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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亮
*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中东地区是世界恐怖主义的重要策源地

和大本营，中东恐怖主义是威胁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中东地区自然成了全球反恐战争的中心战场。中东地区一些国

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了反恐斗争，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在中东发

动的大规模反恐战争，距今也有十多年。那么，中东恐怖主义是如何兴起

的? 中东恐怖主义泛滥的历史背景和宗教、社会根源是什么? 中东恐怖主

义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如何? 国际社会是如何在中东合作开展反恐斗争的?

中东反恐斗争的效果和影响怎样? 中东反恐斗争的经验及教训如何? 中国

与中东反恐斗争关系如何? 当今中东恐怖主义的特点和现状如何? 当代中东

恐怖主义是如何通过人员、资金、武器以及信息的流动而具有跨国特点的?

所有这些都是急需学术界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的重要问题。令人欣喜的是，

朱威烈先生的著作《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① 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一

《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 ( 以下简称 《中东》) 是朱威烈先生主持的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中东反恐怖主义”课题的

结项成果，是国内第一部对中东反恐问题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

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中东恐怖主义的起源与成因、发展与现状，中东反恐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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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与国际合作，以及中东恐怖主义的播散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所

涉及的内容涵盖广泛。

全书由“前言”“导论”及 16 章的正文组成，凡 46 万言。“前言”介

绍该书推出的背景和经过。“导论”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析了国内外学界、

政界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异同，并提出了该课题组的定义。书中还辩证分

析了科学认识恐怖主义须厘清的几对关系，包括恐怖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恐怖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恐怖主义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恐怖主义与战

争的关系。

正文第一章探析了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渊源，指出中东恐怖主义最早

可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的亚述帝国时期，此后一直到 19 世纪在中东各地不

时出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分而治之”的政策埋

下了许多民族仇恨和对抗的种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为目标而

开展的恐怖活动，标志着中东恐怖主义的初兴。第二章研究了冷战时期中

东恐怖主义膨胀的表现，包括阿以冲突中以色列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巴勒

斯坦阿拉伯民族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海湾国家的

宗教极端主义派别的恐怖主义，以及亚美尼亚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库

尔德工人党的暴力恐怖活动。第三章研究了冷战后中东恐怖主义的发展，

指出该时期中东恐怖主义呈现频发、上升态势。突出表现有二: 一是巴以

冲突中的恐怖暴力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伊斯

兰极端主义恐怖暴力活动的反西方特点尤其是反美色彩更加明显，对国际

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建产生了严重阻碍作用。第四章研究了 “9·11”事

件前中东国家的反恐斗争与国际合作，肯定其取得了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

成果，是当前国际反恐斗争与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五

章梳理了“基地组织”的发展及其反美恐怖活动的脉络，分析了 “9·11”

事件的特征及其深远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当代中东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根

源，指出中东国家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

题、教派分歧和领土争端等构成了影响中东恐怖主义的内部因素，西方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恶果、二战以来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和强权

政治，以及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刺激效应，构成

了影响中东恐怖主义的国际因素。第七、八两章对当代恐怖主义的宗教背

景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对圣战观念的曲解和滥用，恐

842



全面解析中东反恐问题的佳作

怖主义不是伊斯兰教的产物。第九章考察了 “9·11”后的国际反恐联盟和

中东反恐斗争，并具体分析了阿富汗反恐战争，北非和海湾国家的反恐斗

争与反恐合作。第十章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恐怖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并总结了“基地”组织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调整呈现的五个新特点。第十

一章研究了中东各国反恐斗争的新举措、区域内反恐合作的新进展，以及

中东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第十二、十三、十四和十五章分别考察

了当代中东恐怖主义人员流动、资金流动、武器流动和信息流动的途径和

特点。第十六章研究了中国与中东反恐斗争的关系，分析了中国政府反恐

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中国政府的反恐举措及其在中东反恐中的作用。

二

《中东》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仔细研读，我们可以看出该

著作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选题方向上，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中东地区是

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重灾区，是国际反恐斗争的前沿地带。“9·11”

事件表明，作为最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体系转型

和国际秩序重构都具有深刻影响。如何科学全面地认识中东恐怖主义现象，

如何寻找更加有效的防范与打击中东恐怖主义的对策，不仅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项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更是一项迫切的现实课题。对中东恐怖

主义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我们科学地认识恐怖主义的危害，全

面把握中东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产生原因、活动状况、发展趋势以及反

恐的经验教训，从而维护中东和世界的和平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同时，

中东恐怖主义是中国新疆 “东突”分裂、暴恐势力的大后台。因此，加强

对中东反恐怖主义的研究，对于我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从而保障国家稳定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研究思路上，本书反映了中东反恐问题研究的中国观。由于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不同，各国政界和学界在中东反恐问题上观念差异

较大。本书阐释的中东反恐问题的中国观有如下三点。 ( 1 ) 中东是国际恐

怖主义的主要策源地，中东恐怖主义的蔓延、扩散，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

与稳定。因此在安全、外交等领域必须高度防范、妥善应对。 ( 2 ) 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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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中，美国奉行的政策是先发制人，以 “民主”改造伊斯兰国家，而中

国及大多数国家强调的则是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反恐，标本兼治，

倡导文明对话，尊重、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构建和谐地区、和谐世界。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和做法。 ( 3) 关于中

东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数量众多且活动频繁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该

书侧重从社会核心价值观层面进行分析。指出中东伊斯兰社会由于罔顾环

境变化，缺失时代精神，只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必然导致极端主义乃

至恐怖主义的产生。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较贴近实际，也有很强的说

服力。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书是对中东反恐怖主义的整体研究，填补了

许多学术空白。中东反恐怖主义问题是一个涉及问题很多、涵盖领域甚广

的研究课题。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

果，但是这些成果都属于对个别问题的个案研究，无论著作还是论文均是

如此。缺乏对中东反恐怖主义进行系统、整体、全面研究的作品，更谈不

上深入研究。而该书是对中东反恐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整体研究，是国内该

领域最全面、最系统的著作。该书内容丰富厚实，对中东反恐怖主义的主

要问题均有较深入的研究，且分析透彻、富有新意。值得一提的是，该书

讨论的诸多问题是此前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无人触及的。这些问题包括

“9·11”事件前中东国家的反恐斗争与国际合作，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

“9·11”事件后中东国家的反恐斗争与国际合作，阿富汗战争后 “基地”

组织战略调整的特点，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反恐斗争的双重影响，中国与中

东反恐怖主义斗争，以及当代中东恐怖主义人员流动、资金流动、武器流

动和信息流动的组织机理及运行机制等。该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具有深

化研究甚至填补学术空白的性质。

第四，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任何学术研究

都必须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创造，这是科学研

究的一条重要原则。《中东》遵循了这一学术原则，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

成果，这正是保证该书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作者又不囿于旧

说，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如对恐怖主义

概念的界定，国内外政界、学界众所纷纭，至今没能达成共识。该书在对

国内外众多观点充分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 “恐怖主义是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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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极端信念或意识形态理论驱使下的社会组织和群体，用暴力和威胁等非

法手段袭击非战斗人员特别是平民及民用目标，以期产生恐惧的社会心理，

借此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犯罪行为。”政治性目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手

段、造成伤及无辜后果是构成恐怖主义的三大核心要素。这一定义言简意

赅，令人信服。

再如关于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国际因素，中国学界比较强调西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的恶果、美国强权政治因素及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该书在肯定这些因素的同时，强调苏联霸权扩张的作用，指出苏联侵略阿

富汗的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对阿富汗恐怖主义组织的培植与支持，为阿富

汗日后成为“基地”组织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奠定了基础。又如西方政

界和学界倾向于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直接挂钩，形成了 “伊斯兰教 = 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 = 伊斯兰极端主义 = 恐怖主义”这样一个公式。而且这种

观念在中国学界也颇有市场。该书则认为，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指出

尽管伊斯兰复兴运动普遍具有鲜明的反世俗化、反西方化的特征，但其主

旨思想是与伊斯兰教追求公正、和平的社会理念相一致的，与恐怖主义绝

无任何必然的联系。导致恐怖主义产生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绝非伊斯兰

复兴思想的主流，而是从伊斯兰复兴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异端邪说，是极端

主义分子用以伪装的宗教外衣，是他们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实践的障眼法。

关于伊斯兰教圣战观念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西方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意

识形态根源，尤其是自杀式爆炸袭击等行为的精神动力。该书在深入研究

了伊斯兰教圣战观念的演变轨迹后指出，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对圣战观

的曲解和滥用。因为第一，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的规定，只有穆斯林社团的

领袖伊玛目才能宣布圣战，而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分子并不具备这一资

格; 第二，伊斯兰教将自杀视为犯罪，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常以圣战为借

口怂恿、鼓动并组织自杀式袭击，这明显违背了伊斯兰教义; 第三，伊斯

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而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袭击行动大都

针对无辜平民，完全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这些创新性观点的提出，

使该书显示出极强的理论性和政策性，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实际应用价值。

众所周知，判定一本书的优劣和价值，主要看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

值。学术价值的大小，以其论据是否真实、充分，论断是否正确，视野是

否开阔，是否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为依据。社会价值则依据对人类认知和

152



中东问题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 总第 5 期)

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当今社会裨益的贡献大小。两者是统一的，历史

的真实是其基础; 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既无学术价值也无社会价值。 《中

东》是对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一次集中探讨，它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一

幅中东反恐的历史和现实画卷。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而且在许多方面

有所创新。该书不仅对我国学者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当代史和

中东问题研究大有裨益，更为我国反对“东突”分裂势力、保证国家稳定提

供了有益的思路。因此，《中东》是近年来中东反恐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上

乘之作，它实现了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三

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的出现，无疑都是以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为

基础，于所在领域长期探究的结果。《中东》更是如此，它是与课题负责人

朱威烈教授及全体成员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协作攻关密不可分的。

作为我国中东问题领域的著名学者，朱威烈教授以其严谨的学风和丰

硕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所称道。朱教授长期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和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并被约旦皇家伊斯

兰思想研究院和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

埃及留学期间，朱先生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尤其是阿拉伯问题。30 余年来，

他一直致力阿拉伯问题、伊斯兰教和中东问题的研究，出版相关著作十余

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研究生也大多以上述领域为

学位论文选题方向。正因如此，朱教授才被选任为 “中东反恐怖主义”课

题主持人。为保证课题的质量，朱教授广揽人才，集中全国四所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诸位学者联合攻关。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刘中民教授、复

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张家栋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余建

华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副教授都是中东民族主义、中东国

际关系和中东反恐领域的著名学者。余泳、王震等青年学者在各自领域也

多有著述。

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时代性和前瞻性，课题组一开始就很重视国内外

学术交流。先后与沙特驻华使馆联合举办 “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缘由”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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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与外交部亚非司合作举办 “中阿合作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与

美国方面联合举办 “冷战后中国中东政策与文明对华”国际研讨会———后

两次研讨会都设有反恐专题。此外，课题组每年举行内部交流会，曾多次

邀请埃及、黎巴嫩、美国等国学者来华做中东反恐报告，2008 年 3 月还邀

请了以色列反恐问题首席专家伯阿兹·加诺尔博士做题为 “后现代恐怖主

义与中国奥运安全”演讲。正是经过诸位作者数年的呕心沥血，并依靠团

队作战的优势，最终推出了一部精雕细琢的拳头产品。

四

《中东》作为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也存在一些不太完美，值得改进

之处。第一，书中有个别文字错误，显系校对时疏漏所致。如封四的内容

介绍中，“强调反对将恐怖主义特定的宗教或民族挂钩”一句里缺少了一个

“与”字，意思就难以表达清晰了。第二，“前言”中说: “在参考文献方

面，我们努力兼收中文和英文、阿拉伯文的资料文献。”但是令人遗憾的

是，阅遍全书，并没有发现一处阿拉伯文的参考文献。第三，书中对个别

国外人名的翻译没有遵照约定俗成的翻译。如对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领导

人“Jabotinsky”的翻译，该书译作“贾鲍廷斯基”，而学术界比较习惯的译

法是“雅博廷斯基”或“亚博廷斯基”。第四，内容尚有不太全面之处。如

以色列的反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它打着反恐的旗号对巴勒斯坦极端组织

大肆挞伐。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足和缺憾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

我们相信，作者在该书再版时肯定能够弥补这些不足，以使其更加完善。

［责任编辑: 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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