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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文化观念与社会流变·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冀开运 杨晨颖**

  内容提要 祆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造就了伊朗文化独特的二元合一的

秉性， 作为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塔洛夫文化也延续并发展了这一特

性。 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进中， 塔洛夫文化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并

展现出不同的内涵及形式。 本文阐释了塔洛夫一词的具体内涵， 分析塔洛

夫文化中的祆教及伊斯兰教因素， 论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社会风气的

改革， 认为在三个方面体现了塔洛夫文化的二重性。 在文化性质方面， 塔

洛夫文化同时具有波斯性和伊斯兰性； 在文化内涵方面， 塔洛夫文化表现

出显性和隐性特征； 在文化发展方面， 塔洛夫文化呈现与现代化社会的适

应性与不适应性。
关键词 塔洛夫文化 祆教 伊斯兰教 什叶派

伊朗是世界上拥有两套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 一是祆教文化传统， 这

是伊朗的根； 二是伊斯兰文化传统， 这是伊朗的血脉。① 伊朗拥有近 2700
年的悠久文明， 其文化源远流长、 一脉相承。 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 伊朗

人骨子里的波斯民族特性从未被动摇， 这是由于波斯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深

厚的底蕴和底色， 伊朗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充分的底气和自信。 作为一

种社交手段， 塔洛夫每天以语言或非语言的形式频繁地出现在伊朗人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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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国别史重大专项支持课题 “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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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开运，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晨颖，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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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宏燕： 《伊朗文化传统的双重性》， 《光明日报》 2013 年 8 月 12 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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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 它是外国人了解伊朗民族特性的基本文化。 目前， 国内还没有

学者就塔洛夫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 国外学者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

角度出发， 对塔洛夫文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 至今仍然没有专门、
系统研究塔洛夫文化的专著或论文出现， 对于塔洛夫文化的研究通常只占

据了学者所在研究领域的一少部分。 在专著方面， 威廉·奥·比曼的 《伊

朗的语言、 地位和权力》 通过对伊朗社会中语言交际复杂性的解读， 来探

析伊朗社会和政治生活。 其中， 第 3 章对塔洛夫文化体系的内涵和使用策略

进行了详细阐释。 在论文方面， 国外学者主要将伊朗客套文化同其他国家

的客套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例如马西莫·利昂的 《伊朗的塔洛夫文化和意

大利的仪式文化： 关于礼貌的符号学》 等。 在伊朗国内， 也没有专门论述

塔洛夫文化的专著， 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伊朗学者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

角度， 解读了塔洛夫文化的具体内涵， 阐述了塔洛夫文化不同的适用场合

和范围， 评价和总结了塔洛夫文化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例如沙里·阿里雷

扎依的论文 《伊朗文化中的塔洛夫》 等。
塔洛夫文化是伊朗特有的文化， 也是伊朗人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所感

受到的文化， 伊朗社会的人际交往总是从这种伊朗式的客套开始， 并以伊

朗式的客套结束。 因此， 对塔洛夫文化的探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通过

分析塔洛夫文化的二重性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伊朗文化的特性， 也有助

于更加深刻地了解伊朗的民族心理， 促进跨文化交流更加畅通。

一 塔洛夫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

塔洛夫系波斯语 “ ” 的音译， 该词的词根来自阿拉伯语的

“ ”， 意为 “知道、 认识、 认得”。 总体来说， 塔洛夫是伊朗独有的一套

复杂的礼仪体系， 其概念范围十分广泛， 伊朗本国、 中国国内及西方学者

都曾对其进行过系统阐释。 首先， 伊朗官方权威字典 《德胡达大字典》 中

对塔洛夫一词进行了详细解释。 第一， 表示相识和问候。 在伊朗传统习俗

礼仪中， 见到朋友应该主动问好； 第二， 表示举办宴请和招待客人。 伊朗

人十分注重待客及做客的礼仪之道， 主人需要再三坚持直至客人接受邀请，
而客人需要再三推辞后才能接受邀请； 第三， 代指在人际交往中收到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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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礼物和礼品。① 同时， 伊朗外语与语言系教授拉赫曼·撒哈拉盖尔德基于

自然语义元语言概念， 为塔洛夫文化搭建了基本框架。 他将塔洛夫文化分为

教养 （ ）、 尊重 （ ）、 讲究客套 （ ）、 谦卑 （ ） 和好客

（ ） 五个层面。 他认为， 塔洛夫文化中的具体行为体现了以下八种

内涵。 A 和 B 之间的人际交往； A （面对 B） 有教养的行为； A 对 B 讲究客

套； A 对 B 表示尊重； A 慷慨热情地招待 （B）； A 对 B 表示出谦逊的态度；
某人因为 A 的得体行为而称赞他 （她）； A （因为受到夸赞而） 感到愉悦。②

其次，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写的 《波斯语汉语词典》 就

塔洛夫给出了三种解释。 第一， 互相尊重、 客气、 客套、 寒暄； 第二， 礼物；
第三， （复数时） 礼节、 礼仪、 客套。③ 最后， 西方学者对塔洛夫也有着各种

定义。 维基百科中对塔洛夫的定义： 塔洛夫是伊朗一种强调尊重和社会等级

的文明形式或礼仪仪式。 其含义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 朋友之间、 主客之间

的塔洛夫文化强调的是友情价值的优先性； 其二， 塔洛夫是一种以礼节处理

社会关系的方式， 它既可以作为社交友好关系的基础， 也可以作为一种使对

手感到迷惑并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或政治武器。④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人类学系主席威廉·奥·比曼将塔洛夫译为 “ Ritual Politeness”， 之后的西

方学者也大都沿用这一翻译。⑤ 他认为， 塔洛夫是礼貌和赞美性的语言， 也

是体现社会地位的语言。 他在 《伊朗的语言、 地位和权力》 中写道： “塔洛

夫是人际交往中尊卑观念的表现形式， 它是积极的、 仪式化的。”⑥ 美国作

家古里安·陶西格在他的 《柯勒律治与友情观中， 1789 ～ 1804》 一文中这

样定义塔洛夫： “塔洛夫是一系列让人感到愉悦和舒适的礼貌行为举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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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O. Beeman， Language， Status， and Power in Iran （Advances in Semiotics）， Blooming-
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6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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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塔洛夫案例研究》 （波斯语）， 《波斯语和伊朗方言》 2018 年第1 期， 第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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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学者普遍将塔洛夫分为四类。① 其一， 口头塔洛夫， 即通过语言表

达完成得体的社交行为， 例如伊朗人最频繁出现在口头的 “ ” （意为你

好） 和 “ ” （意为你好吗） 等； 其二， 行为塔洛夫， 即塔洛夫礼仪体

系中的具体行为。 例如招待邀请客人、 看望亲戚朋友等； 其三， 跨语言塔

洛夫， 即通过肢体动作或面部表情完成得体的社交行为。 如在问好时将手

放在胸口前等； 其四， 书面塔洛夫， 即通过书面上的敬语向地位高于自己

的人表达谦卑和尊重。 例如， 在信件的名字前添加 “ ” “ ” 等

表示尊敬的前缀。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塔洛夫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塔洛夫文

化的内涵具有广泛性。 从伊朗及外国官方、 研究学者对塔洛夫的多种定义

中可以看出， 塔洛夫是一个多维度的文化概念。 由于文化的差异， 无论是

中文中的 “客套”， 还是英语中的 “Ritual Politeness”， 都只是塔洛夫文化内

涵的众多层面之一， 外语无法精准地概括塔洛夫文化丰富的内涵。 第二，
塔洛夫文化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 例如， 在一些情境下， 一方 （假意） 邀

请是礼貌的， 另一方 （真心） 赴约则是不礼貌的； 再如， 一方 （委婉） 拒

绝请求是得体的， 另一方 （坦率） 撤回请求则是不得体的。 由此， 伊朗人

往往给外国人留下了矛盾的印象： 19 世纪时前往伊朗的旅行者， 常常会说

那里的人特别好客、 礼貌、 仁慈、 健谈、 理智与和蔼， 但也肯定会说他们

自以为是、 虚伪、 傲慢、 欺诈、 腐败、 自我欣赏、 完全只关心个人利益。②

换言之， 在与伊朗人交往时， 如果不熟悉伊朗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便很难

从他们的话语中分辨哪些是出于肺腑， 哪些是出于假意。 第三， 塔洛夫文化

强调社会身份和等级的重要性。 在伊朗社会， 年龄、 性别、 工作和经济状况

等因素决定了一个伊朗人社会身份和等级地位的高低。③ 正如威廉·奥·比

曼教授在 《伊朗的语言、 地位和权力》 中所提到的， “在结构意义上， 伊朗

社会的基本层面并不复杂， 但它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伊朗人的

生活中， 两大领域的符号文化对比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个是内部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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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沙里·阿里雷扎依： 《伊朗文化中的塔洛夫》 （波斯语）， 《文化低语》 2008 年第 2
期， 第 109 页。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的对比， 第二个是等级与平等的对比”①。
综合以上对塔洛夫文化的多维解读， 本文将塔洛夫的定义如下： 塔洛夫

是伊朗式独特的客套文化， 它指有涵养的人在特定的场合所做出的得体行为。
塔洛夫文化是伊朗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 是构建伊朗社会关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 社交的规则与潜规则构成了塔洛夫文化的基本框架。

二 祆教中的 “灵光” 崇拜与塔洛夫文化

伊斯兰教传入伊朗高原之前， 祆教是伊朗人信仰的主要宗教。 祆教的经

典——— 《阿维斯塔》 中一直赞美和歌颂的 “灵光” 见证了伊朗人由图腾崇拜

向神权崇拜的转变。 “灵光” 原意为 “光芒、 威严和壮观”。 在 《阿维斯塔》
中， 总共出现过两种 “灵光”， 一种是象征着喜庆和祥瑞的 “伊朗部族之光”
（Airyanem-Khvareno）， 唯有信奉祆教的伊朗部族才能得到 “灵光” 的庇佑； 另

一种是象征着君权神授的 “凯扬灵光” （Kavaēnem-Khvareno）， 它是伊朗传说中

凯扬王朝帝王特有的灵光。 “凯扬” 是世间为王者的代名词， “凯扬灵光” 亦即

“王者之灵光”。② 其中， “伊朗部族之光” 反映了伊朗人对纯正伊朗血统的强

调和深厚的情感， 也为伊朗人的身份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凯扬灵光” 反映

了 “君权神授” 的思想———凯扬王朝的帝王们之所以与众不同， 战无不胜，
是由于获得了神主授予的灵光庇佑。 在近代， 这种思想影响了具有正统波斯

血统的国王巴列维， 他通过一系列的礼节和仪式来强化这种仪式形态。

（一） “伊朗部族之光” 与伊朗人身份意识的确立

在 《阿维斯塔》 《扎姆亚得·亚什特》 第 8 章中， 曾多次强调 “灵光”
属于伊朗部族和纯洁的琐罗亚斯德， 异族人无法得到 “灵光” 的佑助。 如

在第 56 节中关于异族首领阿弗拉西亚布追逐灵光的神话故事中写道： “那

灵光属于伊朗部族和纯洁的琐罗亚斯德。 为夺得灵光， 邪恶的突朗人阿弗

拉西亚布脱掉衣服， 跳进法拉赫·卡尔特河， 用力划水， 紧追不舍。 但见

灵光骤然加速， 摆脱了阿弗拉西亚布的追逐。 他从拉赫·卡尔特河纵身跃

151

①

②

William O. Beeman， Language， Status， and Power in Iran （Advances in Semiotics）， Blooming-
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
元文琪： 《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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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霍斯鲁湖瀑布。”① 再如， 第 64 节中写道： “阿弗拉西亚布不可能夺得那

属于伊朗部族和纯洁的琐罗亚斯德的灵光。 我们以液体供品祖尔、 掺奶的

胡姆和巴尔萨姆枝， 以智慧的语言和天启， 以真诚的言论和行动， 高声地

赞美马兹达创造的不易得手的强大灵光及其威严和神力。”② 此处反复强调

“灵光只属于伊朗部族和纯洁的琐罗亚斯德”， 反映了古代伊朗人对伊朗部

族这一身份的认知， 他们以能否获得 “灵光” 为依据， 将伊朗部族与异族

区分开来。 《阿维斯塔》 中 “伊朗部族之光” 概念的确立是伊朗人身份意识

产生的源头。 换而言之， 对 “伊朗部族之光” 的赞美和崇拜不仅是古代伊

朗人对和谐安宁、 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思想表现， 也是伊朗人身份意识的

根本来源。 在伊朗神话故事中， 对伊朗部族这一身份的强调是为了刻画和

塑造伊朗豪杰的英雄形象， 建立部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在实际的古代伊

朗社会中， 纯正的伊朗血统是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的有力工具。 大流士在

其自传中写道： “我们被称为阿契美尼德族人。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王侯， 自

古以来我们的家族就是王族。 我的家族先后有八人曾经做过国王， 我是第

九个， 我们九个人是两个支派。”③ 在这段自述中， 大流士强调了自己的家

族有八个人曾经做过国王， 因此， 他的上位顺理成章， 具有合理性和合法

性。 这与祆教所宣扬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本质上， 祆教和伊朗国王强调的

都是伊朗血统的高贵性和正统性。 随着封建制国家的不断发展和趋于稳定，
伊朗族与异族的差异意识渐渐被弱化， 伊朗族内部阶级的差异意识开始形

成。 在伊朗社会， 即使是具有纯正血统的伊朗人也被分为三类， 即贵族、
平民和奴隶， 各个阶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中世纪著名诗人在 《卡

布斯教诲录》④ 中曾写道： “假若贱奴妄想称霸为王， 掐断他的喉咙也理所

应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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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元文琪译， 商务印

书馆， 2016， 第 311 页。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元文琪译， 商务印

书馆， 2016， 第 313 页。
转引自 〔美〕 A. T. 奥姆斯特德 《 波斯帝国史》， 李铁匠、 顾国梅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第 136 页。
《卡布斯教诲录》 是波斯中世纪时的一部散文名著， 伊朗著名诗人称它为 “伊斯兰文明的

百科全书”。
〔波斯〕 昂苏尔·玛阿里： 《卡布斯教诲录》， 张晖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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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不论是 《阿维斯塔》 中对伊朗部族和异族人的区分， 还是封建制社会

中对各个阶级社会地位的区分， 都体现了伊朗人对于不同身份的强烈意识。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伊朗人对不同身份的认知和界定停留在不同的层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份意识已经在伊朗人心里牢牢扎根。 在现代伊朗社会，
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再体现在贵族、 平民与奴隶之间， 而是体现在不同的职

业、 年龄、 家庭背景、 甚至性别等因素之间。 现代社会的塔洛夫文化将伊

朗人的身份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着自己一系列的独

特社交方式。 在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社交单位的伊朗社会， 言行举止各个方

面实际上都要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来界定，①例如， 为了强调对方的身

份并表示尊重， 伊朗人习惯在打招呼时或写信的开头加上对方的姓氏以及

学术或职务头衔， 通过以上方式， 从一开始便能知晓某人的社会地位情况

如何。 在社交场合， 身份相近的伊朗人一般先行握手礼， 再行贴面礼， 身

份相差悬殊的人群———诸如长辈与晚辈、 老师与学生、 上级与下级之间不

行此礼。 再如， 性别也是决定伊朗人交流方式的因素。 一些客套话诸如

“ ” “ ” “ ”② 仅适用于男士之间， 而一些仅适用于女士之间。
在社交场合， 男人也不得与女人握手。

（二） “凯扬灵光” 与王权意识

在 《阿维斯塔》 《扎姆亚得·亚什特》 中， 反复赞颂了 “凯扬灵光”
和拥有 “凯扬灵光” 的统治者们的圣洁和永恒。 第 1 章第 9 节写道： “我们

赞美马兹达创造的凯扬灵光， 那非凡的、 为人称道的灵光， 那圣洁、 万能

而机敏的灵光， 他凌驾于一切万物之上。”③ 根据 《阿维斯塔》 记载， 由于

“凯扬灵光” 的佑护， 凯扬王朝诸帝王个个都是骁勇善战、 所向披靡、 无往

不胜的英雄豪杰。 祆教传统中的 “灵光” 象征着神主赐予的恩泽和福报，
它为身在世间的伊朗部族和统治者带来了健康与长寿、 聪明与智慧、 幸福

和安宁以及勇气和力量。 而 “凯扬灵光” 为统治者所独有， 可将其看作为

“君权神授” 的象征。 至此， “君权神授” 思想在古波斯帝国确立下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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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 李铁匠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第 19 页。
以上三句均为伊朗的客套话， 意为 “我忠于您， 愿做您恭顺的仆人”。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元文琪译， 商务印

书馆， 2016， 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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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们借助神明来宣告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 并用一系列特

殊的仪式来强调王权的神授性。 例如， 大流士以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名

义来宣告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 “伟大的阿胡拉·马兹达， 他建立了这大

地， 他建立了那天空， 他创造了人类， 他创造了人类的福祉， 他立大流士

为王、 众王之王、 众王之主。”① 再如， 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声称

自己得到王位也是受到阿胡拉·马兹达的庇佑， 在拉贾布岩画的国王加冕

礼上， 阿尔达希尔从阿胡拉·马兹达手中接过象征统治权力的环形物以此

来证明他的王位是受到天神的馈赠。②

近代的礼萨·汗是一名名副其实的、 具有纯正波斯血统的波斯皇帝，③

从他举办的各种庆典中可以看出， 其思想深受祆教和波斯帝国伟大君主们的

影响。 为了恢复和重现波斯帝国的荣光， 在各大公开场合， 他试图通过各种

礼节和仪式来强调自己血统的纯正性和王权的正统性。 首先， 1926 年 4 月 25
日， 礼萨·汗的加冕典礼与萨珊君主阿尔达希尔的加冕典礼有许多相似之处，
双方皆通过从他人或神主的手中接过象征着王权的皇冠， 来宣告自身统治的

权威性和神圣性。 “礼萨·汗这个草原巨人到达古莱斯坦门口时， 受到国内最

显赫的达官贵人列队迎候。 礼萨·汗顺着巨大楼梯， 拾级而上， 随后进入御

座大厅， 众臣都在那里诚惶诚恐地恭候着他。 首相给礼萨·汗两肩披上象征

着权力和光荣的一块金色的布， 并把镶满宝石的金球王杖授给他， 然后， 首

相把国王王冠递给他， 礼萨·汗接过手来， 往自己头上一戴， 当上了波斯国

王。”④ 其次， 为庆祝 “波斯帝国建立 2500 周年”， 礼萨·汗举办了盛大的典

礼。 据估计， 礼萨·汗举办此宴会总共花去整整一亿美元， 从宴请环境到宴

会菜品都极尽奢华， 鹌鹑蛋嵌鱼子酱、 南多沙司奶油冻大龙虾、 热烧鲜嫩羊

羔肉、 重达七十磅的特大蛋糕⑤等都在菜单之内， 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是古波

451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 〔美〕 A. T. 奥姆斯特德 《 波斯帝国史》， 李铁匠、 顾国梅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第 153 页。
田莉： 《论索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的发展》， 《长治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6 期， 第 44 页。
〔法国〕 热拉德·德·维利埃等： 《巴列维传》， 张许苹、 潘庆舲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第 48 页。
〔法国〕 热拉德·德·维利埃等： 《巴列维传》， 张许苹、 潘庆舲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第 48 页。
〔法国〕 热拉德·德·维利埃等： 《巴列维传》， 张许苹、 潘庆舲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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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斯帝国合法继承人的身份， 他还说道： “伊朗人看待他们的国王， 简直尊奉为

父辈一般。 你们说是 ‘我的庆祝大典’， 但在他们看来， 就是伊朗之父的庆祝

大典。 君主政体就是我们国家团结的胶合剂。”
在以上的庆典仪式中， 可以看到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塔洛夫文化。 伊朗

国王通过一系列高调而复杂的仪式以及举办盛大的典礼招待外宾来宣告自

己的王权， 唤起了国民对波斯帝国往日荣光的回忆， 捍卫了民族尊严， 加

强了民族自豪感； 伊朗众臣通过得体的宫廷礼仪表达了对国王及其统治权

力的敬畏和尊重。 这不仅体现了伊朗人民对于复兴波斯传统思想文化的殷

切希望， 也体现了波斯传统思想在伊朗人心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三 塔洛夫文化中的伊斯兰教因素

（一） 伊斯兰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伊朗社会行为规范

伊斯兰教的两大经典——— 《古兰经》 和 “圣训” 是伊斯兰教价值观的

具体体现。
《古兰经》 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 它是对穆罕默德随时随地口谕安拉

启示的抄录和汇集， 其内容涵盖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宗教礼仪制度；① 而

“圣训” 是仅次于 《古兰经》 的伊斯兰教经典， 它是记录先知穆罕默德及其

默认圣门弟子言行的一部辑录， 其内容包罗万象， 穆斯林学者一般将 “圣

训” 的内容分为四部分， 其中， 穆俄麦拉特 （mu‘āmalāt） 部分专门论述人

际交往中的社会行为规范。 如上文所述， 拉赫曼·撒哈拉盖尔德将塔洛夫

文化分 为 教 养 （ ）、 尊 重 （ ）、 讲 究 客 套 （ ）、 谦 卑

（ ） 和好客 （ ） 五个层面， 其中， 教养 （ ） 和尊重

（ ） 都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优秀价值观。 换而言之， 塔洛夫文化中一些

层面是伊斯兰价值观的延续和继承。
首先， 教养 （ ） 是伊斯兰教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古兰经》 中

曾提到 “有教养的人确已成功”。 （87： 14） 拉赫曼·撒哈拉盖尔德认为，
“ ‘ ’ 是一个独特的伊斯兰 （ 伊朗） 概念， 它是通过后天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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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家瑛： 《伊斯兰宗教哲学史》， 民族出版社， 2003，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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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形成的个人特征”①。
在伊斯兰两大经典中， 对教养 （ ） 的重视和强调主要表现在社交礼

仪规范方面。
其一， 伊斯兰教讲究待客和做客之道。 在待客方面， “圣训” 第 78 章

中的第 84 ～ 88 节具体地描述了如何款待客人。 例如， 第 85 节中写道： “谁

归信真主和末日， 就当以礼款待客人； 客礼为一日一夜， 酬客为三天， 超

过三天的为施舍。”② 在做客方面， 《古兰经》 中规定了做客的礼节： “信道的

人们啊！ 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 直到你们被请求的许可， 并向主人祝安，
这对于你们更是高尚的， （真主这样指导你们） 以便你们能记取教诲 （24：
27）。” 伊朗人素来以热情好客著称， 款待客人和做一名合格的客人都是塔洛

夫文化的重要环节， 因此可以看出， 伊朗人对客人以及做客礼仪的重视或多

或少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除了上述礼仪规范外， 伊朗人还熟练地掌握着

各种不同情境下的待客和做客礼节。 例如， 在伊朗传统风俗习惯中， 在两人

确定婚姻关系前， 男方要前往女方家中提亲。 在提亲的过程中， 双方均需要

表现出自己的得体、 大方和诚意以促进提亲仪式的顺利进行。 在提亲前， 男

方的母亲和几个年长的女性亲属通常假借做客、 租房等名义到女方家去。 女

方的母亲通过观察来客的言谈举止猜测到对方来意后， 会特意安排女儿为客

人端来茶和水烟， 当女儿端来茶水和水烟后， 男方的母亲和同来的亲友会用

手抚摸姑娘的头和脖子， 一边赞美姑娘， 一边亲吻其脸颊， 通过这种方式来

近距离地检查女孩是否戴了假发， 以及口中是否有异味等。③ 经过一系列初步

的侧面考察， 如果感到满意， 就会说明自己真正的来意。 通常会说 “我们

来到贵府， 看看您是否接受小儿做您忠顺的奴仆”。 女方母亲如果也满意，
通常回答 “能够接纳您高贵的爱子， 是我们全家的荣幸”④。

其二， 伊斯兰教强调公共场合下行为的规范性。 “圣训” 规定， “打喷

嚏的人应该赞颂真主”、 “若打喷嚏的人没有赞颂真主， 不可祝福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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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ahman Sahragard， “A Cultural Script Analysis of a Politeness Feature in Persian，” 2003， http： / /
www. paaljapan. org / resources / proceedings / PAAL8 / pdf / pdf034. pdf.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44 页。
杨涛、 张立明编著 《伊朗概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第 89 页。
杨涛、 张立明编著 《伊朗概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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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打哈欠时应用手捂住嘴”①。 这是由于真主喜爱打喷嚏， 厌恶打哈欠。 这里

的喷嚏并非是因感冒而引起， 而是因身心的舒畅而引起， 它使人在礼拜和

行善时都充满活力； 而打哈欠是因摄入过多的食物、 肚子饱胀而引起， 它

使人懒惰， 不礼拜和行善。 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这些传统在伊朗一直流

传至今。 在公共场合， 打喷嚏的人要说 “ ” （赞颂真主）， 看到的人

要回答 “ ” （愿真主怜悯你）。 对于打哈欠这种行为， 要尽量在公

共场合避免， 如果迫不得已， 必须要捂住嘴巴， 然后再打哈欠。
其三， 伊斯兰教重视穆斯林之间的道安和问好。 阿拉伯语赛俩目

（ ） 原意为 “和平”， 是穆斯林互相祝安和问候的用语。 做完礼拜亦应将

脸转向左侧念此语。② 从 “圣训” 中的规范可以看出说赛俩目的重要性，
“给穷人饭吃， 给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说赛俩目就是伊斯兰中最优越的功

修； 无论认识与否都应该说赛俩目； 两人中最优秀的人是先开始 [给对方]
说赛俩目的人”③。 除此以外， “圣训” 还规定了问好的对象和条件， 如小孩

给大人说赛俩目、 行者给坐者说赛俩目、 少数人给多数人说赛俩目、④ 不给

犯罪的人说赛俩目， 也不回答他的赛俩目等。⑤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 赛俩

目逐渐成为伊朗人日常问候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用语。 在塔洛夫文化中，
赛俩目不仅是穆斯林之间具有宗教含义的问候用语， 也是伊朗人在打招呼

时所说的第一句话， 相当于中文的 “你好”， 这句问候语在伊朗的使用频率

非常高， 正如一位外国女士所说， “以前， 我以为一天说一个你好 （ ）
就足够了， 但是来到伊朗以后， 我才发现， 在这里， 说你好和谢谢 （ ）
的次数数不胜数”⑥。

其四， 伊斯兰教重视人际关系中的礼尚往来。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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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70 ～ 2072 页。
金宜久： 《伊斯兰教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第 17 ～ 18 页。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77 页。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75 页。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83 页。
〔伊朗〕 玛尼尔·德基奇： 《为什么外国人不明白波斯的塔洛夫》 （波斯语）， 《波斯字母》
2007 年第 1 期，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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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章的第 14 节写道： “礼尚往来以保持亲戚关系鲜活 （即密切）。”① 第

51 章的第 11 节写道： “真主的使者接收赠品， 并回赠礼物。”② 伊朗人接受

并传承了这一思想， 在塔洛夫文化中， 送礼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交环节。 甜

点、 花束以及各种纪念品等都是常见的礼物。 送礼的场景主要有前往他人

家中做客、 看望病人、 拜访前辈等。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 看望从库姆或

马什哈德朝觐归来的人也需要送礼， 以表示祝福和庆贺。 同样的， 为了表

示对看望者的答谢， 主人也需要送上从圣地带回来的纪念品， 这些纪念品

包括祷告席、 念珠以及从朝圣地带回来的食品等。③ 这充分体现了伊朗人社

交中的有来有往。
另外， 伊斯兰教规定要尊敬父母、 尊重长辈、 爱护晚辈。 《布哈里圣训

实录全集》④ 的第 78 章 （礼节） 中提到了三点。 其一， 按时礼拜和尊敬父

母是真主最喜欢的功修；⑤ 其二， 要尊重老人， 让年龄最大的人先讲话、 提

问。⑥ 其三， 要疼爱晚辈。 “对不疼惜孩子的人真主也是不会疼惜的”、 “真

主将慈爱分为百份， 自留九十九份， 降于大地一份。 万物互相慈爱， 甚至

母马为免于踏伤其子而抬起足， 皆因这一份之故”⑦。 《古兰经》 第 2 章的第

83 节、 第 4 章的第 36 节、 第 6 章的第 151 节、 第 17 章的第 23 节、 第 19 章

的第 11 节中也均提到， 不仅要孝敬父母， 对父母毕恭毕敬， 还要善待他人，
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不能傲慢和矜夸。 实际上， 塔洛夫文化的本质就是表

达对他人的尊重以及获得他人的尊重，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伊朗人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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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07 页。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832 页。
〔伊朗〕 沙里·阿里雷扎依： 《伊朗文化中的塔洛夫》 （波斯语）， 《文化低语》 2008 年第 2
期， 第 107 页。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是公元 9 世纪著名穆斯林学者布哈里精心选编的伊斯兰教先知穆

罕默德的言行录。 由于布哈里对 “圣训” 的考证和筛选工作非常细致， 选录 “圣训” 的条

件十分严格， 因此， 他选编的这部圣训实录被认为是众多圣训集中最知名的圣训集， 成为

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因而历来受到东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02 ～ 2003 页。
〔阿拉伯〕 布哈里辑录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四卷》， 祁学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第 2047 页。
〔埃及〕 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穆萨·宝文安哈吉、
买买提·赛来哈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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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体的举止来表示对他人的重视和尊重， 使他人身心愉悦， 赢得他人的

尊重。 例如， 去别人家做客时， 要首先主动向长辈问好； 在诺鲁孜的第一

天， 晚辈们要首先前往最年老的长辈家拜年， 随后再按照辈分大小依次拜

年； 见到小孩要主动夸赞。 再如， 在课堂上， 学生和老师都有义务要做到

互相尊重。 在学生方面， 第一， 当老师讲话时， 学生要保持安静； 第二，
要在课堂上表示出对学科学习的热情； 第三， 要遵守课堂纪律； 第四， 要

专心听老师讲课；① 第五， 在上课和下课时， 要让老师先进出教室。 在老师

方面， 要尊重学生、 善待学生、 宽容学生， 不能嘲笑学生。②

（二） 什叶派 “塔基亚” 与现代伊朗人社交行为特征

“塔基亚” 系波斯语 “ ” 的音译词汇， 原意为 “小心、 谨慎、 掩饰、

掩盖”， 其宗教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 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主

张， 或假装与自己的主张相左； 其二， 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 佯装自己与

他人信奉同一种宗教。 综上， “塔基亚” 是面对危险时， 穆斯林为了保护自

己而实施的一种宗教手段。 最初， 这种做法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都是被

允许的。 《古兰经》 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写道： “信道的人， 不可舍同教而以

外教为盟友； 谁犯此禁令， 谁不得真主的保佑， 除非你们对他们有所畏惧。
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 真主是最后的归宿。”③ 首先， 由于什叶派在历史上

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就什叶派信众的处境来看， 他们更需要在生活中实

践这一做法。 首先， 从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时代开始， 什叶派的圣训把这一

原则提升到重要、 合法的地位， 可以普遍实行。 其次， 两个世纪以后， 什叶

派不但允许 “塔基亚”， 还把它上升为一项义务， 一项和每日礼拜同样重要的

义务。 在马赫迪复临之前， 不实施 “塔基亚” 的人就不是什叶派信徒。④

在什叶派饱受压迫和摧残的历史背景下， 受害者心理开始在伊朗人心中

形成并不断强化， “塔基亚” 在什叶派的广泛运用就是伊朗人受害者心理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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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ahman Sahragard， “Cultural Script Analysis of a Politeness Feature in Persian，” 2003， http： / /
www. paaljapan. org / resources / proceedings / PAAL8 / pdf / pdf034. pdf.
Rahman Sahragard， “Cultural Script Analysis of a Politeness Feature in Persian，” 2003， http： / /
www. paaljapan. org / resources / proceedings / PAAL8 / pdf / pdf034. pdf.
〔伊朗〕 塔巴塔巴伊： 《伊斯兰教什叶派》， 姚继德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第 144 页。
王宇洁： 《伊朗伊斯兰教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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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例证。 在现代社会， 许多观察家常常强调伊朗人多疑的特点和对外来势力

的抵触情绪， 还有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真正意图而故意制造重重假象。① 这一行

为特征与 “塔基亚” 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即在言行举止中隐藏真实的部

分， 展现虚假的部分。 从某种程度来说， 塔洛夫文化中所展现的矛盾性和

差异性就是 “塔基亚” 的当代体现， 这种矛盾性和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

两方面。
首先是内在意图和外在举止的矛盾性。 伊朗人一般把举止分为隐秘的、

内在的意图 （the baten， 这是被掩饰的部分） 和外表的 （ the zaher， 这部分

真正的含义可能不同于它们看起来似乎在表达的意思）。② 在与伊朗人交往

的过程中， 如果不了解塔洛夫文化， 便很难辨别其话语中的真实性和虚假

性。 例如， 为了表示热情和礼貌， 伊朗商人在收到钱之前都会说 “ ”
（意为不客气， 不要钱），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如果不了解这句客套话， 便

会引起误会。 实际上， 这一差异性正是伊朗另一种文化模式———鲁达尔巴

耶斯蒂 （ ） 的体现， 鲁达尔巴耶斯蒂 （ ） 中文意为 “客

气， 拘束， 讲究客套 （并不亲切）， 难以拒绝”。③ 它鼓励伊朗人隐藏自己的

真实情感、 利益和欲望， 优先考虑他人， 这迫使伊朗人得到了他人的青睐

而损害了自身的利益。④ 例如， 在伊朗， 当主人向客人发出某项邀约时， 通

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方要坚持并反复发出邀请， 另一方要拒绝并反

复推辞， 经过几个来回， 才能让双方的心里均达到满意。 但是， 双方在交

流的过程中均没有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因此， 很难分辨主人是否真心发

出邀约， 也很难分辨客人是否真心拒绝邀约。 其次是面对熟人与非熟人时

行为举止的差异性。 从根本上来说， 塔洛夫话语体系通常适用于非熟人之

间， 熟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无须遵循繁文缛节。 和熟人与非熟人行为举止差

异性相对应的是伊朗住宅区域的一分为二。 伊朗住宅通常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是内部区域， 是家庭成员或至少是家长可以在这里随便一点、 举止放

061

①

②
③
④

于卫青：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第

20 页。
〔美〕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 李铁匠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第 20 页。
波斯语教研室编 《波斯语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81， 第 1192 页。
Ahmad Izadi， “ Over-politeness in Persian Profession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02， No. 12， 2016，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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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松一点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外部区域， 这是和外人进行交流的区域， 在此

处的言行举止则需要遵循塔洛夫的准则。①

在外人看来， 伊朗人的话语与行为十分矛盾———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同时掺杂着真话与谎言、 真诚与虚伪、 谦卑与傲慢， 热情与冷漠。 当他们

说 “我不是在跟你客气” 时， 正是他们开始客套的时候。 实际上， 这种矛

盾的行为恰恰反映了伊朗人特殊的民族心理， 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生性

敏感多疑的性格特征与渴望得到关注和了解的感情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伊

朗人独特的为人处事方式。

（三） 塔洛夫话语体系中的阿拉伯语

在最初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解读时， 伊朗人偏向使用最初的阿拉伯语

词汇， 而不是用波斯语去替换。② 因此，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 塔洛夫话语

体系中开始出现一些阿拉伯语词汇。 首先， 伊朗人在社交中使用的一些常

见的客套用语均为阿拉伯语。 例如祝福用语 “ ”， 意为 “如主允许、
如主保佑”。 再如， 在问候中当被问及身体情况如何时， 伊朗人通常会回答

“ ”， 意为感谢真主， 但在这里， “ ” 的实际含义就是 “我很

好”。③ 其次， 为了表示对先知、 十二伊玛目及已故的宗教伟人的尊重， 伊

朗人在祷告用语中常常加入阿拉伯语后缀， 如十一位去世的伊玛目名字后

面常跟 “ ” （向他致意）， 第十二位伊玛目后常跟 “ ”
（愿真主使他早日复临， 将平安带给人间） 等。④

（四） 塔洛夫话语体系中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波斯语

在波斯语中， 伊朗人在表达祝福、 感谢等情感时常常要 “以真主的名

义”， 体现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如伊朗人典型的客套用语 “ ” 和

“ ”， 意为 “真主保佑让某件事发生” 和 “真主保佑不要让某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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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 李铁匠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第 20 页。
吴坤、 王辉： 《伊朗语言政策的文化探源及走势分析》，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8 年第 2 期， 第 26 页。
〔伊朗〕 沙里·阿里雷扎依： 《伊朗文化中的塔洛夫》 （波斯语）， 《文化低语》 2008 年第 2
期， 第 105 ～ 106 页。
赵小玲编著 《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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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再如 “ ” 是 “ ” 的缩写， 意为 “愿真主保佑

你”， 在日常问候中， 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就是 “再见”。

四 现代化背景下的伊朗社会风气改革

现代化是各国人类和社会在谋求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是文明演进的方向， 是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必由之路， 也是国家融入全球

化和信息化世界的根本路径。 19 世纪中叶， 伊朗也从政治、 经济、 社会及

司法等方面开始了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 在伊朗第二次大规模的现代化

改革浪潮中， 恺加王朝的大首相哈吉·米尔扎·侯赛因在社会方面的一些

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伊朗人在行为和思想上取得了进步， 改变了伊朗

传统社会拖沓、 含糊、 效率低下的社会风气。
哈吉·米尔扎·侯赛因认为， 在社会风气方面， 欧洲社会的先进性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欧洲国家积极宣扬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 这是

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体现； 另一方面， 欧洲国家在工作中讲求效率，
注重时间观念， 适应了现代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而在传统伊朗社会中， 身

份意识和阶级观念已经固化， 人们早已习惯以身份和社会地位为标准来决

定彼此之间的交往形式。 与此同时， 亚洲国家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非常

缺乏时间观念。① 人们不仅对于工作计划欠缺合理的安排， 缺乏一定的紧迫

感和危机感， 还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冗长而复杂的社交礼节上。 因此， 为

了紧随世界现代化的浪潮， 取得国家的富强和长足进步， 哈吉·米尔扎·
侯赛因积极倡导伊朗民众借鉴和学习以上两个先进思想。

首先， 哈吉·米尔扎·侯赛因在各大媒体积极宣扬 “人人生而平等” 的

人文主义思想。 1879 年 2 月 27 日， 哈吉·米尔扎·侯赛因在 《星报》 上发表

了一篇名为 《人类》 的文章， 在文章中， 他提道， “今天， 一个人的荣誉是通

过他的表现和成就来赢得的， 而不是一出生就具有的， 任何人只要拥有正常

的宗教价值观和完善的知识， 就可能出类拔萃”②。 同时， 伊朗传统社会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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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广宜： 《十九世纪伊朗恺加王朝的现代化改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 2018，
第 143 页。
转引自冯广宜 《十九世纪伊朗恺加王朝的现代化改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
2018， 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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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伊朗塔洛夫文化解读

让身份地位高的人优先发言讲话， 但是为了表示平等， 哈吉·米尔扎·侯

赛因倡导人们忽略身份和地位， 按照次序在会议中轮流发言。 其次， 哈

吉·米尔扎·侯赛因以身作则， 公开、 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安排， 简化办

公流程。 其一， 他在各大公开场合公开自己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安排， 还制

定一系列制度来规范政府日常事务， 使政府机构变得更加正规、 高效。① 其

二， 如前文所述， 伊朗人名前面的头衔显示了伊朗人的社会地位情况， 头

衔越多， 社会地位便越尊贵和显赫， 但在工作中， 有时严重影响了工作效

率。 因此， 哈吉·米尔扎·侯赛因规定禁止办公人员在办公期间使用过长

的头衔。 其三， 哈吉·米尔扎·侯赛因还规定简化办公过程中过于复杂的

礼节和仪式， 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做实质性的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以上种种的改革措施说明，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伊朗传统文

化塔洛夫展现出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 一方面， 伊朗人在社交

中的言行举止使人如沐春风， 伊朗人也一直以本国深厚的礼仪文化底蕴为

骄傲和自豪； 另一方面， 烦琐而重复的礼仪和礼节不仅使人疲惫不堪， 还

被视为社会不正之风， 引起了上层精英社会阶层的担忧和重视。

结 语

在透彻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境况及国民的民族特性之前， 首先要厘

清其文化演变的轨迹， 并深入地探究其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特点。 作为伊朗

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塔洛夫文化体系的构建是在波斯和伊斯兰传统文化

的共同影响下完成的，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塔

洛夫文化体系构建的过程是伊朗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通过分析塔洛夫文

化的二重性，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 塔洛夫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

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伊斯兰优秀价值观的传承和延续， 在其演进

和发展历程中， 它也早已被烙下了深刻的 “波斯印记” 和 “什叶派印记”，
这是由伊朗历史发展的特性决定的。 从伊朗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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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广宜： 《十九世纪伊朗恺加王朝的现代化改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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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倡导伊斯兰文化而忽略波斯文化， 人们就会出现民族认同感的危机； 大

力复兴波斯文化而忽略伊斯兰文化， 伊朗文化就会失去鲜活的力量。 塔洛

夫文化的二重性不仅说明伊斯兰文化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也说明

波斯文化具有顽强的韧性和传承性。 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不断交融促

使伊朗文化一脉相承， 绵延不绝。
其二， 塔洛夫文化的二重性还体现在伊朗人际交往中的显性与隐性的

特征上。 从表面上看， 冗杂的礼仪礼节似乎仅仅是一些礼贤下士、 毕恭毕

敬的社交行为规范。 实际上， 这些礼仪礼节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心

理和内涵： 对获得他人尊重和关注的迫切渴望、 将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

委屈自己的心理诉求、 隐藏真实想法以达到免受伤害的目的、 抬高他人降

低自己的谄媚心态等情感在内心互相交织， 被视为塔洛夫文化隐性的一面。
其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塔洛夫文化表现出了与现代社会的适应

性与不适应性。 一方面， 在人际交往中， 伊朗人彬彬有礼、 落落大方的言

行举止展现了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礼仪风范， 也展现了伊朗人的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信。 伊朗礼仪文化不仅是波斯和伊斯兰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

合并发扬光大的体现， 同时， 它也规范了各种社会关系， 是社会人际关系

建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另一方面， 塔洛夫话语体系中的巧言令色、 矫言

伪行极易引起外界对伊朗人的误解。 同时， 繁文缛节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格格不入， 在礼仪礼节上花费过多的时间或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换言之，
塔洛夫文化既是伊朗文化的积淀， 也是伊朗人的文化负担。

[责任编辑： 张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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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Connotation， Path

and Prospect
Cao Pengpeng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was constant-
ly established to check and balance the land of the Soviet Union. With the develop-
ment and evolution，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hown both the bilateral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he embedded NATO collective security mechanism， which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process of mechan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is mani-
fested in two aspect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trategic security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orth Treaty. In the process of Turkey’s full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limited dependen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alliance is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ests， the conflict of values and
the power of the third party， showing the “low” willingness of strategic coopera-
tion and the “ abandoned” of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post-Trump era， the de-
partments of the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will face a return to reconciliation， but
the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re still a hindr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lliance.

Keywords： Turkish-American Alliance； Alliance Theory； Collective Secur-
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Taarof in Ir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Ji Kaiyun， Yang Chenying

  Abstract： Zoroastrian culture and Islamic culture have created a uniqu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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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tic nature of Iranian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ranian culture， the taarof
culture has also continued and developed this nature. In the long and complex his-
torical evolution， taarof has constantly adapted to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has
shown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nd forms. This paper has explained the specific con-
notation of the taarof and has analyzed the Zoroastrian and Islamic elements in ta-
arof and has discussed the reform of the Iranian social climat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hree aspects is considered to exemplify the
duality of taarof. In terms of cultural nature， taarof is both Persian and Islamic. In
term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taarof exhibits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character-
istics. In term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aarof shows adaptability and incompati-
bility with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Taarof； Zoroastrianism； Islam； Shia

On the Development of Waqf and Public
Culture in Modern Egypt

Ma Yuxiu

  Abstract： Waqf originated from the Islamic teachings on charity. As a contin-
uous charity in the Islamic world， Waqf is an ancient pro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When Islam en-
tered Egypt， the Egyptian Waqf came into being. The Waqf in Egypt is mainly
used for mosque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public facilities， poverty relief and
festivals. Public culture is also one of Waqf’s areas of concern. Its important charac-
terization is the donation of both Waqf books and Waqf Library. In general， the
predecessor of the modern public library in the Arab world is the Waqf Libra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Waqf Library and enable it to perform bet-
ter functions， the Egyptian people also donated Waqf to supports the operation of
the library， which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Waqf’s overlapping social func-
tions. The Egyptian public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s a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Waqf is still shining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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