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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伊 朗 社会 中 巴 扎 商 人、 作坊主 和 乌 莱玛是城 市 中 产 阶层 ，

其人数比例 虽 然不 大
，
但 具备 一定 的 经济 实 力 和很强 的组 织性

， 是社会结

构 中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 西 方入侵 和经济渗透 ，
伊 朗 现代 中 产 阶层 开始

形 成 。 同 时 ，
西方 文 明 的 传播及现代 教育 的 出 现促使现代 中 产 阶层 产 生 。

两 类 中 产阶层都要求改革和独 立 ，
他们联 手 发动 立 宪革命 ， 建立议会 民 主

制政府
，
但议会政 治 下 立 宪政府无 法 驾驭 内 外交 困 的局 面 。 伊 朗社会结 构

仍是前现代 的
， 中 产 阶层无 法与 强 大 的保 守 力 量相抗衡 ， 外部 力 量 的 干 预

最终导致立 宪革命失败 ，
但 中 产 阶层 的 政 治 架构 对伊 朗 政 治发展 产 生 了 深

远的影 响 。

关键词 伊朗 中 产 阶层 立 宪革命 政治转型

社会史既是 中东 区域研究 中 的重 点之一 ， 也是 国 内 外研究 中取得丰硕

成果的领域 。 然而 ， 在 目 前中 东社会史的 相关成果 中 ， 对 中产 阶层 的专题

研究较为薄弱 。 中 产阶层是 中东社会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
一 战 以 来 ， 中

东地区不少民族国 家在形 成或独立 的过程 中 ， 都 出 现 了 中 产阶层的兴起及

其社会运动 。 ２０ 年代土耳其建国 、 伊 朗礼萨汗政权的建立以及 ５０ 年代 和 ６０

年代从阿尔及利亚 到伊拉克 的诸 阿拉伯 国 家的形成
，
无不伴随着 中产阶层

的崛起和传统 的地主精英地位 的衰落 。
？ 中产 阶层也是推动社会变革 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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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２０ １０ 年 中东变局的
一

个重要原因是
“

受教育 阶层 和 中产阶级的 壮大

及非政府组织 的发展使公 民的权利意识 、 民 主意识得到强化 ， 素质有所提

髙 ，
组织性增强

”

。
？ 类似 的情况也 出现在 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 、 约旦 、 也

门 、 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 。
？ 这是后冷战时代 民主化浪潮推动 的结果 ， 其

目标是结束威权统治 和争取民主 、 平等 、 外交独立 等 ， 它是当 地 民众经历

阿拉伯社会主义 、 自 由 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后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
？ 由此可

见 ， 变革是中东社会 当前和未来 的 主要议题之一 。 为更加有效地把握 中东

社会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
对 中产 阶层 的构成 和发展 状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

长期 以来 ， 中产 阶层 只 是一个模糊 的概念 ， 关于其 内部 的构 成 ，
学术

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 看法 。 马克思将位于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之 间 的所有

集团 ， 如小工业家 、 小商 人 、 小食利者 、 手 工业者 、 农 民 、 医生 、 律师 和

学者等群体都称为 中产阶层 。
？１９５ １ 年米尔斯第一次提 出

“

白领工人
”

的

概念
， 其主要 由 经理和专业人员 组成 ， 充当 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缓冲 。

？ 这一

概念被社会学界广泛引 用 ，
学者们 把那些拥有专业技能 、 能够在获得 劳动

报酬之外获取
“

租金
”

收入 、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社会上享有一定
“

自

治
”

地位及权利的群体称为中产阶层 。
？
中 国学者对中产阶层定义是 ：

以脑

力劳动为主 ， 有较高收人和较好工作环境 ， 具备相应 的家庭 消费能力 ， 有

一定的 闲暇生活
，
对其工作对象有

一

定 的支配权 ， 具有公民 意识 、 公德意

识及相应修养 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 。
？

以上对中产阶层 的定义是 以生 产关系为基准 ， 将 特定的社会群体划为

中产阶层 ，
中 国学者 以特征性 的描 述对中 产阶层概念进

一 步明 确化 ，
中产

阶层的概念逐渐明 晰 。 研究 中东问 题 的 中 国学者认为中 东社会 中产 阶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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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商人 、 企业家 、 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 、 政 府职员 、 军官 和知识分子

等 。
？ 笔者以伊朗为典型案例 ， 认为伊朗 中产 阶层包括 巴扎商人 、 作坊主 、

中下层乌莱玛 、 中下 级官员 和军官 、 中小地主等构成的 传统 中 产阶层 以及

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 现代中产 阶层 。 中产阶层 是伊朗 现代社会 中
一

个重

要的政治群体 ， 现代伊 朗政治舞 台上多次 出现 中产 阶层 的身影 ， 但还没有

关于它的专题研究 。 笔者试 图 以恺加王朝 晚期为重点 ，
追 寻伊 朗 中产 阶层

的早期形成过程 ，
进而对伊朗前现代 的社会 结构演 变及 中 产 阶层 的发展状

况和社会地位进 行初步探讨 ， 并对 中产 阶层 的社 会作 用和影 响做 出 客 观

评价 。

一 伊 朗前现代的社会结构

（

一

）
２０ 世纪初伊 朗 的 经济概况和社会结构

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伊朗社会处于 以农牧业 经济

为主 的前现代阶段 。 从经济结构来看 ， 伊 朗 ９０％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 其余

１ ０％ 的劳动力从事商业 、 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等行业 。 农业收人 占 国 民收人

的 ８０％￣９０％
， 小规模的工矿企业及商业构成国 民收入的 １ ０％￣２０％ ， 由

于伊朗农村土地归外 乡 地 主所有 ， 农业长期缺乏投资 ， 生产条件恶化 ，
农

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 。 鲁尔斯坦 、 库尔德斯坦 、 扎格罗斯 山 区存在强

大的游牧部落 ，
游牧 区 与定居 的农耕地 区交错 ， 农 民 和牧民 间 因 土地和水

源的竞争时常发生 冲 突 。 此外 ， 英伊石油公 司 的经济 活动与伊 朗 国 民经济

之间 的关系 几乎 是隔绝 的 。 英伊石 油公 司 对伊 朗 当 地资金 、 产 品 、 劳务 、

管理人才等方面的需求 极小 ，
公司 也从不 向 当地提供石油 产品 、 借贷等金

融业务
，
更没有帮助伊朗建立银行 、 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举措 。

？ 公 司也

没有帮助伊朗建立起石油下游产业如石化 、 炼油 等工业 。 因此
， 伊朗 虽拥

有原材料 、 廉价劳动力 、 良好 的投资环境
， 但未产生现代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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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初伊朗 ９５％ 的人 口是文盲 ，
除了宗教学校外 ， 全国只 有 ２１ 所初

中和 １ 所高 中 。
①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伊朗农村人 口增长率很低 ， 平均每年

仅为 ０． ７５％ 。 人民 的生活水平处在最基本的 温饱线上 ，
由 于交通匮乏 、 物

流落后 ， 常有饥馑 。

从人 口结构来看 ，

２０ 世纪初伊朗 总人 口 为 ９８６ 万 ， 其 中 ７７９ 万 为农村

人 口
， 占总人 口 的 ７９％

，
这包括 了

２４７ 万牧 民 ， 占总人 口 的 ２５％ 。 农村人

口分散 ，
全国总共有村庄 １ ５２００ 座 ，

５３％ 的村庄 居民人数都在 ３４〇 人 以下 。

城市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为 ２ １ ％
， 城市人 口分布于全国 １ 〇〇 个城市 （ ５０００

人 以上 ） ， 其 中最大的城市有德黑兰 、 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 ， 还有 ７ 个超过

５ 万人的城市 ， 其他 ９０ 个城市规模都不大 。
？

伊 朗传统社会大体分为游牧社会 、 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三大部分 ， 其

内部都具有很强的 自 组织性 ， 村 庄 、 部落和市 区都是封 闭 的 、 自 治 的 、 自

给 自 足的 经济 和社会实体 。 各实 体有 很强 的 独立 性 ， 与外 部世 界 的联 系

较少 。

１ ． 游牧部落 的社会结构 。 在伊 朗 的 游牧部落 中 ，
最 小的 单位是 氏族 ，

由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牧民组成 ，
氏族 的大小规模依地形条件而定 ， 从 １ 〇

户 到 １００ 户大小不等 。 氏族头领即卡达胡达 （
Ｋａｄｋｈｕｄｅ ｓ

） 或赛非德 （ Ｒｉ
ｓｈ

Ｓ ａｆｉｄｓ
） ， 前者由 本族人推选 ，

由政府正式任命 ， 而后者是没有经过正式任命

的代理性地方长官 。 卡达胡达和赛非德 的职 能是解决其管辖范 围 内 的水源

和土地等争端 ， 他们都是本族利益 的保护者和 内部事务 的仲裁者 ，
对外也

是本族 的代表人物 。 卡达胡达和赛非德 拥有广泛 的 权力和相 当 高的 权威 ，

他们有能力将本族的 财富和人力 组合起来 ，
氏族是有管理功能的 和具权威

性的社会实体 ， 也是等级性的 、 分层化 的群体组织 。

比氏族髙
一级的是胞族 （

Ｔａ
ｙ

ｉｆｅｈ ） ，
通常都 由 几个氏族组成 ， 胞族首领

称
“

汗
”

（ Ｋｈａｎ ） 或
“

卡兰塔
”

（
Ｋａ ｌａｎｔａｒ ） ，

二者的 职能和所扮演的社会角

色类似卡达胡达和赛非德 。 比胞族更 高
一

级 即第 三级 的游牧组织是部落 ，

其结构和胞族的结构类似 ，
例如巴赫蒂亚尔部落有 ５５ 个胞族、 恺什恰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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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 ３０ 个胞族 （称 Ｔ
ｉ ｒｅｈ ） 、 玛马萨尼部落有 ４ 个胞族 、 波伊尔

？ 阿赫摩迪

斯部落有 ２ 个胞族 ， 卢尔地区 的库尔德部落有 ６ 个胞族 （其首领称 Ａ
ｇ
ｈａ ） 、

俾路支部落有 １２ 个胞族 （其首领称 Ｓａ ｒｄ ａｒ ） 、 阿拉伯部落有 ３０ 个胞族 。
？

部落首领 的角色和职能类似于胞族 的汗或卡兰塔 ， 他们不但要 出身名

门还要具＾？相应的治 理才 能 ， 要保护本部落免受政府苛捐杂税 的征敛 ，
还

有免于其他部落的侵害 。 部落首领的牙帐 （
Ｄａ ｒｂ ａｒ ） 本身就是法庭 ， 战时部

落首领充任将军 ， 平 时他掌管外交 和处理 内部事务 ， 如分配土地 、 带领族

人迁徙 、 解决 内部纠 纷等 ，
此外 他还有维持本部落 的文化认 同 的职 能 。 恺

加 、 巴赫蒂亚尔 、 恺什恰依等部落都有更高级的 社会组织 即部落联盟 ， 部

落联盟 内都有最高权威 ，
联盟 的最 高首领称伊利可汗 ， 由 部落首领推选 产

生
， 并经中央政府 的正式任命 。 与伊利 可汗平职的 是暂时的代 理可汗 ， 称

“

伊利伯
”

（
Ｉｌｂｅ

ｇ ） 。

２ ． 伊朗农村的社会结构 。 伊 朗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牧 民的 部落结构相

似 。 在库尔德 、 俾路支 、 卢尔等地 区 的农村 ，
农 民人 口 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

牧民定居而来 ， 因 此保留 了部落式 的关系 ， 他们虽然放弃 了 游牧生活 ， 但

在之后的很长时间 中仍维持了部落 的组织形 态 。 西阿塞拜疆地 区定居 的 库

尔德人有 １ ５ 个部落 ， 分为 ７５ 个胞族约合 ９００ 个氏族 ， 定居的农村公社组织

仍类似于部落 。 而世代相传的农 民与之不 同
，
这些农 民 以村落的 形态聚居 ，

同样也是 自 足的 、 自 治 的 群体 ， 可 以称 之为村社 。 其长 官也 称卡达 胡达 ，

负 责 自治社区 即村社 的 事务 ， 当地 的 长官都从 本村社 的地 主 中推选 出来 。

卡达胡达 的名称是从游牧民社会借用而来 。 比较大 的村社长官 日 常政务 由

萨非德辅佐处理 ， 此外还有专职 的科员 分掌具体事务 ，
如裴卡尔 （ ｐａｙ

ｋａ ｒ ）

是执行官
；
达斯塔班 （

ｄａ ｓ ｔｂａｎ ） 是财税官 ，
掌管土地 、 收成 、 农畜和防务 ；

米拉布 （ ｍｉｒａｂ ） 负责水利 。

伊朗多数村庄整个属 于部落酋 长 、 领主 、 大地 主 、 王室等统治精英 的

私有财产 ， 也有很多村庄属于宗教地产瓦克夫 。 外乡 地主给村庄 提供监护 ，

包括政治保护 ， 还有 维修水 利设施 、 提供农种等 ， 因 而在农产 品 的分成 中

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 村社实行生产资料共享 ， 村社 成员 采用集体劳动 的生

产方式。 耕犁队 （
ｂｏｎｅｈ ） 是农村公社 中强有力 的组织 ，

负 责村社 的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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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 ， 在农村的生产和分配等经济活动 中 起着决定作用 。 村社农产 品分

配采用的是一种分成 制形式 ， 按 照人力 、 畜力 、 农种 、 水 、 地等五大要素

在农户 和地主间进行分成 。 产品 消 费方面 ，
因为村 民有共 同 的消费支 出份

额 ， 因而在共同缴付政府赋税和支付手工业必需 品之后 ， 农产 品才按照贡

献大小进行分成 。 那些缺乏生产资料 的村庄通 常都归外乡 地 主所有 。 地主

有专 门收租的代理人 ， 称之为拜利夫 （ ｂａ ｉｌ ｉｆｆ或 ｍｕｂ ａｓｈｅｒ
） 。 地租在伊朗 被

视为地主的分成 ， 地主分得 较大的份额 ，
且地主还控制 着城 乡 间 的 农产 品

贸易 ， 因而在伊朗经济中 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

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之前农 民大多属于这种分成制 的成员 ， 村社成员 内 部

形成了牢固的联系 ， 而在游牧部落地 区 的村社还会 因为家族关系 更为紧密 。

伊朗大部分地区 自 然降雨稀少 ， 耕地 中只有约 １／３ 为水浇地 ， 其他为旱地 ，

农业用水严重依赖人工水利即 坎儿井 。 地下水是稀缺资源 ，
因而伊 朗村庄

都依水而建 。 只有大地主能够修建或担负 坎儿井的 维护费用 ， 因而大地 主

垄断着地下水资源 。 水的分配和使用制度是农村社会得 以稳定 的传统纽带

之一 。
①

３ ． 伊朗城市社会 的结构 。 伊朗 城市社会是按照城市的 区划进行组织管

理的 ， 市 区长官也称卡达胡达 ， 由 萨非德推举产生 ， 其职能和角 色与部落

的卡达胡达相似 。 但 由 于城市居 民 有不少属 于社会 中上层 ， 有部落 酋长 、

髙级乌莱玛 （ 如穆智 台希德 ） 、 富商等群体 ， 还有地位显赫的家族定居 ， 因

而城市的行政管理更加复杂 。 卡达胡达之下有政务官瓦里斯 、 教区 监护人

谢赫伊斯兰 （ ｓｈａｙ
ｋｈ ａｌ

－

ｉｓ ｌａｍ ） 或杰玛耶 赫 （ ｊ
ｏｍ

＇

ｅｈ ａｌ －
ｉ ｓｌａｍ ） 、 监察 官卡兰

塔 、 水利官米拉布 、 法官莫巴沙尔 （ ｍ ｏｂ ａｓｈａｒ） 等官员分管城市政务 。 城市

社会中 的不同群体都有 各 自 活动 的场所 ， 如清真寺 、 茶坊 、 公共浴室 、 剧

院和体育场等 。

伊朗城市的职业组织 是行会 （ Ａｓｎａｆ） 。 手工 业行会都 由 会长 负 责 （ 也

称
“

卡达胡达
”

， 由
“

萨非德
”

推荐 ） 。 行会有 特殊 的行规、 仪式 和礼节 ，

行会组织本身是相对封闭 的社团组织 ， 成员 只进人属于本行会的公共场所 。

城市下层还有 帮派 （
ｌｕ ｔ ｉ ） 组织 。 帮派受 到各种政 治和社会派 系 的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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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参与征收宗教税 、 保护费 的 日 常事务 ，
起着维持社会秩序 的作用 ，

是

一

种非官方力量 。 帮派起源 于农村 ，
起初地方贵族与其他 贵族 间 常发生利

益冲 突 ， 地方贵族就动员 他 的领地上 的农 户 去解 决纠纷 ， 这是伊 朗城市 帮

派的来源 。
？ 帮派领袖热心于提高 自 己 的 社会威望 ， 取得政治或宗教领袖 的

支持 。 帮派是城市下层居 民 的组织 ，
在城 市中 以表演 和娱乐行 当谋生 ，

成

员具有农民家庭背景 。 帮派领袖从帮派 中选 出 搏击健将来 扩充武力 ， 他们

依靠武力成为地 方豪强 。 此外帮 派领袖 还以 帮规 、 荣誉 、 道德来约束 成员

的行为 ，
他们充 当着城市中各社 区的保护人 ， 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 。

帮派和乌莱玛 、 巴扎商人都有密切联系 。 乌莱玛 向帮派提供政治保护 ，

常利用帮派表达其政治立场 ， 以 此达到对政府施压 的 目 的 。 帮派领袖 则 向

宗教领袖捐赠财物 。 帮派在城市 中代 表着不 同 的经济 团体 的利 益 ， 通过 声

援政治或宗教派别的示威参 与政 治运 动 。 帮派反对地方 当 局对其施加 的 限

制 ， 如果他们与地方政府有共 同利益 他们会选择支持后者 。 现代化进程开

始以后
，
国家权力不断扩张 ， 帮派逐 渐衰落 ， 国王 常动 员 军队扮成农 民 来

应对宗教或政治反对派的抗议 。
？

（
二

） 社会群体的封 闭 、 分散和 内 争

伊朗国 内的地理分隔 、 民族差 别 、 语言差异和教派分立等 因 素强化 了

社会群体的分散性 。

伊朗地形地貌非常复杂 ， 缺 少可 以航行 的 河流 ， 并 且城市 间道 路遥远

难行 ， 沿途常遭部落袭扰 ， 加上交通状况 落后 ， 中央政府 的权威很难达 到

边远省区 ， 各地基本 上都 处在地 方政府 、 豪强 地 主 、 部落 首领 的支配下 ，

各地村庄 、 部落和城镇是相互孤立 的 。 到 了１ ９ 世纪下半 叶 ， 随着商业经 济

的发展
，
城乡 间 的交流有所加强 ， 但是伊 朗 各地孤立和分散 的格 局仍难 以

改变 。 例如 １９ 世纪建成 了德黑兰至大不里士的公路 ， 但沿途经济却没有 发

展起来 ， 其原因是交 通的 改善也方便 了政府 向地方征税 。 政府 的横 征暴敛

迫使沿线居 民迁往偏远 的 山 区 ， 交通干线
一带肥沃 的 土地无人耕种 ，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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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 ， 因此
“

波斯较为富裕 的 村庄
一般位 于离交通线远 的 、 不易 于被人

发现的 山沟 中
”

。
？ 只有那些能免于政府重税 和游牧部落洗 劫的农村才 能繁

荣起来 。

除了 地理因素外 ， 民族成分复杂 、 语言不通 成为社会群体间 交流 的一

大障碍 ， 这是造成伊朗各地分散孤立 的另 一个重要 原因 。 从语言方面来讲 ，

中央髙原地 区的城市人 口大多操 波斯语 ， 而农村人 口 中有操波斯语 ， 以及

卢尔 、 亚美尼亚 、 巴赫蒂亚 尔等语言 的居 民 ； 游 牧部落 里有 巴赫蒂亚尔 、

恺什恰依 、 俾路支 、 阿拉伯 、 玛 马萨尼等语言各异 的 民族 。 在里海沿岸 的

省份 ， 农村人 口 中主要有操 吉拉克 、 塔拉什 、 马赞 达兰等语言 的 居民 ；
而

城市人 口 中主要是操波斯语和 阿兹尔语的居 民 ； 部落牧 民 有操库尔德 、 土

库曼等突厥语的 民族 。 伊 朗西部省份有操库 尔德 、 卢尔 、 阿拉伯等语言 的

部落民 ； 农村有操阿夫沙尔 、 阿兹尔 、 波斯 、 巴亚提 、 古拉尼 、 亚述等语

言的居 民 。
？ 东南和东北省份 的民族成分也相当 复杂 。

宗教派系 的不同也使得伊朗社会群体差别更加复杂化 。 １９００ 年 ， 伊朗

８５％ 的 人口 属于什叶派 ，
几乎所有的伊朗城市的什叶派居 民区都分为尼玛提

（
Ｎ

ｉｍ ａｔｓ ） 和海 达里 （ Ｈａ
ｙ
ｄａｒ ｉ ｓ ） 两种类 型的教区 （

ｍａｈ ａｌｌａｔ ） 。 逊尼派 占 将

近 １０％
，
包括俾路支人 、

土库 曼人 、 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 。 逊尼派分布于

中央高原周 围 的库尔德 、 土库 曼 、 阿拉伯 、 俾路支 、 哈拉尔等 民族 的部落

里 。 非穆斯林占 ５％
，
巴哈伊教徒分布于亚兹德 、 设拉子 、 伊斯法罕和纳加

法巴德 ，
亚述基督徒分布于乌尔米耶 ，

亚美 尼亚人分布于伊斯法 罕 、 拉什

特 、 德黑兰和阿塞拜疆。 犹太 人分布于亚兹德 、 设拉 子 、 德黑兰 、 伊斯法

罕和哈马丹 ，
祆教徒分布于亚兹德 、 克尔曼 、 德黑兰和伊斯法罕 。

③

社会群体 内部矛盾 重重 ， 充满利益 冲突 。 小到 氏 族之 间 ， 大到部落之

间都充满了矛盾和竞争 。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 什 叶派 和逊尼派之间关

系 紧张 。 农村也充满矛盾冲突 ， 当地 的法官忙于解决村 民之 间的 土地 纠纷 。

城市居民 以教 区划分 ， 他们 因信仰不 同互不 通婚 ，

日 常活 动的场所都是分

离的 。 由 于语言、 民族成分 、 宗 教信仰等方 面的 差异 ， 伊朗社会群体具有

很强的封闭性 ，
各个社会群体很难突破上述各 种因 素的 限制 ，

因此无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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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 国性 的 、 跨越地域 、 民族和教派的阶级 。

恺加王朝时期伊朗政治权力是分散的 ，
王朝没有建立起完备 的官僚体系 ，

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很低 ， 各地管理松弛 。 由 于各地交通不便 ，
中央政令难

以下达
， 各地的豪强 、 地主紧密控制着社会下层 。 国家统治表现 出部族政治

的特征 ， 部落首领被任命为各省总督 ，
在其封地上拥有行政 、 军事 、 税 收和

司法大权 。 伴 随着部族力量 的 逐步扩大 ， 部族分裂割据 的局 面逐渐形 成 ，

国家的统
一和王权受到威胁 。

？ 而地方豪强 （ 主要是大地 主和部落首领 ） 也

不能完全控制其管辖范围 内 的部落和教派群体 ，
因此无法与 中央抗衡 。

？ 恺

加王朝利用部落内各家族 的矛盾使他们相互牵制 ，
以 削弱 潜在 的对手等方法

进行统治 。 部落首领 日益 向地主化 、 商人 化和官僚化方向发展 ， 恺加王朝 以

册封部落首领的方式将之纳人 国家体系 ，
以此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控制 。

？

宗教高层的穆智 台希德 （ ｒｎｕ
ｊ
ｔａｈ ｅｄｓ ） 只 是暂时 、 有保 留地 承认现世 的

世俗君主的统治 ， 他们宣称只 有隐遁的 伊玛 目 才具有政治合法性 。 由 于恺

加王朝统治者无圣族后裔的 高贵血统 ， 其统治权力 的合法性 面临什叶派乌

莱玛的质疑 ， 教俗矛盾逐渐显现 。
？ 王权与乌莱玛的关系微妙 ，

二者合流时

后者是政府与 民众协调关系 的工具 ，
二者反 目 时后者则是 引领 民 众推翻政

府 的革命旗手 。
⑤ 从整体政治结构来看 ， 伊朗呈现 出宗教 、 王权 、 部落多极

分立的格局 。

二 伊 朗 中产阶层 的形成过程

（

一

）
前现代伊 朗 阶级结构

从阶级结构看 ，
伊朗 社会呈金 字塔形 。 社会上层 群体在人 口 结构 中 占

比重很小 ， 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 包括王室成员 、 地方贵族 （
ａｙａ

ｎ
） 和豪强 、

部落首领 （ ｋｈａｎ ） 、 领主 （ ｔｕｙｕ
ｌｄａ ｒ ） 、 大地 主 （ ｍａ ｌｅｋ ｉｎ

） 、 高级 乌莱玛 、 富

① 彭树智主编 ， 王铁铮 、 黄民 兴等著 《 中东史 》 ， 人 民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 第 １ ５ ８ 页 。

②ＥｒｖａｎｄＡｂ ｒａ ｈａｍ ｉ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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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ｔｕｉｊ
ａｒａｍ ｄｅｈ ） 等 。 处于金字塔中 间 的是各级地方长官 （ ｋ ａｄｋｈｕｄｅ ｓ ） ， 还

有中下层乌莱玛 、 中 高级军官 和官员 、 作坊主 、 巴扎商人 、 中小地 主 ，
这

也是社会的 中间阶层 。 中 间 阶层 的人数和所 占 的 比重 没有准确 的数据 ， 这

一阶层大多数居住在城市 。 伊朗农村个体农户所 占土地不到 １７ ％
， 中小地

主和富农等 中间阶层约占农村人 口 的 ２５％ ①
， 占人 口 总数的近 ２０％

。

前现代伊朗社会中 ， 城市 的 中 间 阶层具有很强 的 影 响力 ，
它包括乌莱

玛 、 商人和作坊主三大 阶层 。 伊朗传统社会 的 中 间 阶层在人 口 结构 中所 占

的 比重虽然不大 ， 但也具备一定 的 经济实力和很强 的组织性 ，
能够在

一定

条件下对王权构成挑战 ， 并迫使 当 局做出 让步 。 社会运动 中 的 领导者和 主

力军通常都 由 中 间阶层 的某一群体来充当 。

宗教阶层是伊朗社会 中 的一个独特阶层 。 乌莱玛是 由 宗 教学者组成 的

群体 ，
拥有较高 的经 济地位 、 政 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

在前现代 阶段 的 国家

政治中是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 是伊 朗传统社会 的精英群体 。 萨法维王朝

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作 为其统治合法性 的来源 ， 从而 凝聚 国力 ， 在与信奉伊

斯兰逊尼派 的奥斯曼帝 国 的对抗 中 加强国 民 的 国家认同 ， 什 叶派 占据国教

地位 。 伊朗也形成 了正统 的什 叶派教 阶制度
，
位于什 叶派乌 莱玛阶层顶端

的大阿亚图拉依赖 国家支持 ， 享有经济和政治资源及较高的社会地位 。

什叶派宗教阶层在伊 朗 穆斯林社会 日 常事务 中承担 了管理者 的 角色 。

穆智台希德作为穆斯林的
“

效仿渊源
”？（ ｅ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

， 其宗教指示具有
一定

的法律效力 ， 使伊斯兰的 社会法得 以执行 。 每个
“

效仿渊源
”

都有众多追

随者 ， 其对信徒影响很大 ， 并 以 自 己 为核心各 自 形成相对封 闭 的社会关系

网 。 乌莱玛垄断了教育和 司法两大领域 ，
承担了教育和 民事司 法 （ ｓｈａｒ ） 及

立法等功能 。 乌莱玛与 巴扎商人之间存在紧密 的经济 联系 ， 神 学院的 教学

经费 、 宗教慈善机构的款项和其他宗教活动 的 经费的一大部分都是 由 巴扎

商人捐赠的 。 在前现代的伊朗 ，
巴 扎商人 的子女 几乎都进人宗教学校接受

神学教育 ，
不少人因 此成为宗教 阶层 的成员 。 乌莱 玛和 巴扎商人之 间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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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的习俗 。

什叶派乌莱玛依靠宗教税 和瓦克夫宗教地产等财源 ，
因 而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 ， 在 国家政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
？ 在恺加王朝统治下 ， 乌莱玛

建立了独享的宗教统治地 位 ， 其力 量得到增强 。 这也成 为恺加王朝统治得

以巩固 的
一大支柱 。 恺加王朝是部 落后裔 ，

为使其统治合 法化必先脱离部

落的统治方式 ， 使国 王 由 部落领袖转变 为 国家领袖 ，
并建立健全 的官僚行

政体系 。 乌莱玛阶层 中有 的 和恺加王朝 合作 ， 依靠其支持 以半官方的 身份

获得利益 。 有的宗教领袖 只专注于学术研究 ；
而一些宗教领袖更善于从政 ；

还有 的宗教领袖热心于贏得大众关注 。
？ 不同 的政治力量 或集 团 寻求不 同 的

宗教精英作为各 自 的政治盟友 。

乌莱玛是社会 的特权阶层之
一

， 有较髙 的 社会地 位 。 为提髙威望 和维

护其权威地 位 ， 宗教高层 内部有 激烈 的 竞争 。 什叶派乌莱玛分两个学派 ，

阿克 巴尔学派主张宗教要脱离社会和政治 ，
而乌苏勒学 派 自 １９ 世纪 以来与

王权紧密结合 ， 成 为 占统治地位 的流派 。 乌莱玛 之间 还存在民 族 、 地 区等

方面的差别 。 师从渊源 、 所属 学校 、 被 同 行的 认可程度 、 资格辈分 、 财富

基础等都对乌 莱玛 中 的 个人 在本 阶层 中 的 地 位产 生影 响 。 宗教领 袖 米尔

扎 ？ 哈桑 ？ 设拉齐 的威望和影 响力 远超过其他 的穆智 台希德 ，
这是因 为他

吸引 了更多的商人支持 ，
拥有更多 的 资金 。 其家庭背景来 自 宗教和商人的

结合 ， 他 的学生也长期接受商人的资助 。 随着其学派 的扩大 ，
自 身的权威

便得到增强 。
？

宗教 阶层 中存在两派对立的力量 ，

一派以 萨德尔 （ ｓａｄｒ ） 为首 ，
另一派

以穆智 台希德为 首 。 萨法 维王朝 以来 ， 萨德尔是宗教机构 的首脑 ， 负 责宗

教事务和宗教基金 的管理 。 萨德尔 在司 法方面拥 有很 大权力 ， 还拥有 巨额

资产 。 萨德尔是宗教首领 ，
通常被授 予伊玛 目 杰玛耶赫 的头衔 ， 较低 的 头

衔还有谢赫伊斯 兰 、 穆塔 瓦 里 、 哈菲 兹 、 穆 达里 斯 （ ｍｕｄａｒｒｉｓ ） 、 纳 马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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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ｉ ｓｈｎａｍａ ｚ ） 、 卡迪 （ ｑａｄ

ｉ
） 等 。 以萨德尔为首 的宗教群体本身是政府机构

的一个组成部分 ， 成员都是国王任命的 。

穆智 台希德是脱离世俗政治之外 的社会力量 ， 他们被人视为离 隐遁伊

玛 目 最近的人 ， 对教法有解释权和创制权。 这一群体 内部 的教职高低是基

于学识和什叶派信徒 的支持而进行划分的 ，
在这类群体中精神权威是权力

的来源 。 两派经过长 时间 的争斗 ，
至萨法维王朝 晚期 ， 穆智 台希德 的地位

提髙 ，
超过萨德尔一派 。

恺加王朝时期穆智 台 希德的权 力继续增长 ，
法斯阿里汗时期这一派力

量达到极盛 。 萨德尔派以 谢赫伊斯 兰为首 ，
在各大城市 中是 当地 的首席法

官 ， 受到君主任命和资助 。 但 １９ 世纪之交
， 萨德尔派已 经衰落 。 为平衡穆

智 台希德的力量 ， 恺加王朝 的 纳赛 鲁丁汗支持伊玛 目杰玛 耶赫 ， 使其成为

当地清真寺星期五礼拜 的领祷人 。 伊玛 目 杰 玛耶赫在 主要的 几个大城市中

的权力开始增长 。 他 们受政府任命 ， 拥有瓦克夫地产 ，
开始 扮演萨德尔派

的角 色 。 第一任伊玛 目杰玛耶赫是纳赛鲁丁汗的 女婿 。 两派的 对立 和争斗

因而再次出现 ， 立宪革命中就有
一派支持 国王 ， 这一派 的领 导人就是伊玛

目 杰玛耶赫 。
① 巴列维王朝时期

，
两派的争斗仍然存在 ， 而有世俗倾向 的伊玛

目杰玛耶赫
一派更有优势 ， 因为 国王实行工业化和西化改革削弱 的 主要对象

是穆智 台希德 ， 国王也有意识地支持世俗派的宗教力量反对穆智 台希德 。

其次是商人阶层 。 伊朗传统社会 中 ， 商人具有很 髙的声望 和社会地位 ，

这源 自伊斯兰文化 中具有崇商的价 值观念 ，
从经训 中可 以发现不少赞美商

人的句子 ， 先知对商业 贸易有 着极 大的兴趣 。 圣训中 也有不少先知赞美商

人的记载 ：

“

信誉好的商人是先知和殉道者的朋友
”

；

“

在末 日 审判到来 的时

候诚信 的商人将沐浴在安拉的荣耀之光下
”

；

“

商人是安拉的信使 ， 也是安

拉所信赖的人
”②

； 等等 。 因此伊斯 兰文化也是一种崇商文化 。 对穆斯林来

说经商是最优的谋生之道 。 人们倾 向于认为商人是他们 中最虔诚 的人 ，
是

最安全也最能满足人们愿望的人 ， 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受尊敬的人。

伊朗处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要道上 ， 具 有发达的 商 品生 产体系 。 早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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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代伊朗商业 已经非常繁荣 ， 古代波斯与拜 占庭 、 巴格达等城市

存在密切的商贸往来 ， 与阿 富汗 、
土耳其 、 印度 和 中亚等 国家 的商业往来

也非常密切 。 近代伊朗 主要 与英 国 、 俄 国 、 印 度进行 贸 易 ，

１ ８００￣１ ９ １ ４ 年

伊朗外贸额增长了１ ２ 倍之多 。
？

大商人群体在伊 朗 社会 中 的 经济 地位 很 髙 。 从事 批发 贸易 的 大商人

（ ｔａｊ
ｉ ｒ ） 是长途 、 大型的 国 内外贸 易 中 的 主角 ， 这一群体控制着城市的 主要

经济活动 。 在地方 的 金融活动 中 ， 大商人扮演着重要角 色 ，
地方政府的财

政要靠他们来保证 。 但经济地位并非 商人阶层形成 的唯一重要 的 因素 。 伊

朗商人拥有 良好的 教育背景 ， 被视作居住 于城市 的 贵族。 在城市 中 ， 商人

和宗教精英穆智 台 希德之 间有着密切 的 关系 ， 什 叶派伊斯兰传统文化是商

人阶层形 成的重要 因素 。

最后是作坊主 。 在手工作坊 内 部
， 作坊 主雇用家庭劳动力 ，

与学徒之

间大多也是家庭亲属关系 。 学徒可 以成长为新 的作坊主 。 １９ 世纪伊 朗 城市

中行会制 度严密 ， 许多手工业行会都有 自 己 的 巴扎 ， 作 为他们处理 内 部事

务的地方 。 手工业行会组织联合的 程度很高 ，
在城市经济 生活 中 扮演 了 重

要的角色 。 行会具有管理和税收两项 职能 ，
行会选举会 长和 负责 收缴会费 ，

税率 由行会和政府共 同协商制定且长期 固定 。 商 品 的定价 由 行会在月 初确

定 。 行会在 内部事务上具有 司法裁 判权 ， 处理会 员 内部纠 纷 ， 避免行会 内

竞争 。 行会对外垄断商 品 的生产 和销 售 ，
维护本 行会经济利益。 行会会长

多采用世袭制 ， 会长 由 行会推选 但 由政 府批准和任命 ， 因此 受后 者控制 ，

与政府之 间有密切的关系 。

（
三

） 传统 中 产阶层的形成

１９ 世纪中叶 以来 ，
西方文明 给伊朗 带来了 公路 、 铁路及 电报 网等 ， 再

加上报刊 的发行 、 邮政 的运行 ， 人们 的交往能力增强 了 ， 各中 心城市 的距

离拉近了 。 国外工业品 的 大批进 口 使 国 内 贸易增 加 ， 伊朗农产 品 出 口 的 曰

益增长改变着 自 给 自 足 的传统经济 ，
农业开始商 品化 ， 逐 渐形 成 的 国 内市

场吸引着地方商人 ， 这也加强 了城 乡 联系 。 出 口 商 、 放贷 商与农村 的联 系

①Ｍ ａｎ ｓｏｏ ｒＭｏ ａｄｄｅ ｌ ，Ｃ ｌａｓ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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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了 ，
民族资本得到发展 。 伊 朗传统社会 的等级结构在社会群体流动 的

冲击下开始松动 ，
社会群体 间 的横 向联 系 开始加强 ，

从而超越 了地域 、 民

族和教派等因素 的分隔 。 伊 朗 传统社会分散 、 隔离的 状态开始被打破 ，
巴

扎商人和手工业主逐渐 向跨地 区 、 跨 民族 、 跨教派的 方 向 发展
，
最后转变

为全国范围的力量 。

这一时期外国 资本加强渗透 ，
西方工业产 品 的倾销对伊朗本 土工商业

形成猛烈的冲击 ， 伊 朗商人在 国 内市场 中逐渐失去原有 的地位 ， 他 们处 于

外国资本的支配之下 。 民族工业也遭到重创 ，
有不少传统手工业逐渐消失 。

巴扎商人和作坊主的生存受到威胁 ， 但恺加王朝不能给予他们必要的 保护 。

为了共 同对付外 国资本和恺加王朝间 的联盟 ，
二者走 向联合 。 巴扎商人和

作坊主原本就有紧密的 经济联 系 ，
且 以 什叶派宗教 意识形态 和伊斯兰文化

价值观为共同 的纽带 ，
因而在政治上有很强 的活力 。 城市中 的 乌莱 玛阶层

是
一

支强大的 、 独立 的政治力量 ， 该阶层 与 巴扎商人之间存 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乌莱玛生存 和发展 的大部分经济来源是 巴扎商人提供的 ， 前者又

为后者提供政治庇 护 。 同样 ， 乌莱玛 和作坊 主之 间也存在 紧密 的联 系 。 乌

莱玛 、 巴扎商人和作坊 主形成经济上 的利益共 同体 ， 其 中 的某一群体因 利

益受损而发出抗议就会得 到其他两个群体 的声援 。 这在
“

烟草运动
”

中 得

到充分的印证。

１８９ １ 年 ４ 月 纳赛尔丁国王 向英 国商人塔尔波特出让烟草专 营权 的事件

引发了设拉子市 巴扎商人的抵制行动 。 这一运动在全 国迅速蔓延 ， 伊朗 各

主要城市 ，
德黑 兰 、 伊斯法罕 、 大不里 士 、 马什 哈德、 加 兹温 、 亚兹德 、

克尔曼沙阿等城市都爆发 了抗议运动 ， 抗议运动不断扩 大 ，
进而形成全 国

范围的总罢市 。 运动是 由 宗教领袖领导 ， 大阿亚图 拉以 法特瓦的 形式宣布

全国性禁烟运动？
， 禁烟运动也得到境外宗教 中心卡尔巴拉 的宗教领袖的 支

持 。 通过宗教的纽带 ， 商人与外 国 资本的 冲 突 转换成了 穆斯林反对外国 资

本人侵的斗争 ， 从而动员 更多 的社会群体反对外部力量 。 在伊斯坦布尔 的

阿富汗尼和在伦敦的 马 尔克姆汗也声援禁烟运动 ， 此外也有 沙俄等外部力

量支持伊朗国 内的 烟草运动 。 德黑兰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 ，
王室地产上的

（Ｄ
—说此禁烟的法特瓦是

一群商人伪造的
，
由 于宗教 领袖支持禁 烟 ，

态度谨慎 ， 没有对 法特

瓦的可靠性提出 质疑 。 参见Ｍａｎ ｓｏｏ ｒＭｏａ ｄｄｅｌ
，Ｃ Ｚ

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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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和手工工人也参加 了抗议运 动 ， 这样各种社会力量
一起行动形成 空前

的压力 ， 最后迫使国王就范 。

从烟草运动开始 ， 伊朗社会发生 了
一

个根本性 的变 化 ， 即局部 的 政治

运动能够发展成全国运动 。

“

烟草运动
”

中
，
巴扎商人 、 作坊主和乌莱玛被

动员起来 ， 突 破 民族 、 宗派 、 语言 、 地域分 隔 的局面 ， 第
一次结成全 国性

政治联盟 。 运动 中
， 传统中 产阶层得到现代 中产 阶层 的支持 ，

最终取得胜

利 ， 这显示 出 阶级形成后 在政治 动员 和组织形 式等方 面 的优 势 。 伊尔万

德
？ 阿布拉赫马说 ：

“

１ ９ 世纪后期伊朗两大阶级已经形成 ，
旧的社会结构解

体 ， 小资产 阶级 与乌莱玛 的 阶级 意识逐 渐觉醒 ，
形成 了 共 同 的 政 治经济

利益 。

”？

传统 中产阶层形成后对伊 朗现代政治 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 影响 。 面对

现代思想 的挑战 ， 伊斯 兰社会需要创新传 统文化或发动改革运动来促进社

会变化和进步 。 宗教阶层是传统 中产阶层 中
一支较早觉醒的 力量 ， 进步 的

乌莱玛企 图在伊斯兰和现代思想之 间建立起沟通的 桥梁 ， 努力使伊斯兰政

治理论与立宪政治思想相融合 。 通过改进伊斯兰实现伊斯兰和现代性 的统

一

， 伊斯兰现代主义开始发端 。 伊朗 立宪革命时期 ， 塔 巴塔 巴伊 、 纳伊尼 、

卡沙尼等宗教知识分子将什 叶派政治理论与立宪政府观念相协 调 。 宗教 阶

层要求建立
一个强 有力 的 中央政府 ， 保 护商业 和 民族工业 的 安全和发展 ，

结束外国资本对本国 的控制等 。

（
四

）
现代 中 产 阶层 形 成

恺加王朝后期 ， 伊朗社会 中逐 渐形 成第
一

代知识分子 ， 其活跃 的 时间

是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 现代知识分子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产

物 。 伊朗 在第
一次伊俄战争 （ １ ８０４ 

－

 １ ８ １ ３ 年 ） 中遭到惨败
，
被迫签订 《古

利斯坦条约 》 ， 丧失大 片 国土 ；
在 １ ８２８ 年第二次伊俄战争中再次失 败 ， 签

订 的 《土库曼恰伊 条约 》 使伊 朗丧失 了领土 、 司 法及海关 主权 。 对俄 战争

的失败促使恺加王朝着手实施改 革 ，
改革最先在军事 、 工业和技术等方 面

展开
，

以此达到富 国强兵 的 目 的 。 为加强军队 ， 伊 朗采用军事教程和语 言

①Ｅ ｒｖａｎｄＡｂ ｒａｈａｍ 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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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 成立军校和翻译学校 ， 同时西方文学 、 史书和医学典籍也传人伊朗 ，

政府还创办官方报纸 《 时事报 》 等 ， 并发行杂志 、 出 版书籍 。 １ ９ 世纪中期

伊朗现代学校开始 出 现 ， 接受 现代教育 的毕业生和 留 学生 、 职业外交官等

群体成为最早 的知识分子 。

另 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 和现代理性 的传播 ， 伊朗社会 中 贵族 、 王室成

员 、 公职人员 、 商人和乌莱玛 等群体最先接受 新的 观念和思想 ， 其 中 受到

思想启 蒙的成员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新 的 来源 。 该群体不 乏社会 上层成员 ，

如改革派的政府官员埃米尔 ？ 卡 比尔和 阿敏 ？ 道拉等 ， 甚 至还有 开明 的 皇

室成员 ，
如阿巴斯 ？ 米尔扎等 。 现代知识分子与王室知识分子不 同 ， 他们

不依附于王权 ，
要求改变落后现状 ，

实行政 教分离 和引 入西 方 民主制度 ，

在经济 、 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

现代知识分子开办报刊 ， 方便 了思想交流 。 １８７ ５ 年加拉勒 ？ 大不里兹创

办 《星报》 （
Ａｋｔａ ｒ

） ，１ ８９０ 年马尔克姆汗在伦敦创办 《法言报》 （ Ｑａ
’

ｍｍ ） 。 伊

朗人还在开罗创办 《智慧报 》 （
Ｈａｋｍａ ｔ

） ， 在印 度创办 《 团 结报 》 （ Ｋａｇｈａ ｉ
－

Ｉ

Ｉｔｔｉｆａｑ ） 等 。
？ 知识分子创办 的 报刊抨击专制王权 ， 宣扬 民 主 、 改革 、 宪政

和法治等思想 ，
起到 了传播新 思想和开启 民 智的 作用 。 还有 的知识分子致

力于文学创作 ，
他 们强调 民族主义 ， 并 向专 制王权发起挑战 ，

要求 改变腐

败和低效的官僚体制 ， 他们还关注社会 的衰退 现象 。 知识分子 由 于成员来

自不 同的群体或阶层 ， 该群体并不是
一

个独立 的 阶级 ， 但他们都具有现代

教育背景和新思想 ， 都有 明 显 的西 化特征 ， 从而形成 了 一个独 特的群体 。

该群体在唤醒民族意识 、 伊 朗现代化的 启 动及促进社会变革等方面起到 了

积极作用 。

纳赛鲁丁汗时期 （
１ ８４８ ？ １８９６ 年

） ，
工矿业 、 银行业 、 铁路交通 、 公共

服务业等现代行业开始 出现 ， 现代化 的 发展需要现代教育为其培育 和输 送

人才 。 恺加王朝开始教育改革 ， 建立了第
一所世俗学校

“

大学堂
”

（ Ｄａｒ
－

ｆｏ
－

ｎｕｎ ） 以培养现代化人才 。
？１ ８６７ 年大不里士成立第一所现代小学

，

１９ ０ １ 年

德黑兰 已建成 ７ 所小学 ， 设拉子 、 马什哈德 、 拉什特和布什尔等各有 １ 所小

学 。 １９ １０ 年伊朗 国 内小学增加至 １ １ ３ 所
， 其中 １／３ 是女子学校 。 １９０６￣１ ９２２

① 王泽壮 ： 《 阿里 ？ 沙里亚蒂思想研究 》 ，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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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 朗小学教育发展较快 ， 农村也开始出现小学 。
？ 为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

需求 ，
１ ８９８ 年德黑兰还成立了私立初中 ，

主要课程有波斯语 、 历史 、 宗教 、

数学 、 伦理、 几何 、 艺术等 ， 学 制 为 ６ 年 。 同 年德 黑兰 成立 高 中 尼 扎姆

（ Ｎｅｚａｍ
） ，
可 以为军队输送专业人才 。 １９ １ １ 年立 宪政府 的 教育部也成立 了

国立小学和 中学
， 都采用法 国教育模式 ，

课程有世界历史 、 阿拉伯语 、 语

法 、 文学 、 地理 、 历史 、 写作 、 数 学 、 物 理 、 化 学 、 生物 、 地 理 、 药 学 ，

学制为 ６ 年 。 高中阶段学习初等经济学 、 动物学 、 几何等 。 伊朗现代高等教

育也在发展 ，

２０ 世纪初伊朗 外交部 、 农业部 、 教育部 、 司法部等部 门也分

别建立大学 ， 当时首都有 ６ 所大学 ，
１９ ３４ 年合并为 德黑兰大学 ，

坐落于首

都郊区 的卡拉季 ， 开办有文科 、 理科 、 教育 、 法律 、 医学和农学等专业 。
？

伊朗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主要来 自 工 匠 、 政府 官 员 和富商等家庭 ， 现代

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进 人政府部 门担任要职 ， 有 的 留 校任教 ， 还有 的出 国深

造 。 这一时期 回 国 留学生也增 多 了 ，
他们从事现代教 育 ， 开设新课程 。 现

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起来 。 １ 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
欧美传教士在伊 朗建立

教区
， 开办教会学校 和女子学校 ， 此外还开 办语言学校 ， 如法 国的联 合法

语学校和英 国清教徒开办的语言学校等？ ，
这也是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增

长 的一个因素 。

知识分子是伊朗社会中思想 启 蒙的 导师 。 他们提倡学 习 西方 ，
主张从

西方文明 中 吸收进 步因 素 以改 变伊 朗 的 落后 面貌 ， 其代表人物是哲马 鲁

丁
？ 阿富汗尼 。 他认为传统知识 已 经 落后 ， 应通过科学 、 理性和现代先 进

技术使伊朗走上独立和 富强 。 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启 蒙 的知识分子有提倡 自

由 和权利 的塔莱布夫 ， 还有用 西方哲学重新 释读前伊斯兰文化 的米尔扎
？

克尔曼尼等 。

知识分子也是社会改革 的引 领者 。 其代表人 物伊 朗经 济学 家马尔科姆

汗
，
受土耳其坦齐马特改革 的启 发 ， 主张首先在 司法 和行 政等方 面进 行改

革
，
并在军 队 、 教育 、 税务和金融等方面进行较 为全面的 改革 。 马尔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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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提出
“

殖 民有益论
”

，
反对闭关锁 国求独立的方法 ， 主张与西方 国家进行

贸易往来 。 他向 米尔扎
？ 侯赛 因 汗请求进行变 革 。 马尔科姆汗 的 开银行 、

修铁路 、 办学校等主张都得到实施 ，

１ ８７６ 年恺加王朝邀请奥地利专家修建

造币 厂 ，
１８７ ８ 年

一座现代化的货币局在德黑兰成立 。
① 此外 ，

在大不里士的

阿兹尔知识分子创办了突厥语期刊 《 知识财富 》 ， 其代表人物阿里汗等都是

接受西式教育的 现代化改革 的倡 导者 。 德 黑兰 的 知识分子 群体组织学 社 ，

还在首都开办了５５ 所世俗 中学 ， 其领导人是什叶派教师摩塔卡勒敏 ， 他也

是阿富汗尼的追随者 ， 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革 。

知识分子依靠末代王朝 的专制君主推行改革是无法成功 的 ，
因为改革

遭到 了来 自 贵族和保守的 乌莱玛 的反对 。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运动失败后 ，

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革命 。 他们联合宗教 阶层 ， 并将 斗争的 阵地从 国家机构

转向 激进的新闻媒体领域 。 知识分子开始提 出宪政 主义 ， 代表人物有赛义

德 ． 杰玛尔 （ ＳｅｙｙｅｄＪａｍａ ｌ
） 和阿胡德 ． 栽德 （

ＡｋｈｕｎｄＺａｄｅｈ ） 等 。 赛义德
？

杰玛尔反对专制统治 ，
强调公 民基本权利及言论和选举 自 由

，
要求实行三

权分立的 民主政治 。 但他 又强调伊斯兰法则 的实行 ， 议会不能成为立法机

构 ，
只有上帝才具有立法权 ， 议会的职责是监督伊斯兰法的执行 。

？ 这类知

识分子都是宪政主义 的鼓吹者 ， 他们竭力主 张将伊斯 兰与现代宪政相结合 。

他们认为伊斯兰在规范个 人行为及动员 大众反对西方入侵 的斗争 中是 唯
一

有效的途径 ， 因而致力于从经典信条 中引 申 出现代科学的法则 。

宪政主义的主张遭到阿亚 图拉法兹勒
？ 阿拉 ？ 努里 （

ＦａｚｌＡ ｌｌ ａｈＮｕｒｉ ）

的反对 ， 他认为立宪政府 与伊斯兰是不兼容 的 。 阿兹尔人 （ 伊 朗 阿塞拜疆

族 ） 艾哈迈德 ？ 卡斯拉维也反对宪政与伊斯兰 的结合 ， 卡斯拉维虽然也 出

身教士职业 ， 但他与努里有很大差别 ， 他是现代世俗主义 的鼓吹者 ， 他认

为部族 、 语言 、 教派等方 面的 问 题是伊 朗 落后的 根源 。 卡斯拉维 批判宗教

与现代社会格格不人 ，
宗教导致人 民各种不 幸 、 冷漠和 自 大 ， 阻碍了 改革

和社会进步 ，
宗教机构贻害 民众 ，

是造成伊 朗落后 和不 发展及各 种不幸的

根源 。 宗教被西方 国家利用 ，
以 实现其政治 目标

， 他指 出 这样 的伊斯兰只

是打着安拉 的幌子 。 卡斯拉维 的思想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 响 ，
２０ 世纪二三

① 彭树智 主编 ，
王铁 铮、 黄民兴 等著 《 中东史 》 ， 人 民出 版社 ， ２ ０１０ ， 第 ２３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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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阿里 ？ 阿赫黙德 、 哈里尔 ？ 马勒克 （
Ｋｈａｌ ｉ ｌＭ ａｌｅｋｉ

） 等都承袭 了 卡斯

拉维的思想成为世俗主义知识分子 。

烟草运动结束后 ， 恺加王朝政策开始转 向政治高压 ，
日 渐远离

“

危险
”

的改革 ， 如限制现代教育 的发展 ， 减少与西方 国家 的联系 等 。 恺加王朝在

２０ 世纪初实行 了
一些 自 由 主义政策

，
这为政治反对派 的发展创造 了有利时

机 。 现代 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 了许多革命组织 ，
如 德黑兰就有 ３０ 多个拥护

宪政 的政治组织 ， 此外还有行会 、 宗 教学 生 、 专业技术人 员 、 少数 民族等

群体 的政治社团等 。 各省议会的 议员 大多 由 巴扎商人组成 ， 他们发 展为独

立于地方政府之外 的权力 中心 。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伊朗知识分子群体成长为
一个独特的 阶层 ， 其人

数规模较小 、 内 部成分复杂 。 知识分子群体 中领取工薪 的专业技术人员 逐

渐增多 ， 群体呈现 职业分化的特 征 ， 因此被称为职业 中 产阶层 ， 该群体 因

接受现代教育和 现代思想 而被称 为现代 中产 阶层 。 恺加 王朝晚期
，
激进 报

刊大量涌 现 ，
由 ６ 家增加到 １ ００ 多家

，
中产 阶层 的政治组织得到 发展 。 较大

的革命组织有社会 民 主党 （
Ｓｏｃ ｉａｌＤ 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Ｐａ ｒｔ

ｙ ） 、 人文学 社 （ Ｓｏｃ ｉｅｔ
ｙ

ｏ ｆ

Ｈｕｍ ａｎｉ ｔ
ｙ ） 、 革命委员 会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
ｙ
Ｃｏｍｍｉ ｔ ｔｅｅ ） 、 秘密会社 （

Ｓｅｃ ｒｅ ｔＳｏｃｉ
？

ｅ ｔ
ｙ ）和秘密 中心（

ＳｅｃｒｅｔＣｅｎ ｔｒｅ ）等 。 创建于大不里士 的秘密 中心 由１ ２名

激进知识分子组成 ，
成员 有商人 、 公职人员 、 知识分子等 ， 领导人是谢赫

派商人阿里 ？ 卡尔 巴拉 ， 与传统商 人不 同 ， 他熟 知 法 国文学 和西方哲 学。

秘密中心的政治要求包括进行社会改革和改善工人处境等 。

成立于沙俄境 内高加索地 区的 巴库的 社会 民主党是 由 巴库当 地 的伊 朗

人组成的 ， 其社会基础是巴库 油 田 的伊 朗工人 ，
党的 领导人是伊朗 的阿兹

尔人教师纳里姆 ？ 纳里马 诺夫 ， 成员 多是 阿兹尔人知识分子 。 人文学社 的

建立者阿巴斯 ？ 库里汗 曾 任司法部 的高级官员 。 学社 的 成员 多来 自 社会 中

上层 ， 该组 织要求政 治平等 和 自 由 ， 主 张通过 社会改 革促 进 民族进 步 和

发展 。

革命委员会于 １ ９０４ 年在德黑兰市郊区成立 ， 其最初 的成员 是 ７ ６ 名 激进

知识分子 ， 其中有 １ ５ 名公职人员 、
８ 名教师 、

４ 名 作家 、
１ 名 医生 、

１４ 名 宗

教人士 、
１ 名 酋长、

３ 名商人和 ４ 名 手工业主等 。 他们都是 受过世俗学校教

育而熟悉西方制度文 明 的 ， 且大多数精通外 语 ， 深受阿富汗尼 、 马尔科姆

汗思想的影响 。 该组织成员 年龄为 ４０￣ ５０ 岁 ， 来 自 贵族家庭 的有 ３ 人
，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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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革命
＂

Ｉ１ ６７

自 乌莱玛家庭的有 ２ １ 人 ， 来 自 公职家庭的有 ７ 人 ， 来 自 巴扎商人家庭 的有

８ 人 。
？ 他们主张 向宗教阶层寻求支持 ， 争取宗教 阶层 的官员 及军官当 中 的

自 由 派 ， 通过媒体传播立宪民主思想 ，
主张实行法治和社会公正 。

这
一时期的 中 产阶层 中也形成 了 政 治组织秘 密会社 ， 该组 织成 立 于

１ ９０ ５ 年
，
属于温和改革派 。 秘密会社 的成员 向 《古兰经 》 宣誓接受 马赫迪

思想 ， 尊重乌莱玛 的权威 和实行伊斯 兰法 ， 他们反 对压 迫 ，
要求实行土地

改革和行政改革 ， 中央向 地方分权 。

“

秘密会社
”

与首都的穆智 台希德赛义

德 ？ 阿布杜拉 ？ 巴哈巴 哈尼和赛义德 ？ 穆罕默德 ？ 塔 巴塔 巴伊有密切关 系 。

伊斯法罕商人还成立 了伊斯 兰公司 ，
它是首个全 国 范围 的 组织 ， 提 出 培育

现代工业 、 保护传统手工业和争取 国家独立等主张 。

三 中产阶层联盟与立宪 革命始末

（

一

） 中 产 阶层联盟 的 形成和立 宪革命运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 的伊朗社会 中孕育出传统 和现代两类中产阶层 ，

两者各有不同的经济利益 和政治诉求 。 传统 中产 阶层 占有生 产资料 ，
对 国

家依赖性较小 ，
经济上较 为独立 ， 政 治上传统 、 保守 ， 具有 很强的 伊斯 兰

性 。 传统中产阶层反对社会革命 ， 但又追求 民 主和 自 由
， 因此既想革命又

容易 妥协 。 现代中产阶层不 占有生产资料 ， 其所具有的 专业技术和管理资

质使其在生产过程 中处于
一种

“

自 治
”

地位 。 现代 中产阶层是脑力劳 动者

或称
“

白领
”

工人
， 其文化程度较髙 ， 深受西式世俗教育的 影响 ， 有世俗

化倾向 ， 倡导激进的社会革命 。 两者在社会文化和习俗方面 ，
在生 活习惯 、

衣食 、 娱乐 、 语言等方面差别很大 。

尽管传统和现代 两类 中产阶层差异 很大
，
政见存在分歧 ， 但 两者在推

翻恺加王朝和实行宪政等方面达成一 致 。 革命委员 会 的 马赫迪 ？ 马勒克栽

德说 ：

“

如果恺加王朝能代表本 民族利益和抵制外部力量渗透 ， 其统治 就会

得到伊 朗社会力 量 的支 持 。 但它 出 卖 国权
，
不能 担 当 民族利益 的保护者 ，

在共同 的外敌面前继续实行分治的 老办法 ，
社 会动荡的大潮终将打翻整个

①Ｅ ｒｖ ａｎｄＡｂｒａｈａｍ ｉａｎ ，／ｒａｎ加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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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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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船 。

”？
中产阶层对王室腐败 、 现代化速度过慢 等现状极 为不满 ， 产生 了

改造伊朗社会的强烈愿望 。 他们要求 民族独立 、 发展 民族经济和参与政治 ，

共 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促使 巴扎商人 、 手工业主 、 乌莱玛 和知识分子等社

会力量走 向政治联盟 ， 中产阶层的联盟正在形成革命之势 。

经济危机是政治革命的导火索 。 １９０ ５ 年 中央政府财政发生 困难 ， 推迟

了还贷 日 期 ，
从而引 发 了 经济危 机 。 农业歉收也造成物价上涨 ， 政 府收人

减少 ， 政府增加税收 的政 策 引 起社会各 阶层不满 ， 从而激化 了 社会矛盾
，

引 发了城市 中产 阶层 的抗议运 动 。 在穆哈 兰月 （ ｍｕ ｈａｒｒａｍ ， 伊斯兰教历 １

月 ） 的宗教节 日
，
巴扎商人首先举行抗议运动 ， 要求政府停止损 害民族 工

商业 的政策 。 乌莱 玛也加人运动 ， 支持抗议 的商人 。 政府 的镇压反 而导 致

运动规模扩大 ， 库姆 的宗教阶层也加人抗 议运动 ， 手工行会 的业 主和富商

为运动提供经济支持 。 妇女团 体和学生团体也都加人运 动 ，
示威者 发表 政

治演说 ， 反对恺加 王朝 的统治 ，
世俗学校 的 学生提出实行 共和政治 。 各地

政要都向政府发出通电 ， 要求撤换首相和召 开议会 。

社会各阶层提 出实行君 主立宪和 召开议会 的 主张 ， 抗议运动逐 渐发展

成为立宪革命运动 。 革命参与者主要是城市 中产阶层 ，
其中 包括巴扎商人 、

学生 、 神职人员 ， 以及公职人员 。 参与者包含 了伊朗各民族和各教派 。

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虽然仍支持 王室 ， 但保持沉默 ， 并没有诉诸行动 。

王室成员 中的保守 派看到形势 已经无法挽 回
， 便劝 告国王接受宪政 。 国 王

被迫让步 ，

１ ９０６ 年 ８ 月 ５ 日 宣布召 开立宪会议 ，
制定宪法 。 １ 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
， 伊朗第

一届议会召开 ， 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即 《基本法 》 ， 这也是东方较

早 的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 同年 １ ２ 月 ３０ 日
《 基本法 》 由 国王批准执

行 。 《基本法 》 规定 ，
成立上下两 院

，
实行立

ｆ
、 行政和司 法三权分立

；
在

宗教法庭之外成立世俗法院 ；
在各省 和 州设恩ｋ明 （ 即委员 会 ）

；
什叶派伊

斯兰教为 国教 ，
成立 由 五名 高级教士组成 的 监护委员 会监督伊斯兰法 的执

行 。
？ 立宪革命取得成功 。 革命委员 会的 马 勒克栽德评价说 ：

“

没有传统 中

产阶层的参与 ，
要结束 旧秩序是不可想象 的 。

”

？ 革命打破 了传统 的权力结

构
，
城市中产阶层 由此获得 了政治影 响力 ， 其在社会 中 的 整体地位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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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

高 ，
对伊朗历史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１ ９０７ 年颁布的 《议会选举法 》 规定了六 等选 民 （ ｔａｂａｑ ａｔ ） ：
王室成员 、

乌莱玛 、 贵族 （ 包括显要人物 ａ ｓｈｒａｆ 和贵族 ａ

’

ｙａｎ ） 、 巴 扎商人 、 资产 １〇〇〇

土曼 以上的地主 、 行会手工业者 。 议会在选举上实行选区制 ，
总共 １ ５６ 席 中

首都 占 ６ ０ 席 （王室成员 占 ４ 席 ， 乌莱玛 占 ４ 席 ， 地主 占 ４ 席 ，

巴 扎商人 占

１０ 席 ，

１ ０３ 个行会 占 ３２ 席 ， 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外 ） ， 其他省份 占 ９６ 席 。
？

立宪革命成功后 ， 议会是权力机构 ，
对条约 、 贷款等重 大国事有最后决

定权 ，
对法律 、 条例 、 预算有批准权和监督权 。 第一届议会成员 大部分来 自

中产阶层 ，
巴扎商人和手工业主的代表占议员 总数的 ４１％

。
？ 议会 中 ２６％ 是

手工业主 ，

２０％ 是乌莱玛 ，
１５％ 是巴扎商人 ， 这三大传统中产阶层群体共 占

议员总数的 ６ １ ％
。
？ 议会拥有更多的权力 ， 是伊朗 多极政治结构中 的一极 。

第一届议会中保王派 （ Ｍ ｏｓ ｔａｂｅｄ ） 是少数派 ，
在议会 中 政治影 响 力不

大 。 该派由 王室成员 、 贵族 、 地 主等社会上层构成 。 议会 中 的温和派 （
Ｍ ｏ

＇

ｔａｄｅｌ
） 是多数派 ，

社会基础是城市 中产阶层 ， 其政治影响力很 大 。 温和派

受到宗教领袖的支持 ， 其领导人是 富商。 议会 中 的 自 由 派 （
Ａｚａｄｉ

ｌｋｈａｗ ） 有

３ １ 位代表 ， 他们来 自 革命委员会 、 人文学社 、 大不里士谢赫派教 区 、 德黑

兰手工业主等 。 自 由 派多是知识分子 ， 领导人是来 自 大不里士的坦齐栽 德

和德黑兰 的亚赫雅 ？ 伊斯坎德 尔 。 自 由 派在议会 中 的人数虽然少 ，
但发挥

了很大作用 ， 他们注重与温和派合作 ， 致力于推行成文法和世俗化改革 。

中产阶层是保卫议会权 力 的 主要社会力量 。 伊 朗新任 国 王穆 罕默德 ？

阿里？与议会关系紧张 ， 他欲借英俄武力来扩大王权 。 为迫使国 王接受议会

通过 的基本法补充条例 ，
巴扎商人组织运动支持议会 ，

公职人员 也参加运

动 ，

“

中央社会
”

组织 ５ 万人的集会和 ３０００ 人 的武装保卫议会 ， 社会 民主

党组织市民保卫议会 。 阿塞拜疆少数 民族发起 自 治运动
，
成为与首都议会

呼应的力量 。 １ 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国王被迫在基本法补充条例上签字 ， 他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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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１９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 穆扎法尔丁 国王病逝 ， 穆罕默德 ？ 阿里继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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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自 由派 的 纳赛 尔 ＊ 穆尔克 为首 相 。 国 王还 加入人 文学 社 以 示 进步 ，
至

１ ９０８ 年人文学社成员 中有一半为王室成员 。

立宪革命后伊朗 进人议 会政治 时期 ，
这是伊 朗 社会 发展 的 一 次飞跃 。

伊朗社会变迁的过程 中政治变革走在了 前列 ， 这也是发展中 国 家后发 现代

化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
即 政治现代化先行 。 但提倡议会 民 主的 中产 阶层规

模仍然很小 ，
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政 治上 大都是保守 的 ， 他 们站在议会 民 主

制 的对立面 。 所以要想维持政治革命 的成果 ， 中产阶层面临 强大的 阻力 。

中产 阶层是维护立 宪革命成果 的重 要力 量 ， 曾多次击 败保王派 的复辟

活动 。 但 中产阶层的 内部分歧严重 削弱 了 其力量 ，
立宪政府最终在沙俄 的

干涉下被颠覆 ， 伊朗政治 向现代君 主制 过渡 ， 礼萨汗在各 阶层 的 支持下建

立了 巴列维王朝 。

（
二

） 中 产 阶层 内 争和立宪 民主制危机

立宪革命后国王权力受 到 限制 ，
议会成 为 国 家政治 的 中 心 ，

是 民 主政

治的载体之
一

， 也 是中产 阶层改 造社会 、 取得进 步与发展 的 主要 阵地 。 伊

朗在政治意义上实 现了转 型 ，
但议会政治 的基础并不牢 固

，
政治转 型面临

诸多困难。

首先 ， 中产阶层力量不够强大 。 虽然在第
一 届 议会 中商人和小企业 主

等居多 ， 但伊朗缺乏大工业 ，
也没有成熟 的资产 阶级 ，

城 市 中产 阶层 中 的

主要群体仍是从 旧制度中 发展而来 的带有传统性 和保守性 的 巴扎商人 和乌

莱玛 ，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 域的 力量逐渐呈下降趋势 ，
小 企业主群体 由 于

缺乏政治领导能力其力 量逐渐受到 削 弱 。 中产阶层是伊朗 最激进 、 最具革

命性的群体 ， 但力量薄弱 ， 在权力结构 中处 于不利地位 。 相反 ， 保守力量

比较强大 ， 社会力量仍带有 旧制度 的痕迹
，
反对革命的部落仍然强大 ，

王

室成员 、 贵族 和大地 主在政治 中仍 占重 要地位 ， 国家行政部 门 的 高级职位

几乎全部 由社会上层把持 。 社会下层民 众和宗教保守派也是议会 民主制 的

反对力量
， 他们与立宪政府处 于对立状 态 。 旧 的社会力量在新制度下继续

存在 ，
且不时地对新制度的生存构成威胁 。

其次 ， 中产阶层 内部分歧 矛盾 重重 。 伊朗 第
一

代知识分子 中有 很多是

少数民族 ， 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与广 大穆 斯林群体有很大差别 ，
被大多

数社会群体视为异 端而加 以 排斥
，
因此 常处 于孤立无援 的 境地 。 现代 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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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批判本土传统文化 ， 并视宗教为发展的 障碍 ， 他们 的世俗化 和反宗教

倾向 引起传统中产阶层 的疑虑 。 传 统中产 阶层要求建立强有力 的 中 央政府

以对抗社会革命 ， 逐渐 向统治精英靠拢 。 传统 和现代 两类群体 的 内 争削 弱

了 中产阶层 的力量 ， 议会 的地位动摇了 。

最后
，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很弱 。 伊朗 民族 国家仍处 于幼年时

代 ， 北部和西北部如吉朗省 和阿塞拜疆省兴起 了 自 治运 动 。 其他各省也与

中央政府貌合神离 ， 地方部落叛乱频发 ， 中央政府难 以 驯 服 。 少数 民族分

离运动 、 各省 自 治运动都 削 弱了 中 央政府 的权威 。 伊 朗还面临 英俄等外部

势力 的入侵 。

由于农业歉收和物价上扬 ，
议会成为保守力 量攻击 的对象 。 宗教保守

派开始转而支持王室 ， 他们 召 唤毛拉和神学 院学生成立保守政治 组织 ， 以

保卫伊斯兰秩序的名 义反对议会 。 以谢赫 ？ 法兹勒 ？ 努里为代表 的保守乌

莱玛批评 自 由 派是
“

受到亚美尼亚 的无神论者马尔科姆汗影 响而正在走 向

雅格宾主义
”

的人 。
① 保守力量聚集在王权周 围 ，

妄 图复辟君主制 度 ，
形成

了反对议会的 阵营 。 部落武 装发动叛乱 ， 相继加 入保王党阵营 ， 城市下层

民众也支持国王 。 诗人马勒克 ？ 巴哈尔说 ：

“

上层和下层都支持 国王反对议

会 ， 仅仅 中产阶层仍然支持立宪政府 。

”？

１９ ０８ 年 ２ 月
， 穆罕默德

？ 阿里国 王与议会矛盾激化 ， 他调集武装力量

驻扎于议会广场 ， 这威胁到议会的 安全 。 恩楚 明成 员 和费达伊 （ 敢死 队 ）

武装及议会中 的左派议员 占领了议会大厦和 附近的谢 巴赫 ？ 萨拉尔 清真寺 ，

两者形成对峙 。 德黑兰 的 巴扎商人 和手工业者 的政治组织
“

行会社团
”

组

织了７０００ 名 武装志愿者 以保卫议会 。 但 国王勾结英俄 ， 于 １９０ 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发动武装政变 ， 俄 国控制 的哥萨克旅参与 了政变 。
？ 立宪派和武装志愿者

无力抵挡 国 内外反动势力 的 联合 绞杀 ，
国王复辟取得暂时成功 ， 议会也遭

到解散 。

但身处伊拉克宗教圣城 卡尔 巴拉 和纳杰夫 的宗 教领袖反对 国 王复辟 。

德黑兰之外的北方各省 的 省会如大不里 士 、 伊斯法罕 、 拉什特等地 的 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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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力量相对强大 ， 是反对 国王复辟 的主要力 量 。 阿塞拜疆省知识分子群

体相对 比较强大 ， 许 多是阿兹尔人和亚美尼亚人
， 该省立宪派成立省议会

作为权力机构 ， 还成立 了省临 时政府 。 立宪派来 自 谢赫派教区 和亚美尼亚

教区 的中产阶层① ，
他们成立武装组织费达伊 ，

成员 多来 自 谢赫派教 区 中产

阶层
；
领导人萨达尔汗和 巴盖尔汗②出 身于城市帮派 （

ｌｕ ｔ ｉ
） ， 是 阿米尔教区

和卡班教区 的卡达胡达 。 阿塞拜疆临 时政府成为革命大本 营 ，
卡斯拉维评论

道 ：

“

大不里士就像法国革命中 的巴黎 ， 社会下层是推翻国王的原动力 … …伊

朗经历了动荡 、 混乱 和恐惧的时期 。

”
？

除阿塞拜疆外 ， 其他北方省份 的 中 产阶层也都在 当地组织起来 ，
向首

都进军 。 伊斯法罕的 巴赫蒂亚尔部落得到德黑兰革命委员会支持 ， 在 占领

伊斯法罕后 向首都进军 。 布什尔的 立宪派接管 了该省 的权力 机构 。 克尔曼

沙阿的立宪派驱逐保皇派 ， 掌握 了 议会和省政府 。 马 什哈德城市 中产阶层

也掌控了当 地政权。 各地武装都 向首都进军 。 此外
，
毗邻 伊朗 北部的 巴库

地区社会 民主党也在组织革命武装 。

拉什特的革命组织是 由 激进知识分子组成 的 ， 除穆斯林外还 有不少亚

美尼亚人 ， 首领为谢别赫达尔 ，
他组建的革命武装得到高加 索社会 民 主党

武装的支持 。 谢别赫达尔在里海沿岸省份地方长官 的支持下 ，

１ ９ ０９ 年 ５ 月

带领武装和马赞达兰农民 队伍 向首都进发 。 １９０９ 年 ７ 月 １ ３ 日
， 谢别赫达 尔

进人德黑 兰
，
废黜 了穆罕默德 ？ 阿里 国王 ， 另 立艾 哈迈德 ？ 米尔扎为 国王

，

出现了地方各省联手主宰首都命运的 局面 。 立宪派入主德黑兰 后主 张再建

议会 ，
１９０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７ 日

， 第二届 国 民议会正式成立 ， 行政 内 阁主要 由 自

由派贵族担任 。 该届议会取 消 了选 民 的资格 限制 ， 因此选举权扩 大了 ， 并

增加 了地方代表 以平衡各选 区名 额 ， 此外还增设 宗教少数 派代表 的席 位 。

至此
，
自 由 派的政治改革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了 。

第二届议会中 ， 中 产阶层 占 有相 当大 的 比例 ，
议会 中代表现代 中产 阶

层的政党为 民主党 ， 该党受 到城市 中产 阶层及世俗学校学生 的支持 。 民 主

党代表多来 自 伊朗北部 ，
在议会中共有 ２７ 名 代表 ， 其 中阿塞拜疆 １ ３ 人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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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 ２ 人、 德黑兰 ７ 人 。 从职业上看 ， 政府公职人员 有 ８ 人 、 记者有 ４ 人 、

乌莱玛有 ５ 人 、 地主有 １ 人 、 医生有 １ 人 。 议会 中的温和保守党有 ５３ 人
，
受

城市传统中产阶层的支持 。 他们大多是北部省份的土地贵族和传统中产阶层 ，

有 １ ３ 名乌莱玛 、 １ ０ 名地主 、
９ 名 巴扎商人 、

１０ 名公职人员 、
３ 名部落酋长 。

①

（
三

）
立宪革命失败

伊朗政治转型 中 的 问题仍未消 除 ，
议会 民主制 的 生存面临 保守阵营的

威胁 。 中产阶层无法得到社会下层 的支持 ， 因 为村 民和城市下层都将立宪

革命者视为异端 ， 他们选择 和保守 的 乌莱玛站在 了
一起 。 伊朗 农村社会结

构仍原封未动 ， 广大的农村 地区 、 部落和城市下层劳动群众深受保守派和

上层 的影响及控制 。 保王 派以 大不里 士的伊玛 目 杰 玛耶赫为首 ，
其在组织

下层 民众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 沙赫沙 维部 落也加人 保王 派阵营 ， 保王派 中

有不少部落首领 、 地方贵族 和大地主 ，
是 强大的地 方势力 ， 控制着社会下

层的广大 民众 ， 保守阵营 的力量在增强 。

中产阶层的政治参 与存 在结构性 问题 ， 传统 中产阶层和现代 中产 阶层

政见分歧仍然突 出 。 民 主党 和保守党在首相人选 、 土地改革 、 税 收 、 世俗

化 、 妇女及非穆斯林成员 的社会地位等 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 。
？ 民主党是 自

由 派 ，
要求通过扩大选举 权范围 吸纳更多 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 ，

以此扩大

议会政治 的基础 。 他们主张削 减王室支出 和裁决王室随员 ，
在 司法体系方

面世俗和宗教分离 ， 支持妇 女运动 ， 等等 。 其主张 引起保 守党不满 ，
保守

党维护君主立宪 ， 保护私有权和基本人权 ， 要求实行伊斯 兰法 和发展宗教

教育 ，
主张维持现状 ，

反对进一步改革 。

激进派在议会 中人数较少 ， 他们反对 王权 ， 也反对 宗教干预政治 。 激

进派批评宗教阶层迷信 、 狭隘 、 妥协 、 教条至上 等 ，
要求乌莱玛退 出政治 。

保守党则谴责激进的政 治组 织是宗教 异端 ，
是社会道德堕落 的根源 。 中产

阶层内部不同派系 的分歧削 弱 了 中央政府 的权威
，
城市 中产 阶层想要通过

议会民主制遏制王权并实现民族独立的 目标将面临诸多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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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 １ 年 ７ 月 ， 伊朗废王穆罕默德 ？ 阿里在沙俄的支持下率领 ３ 万雇佣军

在里海沿岸登陆 ，
向德黑兰推进 ， 但被击溃 。 同年 １ １ 月

，
沙俄出兵人侵伊朗

北部
，

１２ 月 保王派在德黑兰发动政变 ，
恺加王朝复辟 。 立宪派的据点议会大

厦被 占领 ，
成员 遭到捕杀

， 自 由 派报刊被查封 。 １ ９ １２ 年 １ 月 ，
俄军攻 陷革命

派最后据点大不里士 

？
，
立宪革命在沙俄和伊朗保王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

结 语

前现代阶段 ， 伊朗城市 中 的 乌莱玛 、 巴 扎商人和作坊主是社会 结构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们在 权力 结构 中处于 中等地位 ， 具有中 等收人水平和

较高 的社会声望 。 而其中人数较少 的高级乌莱玛和大 富商 ，
属于社会上层 。

１ ９ 世纪中期以来 ， 由 于外部力量的 人侵 ， 伊朗 社会经济和群体结构都发生

了变化 ， 中产阶层逐渐形成 ，
烟草运动后中产阶层在全国形成规模 。

中产阶层对伊朗社会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 。 传统 中产 阶层 中 的进 步乌

莱玛提倡伊斯兰现代主义 ， 而现代 中产阶层力 主西化改革 ， 这成 为伊 朗 社

会前进的推动力量 。

一方面
， 传统和现代两类 中产阶层联手发起立宪革命 ，

革命派参考 比利时宪法模版建立 了三权分立的 政治结构 ，
议会成为权力机

构 ， 国王权力受到制约
；
另
一方面 ， 什叶派被遵奉为 国教 ，

由 五位教士组

成宗教委员会 以监督伊斯兰 法的 执行 ，
宗教 阶层 以监护人 的角 色载人 了宪

法 。 立宪革命 中 ， 中产阶层对 国家政治 的架构既体现 了传统 中产 阶层 的伊

斯兰现代主义又包含 了现代中产 阶层 立宪 主义思想 和 民 主政 治的要 求 ， 因

而立宪革命被视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
？ 此外 ， 反对专制王权和追求 民

族独立也成为立宪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议会 民主制是西方 民族国 家成 功整合后建立 的政治制度 ， 伊 朗超前 的

政治建构与落后社会阶级结构是脱节 的 。 伊朗农业 占整个经济体系 的绝大

＿分 ，
经济结构基本没有改变 。 人 口 结构方面 ，

农村人 口 与城市人 口 的 比

例没有变化。 伊朗社会下层及其教育状况改变很小 ，
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全

国平均识字率仅为 ５％ 左右 ， 农村绝 大多数人 口 仍是文盲 。 社会结构方面
，

① 彭树智 主编 ， 王铁 铮、 黄民兴等著 《 中东史 》 ， 人 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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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接触西式文明和 向现代转变的 是社会 中上 层 ，
下层的 改变较晚 ， 也最

为 困难。 这一时期 ， 伊朗经 济和社会结构的 变化是微量 的 、 局部 的 ，
社会

整体结构依然如 旧 。

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政治上大都是保守 的 ， 他们 站在议会 民 主制 的对立

面 。 虽然中产阶层形成并得到
一

定发展 ， 但规模仍然很小 ，
中产 阶层建立

的政权还很脆弱 ，
王权 、 地 主 、 保守 的乌莱玛 、 部落及英俄等外部力量 都

与之形成对抗 。 其结果是建立于议会 民主制之上的 中 央政 府职能具有很 大

局限性 ， 权威严重削弱 ， 对 内难 以驯服反对力量 ，
对 外不能御敌 。 最终 立

宪革命被扼杀 ， 中产阶层力量受到削 弱 。

１ ９ ２５ 年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 ，
两代君 主大力 推进现代化 ， 伊朗 经济结构

和人 口结构发生了 巨 大变化 ，
社会结构也逐渐发 生变化 。 中产阶层逐渐壮

大
， 他们反对王权专制 、 反对外国 资本的渗透 ，

最终 以伊斯兰革命的 方式

推翻 了 巴列维王朝 。 伊斯兰革命与立宪革命之 间存在诸多历史 渊源 ， 两次

革命的主体都是城市中产阶层 ；
反对 的 目 标都是专制王朝 ； 伊斯兰革命 中 ，

中产阶层最初的政 治设想仍是恢复立宪革命的 政治模板 ；
革命后都建立 了

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 议会在 国家政治 中都 占重要地位 ，

１们９ 年 的伊斯兰

宪法也与 １９ ０６ 年的 《基本法 》 大同小异 。 此外 ，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盛

行平等主义 ， 其思想源头仍来 自 立宪革命时期 中产 阶层反对王权专制和追

求 民族独立 的革命激情 。

中产阶层对伊朗政治发展 的影响 还远不止伊斯兰革命 ， 其影响
一

直延

续下去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伊朗政治 自 由化以来 ， 全面伊斯兰化的劲头减

弱
，
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 出现松动 。

１９９ ７ 年改革派 的哈塔米当选 总统后提

倡 民主政治和建立公民 社会 ， 伊朗 开始形成
一股政治改革 的浪潮 。 改革 的

实质是在中产阶层政治架构 的基础上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 的 调整 ， 削弱

宗教神权 ， 加强 民选 总统 的行政权及 民选议会的 立法权 ，
以达到世俗和宗

教的平衡 。 改革派仍 以宪法 为起点 ，
从 宪法 中寻找政 治改革 的法 理依据 ，

强调宪法赋予的人 民 主权 ， 提倡伊斯兰 民 主 ， 要求政治多元化 ， 反对毛拉

专制和提倡多元性 。 未来伊朗政 治改革 的方 向及政治发展 的趋势仍在 中产

阶层政治架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

［ 责任编辑 ： 李 福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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