１ 年阿尔及利亚 “伊斯兰拯救阵线” 执政未果后使国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林聪: «略论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主实践的双重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２ 页ꎮ

彭树智著: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４７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Ｄｕｎｆ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Ｃ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Ｌａｓｔ?”ꎬ ｉｎ Ａｂｂａｓ Ｋａｄｈｉｍ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４８
Ｉｍａｎ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ａｍ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Ｍｉｚ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５４
Ｓａａｄ Ｅｄｄ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Ｋａｙ Ｌａｗｓｏｎ ｅｄ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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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家陷入长期内战ꎮ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建立塔利班伊斯兰政权ꎬ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

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执政ꎬ ２００６ 年巴勒斯坦哈马斯执掌加沙地带ꎮ 凡此种

种ꎬ 都与宗教的政治动员形式与民众心理上对于政府政策理想模式密不可分ꎮ①

阿拉伯剧变后ꎬ 宗教政治文化所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革命形势的伊斯兰化ꎬ 即

世俗道路受阻而民众反抗强人政府时ꎬ 某种程度上追求 “原初的”② 伊斯兰政

治社会形态ꎬ 或借助于宗教的手段ꎬ 使伊斯兰政治力量取得领导地位ꎬ 进而

转向 “伊斯兰之春”ꎮ③ 例如ꎬ 突尼斯复兴党、 黎巴嫩真主党、 摩洛哥公正与发

展党、 埃及自由与正义党、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ꎬ 它们或为议会第一大党ꎬ 或

为执政党ꎬ 使得伊斯兰政治力量向合法化和政党化趋势迈进ꎮ
与此同时ꎬ 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双重性使其对中东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实践

也产生了对抗和消解的作用ꎮ 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ꎬ 导致其

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ꎬ 二者的此消彼长是

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结构模式ꎮ④ 新兴的世俗民族主义摒弃传统伊斯兰世

界关于乌玛的宗教观念ꎬ 采用现代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概念ꎬ 着力阐述

政党政治、 公众参与、 权力制约、 责任政府、 公民自由的基本原则ꎬ 强调顺

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公民的首要任务ꎮ⑤ 但伊斯兰政治文化却塑造了与民

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悖的宗教认同ꎮ 伊斯兰政治文化中政教合一的宗教共同

体 “乌玛” 和哈里发制度的概念及其形式承载着重要的伊斯兰历史和文化意

义ꎬ 并在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被极大地夸大ꎬ⑥ 伊斯兰国家观与现代

民族国家观的复杂关系弱化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能力与治理水平ꎮ 当

世俗强人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时ꎬ 政治伊斯兰力量崛起ꎬ 甚至伊斯兰政治文

化中所承载的非宗教因素以政治化、 军事化、 暴恐化手段干扰中东现代民族

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建设ꎮ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韩志斌等著: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ꎬ 第 ２ 页ꎮ
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瓦尔赛义德教授将伊斯兰发展模式概括为 “原初的” “中世纪

的” 和 “最近的” ３ 种模式ꎮ 参见 [美国]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 «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

与全球趋势»ꎬ 董正华等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９６ ~ １１２ 页ꎮ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ｉꎬ Ｆｒｏｍ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ｉｎｔ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ｘｉｉ
韩志斌: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多维考量»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８ 页ꎮ
哈全安著: «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以埃及、 伊朗和土耳其为例»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７ 页ꎮ
Ｂａｓｓａｍ Ｔｉｂｉꎬ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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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人政治文化

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不同ꎬ 及至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广大

发展中国家包括东亚、 拉美、 中东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强

人政治力量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ꎬ 强人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

治现代化的主流ꎮ① 强人政治文化也就构成了战后一些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的

基础ꎮ 就强人政治形态而言ꎬ 有西方学者曾提及所谓 “东方专制主义” 或

“大河文明” 的说法ꎬ 认为中东乃至整个东方都是滋生专制、 独裁与集权的土

壤ꎮ 此种说法失之偏颇ꎬ 甚至是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东方国家ꎮ 在中东地区ꎬ
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建构进程最终发展成为强人政治模式或强人政治文化传

统ꎬ 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求ꎮ
中东现代强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源自中东专制主义统治和由此形成的专

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ꎮ② 东方与西方古代政治道路的分叉路口在于ꎬ 文明的悠

久性以及对庞大帝国的神往ꎮ 在所谓 “萨珊专制制度” 中ꎬ 国王的作用是维

护造物主赐予的社会秩序ꎬ 该秩序并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流动的基础之上ꎬ 而

是建立在与种姓制度类似地将社会划分为神职人员、 战士、 农民和手工业者

等不可改变的等级的基础之上ꎮ③ 与其说中东地区是专制和强人政治文化ꎬ 还

不如说是普遍对秩序观念的诉求ꎮ 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ꎬ 再到伊朗高原ꎻ
从波斯帝国到阿拉伯帝国ꎬ 再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ꎬ 十余个帝国崛起又

没落ꎬ 相继为中东地区规制了数千年的帝国秩序ꎮ 追根溯源ꎬ 中东国家政治

现代化道路早已在尼罗河流淌而过的帝王谷ꎬ 古巴比伦王雕刻在黑色玄武岩

上的法典等等一系列象征着权力运行与秩序塑造的遗迹中初现ꎮ 更为重要的

是ꎬ 帝国秩序不仅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及对外交往

的规则ꎬ 还产生了庞大政治机器运转中必不可缺的权威意识ꎬ 从而构成了集

权和强人政治文化内核ꎮ 西方流行的观念认为ꎬ 权威只能通过选举程序授予

某些人ꎮ④ 与其观点有所区别的是ꎬ 中东地区的权威更多来自遵循以往秩序ꎬ

３４

①
②

③

④

王泰、 陈小迁著: «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ꎬ 第 １１ 页ꎮ
贾宝维、 王泰: «当代埃及威权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构建»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９ 页ꎮ
[美国] 查尔斯林霍尔姆著: «伊斯兰中东: 传统与变迁»ꎬ 张士东、 杨军译ꎬ 兰州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３９ 页ꎮ
[英国] 韦农波格丹诺 (英文版主编)、 邓正来 (中译本主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

科全书»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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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立一种新的可供发展的秩序ꎬ 往往体现出强制性及 “魅力型统治” 的特

征ꎮ 此外ꎬ 由于数千年来的秩序观念深入人心ꎬ 传统政治权威的宗教、 家庭

和种族的属性逐渐融入现代政治权威单一的、 世俗的和全国的特征之中ꎮ 在

此种政治文化中ꎬ 集权政治领导人乃至社会民众对于道统而非法统的现代化

模式更易于接受ꎬ 也更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的中东国家政治制度水平普遍低

下的症结ꎮ
二战后ꎬ 独立的中东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双重任

务ꎬ 需要应对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多元挑战ꎬ 这也就为强人政治模式

在中东地区的确立提供合法性的现实需要ꎮ 在埃及、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利比亚、 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等确立共和政体的国家ꎬ 它们在强人政治体

制框架下ꎬ 确立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ꎬ 大多以军人出身的魅力型领袖

为权力中心ꎬ 实行一党制ꎬ 通过强有力的军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ꎬ 集中国家

全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以国有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ꎬ 强人政治与

国家资本主义彼此赋能ꎬ 以实现国家对资本和资源的控制和利用ꎬ 提高独立

民族国家自主能力ꎮ 在海湾君主制国家ꎬ 强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在于政府

通过石油国有化运动ꎬ 再进行石油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开采ꎬ 建立以石油工业

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ꎬ 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ꎮ 因此ꎬ 战后中东强人政治模

式不仅可以迅速促进经济发展ꎬ 而且可以整合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

和政治力量的分化ꎬ 这对于刚刚经历民族解放运动洗礼的中东人民来说ꎬ 强

人政治模式是人心思定的民心之所向ꎮ
但从长远来看ꎬ 强人政治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

秩序和社会势力的深刻对立ꎬ 其实质是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

进而推动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ꎮ① 经济上ꎬ 由于先天内生发展动力的不

足ꎬ 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造成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问题层出不穷ꎬ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ꎮ 政治上ꎬ 如果集权政府政治权力运用失当ꎬ 如垄断公共

权力、 严格控制的政党活动和有限的政治参与ꎬ 则会使民众政治参与边缘化ꎬ
抑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ꎬ 政治秩序从而滞后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ꎮ 在西方自

由化经济改革和海外 “民主” 促进计划的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干预下ꎬ 强人政

治的弊端出现于阿拉伯剧变的连锁反应之中ꎮ

４４

① 王泰、 陈小迁著: «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ꎬ 序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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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落主义政治文化

部落主义政治文化是影响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ꎬ 也是中东传

统政治文化和深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以部落自治和认同为特色的部

落主义政治文化ꎬ 浸染了阿拉伯传统社会ꎬ 内化为阿拉伯传统文化基调ꎬ 成

为划分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基因ꎮ① 在中东地区ꎬ 尤其是阿拉伯半岛地区ꎬ 存在

强调 “平等主义” 和 “竞争的个人主义” 的传统部落政治文化ꎮ 正如以色列

学者约瑟夫科斯蒂纳教授所言ꎬ 对于海湾地区的国家与部落、 沙漠与绿洲、
游牧与定居之间历史关系的二分法视角是毫无根据的ꎮ② 在西方或者 “他者”
的想象中ꎬ 似乎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ꎬ 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 阿富汗的普

什图人、 北非的一些部落民已经过着一种专制主义的生活ꎮ 但美国学者查尔

斯林霍尔姆详细考证和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ꎬ 认为 “共同拥有平等主义和

竞争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ꎬ 在这一地区大量人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都随

处可见ꎮ”③ 在政治分配原则上ꎬ 贝都因人及其部落的每个亲族集团都不接受

对资源的独占ꎬ 基本上认为自己在威望、 荣誉、 地位和权利方面与其他集团

是平等的ꎮ 不仅贝都因人ꎬ 普什图人也是如此ꎬ 并且这种平等即使面对地位

和财富方面的差异ꎬ 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ꎮ④

“竞争的个人主义” 则在某种程度上排斥等级制度和特权社会ꎬ 从而在阿

拉伯半岛地区及部落组织化程度高的国家解构着国家秩序ꎬ 阻碍着中央集权

化的现代化道路ꎬ 容易造成缺乏权威或权力核心过多的问题ꎮ 对于这种悖论ꎬ
有学者认为沙特阿拉伯代表了最典型的阿拉伯部落传统政治心态⑤ꎬ 它们看上

去是平等的ꎬ 但是如果没有领导者的话ꎬ 则产生了其他传统社会中受西方教

育的精英有时候造成的普遍的政治认同危机ꎮ⑥ 事实上ꎬ 部落政治文化所产生

的一定秩序规范之下的平等主义分散聚合ꎬ 构成了阿拉伯半岛上中东国家较

为特殊的妥协性政治发展模式ꎬ 对共识的追求并没有促进政治进步ꎬ 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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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韩志斌、 马峥嵘: «从部落社会演进看阿拉伯早期国家生成»ꎬ 载 «历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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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核心政治问题的变革迟滞效应ꎮ 然而ꎬ 并非所有部落文化都如上文所

述ꎮ 伊朗、 土耳其等国家的等级制部落传统ꎬ 衍生了政治文化中自上而下的

服从意识ꎬ 使其政治结构更好地聚合于魅力型人物的领导之下ꎮ①

部落作为中东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ꎬ 在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积极作用ꎮ 通过自治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武装力量维护了社会稳定

和国家安全ꎬ 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权力ꎬ 推动着国家建构的完成ꎬ 有利于中

东现代化的外源型国家建构向内源型国家建构的转型与回归ꎮ 但部落社会存

在的狭隘部落认同削弱了国家认同ꎬ 影响了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国家建构的

聚合ꎮ 在 “平衡对抗” 的原则下ꎬ 以父权制、 劫掠与血亲复仇以及荣誉观等

为主要内容的部落主义文化ꎬ 成为部落对抗国家、 部落与部落之间、 部落与

地区冲突的根源ꎬ 为 “外部行动者” 提供了可能性ꎬ 有时也会成为恐怖主义

产生的温床ꎮ
(四) 混合型政治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中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也融入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因素ꎬ
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 具有传统政治文化本质特征与现代政治文化发

展趋向的混合型政治文化ꎮ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中东现代混合型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是近代东

西方文明碰撞、 交汇的结果ꎬ 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与东方阿拉伯传统素材如

种族、 语言、 文学、 传统、 地域等相结合的产物ꎬ 具有明显的复合性特征ꎮ②

２０ 世纪初期ꎬ 特别是二战前后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ꎬ
在民众中汇聚成一股思想潮流ꎬ 并且成为一种谋求民族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

众运动ꎮ③ 作为战后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ꎬ 它是 “阿拉

伯人意识发展的结果ꎬ 这一意识迸发在 １ ４００ 年前ꎬ 在阿拉伯历史的进程中逐

渐得到发展ꎬ 并于现时代完成自我认识ꎮ”④ 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指导阿拉伯人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主要

意识形态ꎬ 但民族主义也具有双重性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中东地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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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ꎬ 成为阿拉伯民族分裂的制约性因素ꎮ 与

此同时ꎬ 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中东强人政治模式相结合ꎬ 使得 “这种意识

形态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提供思想启蒙ꎬ 而是沦为政治控制的工具ꎮ”①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和集中体现ꎬ 主要存

在于阿拉伯政治精英的中上阶层ꎬ 特别是领导阶层的政治文化之中ꎬ 属于政

权主导并进行动员的文化类型ꎮ② 它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传统和科

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构成ꎬ 带有浓厚的阿拉伯—伊斯兰特色ꎬ 并非科学社

会主义ꎮ③ 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发展中ꎬ “阿拉伯社会主义” 提供了集

权主义政权用以动员民众及运转国家机器的政治文化ꎬ 普遍具有世俗化的意

识形态取向ꎬ 并依此建立了整套的政治制度ꎬ 为独立探索中东国家政治现代

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道路与模式ꎮ 但阿拉伯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在犹豫不决的

民主化政治治理结构、 进退两难的市场化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徒有其表的市民

社会网络中ꎬ 与多元化的全球治理和独特的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渐行

渐远ꎮ④

伊斯兰中间主义发起于现代性伊斯兰主义者ꎬ 源于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面临的时代挑战ꎬ 并在思想上成功地把这种挑战转化为主要以伊斯兰宪政

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新伊斯兰主义 (Ｎｅｏ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等为表征的

伊斯兰社会和政治思潮⑤ꎬ 是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结合的最典型例证ꎬ 也是伊

斯兰教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的集中体现ꎮ 这一思潮主张以伊斯

兰教为基础奉行中正之道ꎻ 重启 “创制之门” 实现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的

融合ꎻ 以渐进原则贯彻伊斯兰教法ꎻ 借鉴西方积极的民主元素与伊斯兰民主

相适应ꎻ 反对极端主义倾向等ꎮ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伊斯兰思想家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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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下对伊斯兰复兴主义所做的全新的理论建构ꎮ① 从思想内容来看ꎬ 它

与阿富汗尼、 阿卜杜、 里达等人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具有继承性和一致性ꎮ 从

政治目的来看ꎬ 它是伊斯兰主义自身反省和调整的反映ꎬ 它没有放弃建立一

个伊斯兰国家的目标ꎬ 却为伊斯兰民主治理开拓了新的可能性ꎮ②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现代化的软实力ꎬ 国家建构需要强有力

的政治文化力量作为支撑ꎮ 中东政治文化对民众及统治者具有政治思想意识和

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ꎬ 在国家形态、 政权属性、 体系建构及角色定位方面表现

出正向促进和阻碍消解的双重属性ꎮ 因此ꎬ 在建立中东现代国家民主制度时ꎬ 当

政者要积极引导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 现实需要相适应ꎬ 尽可能地消

除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影响ꎬ 因为 “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府ꎬ 不光是依靠政

府结构和政治结构: 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ꎮ 除

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ꎬ 否则ꎬ 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ꎮ”③

三　 政治危机: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挑战

从社会科学的系统理论角度看ꎬ 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ꎬ 就会产生危机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ꎮ④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 多层级的问题ꎬ
涉及技术、 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性革新ꎮ 而且伴随全球

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ꎬ 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加速走上西方发达

国家近 ５００ 年才渐进走过的现代化之路ꎬ 在探索和实践中普遍面临着政治矛

盾、 经济震荡、 民众异议、 外部干涉、 社会演进等多重挑战和困境ꎮ 许多新

兴民族独立国家在政治体系尚未建立完善、 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较低之时ꎬ
便面临着民众要求政治参与、 广开言路、 分配物质福利的压力ꎮ⑤ 按照美国政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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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布里埃尔Ａ 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著: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

与民主制»ꎬ 李国强等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４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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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布里埃尔Ａ 阿尔蒙德、 小 Ｇ宾厄姆鲍威尔著: «比较政治学: 体系、 过程和

政策»ꎬ 曹沛霖等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４２０ ~ ４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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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家鲁恂Ｗ 派伊的观点ꎬ 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可归纳为发展

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六大政治危机ꎬ 即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 贯彻危机、
参与危机、 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ꎮ① 在中东国家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ꎬ
同样面临着以上六重危机和挑战ꎮ

(一) 国家认同危机

在国际政治中ꎬ 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识ꎬ 能够对国际关

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ꎮ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群体归属的一种认知和情感依

附ꎬ 民族、 种族、 宗教、 语言、 风俗等都是身份政治的重要媒介ꎬ 也是政治行

为体界定利益、 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ꎮ② 国家认同通常指生活在某一个国家之内

的公民ꎬ 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道德价值观念、 理想信念、 国家主

权等的热爱基础上而建立起的认同ꎮ③ 不同的国家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

益ꎬ 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ꎮ④ 在发展政治学视域下ꎬ 国家认同危机可以表述

为存在于文化、 心理决定意义上的个人—群体认同和政治异议上的共同体认

同之间的紧张ꎮ⑤ 中东多数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是中东地区从

来不是一个步伐统一和目标一致的整体ꎬ 它被宗教派系、 种族认同、 部落纷争

等因素分割成了零散而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单元ꎮ 民众的认同意识处于非同质化

环境ꎬ 地区内既有阿拉伯、 波斯、 土耳其、 库尔德、 普什图、 科普特、 柏柏尔

等民族ꎬ 又存在着基督教、 伊斯兰教逊尼派、 什叶派及其分支等一系列教派ꎬ
形成了多民族、 多教派的族群意识结构ꎮ 此外ꎬ 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大多

为政治强人推动ꎬ 曾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与扰乱ꎬ 具有偶然性与强制性的

特点ꎮ 国家建构速度明显快于民族建构ꎬ 从而形成了国家—民族 (Ｓｔａｔｅ －
Ｎａｔｉｏｎ)ꎬ 缺乏循序渐进的认同过程ꎬ 使得自我认定的族群意识较为强烈ꎮ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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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现代化因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与隔阂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ꎬ 不利于社会

的凝聚ꎬ 并且人为地抛弃了互利思想ꎬ 在社会资源竞争中更多地表现为短期

利益交换甚至 “零和博弈”ꎮ
(二) 政治合法性危机

政治合法性指政府的决定基于正常的信仰以及做出决定的正确方式被社

会民众接受的基础和程度ꎮ① 也有学者认为ꎬ 合法性意味着政治体系有能力培

育并坚定这样的信念: 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于社会需要的ꎬ 一个特定

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ꎮ② 中东国家

强人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决定了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一定距离ꎬ 在政

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共识主要依赖于加入某些动员因素ꎬ 或者长久以来形成

的传统的政治文化感召力ꎮ 即使在黎巴嫩这样的选举民主制国家ꎬ 政府的政

治合法性也被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分裂性政治文化所衍生的矛盾而削弱ꎮ 因此ꎬ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合法性存在两方面主要问题ꎮ 一方面ꎬ 政府通过

给予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ꎬ 承认其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ꎬ
从而为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基础ꎮ③ 依此而论ꎬ 中东

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还远算不上牢固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国家始终面临

着政治转型中的合法性重构问题ꎬ 几乎每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模式转换时ꎬ
要么陷入传统政治的冲突局面ꎬ 要么处于政治派系争权夺利的混乱之中ꎮ 在

新旧政治体制解构与建构的巨大鸿沟中ꎬ 许多中东国家仍未找到平稳过渡的

路径ꎬ 也预示着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必将漫长、 坎坷且充满波折ꎮ
(三) 政策贯彻危机

中东国家政府政策推行和向社会渗透能力较弱ꎬ 导致其治理手段与效能

明显弱化ꎮ 此外ꎬ 政策贯彻实施可以被看作是政府意图向行动的转化ꎬ 有时

是作为政府系统对施加给它的压力和向它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ꎬ 有时则是政

府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ꎮ④ 然而ꎬ 政府的行为并不全是遵循政策而为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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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ꎬ 第 ２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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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遵循ꎬ 其结果也常常同期望有所出入ꎮ 在政治学中ꎬ 此种政策贯彻所面临

的问题被称为 “实施失败” 或 “实施偏差”ꎮ①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中的

政策贯彻危机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弱ꎬ 政策

目标的可实施性较差ꎬ 政府办事人员的素质水平较低ꎬ 无形中增加了治理成

本ꎬ 导致政策无法推行ꎻ 二是政府机构的整合度较低ꎬ 特别是阿拉伯共和制

国家及海湾君主国ꎬ 不仅缺乏横向的部门联动机制ꎬ 还极易在纵向政策贯彻

中出现 “闭塞” 现象ꎻ 三是社会整合程度较弱ꎬ 特别是叙利亚等国的政府与

社会之间的联系脱节ꎬ 在社会群体差异的基本情况下ꎬ 强行推行统一政策或

诸地采取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均不够理想ꎬ 甚至产生不利的政策反馈ꎮ 因此ꎬ
从长远看ꎬ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政策贯彻危机需要通过民众广泛参与到政

策制定中来加以解决ꎬ 但现阶段国家尤其需要强化政府能力和政策实施手段ꎬ
理顺政府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ꎬ 科学制定并落实各项政策ꎮ

(四) 民众参与危机

民众参与危机是在扩大民众参与的政治过程中ꎬ 不断扩大的利益集团对

现存政治体系的容纳和承受能力所提出的挑战ꎬ 在近年来中东各国政治发展

中颇具表征性ꎮ 有西方学者称中东地区为 “民主的沙漠”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或

与该地区遍布的集权主义政权有一定关系ꎮ 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诸多因

素中ꎬ 政治参与是公民分享政治权利的重要渠道ꎬ 也是国家保障政治稳定、
制衡政权领导人、 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工具ꎮ② 然而ꎬ 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

上ꎬ 中东多数国家民众政治参与状况并不理想ꎮ 当中东地区国家的集权主义

政权缺少了政治参与的 “减压阀”ꎬ 在其政治转型的道路上必然不会平稳顺

畅ꎮ 同时ꎬ 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也间接地预示着阿拉伯剧变及诸多抗议示威

活动爆发的必然性ꎮ 概括起来ꎬ 除土耳其、 黎巴嫩等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较

高外ꎬ 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参与普遍存在两类问题: 一类是严格限制政治

参与ꎬ 排除异己ꎬ 只允许符合领导人意愿的政党有限度地参与选举、 分享政

权ꎬ 以埃及最为典型ꎮ③ 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视政党为非法组织ꎬ 传统政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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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有效性和效力性较弱ꎮ 另一类是以土耳其军政府时期和阿尔及利亚为代

表的多元政治中严格限制伊斯兰政党参政ꎮ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ꎬ 由于以上国

家严格限制政治参与ꎬ 世俗反对派能力羸弱且在民众中威望有限ꎬ 致使以穆

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成为势力最大的反对派ꎬ 也使得第一类

与第二类国家的政党发展趋势出现合流ꎮ 此外ꎬ 即使是土耳其、 黎巴嫩这样

的国家ꎬ 民众参与也不能保证政治发展的良性和平稳ꎬ 反而因为参与程度高

于制度承载范围而导致了政坛混乱局面ꎮ
(五) 政治整合危机

政治整合危机主要涉及政府活动与大众政治互相关联的问题ꎬ 主要表现为

如何有效而妥善地处理政府政策贯彻和民众政治参与问题ꎮ 中东多数国家的政

府对行政机构、 社会各团体很难进行有效组织的重要原因在于: 一是许多阿拉

伯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及体系化存在大量缺陷ꎬ 行政机构缺乏联动机制ꎻ 二是中东

国家的政治动员模式具有压制性特征ꎬ 需要社会各团体依循政治精英所谋划好的

政策进行组织ꎬ 造成了多元化水平较低的 “虚假” 社会组织ꎻ 三是社会各团体ꎬ
甚至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取向差异较大ꎬ 并且在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ꎬ 政治精英

们缺少平衡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ꎬ 或干脆压制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及政治诉求ꎬ
而非将其组织成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包括土耳其等政治发展水

平较高的国家ꎬ 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整合危机困境ꎬ 其原因关键在于政治一体化的

基础并不牢固ꎬ 政府有效性与整合性发展并没能达成共进关系ꎬ 并且人为地忽视

了社会中的多元诉求ꎮ 未来中东各国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在于ꎬ 如何处理好政治

体系及社会子系统的整合与共同体塑造ꎬ 并将有效的措施和机制加以制度化ꎮ
(六) 政治分配危机

分配危机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执政者运用政府权力分配商品、 服务和价值

时遇到的问题ꎬ① 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压力如何实现有效缓解、 现代化发展

成果如何实现全民共享ꎮ 总体而言ꎬ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等政局稳定、 经济

发展较好的国家ꎬ 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强ꎮ 埃及、 伊朗等国家能够向社会

配给一定的商品及服务ꎬ 但政局动荡和遭受经济制裁等因素导致供给的有效

性与土耳其等国家存在差距ꎮ 叙利亚以及内战时期的黎巴嫩ꎬ 政府疲于应对

战争局势ꎬ 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极为有限ꎮ 事实上ꎬ 中东地区无论是

２５

① [美国] 鲁恂Ｗ 派伊著: «政治发展面面观»ꎬ 第 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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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水平高还是分配能力低的国家ꎬ 均存在两方面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 公共产

品和财富没能进行公平地分配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１ 年之前的中东地区ꎬ ５％的人

口支配着社会 ８０％ 的财富ꎬ 约 １ / ３ 的中东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ꎬ 埃及近

４ ０００万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 ２ 美元ꎮ① 阿拉伯剧变后ꎬ 社会分层扩大现象并

没有根本性好转ꎬ ２０１３ 年中东 １８ 个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 ０ ６７６ꎬ 属于极端不

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ꎬ 其中土耳其、 埃及、 沙特阿拉伯均超过了 ０ ７ꎮ②

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Ｓ 麦克纳马拉所言ꎬ “过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国民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对穷人产生显著影响ꎮ 贫困问题深深根植于制度框架

之中ꎬ 特别是深植于制度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增长不是公

平地达到穷人ꎮ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迅速增长伴随着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当ꎮ”③

另一方面ꎬ 中东国家特别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ꎬ 还存在着

商品及服务是否分配合理的问题ꎮ 一般而言ꎬ 海湾地区的石油君主国政府的主

要任务是分配资源④ꎬ 但福利国家造成了分配过当的问题ꎬ 不利于激发民众的

劳动积极性ꎬ 造成了显著的 “食利者心态” 和资源浪费现象⑤ꎮ 这使各国政府

背上了愈发沉重的财政负担ꎬ 从长远看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稳定ꎮ
由于各国发展条件和环境存在差异ꎬ 上述政治危机出现的次序、 矛盾的

主要方面也不同ꎮ 中东国家需要审慎地处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六大

危机ꎬ 选择好解决发展困境的先后顺序ꎬ 更为重要的是需重塑或巩固有效的

政治秩序ꎮ

四　 结语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科技、 生态等在内的综合

３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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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ꎬ 政治领域则是考察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ꎮ 中东国家政治现

代化历经不同演进阶段和艰难探索ꎬ 在取得不同程度成就的同时ꎬ 也仍然面

临诸多困境和挑战ꎮ 从国家建构、 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 ３ 个维度反思和总结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ꎬ 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借鉴和启示ꎮ
第一ꎬ 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是中东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ꎮ

大体而言ꎬ 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隐含的主要政治缺陷包括: 一是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外部行动者” 的影响ꎬ 西方殖民者人为划定的地理边

界给中东国家现代化造成诸多民族、 宗教及社会问题ꎻ 二是中东现代民族国

家建构在建立伊始便在某种层面上忽略了政治体系的整合问题ꎬ 导致中东国

家政治现代化的持续性波折ꎬ 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并不表现为一种共进关系ꎬ
反而弱化了政治制度的效能ꎮ 在比较政治学理论中ꎬ 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是一

个争论不休的问题ꎮ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 国情基础的不同ꎬ 没有

现成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可以照搬ꎮ 但多数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习惯将西方的

政治模式视为必须模仿的 “模特儿” 和榜样ꎬ 以为可以从中得出应当由各人

类共同体都必须效法的标准、 指数和原则ꎮ 但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ꎬ 必

须注重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 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ꎬ 要坚持从国情出

发ꎬ 从实际出发ꎬ 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ꎬ 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
积累的政治经验、 形成的政治原则ꎬ 还要把握现实要求、 着眼解决现实问题ꎬ
不能隔断历史ꎬ 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 “飞来峰”ꎮ① 中东国

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历程也证明ꎬ 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中东国家都未能实现

真正的政治治理现代化目标ꎮ 因此ꎬ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构建ꎬ 不仅具

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ꎬ 更有基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民族的历史

文化传统具有紧密联系和内在逻辑的自身特色ꎮ 只有选择了适合自己民族特

点的治理路径和模式ꎬ 才能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ꎮ 这一点在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ꎮ
第二ꎬ 中东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是影响中东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ꎮ 由于

中东地区宗教的具有地域特征和强烈涉世性特征ꎬ 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进

程中它表现为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ꎮ 时至今日ꎬ 中东国家仍旧没有处理

４５

①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大会成立 ６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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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宗教与世俗、 传统与现代、 信仰与理性、 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政教合

一的历史遗产和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建构主导意识形态ꎬ 二者的并存导

致中东各国在回归宗教与坚持世俗问题上陷入深刻内耗和博弈ꎮ 现代化不是

脱离传统的空中楼阁ꎬ 要想取得现代化的进步ꎬ 就必须 “坚持有鉴别的对待、
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的发展”①ꎬ 即最

大限度地保留利用传统中的有益部分ꎬ 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持自身

的宗教特征与民族特性ꎬ 保持自身对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混合型政治

文化最大程度的尊重ꎮ 此外ꎬ 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ꎬ 因此ꎬ 必须

要实现人的思想解放ꎮ
第三ꎬ 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制度水平仍然是中东国家建构的当务之急

和重中之重ꎮ 中东国家在提升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时ꎬ 需优先解决行政机构的

整合危机和政府政策的贯彻危机ꎮ 在此基础上ꎬ 扩大政府对社会的公共产品

分配ꎬ 特别是对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公平有效且合理地分配ꎬ 从而加强政府

的政治合法性ꎮ 与此同时ꎬ 还要依照自身国情ꎬ 坚定、 缓步且不间断地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ꎬ 避免民主化诉求对政治发展的侵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式现代化为第三世界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

新选择ꎬ 树立了正确典范ꎬ 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ꎮ 二战后ꎬ 广大发展中

国家纷纷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ꎬ 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ꎬ
其结果是引发政局动荡ꎬ 陷入大量外援和外债陷阱ꎬ 进而丧失经济自主权和

发展决策权ꎮ 这种把基于西方现代社会、 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

的发展模式ꎬ 照搬到第三世界容易引起 “水土不服”ꎬ 也难以取得现代化的成

功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ꎬ 文明的多样性、 国情的差异性决定了世

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都不会是同步的、 相同的ꎮ 因此ꎬ 只有跳出西方

政治模式的 “窠臼”ꎬ 以自身社会经济和国情民意为基础ꎬ 通过自身的实践ꎬ
才能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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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的发展»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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