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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宗教是个 / 无国界的政治现象 0 , 后现代的今天宗教群体已经成为渐具雏形

的跨国市民社会的积极创造者 " 冷战碎然终结之后 ,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

废黔在意识形态纬度上的评判和斗争 , 却很大程度 上戏剧性地引发了现代暴力

战争冲突中宗教因素的复归和彰显 " 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是宗教冲突 ! 种族民

族紧张关系与分离主义结合的一个典型区域 , 对有相似处境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都有放大效应 " 长期深陷巴尔干 / 火药桶 0 的科索沃一直是多方政治势力逐鹿

之所 , 并且常常难以避免宗教信仰与暴力争斗之间交织的复杂局面 " 以科索沃

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希南帕夏清真寺为

代表的宗教行为体具体包含了固定的宗教场所 , 它们所秉持的精神信仰 ! 相对

固定的宗教教职人员 , 影响力辐射的信众 , 其与外部相关政治 , 宗教组织机构

个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 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 ! 多层的 !

立体的 ! 价值性与工具性兼备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 " 宗教功能单位是地区冲突

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 , 是理论化剖析宗教与地区冲突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 " 德

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宗教功能单位在科索沃危机到科索沃宣布独

立期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 , 他们对地区安全 ! 族群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

社会化的宗教功能单位既有可能是受到环境压力而做 出应对的因变量 , 也

可以是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空间改变外部结构的 自变量 " 以不同信仰为界的宗教

群体间差异性甚于其他群体区分且更难化解 , 无论是前现代国家 ! 现代国家还

是后现代国家 , 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面对暴力冲突事件的考验 " 行为体的利益

是其行为取向的判断依据 , 也是行为的 目的所在 " 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有根本

利益 ! 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三个层级 " 宗教功能单位在外部世界呼求 ! 信

仰义务和主观认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 , 在冲突过程中自主选择强调内部聚合

或者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 , 以维护 自身三个层级的利益要求 " 宗教功能单位的

直接互动有对话和对抗两个向度: 前者是 / 请进来 0 ! / 走出去 0 和虚拟对 话三

种方式 , 后者包含了现实和虚拟骂战以及实体直接攻击三种方式; 此外互动还

存在不直接产生交集但保有张力的特殊形式 " 冲突进程有阶段差异 , 以发生直

接暴力攻击事件为中间值 , 分为冲突升级和冲突弱化两个转化方 向 " 以暴力活

动实现分裂独立 ! 冲突外溢和武力干涉是冲突升级的表现形式 , 限制 ! 转化和

调解是冲突弱化的表现形式 " 宗教功能单位根据冲突方向不同 , 选择以内部聚

合帮助群体内抱团或者以外部聚合行为模式推进更大范围的联盟 , 其 目的仍然

不偏离实现自我保护 ! 发展和推广普世信仰理想的利益目标 "



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 要减少宗教性质的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然牢和降
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 宗教功能单位可以采取的行为是自我调节 , 包括尝试限

制自身行为和转变自身过激政治属性 , 以及参与和接受有助于地区安全的调解 ,

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群体聚合 "

关键词: 宗教功能单位 地区暴力冲突 德卡尼修道院 希南帕夏清真寺 科索沃

中图分类号: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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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宗教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宗教

/ 爱邻舍如同自己 " 0

) 路加福音 .10 :27

/ 当亲爱近邻 ! 远邻 0

) 古兰经24 :36

自从 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 拉什卡一普里兹伦和科索沃

一梅托西亚教区 (T he D ioeese ofR a总ka一prizren and K osovo一M etohija) 阿尔特米
耳}- (A rtem ije R ad os av ljev ic ) 主教不得不在国际社会驻科索沃机构的严密武装保

护下巡视科索沃与梅托西亚 自治省 " 这 已经是这位激进而饱受争议的塞尔维亚

东正教领袖于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的生活常态 " :-从普里什蒂纳 (Pr igt ina ) 到格拉

查尼察(G rac ani ca ) , 从普里兹伦到德卡尼 (D e己an i) , 遍布科索沃的古老东正教

教堂 ! 正教修道院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是这一地区数百年间动荡政局与不休征战

的亲历者 " 巴尔干半岛东正教基督徒心中的梅托西亚 (M et oh ija ) 和巴尔干穆斯

林热望的科索沃 (K osova) 同是那片叫 K osovo(K osm et)的故土 , 但却有着彼此

经年难以消解的夙怨 "

长期深陷巴尔干 / 火药桶 0 的科索沃一直是多方政治势力逐鹿之所 , 并且

常常出现宗教信仰与暴力争斗之间交织的复杂局面 " 如果将考察的视野从偏居

欧洲大陆东南一隅的巴尔干半岛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 , 不难发现类似科索沃

这样无法排除宗教因素介入其中的不安定地区并不少见 " 科索沃危机之所以在

1998 年波黑战争之后引起世界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分

裂势力及其武装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武器和 / 圣战者 0 的支持 " ,宗教与暴力冲

突之间密切的关联滥筋于几时或许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 人类在
发展前行的绵延历史中 , 似乎总是保留着群体暴力冲突对抗与宗教因素之间相

互纠结这份或深或浅的记忆 " 宗教或直接或间接介入和影响地区冲突的证据似

乎也不难被发现 " 诸如欧洲中世纪被 / 免罪 0 (fr ee fo rm sin) 和 / 殉教 0 (M artyrdo m )

所诱使反复攻打 / 蛮族 0 的十字军 , 改变了欧洲宗教地图的欧洲三十年战争 !

以 / 吉哈德 0 (Jihad) 激情伴随着铁骑征服的早期伊斯兰教扩张 , 甚至依西方

观点看来的中国古代儒释之争等等这些冲突更接近纯粹的宗教战争; 随着人们

对自我和社会乃至国家认识的深化 , 再加上史实记载和文献保存的日渐详尽和



完备 , 宗教与冲突这组关系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变量 , 宗教在冲突中的面

目因日益被遮蔽而逐渐模糊起来 " 横亘于二十世纪的冷战 , 壁垒分明的政治意

识形态对峙相当程度地导致了宗教势力相对失语 "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 冷战碎

然终结之后 ,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 废黝在意识形态纬度上的评判和斗争 ,

却很大程度上戏剧性地引发了现代暴力战争冲突中宗教因素的复归和彰显 , 这

在冷战两大阵营争夺的各个世界主要地区都有所表现 " 曾经一度淡出主流话语

圈的宗教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 , 也许 , 它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远过 "

一 ! 选题的源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 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落幕是主流国际关

系学界始料未及的 " 2001 年 9 月 11 日, 恐怖主义针对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袭

击又将 以国家为基础 ! 权力政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大厦骤然撞得摇摇

欲坠 " 冷战对立走到尽头却并不等同于人与人之间 ! 群体与群体之间仇恨的藩

篱随铁幕一同消亡 " 失去了两大超级大国的钳制 , 遍布全球的热点地区局势反

而日益不安 " 91 1 之后长久以来被贴上 / 古老的憎恶 0 5标签的宗教唤起了普通

民众对其更多的关注 " 911 恐怖袭击的突发性以及影响力使得整个世界惊魂甫

定之余 , 后续各种专注于追溯 ! 反思 ! 分析 ! 预测专注于世界暴力冲突的研究

/ 井喷 0 似涌现 " 这些论著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关注探究人类终极目标和宇宙

深邃本体的宗教在暴力循环中的表现 "

宗教是个 / 无国界的政治现象 0 / " 现有世界各大主要宗教 , 尤其是基督宗

教和伊斯兰教 , 均具有跨地区 ! 跨国界的超国家特征 , 因此极易与一国外交政

策或者国家之间关系产生关联 " 甚至在没有形成民族国家之前 , 苏菲教修士司

祭 ! 天主教传教士和佛教僧侣就已经将其宗教理念和实践传播到世界各地 " 这

种宗教的自由流动是市民社会的景象 " 7后现代的今天宗教群体已经成为渐具雏

形的跨国市民社会的积极创造者 " 现实国家主权边界之外存在隐性的 , 并且不

断变化的宗教边界 " 国家领土之间不可能有重合 , 否则就会产生争端 , 而宗教

边界的重合有可能造成 比政治边界冲突更为严峻的危机 " 8政治意义上国家边界

被框定在国际法和各国双边协议的保护之下 , 各国武力也大都强势维持边界安

全 , 所 以国家边界相对较为稳定 " 但是宗教边界却因为非传统军事安全的软性

因素 (新的移民潮 ! 信教人口比重 ! 传教热情等等 ) 而不断蠕动变化 , 不同宗

教板块之间的摩擦激发了宗教群体保卫自身界域的冲动 , 地区宗教冲突的升级

就体现了这一困境 " 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不重合 , 宗教力量争夺超越传统政治

主权边界以外的领土 , 抑或政治力量无视宗教天然分界而强行分化或者聚合新

的宗教边界 , 都大大增加了地区宗教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



依照塞缪尔 # 亨廷顿 (sam uelR H untington ) 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 / 在新的

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 0 0 , 我们进一步推衍可以认

为在某种程度上 / 无国界的政治现象 0 , 宗教的认同是地区冲突对抗和暴力循环

的主要动因之一 " 综观冷战之后多极 ! 多文化世界之中冲突频仍的地区: 犹太

教以色列与穆斯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哈马斯之间在中东地区久而未决的巴勒

斯坦问题; 什 7}一卜派伊朗和逊尼派伊拉克纷争的同宗教的教派之间内部分裂; 印

度教徒和佛教徒与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之间长期斗争的克什米尔领土归属问题;

还有比如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徒之间 ! 波黑的天主教 ! 东正教和伊斯

兰教之间 ! 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之间 ! 北爱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 ! 科索

沃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时断时续的交锋等等 , 几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归结

为宗教纬度上发生的对抗和争斗 " 在某些悲观主义者看来 , 世界似乎都笼罩在

讨伐异教的圣战气氛之 -一7 , " 英联邦首席拉比 (C hief R abbiofthe U nited H ebrew

C ongregations) 乔纳森 # 萨克斯 (Jonathan Saeks) 在 911 尚未发生之前就曾明

确指出 / 宗教往往处于冲突的核心 " 在波斯尼亚 ! 科索沃 ! 车臣 ! 克什米尔以

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另一些地方 ! 北爱尔兰 ! 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一些地点 , 这样一些冲突地区 , 宗教问题尤其尖锐 " 0 .0依据美国战略智库 / 国

际危机监察机构 0 0 (Intem ationalC risis G roup ) 的统计数据 , 仅在 2007 年 12

月一个月内就有七个事实上的或者潜在的冲突地区状况恶化 , 其中包括巴基斯

坦 ! 肯尼亚 ! 阿尔及利亚 ! 乍得 ! 黎巴嫩 ! 巴斯克和吉尔吉斯斯坦 " 这其中大

多数是含宗教因素的冲突地区 " .2其实 911 发生之后 , 许多事实和研究均表明 ,

以神圣之名而发起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暴力事件一直都处在逐步升级的状态中 "

有学者缘此认为全球化下的宗教复兴现象的本质与其 说是宗教被引入政治 , 不

如说是政治生活中曾经的边缘群体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 , " 也正是基于

此 , 宗教群体得以把渗透着他们的伦理观 ! 价值观的政策主张比冷战时期更便

利地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 " 以全球范围内宗教的大举复兴为时代背景 , 宗教正

多层次多角度地挑战着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格局 "

笼统地看 , 诸多涉及宗教问题的地区冲突大致可 以归纳为两个动源模式 ,

其一是涉及非善即恶 !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 , 最典型的无疑是中东地区巴

以之间的冲突对抗 " 在这一动源模式中 , 对立的一方将 自视为善的民主等价值

观强加于对方 , 而被强迫接受方却将这种行为视为恶的干涉 " 反过来 , 对立的

一方高度赞扬的宗教效忠行为却遭到另一方的极度反感 " (图 0一l) 从图示中简

明地显示了这一模式的冲突双方基于信仰的对善和恶的认知是根本对立而没有

交集的 " 以暴力冲突旷 日持久的中东为例 , 中东局势中的各方 , 不管是犹太教

信众还是伊斯兰教穆斯林抑或外部干预力量 , 都过于倾向将所有政治符号简单



进行善恶二元分化 " 美国国内将民主与宗教极端势力对立起来 , 另一方面却有

意无意地漠视基地组织 ! 哈马斯和伊朗所表现出的非暴力因子; 当然后者也不

遗余力地极力丑化西方反对势力 , 将其视为是敌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对手 "

善 恶

美 ! 以等

穆斯林世界

民民主主 宗教极端主义义

个个个 厂万 小小
卞卞 !!!

中中 口口 ,.匕 中中

信信仰忠诚诚 外部干涉涉

图 O一1 善恶一儿对 一模式

另外一部分非简单对立的关乎宗教问题的地区冲突 , 则可以借用经典的囚

徒困境 , 通过某些持续发生的地区冲突所表现出来的 / 宗教安全困境川 ,来进行

解释 " (图 O一2) 如果同一地区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并不共享同一资源 (包括 自

然资源和宗教资源) , 并且宗教群体之间缺乏信任 , 交流对话渠道不畅 , 同时外

部制约机制缺乏 , 那么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就能说明宗教群体 A 和宗教群体 B

都具有不安全感 " 并且宗教群体的行为选择不同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抉择 , 后

者倾向于选择共同损失最小的aZ bZ , 但是各方宗教利益宗教资源共享的几率小

于国际交往中其他事务共赢的几率 , 宗教上的不安全感更直指人心也更容易影

响根本行为价值判断 " 因而在现实中 , aZ bl 和 al bZ 的情况即便出现 , 原本不

采取斗争态度的一方也有很大可能性会转而积极应对资源争夺 , 最终演变成正

式冲突 " 适用宗教安全囚徒困境模式的宗教冲突很多 , 比如为了争夺圣地耶路

撒冷的地区冲突 , 为了水源或者油田的非洲宗教地区冲突 , 为了克什米尔地位

问题的印度人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人之间的嫌隙 " 即便在奉行宗教信仰

自由的当代欧洲其实也不乏例证 , 比如有不少政治力量与宗教激进势力互相利

用并表现出严重宗教间对抗 , 信仰东正教为主的希腊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

其族两族之间对塞浦路斯的争夺等等 , 不一而足 "

宗教群体 A (无优势资源 )

a1 斗争 a2 不斗争

bl斗争

宗教群体 B

占有优势资源)

bZ 不斗争

AAA 争夺资源源 A 放任 B !, !一优优

aaalbl 冲突爆发发 aZbl 冲突有爆发可能能

BBB 积极保卫资源源 B 消除 A 的争夺能力力

AAA 争夺资源源 A 安于现状但困顿顿

aaalbZ 冲突有爆发可能能 aZbZ 维持现状状

BBB 消极对待资源源 B 安于现状但警惕惕

图O一2 宗教冲突的囚徒困境模式



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宗教分歧与地区冲突的瘤疾: 从希腊到波斯尼亚 , 从一普

里什一蒂纳到萨拉热窝 , 巴尔干不断受到战火洗礼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在 / 冷

战 0 ! / 热和平 0 .5时期 , 巴尔干却仰仗铁幕的庇护反而获得了鲜有的平静 " 英

国巴尔干历史学家马克 # 马佐尔 (M ar k M az ow er) 对那一时期的描述是: / 巴

尔干已自西方人意识中消失 , , 明媚的景色取代了暴力 , 大多数游客想象中

最麻烦的问题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盛洗设备 " 0 . /然而 , 巴尔千地区各种

宗教 ! 文化之间巨大的长期历史鸿沟却事实上并没有消失 , 想象的群体政治观

念隐藏在东南欧冷战阵营认同之下 , 根植于巴尔干民众内心深处 " 巴尔+ 棱镜

折射出的是各种势力相互角力的政治光谱 " 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 , 巴尔干

半岛的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勉强维持的松散联邦国家正是因为反感被迫接受主导

国宗教 , 为维护自身宗教信仰的纯正和独立而继续走向分崩离析的 " .下1999 年

饱经暴力冲突之苦的科索沃在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下 , 再次遭遇战火: 北约

以轰炸南联盟实现对科索沃 / 人道主义干预 0 " 科索沃战争后 , 在联合国和北约

托管下科索沃以特殊的自治身份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共存 , 但是科索沃分

裂势力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脱离联邦的努力 , 直至 2008 年 2 月 18 日科索沃 单方

面宣布独立 " 新一轮对该地区和相关议题的关注以及探讨随着科索沃的独立行

为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 科索沃的独立在引来穆斯林世界的一片欢呼之余 , 也激

起不少外部世界对地区和平的忧虑 " 从长远看 , 科索沃独立的举动更有不司一小

觑的放射效应和连锁效应: 比如同年 8 月南奥塞梯所发生的冲突虽然有其独特

性 , 但不可避免地经常被类比科索沃独立问题 " .吕

尽管学界对 / 文明冲突论 0 有颇多争议 , . 0但冷战后的国际交往中发生的

许多地区冲突多少与宗教实体之间的分歧相关这些现实事件 , 部分支持了亨廷

顿所认为的 / 当今现实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抗性 0

20 的基本观点 " 比如 , 东欧剧变后 巴尔干的科索沃地区冲突中就有宗教因素介

入 "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结构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和信仰东正

教的塞尔维亚族裔组成 , 另外还有信仰东正教的罗姆人 ! 说阿尔巴尼亚语的阿

希卡利人和埃及裔穆斯林 " 宗教信仰是科索沃地区划分族裔和群体认同的重要

标准和来源 , 不同信仰的族裔之间彼此仇恨 , 难以化解 " 同样曾经属于南斯拉

夫 , 波斯尼亚的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尚有共同生活传统 , 甚至有过通婚

记录 , 但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与塞尔维亚裔基督徒之间却儿乎没有

过通婚现象 " 2 .科索沃的宗教对峙不仅包括善恶二元对立模式 , 更是彼此之间

为争夺相关资源而缺乏或者拒绝信息交流的宗教安全困境 , 兼具了宗教冲突两

个动源类型的特质 " 科索沃的东正教基督徒在科索沃内部属于少数派别 , 但是

因为科索沃地区很难摆脱塞尔维亚东正教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影响 ,



从大塞尔维亚地区来看 , 独立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反而成了少数派 "

科索沃各级地方政府人员在基本构成上以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为主 , 但社会生活

中占经济优势地位的却是塞尔维亚基督徒 (科索沃战争前) " 科索沃既是塞尔维

亚东正教在巴尔干的发源地 , 又是自认为伊利里亚人后代的穆斯林心中巴尔千

半岛伊斯兰教的摇篮 " 科索沃的宗教仇恨和斗争在巴尔干地区 , 乃至整个世界

的各种宗教冲突中极具典型性意义 "

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 (D e亡an i) 修道院是科索沃境内最大 ! 保存最完整

的巴尔干中世纪东正教教堂 , 200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物质文化遗

产 , 2006 年被列入濒危名单 , 修道院主体教堂的建筑及内饰是拜占庭文化在巴

尔干地区的代表之一; 而希南帕夏 (Si na n Pa界) 清真寺是科索沃境内建造最早

的清真寺之一 , 保留了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东方文化的精美印记 " 德卡尼修道院

和希南帕夏清真寺分别是科索沃乃至整个巴尔干甚至更大地区东正教基督徒和

穆斯林的宗教朝圣地 , 也有时恰恰因此成为仇视者攻击与破坏首选对象 " 以德

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行为体包含了固定的宗教场所 ! 它

们所秉持的精神信仰 ! 它们的教职人员 ! 它们的信众 ! 它们与外部相关宗教组

织机构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 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 ! 多层的 !

立体的 ! 工具性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 " 宗教功能单位是地区冲突中重要的直接

参与者 , 是理论化剖析宗教与地区冲突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 " 德卡尼修道院和

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宗教功能单位在科索沃危机到科索沃宣布独立期间扮演着

活跃的角色 , 他们对地区安全 ! 族群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 本文试图以科

索沃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和切入点 , 见微知著地分析 ! 理

解和评判宗教功能单位和地区冲突格局变化之间错综复杂的行为变化和相互关

系 , 以探求宗教与暴力格局的关联和宗教对建设安全的作用 "

二 ! 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研究的文献综述

冷战的结束使旧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 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独立表达利

益诉求的新契机 , 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扩展深化而日渐增强 " 当国际社会无政府

的既有逻辑遭遇上两极格局崩溃的时候 , 便呈现出地区冲突日渐增多的现象 " 传

统国际关系理论论述 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包括国家 ! 国际组织 ! 非政府组织 ! 各

种利益集团等等 " 苏东剧变带来民众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

境 , 给予了宗教以发展的机遇 " 这种新的拓展对于曾经一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之后被 / 流放 0 22出国际关系实践视野的宗教来说 , 不妨看作是宗教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的一种回归和复兴 " 关于冷战后宗教复兴的研究 已经颇具规模23 , 至于散

见在各学者研究成就之中的片一言只语就更是层出不穷 " 正如彼得 # 伯格 (Pe ter



Ber ge r) 教授所断盲. : 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消亡 , 因而简单化得出世界已经

/ 世俗化 0 的结论是不确切的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前后到金融危机引发人心惶惶的

今天 , 针对宗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事务 , 尤其是针对宗教与冲突的研究 , 大致可以

划分为四个阶段: 冷战前较为局限的国内政治讨论阶段 ! 5 国际宗教 自由法 6 颁

布前视宗教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地域性讨论阶段 ! 911 之前相对乐观的全球性宗

教积极作用讨论阶段 ! 911 之后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进行细致划分和全面讨

论阶段 " 冷战末期西方学术界就对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有所涉猎 , 但主要

是一部分学者将宗教视为利益集团 ! 政党联盟的思想基础 , 基本从国家内部政治

制度角度出发 , 略有对外部影响的触及 " 这一部分研究者的议题也比较微观 , 大

多是一些宗教信仰人群认为的伦理问题 ! 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 , 比如: 抗击艾

滋病 ! 死刑存废 ! 环境保护和健康福利保障问题等等 , 当然也并不乏提倡以提供

军事援助制裁非正义异教这类比较有 / 世界视野 0 的热心群体; 另一部分研究者

的立足点是以政治势力斗争的眼光考察诸如中东战争 ! 伊朗什叶派革命之类涉及

宗教信仰抗争的重大突发事件 " 24研究的第二阶段是 自冷战之后到世界上仅剩的

唯一霸权国美国1998 年出台 5 国际宗教 自由法 6 之间 " 这一时期 , 针对宗教与国

际冲突领域的各种论著主要是将宗教视为替代意识形态统治的新载体 , / 5代表着

冷战后西方理论界逐渐跳出国家内部政教关系格局研究的案臼这一趋势 , 同时涌

现 了大量对宗教与国际关系进行宏观性抽象探讨的理论成果 " 这个阶段的研究基

本上都是选取宗教性极强的典型地域 (比如印度 ! 伊朗) 来分析论证宗教与国际

政治的共存图景 " 世贸双子塔倒塌之前 , 西方学界价值研究的主要论题是宗教与

和平 ! 宗教与冲突 ! 宗教与调解 , 在价值判断上多数持积极的态度 , 对宗教抱有

极大的信任 " 众多学术研究的结论大多落脚在以下观点: 虽然宗教有引发暴力的

记录 , 但是宗教是双刃剑 , 是 / 神圣的矛盾 ., , 宗教是可 以被归置管理的 " 比如

宗教多元化就能够促进和平建设 , 因而学界和政界基本并不悲观看待宗教复苏的

景象 " / 69 11 之后 以宗教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 ,

不仅数量上极大增加 , 而且逐渐细化和深化 , 进一步加强了地域性和针对性 " 这

一时期研究者对宗教的看法和立场逐渐分化 , 除了一些人仍然肯定宗教有促进和

平方面的功用之外 , 27有不少研究谨慎地反思 , 不再过于乐观 , 甚至感慨于传统

宗教美德的衰败 , 抑或忧心于某些地区宗教复兴与宗教原教旨主义 ! 甚至恐怖主

义之间的关联 " 学者们运用经验的 ! 历史的 ! 实证的多种分析方法试图理论化全

球化时代宗教与冲突这组矛盾关系之间的来龙去脉 " 28就本文个案选择的科索沃

地区宗教状况与冲突的相关研究而言 , 也与大多数地区性研究一样 , 伴随着铁托

去世 , 冷战结束 , 科索沃战争直至科索沃独立这些节点或重大突发事件 , 而逐渐



引人瞩目 " 不论是对笼统的一前南斯拉夫地区 , 还是具体到科索沃地区的宗教与冲

突 , 现有的西方研究侧重于从有争议的 / 屠杀 0 / 种族清洗 0 是否造成人权悲剧

和外部据此施行的 / 人道主义 0 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两个角度来进行 "

(一) 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的专项研究现状

宗教不是绝缘于政治 ! 经济 ! 科学 ! 发展 ! 教育 ! 战争等等世俗社会事务

的私人化物件 , 这是被无数事实佐证的毋庸置疑的国际市民社会现实 " 2000 年

8 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千禧年论坛绽放着玫瑰色的光泽 , 各大宗教

友好共存 ! 共同创建和平的远景似乎并非海市屋楼 " 可是寄希望于宗教实现冲

突转化功能以推动和平建设的设想尚未有所建树 , 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涉及宗

教问题的暴力冲突就扰乱了全盘理想主义规划 " 面对后冷战以及后 911 时代宗

教和暴力冲突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 , 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各自的解

释框架以期推导出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 "

1 ! 既有研究的学科分野

(1) 宗教社会学角度: 西方宗教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彼得 # 伯格 (Pet er

B erg er ) 相当注重对宗教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热点的研究 , 2008 年夏初 , 伯格教

授在复旦演讲的时候就提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时代课题 , 包括伊斯兰教的

强力复兴 ! 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全球的大规模增长 ! 世

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 ! 原教旨主义和新宗教运动在主要宗教中的出现 !

世俗化的西欧和非世俗化的中欧 ! 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 ! 宗教结社方式的自由

化转变等等 " 这基本囊括了西方宗教社会学当前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交往的主

要现实研究问题 " 伯格教授认为宗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有些人群力图抗拒被同

化的工具 , 但是其代价高昂2 0 " 另外 , 宗教社会学的分支宗教经济学将教会 !

寺院类比于经济生活中的公司这样的功能单位 , 认为存在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

宗教资本的宗教市场经济 , 在某些环境中冲突和竞争都能创造更活跃的宗教团

体 " 30国内的宗教社会学相较于西方则更侧重于中国本土 , 目的是 / 分析一般

宗教问题以及中国宗教的功能 ! 组织 ! 教徒心理 ! 宗教领袖及其历史演变 0 / . ,

以强调国内主流宗教作为推进社会和谐的因素为主切入点 "

(2) 宗教心理学角度 : 依据宗教心理学的观点 , 对宗教冲突根源的解读 "

宗教是基于信仰的文化 , 信仰主体将信仰对象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 山此产

生强烈的心理定势 , 带有明显的排他性 " 一旦信仰主体认为 自身的宗教文化受

到外来因素的破坏 ,就会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 " / 2弗洛伊德认为 , 宗教是通过要

求其成员有一种群体情感来保护自己 " 密切的群体纽带是通过使一切敌对情绪

或消极情绪外化而得到维持的 " 33根据玛丽 # 乔 # 梅多 (M . J.M ea do w ) 和理查



德 # 德 # 卡霍 (R .D .K ah oe ) 5 宗教心理学 6 一书的观点: / 宗教里的许多差别

) 许多各异的信条 ! 礼仪 ! 戒律 ! 实践和态度等 ) 暗示这人类需要这些差

异 " 在给定的宗教传统内部 , 气质与人格不同 , 使多样化成为必要 0 / / " 排他

性总是作为 / 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要观念依据 0 / 5参与人类的宗教 ! 政治 ! 文

化生活 " 另一方面将宗教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在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偏见加同情模

式和面对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心理也是宗教心理学的答案之一 " 比如加拿大学者

卡列维 # 霍尔斯蒂 (K al ev i J.H ol sti ) 在其 5 和平与战争: 1648一1989 年的武装

冲突鱼 国际秩序 6 一书 中提 到 / 同情 心往往 比权力或 者领土更 加难 以安

扣" , , 二战之后世界爆发的冲突之中 , 20 % 以上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情心 0
3 6

(3 ) 宗教神学角度: 从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文本的解经 ! 释经出发研究

冲突 , 最典型的是 / 正义战争论 0 " 其实 , 从中世纪起 , 基督教在为十字军东征

找神学依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 正义战争 0 的研究 , 时至近 日能修正为一度流

行的 / 民主和平论 0 / 宗教 自由和平论 0 都可看 出此研究角度的影响之深之广 "

再比如马克 # 杰根史迈尔 (M ark Jue rg en sm ey er ) 的观点引发宗教想象迫使作出

暴力行为的善与恶之战 " 37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基于大多数宗教的神学的 , 以

三个最主要的一神教为例 , 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末 日审判的善恶之战 , 是神对

自己创造的最终目的的实现 " 在这种末 日情 环的招引之下 , 冲突方都 自认为是

占据道德正义优势的一方 , 试图将教义中的神圣审判搬到现实世界中来操作和

解决现实问题 " 迈阿密大学的库巴科娃 (Ve ndul ka K uha lkov a) 更提出国际政治

神学 (Intem ationalPolitiealTheology ) 的概念 , 认为国际关系不仅关注权力与财

富 , 还更需要关注价值观念和人类生存的意义 " 3 0宗教神学以特有的思辨模式

为宗教暴力冲突行为给出了从认识论出发的例行解释 "

(4 ) 政治学国内政治角度 : 政教关系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是宗教学者研究

的主题 , 当代西方学者对政教关系研究的典型案例就是宗教游说在国家政体中

的作用39 "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 # 葛兰西 (A nt on io G ram sc i) / 政治的立

场战争 0 概念有助于理解利用宗教牟取政治获利的行径 " / /人为简化的观点认

为伊斯兰教代表政教合一的立场 , 基督教代表政教分离的立场 , 而以色列则代

表含混的立场 " 宗教与政治以何种方式结合更具攻击性并非绝对 , 在宗教与冲

突纠缠不清的历史上 , 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 " 政治学家

莱斯利 # 里普森 (Les he Li pso n) 就认为宗教以多种方式作用于政治分层 , 成为

分裂和对抗的依据 " 一旦某一群体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 , 宗教通常会

提供组织和讲坛 , 而宗教制度化的发展使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进一步分裂; 民族

主义不过是宗教的替代物或补充 " / .



(5) 国际关系学角度: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宗教与地区冲突之间联系的理论

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为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42和文明冲突论43 " 除此之外 , 5 新冷

战: 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 6 , ,认为宗教冲突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 ,

5 宗教 , 治国术的缺失向度 6 .5和 5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6 伟等论著则把宗教视

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 , 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 宗教强大的精神权

威和伦理价值观目前正在日益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参考因

素 " 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的作用 , 西方的国际关系界学者

至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向度按照斯科特 # 托马斯 (Sco tt T hom as ) 的归纳17: 首

先是将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模式 , 基于宗教交织着封闭的核心价值判断 , 大

肆强调宗教理念和宗教本身的差异最终造成潜在和既有的冲突积重难返 " 第二 ,

宗教作为个体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是区别群体的主要识别来源 , 全球化

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 , 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了基于宗教的社会认同 "

宗教的认同比其他所有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更起决定作用但也更为排外 " 第三 ,

跨国宗教给予原本不同主权国家内的民众以相同或者相似的信仰体系 ! 道德概

念和对某些国际法规的信念 , 也正是这样的同一观念造就了泛伊斯兰主义 ! 泛

非洲主义等等的反民族主义之声 " 第四 , 宗教作为 / 软实力 0 的一种形式 , 以

跨国观念为表相冲击不同信仰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 第五 , 宗教也以跨国行为体

的表现形式 , 比如非政府组织 , 来影响国际政治的内容 " 第六 , 宗教作为文明

或称文化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与亨廷顿的 / 文明冲突论 0 相吻合 " 第七 , 在

后冷战的世界里宗教作为跨国认同共同体 , 为战胜冲突敌对方增加了理念上的

凝聚力和吸引力 " 最后一种研究向度是将宗教视为一种 / 阐释共同体 0 从而避

免了以往将现代化与宗教割离的错误判断 " 托马斯的概括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向

度 , 基本涵盖了宗教在国际冲突问题上对从国际社会到个人数个层面的影响方

式 "

西方对科索沃的研究沿袭对巴尔干半岛一贯的热衷 , 相关论著材料很多 ,

至于单独针对宗教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却远算不上充分 , 但就目前可循的研究

基本主流有偏重历史学和偏重政治学两大学科分析视角 " 抛开亲阿尔巴尼亚裔

或亲塞尔维亚裔的政治歧见不论 , 以英国波斯尼亚学院 (Bos ni an Ins titu e) 主席

诺尔 # 马尔库姆 (N oe l M al co lm ) 为代表的历史学观点认为 , 科索沃是东正教

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 , 科索沃的冲突

的祸根是从古代帝国统治下就埋藏下的 , 不同历史时期各方基于这种巨大历史

文化差异争夺优势地位造成相互攻击不断 " -,料因此 , 难以断一言科索沃究竟是属于

塞尔维亚还是归于伊斯兰世界 " 份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有三种观点5" : 其一 , 科索

沃的冲突是因为前南斯拉夫不当的民族宗教政策侵害了相应宗教群体利益 , 造



成培养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 , 乃至发展到对基本人权完全无视的相互杀戮; 其

二 , 外部主观的 / 人道主义 0 干涉加深了冲突双方彼此的误解 , 最终这一地区

走向进一步分裂; 其三 , 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科索沃问题和谈和救济难民方

面有其功绩 " 而现有对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专门介绍尽管带有深

层族群立场偏见 , 但其表现形式基本上都是从建筑流派 ! 壁画艺术和文化旅游

角度出发的 "

2 ! 既有研究对象层次区别

(l) 强调宗教个人与冲突相互作用的研究 , 借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非 # 安

南 (K ofi A nnan ) 的言论 , 宗教冲突问题 / 从来不在于信仰 , 不在于圣经 ! 摩

西五经和古兰经 , 而在于信徒 , 在于人的行为 " 0 5 .从对个人层面的研究有两种

侧重倾向 , 占据多数的论著都着重于认定精英 , 包括政治领袖人物的宗教信仰

和宗教领导人 , 都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 国内外都有关于教

宗影响力 ! 重要宗教领袖 ! 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等主题的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

, 2此外也有为数不算很多的论著从基层的或者边缘的宗教教职人员的角度侧重

研 究容易被忽视 的他们在冲突激化或者和解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秘性关键作

用 " 至于专注于个人宗教身份认同与冲突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相关研究 , 也应归

属于广义上以个人层面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 , 这类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

色彩的论述就如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一样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极受关注和推崇

的因而数量繁多 " . / 91 1 之后 , 对宗教恐怖主义个人 的研究也引发学界热议 , 比

如马克 # 杰根史迈尔的 5 从神的恐怖: 宗教暴力的全球兴起 6 5/ "

(2) 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在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传统之上

的群体性社会行为体与暴力冲突之间相互联系的代表性研究 , 主要集中于基于

信仰的政党 ! 宗教制度化教会 ! 宗教和平运动 ! 宗教非政府组织机构 (包括慈

善救援组织等) 四个领域 " 政党的宗教背景或者说政党的宗教倾向会反映到政

党的政策诉求 , 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传统右翼 / 反共十字军运动 0 0 0 , 强

大的宗教利益团体游 说推动 5 国际宗教 自由法 6 法案通过 . / " 一般西方宗教非

政府组织与冲突的研究多从人道主义救援立场来进行分析; 57而我国国内对宗

教群体性政治行为的研究略有不同 , 具体表现在基于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 , 相

对客观综合地评价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间接传教 ! 影响东道国民主形态

等等方面的潜在 目标和现实效应 " 5 0严格 说来 , 从制度化宗教的组织角度研究

宗教在冲突中运作的思路并没有跳脱出宗教研究的传统逻辑 , 然而从基于信仰

的相关团体和宗教组织角度分析宗教在冲突以及冲突解决中的积极抑或消极作

用的成果 目前似乎仍不算很多 , 世贸大厦倒塌之后西方理论界引用率较高的学

者有史考特 #艾波比 (seottR .A ppleby) , 马克 #格平 (M are G opin ) 以及大卫 #斯



莫克 (D av 记Sm oc k ) 等等 " 此外 , 还有宗教极端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恐怖组织也

应划归于宗教团体组织层面的考察范畴 " 59

(3) 近年来 , 关于宗教在国家层面发生冲突和内战时的作用的理论探讨 ,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B ar- llan u niversity ) 乔纳森 # 福克斯 (Jonathan Fox) 教授

的研究成果较为典型 , 福克斯在其多部论著里的主要观点是: 宗教为国家软实

力的组成部分 , 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重合或者叠加的 , 宗教意义上的认同

是政治国家内部群体身份认同来源之一 , 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 如

果对国家内部宗教事务处置不当则极易引发冲突 " / 0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宗教

与冲突研究还有另一部分专注于政教合一国家与武力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 , 主

要涉及伊斯兰运动之后伊斯兰国家参与的伊朗问题 ! 中东问题等等 " 目前学界

一般认为 , 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其排外性强于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 , 前者导致

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 / .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有着从无形到有形 , 从局部

到整体多重紧密的联系 " / 2

(4 ) 全球体系层次与全球宗教布局构成: 持这一整体主义观念的学者主要

分截然不同的两派 , 一派 (比如早期的彼得 # 伯格 / 3) 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的

发展整体式微 , 世界是 / 世俗化 0 的 , 研究国际政治应抛开宗教的影响而专注

于政治实体 , 虽然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西欧社会现实是相对吻合的 , 但对东南欧

宗教局势来说却有所疏离 " 反对的一派则认为当代世界恰恰是 / 非世俗化 0 的 ,

全球政治的现实是宗教的复兴 " 上帝不仅没有死 , 而且上帝还来 / 复仇 0 / / 了 "

世界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何者更有利于人类和平并没有定论: 仅就持非世俗化观

点的派别看来 , 认可宗教聚合功能的人群内部大多肯定非世俗化对世界伦理道

德的正面建构 , 从而认为世界非世俗化有助于实现世界范围的公平与正义; 但

是如果强调宗教的排他吐和传播性 , 则非世俗化可能反而加剧了冲突发生的可

能性 "

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领域在没有掺杂北约 ! 欧安会等等外部政治军

事因素干预之前 , 往往从宗教领袖和宗教人群的角度将科索沃的宗教情况放到

一前南斯拉夫的地域之内加以综合考察 " 比如波士顿大学杰拉尔德 # 鲍尔斯

(G er al d Po w er S)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波斯尼亚 ! 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 (包

括塞尔维亚 ! 科索沃和黑山) 民众的宗教差别是群体认同以及区分 / 我们 0 和

/ 他们 0 的核心来源 , 但是民族主义认同差异和对立刁 -是冲突的主要原因 , 而

并非宗教认同差异 " 他提出的建设性减少冲突的解决办法是: 宗教领袖继续反

暴力反人权迫害 ! 赞美和平 , 同时加强相同信仰民众间的宗教纽带 " / 5 伦敦大

学学院斯拉夫和东 欧研 究年轻学者戈尔兰奇鲁 斯 # 杜伊 辛格斯(G er lac hi us

ouijzi ngs )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 2000 年修订出版了 5 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 6



66 " 书中同样基本选取宗教教派 ! 宗教领袖与国家互动的研究视角 " 杜伊辛格

斯分析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间的历史与现实之后提出 , 失败的民族融合 ! 民

族国家碎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含糊不清是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 " 科索沃战争之

后 , 针一对宗教作为冲突的调解者的研究日渐丰满 " 有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专注于

对宗教情感激发和平调解的成就方面 , 这其中针对利用信仰洞见和专业技能积

极参与 ! 努力缔造和平的宗教 / 草根 0 教职人员的研究论述更为引人注 目 " 比

如 5 行动中的和平缔造者 6 一书中专门设单独章节 , 详细介绍科索沃塞尔维亚

裔兼有政治和宗教身份的著名代表人物德卡尼修道院副主教萨瓦神父 (Fa ther

Sava Janj ie) , 并生h)J 地将这位神父称为 / 数码僧侣 0 / 7 "

3 ! 现有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存在的主要分歧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观点上的主要争议基本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 宗教

对地区冲突产生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 " 宗教信条往往倡导仁爱 , 因而宗教可

以有效减少信徒们的攻击 , 并且宗教在冲突破坏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卓有成效 ,

再进一步 , 受安全阀理论的影响 ,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即便出现有宗教介入冲突

事件的发生 , 但其客观结果仍然 以缓解和释放对立紧张张力为主 " 反对观点则

认为 , 纵观人类历史 , 常常是宗教分歧本身挑起了残酷战争 " 当然这组争辩常

以折衷又两可的 / 双刃剑 0 观点告终 " 其二 , 宗教对地区冲突是否负有主要责

任 " 在亨廷顿看来宗教断裂线是识别冲突地理边界的最根本依据 , 是塑造冲突

和分裂心理的决定性因素 " 许多宗教人士也悲观地承认 目前媒体大量灌输且人

们也广泛接受宗教是冲突爆发的原因而不是冲突解决的良方之类的观点 " / /这

一类观点并不否认宗教教育客观地造成暴力合法化 , 并且将 911 视为支持此类

论调的明证 " 但不同的是 , 比如查尔斯 # 彭特兰 (C harleS Pentland ) 的观点即

从反功能主义出发 , 最终认为冲突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技术和经济增长差异 , 宗

教不过是在发展不平衡基础上所导致的局部身份重新定位69 " 其三 , 宗教对冲

突的作用方式是积极介入式的还是消极膝跳式的 " 在大多数冲突研究者看来 ,

含有宗教因素的冲突中宗教介入基本都是积极的 , 不论是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相

悖引发冲突 , 还是宗教志愿者中途加入战团 , 都是主动施为 " 而相反的观点认

为 , 宗教不过是冲突的受害者 , 所有的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行为都是因为相关

利益收到损害之后被动的消极应对 , 宗教并不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绝对强者 "

以上三方面的论点各执一词 , 难以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 , 同时也都容

易遇到削弱理论的现实经验的反驳而捉襟见肘 "

从上述宗教与地区冲突的专项研究文献综述可见 , 无论是就本文的理论研

究对象即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冲突而 言, 还是就本

文个案选择对象即科索沃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与科索沃十年间冲



突状态之间的作用 ! 互动与影响而盲一, 目前研究仍然有许多可以值得补充 ! 调

整 ! 修正和完善的方面 "

(二 ) 宗教与地区冲突的研究文献分布

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 , 以社会生活中兼具客体

性的相关场所的宗教基本功能单位为考察对象 " 需要说明的几点是: 其 一, 因

为巳前针对地区暴力冲突根源的研究有许多都对宗教因素有所涉及 , 本文仅对

以宗教为研究关键词的地区暴力冲突问题相关论著进行整理 " 其二 , 本文收集

文献的时间节点的选择限定于从冷战结束以后到 2008 年底 " 其三 , 本文检索文

献偏重于宗教与国际关系学及宗教与政治学领域 "

l ! 西文文献分布

历史上 , 大量的区域内群体间暴力冲突都难以摆脱宗教因素和宗教力量的

影响 , 在西方学术界 , 关于宗教与冲突之间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暴力冲

突与宗教之间的因果联系 ! 地区冲突过程中的宗教介入 ! 宗教与冲突后重建三

大部分 " 宗教与冲突之间何者为自变量何者为因变量的探讨力图解答的疑问是:

宗教是引发冲突的原因吗? 为什么宗教会引发冲突? 宗教引发冲突的条件变量

是什么? 由宗教引发的冲突可以预防和消减吗? 地区冲突的宗教介入将宗教力

量视为政治与军事力量交锋过程中的参与者 , 实际上是将宗教假设为政治军事

对抗引发暴力冲突这组因果变量关系里的中间变量或者条件变量 , 要回答的问

题是: 宗教介入是否应为冲突升级负责或者宗教介入是否对冲突缓解有贡献?

宗教介入为什么能够起到影响暴力冲突进程和走势的作用? 宗教介入在多大程

度上起作用? 对宗教介入加以控制的必要性有多少? 宗教与冲突后重建的关系

探讨更接近和平研究的范畴 , 着眼的是冲突后宗教和平运动和宗教力量间结构

的变迁 " 这一部分研究的变量假设是将暴力冲突终结后的社会政治局面拟定为

自变量 , 而将宗教应对行为和宗教转化结构拟定为因变量 , 其致力回答的预设

难题是: 宗教在冲突后重建过程中作用是抚慰心灵 ! 消弥分歧 , 还是预埋下新

一轮的争端 ? 冲突后重建能否屏蔽宗教的影响力?

就英文专著而言 , 根据本文作者对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的检索 , 从系统宏观宗教角度专门归纳宗教冲突根源的论著主要有: 美国天主

教历史学者 ! 圣母大学的史考特 # 艾波比所著 5 神圣的矛盾: 宗教 ! 冲突和调

解 6 70认为 , 在多元化世界里激进的宗教身份认同导致对暴力的理解是冲突发

生的主要原因 , 因为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他们无法规避暴行这一 / 神圣义务 0 " 社

会学学者马克 # 杰根史迈尔开创性著作 5 新冷战 6 7, 提 出 , 宗教民族主义者引

发暴力冲突的根本 目的是寻求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 , 最终形成的政治局面并不



会偏离西方期望的民主太远 , 而他的新著 5 全球叛乱: 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 6 72

仍维持前作的基本观点: 只要加以引导 , 宗教激进主义可以与世俗世界调和存

在 " 英国学者奥利弗 # 麦特南 (Ol ive :M cTe m an ) 5 神义的暴力: 冲突时代的宗

教 6 73认为 , 宗教激发的冲突尤其是宗教恐怖主义的普遍 目标是使宗教成为新

社会秩序的基石 , 偏激的暴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长期以来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在

世俗论者主导的世界里人为地排除原本实质存在的宗教 " 近年来在冲突的宗教

介入方面理论的研究成果应以以色列学者乔纳森 # 福克斯最为典型 " 福克斯利

用成熟的M A R 74 数据库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综观冷战后对国际安全局势两大威胁

) 宗教和种族冲突 , 他 2002 年的专著 5 二十世纪晚期的民族宗教冲突 6 75认
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只有与社会生活中的少数民族结合刁 -具备冲突潜质 , 宗

教若遇上主流民族不见得对冲突有效 " 福克斯两年之后完成的 5 宗教 ! 文明和

内战: 从 1945 到新千年 6 76提出 , 宗教即便影响冲突也只是冲突的中间变量 "

着眼于解决冲突和建设宗教和平共存的专著主要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冲突

问题学者马克 # 格平撰写的 5 伊甸园与末 日大战之间: 世界宗教 ! 暴力与调解

的未来 6 77 , 书中认为虽不能否认宗教可能导致冲突 , 但宗教更给予了建构全

球性共同体所需的可供分享的共同道德准则 , 有益于冲突解决策略的形成 " 他

另一部著作更明确地将关注重点指向中东地区 , 5 圣战 ! 圣和平: 宗教如何能带

给中东和平 6 7 /将中东问题积重难返归咎于相关个人和群体所采取调解策略的

失误 , 同是一神教的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之间基于宗教的和平新关系需要结合宗

教和世俗两条路径 " 聚焦于从教际关系考察地域性宗教冲突的代表性理论专著

有 5 宗教少数派 ! 民族国家和安全: 从巴尔干到东地中海的五个案例 6 70 , 它

选取生活在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 间的边界区域内少数派宗教族群为个

案 , 波斯尼亚学者马里奥 # 阿波斯托洛夫 (M ar io A pos to lov) 在此书中考察了

信仰交叉地带的集体暴力与国际安全问题 " 宗教与冲突化解 ! 和平重建方面的

典型性研究著作有大卫 # 斯莫克 5 战争的宗教视角: 基督徒 ! 穆斯林和犹太教

徒的军事观 6 / 0和 5 和平主义: 基督徒 ! 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非暴力与国际冲

突观 6 / .等 , 这一系列著作比较了当代基督教 !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学家与

激进分子对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的观念交锋 " 伦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

里 # 海恩斯 (Je ffr ey H ay ne s) 的 5 宗教与发展: 冲突还是合作? 6 8, 则给出了

有关发展的宗教回答 , 本书考察了活动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内那些基于信仰

的组织 , 为冲突后当地的自然可持续发展 ! 医疗 ! 教育等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

献 "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 随着研究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的热潮 , 针对宗教恐怖

主义和宗教基要主义的论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比如美国路德宗宗教学者马

丁 # 马蒂 (M art in E .M arty ) 和史考特 # 艾波 比合作主编百科全书般宏大具体的



五卷本 5 基要主义研究 6 83是目前宗教冲突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极高的学术著作 "

有关巴尔干地区 , 特别是科索沃境内东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教际关系以及

同一地域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专著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 路径一 , 主要由传统教

会主持编纂 , 通过表现受害者处境旨在谴责外部对待不同宗教群体采取双重标

准 , 比如数次再版修订的 5 十字架上的科索沃: 被摧毁与被裹读的科索沃塞尔

维亚正教教堂与修道院 6 84 , 5 天使为何降临: 从拜占庭到科索沃的东正教欧洲 6

85 " 路径二 , 用文化人类学的范式探讨科索沃族群间的文化认同 ! 宗教认同对

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 " 比如 5 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 6 正是作者杜伊辛格斯

建立在科索沃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 " 路径三 , 以军事和政治战争为切入

点 , 以政府间 ! 国际组织间外交行为为展示舞台 , 仅对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宗教

问题在暴力冲突中起到的作用略有提及 , 且也多局限于以教派宗教领袖为考察

对象 " 科索沃宗教冲突方面第三路径的研究著作最为主流 , 但往往并没有能够

深入探究信仰在科索沃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具体模式 , 也缺损对宗教学意

义上宗教本身多层面完整的分析判断 " 比如媒体人蒂姆 # 尤达 (Ti m Jud ah ) 在

科索沃战争之后出版生动的 5 科索沃: 战争与复仇 6 , 书中多次提到德卡尼修道

院 , / /但并未将其作为专门的分析单位 " 还有相隔两年后昆士兰大学亚历克

斯 # 贝拉米教授所著的 5 科索沃与国际社会 6 87 , 以及专注于后共产主义巴尔

干地区冲突的英国学者汤姆 # 嘉拉格(To m G all ag he r) 新著 5 新千年的巴尔干:

战争与和平的阴影 6 88 都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论述方向 " 应该说大量科索沃宗教

冲突著作集中于 1998 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内战之后到 2004 年之前 , 近几年相

关研究略显沉寂 ,

版热 门 "
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易一话题再次重新成为研究出

至于在期刊公开发表的英文论文 , 通过对国外期刊数据库 E B SC O 和 JS TO R

的检索可知 , 宗教与暴力冲突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下列杂志 : 5 和平研究 6

(Joum alorPeaee R esear eh ) ! ((政治心理学 6 (PolitiealPsyehology) ! 5 当今人类

学 6 (A nthro pology To day ) 及 5 宗教社会学 6 (Soeiology of R eligion ), 而较少

刊登于国际关系专业类期刊 " 其中关键词含有 / religiouseonfl iet 0 或者 / religious

vi ol enee 0 , 或者与群体间宗教冲突宗教暴力主题契合度较高的近年来相关文章

有 5 冲突解决 ! 文化和宗教: 宗教间建设和平的试行模式 6 89 5 我们因循神之

路: 宗教 ! 身份和群体间冲突 6 0 o等 , 这些论文的结论大多归结于: 虽然宗教

默感 (i ns Pi rat ion ) 是反暴力的 , 0 ,但是在多元的世界里 , 尤其是宗教断层地带

(re lis iou s fa ult lin es ) 上 , 宗教之间相互适应 ! 混居与同化之类的关系即便存

在也是极其脆弱的 , 避免宗教暴力冲突的策略在于保持不同宗教群体的政治 !

经济等社会力量间的微妙平衡 " 试 图对科索沃地区宗教暴力冲突进行研究的期



刊论文仍然集中于几个塞尔维亚一科索沃问题研究学者 , 比如蒂姆 #尤达的 5 塞

尔维亚人: 历史的香甜与腐朽之气 6 0 2 , 乔纳森 # 福克斯的 5 国际政治中被忽

略的宗教因素 6 0 / , 诺尔 # 马尔库姆的 5 古老仇恨? 6 9!, 圣母大学杰拉德 # 鲍

沃斯 (G er 盯d F.P0w er S) 5 波斯尼亚 ! 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宗教 ! 冲突与和解

的前景 6 0 5, 乔治敦大学约翰 # 埃斯波西托 (John L. Es pos it " ) 5 对科索沃危机

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 6 9 /等等 " 在针对科索沃暴力冲突的研究中涉及

到德 卜尼修道院或希南帕夏清真寺的论文有 5 民族主义 ! 暴力和调解 6 0 7 ! 5 数

字战争还是点缀事件? 因特网与巴尔干战争 6 0 /及 5 南斯拉夫的民族与教会 6 0 9

三篇 " 鉴于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建筑史上的突出地位 , 有必要提

及 5 纪念碑与罪行: 科索沃历史建筑的毁灭 6 .00和 ((民族主义和建筑: 塞尔维

亚建筑国家风格的创造及其政治意味 6 .0 . , 这两篇文章从宗教建筑遭人为损毁

的悲剧来讲述暴力对和平的伤害 "

英文文献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各类组织公布的研究报告和统计分析 , 比如美

国和平研究所 (U nited Stat eSInstitute ofPeaee) 的 ((宗教对和平建设的贡献: 宗

教何时带来非战与和平 6 . 0 2 ! 5 世界事务中的宗教: 宗教在冲突与和平中的角色 6

, " 3 , 兰德公司 (RA N D ) 的 5 宗教的冲突 6 . 0/ , 受联合国资助的 N G o 科索沃问

题独立国际委员会 (IndependentIntem ationa一C om m ission on K osovo ) 2000 年细

致的战争总结 5 科索沃报告 6 . / , , 国际危机监察机构 巴尔干系列报告中的 5 宗

教在科索沃 6 .0 /等等 " 另外还有许多大学内部设置有宗教暴力冲突方面的研究

中心 ! 机构 , 他们也发行了数量庞多的公开出版物 , 但一般以会议文集和研究

论文编著为主 , 本文就不再赘述 "

通过对贝尔格莱德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检索可以发现 , 冷战后关于德卡尼修

道院的塞尔维亚文文献除了新闻综合报道和对文化遗产的介绍性小册子 , 研究

性著作仅有艺术史专家巴尔沙 # 久里奇 (B al 弘D ur ic) 主持修订的 5 德卡尼修

道院 1941 一2005: 历史艺术考察 6 . 07一部 , 作者们倾注大量心血 , 满含激情地

赞美 / 历史珍宝的捍卫者 0 ) 德卡尼修道院 , 期盼它能获得更多的外部同情

和帮助 " 除了塞尔维亚文及阿尔巴尼亚文文本 , 还有基于联合国 ! 北约 ! 欧安

会托管国家科索沃任务区分布的动荡方面其他语种的书籍 " 比如希南帕夏清真

寺所在的普里兹伦地区 U N M IK 驻扎部队为德国联邦军提供的文本 , googl e 德

语图书搜索显示有三本相关出版物 5 科索沃模式? UN M IK 和未来托管的结构 6

, " / , 5 科索沃的人权和选举问题及 N AT o ! K Fo R 和 U N M IK 占领下的梅托西

亚 (2000 年 10 月) 6 .09和 5 维持和平: 洲 M IK 为个案 6 0 / 训 M IK (法律)川都

选取科索沃冲突特别时期临时行政的外部力量介入角度 ,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

任务性和机构针对性 "



从冷战后西方学界研究宗教地区性暴力冲突的文献综合来看 , 虽然其研究

成果在暴力冲突的宗教根源 ! 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介入和宗教参与冲突后和平

建设三个方面都各有侧重 , 但是受西方特有的信仰传统和思维惯式局限 , 目前

仍存在三个值得商榷的内容: 其一是 / 政教分离 0 的内定逻辑 " 源于西方长期

以来自认成功的政教分离经验 , 许多研究学者在关注卷入冲突中的除伊斯兰教

以外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时 , 往往先验地认定他们是 , 并且应该是与现实政

治斗争绝缘的 " 这样的心理暗示会造成两个后果: 要么人为地淡化了宗教对暴

力的鼓动 , 要么过分看高宗教对和平调解的推动能力 " 其二是当民族 ! 种族 !

文化与宗教这几组相互交织的因素同时出现在暴力冲突中时 , 西方研究倾向于

把冲突的主因和祸首归咎于世俗的因素而并非宗教 " 一方面认可宗教是双刃

剑 , 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会产生负面作用是被其他博弈中的力量利用的结果 "

这类冲突研究忙于表达对精神灵性的尊重 , 却很少拿出剖析民族主义一般的中

立立场 " 其三是在宗教冲突研究中将宗教基要主义 ! 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宗教

运动割裂开来 " 宗教基要主义和宗教现代化运动是宗教应对现实世界高速发展

殊途同归的应对策略 , 其最终目的都指向肯定和维持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

价值地位 " 西方研究存在用强化宗教极端主义对暴力冲突负有责任的方式 , 来

掩盖主流宗教运动的负面效应 , 这种带偏见的认识有碍正确看待宗教极端主

义 , 也不利于对传统宗教的全面理解 " 西方文献关于巴尔干地区冲突的研究成

果虽然颇丰 , 但大部分往往有几个极端取向: 要么怀古 , 以浓重的文艺气息 ,

从拜占庭缅怀 ! 歌颂 ! 比较到奥斯曼; 要么势利现实 , 重视寻求以整体 ! 宏观

或者强大外部政治群体的立场来审视巴尔干 , 从东方问题剖析到南联盟解体;

要么源于对大战的不安回忆而谴责发生在巴尔干或真或伪的暴行 , 最终还是回

归到对文化因素与民族行为模式的声讨 " 西方对于科索沃地区宗教性暴力冲突

的研究 , 尤其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一方面沿袭了宗教暴力冲突研究普遍的价

值局限以及巴尔干冲突研究传统的思路取向, 一方面缺少中立地将冲突对立各

方宗教 (无论是基于教会层面的还是基于信仰层面的) 作为研究主体的思考 ,

而宗教却是科索沃社会生活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 , 也是科索沃与外界交

往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

2 ! 中文文献分布

就中文文献而一言 , 中国大陆 ! 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有学者致力于宗教与地区

暴力冲突的论述 , 尽管其数量并不能说很多 " 一般而盲一, 大陆学者的研究大多

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结合起来 , 并且大多从单一宗教入手 , 其最终 目的是寻

求民族宗教和解的解决之道 " 0 2香港 0 3和台湾 0 /学者的研究大多将宗教的神学

思想融和入政治学和社会学 , 并未将宗教视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独立的世俗行为



体 , 严格说来更接近宗教学和社会学的视角 " 在科索沃问题上 , 中文文献基本

都是从新干涉主义角度切入的 , 迄今未见集中研究所在地为巴尔干地区或科索

沃地区的具体宗教类别 ! 宗教团体 ! 宗教个人 ! 宗教寺院与地区暴力冲突的专

门著述 "

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 0 5的检索 , 中文宗教冲突相关综合性专著只有两部:

台湾问题学者辛旗 5 诸神的争吵: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6 0 / , 以及中国政法

大学曹兴教授的博士论文 5 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 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

录: 民族宗教冲突出路的反思 6 0 7 " 前者以诗化的语言阐明西方基督新教商业

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冲突是宗教争端的根本 ,

后者认为中国民族宗教和谐的经验可以为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所借鉴 " 王志

平主编的 5 硝烟中的沉思: 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6 0 0是国

内不多见的宗教冲突领域综合性编著 " 港台地区宗教冲突的著作有香港中文大

学黎志添主编的论文集 5 宗教的和平与冲突 6 0 0 , 香港吴天安牧师 5 宗教 ! 暴

力 ! 和平 6 .20 " 台湾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学者往往立足本国本土 , 比如郑弘岳

的社会学博士论文 5 中国历代的宗教冲突:一个冲突社会学的考察 6 , 林本炫 5 台

湾的政教冲突 6 .2 . " 就宗教冲突专著的研究个案选择而一言, 中文文献研究的兴

趣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地区 , 关注 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当代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

突的论述并不多 , 主题 比较接近的仅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余建华研究

员的博士论文 5 民族主义 ! 国家结构与国际化 )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 6 . / 2一

部 " 其他的科索沃 问题著作多从历史和大国政治角度加以分析 , 比如中国社科

院历史学者马细谱的 5 巴尔干纷争 6 . / 3 , 民族问题学者郝时远的 5 帝国霸权与

巴尔干 / 火药桶 0 :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 6 .2 / , 王逸舟主编的 5 单

级世界的阴霆: 科索沃危机的警示 6 .25 , 北京大学国际共运学者孔寒冰 (孔凡

君) 5 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 6 .2 / , 淡江大学谢福助 5 新干涉主义:

科索沃案例议题研究 6 .27 " 香港出版的俞利编著 5 台湾井科索沃 6 .2 / 以美国和

北约的科索沃战术对比台海军事未来 , 虽然与宗教议题距离较远 , 但却丰富了

科索沃研究的战略意义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翻译出版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政治系的 5 科索沃问题 6 .2 0 , 该课题组在对科索沃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 总结批

判 1999 年科索沃危机至 2005 年联合国启动科索沃未来地位问题谈判七年时间

国际社会对科索沃成效甚微的干预 , 反思了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策略 " 国内与宗

教和暴力冲突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复旦大学徐以弊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0 和国家社科基金 / 宗

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0 项 目; 北京大学张志刚主持致力于研究世界宗教冲

突加剧形势下宗教多元化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当代



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0 "

公开发表的中文论文方面 , 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30 的检索 ,

结果显示 , 时间节点设置在冷战之后的兼有以 / 宗教 0 与 / 地区冲突 0 或者 / 国

际冲突 0 为题目或者主题词的重要期刊论文主要有: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张志刚

教授 5 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 ) 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

深层影响 6 .3 . , 山西大学政治学系梁丽萍教授 5 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 6 .32 ! 5 当

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6 .33 , 复旦大学张家栋 5 当代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 6 . / 4

等 " 这些文章都从宏观的角度对宗教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做出了解释 " 另外还有

部分研究论文集中在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或者印巴之间的冲突以及东南亚地

区的宗教冲突进行探究 ,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吴云

贵的 5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 6 .35 , 亚太研究

所的朱明忠研究员 5 宗教冲突是影响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 6 .36 , 上海外国语大

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 5 全球化背景下清真寺功能评估 6 .37, 西北大学门文

虎博士论文 5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6 .38 , 北京大学东语系

吴杰伟教授 5 属灵的冲突来自属物的冲突 ) 东南亚宗教冲突初探 6 .3 0等十余

篇 "

根据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检索 , 与科索沃地区冲突和科索沃宗

教有关的论文与中文论著的情况相似 , 大都集中于新闻性报道综述和历史性介

绍回顾 , 理论的研究文章有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教授 5 科索沃战争后的巴尔

干 6 .40 , 余建华的 5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与冷战后国际关系 6 . / . ! 5 南斯拉

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6 .42 ! 5 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6 .43等 " 这些

文章的重点多是结合了宗教因素对前南地区民族团结和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

宗教政策进行述评 " 大量科索沃研究论文集中选择从地缘政治角度与霸权主义

分析 1999 年科索沃战争 , 比如马细谱的 5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的军事干预 6 .44;

2008年科索沃独立之后一些论文将研究方向转向科索沃分裂独立行动对大国关

系 ! 地缘政治的影响 , 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的 5 科索沃 / 独立 0

折射出国际斗争的深层问题 6 .45等等 "

客观地看 , 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冷战后宗教暴力冲突尤其是巴尔干科索沃地

区的宗教暴力冲突学术研究算不上充分 , 许多著作仅停留在新闻综合性质层面 ,

即便有案例分析也多从米洛舍维奇这样极受关注的重要政治个人或者重大战争

突发事件着手 " 鉴于巴尔干地区对欧洲乃至亚欧大陆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宗

教冲突频发的现实 , 目前的国内相关研究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首先对宗教和民

族主义 ! 宗教民族主义进行细化区分 , 进而厘清作为民众社会政治生活中主体

身份的宗教和权力政治霸权争斗战争冲突中客体身份的宗教之间的差异 , 继而



超越对形成宗教性暴力冲突模棱两可的根源性分析 , 最终还原暴力冲突前后宗

教不同于其他政治因素生动的行动特质 , 这一也是本文尝试接近与实现的目标 "

三 ! 概念界定与辨析

暴力冲突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出现频率极高的现象 , 宗教信仰是人类对社

会生活进行精神反思的体现 , 世俗与非世俗的环境并没有绝对的分隔屏障 , / 凯

撒的归凯撒 , 仁帝的归上帝 0 . / /到今天仍然还是理想状态 " 宗教与国际政治非

但无法隔绝 , 反而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竞争落幕宗教的作用和影响愈加彰显 "

尤其是当不同地域 ! 不同信仰的民众团体以成规模的暴力形式表达抵制 ! 抗争

和示威的立场 , 用破坏性的冲突活动以期实现政治利益诉求仍然属于不可回避

的国际政治现实问题的时候 ,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中如果仍然把研究的[)J 光

停留在感性地 ! 抽象地谈论笼统而言的宗教对国际政治 ! 对暴力冲突的影响 ,

或者宗教与国际政治 ! 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这样宏观性描述的层面 , 总不免

让聆听分析的求真者们和渴望操作的行动者们觉得有些隔靴搔痒 ! 鞭长莫及 "

本文试图从学理上思考与回答: 宗教的领域里是否存在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特别

是冲突性交往过程的最基本行为单位? 这些宗教性质的功能单位与群体间暴力

冲突循环之间是否存在规律性的行为轨迹模式? 宗教功能单位对区域内群体的

冲突产生 ! 持续或者终结能发挥何种程度的推动力? 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 本

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宗教与冲突 , 为了力求准确认识和探究宗教功能性行为单

位与群体间暴力冲突确切的关系结构 , 有必要对于本文将要涉及到的宗教 与冲

突两大宽泛的概念系统进行细化界定 "

(一) 有关宗教

本文以国际政治专业的角度考察宗教功能单位在地区暴力冲突中的行为表

现 ! 社会互动和交往规律 , 据此本文中所指称的宗教概念基本不照搬或者说不

偏重宗教学分支宗教哲学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和宗教的哲学 (religious

phi fo so phy)领域的定位 , 并且与强调宗教社会行为关系的宗教社会学(soc io fo gy

" fre lis io n) . / 7的定位在严格意义上也有所差别 " 广一义地讲宗教是人对 自身存在

和 自然终极奥秘的深层思考 , 宗教包括人类在信仰中的 / 生活 ! 体验 ! 思索 !

感悟 ! 行动和见证 0 .4 0 " 国内吕大吉八十年代将宗教定义为 / 关于超人问 ! 超

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 , 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 , 是综合这

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 ! 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 0 . / 9 , 进一步阐明了他被

我国宗教学界广泛接受和讨论的 / 宗教四要素说 0 .50 " 宗教社会学先驱涂尔干



(Em ile D ur khei m ) 认为宗教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范畴: 信仰和仪式 "

也就是说, 宗教是必须将 / 神话 ! 教义 ! 仪式和仪典 0 各部分综合加以考虑的

复杂体系 " 0 .但是传统人文学科对宗教的理解和定位和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宗教

并不完全重合 , 尤其是在存在冲突性宗教竞争和对抗的地区内, 宗教的角色更

加错综复杂 " 在这些地区 , 宗教的基本行为单位往往在承载保守的宗教义务的

同时 , 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 , 都还或多或少地践行着隐性或显性的国际政

治参与 , 并由此对地区局势产生相应的影响 " / 宗教介入 0 和 / 宗教功能单位 0

是本文在一般性宗教体系里必需要重点途释的两个概念 " 需要说明的是 , 宗教

在本质上涉及超越人类经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 同时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

组成部分 , 是一种客观存在 , 针对宗教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主体与地

区暴力冲突的考察并不宜涉及对宗教信仰本身的价值判断 , 换宕-之 , 是否是一

神教 ! 是否倡导神权政治等等宗教类型上的特征差异都不应作为是非判断的依

据 " 这是本文探讨宗教介入概念限定的基本前提 "

l ! 宗教介入

从时代背景上看 , 伴随 / 宗教全球复兴 0 .52环境 , 宗教更大程度地介入国

际政治; 从后果来看 , 很多时候宗教介入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更容易被政治界

注意到: 比如宗教教法对信众的压制 ! 宗教与恐怖主义的瓜葛 ! 宗教的极端政

治倾向甚至宗教可能对异教群体的迫害 , 直至文明冲突的爆发 " .53本文指的宗

教介入 (religious involvem ent) 主要是宗教的政治介入 "

/ 宗教介入 0 有一组涵义相近的英文词汇 , 分别是: religiousintervention ,

religious interfe renee , religious involvem ent和 religious engagem ent, 含义上有

细微差别 , 宗教介入国内政治的途径主要是宗教利益团体游说和引导政治领袖

和政治机构的态度取向 , 和宗教行动主义者实质性政治参与 , 从而影响国家内

政外交政策 " .54当然宗教在国内的政治介入其必要条件是宗教或者宗教文化在

这个国家里有重要地位 , 比如世俗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各国政府内的宗教介入效

果就不如非世俗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 " 一般认为 , 宗教对

国际关系发生影响主要有两个依据: 其一是依托机构 , 其二是依据教义思想 "

宗教介入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政治生活的路径依此可以大体分为有形和无形两

个维度 " 一方面 , 宗教依托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和外在的宗教行为从具体化并且

有形的社会存在维度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地区安全; 另一方面 , 宗教以宗教观

念 ! 宗教意识的形式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 ! 群体乃至国家 !

区域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

宗教介入有两大特点: 其一 , 宗教的政治介入因为附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

并且考验各方信仰上的虔诚度 , 从而与其他利益团体的政治介入区分开来 " 在



宗教介入的主体承载了民族历史文化象征 , 或者扮演了权力斗争的受害者角色

的情况下 , 这一特征就更加凸显 " 其二 , 宗教的政治介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政

治参 与概念也有不同 " 在现代 民主政治框架中 , 政治参与一般表现为普通公民

或团体在体制内的合法政治行为 , 其 目的是影响政府政策操作 " 虽然也有学者

主张广义上的政治参与应 该包含所有试图影响政府的行为 , .55但暴力 ! 暗杀 !

叛乱这类挑战政治权威的体制外非法行为既不属于政治生活的常态 , 也因为一

旦归入讨论范围造成界定外延的无限扩展而丧失其学理意义 " 本文涉及的宗教

介入其目标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威权政府 ,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统治力较弱 !

国家动荡不安的地区 , 宗教凭借本身的跨国属性超越国内舞台直接试图并且也

有能力影响重要的国际间 ! 区域性对 该地区和影响力辐射地区组织机构的相应

政策偏好 "

然而目前对宗教介入的国际政治研究有三个局限因素: 其一 , 并没有可以

充分解释宗教介入的现成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 其二 , 国际关系交往中宗教介入

的具体影响力常常取决于宗教行为体对认可度更高的 / 软实力 0 运用的能力 "

其三 , 全球化语境下 , 不可回避的都市化 ! 工业化趋势不断地侵蚀着宗教赖以

生存的传统价值土壤 " 这一转变的后果对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往往意味着宗教的

进一步世俗化 , 但在发展中国家 , 宗教安抚了发展落后导致的失落感 , 宗教反

而大举复兴 " 对后者来 说 , 宗教介入加大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 对暴力冲

突过程中的宗教介入 , 西方学界主要选择围绕宗教基要主义 ! 宗教恐怖主义和

/ 文明冲突 0 三个层面展开论战 " 0 /

2 ! 宗教功能单位

本文的主旨是要研究人们熟知的最贴近基本信仰生活的宗教 , 并且分析这

种最传统和最基础的宗教具体化的功能单位 , 在地区性涉及宗教性质的群体暴

力冲突事件发生 ! 持续以及缓解过程中所选择采取的非孤立性 出现的应对或者

主导行为 , 并尝试对之作出解释 "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 , 宗教参与国际政治生

活 , 特别是冲突性的政治社会生活中 , 最基本和最传统的行为主体就是本文所

指称的 / 宗教功能单位 0 "

宗教在国际政治生活 ! 国际关系领域里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 宗教在冲突中

的角色定位 尚有争议 , 对暴力冲突前后的宗教行为主体和基本功能单位进行界

定并且尝试具体分析这种功能单位的表现便很有意义 " 除了从文明和文化角度

的一认定 , 在近年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 , 西方学者一般将宗教视为国际

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 , / 跨国宗教行为体 0 (tran snat ional:eligious acto:) 0 7是

跨国市民社会的必要参与者 " 大量研究所针对的所谓冲突中的宗教行为体事实

上可以分为两个极端倾 向: 要么就把谴责引发暴力冲突的矛头不加细分地指向



宗教恐怖主义 , 要么就认为平和的宗教行为体 , 尤其是宗教领袖和宗教慈善机

构 , 都能够对转化冲突 ! 建设和平作出贡献 " 宗教极端主义 ! 宗教恐怖分子 !

宗教领袖个人 ! 宗教慈善机构等等这些行为体都存在参与宗教性地区暴力冲突

的可能性 , 但既有的冲突研究中缺失了对传统意义上以教堂 ! 清真寺 ! 庙宇 !

会堂为基础载体的宗教基本功能单位这一层面上的宗教行为体 (re hgi ou s ac tor)

的界定 , 而事实上地区暴力冲突中的宗教功能单位是左右动荡社会秩序转化进

程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 " 本文所定义的冲突中的宗教基本行为体即 / 宗教功

能单位 0 , 它既可以是最神圣的灵性表达平台 , 也可能是产生不宽容和仇恨情绪

的基地; 它既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 , 也可以是和平的缔造者 , 具有神圣的两面

性 "

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有鲜明的实证主义 ! 结构一功能主义和国家

主义立场 , 华尔兹将所有类型的行为体 (包括国际组织 ) 简化为国家行为体 ,

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唯一的基本行为体 , 将对国际机构有实质性影响的大国视

为单元 , 而单元的排列 ! 单元功能的差异和单元实力的分配三者结合组成了国

际政治系统的结构 " 不同宗教和宗教行为体的性质差异和等级差异都很大 , 因

而在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很有必要划分出基础的 ! 正统的 ! 抽象的和适用面广 !

解释性强的分析单元 , 而本文正是试图将宗教功能单位这一基本机构单位作为

研究对象 " 大多数现代宗教内部都存在一个等级结构 , 宗教行为体从功能和规

模上分常常是教派 ! 组织 ! 机构等等 , 但是有些宗教内部包括不同宗教之间和

不同宗教行为体之间是无管制的 , 这一特质和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结构非常相似 "

结合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对基本单位的定义 , 为了更好地更客观地调研取证和

量化统计以及相互对照 , 本研究综合抽取 / 宗教功能单位 0 作为本研究基础分

析单位的名称 , 而对宗教功能单位要加以细致界定 , 增强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

宗教功能单位的核心定义是: 拥有固定实体的礼拜与静修处所 , 以布道 ! 说教 !

传播宗教文化 ! 举行宗教仪式为基本职能 , 信仰超自然实体 , 开放性的行为体

单元 " 它包括不可迁移的宗教场所 ! 所秉持的精神信仰及其激发的伦理价值观 !

举行的膜拜仪式 ! 内部的教职人员 ! 影响力辐射的信众群体 ! 与外部相关组织

机构的宗教性联系 , 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复合的 ! 工具性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 "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 这成为宗教功能单位的政治行为是符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性矛盾统一的选择结果 " (具体论述详见第一编第一章) 本研究选取的宗教功能

单位个案 , 是科索沃梅托西亚地区一所著名的东正教隐修院和一间当地最大的

伊斯兰教清真寺 "



(二) 有关冲突

冲突有三个纬度的状态: 观念上 ! 价值观角度的对抗 ! 攻击性行为以及群

际间关系上的交换障碍 " -汹观念上的对抗是指在同一环境下自身获取的规则 !

日标 ! 价值判断与他者相左 , 沟通和宽容是缓解意思冲突的方案建议 " 仿佛遵

循终结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行为要有强有力的外部管理和压制 " 群体间差异 ,

社会分层的不公等等带来的群际关系上的隔离和互动障碍的调解 , 需要健康有

序的群体间流动 " 一般而启一, 冲突指的是 / 某一可认同的人群 (不论是部落 !

种族群体 ! 具有相 同语 言的群体 ! 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 ! 宗教群体 ! 社会经济

群体 ! 政治群体还是其他群体) 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

群 , 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互相抵触或者看上去相互抵触 0 -59 " 冲突社会学者

刘易斯 # 科塞尔 (Lewi 5 A. Coser) 对冲突的定义是 / 有关价值 ! 对稀有的地

位的要求 ! 权力和资源的斗争 "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破坏以致伤害对方 0 .阴, 他

们 / 在由于不满意现状而联合在一起的限度内构成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 0 .6 . "

冲突产生和重复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战争 , 战争的爆发一般涉及到政府的决策 ,

而冲突出现的动源更为多元 "

1 ! 地区暴力冲突

冲突存在于所有社会中 , 无论这个社会运转良好与否 " 即便是表面上看上

去稳定 ! 平和的社会中也会存在各种冲突 , 无非是烈度上有所差异 " 按照三个

纬度冲突状态的划分 , 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指向暴力行为 , 在大多数语境下 ,

冲突仍然处于潜在隐性的水平 "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反复出现持续性群体间攻击 !

伤害 ! 破坏行为的社会冲突 "

暴力是指在群体成员协同互动过程中对他者实施 肉体 ! 经济上直接和短期

的物质性伤害 " 按群体成员的协同度划分 , 暴力 自身有从高到低类型差异: 竞

争的仪式暴力 ! 表现为强制手段的集体攻击破坏 ! 追求遭到禁止 目的即时伤害 !

攻击对方财产的小规模战斗 ! 个人破坏性互动 ! 在参与非暴力活动中的秘密攻

击 以及潜在暴力方式的威胁 " .62此外 , 地区暴力冲突概念中的暴力显然不是指

个人之间的争斗 , 不论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者还是被攻击的受害者都应是两人以

上的协同者或者群体的符号象征 "

地区研究在二战之后出现和发展 " 地区的概念包含政治实践和相互依存两

个模式 , 地区既被嵌入全球化世界体系的进程 , 又有着国际进程打破现有国家

边界后 与霸权国家 ! 地区核心国家 ! 较小国家 ! 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

联系 " 地区的定义广义上讲包含传统地缘政治的物质主义定义 ! 批判地缘理论

的理念主义定义和行为主义理论定义 " 在对地区形成的评判逻辑上本文的地区

概念同卡赞斯坦的观点相类似 , .洲综合了地缘地理层面的划分 ! 政治因素整合



的造就和政治实践重塑三种地区秩序理论视角 , 但本文分析的地区实际上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洲际大陆划分 " 不管是巴尔干还是梅托西亚 , 这些概念本身就

不单纯是地理词汇 , 严格地说它们所代表的所谓地区更接近文化的过渡区间 ,

是地缘基础上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的民族 ! 宗教 ! 文化交汇区域 , 并在

人们社会 ! 政治生活实践中不断重构和进化 "

基于以上分析 , 本文中地区暴力冲突的概念为: 在地缘上被政治实践所建

构的认同交汇区域内 , 为争夺竞争性利益 , 群体协同互动造成对方物质性伤害

的对抗行为和状态 "

2 ! 宗教性的地区暴力冲突

定义一场暴力冲突的宗教性质 , 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对于种族冲突

性质的界定逻辑 . / / , 则 / 如果参与冲突的行为者或者群体认为他们或者对方使

用了宗教标准 0 那么这场冲突就可以被认定具有宗教性质 , 是为宗教冲突 "

依据国际关系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观点 / 以权力界定利益 0 .65, 这一逻辑

也可适用于宗教利益的界定 " 宗教利益或可理解为教士和普通信众两个群体的

权力 , 而这里的权力既包括信仰上的影响力 , 也涵盖社会 ! 政治 ! 经济生活中

的影响力 " 科塞尔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 , 但如果扩大其社会

冲突定义的应用范围到属于社会间活动的国际政治领域的地区层面 , 涉及宗教

因素的地区冲突就本文而一言意味着: 在某一地区范围内 , 认可同一宗教的群体

为了追求宗教资源和谋取宗教利益而有意识地伤害 ! 消灭其他宗教认同群体的

相互斗争 " 宗教资源分为物质性资源和情感性资源两部分 , 前者包括宗教信仰

群体 ! 宗教场所 ! 宗教捐赠等 , 后者包括情感上和文化上的认可 ! 同情等情绪 "

四 ! 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研究的意义

谈到主流国际关系界对宗教与暴力相关性认识的提高便不得不提及 9.11 "

9.n 恐怖袭击事件的转折性关键意义在国际关系界有两个共识: 其一 , 非国家

行为体的暴力破坏行为对一个强大的主权国造成巨大的伤害 , 因此挑战了国家

刁一是国际交往主要行为体这一保守认识; 其二 , 美国两百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外

部打击 , 美国大陆可 以借地缘优势绝缘于外部攻击威胁的安全神话破灭 " 世界

从此没有绝对安全的地域 , 所有世界政治主体都存在潜在的被侵犯的可能性 "

宗教激发的 9.11 政治暴力对国际冲突的意义在于将被全球化恶化了的国际权力

分配不匀的负面效应推到前台 , 引发了新一轮对国际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 " . / /

人们日益认识到 , 不论是信仰层面的宗教 , 还是操作层面的宗教 , 在许多情况

下都参与或者卷入了群体间对抗性暴力冲突 " 宗教在冲突的认同政治和现实主

义政治角度都有所作为 " 从国际政治学科视野分析宗教具体的功能性行为体在



国际交往中的极端表现之一 ) 暴力冲突型政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

及其效用 , 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开拓了一条传统而有新意的研究路径 , 对于

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

(一 ) 论文的观点与创新点

基于上文对现有研究现状的文献分析 , 就本文的论题 / 宗教功能单位及其

对地区暴力冲突的影响 0 而 言 , 本文有 以下创新观点:

一 ! 论文的观点

本文的基本观点: 现代性国际社会环境下的宗教功能单位是依据信念的绝

对道德和责任的实用道德相结合进行理性选择的主流政治行为体 " 以近年热度

较高的巴尔干科索沃地区冲突为例 , 在该地区长期族群对抗暴力冲突频发的外

部格局下 , 宗教功能单位为保护与发展自身宗教圣地 ! 信仰人群与信仰体系 ,

其行为和表现与冲突结构的演进和缓和局面的实现互为因果 , 从而推动地区政

治的发展变化 " 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 , 为减少宗教性质的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

概然律和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 宗教功能单位可以采取的行为是 自我调节 ,

包括尝试限制自身行为和转变自身过激政治属性 , 以及参与和接受有助于地区

安全的调解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群体聚合 "

二 ! 论文的特点

1 ! 宗教因素与国际关系的结合: 本论文依托徐 以弊教授领导的 / 宗教与国

际关系 0 以及 /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0 两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项 目 , 本研究利用丰富的交叉学科学术资源 , 致力于对最典型也最普遍和最传

统的宗教功能单位涉冲突地区之宗教活动场所 ) 修道院以及清真寺的角色地

位以及与冲突格局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

2 ! 详尽细致的个案分析: 本论文充分利用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 ! 国际危机

监察机构 ! 联合国安理会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 普里什蒂纳大学伊斯兰

教研究系等等专门机构详尽的文献和数据材料 , 整理和分析从 1999 年 6 月科索

沃战争停火以来 , 到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十年间的同一区域内一所修道院和

一座清真寺与地区冲突有关联的内部运作 ! 外部表现和对外行为 "

3 ! 源于时效性的重大政策意义: 以巴尔干地区具典型意义的纠结于宗教分

歧的科索沃冲突为研究个案 , 由于 2008 年 2 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而带来众

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 本文将两大对峙宗教双方的最基本宗教功能单位进行 比较

研究 , 旨在得出时效性且具政策意义之研究成果 "

三 ! 论文的创新点

1 ! 本文认为以教堂 ! 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功能单位有其利益诉求 , 但不是



一般认为的简单世俗与非世俗意义上的分别 , 而是具有与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判

断持类似的逻辑 , 分为核心利益 ! 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 " 当核心利益没有

保障的时候 , 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就不是宗教功能单位对外行为的考虑重

点 "

2 ! 本文同意齐美尔和科塞肯定冲突具有社会聚合作用的社会冲突理论 , 本

文认为社会冲突理论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地区暴力冲突格局下 , 同样具有其

适用性 " 冲突的外部形势使得宗教功能单位对外行为分为内部聚合和外部聚合

两种模式: 前者指对抗 ! 攻击 (包括言论上的) 敌对方 , 美化本群体地位 , 以

此来团结相同信仰相同地域的群体 , 实现内部聚合; 后者指通过探求利益共通

点来寻求合作机遇 , 淡化争论议题 , 扩大可能的联盟边界以实现外部聚合 "

3 ! 不同于罗德尼 # 斯达克基于宗教市场概念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 本文认

可宗教行为可以是理性行为 , 但是认为应如彼得 # 伯格所分析的那样 , 宗教行

为体 , 包括本文侧重的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选择更多地符合马克斯 # 韦伯 (M ax

W 匕be r) 所区分的价值理性 , 而不仅是市侩气息浓重的工具性功利理性 " 同时 ,

本文也不同意彼得 # 伯格出于价值理性难以衡量的角度就否认宗教理性行为的

观点 " 本文认为 , 从世俗角度看来超然的宗教一旦卷入切实发生的冲突性的政

治生活 , 那么宗教最基本的功能单位就会表现为理性行为体 , 其在冲突过程及

构建和平的过程中的行为就会矛盾地符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的要

求 "

(二) 论文的研究意义

一 ! 学术意义

1 ! 将宗教功能单位这一研究对象视为理性的行为体 , 避免了一味强调宗教

软性文化的阐释性 , 而放弃宗教可能的客观科学这种暖昧不清的研究思路 " 试

举一例 , 有的宗教理论强调 / 幸福是上帝的给予 , 灾难是上帝的惩罚 , 残忍是

上帝检验我们的信仰 , 此外的情形归于上帝的神秘 0 , 而这样的含糊论述实际上

妨碍了研究者得出有益的预测 "

2 ! 有助于理清混乱的冲突局势与宗教基本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 " 宗教因素

往往被视为冲突的原因 , 相关研究汗牛充栋 , 但从宗教最基础的功能单位 , 比

如修道院 ! 清真寺的角度来说 , 宗教基本单元却和冲突的局面之间有着互为因

果的关系 , 虽然这里的因果关系并非决定性的 , 但应 该是概率性的 "

3 ! 为和平 问题研究提供了微观宗教的分析视角 " 宗教兼具微观和宏观两个

向度 , 但是 目前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还多数采用了以笼统的 / 宗教 0

作为研究的对象的做法 , 即便得出了成形的理论也会由于过于宽泛而难以得出



可控制的操作建议 " 冲突研究视宗教为不安定因素 , 神学研究视宗教为安全要

素 , 这两种研究都流于片面 "

4 ! 还原宗教 / 软硬兼备 0 的安全特质 " 不同现代性的国家的宗教安全观有

着巨大的差异 , 许多西方国家将宗教安全归入软实力的范畴 , 用软实力理论解

释之;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严格看待关系到国家主权完整的宗教安全问

题 , 将之归入传统安全的管理控制范畴 " 本研究认为宗教安全既可以归入软实

力范畴 , 也可以归入传统安全的管理控制范畴 "

5 ! 设定宗教功能单位这一概念工具实质上是为了探讨的宗教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 , 不论是弱国家强宗教还是强国家弱宗教 , 宗教作为 / 社会的子系统 0 和

/ 人类信仰的社会建构 0 . / 7都会置身于某一社会 , 也在 该社会中体现影响力和

表现价值 " 卓新平教授认为宗教社团组织于中国社会之中应作为 / 完全 自由的 !

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 0 , 其身份定位是 N G O 和 N PO , 另一方面 ,

国家政府亦可以对宗教社会机构加以管理和引导 " . / 8他的观点事实上证明了宗

教团体在中国也可以具有相对独立性 , 有其 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 " 李向平教授

对中国的宗教团体组织 ! 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研究总结为以下方面: / 宗教组织

的运行机制 ! 内部的领导成员 ! 成员资格 ! 权力结构和制度 ! 组织环境与组织

资源等等 0 , 进而认为不同的宗教团体虽然信仰体系不同 , 但其 / 作为宗教性社

会团体的组织活动及其与政府 ! 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却大致相同 0 " . / 0

这两位学者都认可新时代下的中国宗教既没有高于国家上层建筑 , 政府行政管

理上也并没有对宗教施以 / 单一色彩 0 0 0 " 由是观之 , 从宗教和社会密切相关

的属性上说 ,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 宗教功能单位概念定位和使用都将有其普

遍意义 "

二 ! 政策意义

1 ! 社会矛盾和冲突积重难返的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 , 是宗教冲突 ! 种族民

族关系紧张与分离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典型区域 , 因而对有相似处境的国家和地

区来说都有放大效应 , 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可见一斑: 自科索沃宣布独立后 ,

外部世界在是否承认科索沃独立主权国家地位问题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方 "

2 ! 对广大包括中国在 内的非西方国家而言 , 跨国宗教所削弱的目前实际上

还不是国家主权的原则 , 而是世俗的民族国家 " 本文通过对地区冲突与宗教功

能单位的研究 , 来了解和掌握境外涉宗教因素的冲突局势影响国内政治的问题 "

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 / 分水岭 0 . 7 . , 因而东西方对疏理宗教与国家安全间关

系的尝试不尽相同 " 综观中国宗教的整体结构 , 中国宗教的宗教性与世俗性高

度融合 , 挟着模糊了界限的伦理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72多民族多

宗教的中国在历史上始终面临处理宗教问题以维护国家统一完整性的考验 , 全



球化和信息社会在给予古老中国更多的便利的同时 , 也带来外部宗教的些许影

响 , 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因此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

3 ! 在意识形态分歧不再是争端的罪魁之后 , 分析重要的宗教身份认同在冲

突层面上的国际意义 " 两大阵营对峙结束 , 以往通过军事部署保持力量均势的

传统概念将不得不被更为微妙的合作概念所取代 .7 / , 传统安全不再是国家政治

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 而宗教因素则随之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环 " . 74意识

形态神话的破灭造成民众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缺失 , 宗教伺机而入 , 或者说卷土

重来 , 并逐渐成为主宰人们政治认同的一大重要因素 , 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变故

被广泛认同和重视 , 却是缘于血腥暴力的地区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 " 90 年

代之前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逐渐让位于基于信仰的宗教认同 " 但这种

源于宗教认同的冲突取代阶级 ! 意识形态认同却将两级格局长期保持的冷和平

僵局打破 , 造成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切实发生的地区宗教冲突 .75 " 宗教的意识

形态取代世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现象昭示着政治宗教化的滥筋 , 政治家们也发

现利用和强化宗教情绪是有利可图的 .7 / "

4 ! 在全球化环境下 , 存在宗教介入的地区暴力冲突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欠

发达的国家发生在 , 经济发展迟缓 ! 政治统治乏力 ! 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等所谓

/ 失败国家 0 中 , 宗教给身份迷茫的民众提供了心灵平静 ! 精神提升和群体归

宿的源泉 " 了解宗教基本功能性单位在冲突过程中的作用和有效性 , 对帮助 !

推动失败国家的发展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

(三)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现有研究方法上讲 , 针对宗教与暴力冲突的分析方法主

要有实证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两种 " 宗教因为牵涉个人信仰 , 有许多心理 ! 社

会因素掺杂其中 , 因而较难取得统计分析数据 , 而且数据的准确性也总是被质

疑 " 目前 , 虽然以统计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有了很多的进步 , 但是历史哲学的

方法仍然是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径路 " 本文尝试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进行实证研究中的案例研究 , 文献分析 ! 有限样本统计 ! 采访 , 采用将理论分

析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

首先 , 跨学科的研究思路 " 本文的研究课题涉及国际政治学 ! 社会学 ! 宗

教学 ! 人类学 ! 历史学 ! 哲学等众诸多学科 , 因而本文拟从一种跨学科的视角 ,

主要吸取国际关系认同和冲突理论 ! 社会学社会冲突聚合理论和宗教学理论 ,

将它们结合起来 , 努力体现交叉学科在解释力上的综合优势 "

其二 , 历史 ! 理论和策略分析的结合 " 考虑到宗教问题的特殊性 , 本文的

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哲学的 , 本文的理论分析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 对研



究对象的行为决策偏好进行分析 "

其三 , 案例研究 " 本文选取地区暴力冲突中的宗教功能单位儿个典型的个

案 , 即一个时期内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内部梅托西亚地区暴力冲突中最基本和

最传统的两个对峙宗教功能单位为深度研究的个案 , 专注于研究其属性 ! 行为 !

互动 以及张力变化和对冲突的影响作用 "

其四 , 样本统计 " 本文尽量参考权威性的数据资料来分析宗教功能单位及

其对地区暴力冲突的影响 , 本文资料有两个主要来源: 首先是档案文献 (包括

文件汇编 ! 社会精英相关人士笔记评论回忆录 ! 有关组织机构报告等等); 其次

是网络数据库 (比如国际危机监察机构 ! 美国兰德公司 ! 教会组织等提供的网

上数据库 ) "

其五 , 访谈书信: 本文作者访问了数位国内外宗教研究方面的学者 ! 神学

研究者 , 更幸运的是本文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涉及科索沃宗教和地区冲突

的几位重要的相关人士 , 其中包括中国派驻科索沃的联合国维和警察 , 德卡尼

修道院的萨瓦神父 , 他们耐心细致的回答是本文难能可贵的真正第一手材料 "

此外 , 本文还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有关采访内容 "

本文的研究对象在时间上截止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的 2009 年 9 月 ,

相关资料的引用截止于 2009 年 9 月 "

五 ! 章节架构

本文将对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和结构特质 , 宗教功能单位的互动 , 宗教功

能单位对地区冲突的影响和效用展开理论分析 , 具体运用于对 1998 年科索沃危

机之后到 2008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时间段内科索沃地区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

帕夏清真寺进行深层次实证分析 , 从而思考宗教功能单位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抑

或地区动荡和冲突问题上可能的作为对科索沃地区乃至对其他类似宗教冲突热

点地区的启示 " 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 , 介绍了研究背景 , 简要说明了本文选题的由来 , 对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 论述了本文的基本理论依据 ! 创新观点 ! 研

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第二部分即第一编为理论框架部分 , 分为两章: 第一章 / 宗教功能单位:

矛盾的理性统一体 0 , 探讨 了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 ) 宗教功能单位 "第二章 / 宗

教功能单位行为和地区暴力冲突 0 分析了冲突格局下宗教功能单位的政治进程 !

利益行为模式 , 多个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形成的张力状况 , 及其对

冲突进程和格局的影响 "



第三部分即第二编为本文的个案分析 , 以科索沃十年动荡过程中德卡尼修

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具体研究对象 , 以生动微观的事例检验上一编构建的

理论框架的检验 " 本编分为三章 , 第三章介绍德卡尼修道院在科索沃战争到科

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一前后的应对举措以及对地区政治的影响 " 该修道院为科索

沃西南梅托西亚地区的东正教孤岛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濒危世界文化

遗产 " 第四章介绍虽然同处于科索沃梅托西亚 , 但是身为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社

区宗教核心的希南帕夏清真寺 " 同样选取科索沃战争之后到科索沃独立这一时

间段 , 分析希南帕夏清真寺的特征 ! 行为以及论证其对地区政治的作用 " 第五

章分析作为宗教功能单位的东正教的德卡尼修道院和伊斯兰教的希南帕夏清真

寺 , 在同一地区冲突不断的十年间的行为交往互动和张力 , 以及对冲突格局转

化的影响 "

第四部分即第三编 , 为全文的理论归纳总结部分 , 同时探讨其和对中国的

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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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

/ 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 0

) 士师记 20: 8

/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 , 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 " 0

) 古兰经 5:2

从语源学来看 , 西方称谓的宗教 re lig ion 源自古罗马时代拉丁文 re hgi o , 其

含义包括 / 诵读 0 ! / 默想 0 ! / 敬仰 0 ! / 重视 0 ! / 神人联盟 0 等等 , 它们后来被拉

丁教父广泛采纳演绎用以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特征 " .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分

为无形意识形态层面的敬神体验崇神观念和有形行为机制层面的仪式规范教职

教团两个维度 " /宗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直接体现出鲜明的世俗政治参与

色彩 , 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 ! 政治交往的过程中有时却无法回避宗教介入行为的

发生 " 虽说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两者之间尽管总是不缺少彼此分离的努力 , 然而

信仰体系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渗透进入人类文明最深层的肌理之中 , 很难剥离 "

文化视角是研究宗教最常见的分析角度 , 比如尼布尔 (H .几ch ar d Ni eb uhr ) 曾对

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广受认可的总结 , 将其归纳为 / 对抗 ! 从属 ! 高于 !

并列 ! 改造 0 - " 但将宗教放入文化的解释框架这种做法存在先天的不足 , 单纯

用国际关系中文化的分析范式不能完整诊释宗教的所有内涵 " 特别是冷战的铁幕

长时间地掩盖了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 即便可能存在宗教性质的争

端 , 也都被概念化地划归了意识形态冲突4 " 这种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对宗教在国际政治生活内功能和影响的有效关注 , 形成了长时间相对

顽固的思维定势 , 即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忽视宗教行为体 " 这种观点上的偏见造成

的后果是冷战结束后 , 没有了先验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 , 观察家们不得不承认世

界范围内新出现的众多冲突事件中牵涉到了宗教因素 , 之后由于单纯运用政治力

量无法有效缓解和控制此类血腥事件而忙于谴责宗教在冲突调解过程中不作为

或者更甚者煽动对抗 , 美国世贸双子塔倒塌悲剧之后 , 这类情绪在宗教与国际政

治的研究内部达到顶峰 " 9.11 恐怖袭击的行为主体是宗教极端主义者和他们背后

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 " 随后的相关国际关系大量文献事实上承认宗教恐怖

组织是国际关系中值得着重关注的非国家行为体 , 但是在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行

为体当中如果仅仅只有极端化的宗教恐怖组织获得足够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 准确



认识宗教介入国际关系这种行为的分析起点 , 是探寻宗教参与国际政治领域最基

本和最传统的功能性行为主体 , 群体间暴力冲突作为国际交往的极化状态是考察

宗教功能单位特质极度叠加极佳切入点 " 卷入冲突境遇的宗教行为体对自身的认

识定位和应对冲突的决策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从多个层面影响着国际进程 " 从学术

角度探究在被全球化加大了各种社会成分 (包括宗教资源) 流动规模的时代背景

下 , 在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内 , 宗教基本行为体如何行动以在悟守其信仰义务的

同时履行坦俗环境下的政治责任 , 便正是本编的基本意图所在 "

第一章 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功能单位: 矛盾统一的行为体

纵览近一十余年针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两种常见的开篇格

式: 第一种格式 以西方的著作为多见 , 作者往往以重提 9.n 恐怖袭击事件为开

头 , , 其 目的似乎是唤起宗教信徒众多的西方读者重视宗教信仰可能导致的阴暗

面; 而第二种格式则以国内的著作为多见 , 作者多在展开详细论述 前先列举世界

信仰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这类数据统计结果 , /其目的也许是提醒生活在 / 强国

弱宗教 0 环境下的国内读者重视宗教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 其实这两种开篇方式

合起来回答了全球化环境下宗教发展极其直观的两个特质:其一 , 信众不断增长 ,

因此宗教正在全球复兴 , 所 以世界正在世俗化这种观点值得质疑; 其二 , 宗教的

破坏力巨大 , 宗教对外界的影响力超越 了意识观念 , 所以认为国际政治范畴内宗

教作为效用有限这种观点值得质疑 " 宗教在国际社会的全面复兴和宗教对国际政

治影响力增强是本文立论的背景和前提 "

杰弗里 # 海恩斯 (Je ffe ry H ay ne s) 在出版于 2007 年的综合性宗教与国际关

系教材 5 国际关系与宗教导论 6 中 , 将当前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焦点议题归纳为

五个板块 , 7分别是: 其一 ! 全球化与宗教发展存在悖论 , 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

带来人类科技人文成功的极大发展 " 按一般逻辑推演 , 似乎现代化促进世俗化刁 -

是社会常规进化内涵 , 但是宗教却违反这一俗见 , 大规模地复兴 " 其二 , 世界秩

序 与基要主义正在被尝试 , 即随着不同国家 ! 群体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彼此之间

差距进一步拉大 , 为数不少的利益受害者将未得利的不满情绪归咎于支撑传统国

际关系体系的世俗价值 , 他们转而寻求可替换的完整秩序价值体系 , 宗教恰好可

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 这也就是宗教基要主义抬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其三 , 跨国宗

教行为体对全球政治体系的影响日益多元 , 即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以宗教信

条为主要 目标的跨国界非国家行为体有无可 比拟的组织网络优势 , 他们对人权 !

民主化等问题的关注和作用力甚至可 以威胁到既有 的国际体系 " 其四 , 宗教恐怖

主义制造宗教冲突 , 即冷战以后宗教性身份认同差异是引发国际动荡的重要因

素 , 失败国家的存在又为宗教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 " 其五 , 宗教凭借普世伦



理价值规范而对缓解冲突和建设和平有其值得注意的贡献 , 即国际冲突调解过程

中存在大量有作为的宗教性质组织和个人 , 宗教对和平与其对冲突的影响力相比

成效同样不容忽视 , 但比后者受重视程度略低 " 海恩斯的总结并没有给出分析宗

教介入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框架 , 他的归纳尽管宏观全面却仍然属于现实格局描

述 " 此外 , 由于海恩斯致力于提高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 一定程度上人为地

淡化了宗教影响力与世俗政治力量相比的信仰层面上的特殊性 , 而相对忽略了宗

教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自身精神灵性与物质追求复合的多重特征 " 本章在宗教介

入国际关系的语境下 , 从理论角度给予宗教介入的基本行为体宗教功能单位确立

明晰定义 , 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宗教功能单位的性质和宗教功能单位的行

为 "

第一节 构建宗教功能单位概念

除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往来 , 广义的国际关系包含类型众多的跨国界活

动 , 比如体育竞赛 ! 教育交流 ! 商业贸易 ! 跨国传教等等 " 衬然而并不是因为国

际关系的外延扩展了才需要补充对非纯粹政治性因素的关注 , 而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于建立伊始就选择性屏蔽了包括宗教在内

的一些被认为难以用科学和理性的研究方法加以解释和界定的社会角色 " 9尽管

近年对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增长趋势 , 但是即便是那些将宗教带入国

际关系研究的先驱者们 , 其实也并没有有效地利用成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

起系统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联系的完整分析框架 " 在本文看来 , 这个解释性框架迟

迟难以构建起来的首要原因应该归咎为现有研究还没有 , 其实也并不试图尝试整

理归纳出宗教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行为体 , 也就是功能单位 , 换句话说, 宗

教介入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分散而模糊的 " 大量宗教与国际关系在研究文

献对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一般局限于四种彼此之间相对孤立的倾向:第一种倾向常

常研究宗教领袖 , 比如探究历任教皇 ! 达赖喇嘛的伦理和政治影响力; l-,第二种

倾向也是主流研究倾向 , 即将宗教整体地抽象为宗教文化 , 考察认同层面宗教文

化对国际关系的软性影响; }.第三种倾向针对宗教组织 , 包括以宗教利益集团为

典型的国内宗教组织和以教会为典型的跨国宗教非政府组织 , 来探讨它们对国家

外交政策和国际局势的影响; .2第四种倾向集中研究宗教基要主义和宗教恐怖主

义 , 在 9.n 事件之后这一研究上升为最大热门 " .:-以领袖个人 ! 宗教组织 ! 宗教

文化和宗教恐怖主义为宗教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对象 , 也许是因为宗教学已经

给出了从本学科出发现成的宗教机制分析框架 , 然而从国际关系学科立场来看 ,

这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研究方法有两项理论缺陷: 其一 ! 无论是描述性还是规

范性研究的宗教学其 目的均为研究宗教本质 ! 演变以及与人的社会行为之间关



系 , 不主张从外部条件 ! 行为 ! 表相等各项变量推导因果规律和假设的 / 思辨分

析 0 0 " 因此如果用规范性的国关理论分析经验性的宗教表象 , 那么可能会出现

契合度不高的问题 , 导致学理上说服力不足; 其二 , 即使以上分析方法逻辑上可

行 , 现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也还存在重大疏漏: 忽视依托最直观也最贴

近信仰生活的庙宇 ! 教堂 ! 清真寺 ! 会堂 , 同时并未致力于将以他们为平台而形

成的包括人员 ! 仪式 !行为在 内共同组成的宗教联合体理解为功能性次体系单位 ,

也即本文定义的宗教功能单位 , 从而也并未充分认识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直接的以

及放射性的作用和影响 "

本文认为 , 既然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介入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 那么我们与其

一鳞半爪地攫取零散的国关理论流派削足适履地分析宗教学描述性的研究对象 ,

不如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宗教介入行为体一个概括性理论概念 , 希望能由此

为最终在国际关系学界架能够构起国际关系中宗教介入的有机分析模式迈出重

要的第一步 " 宗教也可以为国际关系 ! 国际政治生活 , 尤其是在 出现地区暴力冲

突的国际化的社会中提供基本的功能单位 , 并且参与构建国际或者地区的政治秩

序 "

一 ! 宗教功能单位概念解析

无论是宗教界还是国际关系界 , 存在太多充满主观臆断的先验性认定:庙宇 !

教堂 ! 修道院 ! 清真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宗教生活所需客观存在实体场所 , 它

们为人所熟悉 , 以致于人们没有必要进行精确界定 " 然而不同的宗教信仰 ! 不同

的宗教组织 ! 不同的宗教运动 ! 不同的宗教体制之间差异极大 , 如果在涉及宗教

因素的国际社会交往研究中没有设置假设的抽象概念无异在理论和现实分析中

加大了寻求因果机制和循环规律的难度 " 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信仰结构有基于

自身立场的不同概括 , 不同的宗教研究也有基于学科分析重点的基本行为体概

括 " 但是不同的分析单位在碰到交汇的经验现实的时候会彼此冲撞 , 不成系统 "

比如国内有的宗教社会学学者在总结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宗教的社会意义的时候 ,

事实上为了证明逐次递进的观点 , 前后选取了宗教五个功能层面予以批判: 当讨

论宗教社会整合功能的时候肯定宗教文化的伦理道德上的优势;当讨论宗教的社

会服务功能的时候描述宗教个人团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当讨论宗教的控制功能的

时候分解为宗教教义教仪的精神约束作用;当讨论宗教的心理调试功能的时候强

调宗教观念与宗教修道;当讨论宗教的文化交往功能的时候回到对宗教文化积极

面的肯定 " .5尽管每一个单项功能的分析都各有侧重 , 但是每一个单项功能分析

都在一定程度上于方法论上缺失了对宗教某个层面 " 如何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地厘

清宗教与国际关系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 , 基本行为体 , 也即给定一个合格的宗教



功能单位概念应当是能够有助于探究扩展到外部干涉的宗教基本行为体之间持

续的 ! 深邃的交往和冲突这一概念可以成为具有较大适用性的重要概念工具 "

与本文试图界定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或者说宗教功能单位的概念

相类比 , 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行为体 , 国家概念的确定曾经历了

争论不休的过程 " 有关国家的概念除了外观上具备领上 ! 人口 ! 政府 ! 主权的四

要素说 , 还有以下思想: / 国家是一种规范秩序 , 是一种特殊社会以及将边界内

一起生活的人民集结在一起的信念的象征 0 ! / 国家也是一种社会内部垄断了合法

使用暴力权的实体 0 ! / 国家是一种功能性单位 , 承担着一系列重大职责 , 并使这

些职责中心化 ! 一元化 0 .6等等 " 可见 , 对国家进行科学界定既包括客观存在也

包括符号意义 , 同时在对现实国家现象还原时还要注重依据构成国家描述的外在

物质条件 ! 利益判断 ! 功能职责 ! 结构目标等诸多层面 " 本文置宗教功能单位于

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交往的环境背景之中 , 国家概念的界定方法和内涵值得

在确定国际关系行为体之一宗教功能单位的概念之时加以借鉴 "

为摆脱传统宗教分析定势 , 本文的界定有必要选取这样一个 开端: 思考国际

关系中的宗教功能单位不是什么 " 就本文中试验性地提出的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研

究对象 ) 宗教功能单位这一概念而言. , / 宗教活动场所 0 和 / 宗教团体 0 是比

较接近的保守宗教制度性表达 "

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需要对所信奉的超自然体加以尊崇 ! 敬拜 ! 表达感恩和

诉求 , 出于这一崇拜 (wo rs hi p) 的目的 , 需要有膜拜仪式 ! 举行膜拜仪式的实

体建筑场所 ! 主持膜拜仪式的神职人员等众多因素 " 基督教 / 教堂 0 (ChurCh)

一词源于字面意思为 / 属于上帝的房屋 0 的希腊语 (k.vr 角kos ) , 被普遍接受的

观念是 / 基督徒聚会从事敬拜活动的有形建筑 0 .下, 对应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

(旅叹万d) 意为 / 聚会礼拜之地 0 的清真寺 ! . 0佛教与古印度所称 / 僧伽蓝 0 同

义的 / 用以称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处所 0 的寺院 ! .卜,犹太教的会堂等等 , 通常

我们会简单化地用 / 宗教活动场所 0 涵盖这个功能单位的所有社会角色 " 但是在

涉及国际关系交往的研究中如果仍然使用宗教活动场所概念作为分析对象的话 ,

就可能容易导致以下五个缺陷:

首先忽视不同宗教的参渴场所职能 , 宗教职能并不是宗教功能单位的唯一功

能 " 比如清真寺既为宣讲宗教教义的场所 , 也是穆斯林聚会探讨非宗教话题的 / 社

区活动中心 0 " 其二过于强调其功能为举行宗教活动而止步于膜拜职能的考察 ,

容易忽略依托这一功能单位而产生的象征意义 , 尤其在国际冲突的环境里 " 举个

例子 , 在波黑战争期间 , 虽然战争的根本 目的与宗教无关 , 但是固定的宗教建筑

是不同冲突群体代表性文化特征 ) 宗教的象征符号 , 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因而成

了被火力攻击的首要对象 , 20这类打击行为明显与宗教场所的经验性敬拜作用无



关 " 其三过于强调宗教实体场所 , 而可能忽视依托固定宗教场所的宗教功能单位

在信息时代对虚拟网络的运用 " 比如最早促成本文关注科索沃地区暴力冲突中宗

教功能单位 的是源 自一篇有关德卡尼修道院隐修士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建立 该修

道院网站用以展示该寺基本历史 ! 战争中境遇以及和平努力的新闻报道 " 止.其四

缺少针对场所内人的能动性层面的关注 , 包括内部神职人员的非宗教性举动和参

与宗教活动人群的反馈行为 " 其五 ! 不同宗教教派宗教敬拜场所也存在组成力一式

和构成理念上的差异 " 比如巴哈伊教的敬拜场所没有地方教堂 , 除了私人场所内

举行巴哈伊教宗教活动之外 , 全球总共只建有八座 ! 每个大洲一所的巴哈伊教

/ 灵曦堂 0 " 那些灵曦堂被巴哈伊教信众视为 / 呼唤世界走向新的宗教与生命的

灯塔 0 " 而按照巴哈伊教创始人著作中的设想 , 巴哈伊教敬拜场所应是包括医院 !

学校和其他配套设施的一个符合机构整体 " 22

另一个与宗教功能单位相似的宗教机制化表述是宗教团体 " 比如基督教的教

会 (Church) , 在 / 新约 0 里教会有时指某一城市所有的基督徒 (哥林多前书 l:

2; 加拉太书 1: 2) , 有时指全体基督徒 (马太福音 16: 18) ; 佛教的僧伽是信受

佛法 ! 修行佛道的团体; 伊斯兰教的诸多兄弟会团体等等 " 还有新兴的国际事务

积极参与者 , 被定义为 / 宣称或实际显示其身份和使命是建立在 一种或多种宗教

或精神传统之上 , 以期在国内或国际层面推进公共福利或事业 , 且不直接以传教

为目的的非政府 ! 非营利和志愿性组织 0 2:-的宗教非政府组织 , 比如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 天主教救援服务会 (Catholie Relief Serviees) 等等 " 首

先需要说明的是 , 大多数西方宗教研究学者语境下的 / 教会 0 ! / 教派 0 ! / 宗派 0

等大多涉及制度性的概念都主要针对基督教而一言, 在非基督宗教面前有不小的文

化鸿沟 " 竺{同一宗教不同教派的教会地位上存在区别 " 比如浸信会各地方教会独

立性较高 , 彼此之间只组成联会 , 而并不是有管理地方权力的上级教会组织; 公

理会非常看重教会组织制度的自治权;圣公会中大教堂和教会有更举足轻重的地

仇 天主教教会则教皇拥有绝对权威 " 接着需要提出的是, 宗教团体或者说宗教
组织概念在置入国际关系 , 特别是大规模社会结构性暴力研究语境的时候会遇到

四个重要问题:

其一 , 社会学意义上的宗教团体并不强调不可迁移转换的宗教场所和宗教建

筑 , 而后者却是分析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冲突时不可或缺的 " 在大多数宗教组织

的界定中 , 固定的宗教场所也都不是必要条件 " 2石即便把评判尺度扩一展到所有团

体的统称 ) 集团 , 不可迁移转换的固定建筑仍然不是划分的标准 " 竺卜有意思的

是 , 虽然规模和形式上有巨大差异 , 但是国际关系的最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却与

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含有固定的物质性要素 , 当然后者表现为不可迁移 土地和其 上

的宗教建筑 , 前者表现为领土 " 比如 , 1992 年巴布里清真寺 (Babri Mosqoe)



被印度教信众不接受同一地址旁再建罗摩(Rama) 庙的政府建议 , 最终强行拆毁巴

布里清真寺 , 引发当地教派冲突 " 类似的情况在科索沃地区也不鲜见 " 阿尔巴尼

亚裔穆斯林在屡次冲突中损毁了当地许多历史悠久的东正教教堂 , 而针对教堂的

破坏行为进一步激化族群冲突 " 这些现象尽管是群体行为 , 但不属于宗教团体研

究关注的范围 , 也无法单纯用宗教组织团体的分析框架予以准确权衡 " 换台-之 ,

大多数宗教团体的概念强调的是组织和人的因素 , 而对宗教场所和建筑 , 无论是

作为文化要素还是地理环境要素 , 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但是对于单个相对独

立宗教功能单位来讲 , 其用以举行宗教仪式传播宗教文化的处所是唯一不可替代

的 , 因而也是其必须保卫的核心利益之一 " 其二 , 宗教团体的概念在人员构成方

面因为重视内部成员而忽视参与宗教团体活动的非组织内部成员 , 特别是非信徒

的作用 " 比如按照 5 美国国内税局局手册 6 对免税目宗教组织法律意义上要素的

划分 , 宗教组织具备 / 与其他教会或教派没有关系的信徒 0 之了" 宗教功能单位的

成员 (包括常驻人员 ! 参与人员 ! 影响人员) 之间联系较宗教团体成员之间为松

散 , 其人员结构上是开放性的 , 人员身份认同也是多元的 " 其三 , 需要提出的是 ,

按照托马斯 # 奥戴 (TomaS O . Dea) 对教会属性的总结 , 2只其中包括了 / 倾向于

适应社会制度 0 , 它意味着教会对社会制度 ! 社会结构的宽容态度的温和立场 ,

但是并不见得有助于证明教会对非教会成员的团结 " 例如 , 2009 以色列犹太复

国主义者和右翼人士持续不断地在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的领土马奥兹以斯贴

(Maoz Ester) 建立新的犹太定居点 , 尽管以色列政府将此类建立定居点行为定

为非法 , 但是即便以色列军队强行拆除定居点之后 , 原来的居住者仍然会回到马

奥兹以斯贴重新生活 " 定居者在该地建立犹太会堂甚至邀请到有声望犹太拉比的

努力 , 被视为发展成熟的犹太定居点的象征 " 2冯 奥兹以斯贴犹太会堂的拉比受

邀既是帮助了当地犹太定居者举行宗教活动 , 更是表达了对定居者争取犹太国家

领土努力的支持 " 美国 ! 欧盟 ! 以色列政府官方和阿拉伯国家都反对建立新的犹

太定居点行为 , 所以马奥兹以斯贴定居点犹太会堂的存在本身就是反社会制度要

求的 " 其四 , 也是最大的差异 , 宗教教团是个神圣信仰层面划分上的制度概念 ,

其社会学上 / 伴随物 0 等级制度 ! 教义都是形式化了的感恩方式; 而国际关系中

的宗教功能单位不仅表达超自然信仰和接近 , 更接近融合神圣与世俗两方面特质

的功能 ! 行为 ! 目标和作用联合体 "

如果说在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范围内使用宗教教团 ! 宗教场所作为分析单位

还能够解释国内宗教事务和宗教问题 , 那末在国际层面尤其是在涉及外部势力干

预的区域性冲突状态下仅用宗教教团或宗教场所作为分析单位时就会产生阐释

上的盲区 (三个概念之间的交叉关系 , 见图示 1一l) " 本文认为 , 与其在宗教与

国际关系研究中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概念或者宗教教团概念以其实它们无力承载



的过多社会和政治作用和意义 , 不如转而

用宗教功能单位这个概念作为分析的基本

单位会更有助于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

素 , 有助于寻找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规律 ,

最终接近建构独立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分析

理论之理想 "

本文的国际关系中宗教功能单位的分

析框架可以应用于 / 那些吸引了大批教徒

并对全球历史的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宗

教 0 , 即马克思 # 韦伯 (Max Weber) 所称

的世界宗教 " 换台-之 , 世界宗教包括最有

蘸 宗益功能单位

宗教活动场所

砚 宗粗傲团

多重功能 员之间联系程度人!度人! !q瓤擎黔程一一鬓翼馨

附#依的

q撇撇一玲所一一一一茸场嚷肇

定

/z固

//对

图示 l一l 宗教功能单位 ! 宗教教团与宗教活动

场所概念构成差异

影响的三个一神教即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还包括主要来自东方的印度教 !

佛教 " :们巫术 ! 祖先崇拜 ! 自然主义 ! 图腾信仰都不属于国际关系中宗教功能单

位的解释范畴 "

西文 / 功能 0 的词源是拉丁语 fun Ctio , 其意思 / 相当于 日常用语中的 -完

成 . 和法律用语的 -公共服务 0 , :- . " 现代社会科学中社会人类学学者最早使用了

/ 功能 0 这一概念 , 并将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系统地运用于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 ,

布罗尼斯拉夫 # 马林诺夫斯基 (Bro ni 5la w Mal inows ki ) 和艾尔弗雷德 # R # 拉

德克利夫一布朗 (A.R.RadCliff一Brown) 是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两位开创

者 " 功能主义者认为所谓 / 功能 0 指的是 / 满足需要的方式 0 或 / 满足机体需要

的行动 0 , 结构功能主义的 / 功能 0 指的是 / 某个制度对社会整体的构成所起的

作用 0 :犯" 后来的学者在批评这些概念缺少非协调合作状态的关注和忽视个体差

异意识的基础上修正地更新了功能的范畴 " :价与以往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社会整合

因素不同 , 从罗伯特 # 默顿 (Robert K. Merton) 开始 , 学者们对功能的理解更

为全面 " 比如默顿区分了明显功能与潜在功能 , 也承认功能与实现功能的因素之

间并不是唯一对应的 " :0本文认为 , 宗教功能单位中的功能在后果上既包括有助

于调解或适应外部环境的被普遍接受的积极作用 , 即默顿主张的集团成员所理解

的明显功能 , 又包括隐蔽的作用 , 即默顿提出的外部观察家看到的潜在功能 " 换

言之 ,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基础形成的宗教功能单位 , 既包括内部宗教人士认可的

非世俗性多重功能 , 也包括像本文作者这样一般的非宗教信徒观察到的世俗性多

重功能 " 此外 , 本文认为宗教功能单位功能的功能在形成上 , 既包括其客观地满

足外部社会环境需要的作用 , 比如 / 被民族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宗教认同在原本一

体的社会结构内建构边界而施加了社会分化的作用 0 -巧; 也包括其主观动机驱使

下的使命 , 比如 / 宗教强化了人们对核心道德价值观的认同因而发挥了社会凝聚



的作用 0 :-6 "

单位 (Uni t) 是相对于体系结构而言的, 单位的行为按不同方式排列组合 ,

在互动中产生结构 " :行单位是构成体系结构的单个行为体 , 构成单位的要素包括

单位的属性 ! 行为和互动 " 此外 , 要完整地分析单位还必须将单位置入其存在参

与组成和作用的体系结构综合讨论单位的地位序列 ! 功能效用这些动态因素 " 在

肯尼斯 # 华尔兹 (Ken ne th N. Wal tz) 的研究中 , 他批判还原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 考察存在于国家及次国家层次上的因素和因素组合来揭示国际性后果 0 :招缺少

单位 ! 单位互动之外的 / 单位彼此之间所占有的位置 0 :扮, 也就是单元之间联系 ,

单位之间的排列原则和能力分配定位 " 本文所界定的宗教功能单位在单位的层次

上既采用传统还原主义方法来研究组成宗教功能单位的属性 ! 行为 ! 互动 , 也不

忽视思考宗教功能单位的动态联系和单位与冲突对抗结构状态之间的双向依附

关系 "

因此 , 本文定义 / 宗教功能单位 0 为: 信仰超自然实体 , 凭借固定的实体膜

拜与静修处所 , 在自身生存安全的前提下 , 以传播信仰文化为基本职能 , 以宗教

仪式为主要行为方式 , 参与世俗国际交往并对国际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开放性独

立行为体 " / 宗教功能单位 0 的构成要素包括: 其一 ! 秉持的精神信仰及其激发

的伦理价值观 , 其二 ! 不可迁移和替代的宗教建筑 , 其三 ! 举行的宗教性仪式及

其多重含义 , 其四 ! 内部专职的常驻神职人员 , 其五 ! 影响力可辐射的信众群体

和非信徒人群 , 其六 ! 与其他非世俗的和世俗的单位之间的联系 , 这六个方面共

同构成了复合的 ! 工具性的理性国际关系行为体 "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 宗教功

能单位的政治行为是符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统一的选择结果 " 宗教功能单

位根据 自我对政治社会宗教局势的权力 ! 地位的认识形成不同的对外行为取 向 "

仪式 ! 一言论 ! 民间文化外交活动 ! 网络互动 ! 对宗教文化艺术符号的运用等是单

位可选择的策略形式 "

二 ! 宗教功能单位的构成图谱

构成宗教功能单位的六个要素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性因素 ! 意识性因素和表象

性因素三个方面 " 三个方面相互依存 , 共同组成本文指称的 / 宗教功能单位 0 ,

三个方面有如构成一个完整社会人的躯体 ! 灵魂和外衣 , 不能偏废任何一方 "

第一方面 , 土地屋舍与相关人群

宗教功能单位的建筑 ! 固定神职人员和影响力可辐射的人群是宗教功能单位

存在的物质性基础 " 物质的宗教建筑和宗教建筑固定其上的土地是宗教功能单位

独特的 ! 神圣的 ! 连续的和期望单独享有所有权的构成要素 " 比如 1992 年印度

寺庙之争 , 期待恢复罗摩庙的印度教信徒和试图保护事实使用中的巴布里清真寺



的穆斯林在阿约迪亚 (Ayodhya) 反复斗争 , 尽管清真寺被拆除 , 但因为印度最

高法院为平息动乱不允许任何一方再在阿约迪亚重新建造庙宇或者清真寺 , 其实

引起冲突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 , 导致争端至今仍然存在 " . / ,又如 , 巴基斯坦的

极端穆斯林宗教组织 Lal Mas jid 则干脆由于组织所在的清真寺外墙为红色的特

色而被标识为 / 红色清真寺 0 "

固定的专职神职人员以及神职人员的组织制度是宗教功能单位能发挥作用

的人士基础 " 如果没有常设的神职人员 , 宗教建筑即使存在也可能仅仅发挥世俗

功用 " 比如俄罗斯的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一度因为十月革命期间被认为

是反革命的策源地和据点之一 , 而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仅充当设有雕塑博物馆

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 0本文认为在没有神职人员入驻恢复宗教活动时期内 , 亚

历山大 # 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不是宗教功能单位 " 尽管神职人员之间的个性差异 !

人事变动甚至自身性格变化也会影响宗教功能单位 , 但不会根本改变宗教功能单

位 " 就好比对于国家而一言 , 政府正常更替不代表国家实体的倾覆 "

宗教功能单位影响力可辐射的人群可以在分析宗教对国际社会影响时被视

为一个松散的集体 , 包含认可 ! 受益 ! 同情和支持该宗教功能单位的所有人群 ,

而不一定局限于宗教建筑场所 内部人员 , 也不局限于其是否具有相同宗教信仰 ,

甚至也不拘泥其是否有宗教信仰 " 2006 年 2 月 27 日, 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

那加 , 一些穆斯林居民聚集在联合国办事处门前表示抗议 , 他们声援的对象并不

是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任何宗教功能单位 , 他们抗议的是伊拉克萨迈拉市

(Samarra ) 什叶派圣地之一阿里 # 哈迪清真寺 (Ah al一Hadi mosqu e) 受到爆

炸袭击 " .2这些克什米尔的抗议者尽管并没有身处阿里 # 哈迪清真寺 , 但是应被

视为阿里 # 哈迪清真寺这一宗教功能单位的影响力辐射人群 " 比如科索沃战争期

间 , 东正教的德卡尼修道院塞族的修道士们曾经敞开大门保护 了同样深受战争之

苦的阿族穆斯林难民 " ,沐那些被保护的阿族穆斯林难民并没有转宗 , 但他们也属

于德卡尼修道院这一宗教功能单位的影响力辐射人群 "

第二方面 , 宗教信仰与道德伦理

宗教功能单位的宗教信仰力量和伦理道德优势是宗教功能单位意识性因素 ,

不可变更 , 其中宗教信仰是宗教功能单位的核心价值所在 " 宗教功能单位的存在

从根本上说是源 自信仰 , 是因为相信并且崇拜和畏惧超 自然的神性力量 " 虔诚的

信仰激发的道德 自律和他律以道德准则的形式规范信仰者的启一行和内心 , 最终获

得精神的拯救和升华 " 宗教信仰是宗教功能单位存在和运作最强大的后盾 , 也正

因为此宗教功能单位是连接信仰者和神圣力量的媒介 , 是传播信仰的基地 " 所秉

持的宗教信仰是宗教功能单位第一顺位的代表符号 , 是宗教功能单位恒定的意识

性因素 " 也就是说 , 清真寺只能代表伊斯兰教 , 犹太会堂只会代表犹太教 , 天主



教教堂也只可能属于天主教 " 这里有个需要专门解释的吊诡之处 , 有些宗教功能

单位的宗教建筑会出现所属宗教转移的情况 ,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拜占庭圣索非亚

教堂 (神圣智慧教堂) -, J在苏丹穆罕穆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被改为清真寺 ,

但是其一 ! 这种转变不是宗教功能单位主动造成的 , 与宗教功能单位的主观意愿

无关 , 外部力量干涉压力造成的宗教功能单位转宗不符合宗教功能单位的自身要

求和属性; 其二 ! 本文认为当圣索非亚教堂四周竖起宣礼塔的时候 , 代表东正教

信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这一宗教功能单位己经终结 , 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伊斯兰教

的清真寺 , 这两个宗教功能单位之间不具有承袭关系 " 另外一种情况是同一宗教

内部的裂变 , 也即宗教社会学所谈论的 / 改宗 0 肠问题 , 比如逊尼派穆斯林转换

为什叶派穆斯林 " 对宗教功能单位而一言, 在当代假设固定神职人员和影响力辐射

群体乃至整个宗教建筑风格倾向同时都发生改宗极其困难 , 非常罕见 , 甚至可以

断言其概率低到可以忽略 " 此外即便有个人或是群体发生改宗 , 但是他们 / 不改

换宗教传统 0 ,卜, 因而一个运转正常的宗教功能单位核心信仰归宿仍然是相对稳

固的 "

至于宗教功能单位的道德伦理为其信仰的宗教所规范 , 呈现为宗教的伦理力

量 , 具有 / 永恒之妥当性 , , 不能被变更 0 -行" 宗教伦理对世俗现世而言并不

一定扮演积极角色 " 马克思 #韦伯在 5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6 中认为 , 新教

的经济伦理观照 ) 禁欲主义 ) 使获利冲动合法化 , 同时视奢侈品消费为肉体

崇拜而避免违背经济基础的华而不实 , -川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理性观念对资本主义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另一方面 , 韦伯主张宗教伦理并不因追求救赎而意味着与现

实世俗和谐共存 , 信念伦理基础决定的宗教义务 , 当信念伦理体系化的时候 , 排

斥现世的宗教伦理介入社会诸领域会带来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法则之间的紧张

关系 " , ,

第三方面 , 行为表象与文化象征

宗教功能单位实行的仪式和庆典 ! 参与实施的多元外交以及文化表征等符号

是宗教功能单位表象性的要素 " 宗教功能单位的表象性要素更接近政治社会学家

所看待的宗教 , 是为了激发对崇拜对象的崇敬和敬畏的一整套 / 象征符号 0 5-, ,

是一些 / 集体表象和文化现象 0 - . " 在系统论学者看来 / 文化世界本质上是符号

世界 0 52 "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 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 对宗教

功能单位而 言 , 人们对宗教功能单位的看法也属于构成宗教功能单位的表象性要

素 , 是三方面要素组合中相对边界模糊 , 可以被建构的内涵 , 因而是宗教功能单

位的活跃变量 " 依据吉登斯的观点: / 定期在专门的场所举行 0 / 宗教仪式行为的

目的都是指向宗教的象征意义 0 弓:- " 在穆斯林观念里 / 对主的礼拜使人感受宇宙

的壮美 ! 万物的联系; 礼拜启示人们友善相待 ! 追求真和善 ! 顺从安拉的意愿 0



引" 信仰者赋予宗教仪式各种效力 , 并按需要加以诊释 , 反过来 / 仪式在道德上

重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 0 几3 " 信仰者坚信仪式帮助提升自我 , 超越自我 " 然而宗

教仪式和庆典的表象绝非局限于信仰层面 , 在有些情况下接近杨庆堑例证的 / 危

急关头的公共仪式 0 56, 这些宗教仪式有极强的实用性目的 , 参与者感受到群体

凝聚对抗共同威胁的集体表象 " 至于在那些参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政治生活的

宗教功能单位 , 其宗教仪式庆典表象超越保守的地域性宗教框架 , 甚至跨越宗教

边界 , 进入世俗界域的特征就更加明显 " 宗教仪式的表象在吸引 ! 动员民众以达

到一定政治目的上意义重大 " 这里仅举一例 , 一场在苏丹努巴 (Nuba) 山脉基督

徒举行的耶稣受难瞻礼仪式 , 5丁在那些关注苏丹人权状况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眼

中不单纯是信徒敬拜仪式 , 还能被解读为苏丹基督徒苦难生活状况的证明和寻求

外界帮助的信号 "

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功能单位参与 ! 主持或者被动接受多元外交被视为对外界

释放相关政治立场信号 " 比如 , 2008 年 2 月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 , 普里什蒂纳

宗教界的阿尔特米耶 (Ar te mi je) 主教和塞尔维亚现任总统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专

门访问了位于科索沃梅托西亚地区的德卡尼修道院 , 以此传递塞尔维亚东正教界

和塞尔维亚国内政府民众对科索沃独立的反对立场 , 同时暗示塞尔维亚仍然保有

科索沃地区的教权和主权 , 而德卡尼修道院在这一时间段即被赋予塞尔维亚维持

科索沃宗教和世俗权力的象征意义 " 就文化符号而一言, 宗教功能单位首先是地区

甚至国际社会中宗教文化的捍卫者和支持者 ! 同情者眼中的宗教文化非国家权

威 " 正源于此 , 2000 年 9 月 28 日时任以色列反对党力库德集团党魁的沙龙

(Ari el Sharon ) 在军警的保护下强行参观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

(al 一Aqsa mosque )建筑群 " 5月在沙龙看来圣山和阿克萨清真寺属于以色列领土 ,

而在巴勒斯坦穆斯林看来沙龙代表犹太人裹读了伊斯兰教第三大宗教圣地 , 阿克

萨清真寺文化地位在双方心理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 " 两种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表

象观念互相冲撞 , 直接后果是持续三年的巴以冲突 "

宗教功能单位的艺术文化表象也不容忽视 " 比如东正教拜占庭式圆顶教堂造

型上不同于天主教哥特式教堂强烈的 / 超越感 0 和 / 不可克服感 0 , 在东正教信

徒眼中 , 圆顶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 / 上帝智慧的天空 , 俯瞰着俗世 0 " 59以清真寺

的建筑语一言为例 , 清真寺内部供伊玛目讲经的 / 敏拜尔 0 (mi nb ar ), 有一种解释:

敏拜尔的门代表尘世 , 圆顶代表上界 , 阶梯寓意由尘世达到上界 , 圆顶上托着的

新月象征伊斯兰教 " 6"阿里 #哈迪清真寺著名金色弯顶是什叶派穆斯林夸示的建筑

美和荣耀的象征 , 2006 年 2 月 22 日 / 金顶血案 0 发生以后短时间内伊斯兰世界

就作出了反应 , 仅在伊拉克境内 , 24 小时内 168 座逊尼派清真寺连续遭遇袭击 "

6 .表象为文化符号的宗教功能单位往往发挥较单纯宗教场所为多元的感召力和影



响力 " 对于那些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客 , 可以通过强化宗教功能单位的文

化象征地位 , 增强公众民族凝聚力和保卫相关领上的热情; 在另一些情况下 , 宗

教功能单位直接主动利用其民族文化象征的地位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 前者

比如在科索沃独立之后 , 塞尔维亚学者多次强调科索沃数间始建于中世纪的东正

教教堂是巴尔干东正教的文化摇篮 , 是塞尔维亚文化的发源地 , 因此科索沃是塞

尔维亚人必须保有的领土 , 否认科索沃的独立 " 后者比如同样在前南斯拉夫地区

的克罗地亚 , 克罗地亚天主教教会利用其对克罗地亚人的影响煽动克罗地亚民族

主义情绪 , 支持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 , 并因此一度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焦

点 " /2

综上所述 , 相对固定 !物质性的建筑处所 !

土地空间 ! 神职人员和辐射人群 , 意识性信仰

上的宗教 ! 道德伦理 , 以及相对变化发展 ! 表

象性的政治和文化符号三个方面要素组共同

构成一个也许可以跨宗教和跨学科比较的概

念范畴 ) 宗教功能单位 " 政治社会生活中 ,

三个方面紧密结合 , 架构了完整坚实的宗教功

能单位结构 , 相互之间的关系类似一个三维角

锥 , 各个部分缺一不可 (见图 1一2) " 宗教功

能单位能够被利用作宗教与国际关系领域微
图小 l一2 宗教功能单位构成儿素结构示意图

观和基础的学理性概念 , 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特别是冲突状态下的国际关系的分析

工具 , 在分析宗教行为体参与国际社会进程所发挥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时具有普遍

的有效性 " 需要说明的是: 当本文涉及具体事例分析时在表述_L仍然主要延用经

验称谓 , 即对基督教而一言的 / 教堂 0 ! / 修道院 0 和 / 隐修院 0 ! 伊斯兰教的 / 清

真寺 0 ! 佛教和印度教的 / 寺 0 ! / 庙 0 ! 犹太教的 / 会堂 0 , 但是其内涵实质包括

了宗教功能单位涵盖的三类构成要素 , 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上对宗教活动场所的

认识 " 以本文的个案之一科索沃德卡尼修道院为例 , 完整确切的称谓为 / 作为国

际关系行为体之一 ) 宗教功能单位的德卡尼修道院 0 , 在具体分析的时候仍然

延用 / 德卡尼修道院 0 指代以上完整名词以简化用语 "

第二节 宗教功能单位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德裔美国宗教社会家瓦赫 (Joa chim wa ch) 给出宗教与国家三种关系模式:

宗教主动与国家合作 , 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控制工具拥护政府统治; 抑或消极避

世 , 醉心宗教事业; 抑或以与反政府势力结盟的形式与国家统治力量抗争 , 以对

抗保护 自身利益 " 6:-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引用罗依 # 瓦里斯 (尺oy wallis )



5 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6 6,划分

新宗教团体的三个范畴 , 归纳非

传统教会的新宗教团体与尘世的

关系模式同样为三种: 肯定尘世

的团体关注 内部成员潜力提升与

成功; 拒绝尘世的团体想退出尘

世 , 其方式是抨击批评尘世; 适应尘

世的团体关注内部宗教生活 , 反而少

态态度度 动机机 表现现

出出世 ---镰鹭蘸薰鄂瓣}}} 抨击尘世世步步步步 限于宗教生活活
一一一 爪爪爪

鬓鬓鬓缨缨薰蘸黔黔蘸蘸 , ,
表 卜l宗教对待世俗政治的态度

有世俗关怀 " 6凡尽管这两种归类针对的是制度性宗教和非制度性宗教两个不尽相

同的宗教对象 , 然而他们对宗教与世俗社会 ! 世俗政治的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的思

路却值得借鉴和扩展 " 于国内政治的向度 , 宗教行为体的三种外在表现山宗教对

待世俗政治的两种态度和两种动机共同作用决定 " (见表 1一l) 持出世态度而表

现为只关心神圣事务的宗教 , 以消极化的政治参与姿态认可既有政治秩序 , 或 以

专注于宗教的表达对现世的不满 , 是宗教与政治的特殊状态 , 虽然不可忽视但并

非本文阐释的重点 " 与国内政治相比 , 国际政治向度的宗教介入需要考虑更加多

元化的外部变量 " 宗教功能单位介入的动机不仅是内生性的 , 国际社会也会影

响宗教功能单位对外行为的判断 , 而宗教功能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层面的事务也 与

其国内层面的政治参与有差异 " 虽然有众多限制条件 , 瓦赫和吉登斯的宗教介入

国内政治的分析暗含前提假设值得借鉴 , 他们都肯定了宗教是主动施为者 , 是具

有独立性的行为体 , 国际政治层面的宗教功能单位也可以是被整体考察的行为

体 "

行为体的概念联系着结构体系的概念 , 国际关系学将国家界定为主要分析单

位 , 国家是国家体系结构中的独立行为体 " 卜h罗伯特 # 吉尔平定义的国际体系包

括四个主要方面: / 多种多样的实体 0 ! / 有规则的互动 0 ! / 控制的形式 0 和 / 体

系的界限 0 6下" 综合吉尔平的国际体系组合方式 , 针对宗教功能单位的国际体系

为:有宗教功能单位作为行为体参与其中 , 宗教功能功能单位彼此之间和主权国

家均发生规律互动 , 一定地理界限内的世俗国际关系体系 (有别于历史上的基督

教或者伊斯兰教体系6日) " 依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划分看来 , 宗教功能单位接近

/ 利益集团 0 / 非政府组织 0 和 / 次国家行为体 0 , 然而宗教功能单位在国际关系 !

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不仅止步于此三种定位 " 宗教功能单位还是宏观宗教文化

体系的次体系 , 同时作为国际关系结构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宗教性和超越宗教

的部分国际交往活动 " 以宗教功能单位替代国际关系现成的分析单元可以是准确

解读国际关系中宗教介入的前期尝试 " 本节旨在回答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解释框架

内宗教功能单位的本质是什么 , 应赋予宗教功能单位何种角色定位 "



一 ! 宗教功能单位与利益集团

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在互动作用体系中活动 , 集团是参加这些活动的所有

个体的集合体 "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利益集团的性质为与国际关系有关的次国

家行为体 ! / 子体系 0 / 0 , 是一些有着特殊利益诉求的集体 , / 这些团体通过和制

造舆论来影响对外政策 0 70 " 一般来说, 被归为利益集团的多与政治游说有关 "

国内学者主张宗教组织游说政府的利益集团属于 / 单议程利益集团 0 7 . , 在他们

看来宗教利益集团试图影响政府以推进各国宗教自由 , 是仅仅局限在政策的某个

方面 , 没有系统对外政策建议的单议程利益集团的表现 " 赫茨克限定的宗教利益

集团是: 在代议制政府条件下 , 那些以宗教利益为政治行为驱动力的游说团体 ,

其宗教的政治介入影响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 " 这其中的宗教利益包括对抗世俗力

量和各种不同宗教利益之间的博弈 " 72传统而狭隘的利益集团 , 包括宗教利益集

团 , 涉及两个核心内涵即利益和政治参与 , 运转良好的多元化民主政体内大部分

利益集团关心的议题集中于选票 ! 获益与旨在改变政府政策的游说 " 73

赫茨克在批判曼瑟 #奥尔森(M an cu r Ol son )的集体行动逻辑悖论的基础上进

行了总结 , 他认为: 首先 , 宗教利益团体为基督教信仰所激发的信念具有超越个

体理性的普适性 , 因而在利益集团动机上避免了 / 搭便车 0 的矛盾 " 其次 , 宗教

利益团体不同于经济利益集团 , 它没有着眼于私利的短视和代表人群范围的局

限 , 前者更大规模地关注非精英民众的公共福社并且积极介入政治决策 , 从而打

破所谓游说界为由经济利益集团所掌控的狭隘论断 " 赫茨克的观点表达了美国学

者对国内宗教话语回归公民政治生活的较高评价 , 然而赫茨克尽管提出一系列有

关 / 代表权 0 74洁问 , 关注的是宗教利益集团代表权的复杂性 , 赫茨克在意的是

群体利益是否得到表达 , 但是他却并没有回答这些多重代表权之间如果存在相互

矛盾甚至对抗 , 宗教利益团体如何选择优先代表项 , 因而他并未提供判断的依据

和解释 "

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宗教功能单位在其性质上属于广义宗教利益团体 , 但与后

者仍然存在细微差异 " 狭义上的利益集团主要指 / 私人性质的团体 , , 希望

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影响政府政策 0 , 广义上的利益集团 / 也包括追求自身利益的

公共机构 0 75 " 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功能单位在发挥政治参与功能 , 进行宗教

介入影响国内甚至国际政治进程时 , 属于利益集团 , 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宗教利

益集团 " 宗教功能单位涵盖了代表 自身的宗教利益团体 , 另一方面宗教利益团体

完全可以将宗教功能单位的机构利益纳入其争取的战线 , 宗教功能单位和宗教利

益团体二者有重叠现象 , 但不能就此认定宗教功能单位就是宗教利益团体 " 典型

的例证是可以被定性为宗教游说团体 , / 代表主流教会的卫理公会 ! 圣公会等的



那些团体 0 是 / 脱离教堂 0 7 /的人群 , 然而对宗教功能单位而言教堂是不可回避

的关键认同 " 只要有成熟的现代宗教生活就有宗教功能单位 , 至于在民主政体下

能否施加压力实现自身获利并不是宗教功能单位的区分标准 , 甚至有的时候宗教

利益集团只是连接宗教功能单位与政府的桥梁 "

但是政治游说毕竟不是宗教功能单位的主导功能或者核心行为 , 宗教功能单

位的构成人群也并非以政治游说或者改变政府政治政策为目的而聚合成固定团

体的 " 宗教功能单位的首要活动是宗教崇拜 , 漫长的立法和政治决策过程不仅在

很多时候不受反政府反主流的宗教功能单位认可 , 甚至对于温和的宗教功能单位

也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 处在外部冲突状态条件下 , 即便政府议会尚能保持有效

的政治运作 , 宗教功能单位尤其是弱势力量所在的宗教功能单位很可能属于不被

重视的 ! 低效的 ! 边缘化的利益集团 " 更有研究者干脆认定: 宗教分化的社会发

生冲突 ! 内战的机率远大于基于利益团体分歧的社会 , 77从而直接无视宗教利益

集团的存在意义 " 极端的例子是当宗教功能单位代表激进的 ! 反社会 ! 反政府的

宗教群体 , 则与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运作的传统利益团体相比 , 该宗教功能单

位就会以推翻转化现有政治秩序为目的 " 7 0

二 ! 宗教功能单位与非政府组织

一般认为 , 作为从事跨国活动的一种 / 特殊的利益集团 0 7, , 非政府组织 / 总

体上是私营的志愿组织 , 成员是为实现共同目的而走到一起的个人或协会 0 0 " "

联合国定义非政府组织为 / 非赢利性 ! 自愿的公民团体 0 闪.实体 , 其成员为地方 !

国家或多个国家的公民或公民协会 , / 他们的行为由成员的集体意志所决定 , 以

满足一个或多个和该非政府组织的团体成员之需 0 0之" 非政府组织的形式相当灵

活 , 从本土草根阶层 自发组织到跨国甚至跨国际组织的国际维度非政府组织 , 各

种政治层面都不乏活跃的非政府组织 " 与国家和政府不同 , 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并

不具备军事力量 , 尽管没有强大的暴力支持 , 但是非政府组织倚靠对信息 ! 道德

和专业资源的掌握 , 大量运用软实力吸引外部公众和政府 以及政府间组织的关

注 , 发挥传统国家和政府缺失的部分职能 " 宽泛地看 , 与宗教相关联的非政府组

织基本上表现为三个组织形式: 首先是广被接受的组织性较强的教会 , 比如 / 几

个世纪以来 , 非政府组织中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就是天主教会 0 洲:- " 其次是比如

基地组织一类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团体 , 它们拥有分散但忠诚度极高的成员群

体 , 以恐怖袭击 / 吸引普通宗教信徒注意力 , 或者鼓励他们反抗对手 0 洲, " 最后

是基于宗教信仰但不以传教为直接 目的 , 关注人权 自由 ! 公共福利事业的宗教非

政府组织 , 比如长期在我国内陆工作的佛教慈济基金会 "

与非政府组织特征相 比 , 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具备专业信息资源 , 同样是非政



府官方的联合体 " 此外 , 由于同一议程或同一领域中相似的团体而可能出现相互

竞争 , 这一点上宗教功能单位与非政府组织也非常相似 " 以罗德尼斯达克为代表

的宗教市场理论就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不同教会 ! 教堂在固定社区内争夺宗教

资源的现象 " 月5由于与普遍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不太在乎领土不同 , 尽管宗教功

能单位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 , 但是宗教功能单位首先是立足本地的 , 因而土

地 ! 边界 ! 建筑都是描述宗教功能单位的认识基础 " 宗教功能单位运用和争取的

优先目标也并非政治权力 " 很难想象非政府组织能离开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联系独

立运作 , 只有关注相似议题的组织和团体之间有效合作 , 非政府组织刁-能实现既

定政治或者经济目标 " 但是宗教功能单位则不然 , 以发生暴力冲突状态为例 , 相

对孤立 ! 本土的宗教功能单位仍然可以发挥其基本的宗教和文化功能 , 甚至能在

逆境中以事件局内人的特殊地位和熟稳的地方技术优势 , 帮助其他政府官方或者

非政府组织有效率地执行冲突转化和缔造和平的任务 " H卜尽管巴基斯坦红色清真

寺既可以被界定为极端宗教恐怖主义 , 也符合本文定义的宗教功能单位 , 但大多

数情况下 , 围绕宗教功能单位形成的组织型网络却并不构成完整有效的宗教非政

府组织 "

三 ! 宗教功能单位与非国家行为体

如果要给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的教堂 ! 清真寺 ! 寺庙这些宗教功能单位以准确

的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行为体定位 , 相对于民族国家的 / 非国家行为体 0 也是值

得类比的概念划分 " 冷战后 , 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 , 技术和工业水平的大幅度提

升提供了超越国境的现代化工具支持 , 国家不再具有唯一性支配权 , 甚至有人宣

称拘泥于疆界的研究已经过时 " 87 尽管存在争议 , 但笼统看来 , 非国家行为体与

国际交往传统行为体国家相比, 在超越主权国家的向上层面上有跨国家行为体

(Tr ansnationalaetors)或超国家行为体 (Supra nat ionalacrors) , 而往下 , 在主权国

家内部有次国家行为体 (Sub一nat ionalaetors) "

根据密特拉尼 (M itr an y )基于西欧国际变革进程 , 从功能主义出发进行假设 ,

次国家行为体出现源于当代国家已经无力充分满足内部选民社会经济需要 , 次国

家集团为弥补国家能力缺失而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 , 利用 自身网络联系彼此 , 推

进合作 " 88配合次国家行为体出现的价值分化 , 至少在欧盟演进分权化过程中 ,

次国家行为体关注的是 / 回归地方和次国家的价值 0 89 " 有两个原因促成宗教功

能单位向次国家行为体这一定位靠拢: 其一 , 宗教功能单位首先是个宗教场所 ,

执行的是宗教崇拜职能 , 其人员组成依据是非世俗的 , 因而其宗教性是优先属性 "

西方政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政教分离 , 尽管各国宗教政策有差别 , 但大

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宗教事务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政教分离原则 " 在有的政治学学者



眼中 , 西方制度化的宗教甚至可以归为 / 罩有神圣光环 0 ! / 特权的统治 . , 9 " " 宗

教功能单位持有教义神学观点 , 运行于国家力量施动空间之外 , 与政府机构分离 ,

作用于社会 , 似乎可以算得上次国家行为体 " 此外 , 因为无论是教堂 ! 清真寺还

是庙宇 ! 会堂 , 所有的宗教功能单位都必须以地方为立足基础 , 从本土利益 ! 地

方价值角度来看 , 宗教功能单位似乎的确是属于次国家行为体的范畴 , 然而事实

又存在明显的悖论 "

虽然主权国家 自治并未淡出世界政治 , 跨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条件下作用 日

益增大仍然是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津津乐道的主权衰落场景 " 0 .跨国行为体不仅指

常见的跨国公司 ! 国际政府间组织 ! 非政府组织等集团 , 比如在约瑟夫 #奈看来 ,

类似巴尔干地区的塞族 ! 穆族 , 生活于 / 土耳其 ! 叙利亚 ! 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

库尔德人 , 分布于整个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阿拉伯人 0 92都属于跨国族群集团 ,

也属于非国家行为体 " 参与国际交往的宗教功能单位不可避免地在构成人员上表

现出跨越国家边境的人群偏好 " 比如每年麦加朝勤的圣地麦加清真寺 , 其影响力

所及并且所接纳的信仰人群毋庸赘言并不以沙特国民为限 , 因而可以被认为是超

越 国家的 " 此外宗教功能单位的信仰背景是超国家的 " 宗教文化上的相互依赖和

金融 ! 经济 ! 上的相互依赖一样 , 都会对国际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框架产生极大影

响 " 宗教功能单位的构成人群和精神信仰上都是超越 国家的 , 因而用次国家行为

体框限宗教功能单位显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

应该说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宗教功能单位是具有相对独立行为能力同时也会

被外界影响的 ! 有限自主的非国家行为体 , 宗教功能单位构成笼统宗教体系的次

级体系 " 宗教功能单位要产生跨国效应 , 作为合理的独立的国际性行为体 , 就需

要在世界政治和国际交往中寻求身份认同和选择利益 目标 , 并由此形成宗教功能

单位 自身的特征 "

第三节 宗教功能单位的形式特征

前文已经介绍 , 宗教功能单位作为世界政治参与者 ! 行为体在国际关系学意

义上的角色定位是多重的 , 兼具有次国家层面行为体的本土性表现和跨国家层面

的超国界视野 " 在进一步分析宗教功能单位行为之前 , 很有必要从结构性整体角

度探讨其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体所反映出的形式特征 " 宗教社会学学者从国家内

部宗教生活与公民社会角度进行考察 , 对成熟宗教所做的结构性表述为: 宗教场

所是 / 基于宗教传统而得以展开宗教活动的空间形态 0 9:, , 宗教组织是 / 宗教活

动空间得以展现的制度载体 0 9- " 在国际政治层面 , 作为宗教功能单位的教堂 !

清真寺 ! 庙宇 ! 会堂可以被视为是构成更广阔宗教活动空间的行为载体 , 另一方

面宗教功能单位也恰是宗教活动的空间构成部分; 此外 , 宗教功能单位并未绝缘



于政治活动空间 , 特别是身处国际交往 (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抗) 频繁和热烈的地

区的那些宗教功能单位更是自主或者无意识地发挥其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力 " 各种

隶属不同宗教信仰体系的宗教功能单位往往处于各自宗教传统的约束之下 , 对它

们的分析理解也容易采取惯性思维 " , 5然而当尝试以国际关系学的眼光审视这些

看似复杂多变的教堂 ! 清真寺 , 抽离细枝末节 , 概括到宗教功能单位这一抽象行

为体概念时 , 则不免发现被传统宗教学体系所忽视的一些内容 , 尤以空间 ! 功能 !

价值三组矛盾统一体的形式特征为核心 "

一 ! 多维空间并置

教堂 ! 清真寺 ! 庙宇 ! 会堂这些宗教功能单位首先是一个宗教场所 , 其最直

观可视的形象是一所宗教建筑或者一组宗教建筑群 " 宗教功能单位以这些实体宗

教建筑为其空间上的基本媒介 ! 载体 , 执行各项功能 " 尤赖斯 # 阿札拉认为空间

的细分有 / 二度空间 ! 实体三度空间和内在三度空间 0 96三个类别的差异 , 尽管

这种划分多是美学意义上的 , 但在描述宗教功能单位的空间特征时仍然可以参

考 " 其一 , 一般认为绘画属于二维空间的艺术表现形式 , 它能够 / 再现 0 表现对

象的 / 具体背景 0 97 , 能够描摹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 抛开各种宗教内部历史

上对圣像地位的反复争论不表 , 单纯看建筑内部包含既有壁画 ! 窗画 ! 天顶画等

二维平面色彩装饰的当代宗教功能单位 , 这些二度空间的艺术媒介服务于宗教功

能单位的信仰崇拜职能 , 并且其表现和赞美的对象往往是超越二维甚至无法用三

维空间框限的神圣敬拜主体 " 0 8以东正教教堂为例 , / 无法想象正教教堂里点燃

的蜡烛 ! 氨氯的熏香和虔诚的圣事仪式背后缺少圣像 0 , 而如果 / 仅抱欣赏艺术

品的目的走近那些拜占庭圣像 , 那么我们会丧失理解他们深邃内涵的机会 0 99 "

其二 , 建筑形式的外在实体三度空间是宗教功能单位的另一空间载体 " 宗教功能

单位的建筑主体一方面是实用功能与艺术审美结合的现实三维形象展示;另一方

面 , 建筑主体的设计 ! 建造和使用必须放置入完整的外部自然 ! 社会环境之中和

谐互动才可能发挥其恰如其分的效用 " 比如修道士从孤独个人面对上帝的修道方

式需求出发 , 修道院的选址往往偏向于远离俗世繁华的幽静山林 , 也由此逐渐形

成以安贫乐道 ! 强调自食其力 , 与教会 ! 教廷有区别的修道团体制度 " . 00其三 ,

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具备 自身认识的内在三度空间 , 相比于实体空间 , 前者更偏向

主观的 ! 自理空间 0 .O . " 宗教功能单位的二度空间 ! 实体三度空间和内在三度空间

三个维度矛盾统一在结构性整体中 , 是其第一组空间矛盾 "

宗教功能单位的另一对空间矛盾 , 是其本土空间与跨种族 ! 跨国别的信仰空

间之间的角力 " 前者包括对宗教功能单位忠诚于其本体本地 ! 本土民众与文化和

关注地区利益的内在要求;后者包括宗教功能单位作为国际关系生活中的行为体



可能面对的跨国空间认同和排除国家认同的普世宗教认同问题 " 换 台.之 , 一个宗

教功能单位可能既热心所在社区的公益事业 , 也同时不忘远在另一大洲的相同信

仰兄弟姐妹的生活和命运 " 套用赫茨克的表述就是既 / 代表教会机构 0 , 也 / 代

表世界性成员川 -)2 " 这组空间矛盾在政治冲突条件下会有激化对抗的表现 , 平和

时期也并不意味着两个空间的调和 " 比如 2002 年辞世的纳米比亚第一位土著罗

马天主教领袖 , 温德和克教区的伯尼法图斯 # 豪希库大主教 (Bon ifat ius

fla " Shiku ) 曾经 说过: / 我们纳米比亚信徒接受了基督 , 但这个走在我们中间的

基督却太频繁穿着欧洲的服饰了 0 , 本土化 / 必须要进行到比音乐 ! 鼓声和鼓掌

更深的层次 " 0 . -川

宗教功能单位还要面对宗教空间与政治空间这组活动空间矛盾 " 宗教与政治

的关系是宗教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都乐于涉猎的领域 , 不可否认 , 宗教始终对政

治有着影响 " 作为宗教体系的次体系 , 宗教功能单位在宗教空间甚至政治空间都

可以有所作为 ,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 其宗教空间的行动策略会有外溢到政治空

间的后果 " 塞尔维亚外长 , 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武克 # 德拉什科维奇 (Vuk

Dra总kovi己) 表示 , 让他看到南斯拉夫和平的曙光 , 给予他终止战争的信心的正

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牧首帕弗洛座下 (Pat ri jarh Pav le) 和克罗地亚库哈里红

衣主教 (Franj o Kuhar iC) 手牵手一起祈祷的景象 " 另一方面 , 特别是在规范性

制度缺失 ! 暴力频仍的地区 , 也有非宗教界期望宗教界 / 不以战争性质非 -宗教

战争 . 为由 , 在和平调解过程中袖手旁观 0 . -川, 主动要求宗教介入政治空间 "

二 ! 复合功能迭加

宗教功能单位的功能首先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宗教的功能 " 比较有代

表性的观点是总结宗教具有阶级功能 ! 民族功能和文化功能 , /巧另一类观点则认

为宗教功能分为世俗的功能和非世俗的功能 . -)6 " 本文认为 , 无论是将宗教行为体

的功能分为阶级 ! 民族 ! 文化复合体 , 还是二分为宗教与世俗 , 都验证了一个基

本事实 , 即宗教和宗教行为体具备相互渗透的多重功能 " 比如历史上奥斯曼帝国

曾用伊斯兰教作为统治阶级宗教 , 潜移默化转变巴尔干地区原本的基督教信仰 ,

宗教这时成了异族统治者同化被统治者的工具;这场变迁的遗祸之一是当年波黑

同属斯拉夫人的穆斯林 ! 天主教徒克罗地亚族和东正教信众塞尔维亚族同室操

戈 , 宗教这时是聚合 / 我们 0 区分 / 他们 0 的标杆; 而产生争端的这些民众长期

以来早己把本族的宗教信仰内化而 日益融入整个群体的心理和行为 , 内化为文化

特质 , 这时宗教的功能是文化纽带 " 又比如 , 许多所谓世俗功能具有神圣意义的

功能 , 而现实中的宗教仪式也可能隐含着世俗的企图 , 宗教与世俗的界限并不那

么明确 " 例如 , 尽管大多数研究对于宗教在教育 ! 慈善和医疗事业方面成就属于



宗教的世俗功能 , 但不可否认这些世俗功能在治疗人的内体同时也关心人的精神

追求的潜在意味 " 而一场为屠杀死难者举行的悲枪而隆重的宗教葬礼仪式也可能

隐藏着激发夺取权力斗争和复仇激情的世俗内涵 "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 , 参与或者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宗教功能单位所承载的功能

特征不仅仅表现为普遍意义上的宗教各种功能互相交织状态 , 因为宗教功能单位

一旦成为国际关系世界政治活生生的体验者 ! 参与者和影响者 , 那么其各种功能

之间除了迭加存在之外 , 在相当多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对抗甚至冲突的

情况 " 即便是同一功能内部也可能面对两难的处境 " 例如 , 伊斯兰教内部教义要

求 / 天下穆斯林皆兄弟 0 . -斤, 那么一个地区内部各个清真寺之间的关系该是友好

共存的 , 然而当伊拉克萨迈拉市什叶派圣地之一阿里 # 哈迪清真寺遭到火箭弹攻

击之后 , 短期内全市的百余逊尼派座清真寺纷纷遭遇报复性打击 , 在初期这些破

坏主要以清真寺标志性建筑和逊尼派信仰信心为袭击目标 , 而不是信徒生命 " . -州

原本是 / 兄弟 0 的穆斯林 , 却为了与宗教本身无关的信仰人权在执政府的政治主

导地位而引发针对清真寺的恐怖行动 " 不同教派的清真寺在各自信徒和外部观察

家分析家眼中超越 了纯粹的宗教功能 , 兼有了支持政治派系的政治暗示 , 至少在

伊拉克这场清真寺遇袭风波中清真寺的宗教功能与政治功能发生了冲撞 " 另一方

面 , 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功能单位的这些功能并不可能剥离功能复合体的形式

而独立存在 , 否则不可能对世界政治国际生活产生影响 " 没有政治功能 , 宗教功

能单位在政治生活中就是 / 沉默者 0 , 沉默者的声音是 / 看不见的少数派 0 .四"

简言之 , 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宗教功能单位的各项功能之间尽管存在某种矛盾 , 但

彼此之间同时是相互依存的 "

三 ! 双重价值背反

信仰上的绝对价值和责任上的相对价值的二律悖反是宗教功能单位的第三

组矛盾统一表现形式 " 在考察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判断行为模式之前 , 了解宗教

功能单位的价值观念 ! 价值来源有助于从决策动机之基础全面看待宗教功能单位

的进程偏好 " 信仰上的绝对价值是构成宗教功能单位价值体系变量之一 , 有着普

罗米修斯式的使命意味 " 信仰上的绝对价值有两个来源和两个方向 , 两个绝对价

值来源分别是宗教象征和 自我认知 , 两个方向是维护信仰和维持教牧 0 -, " 具体来

说 , 一个运转良好的宗教功能单位在意的价值来源于其宗教身份和地位 , 同时还

要参考自身境遇和意愿做出绝对价值的判断 , 而绝对价值的方向在于宣扬 ! 赞美 !

敬拜信仰以及关心神职人员 ! 基督徒的宣教和宗教生活 " 换言之 , 无论哪个宗教 ,

其教堂 ! 清真寺 ! 会堂 ! 庙宇等等宗教功能单位建立和运作的绝对价值也即存在

价值关乎护教 ! 卫道 , 并且关乎牧养信教人员 " 宗教功能单位的绝对价值是其终



极神学义务 , 这一绝对价值相对固定 , 不随时代 ! 社会变迁而变化 "

责任上的相对价值是宗教功能单位由外部赋予的义务 , 是一种现实境遇下的

人为添加 , 这个外部力量包括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 " 现实社会赋予宗教功能单位

的相对价值是特殊境遇下的实用性责任 " 宗教功能单位相对价值的表现并不是于

现代社会刁-出现的 , 甚至在神圣文本里也有类似的提及 " 比如 , 5 圣经 # 旧约 6

/ 先知书 0 部分 , 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内各任先知在言论中罕有涉及国际政治性

质内容的 , 然后当以色列面对埃及和亚述两个帝国夹击的危险状况之时 , 耶利米

先知却开始做出大量背离宗教性 , 反而更接近 ! 触及有关国际政治的预占 ! 评论

和建议 " 川 全球化和宗教回归世界政治的今天 , 尤其是在遇到政治军事危机的

情况下 , 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很难置身世俗事外 , 并且比起过去的历史 , 现今的宗

教功能单位面对更多的施压主体 " 比如 , 科索沃危机期间 , 地处科索沃梅托西亚

的德卡尼修道院客观上受到非信徒直接的火箭弹攻击而不得以成为地区冲突的

直接受害者 , 受损之后却又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不利的责

难 , 德卡尼修道院不得不向外表达正教群体塞族受到迫害 , 需要外部力量介入当

地以稳定局势 , 使修道院和修道院牧养的信仰人群免于伤害的非纯粹宗教性的政

治利益呼求 " 0 2这些在下文个案部分还会予以详述 " 相对价值是随着局势变化而

逐渐演变的 , 追求相对实用价值的表现也就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 比如 1995 年

波黑战争末期 , 米洛舍维奇 (Mi l临evi己) 成功地说服了过去与他为敌的塞尔维

亚正教牧首帕弗洛座下支持签署美国政府主导的代顿协议 (Dayton Agre em ent ) ,

后来帕弗洛座下却遇到教会内部和塞族群体的谴责 , 0 -为了补救 , 这位主教又特

意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 谴责美国针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不公正 " 0 ,

宗教功能单位的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两个类别之间虽然有的时候表面看来

会不一致 , 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是二律悖反的关系 " 建制内的宗教功能单

位是积极的 , 仍以旧约为例 , 即便在圣殿先知出于相对价值的要求而发出刺耳的

警告之时 , 也不忘为了能够继续崇拜上帝而向以色列人民提出修正行为的建议 ,

, -5有破也有立 , 不存在消极避世不求改观进取的态度 , 至今各种宗教功能单位保

持了以绝对价值为主导 ! 相对价值相辅助共同保障信仰存在的惯例 "

小结

在宗教社会科学研究先驱詹姆士 # G # 弗雷泽 (Jam eS G. Fra zer ) 看来 , 宗

教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概念简洁 明确而引人注 目 / 宗教包含了两个因

素 , , 对高于人的诸力量的信仰 , 以及安抚它们或者讨好它们的企图 0 0 6 "

无论是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信徒 , 还是无宗教信仰的世俗的世人 , 要解读当代国际

关系意义上的宗教功能单位行为体 , 就需要尊重各种宗教持续存在的真实时代背



景 , 尊重不同的心理信仰和敬拜信仰的努力 , 这也是力求客观地研究宗教与国际

关系构架的前提 "

本章的目的是 , 主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描述宗教参与 ! 影响 ! 介入世界政

治 , 尤其是陷入动荡冲突处境为典型的传统性单元行为体在学理上的概念图景 "

本章尝试探索性地以生动且整体的观察视角出发 , 跨越学科界限门槛 , 分别从构

成元素 ! 角色定位和形式特征三个方面 , 全面解释作为国际政治社会生活行为体

的教堂 ! 会堂 ! 清真寺 ! 庙宇等等这些在宗教与国际关系中研究中缘于太过主流

且传统而被长期忽视的宗教功能单位 , 力求建构起系统的宗教功能单位定义 , 以

期帮助更细致地理解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意象 , 也为下一章从理论上探讨地区冲

突状态下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和过程奠定学理基础 "

宗教功能单位信仰的是现代文明社会内成熟的制度化宗教行为体 , 本文暂时

不关注新兴宗教 ! 宗教运动和崇拜团体 (cul t) 的行为体 " 比照国际关系主流行

为体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界定方式 , 宗教功能单位作为国际关系的又一类行为

体 , 其基本构成要素分为: 实体性的固定的屋舍 ! 神职人员和信仰人群 , 无形的

宗教信仰系统和伦理道德标准 , 以及表象的行为表征与文化象征三个方面 , 缺一

不可 " 宗教功能单位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接近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利益

集团 ! 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 , 然而却皆不完全契合 , 严格说来 , 宗教功能

单位各项构成元素组合起来形成了笼统宗教体系的次体系 , 其身份定位随着国际

政治局势变幻而游移摇摆 " 宗教功能单位的特征表现为多维空间并置 ! 复合功能

迭加和双重价值悖反三组形式特征 , 这些特征的矛盾统一限定了宗教功能单位行

为取向和利益偏好 "

概言之 , 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宗教功能单位 , 其概念定义可以基本表述为:

信仰超 自然实体 , 以不可迁移的实体膜拜与静修处所为物质性基础 , 在自身生存

安全前提下 , 以维护信仰和教众 ! 传播宗教文化为基本职能 , 以宗教仪式为主要

行为方式 , 参与世俗的国际交往 , 对国际政治进程能够产生影响的开放性独立行

为体 " 其性质定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宗教体系的次体系 , 是空间 ! 功能和价值三

个向度矛盾统一的理性客观行为主体 "

, 任继愈主编: 5 宗教大辞典 # 绪论 6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998 年版 , 第 1页 "

, 宗教分为无形和有形纬度两个纬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参见徐以弊 , 章远: 5 宗教与

中国国家安全 6 , 载 5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 2009 年第 4 期 , 第 109一116 页 "
3 see H eIm ut R ichard N ieb uhr. Ch rl.s tan d Cu lt ure (N ew 物 rk :H aro er & R o w- 195 1 ! .

0 比如国际危机监察机构前巴尔干地区研究主任彼得 # 帕默 (Pe te r Pal m er) 在探讨上世纪九

十年代波黑冲突问题的文章中就认为冷战和苏联的高压掩盖了南斯拉夫地区潜在的宗教对
抗 , 并且认为基督教教会 (无论是天主教教会还是正教教会 ) 都没有对前南地区冲突缓解发

挥足够 的正面作用 , 参见 perer Palm er, / T he C hurehesand eonn ictin Form ervu goslavia 0 in K .

R .D ark , ed ., R elig ion a nd In te rn ati ona lR ela ti ons (B ashingsto ke, H am Psh ire :P algrave, 200 0), P P.



8 3 一9 8 .

0 以 9.rl 开篇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著作极多 , t匕如 O liverM eTe rnan , 巧ole nee in G Od 污Na , , , e

(N ew Yo rk :O 一bis B ooks, 2003 ): Pavlos H at zoPo ulo s and F ab io P etito , eds., R elIg ion I.n

加lernazionalR ela lio , , 5 Th e Rerurn -加 , , ;Ex ile (N ew Yo rk:Palgrave, 2003):Jonathan Fox and
S hm u一elSand le一, B , inging R elig ion inzo In zerna tio nal R ela rion s (N ew Yo rk :P alg rave M aem illan ,

20 04 ); Jo nath an F ox , R elig ion , C jvil抢a tion , a , ;d C ivil肠 , 1 9书j Ih ro ug力ljl e ne , !, Mi lle, 7n i: -, 0

(Lanham :Lexingron B ooks, 2004)等等 "
/ 比如涂怡超博十学位论文 ! 邹涵奇博十学位论文都在止文开篇介绍了全球宗教人口分布和

比例情况 , 另外比如卓新平新著 ((.. 全球化 0 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6 也以介绍宗教全球复兴为

开篇 "
7 Jefrr e, H aynes, 众tro 血ezio " t口加te, #nazionaz尺ela tson ! " nJ 尺elig so " (N ew 物rk:Pargrave

M aem il!an , 2007 ), P P.63一33 1.
8 [美]詹姆斯 #多尔蒂 ! 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 阎学通等译: 5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6

(第五版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 第 2 1一22 页 "
9 Jo n ath a n F o x , 二R e lig io n a s a n o v e rlo o k ed E 一e一n e n t o f in te rn a tio n a l R e la tio n s , 0 加 te rn a zio n a l

Sl udi es R eview s, vo l.3 , issue 3 (D eeem b er 2 00 1), P .55.
, 0 比如 sisterM a叮A nn wa 一sh , R sM , 尸叩e而八n尸auz 11 20 方enidi cr 万 睁 月, , In side Look ar

lhe En d of an E厂/ , Th e Begin nin g of A Ne w O ne , and fhe Fu tu , e of fhe Ch u , ,ch (Lanham , M ayland:
R ow m an & L ittlefi eld P ublishers, Ine., 2005 ):G ordon Fellm an , R a m bo and zh e D a la iL anZa : Th e
C o刀碑尸乙-IS io n to 环1.n and 115 T/7 re a l[o H 扮m an S urv ival (A lb any :S tate U n iversity of N ew Yo rk

Press, 一995)等等 "
, . 比如 Thom aS Banehoff, ed , R eligious pluralism , o lobalization and wo rld Politics(O xfo rd ,

N ew Yo rk:O xfo rd U niversity Press, 2008), P.264:John J.D Ilulio , Jr., G odly ReP : -blic A C entris t

B lueP rin lfo rAm eric a 污Fa ilh 一B as ed F ulure (London:U niverisity ofC alifo rnia Press , 2007), PP.
2 64 :260一263 :Jeffr ey H ay nes, In tro du etion to In lerna tionalR ela tio ns and R elig ion (L ond on :
L ong m an , 200 7), P P.40一55 :S eo tt T ho m as, / R elig ion and InternationalC onfl ict, , . in K .R . D ark ,

ed., 尺elig ion and In te , nazionalR elo rions (B ashingstoke , H am pshire:palgrave , 2000), pp.7一8 等
夕六
一! J一"

, 2 比如 A llen n .H ertzke , 而 elns G oJ兮以 i女b .en:升e un zl.ke ly 月llia neefo r G lo balH u)刀an

R ig 人ls (Lan ham :R ow m an & L itt lefi eld Inc , 200 4):N .J.D em erath 111, Peter D o bkin H all, Te rry

Sehm itt , Rhys H .W illiam s, eds., Sa ere d C oln 7, anies:口子琴/ niz atl.O nalA sP eets of Relig ion and
R elig iousA 胡ects of o 卿 nizatl.o ns (N ew Yo rk:O xfo rd U niversity press , 1998)等等 "
, 3 比如 M ark Jue电ensm eyer, 及rro r in th e 撇 d of G o汉# Th e G lo balR is e of R elig ious 巧ole nce

(U niversity ofC alifo rnialPress, 2003);Jessiea Stern , Te rro rin fhe Na m e of G o沙 {日理Relig ious

械 lirants 价11 (N ew 物 rk:Eeeo , 2003)等等 "
, 4 参见任继愈主编: 5 宗教大辞典 6 , / 宗教社会学 . , 和 / 宗教学 . , 词条 , 第 1092 一1094 页 "

, 5 将宗教作为社会的子系统 , 以全球关注和关联出发 , 其社会功能划分为社会整合 ! 社会

服务 ! 社会控制 ! 心理调试和文化交往五项功能 " 参见卓新平: 护全球化 0 的宗教与当代中
国 6 , 第 196一2 17 页 "
, / 物 一e H .Ferguson and R ichard w .M ansbaeh , Th e El usive Q uesl: Th eo尽 and ln terna tiona l

尸ozirie ! (e o一um ia , 5.e .:u niversity ofsouth C arolina press, 1988).转引白[美I 卜伦 # 明斯特著 ,
潘忠歧译: 5 国际关系精要 (第二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年版 , 第 134 页 "
, . 1美 2阿尔文 # 施密特著 , 汪晓丹 ! 赵巍译: 5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6 , 一比京人学出版社 ,

2004 年版 , 第 373 页 "
, 0 任继愈主编: 5 宗教大辞典 6 , / 清真寺 . , 词条 , 第 621 页 "

, 0 任继愈主编: 5 宗教大辞典 6 , / 寺 0 词条 , 第 765 页 "

, o 参见 Pete:Pa一m er, - !The e hurehes and eonn ietin Form erYu goslavia , 0 in K .R .D ark , ed.,

R elig ion an d In terna tion alR ela tions , PP .85一9 1.
, . 刊登这则报道中外媒体都有 , 仅举儿例卢思彬: 5 真实与谎言 ) 围绕北约空袭透视西方

媒体 6 , 载 5 华南新闻 6 , 19 99 年 4 月 8 日第 2 版; 耿海军: 5 二十世纪的第一次网络大战 6 ,

载 ((国际展望 6 , 一999 年 8 月 23 日; Sava Ja句ie, / T he C yberm onk , , . D avid L irt le , Ta nenbaum
C enter fo r Interr elig io us U nd erstand ing , Ta nenbaum C enter fo r Interr elig io us U nd erstand ing ,



R iehard C .H olbrooke eds., P eacem ake rs in A cr沁n P八2刀le s of RelI.g I.O n I.n CO nL/7 iclResolu rI.O n
(L ond on :C am bridZe U n iversitv Press. 200 7).o n.123一150 .等等 "

匕na l In lern a tlo n a l七o m m u n lty, 一匕na , 1 h o U SeS O T W o rsn lP , W W W # Da n a l.o rg , V , s lte o o n

N ovem ber3 , 2009 , httP://info .bahai.org/ artiele小 6一O一7.htm l
23 徐以弊 ! 秦倩: 5 如何界定宗教非政府组织 6 , 徐以弊等主编: 5 宗教与美国社会 6 第5 辑 ,

时事出版社 , 2008 年 , 第21 页 "
24 参见安东尼 # 吉登斯对教会 ! 教派 ! 宗派和崇拜这四个宗教组织概念的评价 , 他认为这

儿个概念只反映了基督教传统 , 无法解释其他井不存在高度发展的科层等级机制的宗教 1英]
安东尼 # 吉登斯著 , 赵旭东等泽: 5 社会学 (第4 版) 6 , 北京人学出版社 , 2003 年版 , 第 516

一517 页 "
2, 教会井不是指建筑物或教派机构 , 参见中国基督教二白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

会: 5 圣经简明词典 6 , 中国基督教三白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会 , 199 6 年版 , / 教

会 0 词条 , 第 45 页 "
2 / 以乔治 # 居尔维奇的冗赘标准为例 , 他提炼了十五条集团的要素 , 分别是: 内容 ! 规模 !

期限 ! 速度 ! 分散程度 ! 组织基础 ! 加入方式 ! 外向程度 ! 功能 ! 方向 ! 渗入的方式 ! 群体

之间的协调程度 ! 强制的方式 ! 支配组织的原则和统一程度 , 参见 =法l莫里斯 # 迪韦尔热著 ,
杨机攻 ! 下大东译: 5 政治社会学 ) 政治学要素 6 , 东方出版社 , 2007 年版 , 第28一引 页 "
27 徐以弊 ! 秦倩 : 5 如何界定宗教非政府组织 6 , 第 9 页 "

28 托马斯 # 奥戴认为教会与教派相区别 , 前者有五个属性 , 分别是: 成员来源以家庭出身

背景为基础;形式化了的感恩方式及其社会学与神学方面的伴随物等级制度与教义; 社会结

构的包容性; 但常以地理上或种族上的界限为准; 倾向于所有人的阪依; 倾向T. 适应社会价
值观与制度 , 并与它们妥协 " To m as F o .D ea , Th " so eio l卿 声of 尸elig io刀(Eng一ew ood e 一i瓜 N ew

Jersey:Prentiee H all), p.68 , 转引白[美]罗德尼 # 斯达克著 , 高师 -j -等泽: ((宗教的未来)) , 中
国人民人学出版社 , 2006 年版 , 第25 页 "
29 马晓燕: 5 非法定居点 ) 以色列难解之结 6 , 载 / 新华网 ., , 2009 年 6 月 5 日 ,

http://new s.xinhuanet.eom /v ideo/2009一06/05/c ontent-- l14956og.htm , 引用时间 2009 年 6 月 5
日 "

30 参见 1德]马克思 # 韦伯著 , 康乐等译: 5 宗教社会学 6 , ) 0 西师范人学出版社 , 2005 年版 ,

第十二章 / 文化宗教与 -现世 0 ,o
, . 1法 2莫里斯 # 迪韦尔热著: 5 政治社会学 ) 政治学要素 6 , 第 159 页 "

32 王铭铭著: 5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6 , 厂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版 , 第 37一41 页 "

33 参见[美刀.c .亚历山大著 , 彭牧等译: 5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6 , 译林出版社 , 2003 年版 , 第

2 16一281 页 "

::参见 R obert K . M ert o n , S oeialT heo ry and SoeialS trueture (N ew Yo rk :F ree p ress, 1957 ) "

Steve B ruee, Po litic s an d Re lig ion (C am bridg e:P olity P re ss, 2003 ), P.4 3 .
参见[英 8安东尼 # 吉登斯著 , 赵旭东等译: 5 社会学 (第 4 版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 年版 , 第 16 页 "

1关]肯尼斯 # 华尔兹著 , 信强译: 5 国际政治理论 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 年版 , 10 9

80 页 "

107 页 "

第第=美]肯尼斯 # 华尔兹著: 5 国际政治理论 6
=美]肯尼斯 # 华尔兹著: 5 国际政治理论 6

37页380

40 曹永胜: / 印度教极端势力向政府发难 , 教派冲突走向何方 0 , 载 5 北京青年报 6 , 2002 年

3 月 7 日 "

:;乐峰: 5 东正教史 6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年版 , 第 41 页 "
Ind ia eN ew s: / K ashm ir Pro tests bom bing of lra qishrine , . , F ebruary 23 , 2006 ,

htt pp:// w w w. indiae n ew s.eom /Pdf/ 5609 8.P df, 06/14/2 007
Sava Janj ie, / T he C yberm onk , , , D av id L ittle, Ta nenbau

, , 贾a华 / /甲.c, .廿0 e杆yber吧nk, 0 甘av) dL , tt)兮, 华ne-?b au m Cen -erfo rIn -erreligiousu nuerstan a一ng , 一an enoaum 七enter ro r Interr e l一g一ous U nderstanding , R ieh ar d C .H o lb ro o ke , eds.,

P eaeem ake rs in 才etion:乃闷万les of R elig ion l.n C o声尹ictResolutl.O n (London:C am bridge
U n ive rs ity P re ss, 20 07), P. 133.
44 1美]时代一生活图书公司著 , 张晓博译: 5 兴盛与阴谋 # 拜 , l7庭帝国 6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中国建筑 }_业出版社 , 2001 年版 , 第 27 页 "
45 [美 8 罗德尼 # 斯达克 , 罗杰尔 # 芬克著: 5 信仰的法则 6 , 第 143 页 "

46 许多研究表明人多数人都在正常环境 卜保留在生长于斯的宗教组织内 Ja m es R .Kl ue ge l,

/ D enom inationalM obility, 0 Jo urn alfo r the Sc ient沙 St / d) 夕of R elig ion , no.19 , 1980 , PP.26一39;
D arren E .Sherkat & Joh n W ilso n , / Perfe re nees , C o nstrains , and C hoices in R elig io us M arkets:

A n E xam inat ion of R e lig ious S w iteh ing and A Postasy, , , SO e沁I Fo rc es , no. 73 , 19 95 , PP , 99 3一1026 :

参见 7美]罗德尼 # 斯达克 , 罗杰尔 # 芬克著: 5 信仰的法则 6 , 第 149一156 页 "
47 1德l马克思 # 韦伯著: 5 宗教社会学 6 , 第 253 页 "

48 =德 8 马克思 #韦伯著 , 于晓等译: 5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6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06

年版 , 第 98一99 页 "
49 7德]马克思 # 韦伯著: 5 宗教社会学 6 , 第 252一255 页 "

50 1英]安东尼 # 吉登斯著: 5 社会学 (第 4 版 ) 6 , 第 506 页 "

, . [法]莫里斯 # 迪韦尔热著: 5 政治社会学 ) 政治学要素 6 , 第 39 页 "

52 [美]冯 # 贝塔朗菲著 , 林康义等泽: 5 一般系统论: 基础 ! 发展和应用 6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87 年版 , 第 187 页 "
53 [英 2安东尼 # 吉登斯著: 5 社会学 (第 4 版 ) 6 , 第 507 页 "

54 [埃及 2穆罕默德 #高特 卜著: 一虹泽: 5 伊斯兰艺术风格 6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0 年

版 , 第 一06 页 "
55 7法]爱弥尔 # 涂尔干著 , 渠东 ! 汲品译 : 5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第 354 页 "

56 1美]杨庆塑著: 5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6 , 第 96一97

页 "

, , 参见 A I一en 0 .H ertzke , 肠 el.ng G oJ兮以 f肋 e n:Th e un like ly A llia ncefo r G lo balH - m an

R i助 tS (L anh am :R ow m an & L itt lefi eld Ine.20 04). 0.70 .

一 七reg o ry 5 . M an le坑r o llr卫cs a n a 行ov ern m en l王n ISra el: I n e 拟 a lu ra lzo 刀oj a l0 o a e r 0 o la不e

(L anham , M D :R ow m an & L itt lefi eld Pu blishers , Ine., 200 4), P.38 1.
59 7俄]c H .布尔加科夫著 , 徐风林译: 5 东正教 ) 教会学说概要 6 , 商务印书馆 , 2001 年版 ,

第 162 页 "

60 秦惠彬主编: 5 伊斯兰文明 6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08 年版 , 第 240 页 "

/ , ((金色弯顶清真寺袭击余波未平 6 (视频新闻) , 2006 年 2 月 24 日 ,

http://new s3.xinhuanet.eom /v ideo/Z oo6一02/2 4/eontent--4 223 120.htm , 引用时间 2006 年 2 月 24
日 "
62 P ete; P alm er, 一T he e h urches and e onn iet in rorm er物 goslavia, 0 in K .R .D ark , ed ., R elig ion

a nd In tern al1.o na lR ela tto ns (B ash ing stoke , H am Pshire :P alg rav e , 2000 ), P # 92 #
63 Joac him W ach , so eiolo舒 of 尺ezig ion (e hicaso :u niversity ofC hiea即 press, 1944), C h呷 te r
7 .

64 see R oy wa 一15, 八e胧 m enta 理凡 二5 oj .Ne w 尺eligi ous 五沙 (L ondon:Routledge and K egan

P au l, 19 84 ).
65 1英]安东尼 # 吉登斯著: 5 社会学 (第 4 版) 6 , 第 542 页

66 1美]亚历 山大 #温特著 , 秦亚青译 : 5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6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2003 年

版 , 第 247 页 "
67 1美]罗伯特 #吉尔平著 , 宋新宁等译: 5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年版 , 第 32一45 页 "
68 1美 2罗伯特 #吉尔平著: 5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6 , 第 44 页 "

69 味 ]詹姆斯 #多尔蒂 ! 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5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6 , 第 112 页 "
70 7美 2詹姆斯 #多尔蒂 ! 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5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6 , 第 32 页 "

7 . 俞正梁等著: 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6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版 , 第 88 页

72 7美]艾伦 # D # 赫茨克著: 5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 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6 第 1一3

页 "
, , Larry o iam ond , D evelOP ing D em oera即:了bw a心e onsozi由rion (B altim 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 oPk in s U niversity P re ss), P # 66 #



74 赫茨克认为宗教游说者代表概念具有多重涵义 , 除了兼有汉娜 波特金 (H an na h F.Pj tki n)

在 5 代表权概念 6 一 }弓中给出语源学上二种代表权概念: 取得授权的程序式代表权 ! 上体客

体一致的临摹式代表权和不计较效果的象征性代表权 , 此外宗教游说者多重角色更体现在皮

特金没有看到的代表 l一作上的教会机构 ! 代表神学传统和代表普世性成员 " 参见 1美J艾

伦 O 赫 茨克著: 5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 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6 第四章 , 第 !02 一122

页 "

75 俞止梁等著: 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6 , 复口.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版 , 第 87 页 "

76 =美]艾伦 # D # 赫茨克著: 5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 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6 , 第 104

页 "
, , M art a R eyna一Q uero一, / Ethnicity, PolitiealSystem s, and C ivilWa rs, 0 Jo urnalof C onj7 ict
R esolu tio n , vo l.46 , no. l , February 2002 , P.29 .
78 s ee G o司o n w hite , / e ivils oesety, o em oera tisation and D evelo pm ent:C learing th e A naly rica l

G roun d , , , in Peter B urn elland PeterC alvert , ed s., C ivl.l SO cie印in D em ocra liza tI.O n (L ond on :
F rank C ass, 20 04), P. 11.
79 参见俞正梁等著: 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6 , 第 145 页; [美]詹姆斯 #多尔蒂 ! 小罗伯特 #普

法尔茨格拉夫著: 5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6 , 第 44 8 页等等 "
80 1美 2 卜伦 # 明斯特著: 5 国际关系精要 (第二版))) , 第 177 页 "

s - ! -w hat 15the u nited N at ions? w hataboutN o o s, , 联合国官方网站

httP://w w w .un.org/ geninfo /ir/index.asP?id= 110
82 转引白俞正梁等著: 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6 , 第 145 页 "

83 [美]詹姆斯 #多尔蒂 ! 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5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6 , 第 32 页 "
84 ze价ey H ayn es , 加tro du erion to 角rern arl.o nal R ela tl.o ns and R eligi on , p .6 , p.57 .

85 [美]罗德尼 # 斯达克 , 罗杰尔 # 芬克著: 5 信仰的法则 6 , 第 269一271 页 "
86 s ee e hristo pher R .M itehe一I, / e o nn ictA na一y sis e onn iet R eso lutio n and - po lities . .A

R efl eetio n , , , in D av id B loom fi eld , M art ina Fisher& B eat rix Sehm elzle , SO eia l C h ang e and

C onjl ictTr ansfo rm ation (Berlin:B erg hof Researc h C enterfo rConstruetive C onflictM anagem ent,
2 006 ) P .86 .
87 [德 8 鸟尔里希 # 贝克著 , 蒋仁祥等译: 5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 6 , ) . -西师范人学出版

社 , 2004 年版 , 第 l页 "
88 see o av id M itrany , 月肠 尹七月g 尸eaee Sys tem (e hieago :Q u adran gle B ooks , 1966 ): and D avid

M itrany, Th e P尹.Og尹.e55 of ln tern ationalG overn m ent倒ew H av en , C T:Ya le U niversity Press,
1933), q uoted fr o m L in da C orn ett & Jam es A .C aPo ras o , / -A nd stillit M oves! . State lnterests
and S oeia lFo rees in the E uroPean C om m unity, , , in Jam es N .R osenau & E rnst一O tt o C zem P ie leds.,

G Overn a nce w ilho utG o vornm en l:凸石殆r and Ch a刀ge l.n 肠 rld Poll.lic s (N ew Yo rk :C am b ridg e
U niversity p ress, 19 92) P - 236 .
89 Jam es N .R o senau , - !e itizensh ip in a e hanging o 一obalo rd e几, . in Jam es N .R osenau &

E rnst一O tt o C zem P ieleds., G overn an ee w ith o urG overn m ent: 口儿抢r and Ch a刀g e in 肠 , #ld P o liric s ,

P . 2 9 2 .
90 [美]莱斯利 # 里普森著 , 刘晓泽: 5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6 , 第 86一87 页 "
9 . see Joseph A .e am i一leri& Jim Fa一k , Th e肠d of so vere ign 粉夕Th e p oll.lics oj 月Sh rin ki棺 and

Fr 久罗nenti馆 肠 rld (H ants:E dw ard E lg ar, 1993), P .3.
92 1美 8小约瑟夫 .奈著 , 张小明泽: 5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

年版 , 第 13 页 "
93 李向平: 5 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论释 6 , 第 63 页 "

94 李向平: 5 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论释 6 , 第 89一90 页 "

95 比如认为不同宗教信仰体系 卜的宗教活动场所 ! 宗教团体 ! 宗教组织差异巨人 , 因而应

以宗教种类和派别为区分这些社会学意义上宗教概念的依据 "
% 章利国著: 5 造型艺术美学导论 6 , 河北美术出版社 , 1999 年版 , 第 24 页 "

97 王朝闻: 5 美学概论 6 , 人民出版社 , 19 81 年版 , 第五章第三节绘画部分 "
98 持类似对宗教场所内宗教艺术超越二维表现力观点的论著很多 , 仅举两例: R ow en a

L overanee , Ch ris lia n A rt (C am bridge , M ass.:H arv ard U niversity P ress, 20 07) P .80: Ian 5 .

M ar kham , T in u R u Pare ll, En co / n teri刀9 Reliz l.o n (G reat B ritain :W iley一B laekw ell, 200 1), 口.132

, 9 eyrilM ango, ! !Th " eult "fleons, , , ih M y几aliAeheimastou一Potami-anou, oavidA Ha司夕"d ".,



eds., 刀dly lm 口ge , Ho ly 助ace:Ic ons and F) e seoesfro m G re ece (A thens:G reek M inistry of
C ultrue. 198 8). 00.36一37 .

, / 0 0 一ive:J.T hat eher& Edga:H o一m es M eN eal, 搜so urc e励 okfo r Me dia evalHis ro理:Se le eted

D oc乙lm ents Ill us lra tion th e关厅Slory of E u厂Oj , e in lh e人介-表lleAge (N ew Yo rk:C harles Scribner .s
So n. 1905 ! .00 .432一590 .

乙ee K u Q o ll八rn n e lm , Jv ew 尤SS ay S O n 功e l .s* 厂C儿01口邵 , 以 A rl 又U n lv e rs lty 0 1 七a llro rn la r re SS ,

19 86), PP.79一80 .
, / , [美]艾伦 # D # 赫茨克著: 5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 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6 , 第

108一110 页 , 第 117一121页 "
> 0 3

> 0 4
A lan C ow ell, / A fr ica , 5 B ishoP s B ring H arsh R ealities to ! 妞tiean , , , in N r T, M ay l, 1994 .

PeterPalm er, / T he C hurehes and C onfl ietin Form erYu goslav ia, , in K .R .D ark , ed., R elI.gi on
and In rern ationalR ela rions , P.9 8 ,

, / 5 胡祥云: / 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 0 , 载 5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6 , 1998

年第 3 期 "
, 06 R ezaA s一an , 肠 即J 乃urG od, 角e or ig in s, 肠 olution , and几 rure of ls la m (N ew yo rk:

R andom H ouse , 2005), P.138:PaulFinkelm an , ed., R eligi on an d刀m eric an Law :A n En cy clOP edi a
(N ew W Ork:G arlan d P u b , 2000 ), P.46 .
, / 7 / 信十们皆为教胞 0 5 古兰经 6 (49 : 10 ) "
, 0 / 2006 年 2 月伊拉克阿里哈迪 (金顶 ) 清真寺遇袭是伊拉克内部宗教冲突恶化的转折点 ,

耀眼的金顶招来致命袭击 , 时隔一年之后 , 2007 年 6 月 13 日 , 阿里哈迪清真寺的两座宣礼

塔再次成为被袭击的日标 , 事发当大并无人员伤亡的报道 , 2007年 6 月 13 日 ,

htt p:// new s3.xinhuanet.eom /photo/2007一06/13/eontent夕238726.htm , 2007 年 6 月 13 日 "
, /9 M a叮steyn , 翅m eric an月lo ne , 介e勘J of 功e 肠 rla as 肠 众 ow lt (wa shingt on , D C :R egne叮

P ub lishing , 200 6), P.6 6一6 7.
, , 0 教牧 (Pastoral)
, - . J.n avid P一eins, 劲 " so eiaz饰 10 " of 动 " 价 vre w 刀i石le :注跳eoz塔ic azIn tro du czion (Louisville ,
K entuckv :W 己stm ln ster John K nox P ress.20 00) , P.29 0.

0 / Sav a Janj lc , / 9l .he C y berm o nk , 0 D aV ld L ltt le , lanen baum C enterror In terre llg lous

U n ders tanding , 几 nenbaum C enter fo r Interre ligious U nderstanding , R iehard C .H olbro ok e eds.,

Peaeem ake rs in A ctio n:乃动抢 - of R elig ion in Conj7 ietRe solutio n
, 0 Pat rijarh Pav一e, - !Portre t savrem enska一pat rijarh Pavle:Skrom nost1tum a己enj a (帕弗洛牧首:

谦虚与阐释), 0 Vre m e (几脚ara s肋.( 2zz a ido k拟m enta cio nieentar / Vre m e , , D ecem ber22 , 2005 ,
htt P :// w w w .vrem e.eom /em s/v iew .Ph P?id= 43 7739 #

114 N IN { 12 zan ua以 1996 , / e 改va irat :spisak srP sk ih g re亏ak a (T he C hu reh and wa r:a L ist of

Serbian Sins), , , a roundtab le diseussion , 口人伏了D al.ly D ig es t, 17 D eeem ber 1995and 10 January
19 9 6 . q u o ted fr o m P eter P a lm e r, / T h e C h u re h e s an d C o n fl ict in F o rm e r yu g o sla v ia , , , in K . R .

D ark , ed ., R elig ion an d In te rn a tion alR ela tio ns, P P.95一96 #

5 旧约 6 的 / 后先知书 0 部分的 / 耶利米 }弓0 记载了 / 哭泣的耶利米 0 蒙耶和华的选召 ,

不仅呼召以色列犹太人 , 还呼召色列邻国 , 耶利米的预言有很多关乎国际政治内容 , 比如在

预言耶路撒冷毁灭时耶利米对尤达王西底家王说 / 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 , 就是你们在城外
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迎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 , 义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 " 0 (耶

利米 !亏21: 4) ; 然而耶利米同样忠告尤达王 / 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 ,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

欺压人的手 , 不可亏负寄居的孤儿寡妇 , 不可以强暴待他们 , 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
你们若认真行这事 , 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 ! 百姓 , 或坐车 ! 或骑马 , 从这城

的各门进入 " 0 (耶利米书 22 : 3一4) 也即耶利米在警告犹太国受外国攻打的可能性之后并不

忘给出修正政策补救国家沦亡的政策建议 "
, . / [美 8 罗德尼 # 斯达克著 , 高师宁等译: 5 宗教的未来 6 , 第 8 页 "



第二章 当代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与地区暴力冲突格局

宗教功能单位是有生命力的行为体而不是冷漠的抽象概念 " 对国际政治现实

操作来说, 理解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模式 , 它与国际政治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和

特定的时代社会系统结构内其行动进程 , 是很有必要的 " 长期以来 , 宗教因为宗

派分离 ! 神学分歧和组织形式各异等等非一元的表象特色 , 而被认为令人困惑 "

,据此 , 宗教的行动主义根植于多元主义的历史环境 , 对宗教的考察也就需要多

元主义的眼光 " 2宗教功能单位是开放的公共行为体 , 其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没

有绝对的群体疆界 , 社区 ! 地区 ! 国家 ! 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可能因为宗教功能单

位的行为而有所触动; 反之 , 外部的变化也深刻改变着宗教功能单位的传统行为

取向 " 传统社会学针对人类个体行为的研究有两个侧重角度 " 马克斯 .韦伯的社

会行为学研究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 目的理性行为 ! 价值理性行为 ! 情感或充满

激情的行为以及习俗传统行为 " :,哈贝马斯 (J位rg en H ab erm as ) 认为韦伯主要关

注的是实践合理性 , 因为理性可以让行为体学会控制其周围环境 " 韦伯阐释了目

的和选择方式合理的行为 ! 规范合理的行为 , 他认为 / 如果行为的依据是目的 !

手段及后果 , 而且在手段与目的 ! 目的与后果 ! 最终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目的之

间合理思量 , 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目的理性行为 0 , / 如果行为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 ,

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 ! 尊严 ! 审美 ! 宗教律令 ! 虔诚或 -事实 . 的正确性的信念 , ,

那么他的行为就纯属价值理性行为 0 , 两种行为结合 / 满足实践合理性的总要求 0 "

8与韦伯的关注点不同 , 帕累托 (vi fre do Pa re t" ) 将人类行为特征视为社会形成的

内部核心因素 , 认为人类行为主要是非逻辑和情绪性的 " 5上一章谈到以宗教体

系的次体系样式出现的宗教功能单位是矛盾统一 ! 理性的整体性结构行为体 , 但

是宗教功能单位内部人的行为要复杂得多 " 宗教功能单位内部的宗教人群和可以

产生影响的人群的个人行为 , 既有可能是基于制度要求社会关系决定的行为 , 也

有许多情绪的膝跳式的反射行为 " 比如对非信仰人群或者无神论者来说 , 宗教理

性可能是值得怀疑的 " 社会学者认为 , 非理性受感情支配的非逻辑行为在宗教信

众看来却有深层理性的信仰追求 , 是忠于终极追求 ! 符合宗教教法的价值合理行

为 "

暴力冲突是政治结构的极端状态 " 许多世界范围热点冲突地区都和宗教因素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宗教学术研究 ! 宗教实践都证明 , 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对族

群间暴力冲突负有部分责任 " 前者从宗教学研究角度看来圣经的内容就是社会冲

突下的宗教辩证 , 甚至宗教经典文本里的一记载也不乏暴力冲突的一记录; 6实践经

验证明宗教分化 比语一言分化 ! 自然资源争夺等更能有效解释社会种族冲突了" 学

术圈内的冲突学研究主要冲突的起因 ! 形式 ! 制约因素和影响 " 激进的社会冲突



沦学者主张社会变革 , 强调社会冲突对社会正面的巩固和发展作用 " 洲冲突使对

抗者结合 , 建立并保持了权力的平衡 "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 , 冲突的产生很大程

度上源于安全困境 , 而双方通过信任 ! 交流 ! 沟通和合作可以避免战争 , 和战争

不可避免的自我实现观念 " 加强沟通可以降低冲突发生机率 , 是非宗教理论研究

视角下克服冲突的手段 , 而当强烈信仰色彩的宗教因素介入冲突和冲突观念的时

候 , 不同信仰主体间的有效信任交流似乎就因涉及虔诚问题而愈加困难且头绪众

多 " 微观到发生暴力冲突地区内遍布的宗教功能单位 , 单一宗教功能单位也许可

以不为冲突发生付全责 , 但它却必然面对冲突的外部境遇而不得不做出回应 , 特

别是当本体遇到直接攻击的时候 , 宗教功能单位行为反馈对冲突进程的政治影响

力就显现出来 "

行为体 ! 目标和手段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 " . -,宗教功能单位是国

际关系非国家行为体 , 有其随着结构性处境变化而转化的特殊的利益目标和信仰

实力 "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 宗教功能单位如何看待面临的威胁 , 调整自身利益认

知 , 并且付诸维护利益的实践行动? 而各种模式的趋同行为交互到统一政治生

态 , 是加剧还是缓解了冲突布局? 本章拟通过理论和历史结合的分析方法 , 论述

宗教功能单位在暴力冲突格局下的行为依据 ! 判断 ! 表现和发展 , 不同宗教功能

单位的相互交往 ! 互动 ! 竞争 ! 对抗 , 以及各个宗教功能单位共同组成的宗教区

位张力与地区暴力冲突格局之间的关系 , 确立以宗教功能单位为行为体的暴力冲

突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

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对国际系统内单元的考察关注重点 , 根据单元层次是系统

层次的原因或者结果的划分 , 而分为两个类型 " 换一言之 , 单元既有可能是受系统

影响被动回应的因变量 , 例如波森 (Pos en ) 的依附理论; 也有可能属于 自变量 ,

单个国家 ! 单元的对外政治决策 ! 国家军事力量等动态变化对推动系统态势改动

会产生作用 , 单元属于 自变量是许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国家定位的立

场 " 0对宗教功能单位行为的描述也需从系统整体维度出发 , 这样才能正确辨析

对于功能单位外部结构环境而言同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宗教功能单位 "

宗教功能单位行为作为 自变量 , 可以解释为单独宗教功能单位对 自身内部结

构的认识观念 , 对资源的掌握和运用 , 也包括宗教功能单位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 ,

或者竞争对抗关系以及实力对比流转 , 对外部系统稳定性发挥一定作用 " 对宗教

功能单位而 言 , 其神圣性和社会特质兼顾特征 , 使得其行为组成的外部系统层次

趋向多元 , 也即行为体所处的系统包括各种宗教行为体共同构成的地区宗教信仰

系统和客观政治和社会境遇系统 " 最明显的例子是麦加圣寺朝勤 , 每年包括中国



在内的各个国家数以百力一计穆斯林朝期者涌入麦加大清真寺 , 圣寺提供了拓展沙

特阿拉伯国家外交空间的宗教平台 , 各国政府为了保障本国朝勤者的安全更愿意

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而非对抗 , .2最终惠及地区和平局势 "

宗教功能单位行为作为因变量 , 相应于系统结构变动被视为原因和驱动力 ,

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被视为结果 " 华尔兹批判局限于单元自变量分析 , 是不全面

的还原主义 , 还需要加入对系统效应的理解 " 华尔兹认为国际系统引导单元行为

是通过社会化与自然选择而完成的 , 相似体系内的单元行为趋于同化 .:- " 比如 ,

1992 年印度教派拆除巴布里清真寺之后 , 印度高等法院于 199 4 年以维护公共秩

序不违反宪法以及非歧视原则通过法令 , 不允许任何一方再在阿约迪亚建立任何

寺庙 " . -,随着印度国内宗教群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 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印度人

民党更多地参与到国内政府组成 , 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重建罗摩庙的要求再次甚

嚣尘上 " .5应该说在具体研究中很难绝对分离宗教功能单位作为自变量抑或作为

因变量的不同情况 , 以原因身份出现的宗教功能单位行为也很难剥离其与外部系

统结构的关联 , 同样 , 以结果身份出现的行为也不能排除其独立性自主判断 , 因

此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宗教功能单位行为的分析变量 , 更优化的宗教功能单位行

为诊释需要结构主义本体论 (stru ct ur at in ni st on to log ies ) 原则 " 社会化的宗教功

能单位产生行为反应判断首先需要根据内外部结构确定其自身利益 , 而后根据利

益认知做出行动反馈 , 彼此趋同的行动取向形成行为模式 , 不同的国家政治进程

各要素构成了必然身处某个国家内部的宗教功能单位的公共政治空间基础 , 这是

宗教功能单位影响国际政治结构行为的本土讨论起点 "

一 ! 政治进程与宗教功能单位

就国际政治而言 , 讨论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功能单位行为是以处于某个政治

进程中的国家为背景的现实行为 , 国家政治进程是动态的基础 " 宗教功能单位所

在国家的政治进程是限制其行为国际影响力效果的国内环境基础 " 国家法律对宗

教宽容的程度 , 政府与宗教分离的程度 , 国家对武力的垄断程度等这些国内政治

背景框架 , 成为理解宗教功能单位如何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起点 " 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阶段并不决定宗教冲突发生与否 , 但是宗教功能单位的行动却无法回避国家能

否提供相对恒定的政治现实和秩序制约 " 英国战略家罗伯特 .库拍 (R ob ert F.

C oo pe r) 认为当今的世界处在分裂之中 " 库拍把国家分为三种异质类型: 法制缺

失 ! 失败的 / 前现代国家 0 , 直接公开追求国家利益的 / 现代国家 0 , 还有基于公

开 ! 法制和共同安全运转的 / 后现代国家 0 " .6 前现代国家 ! 现代国家和后现代

国家是宗教功能单位无法选择的政治生态 , 它们提供一些左右宗教功能单位的行

为规则 , 虽然并不是所有宗教功能单位都会遵守这些规则 " 相对于模棱两可的国



际体系而 言 , 国内政治体系更加明确 , 宗教功能单位预测形势和采取对外行动最

初的注意力总是放在最贴近 自己也更容易利用的国内政治体系 "

(一) 前现代国家内的宗教功能单位 " 前现代国家生活在前现代状态中 , 通

常是前殖民地 , 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帝国控制后陷入混乱 , 比如索马里和阿富汗 "

前现代国家不满足马克思 # 韦伯国家机器法垄断武力的判断标准 , 国家结构是失

序并且脆弱的 " -下支持文明冲突论的研究者阐明 , 失败国家充斥了相互斗争 , 宗

教冲突为所有冲突中重要的一部分 , 并且宗教因素是影响冲突变化的动能之一 "

, 0公允的评论家不同意亨廷顿所谓伊斯兰教内核是暴力这种偏见观点 , 美国的盎

格鲁撒克逊学者向东看的时候拣选了伊斯兰世界加以批判 , 却主动无视自己天主

教的拉丁美洲紧邻和非洲的基督教世界 " 不在少数的血腥冲突肆虐于非洲大陆 ,

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天主教国家 , 比如布隆迪 ! 卢旺达和安哥拉 " 因而与其 说是基

督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敌意导致冲突 , 毋宁如实承认这些冲突发生在宗教教会与国

家政府正处于权力争夺态势之社会里的机率更大 , 在这一类社会中本可以在国家

与社会之间起到调解作用的政治机构被削弱了 " 在这类冲突过程中 , 正是那些教

堂和清真寺假以制度因素 , 以组织动员优势煽动群体认可公共极化 (com m un al

pol ar iza tion ) , 导致了冲突升级 " . 0 此外 , 失败国家这样的表述有失公允 , 比如

库拍在定义前现代国家的时候认为美国在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家之间摇摆 , 但美

国无政府主义学者诺姆 # 乔姆斯基 (N oa m C ho m sky ) 却认为美国反复在对外战

争中滥用了武力和摧毁了民主 , 美国自己正在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 从而威胁到本

国和世界人民 , 20增加了行为体所处政治进程判断的变数 "

(二)现代国家里的宗教功能单位 "现代国家是那些依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成熟国际规则 , 崇尚国家利益 ! 主权安全 ! 领土完整

的现实主义国家 , 比如印度和巴西 " 2 .现代国家有完好的国家体系 , 国家政府对

疆域范围内施行有效的武力专断 , 有能力保卫国家自身安全 " 但对国际体系中的

战略家而 台. , 不仅失败国家是危险的 , 现代国家崛起也同样对世界构成潜在的危

险 " 22现代国家在外部过分审慎的注视下 , 细微的冲突事件会被当做弱化压制现

代国家实力上升和平衡地区权力对比的契机而刻意放大 " 在这种情况下 , 有效的

国家政府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压制宗教功能单位的行动空间 "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

国内清真寺发展的境遇很有启发意义 " 比如 1997 年 , 距离莫斯科 500 公里的沃

罗达格 (Vo logda )市建起一座 由俄罗斯各地建筑师参与建造的清真寺 , 但当这所

清真寺建好之后 , 当地政府和国家保护历史古迹理事会启动法律程序要求移除这

所刚建成的清真寺 " 2000 年 12 月 , 穆夫提雷夫 . (Rav il Gainu td in ) 给总统

普京写信抱怨这次诉讼的不公 , 提醒总统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无神论战斗的回

声 , 他认为整个国家到处都有伊斯兰恐惧症 (ISlam oP hob ia) " 作为回应 , 当地



政府官员向这位穆夫提保证拆除清真寺的行动与伊斯兰恐惧症完全无关 " 沃罗达

格的穆斯林受到极大鼓舞 , 也弄明白了努力方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方面不断

制造舆论压力 , 另一方面由宗教领袖多次向最高政治领袖求助 , 2002 年 8 月 ,

他们终于拿到了沃罗达格政府首脑签署的允许清真寺继续存在的解决方案 " 竺:,伊

斯兰恐惧症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为了表示政治正确 ! 社会民主开明而创

造的新词 , 尽管也有反思的声音认为伊斯兰教之间共同性较弱 , 但到了 911 之后 ,

伊斯兰恐惧症已经被提高到与反犹主义这样的政治词汇具有一样警示歧视可能

引发人类悲剧意义上的重要性 " 2,在沃罗达格清真寺去留冲突中 , 俄罗斯官方面

临最大的谴责伊斯兰恐惧症就是这个外部环境所制造的政治术语 , 沃罗达格的清

真寺在现代法制国家体系内积极行动 , 通过与政府交往成功地实现了自我保护 "

(三)后现代国家中的宗教功能单位 " 国际体系中的后现代国家内部现代世

界的传统国家体系正在瓦解 , 但是与前现代国家陷入无序不同 , 后现代国家建立

了更严格的秩序 " 25后现代国家形态比任何以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更多元 ! 复

杂和地方化 , 其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 " 26后现代国家破坏民

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概念 , 以超国家形态取代既有的国家领上和主权传统 " 库拍也

认识到后现代国家联盟之外并不存在类似冷战两大阵营对峙所提供的那种有效

的外部安全保证 , 后现代国家必须正视有敌意的力量 (不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导弹

袭击) 可以轻易突破边界 , 对国家内部造成伤害这一现实 " 2丁民主和多元化的社

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宗教种族之间的分化就不会引发冲突 , 多元主义不一定使社会

更加安全 " 正如保罗 .卡利尔 (Pau lC all ie r) 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 , 恰恰是过分

地强调并且容忍社会多元致使社会不断碎片化 , 反而可能减弱了国家与社会更加

现代化的机遇 " 因为只有不同才会引发 / 文化冲突 0 " / /欧盟国家内的宗教功能

单位并不是可以绝缘于仇恨和打击的乐园 , 暴力冲突同样可能存在 " 根据 U C D P

冲突分析 , 二战结束之后到 2007 年之间 , 非洲 ! 亚洲 ! 中东 ! 欧洲和美洲所有

现实发生的武装冲突按照其影响范围划分 , 有超体系武装冲突 , 国家之间的武装

冲突 ! 国际化的内部武装冲突和内部武装冲突四种 (见表 2一l) , / 9最常见的是发

生在国家内部的那些武装冲突 , 虽然其具体数量有差别 , 但是欧洲和非洲的内部

冲突比起世界其他地区国内的武装冲突更容易国际化 " 比如 2009 年 5 月 24 日奥

地利维也纳市一座正在进行宗教活动的锡克庙发生枪击案 , 混战中 16 人受伤 ,

从印度前去传教的锡克教长老 (san tRam aN an d) 受重伤不治身亡 " 奥地利国内反

对党借机向执政党发难 , 指责奥地利的移民政策 , 联合政党则着力于反击反对党

煽动宗教对立 " :0 奥地利国内政客骂战未歇 , 远离奥地利的锡克教徒却在锡克教

集中的印度旁遮普邦爆发激烈抗议 , 长老的追随者们在公路上焚烧车辆 , 印度政

府出动大批警力高度戒备 , 总理出面要求各方克制情绪避免局势恶化 " :- .



表2一l 一9J6一2007 现行冲突认 " tive Conf重iots)的地区和类型

亚洲

中东 .口O口

,二!!,l川1.,l峙0鑫纂毅篙, ,
体系外武装冲突

国家间武装冲突

国际化的内部冲突

溯内武装冲突

欧洲.淤令寺
美洲 瓢鬓霎瓣厕蘸慕藻癫圈 "

1 0 , 5 2 0 3 0 35 4 0 4 5 5 0

冲突次数

有趋异的群体就会有暴力冲突的潜质 , 以宗教信仰划界的区别远比其他政治

人群间的区别更难 以消弧 , 宗教功能单位作为象征特定群体的实体存在常常成为

敌意宣泄的对象 " 没有一种国家政治形态可以为宗教功能单位屏蔽潜在风险 " 现

代性并不构成绝对避免冲突的屏障 " 在严格意义上 , 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宗教功能

单位 , 从冷战结束后到 gH 后的今天 , 在国家领域内不存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制度

足以阻挡任何可能的涉及宗教功能单位的暴力冲突 , 同样要杜绝冲突的影响扩散

到地区和国家之外也非常困难 " 冲突是全球化世界中所有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遇

到的考验 , 却也在客观上提供其独立行动的机遇 , 不同国家进程只是宗教功能单

位选取行为模式的考虑因素之一 "

二 ! 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

利益要求是行为的依据和指导 , 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偏好规范其行为取向 "

分析作为身处国际社会关系生活之中的单元行为体的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 , 可以

借鉴国际关系核心行为体国家的分析路径 "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汉斯 #摩根

索认为 , 国家外交政策是 由受权力局限的国家利益决定的理性行为 , 强调的是国

家主体认知 " 玛莎 # 费丽莫通过考察包括权力结构 ! 意义和社会价值犯在 内的国

际结构如何塑造嵌入在跨国社会关系网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 , 给出了国内利

益偏好的建构主义分析逻辑 , 丰富了国家利益的分析方法 " :0相对而 言 , 宗教功

能单位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利益价值追求 , 是其本身固有的既定特征 , 然而即便是

宗教利益也会随着外部结构 ! 制度 ! 规范改变而发生微观上利益认知的偏重转移 "



比如面对突发的暴力冲突事件 , 常规的宗教活动受到影响 , 宗教功能单位就有可

能根据自我受损害程度和对威胁的感受程度而选择不再沉默 , 主动应对危机 " 因

而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也和国家利益偏好一样有层级重点差

异 , 也会被更大范围的国际结构所建构 " 按照对宗教功能单位本体生存潜在威胁

程度的判断 , 其利益有根本利益 ! 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三个层级差别 "

(一) 首先是宗教功能单位的根本利益 " 这是维持行为体生存和延续的基本

条件 " 对国家而言, 西方学者认为 , 一个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 因此关系

到国家主权 ! 独立 ! 生存 ! 安全 ! 威望的利益必须始终坚持 , 是为根本利益 , 而

相对而宕一其他层级的利益则可作不同程度的妥协 " :训以此类比, 宗教功能单位的

根本利益是如果面临威胁采取妥协则会破坏宗教功能单位自身安全和存在的核

心利益 , 事关宗教功能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 其利益主体组成包括人的因素 ! 物的

因素和信仰的因素 " 具体而启- , 以发生宗教冲突的外部结构威胁为例 , 宗教功能

单位判定自身的根本利益是保护宗教社群的生命安全 , 防止宗教建筑和所在地受

到武力攻击以及维持信仰体系信心和社会文化象征地位 " 简一言之 , 宗教功能单位

的根本利益目的在于支持自身宗教生活的最基本要求 "

尊重生命 , 珍惜人的生存权利 ,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 ,

也是各种宗教一致推崇的道德原则 " 2008 年 n 月 6 日梵蒂冈发起 , 圣座宗教协

谈委员会和全球伊斯兰教 138 位重要人士联合举办的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论坛首

届座谈会 , 在其发表的最后声明中写道: / 人的生命是神给予每个人最珍贵的礼

物 , 人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得到保护和尊敬 , , 反对以宗教的名义进行

任何形式的压迫 ! 侵略 ! 暴力和恐怖主义 , 支持面向所有人的公义 0 巧" 尽管有

宗教教义和宗教对话推崇生命 , 但是当社会分化 ! 冲突发生的时候 , 暗杀宗教功

能单位宗教神职人员甚至宗教领袖的事件却并不罕见 , 甚至是低烈度宗教冲突的

主要施暴方式 " 佑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 , 随着塞尔维亚军队的撤出 , 阿尔

巴尼亚穆斯林们接连对科索沃境内 76 处塞尔维亚宗教建筑展开复仇破坏 " 塞尔

维亚人的反击方式是杀害阿尔巴尼亚阿旬 , 焚烧附近的整个阿尔巴尼亚村庄 " 阿

裔穆斯林为了报复继续破坏科索沃的东正教修道院 , 暴力循环周而复始 " 一-了现代

文明社会里谋杀固定区域内宗教群体的行为并没有绝迹 , 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 ,

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 819 号决议保证联合国给予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镇

(Sre br eni ca) 以世界 前所未有的平民和平区 , 然而塞尔维亚军队正是在部署于

当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分队眼前杀害了镇里的八千穆斯林 " 厂切在有信仰的社会 ,

宗教功能单位是信徒的庇护所 , 宗教心理常将宗教功能单位视作该地区宗教生活

的中心 , 宗教建筑更是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具象表征 " :妈宗教功能单位常常成为恐

怖袭击 ! 自杀性爆炸 ! 军事打击的选择目标 , 而宗教功能单位直观的损害会加深



宗教群体之间的敌意 " 以新千年前后东欧犹太教会堂的境遇为例 , 根据美国

5 2002 年国别人权报告 6 , 2000 年 12 月明斯克 (M ins k) 的一座犹太教会堂遭到

燃烧弹袭击 , 200 1年几位青年向德涅斯特地区 (Tr an sni stri a) 的一座犹太教会堂

投掷炸弹 , 几个月后一小组年轻人在科斯特罗马地区 (K os tro m a) 一座犹太教会

堂建筑墙上涂写反犹 (an ti一se m iti c) 标语 ! 砸碎教堂玻璃窗户 , , 反犹激进

分子袭读 ! 袭击犹太教会堂的事件时有发生 " 损毁犹太会堂 ! 墓地和纪念馆的罪

行 , 再加上当地政府追捕和惩治嫌犯不力 , 使犹太社群觉得宗教群体感情受到极

大伤害 " 川针对宗教功能单位宗教人士和宗教建筑的暴力行为都企图破坏对立宗

教力量的下常宗教生活 , 散布仇视情绪 , 用恐惧侵蚀摧毁宗教群体对信仰体系的

信心 " 也正因此 , 宗教人员的生命安全 ! 宗教建筑外部形制和内部装饰的完好和

对信仰的信心 , 是宗教功能单位的根本利益 , 是不可能让步的底线 "

(二)次之为重要利益 " 这是如果遇到威胁而妥协则会对根本利益产生消极

影响的利益 " 以次于国家根本利益的国家极端重要和重要利益内涵为例 , 5 美国

国家利益 6 研究报告定义美国极端重要利益是一旦妥协 / 美国在世界维护自由 !

安全和幸福的目的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0 , 重要利益是 / 如果妥协将会对美国维护

根本利益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0 . - " 依据这里国家重要利益的定性逻辑 , 宗教功

能单位的重要利益内涵包括增加信徒和影响人群范围 ! 扩建修葺宗教场所建筑和

提高宗教虔诚度 " 宗教功能单位维护重要利益的目的在于发展提升 自身宗教生活

的各项要求 " 战争 ! 冲突相对平息之后 , 维持和平的国际势力介入 , 曾经的热点

地区局势相对平缓 , 当地教堂 ! 清真等宗教功能单位关心的利益相比较危机时刻

的枚关生存的根本利益而有所转换: 信仰群体的虔诚度 , 宗教仪式的参与率 , 宗

教建筑的翻修改建等这些平和时期宗教生活的价值要求纷纷提上的议事议程 , 是

为宗教功能单位的重要利益 " 面对暴力创伤 , 赢弱宗教功能单位为了发展宗教的

重要利益 , 采取多种发声手段 , 希望外部力量能够听到 ! 接受并且伸出援手 " 冲

突缓和期的宗教功能单位为了宗教发展而求援的努力客观上创造跨 国交往的机

会 , 但同时却也为非本国势力进一步干涉地区政治提供籍口 "

宗教功能单位强调和追求重要利益为了向外传达重塑信仰体系的信心 , 表明

恢复常规宗教生活的要求 , 乃至向更多的受众弘扬传播 自身的宗教信息 " 比如科

索沃战争之后 , 伊斯兰教社区的代表们向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监察机构 (IC G )

抱怨: 科索沃的清真寺缺少高水平的宗教老师 , 穆斯林们的清真寺出席率 ! 信徒

对宗教惯例传统的奉行也都因为战争 ! 混乱和贫困而下滑 " , 2宗教功能单位在社

会剧烈动荡 ! 自身合法地位 尚存疑虑的时期并不热衷关注这类宗教功能单位重要

利益 " 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克罗地亚的穆斯林境遇为例 , 克罗地亚世俗政治家

自视为欧洲反伊斯兰教的先锋 , 在一个宗教间不信任 ! 缺乏宽容 ! 伊斯兰教生存



尚堪忧的社会背景下 , 里耶卡市 (R ijek a) 新修建的清真寺是否有尖塔 , 萨格勒

布市 (Z ag reb ) 的伊斯兰学校是否能取得合法地位 , 西沙克镇 (Si sak ) 里的一座

普通建筑能够被允许改为祈祷场所 , 在公共学校里能否教授伊斯兰教法并为穆斯

林学生提供特别餐点 , 等等 , 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议题 " .:-另一方面 , 倘若放任

可施加影响的人数大幅度下降 ! 宗教生活的参与率持续走低 ! 陈旧的宗教设施长

期得不到更新 ! 宗教信仰体系的权威地位堪忧 , 换台.之放任宗教功能单位的重要

利益受损 , 那么宗教功能单位的生存同样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 因而宗教功能单位

也会执着于自身重要利益 , 并不惜为之反复斗争直至要求得到满足 " 比如苏东剧

变之后 , 犹太社区持之以恒地要求政府归还前苏联统治期间收归国有的曾经的犹

太教会堂 , 不同意对前会堂做任何形式的让步 , 试图恢复原有宗教建筑的神圣职

育旨" 日

(三) 再次之的利益为长远战略利益 " 这是即便有某一次妥协也不会破坏 自

身根本利益的利益 , 是行为体本体之外的相关利益 , 却也并不意味着没必要争取

的一般利益 "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现实主义观点就认为 , 反映本国价值标准的国际

秩序才是国家利益持续的最好保障 " 美国政府值得为了 / 更美好 0 ,亏的世界而采

取对外积极行动 " 按照同样逻辑 , 宗教功能单位的一般利益的目的在于帮助广义

宗教信仰的强盛 , 是争取更美好的信仰世界的努力 " 正如并不是国际社会中的每

个主权国家都热衷于对外干涉或者对外援助一样 , 宗教功能单位虽然有其战略利

益 , 但它仅是更优长远选择项 , 却并不具备全部履行的吸引力 "

除了伊斯兰的圣战志愿者 (M udj ah idin ) , 宗教功能单位乐于参与改善其他

地区甚至国家的宗教现状的例证非常多 , 比如根据盖洛普公司 (G all up ) 的调查 ,

美国国内宗教信徒教堂参与率越高则越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 " -16宗教功能单位

有长远战略利益要求才-可以解释类似北爱尔兰 贝尔法斯特克朗纳德修院

(elonard m onastery ) ,了亚力克 .里德 (A lee R eid) 神父会走出自己的教会 , 与

新芬党 (I R A /si rm Fe in) 的部分领袖和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 (S D LP) 领

导人约翰 .休漠 (Jo hn H um e) 一起协商发表缓和声明 , 向英国政府发送友好信号 ,

以重塑地区和平的行为 " 88克朗纳德修院所在位置正是在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福斯

路 (FallS R oad ) 社区和新教山科尔路 (Shank illR oad ) 社区之间 , 从上世纪七十

年代至今这片区域都是双方冲突的 / 前线 0 " 为了自我观念中更美好的社会秩序 ,

宗教功能单位也会是反对现有制度的倡导者 , 正因如此 , 2005 年东帝汉的数量

众多的教堂成为国内反政府运动的基地 , 天主教会直接引导反政府抵抗活动 " -19反

过来 , 宗教功能单位也会为了现实利益而暂时放弃更高的宗教理想 , 比如依照塞

尔维亚政府长期的宣传 , 致力于实现科索沃独立的科索沃解放军 (K os ov o

Liberat ion A rm y;u s扭行a C lirim tar e e K osov己s) 是典型的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 " 然



而有代顿和平协议成为 一个成功先例 , 此外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困家主权

) 科索沃的理想条件尚未成熟 , 1习而来自伊朗和阿拉伯世界 1I{J 宗教激进武装分

子也就不如 1992年到 1995年间支援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热衷于帮助科索沃解放

军 , 可见超越地域地赞美伊斯兰信仰甚至不同国家穆斯林兄弟之问的互助 , 都只

是各种宗教功能单位追求的一般利益 , 并非 一定要付诸实施的可选价值要求 " 同

样 , 科索沃解放军的驻瑞士代表约书亚 # 萨利赫 (Jas ha : Sa hhu) 也为了得到欧

洲和美国的认同而宣称 / 对我们来说 , 宗教并不重要 , 我们是欧洲人 , 我们和穆

斯林圣战志愿者没有联系 0 5/ , 努力掩盖自身宗教色彩 , 避免给外界以与伊斯兰

世界有关联的印象 "

图小2一l: 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

宗教功能单位 卜l 信仰 ! 文化表象 } 神职人员和信众 l 建筑和附属教产

核核心利益益

重重要利益益

长长远战略利益益

维维护信仰信念念 生命安全全 防!卜受到攻击击

重重塑信仰信心心 提升宗教修为为 复兴建筑教产产

{{{ 杏杏
扩扩展信仰强盛盛 扩人信仰群体体 帮助同宗教友友

需要提及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 , 即便是国家也有超越理性的表现 , 有的国家

对外行为决策会不符合利益层级秩序 " 比如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愿意付出高昂的经

济代价违反外部国际体系的政治要求主动在国际社会孤立 自己 , 宗教功能单位也

会做出类似的 ! 至少在他者看来不属于符合 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特殊行为 " 应

该承认 , 规模远远小于主权国家的宗教功能单位其充满激情 ! 由非理性感情支配 ,

或者打破利益层级优先选择顺位的反常规行为远多于常规行为 " 然而从实际情况

来看 , 特别是在暴力冲突 ! 群体对抗的现实考验面前 , 相当数量的宗教功能单位

都趋向依据对形势的判断 , 仍然适用从本体利益出发来确定 自己的行为方式 "

此外不同行为体对自身利益顺位的认知也存在差异 , 换一言之并不是所有的行

为体都 自发地认同生存安全是最根本的核心利益 " 正如国家在国际体系内对权

力 ! 强权的追求差异区分了国家政策行动上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

分化 , 5,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也并不完全都是以维护本体生存为立足点的 " 比如

奉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行为体作出某些极端行为却很可能并不是因为其自

身受到安全上的威胁 , 一定情况下它们优先利益和价值偏好在于超越地域性限



制 !塑造符合宗教教法设置的外部宗教政治秩序 , 其实现手段偏激而带有攻击性 "

就本文而一言, 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宗教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行为体非关注重点 ,

相对于主流的 ! 温和的宗教功能单位 , 进攻性宗教行为体的行为有太多的偶然性 ,

并且也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进攻性宗教行为体始终无视普遍性的宗教功能

单位生存优先的利益层级要求 "

三 ! 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模式

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宗教需要对当前世界范围内许多价值观对立的群体间

的仇恨和暴力冲突负有责任 , 但是当把目光具体化到每一个宗教功能单位的时

候 , 就不难发现 , 并不是所有的考察对象都是打破静态社会结构现状煽动冲突的

改革者 , 甚至即便是已经被动地卷入暴力对抗的极端困境 , 宗教功能单位也可能

仍然只是通过调试 自我来改善和缓解政治局面 , 而并不以悲观主义的受害者身份

排斥 ! 对抗乃至恶化社会秩序 " 不过 , 暴力也会冲击宗教功能单位的生存机会 ,

复仇情绪支配下的反抗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 52宗教功能单位在反常的社会结构一

一暴力冲突状态下的行为 , 归根结底在于确保那些自我生存的因素 , 其表现却是
行为体源于机遇变化 , 夹杂着外界期许 ! 信仰义务和主观认知所产生的选择 " 如

果仍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冲突起源 , 反复为暴力寻找宗教文化根源 , 也许对避免

冲突有学理价值 , 但对长期以来陷入螺旋式冲突地区的宗教功能单位个体而言却

没有意义 , 而这些宗教功能单位才-是鲜活的现实政治参与者 , 他们必须不断地给

出暴力冲突应对的行为答案 , 其行动影响力可以超过传统行为分析的理论逻辑推

理局限 , 可能才是减少那些融入宗教色彩的暴力的希望 " 社会冲突理论并不否认

冲突的消极效应 , 但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是构成族群和维持群体生命的基本要素 "

洲许多有效的冲突研究以成本一收益分析为研究路径 , 但他们甚至回避精确回答冲

突中我与敌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体边界可以通过策略

改变而难以量度 " 5-, 按照国际化了的地区暴力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行为对群

体聚合作用的客观效应 , 其行为模式分为强化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和强化外部整

合的行为模式 "

(一) 强调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

冲突有塑造群体边界和加强群体聚合的功能 " 科塞认为: / 与外群体的冲突

可以对群体身份的建立和重新肯定做出贡献 , 并维持它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界限 0

55 " 现实性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借助对对立方的憎恨 , 自主地以敌对内驱力

塑造己方整体主义心理 , 在群体内部宣传表现对群体外部的敌意 , 释放受难信号 ,

强化内部趋同 , 而群体内部则因爱而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 " 恰恰是这种亲密

性导致了敌对感情的延续和积累 , 56积聚的压抑对抗情绪一旦得到释放对社会关



系互动而言不算是积极因素 , 却也不 一定会削弱所有群体 " 宗教派别群体成员之

间关系的聚合强度高于以其他形式片}衍性参与的群体 , 5对 危险的认知会动员起

整个群体的 自我保护意识 , 使群体内部更加抱团 , 抑制内斗和内耗 , 使群体内部

生命力因威胁和受难愈加时:盛 , 捡起 丢过来的石头可以是重建的磐不: "

虽 说所有宗教都宣讲非暴力的德行 , 但宗教功能一单位却有能力支持可以带来

政治权力的暴力的行为 " 许多宗教领袖 , 不论是基督教 ! 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的

领袖都同意 , 当宗教正义 (sP irit ua l jus tice ) 受损害的特殊情况下废除非暴力原

则是可以接受的 " 5月上世纪八十年代 , 印度旁遮普邦的局势非常紧张 , 针对锡克

教徒的歧视事件甚至谋杀非常常见 , 在这样的冲突背景下 , 反政府锡克教极端宗

教组织 (D andam iTa ksal) 的领袖宾德兰瓦勒 (Jarn ailSingh B hindranw ale) 承认

/ 对锡克教而言持有武器和残害生命是极大的罪恶 0 , 但他更认可在极端状况下

使用暴力是符合正义原则的 , / 如果拥有了武器却不去争取正义那是更大的罪 .翻 "

1983 年 , 为躲避印度政府的追捕 , 宾德兰瓦勒向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的阿曼迪

尔寺 (H arm an di : Sah ib/ 金殿 ) 寻求庇护 , 金殿的长老容许宾德兰瓦勒躲入圣座

大楼 , 随后宾德兰瓦勒将金殿改造成反政府堡垒 " 印度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军在

1984 年 6 月 6 日金殿内举行阿冉宗师殉道纪念日(M art yrdom ofG uru A rjan D ev )

期间发t)J / 蓝星行t)] 0 (O perationsB lue Star) , 6-,于金殿内击毙宾德兰瓦勒从而结

束了这场军事对峙 " 金殿接纳宾德兰瓦勒的行为给予反抗军宗教上的认可和支

持 , 却也由此招致直接指向金殿的军事行动 " 金殿受辱 ! 庙 内朝圣者被杀 , 加深

了锡克教群体对印度的仇恨 , 他们摆脱印度控制的欲望更加高涨 , 其直接后果是

四个月后 ,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 (Ind ira G an dhi ) 被自己的锡克教卫兵刺杀 " 直到

200了年 , / 蓝星行动 0 仍然在警示着巴勒斯坦政府镇压红色清真寺 / 静音行动 0

(o perations silenee) 6 .可能带来的暴力循环和社会群体极化 "

(二) 强化外部整合的行为模式

冲突不等于灭绝性战争和屠杀 , 对立的各方势力 / 一方面为了斗争去结合 ,

一方面又在共同接受的规范 ! 规则控制下进行斗争 0 62 " 这在逻辑推理上承认了

冲突一方可能联合敌对方遵守共同的对抗游戏规则的行为 , 在持续的冲突互动中

不断修正彼此的生存策略 , 它以退为进地遏制了冲突走向更大规模的混乱 " 冲突

把 / 其他方面毫无关系的个人或团体集合到一起 0 6:- , / 为了专门的防御 目的的联

合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尚存的团体组织间 , 特别是当这些团体是大量和异质的时

候 0 6, , 这是行为体联盟的努力 " 冲突可以使孤立的个人形成联合体 , 65孤立的宗

教功能单位也可以在冲突中占据主动 , 从最低限度 自我保护的工具目标出发 , 实

现跨越族群 ! 疆界 ! 利益 ! 意识形态藩篱的联合体 " 宗教功能单位外部整合行为

模式有宽大的灵活性的掌握空间 , 比如齐美尔就发现 / 天主教派通过尽可能地把



反对派当作属于自己群体来形成它所需要的紧密团结阵线 , 但是当这不再可能的

时候 , 就会用无比的力量将他们驱逐出去 " 0 6卜在发生国际性暴力冲突的地区 , 人

员和组织的跨国流动性使更大范围的潜在群体纳入宗教功能单位的联合视野 " 宗

教功能单位是个开放性的行为体 , 不会象教会组织那样以严苛的神圣标准确认其

成员资格 , 因此宗教功能单位没有刻意设置屏障拒绝那些不同地区 ! 不同国家 !

甚至不是同一信仰的人员 ! 组织 , 相反 , 在暴力冲突的极端气候下 , 宗教功能单

位会致力于吸引那些同情 ! 支持和帮助自身的外部群体 , 将他们整合成并不制度

化但却有操作性的松散联盟 , 加速争端的解决 "

强化外部整合的行为所面对的对象在结构 ! 文化 ! 政治立场 ! 价值偏好等方

面和宗教功能单位相对照都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 " 冲突过程中 , 宗教功能单位如

果不想在 自我保护已经堪忧的情况下再陷入政治孤岛的困境 , 就不得不以温和的

方式 , 弥合分歧 , 寻找甚至创造联合外部的共同点 , 努力融入公共空间 , 提升 自

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 围绕宗教功能单位形成的 , 有新的 ! 更多行为体参与的联

合体一方面平衡了对立各方的权力对比 , 6丁另一方面也为冲突缓解创造了相对积

极的社会环境 " 2002 年 2 月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 (G uj ar at ) 坊间传闻一小群穆

斯林点燃了一列乘坐着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火车造成 58 人死亡 , 这个事件最后

被证明只是一场偶发的炉火事故 , 但是却引发超过一千名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平民

在蔓延整个古吉拉特邦的群体骚乱中丧生 " 当地政府和警察消极应对 , 几乎无意

平息暴乱 " 同年 9 月 , 同处古吉拉特邦的甘地纳加尔 (G an dhina gar ) 印度教丝

瓦米纳拉扬神庙 (S ~ in ar ay an Te m Pl e) 受到攻击 , 至少三十人死亡 , 人们怀

疑是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神庙 , 引来国际关注 " 与二月政府应对态度不同的是 ,

这一次印度中央政府迅速介入 , 派遣了大约三千名军人及时遏制了可能出现的又

一轮暴力复仇 " 68政府态度前后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正是瓦米纳拉扬神庙不仅对

印度教徒有崇高的宗教地位 , 更是一个积极进入公众视野 , 努力强化外部群体整

合的宗教功能单位 " 瓦米纳拉扬神庙受攻击后第一时间就在自己的官方网站69制

作 / 瓦米纳拉扬屠杀 0 事件专题网页 , 了"除了公布遇袭的细节 ! 发布相关新闻网

页链接 ! 感谢救援者之外 , 瓦米纳拉扬神庙在九月二十九日 (袭击事件四天后)

举办悼念死难者大型祈祷集会众多宗教领袖 , 古吉拉特邦的首脑 ! 首席部长 ! 前

首席部长 , 反对党领袖都被邀请出席 , 了,神庙谴责暴力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更

大的安全空间 "

强调内部聚合模式和强化外部整合模式并不是绝对两分的 , 在积重难返的冲

突困境下 , 面对同样一个突发暴力事件宗教功能单位可能同时采取两种行为模

式 , 不仅仅强调本地区本民族本信仰的群体聚合 , 也致力于实现非本地区非本民

族甚至非本信仰的群体聚合到自己这一方 " 比如在宗教关系紧张的缅甸 , 北部若



开邦郡 (R ak hi ne ) 的数座清真寺持续遭到缅甸政府边境安全部队随意入寺搜查 ,

政府要求这些清真寺的神职人员由政府管制 , 当清真寺的官方代表拒绝后 , 政府

操纵会众摧毁了这些清真寺 " 若开邦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中心因为坚持独立主导寺

内宗教生活反对军政府干预而被袭击 , 这对当地罗辛亚族 (Roh ing yas ) 穆斯林

而 言是长期受主要 由佛教缅族主导的军政府镇压的又一表现 , 不堪的社会境遇激

励该地区穆斯林不放弃独立自治的要求 " 若开邦郡清真寺受攻击事件被美国国际

宗教 自由委员会书写进 2008 年 5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6 下2, 作为缅甸军政府反宗教

自由的例证 , 美国表明了同情清真寺反对缅甸政府的立场 , 冲突中若开邦清真寺

争取独立反抗军政府而受到打击的一系列行为强化了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与美

国官方的聚合效应 " 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 , 两种聚合行为模式并行的效果和

偏重有差异 , 并且很难否认这种聚合行为模式中现实政治博弈起到的作用 " 但单

就宗教功能单位 自身而一言 , 不论其强调内部聚合还是强化外部聚合行为 , 其根本

目的仍然可以归结到维护宗教功能单位三个层级的利益追求 "

第二节 冲突状态与宗教功能单位间的互动表现

除了用内驱力 ! 先天倾 向来解释社会冲突之外 , 齐美尔强调通过分析相互直

接行为的互动反应可以更有效地理解社会冲突 " 齐美尔指出: / 行为总是发生在

社会环境之中 , 作为社会现象的冲突职能被看做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 , 做为社

会现象的冲突只能被看做是发生于互动模式之中的 0 下:- " 科塞修整齐美尔的命题

之后断台- : / 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 , 冲突刁 -可能发生 0 了, " 尽管齐美尔和科

塞关于冲突是一种互动的观点都是出于批判霍曼斯 (Ge " gre C. Holn afl s) 的理论 ,

而霍曼斯的研究其实是常见的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对互动的理解 , 比如他认为

/ 在某种关系中参与者的互动的增加与他们互相喜欢的感情 的增加之 间有关

联 0 " 丁几结合两种对互动行为的分析可知 , 现实性冲突的能量是在非现实性冲突行

为体的互动中积聚的释放 , 互动不一定导致和平 , 但冲突总要表现为互动 " 扎尔

特曼 (工ra Wi11iam Zar tm) 曾指出 , / 冲突是人类互动必然的状态 , 是选择和决

策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0 下6 " 霍尔斯蒂 (Kal Hol Sti) 定义国际体系为 / 政治单元

集体在一种规则模式下彼此互动 0 丁丁, 相对独立以及与别的单元之间的相互依存

是这些互动的单元必须具备的两个特性 " 社会冲突理论花了大量笔墨证明冲突是

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 , 冲突可以具有结构性功能 , 这种社会聚合功能通过单元的

行为和互动刁一能够得以实现 " 作为国际关系中有国际影响力的一种行为体单元的

宗教功能单位 , 在冲突状态下具有其独立性 , 宗教功能单位之间彼此互动的内涵

就是本节关注的重点 "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者总是提醒世人注意 , 自从上个千年开始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就纠缠于圣地归属问题 , 一千年过去了 , 宗教之间的这场战斗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 " 下从马克 .高平觉得政客们可以花费许多时间和心计去瓦解可能引起暴力冲

突的政治阴谋 , 但是这种策略却在文化和心灵绝望激化的冲突中败下阵来 , 除非

政治势力 ! 尚武主义和宗教规制在与暴力的互动中都加入了对人性的考虑 " 下-,高

平的观点固然有其人本主义的合理性 , 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被关心的人也是有对

象区别的 , 热情地关心群体内部的人和策略性地关心群体外的人 , 这两种行为模

式的互动结果很可能并不必然都导向暴力循环的终结 " 互动有两个向度 :合作和

冲突 , 在温特看来 , 这样双向度的分析就像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划分一样容

易为人所接受而且也是惯常的分析方式 " 80不同宗教功能单位之间在冲突过程中

的互动行为以常规理解也有对话和对抗两种方式 , 但是对话不一定促进各方合

作 , 对抗也不一定导致暴力骤起 " 除了直接交往之外 , 更多的行为体在冲突过程

中保持的是一种张力状态 , 作为互动的特殊状态和低烈度的行为补充 " 无论地区

暴力冲突状态下的宗教功能单位采取哪种互动行动 , 其宗教特性和冲突机构决定

了互动的客观功效应该说仍然是群体聚合意义上的 "

一 ! 对话与合作

尽管有种种针对宗教引发政治冲突的指责 , 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宗教可以提供

实现和平的工具 " 2003 年几位主流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结集出版 5 以信仰

为基础的外交 6 , 大胆地期待不同宗教之间基于信仰的外交可以推进和平建设 "

该书主编认为信仰外交这种新的外交形式有五个特点 , 8.这五个特点同样基本适

用于对本文的宗教功能单位合作型互动行为的分析 " 其一 ! 宗教外交仍然秉持属

灵原则来推进和平建设 " 这一特点决定了宗教行为体与一般世俗理性行为者的根

本不同 , 对后者而言 , 祈祷 ! 禁食 ! 宽恕 ! 悔悟 ! 从神圣文本寻找行为依据这些

行为不属于理性行为 , 但对宗教行为体来说正相反 " 用宗教性行为来推进和平和

把宗教信仰作为合法性来源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 后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客行

径 , 而前者是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有影响力的宗教信仰主体采取的专业行为 " 其二 !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行为体都有某个核心的精神权威 " 换言之 , 所有参与冲突调

节的宗教行为体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认可 , 要么来自于可信的宗教机构授权 , 要

么来 自于个人灵性魅力 " 大多数宗教功能单位都可以提供这两种宗教授权 , 因为

它既可以是一个本地宗教社区的宗教生活权威 , 也可以提供出色的宗教领袖 " 其

三 !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核心是多元主义 "宗教行为者并不以放弃信仰换取一致 ,

但他们尝试接受和平建设调节过程中出现其他宗教的神学观点 " 如果冲突调解者

以为所有的宗教传统根本都是一样的 , 那么他可能面对用异教冒犯信徒的危险 "

其四 ! 基于信仰的外交提供了世俗方式不可能提供的解决冲突的超然路径 " 宗教



行为体因为细腻敏感而比急功近利的政客们更懂得读懂人心 " 其五 ! 宗教行为体

参与和平调解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宗教召唤 , 因而当他们面对巨大的失败可

能之时仍然能够保有坚忍的精神 " 作者认为 , 正是宗教信仰的支持刁-能解释有这

么多宗教和平调解者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到最危险的冲突前线 "

道格拉斯 .约翰逊 (Do Llg la S Johnston ) 和布莱恩 .考克斯 (Brian Cox)

总结的信仰外交的五个特征有很强的信徒特质 , 对非信仰人群而言 , 这种对以信

仰为基础之外交的乐观和信任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 就主体陷入地区暴力冲突

的宗教功能单位来说, 事实是现实情况也不一定允许陷入暴力冲突情境的宗教功

能单位还能完全体现所有的和平外交精神 , 其应对危险和其他行为体互动的方式

就不见得符合这五个特征表述 " 冲突造成的极端政治环境 , 使宗教功能单位之间

的互动 , 即便是合作型的互动 , 可能也无法平心静气利用这些特征实现期待中的

和平效应 , 可能是一时间很难接受在其他信仰带来直接攻击的同时还要尊重所有

异教神学 , 也可能是没有时间去拣选合适的冲突调解人 " 虽然存在有效性的质疑 ,

但必须承认 , 对立的宗教功能单位彼此之间的确有对话交流互动的努力 , 具体表

现为宗教功能单位空间内部的尊重交流型互动 ! 非实体空间的沟通型互动和宗教

功能单位空间外部的混合型互动三个层面 "

(一) 在不损害自身信仰的基础上 , 尊重对方宗教仪礼 ! 宗教神学 ! 宗教传

统 , 以清真寺 ! 教堂 ! 会堂 ! 庙宇等等这些以宗教功能单位宗教建筑为场所和平

台 , 互访 ! 联合祷告 ! 提供敌对方难民以庇护场所 , 这就是尊重交流型互动 , 是

为 / 请进来 0 的互动 " 2009 年 5 月 12 日 , 作为首位访 问伊斯兰教圣地圆顶清真

寺的教宗 , 本笃十六世在进入圆顶清真寺范围之时 , 尊重伊斯兰教传统惯例 , 脱

去了红色教皇鞋 , 赤脚走入清真寺 " 圆顶清真寺大穆夫提先向教宗致辞 , 提到 / 以

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圣所的侵犯与限制 0 " 教宗致大穆夫提的答谢辞中说: / 圆

顶清真寺反映了创造的奥秘和亚巴郎的信德 , 这正是三大宗教相遇的道路 0 , / 在

分裂导致的忧伤痛苦世界中 , 这个地方对于有善意的男男女女是个激励 , 也是一

项挑战 , 就是要努力克服互不了解的过去和冲突 , 走上坦诚对话的路 , 旨在建设

一个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 " 0 袱竺" 梵蒂冈教宗友好访问清真寺 ,

清真寺真诚接待天主教的宗教领袖 , 这是宗教功能单位 以直接互访的形式努力消

除分裂承认相互依存的典型例子 " 就在访问圆顶清真寺几天之前 , 同样是教宗在

清真寺内与伊斯兰教领袖会面呼吁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团结 , 却因为本笃十六世

在约旦安曼侯赛因国王清真寺 (King HuSSein Bin Talal Mosque ) 没有依照伊

斯兰教传统在清真寺内脱鞋而遭到质疑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初衷 " 吕:-

冲突对立的双方在宗教功能单位 内联合祈祷 , 对人类互斗而逝去的生命致

哀 , 因为这是人性的悲剧也是文化和宗教情感的裹读 " 联合祷告可以一定程度上



弥补已经发生了的暴力冲突带给双方文化心灵上的伤害 " 然而联合祈祷的困难也

远超过理论家纸面的想象 " 比如前任教宗约翰 .保罗二世是首位踏入清真寺的天

主教教宗 , 2001 年 5 月 5 日, 约翰 .保罗二世访问大马士革楼马亚清真寺

(Umay ye d mosqu e) " 这座清真寺历史上几次转换宗教背景 , 目前可追溯最早的

考古发现是寺内出土的斯芬克斯岩绘 , 之后它是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庙 , 拜占庭

时期改做圣约翰教堂 , 至今寺内仍然保留有圣约翰 (伊斯兰教的什哈亚先知 ) 的

头骨和墓地 , 63 6年征服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将其改建为清真寺 , 多元的宗教背景

使楼马亚清真寺被叙利亚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教宗教宽容的象征 " 从,楼马亚清真寺

是对所有朝圣者敞开大门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 " 但即使是在这样非常开放的清真

寺内 , 按照原来的计划 , 教宗将会在楼马亚清真寺与伊斯兰教长共同举行一次联

合祈祷活动 , /5却因为不少穆斯林认为教宗是有计划地想把清真寺重新变回基督

教教堂而最终取消 " 教宗选择独自在施洗约翰墓地前默默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解

进行祷告 " 86

帮助受伤的敌人 , 为对方的难民提供庇护所 , 是即便处在对抗的状态下 , 宗

教功能单位之间以宗教场所为平台的又一种互动方式 " gH 之后 , 塔利班的成员

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成员高度戒备的对象 " 2006 年 5 月 , 41 名阿富汗难民跑入爱

尔兰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St . Pat ri Ck . 5 Cat hed ra l) 以寻求庇护 , 并

试图在教堂里以绝食换取允许他们在爱尔兰政治避难 " 有报道称其中部分难民可

能同阿富汗的塔利班前政权有联系 " 尽管爱尔兰教会都柏林大主教约翰 .尼尔

(John Neil) 说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绝食抗议地点 , 但是他仍

然表示这仅指教堂内没有适合绝食抗议的设施 ,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不会要求难

民离开 " 因为爱尔兰政府拒绝谈判 , 尼尔大主教甚至怀疑现代爱尔兰丧失了教堂

可以提供庇护所的古风 " 肖恩 .布拉迪(Sean Br ad y)主教引用他 3 月 17 日在圣

帕特里节 (St . Pat riCk . 5 Day ) 的布道提醒爱尔兰人 / 我们的守护圣徒帕特里

克也只是这片上地上的移民 0 , 希望更多的爱尔兰人不计前嫌帮助这些阿富汗难

民 " 闪下

(二) 借用传播媒体和官方网络 , 宣传 ! 沟通和对话 , 为暴力冲突疗伤 , 尝

试建立互信的开端 , 是宗教功能单位之间试探式的虚拟互动 , 是当面对面的交流

尚不能实现的时候 , 对抗着的双方非现实性的直接对话 " 宗教功能单位可以接受

新闻媒体采访 , 于问答之间透露己方的立场 , 或者制作专门的纪录片详细介绍自

己的情况 , 述说对敌对方的理解和期望 , 抑或是寻求外界的帮助 , 最后再由媒体

通过直观的声音 ! 影像播出 " 这个媒体可以是 / CNN 效应 0 88所代表的传统电视

媒体 , 也可以是 / Youtube 效应 0 所代表的实时视频网络互动 " 评论家乐观地断

言 , Yout ube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包括政治参与 , 还包括宗教之间信息传递 "



洲2005 年 11 月梵蒂冈在 YoUtube 仁注册建立官方频道 , 发布有关本笃十六世主

要活动和梵蒂冈相关事件的新闻 " 川以 Yo吐 " be 为代表的互动视频网络还可以使

传统电视媒体的播放次数有效的电视节 目得以永久存在 , 使相关影响力藉此持久

发挥作用 " 宗教功能单位的官方网络与 CNN 电视效应和 Yo " tube 网络草根民主效

应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 , 其一 , 没有过多的商业经济竞争压力 , 宗教功能单位的

官方网站可 以通过文字图像全面具体地表达 自身完整意图 , 无需为了博得爆炸性

新闻效应而断章取义; 其二 , 宗教功能单位官方网站的身份限定保证了其发布信

息的质量不会是粗制滥造的业余播客水准 , 因而有相对权威 , 并保证其相对温和

的立场 "

(三) 冲突中对立双方各 自宗教功能单位的代表参与第三方介入的和谈会

议 , 共同签署和平条约 , 这就是宗教圣地之外的合作方式 , 是 / 走出去 0 的互动 "

高平在总结中东宗教难题的时候认为 , 包括具体发生在犹太教会堂 ! 清真寺和墓

地内表示悔恨 ! 荣耀和奉献的姿态 , 都可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被视为对他

们 自己的冒犯 " 建立不同宗教之间机制化的互信需要非当事人的第三方势力比如

美国的介入 " 9 .此外 , 各种国际组织 ! NGO 也为对立的宗教功能单位提供 了和谈

的机会和场所 " 比如 2005 年成立于法国的 / 伊玛 目和拉比世界和平大会 0 (Worl d

eongreSS of 工mams and Rabbis for 尸eaee) , 第一次在布鲁塞尔 , 而后在塞维

利亚 , 最近两次皆在 巴黎举行 " 其建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国际观察员 ! 学者专家

和其他宗教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 , 来自于不同地区国家的拉 比和伊玛 目聚会在一

起 , 寻求解开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死结 , 实现和平的可行方案 " 专理类似第三方介入

的冲突各方的交流也许没有如设想的那样收效显著 , 比如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代表

在巴勒斯坦问题始终保持不可让步的政治分歧 , 但不可否认参与其中的那些代表

各 自宗教群体的宗教学者 ! 领袖怀有以和谈互动终止暴力 , 实现和解的意愿 "

二 ! 对抗与冲突

前文已经讨论过宗教功能单位之间交流对话方向型的互动行为 , 现在转 向对

抗型互动 " 道格拉斯 .约翰逊和布莱恩 .考克斯所总结的基于信仰的外交五个优

势特点尽管迎合宗教是和平创建者这样的预期 , 但是 , 同样是这五个优势特征也

完全可能反过来成为基于信仰的宗教功能单位之间对抗性互动难以化解的性格

特质 " 其一 ! 宗教行为体坚持属灵原则 , 殉道 ! 圣战这些宗教行为同样其有神圣

文本支持 , 有信仰合理性 , 但却不是建设和平的行为 " 其二 ! 参与信仰外交的宗

教行为体权威的来源有宗教组织支持和个人魅力两方面 , 恰恰因为这两者是可以

选择的 , 就为策略家操控合法性来源提供了可能性 " 比如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帕

弗洛座下可以以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的个人魅力去支持米洛舍维奇签署政治协



议 , 可也可以因为其教区东正教信徒的激烈反对和对牧首权限的质疑而努力反悔

自己之前的政治行为 " 其三 ! 宗教行为体不放弃信仰前提下的多元主义 , 就相当

于现实中巴勒斯坦问题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各方不放弃在拥有巴勒斯坦上地前

提下的和谈 , 只有压力下的政治让步姿态却没有太多实际的政治效果 " 其四 ! 宗

教的确可以直指人心 , 但人心的对象是有范围差异的 , 读懂了群体内部的心理需

求却可能反而是群体外部心理误解的开端 " 其五 ! 受到内心深处宗教感召而勇赴

宗教冲突前线的可能是和平调停人 , 却也可能是奔赴暴力前线支援宗教弟兄战斗

的宗教志愿者 "

不少学者认为 , 暴力冲突的当事人都会期待结束人性悲剧 , 会倾向合作 , 这

样的考虑也会影响和平人士的施力方向 " 然而这种设想只是一种单向思考 , 是简

单化的直觉推断 , 是 / 检查一方的行为而忽视与之互动的另一方的态度 0 , :-的有

偏差的解释方式 " 行为体在互动的时候会参照互动对方的战略而产生战略变化 ,

就像 / 只有一方愿意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另一方刁-能照此行事 0 9, , 对一个行为体

行为的判断和预测需要也必须依据对方行为体采取的策略 " 互动行为是相互关联

的 , 如果冲突中有一方并不停止攻击性行为 , 片面要求其中一方放弃对抗并不符

合互动规则 , 特别是有的冲突性互动行为可以既削弱对方又使行为体内部更团

结 , 希望所有参与者都采取和解行为就是不现实的 " 相对于地区暴力冲突过程中

形势认知 ! 宗教责任和外界压力综合起来所形成的合成的外部环境 , 置身其中的

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两个双边行为体 , 而是多个行为体在同一区

域内的多元互动 " 考察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对抗性互动具体表现为在宗教功能单

位内部宗教仪式中针对对方的旨在煽动敌对和复仇情绪的言论对抗 ! 以媒体为媒

介的非实体性对抗和直接攻击对方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 "

(一)宗教功能单位利用内部举行专门宗教仪式节庆 ! 宗教活动的特有时机 ,

提供两种对抗性言论方向: 其一 ! 否认对方行为乃至存在的合理性 ! 合法性和合

道义性 " 其二 ! 刻意强化对方造成的己方群体内部受难的记忆 "

宗教仪礼是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宗教仪礼不只将宗教经验外在化 , 更

修正乃至塑造宗教经验 " 在宗教活动中将对方形容为宗教恐怖主义 ! 邪灵恶魔是

攻击对手合理性 ! 合法性和合伦理性最常见的互动方式 " gn 世贸恐怖袭击发生

后 , 攻击有关宗教的暴力最常见的词汇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 " 然而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宗教恐怖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沦为政治博弈中的可

利用的政治术语 " 比如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 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 (Ham aS )

被以色列和众多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 , 但是俄罗斯官方和总统普京都明确表

示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 , 不仅邀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Ism ai l Han iya) 访问

莫斯科 , 还敦促西方国家接纳哈马斯 " 95更直接的宗教功能单位内言论对抗的例



证发生在 2006 年 9 月 12 日 , 回到自己家乡德国的教宗在巴伐利亚雷根斯堡大学

进行神学演讲的时候两次使用了 / 圣战 0 一词 , 并引用 了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尔

二世对穆罕默德先知的一段评论 / 展示给我穆罕默德带来了哪些新的 , 你将只会

看到邪恶和非人性 , 就像他下令以剑宣教 0 冬玲" 教宗对伊斯兰的负面台论 在伊斯

兰世界引起强烈抗议 , 伊斯兰国家和学者纷纷要求教宗道歉 " 伊朗艾哈迈德哈 .

塔米 (A h;nad K 一latam i) 毛拉在德黑兰清真寺 (Teheran) 9 月 15 日星期五祈祷讲

经时发表威胁性讲话 , 并指摘基督徒的领导人 / 无知 0 ;叙利亚大教长哈桑(A h!邢d

EIH assoL:n) 在大马氏革清真寺 (Great MOSq " e of DamascuS) 的星期五祈祷中强

调教宗 / 忘了伊斯兰的伟大历史 0 ; 土耳其有的政府成员要求取消本笃十六世的

来访 , 巴基斯坦议会要求教宗收回讲话 , 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教宗道歉 , 印度穆斯

林人 口占多数的两个邦为了安全考虑暂时关闭了当地天主教学校 " 卜侄以2009 年伊

斯兰世界还是非常期待教宗在访 问圆顶清真寺期间对三年前的不当台.论作 出专

门道歉 , 但是教宗没有 "

第二种方向的对抗性 言论相较于前者其冲突性互动的面貌更隐蔽一些 " 宗教

功能单位在宗教活动言论中过分强化己方的悲剧 , 把 自己形容为对方加害的受难

者 , 这也属于冲突性互动范畴 " 这一点其实不用作过多解释 , 光看基督教耶稣受

难节 (Good Friday ) 就可以大体明白苦难的受害记忆是多么强大和持久的抵抗

精神之源 " 回忆作为实践的中介是相对 自由的 , 它可以通过诊释逝去的事件释放

对未来的行为的指导 , 而宗教功能单位恰恰是可以依据信仰提供集体苦难回忆的

主体 " 宗教功能单位可以相对 自主地选择和判别使用诊释力量的方向 " 生于克罗

地亚的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米罗斯拉夫 # 沃尔夫 (Mi ro Slav Vol f) 被认为是了

解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倡导者 , 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者 , 他在 2006

年的著作 5 回忆的终结: 在暴力的世界里正确地回忆 6 中 , 反思自己过去在克罗

地亚福音派教会里接受的有关历史回忆的讲道框限了自己的个人回忆 , 他认为 自

己过于依赖教会提供的群体文化回忆环境而陷入 了对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痛苦

回忆 , 使他 自己的灵魂处于危险的边缘 " 9吕各种对宗教圣地归属的争夺过程中 ,

各方宗教功能单位利用宗教活动强化对方的迫害和 自身的苦难回忆 以鼓动复仇 ,

从而激起又一轮激烈对抗的例子不胜枚举 " 比如 2007 年以色列动用军事力量维

修阿克萨清真寺门外的走廊 , 并且进行地下挖掘 , 施工期间禁止 45 岁以下的穆

斯林进入寺内礼拜 , 伊斯兰宗教人士则强调以色列在什叶派穆斯林第三宗教圣地

地处圣殿山的阿克萨动土行为是继 2000 年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后继续试

图将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化 " 礼拜结束后的阿克萨清真寺门前成了战场 , 巴勒斯坦

青年和小孩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 , 动乱一直蔓延到加沙 ! 伯利恒 ! 拉姆安拉和

希伯伦等地 " 90



(二 ) 以媒体为媒介的冲突性互动是宗教功能单位的媒体战 , 是利用 CNN

效应 ! Youtube 效应负作用的一种行为 " 早前批评者就提出过 CNN 效应不仅仅是

监督西方政府军事入侵带来人道主义危机而促进冲突管理 , 但是如果其关注因素

和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偏离较远的话情况便很可能不这么乐观 " . -)l)在媒体上提出

要尊重不同宗教生活 ! 宗教需求并不损害人道主义精神 , 但却不一定像带来人道

主义危机那样具有对冲突解决的推动力 " 以新闻界新贵为例 ,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是可以用英文播报的阿拉伯电视集团 , 被推崇者称为 / 阿拉伯世界的 CNN 0 -川,

而半岛自己更愿意称 CNN 是 / 美国的半岛 0 " 在伊战期间半岛电视台既播出美国

政府的官方讲话 , 也播放萨达姆送来的讲话录像 , 让交战双方异见的直接碰撞 "

半岛电视台新闻网页专门为涉及宗教因素敏感和热点的冲突地区设立焦点专题 ,

公布相互对抗的各方观点 , 比如关于加沙问题 , .()2许多拉比 ! 伊玛目都接受了半

岛电视台的采访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 2002 年 ,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

间壮大的半岛电视台在北京设立分社 , 甚至关心起包括中国宗教生态在内的各种

中国事物 " .泪相对于传统媒体 , 网络媒体上的启一论没有绝对监管 , 提供了足够的

自由的同时也助长恶性谩骂攻击 , 比如受 Yout ube 效应启发 , 基地组织 自己也开

办了一家名为 / 云 0 (As一Sah ab / - - 一司O 的视频网站宣扬自己的价值观 , 播放基

地组织领袖视频录像 , 批判西方 ! 批评阿拉伯国家的亲西方举动 , 该视频网站既

提供原创的纪录片品质影片 , 也支持 iPod 和手机格式播放 , .例基地组织的这个

宣传网站在 2007 年建设了聊天功能和留言板 , 更增加了其即时通讯的实效感和

促进了访问者之间的互动 "

(三)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现实性直接攻击是烈度最强的对抗性互动 , 一般以

宗教功能单位的信徒群体和影响力辐射人群为直接行为人 , 而以宗教功能单位的

建筑场所和内部人员为被攻击的对象 " 特别是当两个不同的宗教功能单位重叠的

时候 , 直接对抗性互动表现更为明显 " 宗教功能单位重合带来的这种麻烦在世界

历史上 并不罕见 " 西班 牙的罗马天主教科尔 多瓦大教堂清真 寺 (Gr ea t

eathedra一侧osque " fe 6rdoba) 784 年开始是一座清真寺 , 自从 1492 年天主教打赢了

宗教战争之后 , 科尔多瓦大教堂的天主教领袖就一直拒绝穆斯林回到这座曾经的

清真寺祷告 " 近年来随着欧洲伊斯兰教人口的增长 , 穆斯林已经是欧洲仅次于基

督教的第二大宗教 " 穆斯林增多后最其直接的宗教要求是不再仅屈就于车库和旧

工厂举行祷告 , 他们希望增加敬拜场所清真寺的数量和规模 " 然而在基督教文化

占主流的欧洲各国内兴建清真寺却面临一系列的来 自基督徒的对抗行为 " 20 12

年伦敦奥运会会址旁正在兴建的清真寺就一直是英国国内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反

复争论的话题 " . "5伦敦反对建造清真寺的地方委员会是由基督教团领导的 , 他们

担忧 / 如果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一万两千人的清真寺 , 该地区将成为单一信仰控



制地带 0 , / 会危害城市安全 0 . -峪" 2007 年 3 月 , 德国东柏林老工业区潘科 (Pan kow )

原本建有福音新教教堂 , 按照欧洲的传统 , 聚集祷告的教堂是城镇的地标建筑和

中心 " 潘科地区穆斯林人口并不算多 , 主要是土耳其裔工人 , 但虔诚的艾哈迈迪

教派 (Ahmadiyya) 信徒们仍然开始建造清真寺 , 支持者和示威者在当地不断爆

发暴力冲突 , 兴建工地上发生过焚烧卡车事件 , 德国的新纳粹主义者也加入抗议

阵营 " . -甩008 年潘科这座东柏林第一所清真寺终于在抵抗声中建成 , 却并未伴随

反对之声的停歇 , 甚至有当地居民对前往清真寺礼拜穆斯林发出死亡威胁 " . " /

三 ! 宗教功能单位间张力

冲突过程中 , 属于对立方的不同宗教功能单位并不一定始终持续发生实际行

为和互动 , 然而没有直接交手也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不产生交集 , 在群体冲突的

结构下 , 对立的两个宗教功能单位维持着一种张力状态 , 而释放张力状态的活动

仍然是冲突 " 张力是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互动的特殊形式 , 张力变动也会对

冲突进展产生影响 " 科塞总结了齐美尔冲突影响功能的命题 , / 有经常冲突的机

会并不必然导致频繁的冲突 , 使其避免冲突的恰恰是关系的紧密型和成员间很强

的感情上的相互依附 , 但冲突一旦发生 , 这种压抑很可能导致冲突的进一步激化 0

-的" 宗教群体是成员感情聚合度很高的社会群体 , 当宗教信仰接近的其他宗教功

能单位受到直接攻击的时候 , 宗教功能单位会随之认为冲突针对的是整个信仰体

系 , 自己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 宗教功能单位与直接受害者距离越近 , 或与直

接施暴行为体距离越近 , 挫败感伴随的紧张与担忧夹杂的张力关系就越稳定 , 群

体内部结构就越得到强化 , 隐匿的对其尊重 ! 支持和赞美的群体与其他行为体彼

此之间就越团结 " 对施暴行为体而言 , 攻击某一 目标的暴力行为是敌对压抑情绪

的释放 , 是反抗压抑的成功复仇 " 然而对抗和敌意都没有因为冲突而消失 , 没有

受到直接攻击的对方行为体与赞赏攻击行为却没有实施暴力的行为体之间仍然

保有张力关系 " 与国际关系所定义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非常类似的是 , 不同信

仰张力之上没有 , 甚至同一宗教信仰不同教派之间的张力之上同样没有垄断权

威 , 0 "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除了受到强大政治势力干预之外 , 具体还需要宗

教功能单位 自己做出突破的努力 , 要么扩大联盟谋求更多的保护力量牵制对方 ,

要么整合内部使联系更紧密为继续对抗积聚力量 " 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内也

有宗教群体之间 , 包括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 , 但常常被其他社会问题 , 比如

移民问题 ! 殖民地后遗症问题等 , 被忽视成社会边缘地带的 / 第三空间 0 0 . , 掩

盖了其宗教对峙内核 " 暴力冲突发生地区的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相比前者有

更充分的表露机会 , 同时尽快做出行动反应的形势的压力也更紧迫 "

安斯利 .恩布里 (Ains lie T. Emb re e) 分析决定克什米尔信仰群体之间互动



张力的三个特定因素: 首先是真相 , 包括对事实的客观状态和主观领悟; 其次是

佛法德性; 最后是宗教的灵修和神秘主义表现 " 0 2同理 , 不仅在锡克教和印度教

冲突的克什米尔地区 , 而且在世界其他宗教冲突地区 , 一般说来宗教功能单位对

这三个因素都可以加以引导而在张力变动上有所作为 " 波黑战争期间 , 穆斯林波

斯尼亚人 ! 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彼此争斗 , 都有某种程度的种

族清洗行为 , 在激烈的地区暴力冲突过程中 , 以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塞尔维亚正教

和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功能单位间张力下的应对行为为例 , 199 1 年至

1992 年担任塞尔维特巴纳特教区 (The Epar chy " f Ban at ) 主教的神学家 , 曾

任贝尔格莱德东正教神学院院长的阿特纳斯耶 # 耶维迪奇(Atan as ije Jevti动

发表多篇文章 , 强调塞尔维亚以外的南斯拉夫境内处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 克

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管辖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正在面临 / 唯一 0 的种族屠

杀 , 塞尔维亚正教杂志 5 东正教 6 (Pra vo sla vl je) 刊登文章揭示从 1980 年代早

期开始塞尔维亚人悲壮的牺牲历史 " 0 :亏为了支持波黑的塞族人独立 , 1993 年 , 尤

彼帕里波维奇 (Dragom ir Ubipar ip " vic) 神父写道 / 上帝亲自派他们拯救塞尔

维亚人 0 .l. " 另一方面 , 罗马教廷和克罗地亚红衣主教 ! 大主教都明确支持把克

罗地亚人与天主教身份联系起来看待 " 大量宗教符号 , 比如蔷薇花和十字架 , 在

战争中被装饰到士兵服装 ! 武器和兵车上 " 杜布罗夫尼克 (Dub ro vni k) 普利茨

(ze limi r Puljic) 主教在谈到对争端未来的展望的时候说: / 为克罗地亚人而

战就是为天主教信仰而战 0 0 5 " 克罗地亚的天主教界一度为南斯拉夫分裂 ! / 克

罗地亚解放 0 0 6兴奋不已 , 而无视克罗地亚军队对塞尔维亚平民所施行的暴行 "

由是观之 , 南斯拉夫内战期间 , 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由于宗教功能单位对现

实的修正解读 , 以信仰作为内部团结的象征 , 鼓励对抗 , 最终以民族国家分裂为

张力的释放 "

张力下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可以选择自我反思 , 寻找与其他行为体所具有共同

性 , 推动一致性行为 , 改善紧张程度 " 联合的对象可以是潜在的宗教文化亲近者 ,

可以是有志于调解冲突的政府 , 可以是跨 国政治 ! 宗教 ! 文化力量 , 甚至可 以是

期待缓和的敌对方 " 格斯瓦米 (Sri va tsav a Goswami ) 是一位博学而文雅的智者 ,

他的家族侍奉位于印度布林达班镇 (Vri nd ab an ) 内数百所印度教寺院当中的一

间奎师那 (Kr1Shna) 神庙 , 他认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需要有与公民社会积极接

触对话的宗教领袖 , 却并非不煽动草根运动 " - .了这位并不身处克什米尔地区的草

根宗教人士体会到了不同宗教行为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 他的理解是联合世俗力量

对改善整个社会的宗教群体张力可能有积极作用 , 利用地方性宗教权威强化基层

团体却并没有这样的作用 " 欧洲伊斯兰教的发展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安心理 , 特别

是建造清真寺的行为往往造成当地不同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紧张关系 , 之前清真



寺多数情况下只是被 / 隐藏 0 0从的组织 , 原本是地方性的争执嵌入了伊斯兰政治

地位的内涵之后就衍生为全球性政治命题 , 可见清真寺冲突在欧洲伊斯兰教从私

人转向公共空间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为了缓解张力 , 有的清真寺尝试对一非穆斯

林让步 , 比如 1991 年 4 月 , 波黑伊斯兰社区领袖卡查特 (Fikret Kar 改匀在克罗

地亚萨格勒布 (Zagreb ) 清真寺主持召开 / 伊斯兰教律法 0 会议上提出伊斯兰教

法 (Sha ri . a) 只是 / 穆斯林个人的道德实践法典 0 0 -,希望以此减轻非穆斯林邻居

的疑虑和警 -喝 "

第三节 冲突转向与宗教功能单位

冲突过程具有阶段差异 , 整个过程一般被分为前冲突 ! 冲突和后冲突三个相

位 , 社会学意义上这样的划分主 旨为了便于冲突干预 ! 管理和决策 , 其 目的在于

运用管理 ! 人力资源 ! 医护 ! 法律 ! 公共关系调节等多种手段预防潜在冲突发生

和终止正在发生的暴力 " .20在国际关系领域 , 能够以前冲突和后冲突视角干预暴

力冲突的施动者是有能力调动起各种资源的国家政府 ! 政府间组织或者有实力的

非政府组织 " 但对陷入暴力循环环境的自由行为体而一言 , 面对不断出现的冲突攻

击事件 , 并不是都有强大的政治社会资源可以供调配 , 宗教功能单位就是如此 "

因此 , 摆在宗教功能单位面前更现实的挑战是 , 在长期保持敌意紧张张力的潜在

冲突状态被激化为直接暴力攻击事件形成的冲突结构中 , 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更大

损害而做出应对 , 并且通过这些行为而获取生存状态的改观 " 除此之外 , 冲突格

局转变后 , 宗教功能单位的策略以及行为同样需要随之调整 " 冲突不可能始终保

持相同烈度 , 比如海德堡大学国际冲突研究机构 (H工工K) 把冲突分为潜在冲突 !

出现冲突 ! 危机 ! 严重危机和战争五个烈度区别 (表 2一2 ) "

表 2一2 冲突烈度

暴暴力表现现 族群张力力 烈度度 名称称 状态描述述

非非暴力力 低度度 lll 潜在冲突突 价值立场不同 , 且相互明确这种差异异
222222222 显著冲突突 采取初级暴力手段 (比如威胁) 的对抗抗

暴暴力力 中度度 333 危机机 至少冲突中一方偶尔使用武装暴力力
高高高度度 444 严重危机机 有组织的 ! 反复出现武装暴力力

555555555 战争争 持续的 ! 系统的 ! 组织化的武装暴力力冲冲冲冲冲冲突各方使用极端手段段

巨巨巨巨巨巨大和长时间的破坏坏

资料来源: The H eidelbe电 Institute fo r Intern ationalC onn ierR eseareh, C onj7l etBaro m ete r Zoo7, p. 11.

根据 Hl lK 的数据分析: 2007 年全世界一共有 328 处冲突 , 与 2006 年相 比 ,



21 5 处冲突没有烈度上的变化; 36 处冲突升级 , 其中 6 处烈度上升两度 (2 处由

非暴力转变为出现冲突 , 4 处由潜在暴力转为危机); 67 处冲突弱化 , 其中 理处

烈度降低了三度 (1 处由战争降为出现冲突 , 3 处由严重危机降为潜在冲突) " -竺,

由此可见 , 尽管大多数的冲突维持原来的烈度 , 三分之一的冲突还是改变了原来

的烈度状态 , 而且有的变化幅度较大 " 以发生直接攻击宗教功能单位的地区暴力

事件为衡量中间值 , 宗教功能单位处境恶化了的外部环境属于冲突升级 (confli ct

es ca lat io n ) , 包括分裂主义 ! 冲突外溢和武力干涉战争三种情况; 而对抗关系相

对缓解 了的外部环境属于冲突弱化(co nfli ct de一es ca lat ion) , 包括冲突限制 ! 冲突

转化和冲突调解三种情况 "

一 ! 冲突升级

H H K 定义中度和高度冲突从 / 危机 0 状态开始 , / 危机 0 指在紧张张力下 ,

至少一方使用了暴力制造零星突发事件; 而在 / 危机 0 之上的 / 严重危机 0 指暴

力被组织化 , 并且反复出现 , 最严重的冲突是 / 战争 0 , / 组织化系统化地持续使

用某种武力造成长期和大规模破坏 0 .22 " 宗教功能单位的冲突格局恶化与普遍意

义上的冲突升级有所区别 " 例如 , 冲突中的死亡人数是衡量冲突程度的一个指标 ,

但是随着冲突手段发生变化和人道主义日渐被广泛接受 , 二战后各种冲突 ! 战斗

过程中的死亡人数和死亡危险性都呈逐年下降趋势 , 冷战后这一表现就更为明

显 " .23在尊重生命的政治文化生态里 , 冲突爆发后以联合国和北约为代表的外部

军事力量进驻冲突地区 , 一该地区的人员是维持和平部队必须要保护的对象 , 但是

建筑却不是 " / 科索沃水晶之夜 0 就是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控制下发生的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示威者针对科索沃境内战后存留下来的塞尔维亚珍贵文物和

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破坏行为 , 这在塞尔维亚军队驻扎科索沃期间是很难想

象的 " .2 /和这之前的内战时期的情况相比 , 塞尔维亚人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 但是

所有科索沃境内的东正教的宗教功能单位和阿尔巴尼亚族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

之间的冲突状态明显恶化了 " 冲突升级: 国家分裂和碎片化 , 地区冲突外溢引发

多方混战 , 霸权国和国际组织的武力干涉都有可能改变宗教功能单位之间政治背

景力量对比 , 而使宗教功能单位不得不有所行动 "

(一)分裂主义和独立运动是冲突升级的表现之一 " 这是指对立群体之间相

互排斥到无法共同生活 , 其中一部分人脱离原来国家 , 或者致力于原来国家宣布

独立成新的更小的主权国家 " 分离主义将改变群体力量布局 , 正如科索沃没有宣

布独立之前 ,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徒是塞尔维亚整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和宗

教 , 但 2008 年 2 月 18 日后 ,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必须面对 / 少数民族 0 这个新

的民族和宗教地位 " 1995 年前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身



份转化所带来的冲突升一级 " 分裂和独立运动中主体宗教转为少数宗教地位的宗教

功能单位的行为偏好发生改变 , 这些宗教功能单位由强化内部聚合 ! 努力阻止分

裂转换为分裂之后强调外部聚合以更多关注保证自身安全 " 从原来少数边缘宗教

地位转换为主体宗教群体的宗教功能单位则相反 , 它们 由争取更多支援以支持分

裂的外部聚合转换为偏重内部聚合以避免新的分离 " 比如波黑战争期间 1993 年

5 月 15 日 , 波斯尼亚克纳齐那 (Kn ez in a) 山村之中的一座圣母石头修道院内 ,

沃克 (voj a) 牧师为聚集在修道院里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 # 舍舍利

(Voj isl av 亏e总elj) 和同行的 18 位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举行荣耀战斗者烛光仪式 ,

允许他们亲吻银十字架和圣经 , 并且祝福了这些在其他民族看来的大塞尔维亚极

端分子 " .251995 年 5 波黑和平框架协议 6 生效 , 波黑拥有主体地位 , 其内部有

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联邦两个政治实体 , 战争各方被要求尊重彼此之间主权平

等 " .2 / 波 斯尼 亚 的塞 尔维 亚 东正 教群 体不 再频 繁在 教堂 里提 及 / 部 族 0

(enthnophyletism ) 这样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东正教神学词汇 , 1998 年 , 波黑比

哈奇一佩特罗瓦治 (B ihae一Petrovac) 里佐斯顿 (H rizostom ) 主教在哈奇的一场聚

会中说宗教被波黑的政客们利用了 , 他呼吁所有宗教社群都要去政治化 , 这场集

会结束后 , 这位主教亲 自组团拜访比哈奇大穆夫提 , 这是波黑战争爆发以来第一

次跨宗教的会面 " !27

(二)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外溢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对抗 , 是冲突升级的另

一表现 "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 , 跨国界的经济 ! 政治和社会关系更为紧密 , 政治决
策和决策后果会外溢出政治群体的边界 " .28不同的宗教移民散居者们 / 造就了一

个多元化的时代精神 0 .2 0 , 却也易使宗教冲突外溢 , 影响到宗教文化亲近群体 "

比如美国 91 1 独立调查委员会 5 91 1 调查报告 6 提出 , / 美国发现 自己正在卷入

与整个文明的冲突 , 在特定的情况下穆斯林世界发生的冲突会外溢到非穆斯林国

家穆斯林移民社区 0 .30 " 更多的外溢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 , 比如美国现任副总

统乔 # 拜登 (Jos eP h R .Bi den ) 分析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 , 他认为伊朗宁愿

伊拉克保持现在这个让美国陷入泥潭并且不断流血牺牲的状况 , 而伊拉克内战却

也绝对不符合伊朗国家利益 , 因为伊拉克的内战会很容易地外溢过伊拉克边界导

致区域战争 , 恶化地区间逊尼和什叶穆斯林的关系 " .3 .冲突外溢所造成的地区政

治宗教结构变化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对抗 , 新加入冲突的宗教功能单位大都关注其

战略利益 , 因而多采用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在武力的支援下推广其价值观 , 而暴

力冲突前线的宗教功能单位面临更激烈的武力对抗 , 其基本生存安全根本利益尚

无保障 , 因而多采用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 , 以身边的信仰群体团结来保卫 自身以

减少受对方破坏的机率 " 以中东地区为例 , 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徒是身份模棱两

可的群体 , 他们既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独立 , 却也总不被其他主体阿拉伯穆斯林人



群所认可 " 从英国统治时期到今天 , 阿拉伯基督徒都是被阿拉伯穆斯林攻击的对

象 " 中东战争 (The A rab一IsraeliC onliet) 期间 , 巴勒斯坦清真寺的讲经布道都把

阿拉伯基督徒猛烈地抨击为殖民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通敌者 , .32排挤非穆斯林而

使穆斯林群体内部更团结 " 同一时期 , 黎巴嫩的萨布兰 (Ta l al一Zaa ta r, 有黎巴

嫩境内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 萨布兰是个基督教信徒集中的区域) 巴勒斯坦难

民营的清真寺周围人们正忙着把黎巴嫩的国旗换上巴勒斯坦的旗帜 , 教长们在清

真寺里热情地向往着故上 " .33

(三)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武力干涉暴力冲突地区 , 是冲突升级的第三种变

现方式 " 干涉方是霸权国和国际组织 , 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 有能力 / 强迫冲突

各方接受所订决议 0 .34 的第三方世俗力量 , 干涉的外部力量与宗教功能单位之间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直接利益冲突 " 冲突各方的对立宗教功能单位在干涉主义面前

偏向共同选择强化外部聚合 , 即为己方争取更多元的援助和交流空间以避免被边

缘化 , 同时也因为外力强大宗教功能单位必须尝试改变形象以避免被妖魔化 " 宗

教功能单位趋向于接受国际规则制度的设置而较少选择挑战国际机制 , 在维护 自

身根本利益之外 , 也寄希望于对暴力最终因干预而弱化从而推进其重要利益的实

现 " 客观上 , 宗教功能单位在武力干涉冲突升级结构的变化环境下所起到的是世

俗团体所无法企及的 , 宗教功能单位以信仰为突破口 , 为冲突的己方推进更广阔

的联盟 " 仍然以波黑战争为例 , 战争爆发之后 , 波黑的天主教主教们和塞尔维亚

正教会的宗教领袖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普遍地不断声讨各种

罪恶 , 但是并不专门指出自己所属种族群体侵害其他族群的反人权暴行 " 转机出

现在 1994 年 , 随着北约和联合国介入波黑战争 , 开始逐渐有冲突前线的宗教功

能单位正视自身群体的暴行 " 比如米约 # 德佐兰 (M ijo D zo lan )神父在接受采访

的时候提到 自己领导的位于 Sci t 的圣方济各拉玛修道 院 (Fran cisc an s. R am a

M on as ter y ), 成功地阻止了克罗地亚军队占领布戈译诺 (B ugoj no ) " 这其实是变

相承认了克罗地亚军队对当地穆斯林的威胁性 " 德佐兰神父积极地倡导放弃部分

宗教努力而推进 Proz or 地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间调解对话的努力和他本人

的宗教经验背景 , 使他成为这一地区联合国缓解种族紧张调解人经常咨询的顾

问 , 这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为自己和所在地区内牧养人群强化外部群体聚合 , 向干

涉力量争取了和平的机会 "

二 ! 冲突弱化

H ll K 定义低烈度的冲突有两个级别 , 分别是 / 潜在冲突 0 和 / 显著冲突 . , ,

前者指价值立场不同 ! 一方提出明确的要求而另一方意识到这种要求的情况 , 后

者指使用初级暴力手段的冲突 , 包括言语施压 ! 威胁使用暴力或者经济制裁 " .3 .



直接暴力对抗烈度降低为潜在冲突或显著冲突的情况可以被视为冲突弱化 " 冲突

会降低烈度级别是因为之前造成暴力的主要因素被限制 ! 争斗的目标发生转变或

者冲突得到调解 " 冲突弱化对经济复苏而 言毫无疑 问是个机遇 " 综合来看 , 冲突

弱化对宗教功能单位是外部政治结构相对平和 , 生存安全暂时不会受到威胁的社

会条件 " 2003 年 5 月 l 日是美国国家祷告日 (N at ionalD ay ofprayer), 同时也是

美国宣布伊拉克主要战场军事行动结束的日子 , 布什总统在演说中提到 / 在这个

历史性时刻 , 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 美国人都在虔诚地在教堂 ! 会堂 ! 庙宇 ! 清真

寺和自己家中躬身祷告 0 . / / , 宗教功能单位是美国官方表达其宗教多元主义的和

解立场时所选择的识别对象 " 宗教功能单位在冲突弱化阶段关注的重心是自身的

重要利益 , 甚至有可能涉及长远战略利益 , 可以通过参与限制 ! 转变和调解等手

段为发展层面上的重要利益构建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 但是 , 冲突弱化并不意味着

和平的到来 , 对立各派之间的张力很难消除 , 冲突降低级别很可能只是下一轮暴

力对抗高潮尚未出现的过渡时期 " 事实证明 , 有许多复杂并且根深蒂固的社会冲

突应该被称为 / 旷日持久的冲突 0 (Protraeted Confl iet) , 其冲突弱化不过是紧张

关系的 / 平台期 0 (Pl at ea u) .37 " 陷入暴力循环地区更是充满表面上有动态变化

实质上却是相对稳定的冲突社会关系 , 因而宗教功能单位的生存安全利益仍然是

其第一顺位的根本利益 "

(一) 以限制求弱化冲突 " 限制行为首先是放弃复仇 , / 集体层面的复仇是

滋生冲突升级的土壤 0 .3 0 , 限制复仇的欲望是宗教功能单位寻求冲突弱化优先要

框限的内容 " 其次是减少可能引发对抗的新的扩张行为 , 或者降低此类行为的影

响力 , 此类行为包括激起对方戒备的宣教 ! 大规模培养神职人员 ! 扩建宗教膜拜

场所等等 " 但宗教功能单位也会因自我限制行为遇到来 自内部的反思 , 波黑战争

结束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士兵的话很有启发意义: / 我曾经从来没有仔细

考虑过我是一个穆斯林 " 我不懂如何去祈祷也从来不去清真寺 , 我觉得我和你一

样是欧洲人 , , 但是现在 , 我的确郑重地认识到我是个穆斯林 " 我感觉到我

们正在被抹去些什么 , 我必须知道他们希望消除有关我 以及我一样的人的是哪些

内容 0 . / 0 " 波斯尼亚的清真寺在战后没有强化国内穆斯林群体的宗教认同 , 他们

希望以一定程度牺牲穆斯林换来欧洲支援的发展机会 " 但另一方面 , 过多的让步

却也让自己潜在的牧养人群因为消逝的群体特质而主动重新追寻宗教信仰 "

(二) 以转变求弱化冲突 " 在科塞看来 , / 在针对原初对象的冲突行为被阻

止的情况下 , 一 ! 敌对的情绪会转向替代目标 , 二 ! 只有通过张力状态下的释放

才会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 在这两种情况下 , 原有关系的连续性仍然可以保持下去 0

, / 0 " 宗教功能单位比较容易寻找的替代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 ,

替代目标仍然没有偏离宗教的普世道德价值观 " 斯里兰卡弘法者阿努伽里加 .达



摩波罗 (A na gar ika D ha rm 即al a) 宣扬佛教 / 理想王国 0 是融入当代世界的理想

社会状态 , 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 首先是以合理和现代的方式繁荣经济 , 其

次是在本土文化主导下建立文化和政治秩序 " . / .达摩波罗大师的观点具有普遍意

义 " 当宗教性冲突缓解的时代 , 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竞争的目标转向为争取经济和

文化生存条件的改善 , 它们在一定时间内不再继续纠缠于信条理解 ! 圣地归属这

些造成冲撞的宗教目标 " 比如科索沃族群间冲突缓和时期 , 科索沃的东正教教堂

修道院和伊斯兰清真寺都曾经为冲突后修补受损宗教建筑和内部文物 , 以及为流

离失所的牧养人群重建家园 , 而向国际社会募捐 " 然而 , 同是经济问题 , 战后教

产的归属处置不当却也可能成为新冲突的驱动器 " 比如科索沃战争结束七年之

后 , 塞尔维亚教会主张索回悬而未决的教产造成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示威 , 这极易

转化为暴力事件 " . / 2以调解实现冲突弱化趋势就由此引出 "

(三) 以调解求弱化冲突 " 调解也是干涉的一种形式 . / 3但对宗教功能单位而

台. , 调解主要是指尊重对方 , 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对话和交流 , 寻求相互理解的民

间宗教外交 , 是对政府国家之间由冲突转化而来的官方外交调解的一种补充 " 宗

教对话交流的例子非常多 , 埃塞尔比亚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乱之中 , 整个社会宗

教群体之间关系紧张 , 尽管埃革 (D er g) 多党联合过渡政府成立 , 但宗教群体间

不过勉强维持表面平静 " 在宗教领袖埃塞尔比亚犹太人以法莲 #艾萨克 (Ephra im

Is aa c) 召集下 , 埃塞尔比亚正教 ! 伊斯兰教 ! 天主教和新教领袖共同参加了 1992

年 7 月的一场异教间联合祷告 , 以法莲在集会后强调: / 宗教和平需要尊重自我

和传统 , , 基督教的祈祷不称耶稣基督的名是不足信的 , 只是做秀 " 聚居需

要我们都坚持正直和诚实地尊重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仰 0 " 他认为亲自走到教堂里

去听祷告或者去清真寺听穆斯林聚会祈祷是为了尊重彼此的信仰传统 , 很有意

义 " .44

小结

宗教功能单位是宗教生活最传统 ! 最直观也最容易接触到的行为体 , 然而它

的行为并不是始终遵循从古以来的宗教程式要求 " 就好像约瑟夫 .奈不同意罗伯

特 .吉尔平修昔底德能理解所有当今的国际现实一样 , .45干年以前的宗教创立者

们要求门徒建立的宗教体系也很可能和今天的宗教现实并不一致 , 这个世界在

变 , 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 同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偏

好 , 这种行为取向偏好并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有很大的偏差 " 冲突虽然不符合人

类的和平理想 , 然而却是长期存在的群体间对抗结构状态 , 是人们特殊的相互依

存关系 " 就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冲突而言 , 身陷其中的宗教功能单位大多并非毫

无作为的超然静谧者 , 相反 , 它们是国际关系现实生动的参与者 " 它们以行动努



力改变着自身的处境 , 也影响着政治局势的走向 "

本章的目的在于以结构本体主义立场 , 推衍和证明在地区_暴力冲突格局下 ,

宗教功能单位行动的目的和手段 " 社会化的宗教功能单位既有u]. 能是受到环境压

力而做出应对的因变量 , 也可以是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空间改变外部结构的 自变

量 " 以不同信仰为界的宗教群体之间的差异甚于其他群体区分月_更难化解 , 无论

是前现代国家 ! 现代国家还是后现代国家 , 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面临暴力冲突事

件的考验 " 行为体的利益是其行为取向的判断依据 , 也是行为的目的所在 " 宗教

功能单位的利益有根本利益 ! 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三个层级 " 其最核心的根

本利益是维持宗教功能单位的生存安全 , 包括保护人员安全 ! 宗教建筑安全和维

持信仰体系信心: 其次为重要利益 , 包括发展信仰群体人数 , 提高宗教虔诚度和

建设宗教场所:第三位长远战略利益是争取实现更美好的宗教世界的普世主义理

想 " 宗教功能单位在外部世界呼求 ! 信仰义务和主观认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 ,

在冲突过程中自主选择强调 内部聚合或者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 , 以维护 自身三个

层级的利益要求 " 宗教功能单位直接互动有对话和对抗两个向度 , 前者是 / 请进

来 0 ! / 走出去 0 和虚拟对话三种方式 , 后者包含了现实和虚拟骂战以及实体直接

攻击三种方式 , 此外互动还存在不直接产生交集但保有张力的特殊形式 " 冲突进

程有阶段差异 , 以发生直接暴力攻击事件为中间值 , 分为冲突升级和冲突弱化两

个转化方向 " 分裂独立 ! 冲突外溢和武力干涉是冲突升级的表现形式 , 限制 ! 转

化和调解是冲突弱化的表现形式 " 宗教功能单位根据冲突方向不同 , 选择 内部聚

合行为模式帮助群体内抱团或者外部聚合行为模式推进更大范围的联盟 , 其 目的

仍然不偏离实现 自我保护 ! 发展和普世信仰理想的利益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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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科索沃十年暴力冲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

/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 0

) 马太福音 25 : 46

/ 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 " 0

) 古兰经 81: 14

墓墓与与
酬酬)))
梢梢俄俄

六六六

滋滋滋绷绷趁趁

图 3一1 科索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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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版图上曾经描绘过幅员广阔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 , 从前那是个勇敢反

抗侵略的英雄国度 , / 空气在颤抖 , 仿佛天空在燃烧 " 是啊 , 暴风雨来了川 , 不

同民族操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而一同聚居的南斯拉夫 , 却随着连年的

分裂独立战争最终化为历史名词 " 巴尔干的现代历史就是被暴力和战争串联的集

体记忆 , 内部族群滥用民族主义 ! 外部大国唆使鼓动和盲 目的沙文主义共同将这

一地区人民之间的宗教差异过分强化 ,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漫长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 " 从拜占庭帝国带来的基督教到从奥斯曼帝国引入的伊斯兰教 , 这些信仰

的选择差异埋下 日后彼此不容的隐疾 " 南斯拉夫最后的继承者塞尔维亚 , 其南面

是 / 科索沃 0 自治省 , 这是一个对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意味着 / 苦难和

不公 0 竺的词汇 , 既是比喻更是现实 " 科索沃不仅有肥沃的土地和银矿 , 更拥有

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 , 是塞尔维亚文化的摇篮 , 中世纪统治者 ! 教会权贵 ! 牧师 !

僧侣 ! 穷人甚至 / 赤贫之人 0 毛共同建造的许多教堂 ! 修道院 ! 隐修所至今屹立

在科索沃城市与山林之中 " 1998 年至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被视为向米洛舍维奇

政体的报复行为 , 也是不满塞尔维亚教会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联合的暴力反

抗 "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攻击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教堂 , 驱赶塞尔维亚居民来宣泄

仇恨 " 但是不少东正教教会和塞尔维亚人还是留在了科索沃 , 成为塞尔维亚东正

教圣地的守卫者 , 这其中就有德卡尼修道院 " "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几乎没有交集的 / 平行社会 0里 ,

这里从 1389 年开始就是奥斯曼土耳其文化穆斯林和巴尔干基督教文化基督徒对

抗的前线 " 6与潜修与高山深谷的正教修道院不同, 科索沃的清真寺大多数都建

在城镇之中 , 尤以科索沃梅托西亚地区南部重镇普里兹伦市最为典型 , 是科索沃

穆斯林聚居区的宗教中心之一 , 希南帕夏清真寺就建在普里兹伦 " 普里兹伦强大

的伊斯兰教色彩对其周围的正教教堂而言不意是一种灾难 , 许多属于塞尔维亚东

正教的珍贵宗教圣物 ! 文物在历次暴动中被毁 " 下在国际政治层面 , 虽然科索沃

土地面积和人 口规模都很小 , 经济水平也不发达 , 但是科索沃是北约第一次派兵

参战地 , 也是美国欧洲与复兴的俄罗斯政治博弈的主战场之一 , 是各种政治势力

都尝试染指的地缘战略意义上的 / 西巴尔干 0 吕" 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 , 到 2009 年 7 月 n 日 , 全世界共有 62 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科索沃的

独立主权地位 , 9科索沃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国家 " 从科索沃战争后期到科

索沃独立 , 十年之间多国部队控制下科索沃的暴力冲突事件并未中断 , 德卡尼修

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是这场耗时长久的族群对抗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行为体 ,

它们的遭遇 ! 反应和互动影响着地区政治局势同时也被外部政治所作用 , 是国际

政治意义上宗教功能单位 "



第三章 作为宗教功能单位的德卡尼修道院

/ 如果我忘了你 , 科索沃 , 我的耶路撒冷 , 就让我忘却的我的右手吧 " 如

果我忘了我的梅托西亚 , 让我的舌离开我的喉咙吧 , 没有了他们我再也无法为

我的上帝我的救主吟唱我的歌 ! 我的赞美诗 " 0

) 梅托西亚和科索沃的哈里顿 / ,

塞尔维亚人 7 世纪迁入当代科索沃领土范围内 , 13 世纪早期科索沃的塞尔

维亚人才-与塞尔维亚王国建立起密切联系 " 1389 年 , 塞尔维亚王国拉扎尔大公

(Pri nCe LaZar ) 在抵抗奥斯曼穆拉德苏丹 (Sul ta n M盯ad) 大军的科索沃战役

中失利 , 自此以后科索沃归入奥斯曼帝国管辖范围长达五个世纪 " 阿尔巴尼亚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大量移居科索沃 " 19 世纪晚期 , 阿尔巴尼亚人逐渐取代

了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主体族群地位 " 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重新

要求从奥斯曼帝国恢复对科索沃的控制 , 但科索沃的 / 控制权几易其手 0 - . " 依

照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74 年宪法 , 科索沃成为拥有几近共和国地位

的自治省 " 尽管有立法上的妥协 , 但是上世纪 80 年代 , 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情

绪增强 , 而后出现要求科索沃独立的一系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骚乱暴动 " 塞尔

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米洛舍维奇得到了来 自许多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文化心脏

的民众的支持 , 也在他们的压力下 , 推动 1989 年撤回科索沃是塞尔维亚自治省

地位的新宪法得以通过 " 这一举措导致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的严重不满 " 两年之

后科索沃阿裔领导人组织全民公投宣布科索沃独立 " 上世纪 90 年代科索沃解放

军加入争取科索沃独立的队伍 " 1998 年米洛舍维奇政府军队进驻科索沃镇压叛

乱 , 驱逐科索沃阿裔人 " 1999 年北约派兵介入争端 , 对南联盟实施强大轰炸 ,

迫使塞尔维亚退兵 " 联合国安理会 1244 号决议安排了科索沃在联合国临时过渡

政府控制下的战后政治生活 " 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宣布独立 , 塞尔维亚拒绝

承认 " .2

科索沃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 , 直到 1945 年 , 科索沃都不是一个同一的行

政区 " -J其西部的平原地带是科索沃 (kosova ) , 其东部为梅托西亚 (Met " hia) ,

以山地为主 , 梅托西亚的希腊文原意是 / 教会属地 0 " 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数据 ,

科索沃全境边界长 702 公里 , / 国土 0 面积 10 , 887 平方公里 , 是个没有出海 口的

内陆 / 国家 0 .4 " 到 2009 年 7 月为止科索沃共有人口 1, 804 , 838 , 其中 88%为阿

尔巴尼亚人 , 7ry0 塞尔维亚人 , 5% 其他民族 (包括波斯尼亚人 ! 戈兰尼人 ! 罗姆人

即吉普赛人 ! 土耳其裔人 ! 阿希卡利人和埃及裔人) , 主要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

塞尔维亚正教和罗马天主教 " 截止到 2007 年 , 科索沃共有 21 , 000 难民和无居所



民众 " 科索沃经济上然近年有不少进步 , 但是仍然主要依靠国际社区_和在国外散

居人员的则一务和技术支持 , 在德国和瑞士工作的科索沃人的汇款就占了科索沃

(;D 尸(2()() 7 年科索沃 (;I 2 P32.37 亿美元) 的 150/0 , 国外财政援助也占科索沃 (il) 尸

的 15% " 科索沃人均年收入 2 , 3()0 美金 , 3790 的人LI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 40%的人

没有工作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 .凡欧洲的这个新生国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 尽管其

经济萎靡 , 但科索沃的文化却熠熠生辉 , 塞尔维亚学界认为这其中超过 90%的文

明与历史遗产属 少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 " . -

第一节 德卡尼修道院的政治属性

德卡尼修道院坐落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自治省 , 北约 盯0尺

意大利任务区 " 德卡尼修道院始建于 132 7 年至 1335 年之间 " 塞尔维亚中胜t纪奈

马尼亚王朝 (Nemanj 1C Dyndsty) 君主 , 德卡尼的圣

斯蒂芬 (st. Stephen o f. De己ani , 右图 -下) 建造了这

所修道l坑献给耶稣升天 (Aseension of the Lord) "

早在 1219 年斯蒂芬国王就已经在佩奇 (Pe亡距离德

卡尼修道院 12 公里)设立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区 ,

被塞尔维亚东正教推崇为圣徒 " 但是 1331 年 , 德卡

尼修道院尚未建成 , 斯蒂芬国王就被自己的儿子斯蒂

芬 .杜尚 (Stephe " Du 总e " ) 暗杀 , 老国王的尸体被

装于华美的石棺内 , 葬在德卡尼修道院 " 这位拭父的

儿子是一位尚武而英勇的国王 , 杜尚国王四处征战 ,

建立了强人的塞尔维亚王国 "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斯蒂

芬 # 杜尚被加冕为 / 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 ! 保加利亚

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 0 .吕, 曾经定都科索沃普里

兹伦 "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 , 也是虔诚的正教信徒 , 德

卡尼修道院在他的督办下最终建成 , 而修道院内的内

饰壁画一 自到 1350 年刁 -完工 "

德卡尼修道院建在普罗克利提耶 (Prokletije)

图 3一2 德卡尼的圣斯蒂芬国 l

(湿壁阅 , 约 !4 1丝纪 , 现存于

德卡尼修道院主教堂)

山脚的比斯特里查 (BI Stri ca) 河谷内 , 四周群山涌翠 , 风景如画 , 是塞尔维亚

规模最大 ! 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时期古文艺复兴修道院 " 尽管经历了动荡的历史 ,

德卡尼修道院却始终以出色的艺术和智识造诣成为重要巴尔干地区重要的塞尔

维亚宗教中心 "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德卡尼修道院受到不少损坏 , 但是主体教堂得

以完好保存 " 教堂内完整保留了 14 世纪拜占庭时期一千余幅湿壁画 (这些湿壁画

几乎包括了新约的所有主题内容 ), 还是大量雕刻 ! 圣像间壁 ! 宗教圣物以及内



部装饰 " 修道院内教堂外墙由浅黄色和紫红色类玛瑙大理石间隔混合建成 " 与同

时代建立的其他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不同 , 德卡尼修道院揉合哥特 ! 拜占庭和

显著的罗马建筑特色 ,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当初它的总建筑师是一位天主教圣方

济各僧侣维托 (Franciscan Vitto) , 应该说德卡尼从建造之初从其建筑风格表

现出来就是一所宽容 ! 允许多元的东正教圣所 " 修道院官方网页的简介也如是解

读其多元建筑风格为宗教宽容和尊重多元的意味 "

今天的德卡尼修道院共有三十余位修道士 , 据称仍然坚持传统的隐修生活方

式 , 除每日敬拜潜修外 , 刻制圣像 ! 绘制圣像 ! 印刷宗教书籍是他们的主要日常

活动内容 " 德卡尼修道院制造的精美宗教艺术品始终严格依循位于希望境内的圣

阿陀斯山 (Mou nt At hos ) 圣像风格 " .9德卡尼修道院从 1999 年科索沃战争后 ,

因为同时失去塞尔维亚武装的保护和周围原本不多的塞尔维亚裔居民 , 已经彻底

成为被敌视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所包围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孤岛 , 不断受到威胁甚

至攻击 , 直到今天进入德卡尼修道院的所有路口都需要由KFOR 的意大利军队保

护 " 虽然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 但德卡尼修道院仍然在运转 , 其神职人员们积

极组织开展着各种开放性宗教和社会政治活动 , 并吸引着来自各地宗教和文化的

朝圣者 , 并不断地在区域政治上发挥自身独特的影响力 " 2004 年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UNESC O) 在我国苏州召开的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将德卡尼修

道院列入 5 世界遗产目录 6 , 描述它是 / 最有价值的拜占庭鼎盛时期古文艺复兴

绘画样本之一 0 和 / 14 世纪生活的珍贵一记录 0 20, 2006 年 , 德卡尼修道院被列入

5濒危世界遗产目录 6 "

一 ! 德卡尼修道院的定位

科索沃战争期间 , 德卡尼修道院所属的德卡尼地区 (Dec an e) 是科索沃解放

军的堡垒要塞 , 也是梅托西亚地区甚至整个科索沃受损最严重的区域 " 科索沃战

争使德卡尼地区85 %的房屋被塞尔维亚武装警察和军事部队摧毁 " 德卡尼地区重

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机构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的外国散居者 " 2.1945 年

成立的科索沃自治省官方名称仍是 / 科索沃与梅托西亚 0 , 意指梅托西亚和科索

沃两个自然区划的联合 , 这个名称沿用到 1968 年宪法刁-终止 " 22尽管科索沃主要

人 口是阿尔 巴尼亚裔穆斯林 (超过总人 口的 80% ) , 然而 / 梅托西亚 0 却始终深

深根植于每一个塞尔维亚人内心 , 并被赋予重要的文化与政治地位 " 德卡尼修道

院即为梅托西亚最重要的塞尔维亚基督教宗教文化摇篮 "

大量有关德卡尼修道院最初的信息来源于一份五米长的羊皮卷 ) 德卡尼

建立宪章 (D e亡an iFoun di ng c ha rter , 133 0) , 其中用令人动容的话语描述了一段

父子误解的悲剧 " 根据宪章中的记载 , 杜尚国王花费大量精力修建父亲未完的德



卜尼修道院工程 , 并且于建成后给予德 卜尼修道院数量众多的土地和属民 , 逐渐

将其塑造成中世纪塞尔维亚规模最大的地主 " 德卡尼曾经拥有的地产最远到达今

天阿尔巴尼亚东北部 " 竺之后 , 随着历代塞尔维亚国王的扩充 , 整个德卡尼修道

院拥有庞大的产业 , 包括数座教堂 ! 餐厅 ! 塔楼 ! 图书馆 ! 墓地 , 形成 自给 自足

的复合体 , 犹如一座 / 城邦 0 竺, " 德卡尼修道院也因此成为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

种族均质地定居的证据 " 今天 , 德卡尼修道院中心的主教堂长 36 米 , 宽 29 米 ,

高 29 米 , 长方形的内殿含有 5 个圣坛 , 前厅 3 个圣坛 , 中心 由巨大的圆柱支撑 ,

繁复的人物肖像画从地面铺展到弯顶 " 教堂中部耶稣与圣母像 , 圣尼古拉斯和圣

约翰各占一边的湿壁画内厅格局 , 展示了今天罕见的保存完好的拜占庭时期正教

圣像间壁的景象 " 德卡尼修道院一代代修道士传承的大量珍贵的教士手稿和文献

现收藏于修道院内设的图书馆之中 , 使德卡尼修道院在塞尔维亚宗教生活的崇高

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 当前科索沃政治生态下 , 主要有三个来源决定了德卡尼修道

院的定位 , 它们是信仰的宗教义务 , 自身对周遭历史政治环境下的自我认知和外

部世界给予它的相应责任 "

(一 ) 神圣的职责 " 德卡尼修道院是 / 万能救主的家园 0 (home of the

PantoCrato r) 2弓, 这是其发挥各项功能的基础 , 是其至高不可妥协的核心利益 "

科索沃战争前 , 德卡尼修道士接待外国访客时会以一个隐喻故事作为开端: / 请

想象有一棵古老而强悍的大树 , 突然有一天其中一条枝干决定 自己也要做一棵

树 , 于是它落到了地上 "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它没有完全腐烂 , 因为他可以

在土地上长出些微不足道的小枝丫 " 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株真正的大树 , 更

不可能结出果实 " 而那棵巨大的古树虽然因为没了枝干会有些困难 , 但是它仍然

活着 , 更美好的是 , 它还能结出果实 " 0 东正教是那柱老旧的古木 , 偏离的枝干

是罗马天主教 , 那些地上的细枝是基督新教 " 这段话暗示了德卡尼修道院对东正

教信仰的信心 , 也表达了他们荣耀上帝的神圣职责 " 正如德卡尼修道院修士司祭

萨瓦神父在纪录片 5 德卡尼的荣耀 6 2冲 谈到的那样: / 我们二十三名修道士2丁被

上帝的爱引导到德卡尼这片神圣之地 , 侍奉上帝 , 维护我们的传统 0 " 即使在最

艰难的外部冲突的危机时刻 , 德卡尼修道院仍然坚持每日的时课 , 圣像工作室也

一直在制作圣像 ! 维持 日常宗教工作 , / 和科索沃危机发生之前并无二致 0 竺片"

(二)主体的认识 " 2004 年 , 德卡尼修道院被列入 UNESCO 世界遗产 目录后 ,

德卡尼修道院院长 , 特德斯耶主教 (BIShop SibaliC Teodosije) 发表声明: / 德

卡尼修道院被列入世界遗产 目录 , 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也很受鼓舞 , 这也是对我

们修道院 , 中世纪塞尔维亚基督教艺术的明珠 , 巨大的认可 " 几世纪以来 , 德卡

尼修道院罗马风格的建筑和拜占庭塞尔维亚湿壁画构建了连接人 民与文化的桥

梁 , 证明了庄严 ! 神圣和优美的艺术品超越了短暂的政治和价值冲突 " 德卡尼修



道院不仅是塞尔维亚文化遗产 , 也是整个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地区所有居民不论种

族 ! 宗教都感到荣耀和应负有责任的文化遗产 , , 虽然身在德卡尼修道院历

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 但我和我的修道士们为我们蒙恩在这片圣土侍奉上帝感到荣

幸 " 我们对德卡尼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喜悦 , 包括我们的人民对科索沃地区其

他基督教遗址的保护态度表明 , 本地社会乐意接受欧洲和世界文明价值观 " 我们

期待来自所有人 , 特别是那些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善意的理解和支持 " 我真诚地

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责任意识 , 因为欧洲和文明世界的未来不能建在那些曾经抵

御了数百年占领和战争而存活下来的教堂的废墟之上 " 0 20这段发一言表明了德卡尼

修道院对自己身份的四个理解: 其一 , 德卡尼修道院是荣耀上帝的圣所 , 是仍然

有效运转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其二 , 德卡尼修道院是塞尔维亚的历史文化

象征 , 但除了塞尔维亚人 , 需要更多非塞尔维亚人的认同和尊重; 其三 , 德卡尼

修道院处于对抗冲突的外部格局之中 , 其 自身生存安全受到威胁; 其四 , 德卡尼

修道院是开放的行为体 , 主动寻求也接受与更广阔范围行为体之间的合作 , 改善

自身生存条件也帮助其他基督教功能单位 "

除了特德斯耶主教公开声明中所表述的四项解读之外 , 德卡尼修道院在互联

网和塞尔维亚学术界的积极态度显示了其倾向塞尔维亚民族认同的政治定位 "

1999 年 6 月建立的德卡尼修道院官方网站使用英语和塞尔维亚语双语 , 收录丰

富的科索沃与梅托西亚的塞尔维亚历史资料电子文本 , 同时实时更新源自世界各

国对科索沃时事的政治性新闻报道 , 提供新闻档案数据库链接 " 德卡尼修道院另

一项互动性更强的交流平台是修道士们和支持者建立的名为 / 德卡尼: 科索沃日

报 0 (deeani. Kosovo Daily News/KDN) :, -,的雅虎群 " 1998 年 7 月 KDN 开始发布

大量信息 , 截止到 2009 年 9 月 , 群组共有 1488 名成员 , 转载 ! 翻译和发布共计

7 万余条关于科索沃与梅托西亚亲塞尔维亚方面的英文新闻 " 这从侧面证明了除

了修道院长讲话中涉及的四个身份认识之外 , 更体现了身处暴力冲突前线的德卡

尼修道院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明确兴趣偏好 "

(三 ) 被赋予的义务 " 在科索沃 , 德卡尼修道院 ! 格拉查尼察修道院等数所

东正教修院不仅是塞尔维亚的宗教圣殿 , 甚至吸引了穆斯林朝圣者 " 对科索沃首

府普里什蒂娜城外的格拉查尼察 (Gra 亡an ica) 修道院而盲- , 特殊现象是许多吉

普赛穆斯林朝圣者参加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组织庆祝

的 1389 年科索沃战役庆典 " 这些穆斯林朝圣者主要是育龄妇女和她们的家人 "

穆斯林们进入教堂 , 亲吻圣坛圣像 , 点燃蜡烛 , 给少量的捐赠 , 当教堂晚祷的时

候在教堂周围系上彩带 , 结束后将它们带回家作为全家人的护身符 " :, .德卡尼修

道院的穆斯林朝圣者与格拉查尼察修道院的穆斯林朝圣者略有差异 , 德卡尼修道

院的穆斯林朝圣者主要是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 " 德卡尼修道院有很多传奇的神迹



故事 , 7匕如曾经让骗子的舌头烂在嘴里 , 也曾让一位暴虐的奥斯曼帕夏突然死于

自焚 , 还有被神化了的圣斯蒂芬国 }:等等 " 许多本地无生育的阿尔巴尼亚妇女像

她们的塞尔维亚邻居一样跪在被精心保存的圣斯蒂芬国王墓前祈愿 , 希望这位 7

只世纪的圣君能给 自己带来孩 r " 弋2归根结底 , 参加庆典的吉普赛穆斯林 ! 跪拜

在斯蒂芬国王棺材前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 , 这些非基督徒参与塞尔维亚宗教圣殿

宗教活动的动机和大多数塞尔维亚基督徒一样 , 他们希望通过参与宗教性仪式使

自己的生活更好 " 虽然塞尔维亚基督徒和非塞尔维亚穆斯林并没有彻底混在一起

参与宗教活动 , 所有的行动都相对圈限在彼此熟识的小圈子里 , 但客观上宗教功

能单位没有因对方是异教而拒绝向不同的信仰群体提供交流和了解的机会和平

台 " 这些穆斯林朝圣者证明了科索沃这类传统东正教宗教功能单位的开放性 , 也

表明非基督徒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灵佑 , 穆斯林的行动人为赋予了东正教修道院

跨越信仰围墙的恩泽义务 "

波黑战争之后 , 整个塞尔维亚东正教界都开始反思基督教教会在地区政治中

的作用和地位 " 1997 年 2 月塞尔维亚牧首于贝尔格莱德主持教会间对话时提出:

/ 基督教人士可以为过去侵犯人权的暴力公开忏悔 " 教会在重建民主社会构架过

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 在必要的时候 , 所有的宗教人士需为了社会公义挑战政治

和军事权威 0 :招" 这次重要的宗教会议在反思历史 ! 维护信仰和提升公义名义下

的宗教政治参与基本思想 , 明显地影响到了后来科索沃战争以及之后的科索沃基

督宗教界的政治实践 " 日德卡尼修道院副院长 , 司祭修士萨瓦神父 (Sava Jan jic)

三年后附和了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所倡导的战后教会三项政治作为 , 神父在接受

采访时说道: / 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错过了以正确合适的方法结束危机 ! 捍卫

领土和拯救民族的机会 , 我们无法不去考虑我们生存的环境 , 寻求在当前政治环

境下 , 一起保护我们的灵性传统 ! 坚持我们的信仰 , 当新的地缘政治局势出现的

时候寻找我们神圣的修道院在欧洲的位置 " 0 阿尔特米耶主教随后补充道: / 当塞

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声誉处于外部世界看来的最低点之时 , 我们有责任向带

着敌视塞尔维亚的偏见来到德卡尼修道院的西方人士展示他们所不知道的塞尔

维亚的神圣和崇高 " 德卡尼教堂里精美的宗教绘画胜过一切 , 它们帮助我们告诉

那些偏见之士我们真正的样貌 " 0 :肠 / 圣斯蒂芬国王静躺在德卡尼修道院的中心 ,

他的手如此坚定 ! 仁厚和芬芳 , 他在告诉我们他无意离去 , 尽管国王他己经没有

了军队 ! 没有了属民 ! 没有了国家 , 但是他的军队 ! 他的属民和他的国度就是这

些德卡尼的修道士们 , 0 代理牧首阿米费罗耶 (Amf iloh ije Rad OV i口 大主教站

在德卡尼修道院教堂前信心满满地这样告诉 5 德卡尼的荣耀 6 纪录片拍摄者 " :邹可

尔特米耶主教和阿米费罗耶大主教的话语 , 暗含了塞尔维亚宗教高层领袖赋予德

卡尼修道院修道士们以修道院为基石 ! 媒介和工具 , 向西方人士推广宣传塞尔维



亚族裔正面形象的新责任 "

德卡尼修道院在科索沃战争后频繁接待来自外部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派驻科

索沃组织机构和个人 , 逐渐被外界看做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地区塞尔维亚的外交代

表机构 " 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 , 但是特德斯耶院长还是竭力强调修道院并

不具有带地方性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身份 , 强化德卡尼修道院的宗教牧养意义上

的立场 " / 我们既没有这个意愿也不接受做本地的塞尔维亚代表机构 , 我们愿意

为我们的人民 ! 塞尔维亚人民而奋斗 , 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 ,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

责 " 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明白, 我们这么做最终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回到梅托西

亚这片家园 , 而不是由我们几位修道士做个空壳政治代表 " 0 :好然而无论他们 自身

言论上是否承认 , 载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卡尼修道院事实上的确是梅托西亚塞尔

维亚群体民间外交的重要行为体 " 院长的辩解只是 说明德卡尼修道院在宗教牧养

方面的主观愿望 " 从现实效果看 , 其促进民间外交比增加塞尔维亚回迁者成效更

加显著 " 这一点 , 从科索沃极度缓慢的塞尔维亚回迁人口增长率和西方媒体 ! 政

界 ! 学界对德卡尼修道院修道士们一言行高频的引证率即可见一斑 "

二 ! 德卡尼修道院的特征

包括德卡尼修道院在内的科索沃这些宗教功能单位 , 诺尔 # 马尔库姆 (N oe l

M al co lm ) 认为其地位很反讽: / 塞尔维亚人既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们的教堂 ,

也不允许任何针对教会的威胁 , 然而 , 当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没有遇到攻击的时候 ,

塞尔维亚人无视它 " 0 -胡马尔库姆的 5 科索沃简史 6 是研究科索沃地区历史的首选

英文历史专著之一 , 然而德卡尼的官方网页上引用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院的结

论 , 将马尔库姆定位为一位坚定的科索沃独立支持者 " 马尔库姆曾经的盎格鲁阿

尔巴尼亚联合会 (Ang lo-- Al ban ian ASSIStan Ce) 主席身份决定了其结论疏远科

索沃塞尔维亚裔的倾 向 " :琳马尔库姆的讽刺言论至少从反面说明了暴力冲突对提

升宗教功能单位地位 , 唤起民族群体意识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

建成六百年以来 , 德卡尼修道院虽然免于毁灭性破坏 , 但是从奥斯曼帝国统

治科索沃到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今天德卡尼的院舍和人员不时受到来自敌

对方的零星暴力攻击 " 综合地看 , 从科索沃战争到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十年间 , 德

卡尼修道院的外部形态有三个基本特征: 被包围的少数派信仰圣地 ! 积极寻求保

护和发展的宗教群体和 由外部而非本民族本国力量提供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 "

(一) 东正教孤岛 "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之后 , 德卡尼修道院就处于 KFOR 意

大利军队重兵保护之下 " 其四周都是复仇情绪支配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 , 如果

没有武装随启 , 德卡尼的修道士己经无法再在科索沃离开修道院独自随意进行任

何活动 , 否则其人身安全都很难保障 " 2003 年 3 月 19 日特德斯耶主教在为感谢



1 NESCO 提议将德卡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发言中提到: / 德卡尼修道院今天

完个 与世隔绝 , 修道十的首要任务是尽 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修道院 ! 我们的圣

殿 , , 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这座孤岛被包围在误解的海洋里 , 如果没有意大利

KI 了()I之部队的随护 , 我们单独出行的车子就常常被石头砸坏 " 0 . - ,修道院周围居民

儿乎都是非东正教非塞尔维亚裔的穆斯林 , 从 2000 年开始这 地区除了德卡尼

的修道士周围已经没有别的塞尔维亚人了, 但失去了周边牧养人群的德卡尼修道

院却毫无疑问仍然是所有塞尔维亚基督徒的精神家园 "

德卡尼修道院三十余位修道士基本都是年轻人 , 来 自中产阶级家庭 , 受过 良

好的教育 , 修道院规模虽然不大但人数始终在增长 " - .阿尔特米耶主教总结道:

/ 尽管德卡尼周围发生了最严重的暴力战斗 , 然而年轻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

德卡尼修道院 , 加入修道生活 " KFOR 军队的防御和保护让我们完全与世界隔离 "

L 帝的力量却在压力下彰显 " 川2尽管被充满敌意的外部社区所包围 , 德卡尼修道

院的院址就像印度寺庙之争的阿约迪亚一样: 虽然存在对抗和争议但却无法变

更 " . -因为无论是科索沃还是阿约迪亚 , 其所在地本身即代表了宗教与文化历史

价值 " 本文认为 , 尽管德卡尼修道院官网称 自己为 / 塞尔维亚 东正教孤 岛 0

(iSOlated Serbian Orthodox island ) , . , 但英国作者对它的描述 / 塞尔维亚

绿洲 0 (Serbian OasiS) ,污更接近不屈不挠的修道士们的精神追求和生活风格 "

(二) 积极入世的修道士 " 然而这种隔离并不能完全割断德卡尼修道院与外

部的联系 " 德卡尼修道院采取一切可用的方式 , 包括举办开放性的宗教仪式 ! 接

受各类采访 ! 接待各种政治势力访问 ! 主动利用网络发布信息等等 , 不断影响愿

意聆听他们的声音的人群 , 从而保护修道院乃至科索沃塞尔维亚人民和塞尔维亚

领土 " 以往存在一种对修道院生活的偏见 , 认为修道士都是不问外事潜心修行的

隐士 ,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卡尼修道院积极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行为却打破

了这种成见 " 1994 年德卡尼修道院就因赞助人捐赠而拥有了第一台电脑 , 修道

士们也没有错过网络技术发展的所提供的机会 , 这些前期努力和铺垫终于在科索

沃战争期间转换成宣传 / 我们和我们教会 0 真相的 / 有力手段和武器 0 .卜" 又比

如科索沃独立后第一个圣诞节 , 德卡尼修道院如常举行庄严的宗教仪式 , 特德斯

耶主教和德卡尼修道院的僧侣共同主持了圣餐仪式 " 塞尔维亚访客 ! 梅托西亚塞

尔维亚社区的代表和数位记者参加了圣诞庆祝仪式 " 特德斯耶主教对前来采访的

K1 砂广播电台 ZI V " jin Ra kocevic 重申梅托西亚必须回归 , 回到家园的塞尔维亚

人有权过纯粹的塞尔维亚式生活 " ,吕

(三 )需要国际保护 " 走近德卡尼修道院首先的视觉冲击是院墙外停放的北

约 KFOR 意大利坦克 " -份科索沃战争后 , 院墙外满是潜在敌人的德卡尼修道院离开

外国军队已经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 / 事实上因为任何塞尔维亚政府的



官方机构都被强行赶出科索沃与梅托西亚领上 , 我们只能依靠 KFOR ! UNM IK 和许

多国际非政府组织 , 我们没得选择 , 也没有理由拒绝 " 他们毕竟不是要占领这里

的侵略者 , 他们也不过是一些想帮助我们的人 , 0 特德斯耶主教如是评价德卡尼

修道院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 客观上 , 德卡尼修道院受到的国际保护并不完备 , 比

如 2000 年 6 月 21 日, 德卡尼修道院外大片的松树林被砍伐 , 这片松林是受文献

保护的德卡尼修道院教产 , 德卡尼修道院向外国各方求援 " 修道士们抱怨北约为

他们提供的武装保护仅仅只延伸到院墙之外五十米 , 虽然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教

产受损 , 但是同年 3 月 , 修道院刚受过周围阿尔巴尼亚裔极端分子迫击炮袭击恐

吓的修道士们根本不敢轻易走出教堂出去交涉 " 50失望之极的修道士们只能通过

网络发布发生在教堂不远处的教产被破坏的信息 , 希望引起外部同情 , 然而不少

参天古木最后还是被砍伐了, 只留下了修道士在树桩前难过的新闻图片 " 从 199理

年德卡尼被提名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始 , 德卡尼获得了更多的外国关注 "

以此为契机 , 之后任何一次相关发一言, 德卡尼修道院都强调 , 如果尊重人类历史

的国际文明社会要德卡尼修道院这份文化遗产得到保全 , / 仍然需要强大的 KFOR

保护 , 只有这样 , 修道院兄弟会的日常生活才能够正常维持 0 5,尽管德卡尼修道

院在对外一言论中反复指出他们需要国际保护 , 然而言语之间也却透露了深层次的

无奈和矛盾心理 , 仔细对比特德斯耶主教对塞尔维亚东正教媒体和国际媒体发启-

的细微差别可以体会到他们的两难的潜台词 " 国际社会解释他们的驻军主要是出

于保护德卡尼修道院这样的科索沃与梅托西亚境内宗教和民族上的少数派的安

全和人权考虑 , 是无差别地尊重同一地区不同信仰群体宗教人权的表现 , 然而造

成德卡尼修道院不安全的外部局面的根本原因 , 却恰恰是国际社会不允许原本可

以为修道院提供保护的塞尔维亚政府染指这片土地 " 52

第二节 德卡尼修道院的政治性行为

2000 年出版的 5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6 / 波黑和科索沃篇 0 作者大卫 # 斯迪

尔认为 , 德卡尼修道院萨瓦神父和修道士们是科索沃种族对抗环境下不可多得的

抛弃族群成见的人 , / 于公义和调和之间找到了微妙平衡 0 , 这些积极向国内国外

决策者献言以期影响决策过程的神职人员是科索沃出色的 / 基督教和平人士 0 和

/ 主要政治参与者 0 53 " 作者在给予德卡尼修道士高度评价的同时 , 也注意到了

塞尔维亚正教会内部在是否寻求国际社会支持问题上的分化趋势 " 58事实上 , 纵

览德卡尼修道院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的言行可以发现 , 他们同样在是推进与塞尔维

亚政府 ! 东正教民众联系 , 还是迎合国际社会 ! 顺从科索沃地位安排现状下再寻

找可能的宗教和解方案两个行为模式间掷镯 " 从背景上看 , 与科索沃战争之前相

比 , 德卡尼修道院所处的政治进程环境恶化了 , 另一方面 , 德卡尼修道院兼有维



护本_1利益 ! 代表冲突前线受害者和实现史大范围宗教利益多重政治功能 , 最终

其行为归结为既促进群体内部聚合 , 又继续维系和扩大与外部群体建立可能的心

理甚至政治联盟 "

一 ! 德卡尼修道院的政治进程

德卡尼修道院拥有庞大地产和属民的盛况仅维持到十一五世纪中期 , 随着奥斯

曼帝国对当地的全面征服 , 德卡尼修道院经济地位开始衰落 , 然而其灿烂的艺术

与文化财富很大部分 , 因历代修道士策略地与不同的科索沃控制力量成功周旋谈

判 , 而最终得以保存 " 17 世纪德卡尼修道院被土耳其人占据 , 修道士的生活住

处被纵火烧毁 , 及至 1764 年修道院不再拥有任何防御堡垒和餐厅 , 并且只有一

位修道士还留守在院舍之中 " 在历史的最低谷 , 勇敢而虔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

道士仍然没有彻底放弃德卡尼修道院 "

经历了战火和重生的阵痛 , 德卡尼修道院得以第一次复兴 , 当时重建和扩一建

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北迁徙到奥匈帝国南部的原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慈善捐助 "

德卡尼修道院现在的围墙即为 18 世纪后期重修 " 1836 年 , 塞尔维亚的王国统治

者将德卡尼修道院纳入塞尔维亚国家政治布局之中 , 以官方出资援助德卡尼修道

院建设院舍和添加圣物作为巩固塞尔维亚国家的宗教策略 " 同时德卡尼的僧侣也

远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罗斯教会进行宗教交流 , 带回沙皇和教会 昂贵的礼

物 " 几马19 世纪晚期开始 , 奥斯曼帝国统治与阿尔巴尼亚激进势力的此消彼长带给

德卡尼修道院新的危机 " 阿尔巴尼亚裔暴力袭击塞尔维亚基督徒的事件逐渐增

多 , 东正教的修道院更是被恐吓的主要对象 " 上世纪早期 ,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

后 , 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士应塞尔维亚牧首邀请进驻德卡尼修道院 , 尽管他们的目

的据 说在于提升科索沃地区灵性生活水准 , 但是很快塞尔维亚官方 , 就因与俄罗

斯外交分歧 , 派遣警察部队强行驱逐了这些俄罗斯教士 " 几石一战期间 , 德卡尼前

后被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军队占领 , 德卡尼修道院被占领者认同为基督教圣徒的神

迹 , 珍贵的文物历尽战争浩劫幸运地得以保全 " 一战和二战之间 , 德卡尼获得塞

尔维亚卡拉乔维奇 (Kar ad jor djevi C) 王室的财务支持 , 培养了许多出色的神职

人员 " 二战期间数以千计的德卡尼地区塞尔维亚人被迫离开科索沃 , 修道院面临

持续不断的地方阿裔暴力骚扰 " 在可能的毁灭来临之前 , 德卡尼的修道士走出修

院 , 赶到佩奇请来意大利军队保卫院舍 " 无神论的前南政府没有给予德卡尼修道

院很多发展的机会 , 直到 1992 年随着原有政权的式微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复兴 ,

特德斯耶主教 ! 萨瓦神父和其他 8 位弟兄修士都是在这一时期 , 在新当选的拉什

卡一普里兹伦和科索沃一梅托西亚教区阿尔特米耶主教引荐下取代了原来低调的

德卡尼修道院教友 , 重新复兴起中世纪古风修院生活 , 是为德卡尼第二次大规模



复兴 " 刁-

(一) 现代国家时期 " 从 1989 年米洛舍维奇参加标志着要与穆斯林不断战

争的科索沃战役 60 0 周年纪念活动50到科索沃战争 , 这一时期是德卡尼修道院的

现代国家时期 , 现任修道院主要人员也正是这一时期进入德卡尼修道院的 " 依据

塞尔维亚共和国 1989 的新宪法 , 科索沃在法律地位上不再是自治省 , 塞尔维亚

接管了科索沃的权力 , 塞尔维亚军警部队派驻科索沃 " 凡0这一时期尽管境内阿裔

独立分子不断滋事 , 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群体而台- , 有塞尔维亚政府强大国家机

器的支持 , 他们的生活是有序 ! 少压力而充满希望和愉悦的 " 朽"德卡尼修道院的

副修道院长 , 萨瓦神父对南斯拉夫的东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融治程度胜于东正

教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这一现象的理解是: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根植于塞尔维

亚人群 , 我认为 , 共产主义不是宗教 , 它仅仅只是意识形态 " 俄罗斯和南斯拉夫

在这一点上情况相同 " 我们东正教信徒早已把宗教信仰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头脑和

心灵深处 " 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 , 我问我的父亲: -铁托去世之后我们怎么办? .

我的爸爸回答我 -嘘 ! 他不会死 " . 1980 年铁托逝世 , 我伤心欲绝 , , 你们

西方并没有以宗教化的方式接近实质 , 你们用自己的思想 ! 理性而不是以内心探

寻真谛 " 我恐怕英国 (记者是英国人) 正是太过理性而不可能迷失 , 我非常难过

地听闻英国圣公会有女性牧师 " 0 6,根据德卡尼修道院的自述 , 仅 1992 年 9 月就

有超过两千人在比斯特里察河里受洗 , 这是从 7 世纪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之后第

一次这么多人同时信仰祖先的东正教 " 这种乐观情绪表现的高潮是 1998 年 , 阿

尔特米耶主教和萨瓦神父主动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政客会面 , 其中包括科索沃

解放军战前政治代表亚当 # 德马其 (Adem Dem a口), 作为回报 , 德马其专门和科

索沃解放军的一些军人一起访问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 " 62这篇新闻现在不论

在德卡尼修道院官网还是 KDN 德卡尼群组都已经被删除 , 只剩下 / 德马其宣布要

发动对塞尔维亚人的新暴力 0 6:这类德马其反塞裔一言论和萨瓦神父自己发布的与

德马其 / 共同关注科索沃民主发展 0 6,的消息 "

(二) 前现代国家时期 " 从科索沃战争结束到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前后 ,

对德卡尼修道院而言, 他们处于一个一前现代国家政治进程时期 " 德卡尼修道院曾

经相对拥有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和主体宗教群体地位 , 在科索沃事实独

立面前散失殆尽 , 修道士和修道院转而成为科索沃绝对的少数族裔代表 " 科索沃

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欧洲邻居 , 社会治安也存在严重问题 , 司法系统发

展迟钝 , 有组织犯罪 ! 贩卖人口 ! 卖淫 ! 毒品交易 ! 洗钱 ! 走私在科索沃境内屡

见不鲜 " 科索沃战争结束两年后 , UNMIK 发言人承认: / 科索沃治安 ! 司法 ! 安

全方面的进步比我们期待的要慢 " 0 6石2004 年 7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一

次对科索沃居民关于科索沃犯罪活动感受的民意调查中 , 44 .8% 的科索沃阿尔巴



尼亚人 认为科索沃的犯罪活动处于中等规模 , 但是将近 90 %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

认为科索沃的犯罪活动规模很大 " -地00 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 , 塞尔维亚

政府称将经济制裁科索沃 , 而科索沃在电力 ! 粮食以及人才储备方面都仰仗塞尔

维亚 , 制裁无疑对科索沃作为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伤害巨大 " -订更不成熟的国家

是德卡尼修道院不得不面对的又一道现实考验 "

二 ! 德卡尼修道院的政治功能

除了承担纯粹的宗教修道义务 , 德卡尼修道院还承载宗教外衣下的多重政治

功能 , 主要分为三重: 关顾跨族群跨国家的民众 ! 代表第一线见证者发声和为本

土信众维持信仰体系的信心 "

(一) 牧养 ! 关顾塞尔维亚人和非塞尔维亚人 "

除了附近宗教社区的塞尔维亚基督徒 ! 修道院的附属修院邸, 德卡尼修道院

还为阿尔巴尼亚 ! 黑山地区的东正教信徒 , 联合国驻科索沃机构 ! 欧盟驻科索沃

机构以及北约科索沃驻军中甚至外国游客和朝圣者等非塞尔维亚裔的基督徒提

供信仰支持 " 正如萨瓦神父说: /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我们的灵性使命和价值不要

仅局限于影响我们的教徒 , 我们还试着 向所有人伸出友谊和信任之手 " 虽然科索

沃和梅托西亚处于艰难时刻 , 但我相信这是我们做到这一任务前所未有的机会 ,

相信也是上帝期望我们在此时此刻去做的 " 0 69一位参加德卡尼日常吟诵的阿尔巴

尼亚裔东正教教徒的话证明了德卡尼所做努力的意义 , / 我来拜访我的塞尔维亚

弟兄 , 我也去探望阿尔巴尼亚家庭 , 这才是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 , 没有什么可以

阻止我做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东正教信徒 , 我们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人都应该

拿出勇气和力量对对方说 -对不起 . 或者 -宽恕我 " . 就像我们基督徒犯错祈求

上帝原谅时说 -对不起 . 一样 0 丁" " / 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无法亲

自来到德卡尼 , 我们无法为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们重建宗教秩序 " 而幸运的是 , 我

们这里来了很多意大利 ! 英国 ! 西班牙等国家的 KFOR 基督徒军人 , 当他们站在

我们的圣像面前的时候 , 他们会感到这是权威可信的 " 这就是精神外交 , 心灵的

外交 " 0 7 .除了提供宗教服务 , 德卡尼修道院同样关注非基督徒的生命安全 " 流亡

的塞尔维亚王室王储亚历 山大二世在伯明翰 1998 年 6月 28 日纪念科索沃英雄的

圣维杜斯 日 (Vidov dan ) 讲话中 , 赞扬了德卡尼修道院无民族歧见地保护所有无

辜的受害者的勇敢行为 , 并且引用德卡尼修道院的言论 / 反对以暴制暴 , , 21

世纪的欧洲没有容忍种族清洗和相互仇视的任何空间 0 下2 " 亚历山大王储藉此希

望所有政治势力以德卡尼修道院的作为为榜样 , 更重要的是让西方社会了解科索

沃塞尔维亚人对族群间和平的积极努力 , 改变西方对塞尔维亚群体的错误偏见 ,

从而避免科索沃独立 出塞尔维亚 " 这些事迹发生在科索沃战争之前 , 1999 年北



约侵入 , 科索沃战争爆发 , 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仍然给予了所有种族群体难民

以庇护 " 下沐

(二) 来自前线的宗教之声 "

德卡尼修道院能在英语世界有如此大的影响 , 不得不着重提及副修道院长 ,

司祭修道士 (hi er om " 欣) 萨瓦 (Sav a Jan ji C ) 神父 " 萨瓦神父 1992 年来到德

卡尼修道院 , 他的英语能力非常出色 , 而且他的计算机技术也远远超乎普通人对

修道士的想象 " 神父杰出的交际能力使他成为特德斯耶主教不计其数的跨出国门

寻求调解科索沃问题的外国支持的行程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 , 他在接受 5 天使为何降临 6 英国女作者维多利亚 # 克拉克 (Vi ctor ian Clar k)

的访问时提到 , 东正教能够有一个新的形象和市场策略 , 西方有许多灵魂需要真

正神圣宗教的滋润 , 而不是那些他们了解的世俗化宗教 " / 东正教的未来正在西

欧 , 许多东欧人还在迷恋嘈杂虚浮的西方 , 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为西方提供精神飨

宴 " 西方人错以为东正教只是不过添加了些民族主义和民间传说的罗马天主教分

支 " 我们必须做更多让东正教变得更具亲和力 " 无论如何 , 东正教都是欧洲文化

的根基 " 0 下,那次谈话之时还没有爆发科索沃战争 , 德卡尼修道院也还不是广受全

球关注的世界遗产 " 德卡尼修道院从没有因为身处冲突泥沼而放弃传教和宣扬更

纯粹的宗教精神 , 更对 自己的信仰体系信心满满 " 萨瓦神父热心参与政治 , 他的

偏好反映在他所建立的德卡尼修道院官方网页丁5上 " 1998 年萨瓦神父为米洛舍维

奇政府镇压科索沃的行为开通了自己电邮新闻 " 1999 年 3 月 , 因北约轰炸南斯

拉夫和米洛舍维奇种族清洗传闻为始 , 萨瓦神父前往马其顿 , 1999 年 3 月 29 日

伦敦 5 旗帜晚报 6 (Eveni ng Stafl dar d) 刊登了神父的表态: / 如果现在的那个科

索沃是他们所期待的科索沃 , 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科索沃了 , 我希望北约的炸弹

把它炸得粉碎 " 0 直到同年 5 月萨瓦神父拒绝与外界保持任何的电邮联系 " 然而 ,

六月 , 北约部队接管科索沃 , 萨瓦神父重回科索沃 , 这次他抗议的是北约部队没

有阻止阿尔巴尼亚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攻击和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的大举撤离 "

截至 2000 年 1 月 , 萨瓦神父的电邮报道了以下消息: 76 所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

和修道院受损 , 一万余圣像和宗教实物同时遭到抢劫和毁坏 " 2000 年 1 月之后

的萨瓦神父以及他所代表的德卡尼修道院站在了反对西方霸权的对立面 " 2004

年 3 月暴乱之后 , 萨瓦神父将一片被暴徒烧毁的十字架残片送给到德卡尼修道院

拜访的北约格雷戈里 # 约翰逊 (Gregory Johnson ) 上将 , 神父提醒这位北约指挥

官: / 作为野蛮暴行再也不该重演的警示 , 我送给你这片十字架残片 , 上面绘着

一位天使 , 在这个时候 , 这是我能给予你的最珍贵和伤感的物件 0 " 76神父这时是

坚定的反对阿裔针对塞裔种族清洗暴行的抗议者 "

(三) 保卫修道院维护信仰信心



德 卜尼修道院的圣像工作室修道士之一阿森 (Arseny ) 在纪录片 5 德卡尼的

荣耀 6 中所 说正是德 卜尼一贯即便面对逆境仍然维护信仰这种坚贞精神的证明 "

他说: / :钱争期间 , 硝烟四起 , 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民 , 恐惧和失望弥漫在整个地

区 , 然而当他们来到我们修道院 , 问我们 -为什么他们在到处摧毁我们的时候你

们还要建造圣像工作室呢? . 我们会回答他们 -上帝永恒 ! 真理永恒 ! 圣像永恒 " .

所以我们重修圣像工作室 , 为德国 ! 希腊和塞尔维亚人制作圣像 , 感谢上帝 " 0

德卡尼修道院维护信仰的努力成效之一就是 , 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随着科索沃与

梅托西亚东正教信徒因为惧怕被迫害而不断外迁 , 基督徒和修道士人数会越来越

少 , 科索沃战争过后 , 特德斯耶主教自豪地告诉外界德卡尼僧侣人数不减反增 "

/ 我们所有人坚定地留在这里做我们的主耶稣信仰的见证 " 0 下丁到 2009 年 , 德卡

尼的修道士人数己经增长到三十余位 , 在可见到的各类新闻和采访报道中 , 这些

修道士都表示不会离开德卡尼 ! 不会离开梅托西亚 " 他们在努力告诉外界 , 德卡

尼修道院不仅是珍贵的人类文化历史古迹 , 更是正在这里生活并将一直生活下去

的塞尔维亚裔宗教社群 "

三 ! 德卡尼修道院的行为模式

不可否认 , 1999 年以来德卡尼修道院所处的外部科索沃社会环境并不安全 ,

既不乏零星的暴力攻击事件 , 也出现过 2004 年 3 月这样的大规模骚乱 " 德卡尼

修道院面对暴力冲突 ! 族群对抗的现实环境 , 他们给出的回应是加强内部群体聚

合和强化外部整合两种行为模式 "

(一) 群体内部聚合

科索沃战争期间 ,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以不断祈祷和道义支持的方式为塞尔

维亚军队提供支持 " 即便是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 , 塞尔维亚东正教领袖回

忆起十年前的行为时仍然认为宗教界没有做错什么 , 他们不过做了牧者该做的 "

饱受西方诉病的那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 , 在塞尔维亚的东正教领袖看来是

可以给予赞誉的 / 好人 0 了洲" 战争之后 , 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界也

向世界其他国家 ,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寻求支援 " 2000 年 3 月 ,

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在英国伦敦塞尔维亚社区以科索沃地区神父 ! 牧者的身

份 , 强调 / 我们的人民正在受难 (Nas narod oVde prozivlja va na su go lgo t " ),

我相信你们 (指英国塞尔维亚移民) 会做我们信仰和民族的使节 , 让西方知道我

们土地之上发生的事实 0 丁, "

群体苦难回忆的塑造和强调是各个教堂 ! 修院团结内部群体的重要方式 " 上

世纪八十年代早期 ,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通过执着于科索沃局势来培养和强化塞

尔维亚人群的受害者回忆 , 这在客观上源于 1981 年开始教会遭遇到史上未曾有



过的大规模科索沃塞尔维亚居民 / 出埃及 0 (eX()d us) , 大量教会财产和圣殿被毁 "

198 2 年 21 位塞尔维亚东正教神父包括三位主教签署一份请愿书 , 呼吁 / 保护科

索沃与梅托西亚塞尔维亚人民精神与生命存在 , , 要记录下那些对科索沃塞

尔维亚宗教圣殿的毁灭 ! 纵火和裹读 . , " 0 "科索沃战争之前 , 所有这些教会对科索

沃暴行的指控都被国际社会以证据不足而不以重视 , 相反 , 南斯拉夫之外的政治

力量更愿意相信这些东正教教会对科索沃局势的描述言过其实 " 但是对巴尔干地

区的塞尔维亚群体而言, 教会的控诉却足以激发所有信徒对科索沃异教势力的紧

张感与敌视意识 , 甚至为民族主义者提供宗教权威支持 " 科索沃战争之前塞尔维

亚的东正教教会将自我塑造成唯一没有背叛塞尔维亚民族国家的爱国机构 , 也因

此饱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社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 衬.教会被认为是片面

夸大科索沃塞族人的苦难 , 侧面提供滋养塞族民族主义的土壤 , 宗教人士本人被

认为在有的情况下根本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 " 以对 1389 年科索沃战役的描

述为例 , 几百年来塞尔维亚民间故事里描述的主要是这场战役中阵亡的拉扎尔大

公 , 其基本形象是个致力于建立天国的贵族王子 " 然而随着上世纪塞尔维亚民族

主义思潮泛滥 , 科索沃战役被赋予更多的神学涵义:拉扎尔大公的殉难被类比为

耶稣受难 , 而他的牺牲也被视为上帝的选民 ) 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苦难的开始 ,

而言语之间的敌人也不再局限于土耳其侵略者 , 转而扩展到所有穆斯林人口 , 认

定他们都是反基督异教 "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 ! 民族主义政客和知识分子协同重

塑这段塞尔维亚历史 , 以期团结起更多的塞尔维亚基督徒挽回科索沃的分离倾

向 " 德卡尼修道院也不例外 " 比如 1998 年 , 萨瓦神父和阿尔特米耶主教在华盛

顿向各界人士大量散发资料 , 其内容是批判冲突中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

有反人类的暴行 , 似乎站在种族中立立场上 , 但是他们所有谴责的前提仍然是 / 科

索沃属于塞尔维亚 0 , / 反对恢复米洛舍维奇政府之前的科索沃自治政策 0 0 2 "

除了政治上要求科索沃回归塞尔维亚 , 德卡尼修道院需要做出另一项证明科

索沃仍然属于塞尔维亚的行为 , 这就是鼓励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 " 2006 年 9

月 20 日 , 四位佩克 (Pe c) 地区塞尔维亚裔回迁居民受炸弹袭击 , 特德斯耶主教

与数位神父第二天就在 KFOR 保护下赶到佩克医院看望这些受伤的老人 , 送给他

们圣像 " 主教很欣慰听到伤者向他保证虽然被攻击但是仍然不会离开这里 , 因为

这里是他们的家 " 离开医院的时候特德斯耶主教还是特别指出 / 塞尔维亚回迁者

安全受到威胁 0 , / 施暴的这些懦夫应该被严惩 , 否则就没有安全可言 0 衬:- "

与塞尔维亚裔的重要人士交往是德卡尼修道院另一种群体内部聚合行为 " 比

如现任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 (BoriS Tadi亡) 2005 年 2 月 14 日竞选成功不久就

访问了德卡尼修道院 , 特德斯耶主教赠送塔迪奇耶稣圣像时说: / 我希望我们的

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基 ! 他们的历史 ! 他们的文化遗产 0 " 塔迪奇回应道 / 你



们是我们的标志 0 , / 这幅圣像将永远挂在塞尔维亚总统办公室 0 " 0 .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后 , 塔迪奇于 2008 年和 2009 年 4 月 18 日先后两次再访德卡尼修道院 ,

作为塞尔维亚政府宣告对科索沃拥有主权的象征 " 德卡尼修道院也有与流亡的塞

尔维亚王国卡拉乔维奇王室的交往记录 " 2000 年 3 月 29 日萨瓦神父与亚历山大

二世在伦敦塞尔维亚社区会谈 , 共同认为教会应与王室和当地移民社区 ! 反对党

代表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组建民主与文明的科索沃社会 " 萨瓦神父还不忘为感

谢王妃赠送给教会流动诊所而恭维 / 王室家族非常关心处境艰难的科索沃人民 0

肠" 2007 年复活节前夕德卡尼修道院受到暴力攻击后 , 已经回到贝尔格莱德且已

恢复塞尔维亚公民身份的王储立即借这一事件 , 谴责国际社会应允的对科索沃塞

尔维亚裔的保护根本没有兑现 , 也质疑科索沃当局保护塞尔维亚裔的诚意和能

力 " 吕6王室内阁十位成员中就有一位是在德卡尼修道院受洗的 " 衬丁塞尔维亚王室和

德卡尼修道院在这些交往互动中都把德卡尼的行为和遭遇等同于科索沃境内的

塞尔维亚群体 , 同荣共辱 "

宗教仪式节庆是宗教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 在信仰世界占有重要地位 " 宗教

礼仪 / 不只将经验外在化 , 更修正经验 , 并将它表达出来 0 月冻 正教认为宗教仪

式 / 可使信徒信奉上帝及其儿子基督耶稣 , 可使教徒同生活中的指导者 ) 教会

保持经常联系 , , 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大手段 0 封9 " 德卡尼

修道院同样承担主持塞尔维亚信徒 ! 访问者开放的重大节日庆典 ! 圣餐 ! 受洗 !

终傅等宗教圣礼的职责 " 然而与和平政治条件下的其他教堂不同的是 , 德卡尼修

道院利用宗教仪式不仅影响教徒信奉崇拜对象 , 还根据外部冲突环境变化 , 团结

需要集合的群体 " 德卡尼修道院内举行的开放式宗教仪式庆典很多 , 其参与人群

大体有三个组成部分: 神职人员和信徒 ! 塞尔维亚政府官员 ! 国际驻科索沃部队

官兵 " 前两部分人员往往是德卡尼修道院内部聚合的主要对象 " 比如 2008 年 n

月 24 日, 德卡尼修道院在 KFOR 和科索沃警察常规安全保卫下举行例行的圣斯蒂

芬国王的纪念礼拜 " 代理牧首黑山教区阿米费罗耶主教 ! 拉什卡一普里兹伦教区

阿尔特米耶主教与德卡尼修道院长特德斯耶主教一起主持祭典 , 参加仪式的四十

多位教士来 自黑 山与滨海大 主教 区 (M etro politan at e of M ontenegro an d the

Coastlan ds) ! 自查 (2 1己a)教区 ! 尼舍(N i亏e)教区 !扎胡姆列和黑塞哥维那 (Zah um lye

an d He ze go vi na ) 等塞尔维亚正教会教区 " 除了以上塞尔维亚各个东正教教区的

神职人员 , 塞尔维亚政府官员也有代表出席礼拜仪式 , 包括科索沃与梅托西亚部

长博格达诺维奇 (G oran B og dan ov i的 ! 宗教部长博戈柳布 #什亚克维奇 (B ogolj ub

sij ak ov ie) ! 塔迪奇总统特别使节 (M ladj an Dj ordj ev ic ), 此外, 还有超过 2000

位从科索沃地区 ! 塞尔维亚地区和黑山赶来的塞裔信徒出席该礼拜仪式 " 特德斯

耶主教代表德卡尼修道院所有修道士发表的感言中提到: / 诸位宾客再次来到德



卡尼圣殿 , 表明大家因我们虔诚的信仰 ! 修道士和修女 ! 以及科索沃和梅托西亚

的圣殿而团结在了一起 " 0 90

(二) 群体外部聚合

德卡尼修道院聚合的外部群体对象首先是身边的人群 , 即德卡尼地区 ! 佩克

地区 ! 梅托西亚地区所有社区的居民 , 特别是周围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们 " 德

卡尼修道院愿意打开大门保护任何进入修道院的难民和有困难的人 , 并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改善族群关系 , 也缓解自己与外界非东正教群体之间的紧张张力 " 德

卡尼的修道士内心为此是充满欢喜的 " 比如年轻的僧侣达尼罗 (Da n110) 羞涩地

向 5 德卡尼的荣耀 6 纪录片记者展示他曾救助过的一位周边村落阿尔巴尼亚裔小

女孩为了表示感谢再次回到修道院送给他的一幅儿童画 , 达尼罗指着画中的 / 爱

心 0 图案 , 露出灿烂笑容 , / 你看 , 她把我们德卡尼修道院画成一颗心 , 我想它

诉说着爱能有多伟大和她对我们的感激 0 " -, .

5 拜占庭简史 6 的作者总结东西欧基督教世界历史关系认为 , 东西欧是 / 基

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联合体 0 , / 尽管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仍然存在 , 但

是他们在教义上的分歧远小于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 0 92 " 也许在更广阔领域 ,

塞尔维亚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可以共容 , 并寻找友好的共通点 " 比如教宗保罗二

世接见塞尔维亚正教主教代表团时强调 , 欧洲应加强对塞尔维亚精神文化家园科

索沃的保护 " 德卡尼修道院对西欧天主教世界保护科索沃东正教的号召自然持肯

定态度 , 但对身边的天主教却没有这么宽容 " 2003 年萨瓦神父反对科索沃的罗

马天主教将东正教称为科索沃的后来者 , 更不认同科索沃天主教说大多数塞尔维

亚教堂和修道院都是罗马天主教和阿尔巴尼亚人的 " 9:,东正教的德卡尼修道院对

天主教的矛盾态度还是与自身境遇分不开 "

曾经 , 德卡尼修道院周边阿尔巴尼亚裔主导的地方政府完全无视修道院和修

道士的存在 , 98但是为了改变无交流的僵局 , 2003 年 6 月 27 日之前 , 德卡尼修

道院还是参加了 KFOR 推动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宗教社区与当地阿尔巴尼亚德卡尼

自治政府之间的一前后三次调解会谈 " 虽然阿尔巴尼亚裔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与

德卡尼修道院交流的目的在于得到德卡尼修道院的允许 , 使用原来属于德卡尼的

产业用作德卡尼地区市政建设 , 但德卡尼修道院却希望能通过这些会谈和让步获

得德卡尼地区市民对德卡尼修道院存在的认可 " 比如会谈时特德斯耶主教对德卡

尼市长易 卜拉欣 # 舍尔曼 (Ib ra him Sel man aj ) 说 , / 我相信你们的市政建设能

有助于提高这里居民的生活质量 , 希望德卡尼的市民能够接受塞尔维亚东正教群

体生活在德卡尼修道院的现实 " 0肠这位阿裔穆斯林市长在 2004 年 3 月 18 日暴力

事件期间专门致电萨瓦神父 , 向他保证德卡尼市政和科索沃未来联盟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Kosovo/AAK) 会尽全力保护德卡尼修院免遭任何暴力和破坏 "



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 而且具有实用的外语交流能力 ,

这成为修道院在战乱中可以独 自以民间外交的方式获得外国援助换取生存空间

的重要工具 " 早在二战期间 , 德卡尼修道院执事长加维洛(Gab ri el Gav ri 10) 神

父流利的意大利语就曾经帮助过整个修道院赢得意大利占领期间的基本生活保

障 " 9丁1992 年之后德卡尼修道院修士司祭 ! 英文流畅的萨瓦神父也可以频频接受

世界各类媒体采访 , 准确地向外界表达德卡尼的真正意愿和现实处境 , 为修道院

和科索沃东正教信徒争取权益 " 一方面联合国驻科索沃任务区和北约驻军要员几

乎每周都要去德卡尼修道院 , 从而为后者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机会 , ,封比如一位

负责保卫德卡尼的意大利士兵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 / 德卡尼修道院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 , 保护它是我的荣幸 " 我们和修道士之间建立了深厚的

友情 " 我们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 , 他们也很高兴我们在这里 0 .9 " 另一方面 , 德

卡尼修道院的神父们也常常出国到梅托西亚以外寻求国际援助 " 正是部分因为德

卡尼修道士们的出色外交能力 , 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官员 ! 国际组织机构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援引德卡尼修道院的这些神父在各种场合的讲话 , 作为整个科索沃塞裔

东正教信徒群体 , 甚至是科索沃所有塞尔维亚人意愿的代表声音 " 比如 1999 科

索沃战争后 , KFOR 总司令施凯克 (Ski ak er ) 访问德卡尼修道院时如是说: / 我

将 (德卡尼 ) 修道院看作人性与反暴力抗争的象征 " 0 . -)()德卡尼修道院将这句评

语放在自己官网的明显位置 " 修道院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出发的求助的努力也有所

建树 " 与急于看到北约部队撤军从而实现真正独立和 自治的科索沃阿裔群体不

同 , 德卡尼修道院极其不愿意看到任何可能的北约撤军 , 也不认可科索沃安全局

势大有好转 " . / -特德斯耶主教就曾正式为意大利议员和人道主义者提议意大利政

府维持科索沃驻军来保护德卡尼修道院的议案表示过感谢 " . " ,

德卡尼修道院的外部聚合对象甚至可以是塞尔维亚人心中的对手和敌人 , 比

如支持北约轰炸 , 坚定承认科索沃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美国政客 " 比如特德斯耶

主教参加了塞尔维亚正教教会组织的每一次访问美国的代表团 , 与包括白宫在内

的美国各方以及联合国接触和会谈 , 致力于 / 保护教堂与修道院 ! 关注科索沃与

梅托西亚地区塞尔维亚人的生活状况 , 塞尔维亚裔难民回迁及安全保障 0 . "3等 ,

而并不是向美国表达对其科索沃相关决议政策的不满 " 更具争议的外部聚合发生

在接待拜登的行为上 " 200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 美国副总统拜登再次访问德卡尼

修道院 , 萨瓦神父热情地欢迎了这位曾经的反南斯拉夫美国参议员 , .04此前拜登

2001年也曾到过德卡尼修道院访问 " 外界普遍关注的是拜登上世纪 90 年代坚定

地支持科索沃独立并谴责塞尔维亚暴行的立场 , 他甚至在就在此次科索沃之行得

到了科索沃地区最高荣誉 / 自由金奖章川 "5 " 而拜登访问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



修道院引发颇多争议 " 就德卡尼修道院而言, 他们希望通过友好接待美国副总统

获得更多外部对当前科索沃少数民族塞族的保护 " 萨瓦神父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

说: / 我们真诚地相信拜登先生的访问将有助于保护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遗产

和安置科索沃土地上的塞尔维亚裔居民 " 0 . -峪然而拉什卡和普里兹伦教区阿尔特

米耶主教却反对德卡尼修道院的接待行为 , 主教用激烈的一言辞称拜登为 / 种族主

义暴徒 0 , 提醒德卡尼修道院不要成为 / 美国新的科索沃基地 0 .()7 " 就在德卡尼

修道院接待拜登的新闻网页之后 , 一位塞尔维亚裔加拿大人讽刺德卡尼修道院的

圆滑 , 而将阿尔特米耶比作当今真正的 / 以弗所的马克 0 (Mark EphesuS ) / ,闪"

无论是教区主教还是普通塞尔维亚裔网友 , 都并不完全赞同德卡尼修道院亲西方

基督教世界的行为 " 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没有对阿尔特米耶主教的过激言辞做出

任何回应 , 而被普遍认为默认了阿尔特米耶主教对拜登的严厉批判 " 因而 , 尽管

德卡尼修道院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他们的动机是保护冲突后东正教信徒群体内部

安全 , 但事实上这类行为效果主要是外部聚合意义上的 "

第三节 德卡尼修道院与基督教世界的互动

2002 年德卡尼修道院复兴 10 周年纪念 , 德卡尼修道院院长特德斯耶主教

接受塞尔维亚 5 东正教 6 杂志采访时说到: / 如果我们的信仰坚定 , 科索沃与梅

托西亚的圣殿就可以幸存 " 0 . "9 / 对我们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 , 除了祈祷 , 我们

别无所求 " 他们是我们面对充满了恐吓和危机的未来时巨大的支持 " 我们东正教

基督徒不能仰仗利用技巧的政治术 ! 强有力的军队和有效的福利来建造地上乐园

的想法 , 那些都是转瞬即逝的 " 我们能祈求的和平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予 " 我们

必须忠于传统 , 不能为当代异端和世俗化所诱惑 , 因为只有真理使我们获得自

由 " 0 0 o虽然在接受宗教杂志的采访时特德斯耶院长使用了非世俗的超脱话语 ,

但是现实中 , 德卡尼修道院对基督教兄弟姐妹的请求却远远不止祈祷这一种 "

一 ! 与巴尔干东正教世界的互动

德卡尼修道院凭借出众英文素养 , 建立了其他科索沃教堂 ! 修道院不可比拟

的与西方世界的密切联系 " 但是它也因此遭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内部宗教同僚的

质疑 " 塞尔维亚正教会在巴尔干地区运转 良好的下属教区大约有 6 , 000 多个 "

, 0 2008 年 8 月拉什卡一普里兹伦和科索沃一梅托西亚教区阿尔特米耶主教(Bishop

Artemije) 罢免了德卡尼修道院修道院长特德斯耶主教 " 之前 8 月 21 日22 日德

卡尼修道院长曾反对阿尔特米耶主教 " 阿尔特米耶主教在官方声明中情绪化地提

到 / 我原本想找个副手和助理 , 但是我得到的是对手和敌人 , , 从 2004 年开



始 , 他反对我所有向非正义宣战的任何活动 , 而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人

民和我们的圣殿 " , , 特德斯耶在自己的修道院里结党反对我的主张 , , 他

不能再代表我们执行福佑 , 他们站在了羞辱之路上 , , 他们被从修道院放逐

了 " 0 / 2经过阿尔特米耶戏剧化地前往德卡尼修道院宣读决议历程 , 特德斯耶修

道院长和萨瓦副修道院长都拒绝接受 , 阿尔特米耶带去替换修道院长的神父也被

德卡尼修道院的僧侣阻止进入修道院 " 从过去的记录看 , 2000 年前后 , 萨瓦神

父曾经担任过阿尔特米耶主教的秘书 , 在许多阿尔特米耶主教支持塞尔维亚民族

主义反对阿尔巴尼亚极端恐怖主义暴行和西方不公平干预的新闻采访画面中 , 都

可以看到他身后萨瓦神父的身影 " 特德斯耶主教的修道院院长职位就是他过去的

(Crna Reka) 0 :,修道院院长 , 阿尔特米耶主教 , 在被选为拉什卡一普里兹伦和科

索沃一梅托西亚教区主教之后任命的 " 塞尔维亚正教会 9 月 1 日在贝尔格莱德为

此召集了所有大主教参加的圣议会 (Hol y Synod) 并发表声明 , 要求这两位科索

沃与梅托西亚最重要的宗教高级官员彼此克制 , 强调团结统一才-是度过塞尔维亚

艰难时刻的关键 " 0 4虽然德卡尼修道院与本教区主教之间在聚合对象范围上有歧

见 , 但是不论是德卡尼修道院还是阿尔特米耶主教 , 他们同为科索沃少数派的东

正教群体代表 , 他们面对的社会政治危机是类似的 , 因而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上文

曾经提到的两个月后两位主教和代理牧首一起主持德卡尼修道院的圣斯蒂芬国

王纪念礼拜 , 细心的塞尔维亚正教会还在新闻网页上 / 含蓄地 0 特意发布了特德

斯耶主教和刚到达德卡尼修道院的阿尔特米耶主教亲切握手的新闻照片 " 0 52009

年德卡尼友善接待拜登副总统 , 而拜登整个行程却是以科索沃为独立国家进行

的 " 阿尔特米耶主教曾经为此提醒塞尔维亚加强对科索沃地位的实际操作 "

与政界政治家乐观看待巴尔干地区局势的表态不同 , 塞尔维亚东正教界对科

索沃独立后塞尔维亚人的生活前景基本持悲观态度 " 保守派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

领导人黑山教长阿米费罗耶大主教 (Amfilohije Radovi亡) 0 / 2008 年 10 月 17

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提到 , / 考虑到科索沃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 , 巴尔

干战争硝烟总有一天会再起 0 川 "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德卡尼修道院遇到过数次针

对修道院的火箭炮袭击 , 每一次所有的科索沃东正教界 ! 塞尔维亚政界都很快予

以回应 , 哪怕是制造袭击的嫌疑犯没有找到 , 或者定罪过轻也能引发新一轮抗议 "

比如 2007 年 3 月 30 日东正教复活节前 , 发生针对德卡尼修道院迫击炮袭击 , 炮

弹打中了院墙 , 所幸没有爆炸 " 0 82008 年 9 月 , 塞尔维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 ,

宗教圣地的爆炸袭击者 , 阿尔巴尼亚裔的 Jet on M ul aj 仅被佩奇地方法院判处三

年半牢狱不能完全体现司法公正 " 0 9



二 ! 与外部基督教世界的互动

2001 年 , 9.n 事件之后 , 9 月 14 日阿尔特米耶主教和特德斯耶修道院长在

给美国国务院科索沃专员的致信中写道: / 我们表达我们真诚的哀悼 " 这些野蛮

和愚蠢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所有文明世界的敌人 " 我们在教堂和修道院内为了让遇

难者安息而祈祷 " 战后两年多来我们的教堂 ! 墓地和几世纪悠久的文化都遭到破

坏 , 我们无辜的民众被恐怖主义者袭击 " 我们宗教社区真诚地认为和美国休戚与

共 , 坚实地团结在一起 "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世界会战胜宗教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 ,

也会保卫欧美文明的价值根基 " 0 .20

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与塞尔维亚正教会互动关系良好 , 俄罗斯的东正教界一

直发动俄罗斯国民为科索沃需要帮助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信徒们提供人道主义救

援 " 比如 2002 年 10 月 16 日,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莫斯科市政府在特维尔斯基

(Tv eI. Ski)广场举行向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塞尔维亚裔赠送 30 0 吨人道救援物质的

仪式 " 俄罗斯都主教 Pi tiri m 将科索沃称为 / 欧洲身上流血的伤口, 许多有几世

纪悠久历史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毁 0 , 他很欣慰 / 俄罗斯人民为信仰上的弟兄解囊

相助 0 " 推动这次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募捐的人物之一 , 就是德卡尼修道院的特德斯

耶院长 , 他在代表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接受捐赠的仪式上向感谢了俄罗斯人给予

的 / 兄弟之爱 . , (brotherly love ) " -2,

2004 年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rg an izat ion for

seCurity and eooperation in Europe/oseE) 在科索沃办公室起草新宗教法 ,

科索沃宗教界都予以充分关切 " 依据这部新宗教法 , 非科索沃本土出生的居民不

能够担任教会要职 , 而德卡尼修道院的院长特德斯耶主教 .2,就不符合这一条件 ,

保守的拉什卡一普里兹伦主教阿尔特米耶也不符合 , 这两位科索沃东正教最高宗

教领导人都出生于塞尔维亚中部而非科索沃 " .23如果新的宗教法相关条款得以通

过 , 这些主教将被法律拒于科索沃宗教社区门外 " 对这项法律发对的声音却不仅

来自东正教群体 , 一些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基督教徒也认为这部宗教法草案会影响

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 " 不满的基督徒们除了调动一切可以用的社会资源 , 比如向挪

威 / 18 论坛 0 (Forum 18) 0写 信 ! 接受采访等手段 , 抱怨宗教少数派被排除在

法律制定程序之外 , 还寄希望于更有影响力的外国基督教势力出面插手阻止科索

沃通过这部宗教法 "

总部并非设在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际宗教慈善组织非常热衷于帮助德卡尼

修道院 , 与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合作共同为科索沃与梅托西亚地区贫苦平 民

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援 " 以美国境内的慈善组织为例 , 最直接关注德卡尼修道

院的东正教背景慈善组织机构当属 DMRF " / 美国德卡尼修道院救援基金 0 (DeCan i

Monastery Relief Fund/DMRF ) 于 1998 年 10 月成立 , 主席是美国爱达荷州博伊



西的Archiman dri te Nekt ar ios Serfes 主教 , 首席副主席是德卡尼修道院的院

长特德斯耶主教 , 第二副主席为萨瓦神父 " 依照 DMRF 的自述 , 其守护圣徒为塞

尔维亚的圣萨瓦 (St . Sava of Serb ia) .25, 而这个基金会实际上是希腊正教美

国大教区下设的非盈利组织 , 捐款可提供免税 " .26德卡尼修道院声称 , DMRF / 使

美国基督徒和塞尔维亚基督徒团结在了一起 0 0丁" 德卡尼修道院不仅将 DMRF 数

量可观的美金捐赠用于日常修道院开销 , 更主要花费在为科索沃与梅托西亚地区

流离失所的难民 ! 缺医少药的山区贫民和学校孩童提供物质上帮助 " 除了经济援

助 , 德卡尼修道院还通过 DMRF 向美国基督教群体寻求更多的代祷 , 希望在神的

关爱下能得到更多的西方关怀和支持 " 又如位于巴尔的摩市的 / 国际东正教慈善

团体 0 (International Orthodox ehristian eharities , Ine./Ioee) 帮助德卡

尼修道院修复和扩建其维持了 600 年的制酒作坊 " 德卡尼修道院和 IOCC 都认为 ,

对制酒作坊的修整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 更重要的是 / 鼓励科索沃的塞

裔和阿裔社区更多的相互合作 0 " 德卡尼修道院的马尔科 (Mar ko ) 神父曾经在法

国和意大利学习制酒技术 , 他很愿意与科索沃阿裔农民分享葡萄种植技术 , 也因

此这位神父认为 , 至少 / 阿尔巴尼亚裔的葡萄种植者们与我们酿酒厂 ! 我们修道

院很亲近 0 " .2/ / 我们的角色既非政客又非民族代表 , 我们是灵性和身体的守护

者 0 萨瓦神父对 IOCC 说 , / 我们希望和 IO CC 在德卡尼酿酒厂的合作能有助于我

们和阿尔巴尼亚裔社区间的种族关系改善 " 0 .29

科索沃独立后 , 美国希望科索沃塞尔维亚基督徒们仍然能够平和地生活在穆

斯林主导的新政权里 , 但塞尔维亚人却讽刺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选民根本就没

有搞清巴尔干的事实 , 少数人口的科索沃塞尔维亚裔在充斥着敌意的多数派穆斯

林统治下何谈安居乐业 " 阿尔特米耶主教就强烈地支持这种继续反抗美国及西方

的科索沃政策 " 德卡尼修道院经历了短暂的迎合主教立场之后 , 却选择慢慢偏离

所属教区教会的保守立场 , 转而更多地向西方靠拢 " 从拉什卡一普里兹伦教区领

导下的德卡尼 kosovo.ne t 的新闻网页可见 , 2008 年 3 月 5 日网页之后就没有再

更新包括英文和塞尔维亚文在 内的所有新闻信息 , 修道院自己建立的 ! 以互动讨

论为主的德卡尼雅虎群也放弃了过去的群组地址 , 更换了新域名 " 另外 , 美国金

融危机使 DMRF 可支配资金骤减 , 然而 DMRF 最新的新闻报道除了用更多充满感性

的言语努力继续为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穷人募捐之外 , 还提到救援基金正在帮

助德卡尼修道院取得 dec an i.co m 域名 , 并为此希望得到网站系统维护的资金 " .:扮

德卡尼修道院选取的联盟对象已经不以本地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为主 , 它认为在

看来新的形势下 , 如果要保全信仰 ! 修道院及其文化地位就更需要外部群体 , 尤

其是西方世界的认可同情和支援 "

德卡尼修道院与基督教世界的频繁互动引发的一种地域性观点认为 , 科索沃



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应该与塞尔维亚东正教分离 , 这种观点丑化东正教为政客的政

治工具 , 比如就有支持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分裂的阿尔巴尼亚裔网民在评论中说

科索沃东正教遗产不仅是塞尔维亚人的也是阿尔巴尼亚人的 " -:- .

小结

欧洲学界对巴尔干半岛历史有一种诊释逻辑 , 即坚称 / 由欧洲的观点来看 ,

在血统 ! 传统和宗教上完全不同于其欧洲臣民的奥斯曼帝国, 并不能以新形态的

文化统合境内的欧洲人 , 反而带来落后的异族统治 , 对欧洲历史的参与中断了大

约四百年 " 0 -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 , 巴尔干民族国家向更古老的拜占庭正

教帝国时代寻找民族的认同之根 " 塞尔维亚回溯和重视圣斯蒂芬国王 ! 杜尚国王

和 138 9 年科索沃战役的传说正是如此 " 德卡尼修道院恰好承载了塞尔维亚人否

定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热情 , 其辉煌的文化印一记被用以论证科索沃在塞尔维亚

历史中的重要性和从属地位 " 为了维持国家独立 , 塞尔维亚是最早建立独立教会

大主教区的东正教国家 , 塞尔维亚正教会也因此常被认为从建立之时起就与国家

关系密切 " .洲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秉承了这两个塞尔维亚东正教基本立场 ,

既对奥斯曼帝国遗产不予肯定 , 同时也愿意积极介入政治 " 然而由于德卡尼修道

院所属的科索沃一梅托西亚省区域位置和所处的大规模战争后族群对峙冲突时

代 , 再加上众多国际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涉足 , 修道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既

融入了其对当下时局中自身地位的认知和判断 , 也反映了外部对修道院的期望 "

另一方面 , 德卡尼修道院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政治 "

本章以1999 年科索沃战争后到200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 十年之间梅

托西亚地区的重要古老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德卡尼修道院为研究对象 , 试图分

析更广阔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宗教功能单位 , 比如一所修道院在暴力冲突不断的地

区外部环境下的利益偏好 ! 主体特征和行为模式 " 历史上的德卡尼修道院曾经是

科索沃地区重要的庄园主 , 更是宗教文化的中心 "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 德卡尼修

道院的定位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的是神圣的职责 , 包括荣耀上帝 ! 传播宗教

信仰 , 这是任何时代条件下都不会偏移放弃的核心利益; 第二个来源的是主体的

认知 , 包括代表塞尔维亚宗教和文化传统 ! 需要外部安全保护以避免生存威胁 !

开放合作 ! 热心政治; 第三个来源是被赋予的义务 , 体现出德卡尼修道院之外的

人群对修道院的期望 , 包括福佑非信徒 ! 维系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地区的存在 , 促

进地区和平 " 德卡尼修道院是个被异教的阿尔巴尼亚裔人口完全包围的 / 东正教

孤岛 0 , 但这并不妨碍修道士们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方式向外界发出自己的

声音 , 不过修道院 ! 修道士和来修道院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信徒的基本安全都必须

仰仗北约军队 " 这是今天的德卡尼修道院表现出的三大特征 " 德卡尼修道院从现



代国家中主流宗教人群转化为前现代国家中的少数宗教人群 , 其自身所处政治进

程是倒退的 , 政治环境和社会结构都对修道院提出更多挑战 " 为了实现关顾更多

人群 ! 向外传达科索沃东正教群体的真实处境和看法以及维护塞尔维亚东正教信

仰体系信心 , 德卡尼修道院采取了群体内部聚合和外部聚合两种行为模式 " 内部

聚合行为包括为塞尔维亚方面祈祷 ! 塑造和强调群体受难 记忆 ! 与塞尔维亚官方

政府和政要保持联系以及利用宗教仪式团结塞尔维亚人 " 外部聚合行为包括帮助

非东正教信徒 ! 与北约等国际驻科索沃机构积极互动 ! 向塞尔维亚以外的国家寻

求同情和帮助而不论它们是否是曾经的敌人 " 德卡尼修道院的宗教背景决定其主

要互动的对象仍然是基督教世界 , 包括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和外部基督教世界两个

向度 " 应该说德卡尼修道院从保护修道院和牧养人群目的出发的部分外部聚合行

为 , 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与科索沃东正教之间的内部分裂埋下隐

患 , 而从类似 目的出发的强化内部聚合行为 , 也相应地强化了信仰群体和族群之

间的分化甚至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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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为宗教功能单位的希南帕夏清真寺

奥斯曼帝国入侵巴尔干半岛为伊斯兰宗教进入该地区开启了大门 " 奥斯曼帝

国起初并不热衷在巴尔千传播伊斯兰教 , 但帝国中居民如果拥有穆斯林身份却可

以赢得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特权 " 17 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经济的衰落 , 奥斯曼人

开始刻意地将伊斯兰教作为形成并且维持与被统治者之间纽带的工具 " .从这一

时期开始 , 阿尔巴尼亚人大量接受伊斯兰信仰 , 而在此之前他们主要信仰天主教 "

2科索沃地方政府认为早在 18 世纪阿尔巴尼亚人就实现了与伊斯兰教的政教分

离 , 而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 3根据科索沃前任大穆

夫提介绍 , 科索沃全境共有 513 座清真寺 , 其中 216 座在科索沃战争中被毁 " -,英

国波斯尼亚学院公布的数据是: 1993 年科索沃共有 607 座清真寺 , 仍在使用的

有 568 座 , 其中三分之一毁于科索沃冲突 " 5尽管科索沃阿裔族人强调民族的认

同甚于他们的宗教认同 , 但是这并不影响阿裔以宗教符号作为其民族特征 " 一个

明显的区别是 , 科索沃境内几乎所有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无论是乃在运转的还

是已经被损毁的都有北约军人把守 , 而清真寺则没有 " 清真寺是当代科索沃伊斯

兰信仰活动的中心之一 "

梅托西亚地区南部普里兹伦市是科索沃第二大城市 ! / 科索沃共和国 0 南部

重镇 , 14 世纪杜尚国王建立的强大塞尔维亚王国曾经定都于此 " 美联社记者在

2008 年科索沃旅游介绍中如此评价普里兹伦 , / 这里还保留有斯拉夫人和奥斯曼

土耳其中世纪碰撞的痕迹 , 特别是伊斯兰和神秘的东正教的冲突 " 0 6对科索沃阿

尔巴尼亚穆斯林甚至阿尔巴尼亚而言普里兹伦的地位非常重要 " 1878 年阿尔巴

尼亚人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 / 普里兹伦同盟 0 组建于该市 , 其纲领所描绘的未来

阿尔巴尼亚国家界限就是后来 / 大阿尔巴尼亚主义 0 疆域的雏形 " 了穿城而过的

比斯特里查河 (Bist ri Ca) 边静静伫立着普里兹伦最主要的清真寺 ) 希南帕夏

清真寺 (Sina n Pa和 Mos que) " 希南帕夏清真寺建造于 16巧 年 , 是科索沃境内

重要 的伊斯 兰宗教圣地 和文化 古迹 " 希南帕夏清 真寺 的 内墙有 天 园

(Jennet一mi sal i) 铭刻和最早可以追述到 1628 年的巴洛克风格内部绘画装饰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育顶直径大约 14.5 米 , 其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奥斯曼土耳其艺

术风格 " 整座清真寺几乎完全由石料堆砌而成 , 其内部主要有膜拜祈祷场地和放

置敏拜尔的区域两部分 , 它的大弯顶和细长的 43 .5 米高多边形尖塔是普里兹伦

城市标志 " 希南帕夏清真寺曾经拥有过一座神学院 " 大约离希南帕夏清真寺 150

米远 , 即为著名的科索沃穆罕默德帕夏浴室 (Halnln om Meh me t Pa sha ), 它现在的

主要功能是博物馆 "



第一节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政治属性

希南帕夏是在阿尔巴尼亚出生的奥斯曼政府阿尔巴尼亚裔官员 (vi Zier) ,

希南帕夏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 / 苏菲 0 (Sofi) 前缀以表彰他自己的智慧 " 从他于

16 世 纪摧 毁 了普 里兹 伦附近 的圣天使 长修道 院 (mon as ter y of Hol y

Archange ls) , 16巧年用修道院教堂的料石建造了位于普里兹伦市区中心的希南

帕夏清真寺 " 9阿裔科索沃人 (Kos ov ar ) 认为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料石并非拆毁

圣天使长修道院而来 , 塞尔维亚人编撰了希南帕夏移用修道院石料的故事 , 早在

1941 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已经否认了这一可能 " . -户这位希南帕夏存留在塞尔维亚人

的痛苦回忆中还缘于他 1594 年在贝尔格莱德 (Vr a亡ar ) 山焚烧了圣萨瓦的圣物

遗骨 " 圣萨瓦是德卡尼修道院救济基金会所称的保护圣徒 , 是所有塞尔维亚东正

教教会的保护神 , 更是中世纪第一位塞尔维亚大主教 , 是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建立

者 , 其遗骨被教会看做是 / 塞尔维亚国家与独立传统的象征 0 - . " 塞尔维亚人为

了纪念希南帕夏烧毁圣萨瓦遗骸的悲剧而修建了圣萨瓦大教堂 (st . Sav a. s

C at hed ra l) , 据称圣萨瓦大教堂为现存巴尔干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 " .2在塞尔维

亚人当中流传的民间故事中 , 比斯特里查河转换了河道 , 淹过希南帕夏的陵墓 ,

这是上帝为希南帕夏拆毁修道院 ! 裹读塞尔维亚东正教圣灵而降下的惩罚 " .:,希

南帕夏清真寺得名的建立者和它建筑主体本身对塞尔维亚裔而一言就是苦难与仇

恨的象征 "

一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定位

巴尔干的宗教与国家 ! 民族和政府之间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 宗教有时与政

治合作有时却也反抗政权 , 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力形式 , 不论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

都是如此 " . -,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共享科索沃领土 , 但各 自解读 自我的民

族和宗教历史 " 他们对传 说 ! 神话 ! 史诗 ! 古迹的阐释争辩是另一场非常规手段

的特别战争 , 从未停歇 " 在科索沃 , 所有对历史的争论 ! 对古迹的保护其实是为

了面向未来 , 争执的双方都认为确立过去的地位就可以掌握将来的地区局势 " -几希

南帕夏清真寺背后的建造史和宗教地位正是这场特别战争的组成部分和源动力

之一 "

希南帕夏清真寺首先是一座伊斯兰教宗教建筑 , 宣扬伊斯兰教 ! 提升信徒宗

教水平 ! 加强宗教教育是清真寺和宗教领袖神圣的职责 " 希南帕夏清真寺圆顶内

部各种曼妙的植物花卉图案簇拥着顶端一段古兰经经文: / 真主 , 除他外绝无应

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 , 是维护万物的;磕睡不能侵犯他 , 睡眠不能克服他 ;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 , 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 他知道他们面前



的事 , 和他们身后的事; 除他所启示的

外 , 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

觉 , 包罗天地 " 天地的维持 , 不能使他

疲倦 " 他确是至尊的 , 确是至大的 " 0

, 6 (见图 4一1) -了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 科

索沃伊斯兰社区的宗教领袖们认为当

务之急是两大任务:重修战争期间被毁

的清真寺 , 以及在伊斯兰群体大多信仰

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加强伊斯兰教法教

育 " 在科索沃伊斯兰领袖看来 , 仅仅信
图 4一!: 希南帕夏清真寺穿顶内部

仰人口占多数是不够的 , 他们有义务复兴科索沃伊斯兰教 , 提高信仰虔诚度对于

维持这一地区主导宗教地位非常重要 " 在外界看来 , 这些宗教领袖的行为是在塑

造阿尔巴尼亚之后欧洲的 / 第二个穆斯林国家 0 .R, 科索沃超过 900/0 的阿尔巴尼

亚人口是穆斯林 , .9而波黑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还不到全部人口的 50% " 20到 2007

年左右 , / 希南帕夏拥有众多的伊斯兰信徒 , 各种宗教活动正常 , 参与人甚多 ,

每日五次的祈祷高音喇叭从不间断 , 是普里兹伦主要的也是主导的宗教场所 0 2- ,

这是科索沃兴盛的伊斯兰教代表在国际驻科索沃机构人员眼前展现的图景 "

其次 , 希南帕夏清真寺是科索沃古老伊斯兰艺术和文化的代表与象征 , 同时

也是奥斯曼帝国对科索沃侵略占领和实行伊斯兰教化的象征 " UNESCO 给予希南

帕夏清真寺重要性的评价是: / 具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 , 城市的宗教象征 , 科

索沃最有地位的清真寺之一 " 0 22希南帕夏清真寺内壁装饰是科索沃伊斯兰艺术最

美的壁画之一 " 清真寺最初建造者使用的石制台阶 ! 讲台都得以完好保存 " 希南

帕夏清真寺还存有一定数量的伊斯兰手稿 (包括 1588 年建立的 Gaz i Mehmed

Pasha 图书馆和其他清真寺图书馆馆藏) 2:- , 在非宗教活动时间内以伊斯兰文化

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 24与巴尔干地区其他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清真寺一样 ,

希南帕夏清真寺这样的崇拜场所 , 其内饰基本是奥斯曼东方风格的 " 应该说一方

面 , 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和其他愿意阪依之人带来了伊斯兰

教: 帝国统治者用伊斯兰教同化当地居民以稳固统治 , 以歧视性社会政策促使大

批阿尔巴尼亚人转信伊斯兰教 , 并且最终使伊斯兰教在科索沃成为主流宗教;25但

另一方面 , 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普遍没有其他伊斯兰世界对宗教教法要

求那么严苛 , 这也影响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群体 , 使其表现出较为温和的

宗教性 " 26

其三 , 希南帕夏清真寺还被外界赋予搭建宗教宽容桥梁的希冀 " 这部分缘于

科索沃完全依赖西方世界所主导的政府治理 , 西方世界出于对宗教宽容的期待很



难不给科索沃穆斯林领袖施加压力 " 至少科索沃穆斯林领袖对外表述的立场都必

须是独立不干涉政治和对其他少数宗教群体宽容 " 伊斯兰教士 ! 学者莫利纳

(Qemajl Mori na ) 为迎合西方的趣味 , 在 2000 年接受采访时强调: / 东正教教

堂前停着的北约坦克是对我们的侮辱 , 我们阿尔巴尼亚人 50 0 年以来都很尊重东

正教教堂和修道院 , 就算没有塞尔维亚人再待在那里 " 0 四年后的骚乱却击溃了

这番宗教宽容的说辞 , 尽管宗教领袖更愿意用 / 不当复仇 0 来解释暴力攻击 " 科

索沃的穆斯林群体宣扬 / 我们加入欧洲不仅能使欧洲文化更丰富多元 , 而且还能

够为多元宗教社会搭建沟通东西的桥梁 0 , 2丁希望西方能接受科索沃伊斯兰教的存

在 "

二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特征

伊斯兰教是科索沃信众最多的宗教 , 但是一般认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

的宗教性普遍没有其他伊斯兰国家信众那么强烈 " 科索沃穆斯林举办的伊斯兰宗

教仪式并不严格 , 他们对宗教介入政治似乎没有很大热情 " 1974 到 1989 年科索

沃 自治期间 , 科索沃穆斯林建造了许多新的清真寺 " 对此科索沃穆斯林社区的清

真寺领袖认为 , 建造新的清真寺并不能说明科索沃更加宗教化 , 只能反映那个时

期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经济的繁荣 " 2吕科索沃穆斯林社区领导承认 , 与科索沃北

部地区信众相比 , 南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对宗教庆典的参与热情更高 , 29普

里兹伦的希南帕夏清真寺及其信众正是如此 "

首先是希南帕夏清真寺与塞尔维亚东正教文化和奥斯曼土耳其文化都有不

可分解的联系 " 因为它在其建造传说中被描述成破坏塞尔维亚圣地 , 移用杜尚国

王王室墓地石材 , 再加上外观上明显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伊斯兰教文化遗产

气质 , 希南帕夏清真寺在科索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应对两方面的挑战 " 一方面

的挑战来 自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正教会对希南帕夏清真寺不断持续和反复的

指责 " 在每一次对斯蒂芬 # 杜尚国王和圣天使长修道院的宗教纪念活动中几乎都

能听到塞尔维亚人重温修道院被拆毁的历史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保存完好也总是

在这些仪式中提及用以证明穆斯林对塞尔维亚人的压迫 " :l()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

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寻求摆脱土耳其影响 , 塑造和保留阿尔巴尼亚特质的伊斯

兰文化的期望 " 这在包括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内的几个接受土耳其援助的清真寺维

修重建过程中都出现了土耳其人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之间的争执 " 阿尔巴

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退出科索沃地区之后 , 在原来奥斯曼帝国遗留的清真寺里建

造了许多阿尔巴尼亚风格而非土耳其风格的墓地 , 战后从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国

家来的援建维修人员无视这些阿尔巴尼亚人所看重的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文化 , 他

们要么不去整修这些阿尔巴尼亚墓地 , 要么就将其改建回奥斯曼帝国风格 " 科索



沃阿裔穆斯林为此非常不满 , 但是科索沃穷困的经济状况又很难保证由他们自己

完成这些重建 " 两难的处境中 , 常常需要清真寺的教长出面与地方政府和国际组

织协商 , 通过更换援建单位来寻找两种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平衡 " :- .

另一重要特征是希南帕夏清真寺与几乎整个科索沃伊斯兰教界一样 , 很长时

间内都在刻意淡化政治属性 , 是比较低调的宗教功能单位 " 与塞尔维亚裔东正教

界常常用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来标识阿尔巴尼亚民族特质不同, 阿尔巴尼亚裔的穆

斯林人群更愿意强调 / 阿尔巴尼亚语才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认同来源 0 二犯, 而不是

伊斯兰教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句话其实最初出自一位阿尔巴尼亚裔天主教诗人

(Pashko Vasa ) " :0但它的低调并不意味着对塞尔维亚东正教人士也是如此 " 比

如科索沃的穆夫提们就经常严厉批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东正教界过于参与政治 ,

培养滋生民族主义情绪土壤 " 伊斯兰领袖们认为 , 塞尔维亚人当需要动员国内力

量发动对 / 塞尔维亚领土 0 上穆斯林的驱逐和清洗的时候他们总是利用宗教 , 并

且塞尔维亚正教会也主动参与这些煽动性宣传 " 他们还认为东正教领袖们无视摧

毁清真寺和杀害伊玛目的塞尔维亚暴行 " :34

第三个特征是希南帕夏清真寺不得不面对来 自科索沃境内同样是伊斯兰教

信仰 , 但分属不同教派的宗教竞争 " 除了清真寺之外 , 尤其在科索沃南部城市 ,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还有另一主要宗教崇拜聚集地一一苏菲主义的比克塔希

(Be kt as hi ) 教团道堂 (teqe八eke ) " :巧而希南帕夏清真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的

清真寺 , 逊尼派是科索沃伊斯兰社区的官方正式伊斯兰教 " -仿因为比克塔希教派的

信仰和仪礼中有基督教元素 , :打而在科索沃独立过程中 , 科索沃不能否认这个国

家内伊斯兰是信仰主体 , 但又急于想向基督教文化为主的欧盟靠拢 , 于是就将比

克塔希教团作为科索沃与欧洲亲缘的符号 " :性匕克塔希教派成员可以公开喝酒 ,

还可以由女性主持宗教仪式 , 这对于科索沃正统逊尼派穆斯林来说都不符合传统

伊斯兰教理 " :份历史上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曾经有效地压制了宗教教派分裂 " 浦"

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 , 阿裔直接的外部敌人塞裔大量迁出科索沃 , 科索沃的伊斯

兰教派竞争重又变得激烈起来 " 苏菲教派和托钵僧 (derv ish) 秩序对逊尼教派

的希南帕夏清真寺而言有一定异端特质 " / 科索沃的土耳其裔穆斯林基本都在清

真寺参加宗教活动 , 而科索沃战争前科索沃托钵僧秩序的聚会参与者只限于阿尔

巴尼亚人和罗姆人 "

第二节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政治性行为

美国拜占庭研究学者沃伦 # 特里高德 (war re n Tre ad gol d) 认为 , 拜占庭控

制下的位于今天欧洲东部的基督教国家曾经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文明和繁荣 , 阻

碍东欧民主政治 ! 经济发展和民族建设的障碍都应该是由土耳其或者其后继者的



统治造成的 " , 2他既赞美了基督教国家 , 又把之后的发展迟缓归咎于奥斯曼帝国

的伊斯兰教化和后来的共产主义政权 " 马尔库姆则把对奥斯曼帝国 16 到 17 世纪

科索沃的分析重点放在不同信仰的移民所带来的宗教聚合上 , 虽然他也承认这些

移民原来的基督教信仰保持不了多久 " 1:- 145 9 年塞尔维亚完全沦陷 , 许多原属

于基督教教会的建筑被洗劫 , 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改建为清真寺 , 包括普里兹伦的

圣母教堂 (Church of our Lady " f Lj eviska) " 普里兹伦清真寺是奥斯曼洗劫

东正教教产过程中的获益清真寺 , 并且始终以伊斯兰教崇拜场所的形式保留到今

天 " 相反 , 那些被损毁的东正教建筑遗址一荒废就是五百多年 , 长满杂草的断壁

残垣成了 / 阿尔巴尼亚小孩的游乐场 0 14 "

一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政治进程

历史上的巴尔干地区民族宗教矛盾 , 一度因为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相对开

明的政治政策和繁荣的经济而相对沉寂 , 但 1981 年铁托逝世之后 , 科索沃总共

爆发三次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浪潮 " 85198 1 年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最后一次参加

南斯拉夫官方组织的人 口普查 , 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 , 158 万科索沃居民中 77 .4%

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 , 十年之后新一轮人口普查时 , 因为科索沃阿裔拒绝参加 ,

官方只好估算 197 万科索沃人口中82 .2% 为阿尔巴尼亚人 " 蒂姆 #尤达认为 , 1981

年的数据是近几十年来不多的权威可靠统计数字 , 尽管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相信

政府故意低估他们的真实人口比率 " 46之后的 UN MI K 和科索沃地方政府进行的人

口统计大多数都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 用抽样统计的方法得出最后人口数据 , 其准

确性反而不如 195 1 年的统计结果 " 塞尔维亚人和科索沃阿裔都不愿意接受细致

的人 口普查 , 因为双方都惧怕一旦出现人口比率减少的数据会对己方政治立场不

利 " 2000 年科索沃阿裔宗教信仰人口比率估算结果显示 ,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阿

裔总人 口也不到 6 万 , 压倒性的多数阿裔人 口具有穆斯林背景 " 17这些民族主义

运动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索沃的人口结构变化很快 , 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科

索沃阿尔 巴尼亚人聚族而居 , 一夫多妻现象盛行 , 人口没有节制地增长 " 4扫亨廷

顿支持科索沃人口对比导致分离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同时加剧这样的观

点 " -柑政治的确是这一地区爆发暴力冲突的原因 , 但却是伊斯兰教信仰造成较高

的人口出生率 , 医疗水平提高之后婴儿死亡率降低 , 青年穆斯林人口膨胀 , 教育

和就业机会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 , 文盲和无业青年一直是科索沃近三十年公共

安全潜在的危险因素 " 2005 年 IC G 5 科索沃面对终极地位 6 就曾警告科索沃政府 :

如果猖狂的暴力犯罪问题得不到不解决 , 科索沃就很可能沦为 / 失败国家 0 " 50

(一) / 科索沃共和国 0 平行地下政府时期 " 1989 年科索沃 自治权被塞尔维

亚取消之后 , 科索沃阿裔人建立了平行于塞尔维亚国家机构的地下影子政府 , 其



结构特点是 / 突出家庭和广义家庭 (氏族) 的意义 0 异, , 而这一特点正是由阿尔

巴尼亚伊斯兰教族长制家族组成方式决定的 " 虽然 1998 年塞尔维亚军警破坏科

索沃清真寺那样的现象在 1999 年 6 月之后已经成了历史 , 科索沃的清真寺不再

需要武装力量保护 , 但在 1998 年希南帕夏清真寺却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向塞

尔维亚政府示威的主要场所 , 塞尔维亚警方需要为此在清真寺周围布置狙击手以

防止暴乱的发生 , 据称希南帕夏清真寺教长法蒂霍查 (Fet 1 Hoxha) 也受到警察

虐待 " 521999 年 6 月 13 日普里什蒂娜的科索沃伊斯兰社区 (KBI ) 中央档案馆遭

塞尔维亚警察破坏 , 大火燃烧了一整天直到北约 KFOR 英国军人赶到现场救援 "

KB工中央档案馆收藏有科索沃地区六百多年伊斯兰文化一记录 , 火灾烧毁了 80 %的

档案文件 , 其中包括二战之前的所有伊斯兰教个人和乌里玛培训记录及任命 ! 伊

斯兰学校资料等珍贵馆藏 " KBI 共有六处档案馆在 1999 塞尔维亚 / 种族清洗 0

过程中被毁 , 但是不包括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伊斯兰手稿资料 " 希南帕夏清真寺并

不具备收藏这些资料的合适条件 ,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资助来保护古老文物 , 它

们被长期堆放在一起 , 手稿们更大的威胁是潮湿和霉变 , 而不是塞尔维亚人 , 199 9

年 6 月之后更是如此 " 亏:,

(二) 国际社会监督下的民主化时期 " UN MIK 掌握了科索沃战争后主要的政

府和行政职权 , 同时国际社会积极帮助科索沃阿裔建立现代民主结构和培养政治

自治土壤 , 但许多时候国际活动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科索沃不甚具备民主文化 , 那

些民主形式并不能为科索沃带来西方真正期望看到的世俗透明公正的政治体制 "

科UNM工K 非常注意在科索沃政府 ! 政党 ! 司法 ! 警察中掺入一定比例的塞尔维亚

人 , 但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曾经指出, 这些科索沃塞裔公务员其实职权范围

仅限于科索沃塞尔维亚人聚居区 ,

而且和阿裔同事之间关系非常冷

漠 " 55科索沃战争之前阿尔巴尼亚人

是科索沃的主体居民 , 科索沃战争

之后阿尔巴尼亚人愈加向科索沃单

一民族过渡 " 那些国际组织数据统

计所显示的塞尔维亚回迁人口 , 在

负责人非官方场合的谈话中揭露了

部分真相: / UNMIK 和贝尔格莱德

政府迫使一些老人回返 , 然后好

举办国际记者招待会 , 其他的只

是谎言 0 弓6 " 科索沃阿裔穆斯林主

导 的社会政 治局面使得 即便 是

图4一2 : 2004 年 3 月 17 日普里兹伦暴力事件 " 后方尖塔为

希南帕夏清真寺 , 前方正在燃烧的建筑为前普里兹伦东正

教神学院 , 科索沃战争后己经改为留在普里兹伦的塞尔维

亚 人 难 民 中心 " 图 片 来 源 : K os ovo. ne t 整 理 转 载

B E sI M Ic om 的相关事件图片 , 网址:

htt P :// w w w. k osovo .n e灯w w w besim i.eo mj P rizren i/defa u lt.htm



2004 年 3 月爆发阿裔针对塞裔聚居区和东正教教堂袭击的严重暴力骚乱发生之

后 , 塞尔维亚人的报复也只能限于攻击科索沃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清真寺 , 比如攻

击贝尔格莱德清真寺 " 5了希南帕夏清真寺所在的普里兹伦市为 3 月暴力事件爆发

地之一 , 也是整个骚乱中唯一出现袭击当地 UNMI K 办公室这样的暴行的城市 "弓冻

正教圣乔治大教堂 ! 圣乔治教堂 (Runj evaC ) ! 圣母教堂 ! 圣天使长修道院等普

里兹伦几乎所有的东正教古迹均于骚乱中遭受阿尔巴尼亚暴徒攻击 , 参与者基本

都是穆斯林 "

(三) 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 , 新成立的科索沃政府

2008 年 4 月颁布新宪法草案中特别指出科索沃是一个宗教自由的政教分离国家 ,

所有宗教之间地位平等 , 并允予科索沃所有宗教古迹以安全 " 石9科索沃的穆斯林

社区对科索沃独立的未来持积极态度 " 与2007 年相比 , 2008 年科索沃居民对政

府的信心从 38%一跃超过 50 % " 6 "但同时科索沃穆斯林社会抱怨政府失去西方支持

而刻意掩盖科索沃所有的穆斯林符号 , 作为应对 , 许多穆斯林不再参加公开的伊

斯兰宗教活动 , 越来越多的科索沃穆斯林接受 , 提倡脱离政治提升个人修为的苏

菲派信条 " 科索沃的穆斯林没有放弃伊斯兰宗教信仰 , 但是他们的宗教虔诚在外

在表现上反而没有独立之前明显 " 6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信众参与率也在政府不扶

持和穆斯林信众不热心双重压力下愈见下降 " 然而另一方面 , 2009 年 9 月 , / 伊

斯兰在线 0 的通讯记者对斋月期间希南帕夏清真寺周围街道上餐饮业营业状况的

细致观察的报导 , 可以却从侧面证明独立后科索沃的非世俗的伊斯兰宗教特质 "

/ 斋月期间几乎所有的街上咖啡馆和饭店不是关门就是荒废了, 留给科索沃日间

街道不寻常的宁静 0 , 一位普里兹伦的穆斯林作家和一位伊斯兰教长在接收采访

时都用 / 科索沃伊斯兰觉醒 0 来形容科索沃独立后的宗教新气象 " 62

二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政治功能

5科索沃:每个人都需知道的 6 一书作者认为 , 与巴尔干地区其他民族不同 ,

阿尔巴尼亚民族认同主要并不脱胎于伊斯兰教 " 伊斯兰教对于阿尔巴尼亚民族而

言不如东正教对于塞尔维亚人或者穆斯林对于波斯尼亚人那么重要有两个主要

原因: 其一 , 在奥斯曼帝国漫长的统治过程中 , 阿尔巴尼亚人大部分转宗伊斯兰

教 , 但是之前信仰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没有如塞尔维亚人或者希腊人一样建

立以本民族为基础的教会 " 其二 , 许多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奥斯卡帝国生活得很

好 , 有不少阿尔巴尼亚人担任了维齐尔 (VIZier ), 比如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建造

者即属此例 " 他们对奥斯曼帝国有天然的亲近感 , 所以当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

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发韧之时 , 先驱者们就主要以努力扩张领土的塞尔维亚和希腊

为反抗对象 , 而不是奥斯曼帝国 " 63 5 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 6 一书的观点是 ,



民族的概念比宗教要现代 , 因而最初的民族塑造者们往往将现代概念融入前现代

的价值和符号体系 , 主要是宗教体系 " 阿尔巴尼亚人也曾经尝试过使用伊斯兰教

宗教形象和符号来推动民族的建立 , 只不过没有塞尔维亚东正教利用科索沃战役

传说那么成功 , 但 / 受难 0 观念还是在阿尔巴尼亚民族心理中保留了下来 " 6,伊

斯兰教在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和后来的科索沃独立过程中的功能 , 更多的是附和

阿尔巴尼亚人的政治运动 , 而不是像塞尔维亚东正教那样的民族主义积极推动

者 " 作为科索沃主流信仰群体的代表 , 希南帕夏清真寺并没有完全排除支持科索

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团结和科索沃独立的政治功能 , 此外还要谴责科索沃的原教旨

主义和为其他人群提供宗教 ! 文化交流的民间平台 "

(一)希南帕夏清真寺的重要政治功能是支持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独立 " 科索沃

前任大穆夫提博伽 (Rexh即 Boja) 在各种外交场合都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宗教政

治介入者形象 , 但是惟独在科索沃是否摆脱东正教主导的塞尔维亚这一政治问题

上表明其鲜明的立场 " / 我的人民不会接受 (与东正教主导的塞尔维亚合并), 我

也不会 " 发生或那么多事之后我们不可能接受合并 0 , 博伽穆夫提回答记者提问

时如是说 " 65尽管今天的科索沃伊斯兰社区似乎对影响科索沃政治秩序兴趣不大 ,

但历史上 , 阿尔巴尼亚裔的穆斯林却是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 , 其

影响力余波延续到 1998 年南联盟政府武力镇压科索沃民族主义之前 " 反抗者们

既在清真寺崇拜 , 也举行民族主义聚会 " 66因而在运用宗教帮助建构和推动民族

主义认同问题上 , 科索沃东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承载的政治功能其实没有

什么差别 " 希南帕夏清真寺正是 / 普里兹伦同盟 0 背后的清真寺 " 1878 年 , 科

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民众正是在普里兹伦集会 , 确认了要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推出

之后于先祖之地建立一个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 " 6,作为爱国主义

的支持者 , 清真寺在举行宗教仪式中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 ! 将阿尔巴尼亚作为宗

教活动官方语言 " 60

(二)希南帕夏清真寺努力得科索沃阿裔温和穆斯林和科索沃的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区分开 , 撇清普通阿裔穆斯林与恐怖暴力分子的牵连 " 希南

帕夏清真寺属于科索沃逊尼派穆斯林 , 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伊斯兰信众背景为逊尼

派穆斯林 " 我国驻南联盟前大使潘占林在回忆录中提到 , / 穆斯林社群大多是大

型家族 , 家庭中的许多年轻人拿起枪就是 KLA , 放下枪就完全是个普通民众 , 很

难严格分清楚平民和 KLA 武装分子 " 0 69希南帕夏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并不认同这种

混淆 , 大部分愿意接受西方采访的伊玛目们也都强调普通穆斯林是和平的而不是

暴力份子 , 甚至他们自己也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目标 " 比如他们要求现

任科索沃大穆夫提奈姆 # 特纳瓦 (Nai m Ternava) 解聘普里兹伦另一所清真寺

(Jeni Mahala Mosque) 伊玛 目Mazllumi (Shaqiri XheZair) , 理由是 Mazllumi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 , 是 / 邪恶之源 0 " 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 本人也是穆斯

林的史蒂芬 # 施瓦兹 (Stephen Suleyman SChw ar tZ) 对科索沃主流伊斯兰给予

了积极评价 , 他认为科索沃的温和逊尼穆斯林是欧洲抵御激进伊斯兰的堡垒

( b u lw a r k ) " 丁.

(三)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普里兹伦最古老和保存完好的清真寺之一 , 也吸

引了许多科索沃穆斯林以外的文化和宗教朝圣者 " 比如尽管塞尔维亚教会不断强

调希南帕夏清真寺对普里兹伦郊外圣天使长修道院荒废负有责任 , 然而当

UNESCO 代表团访问以德卡尼修道院为中心的 / 科索沃中世纪古迹群 0 时 , 希南

帕夏清真寺总是包括在行程当中 " 72只不过希南帕夏清真寺并没有和它的东正教

邻居一样 , 把这些国际组织官员的拜访当作与西方世界沟通的重要媒体公关机

遇 " 科索沃伊斯兰社区网站希南帕夏清真寺的相关网页甚至没有任何英文内容 ,

而全部使用阿尔巴尼亚文 "

三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行为模式

史蒂芬 # 施瓦兹质疑新教牧师 (Art hor Kra sniqi) 所谓 / 阿尔巴尼亚人根

本没有宗教信仰 0 的说法 , 反驳的理由正是科索沃到处都是清真寺 ! 教堂和苏菲

道堂 " 了:-科索沃的清真寺和科索沃的东正教教堂不同的是 , 即便处在信仰低谷 ,

东正教教堂修道院基本保持原有功能 , 尽管人数不多 , 但始终有信士驻守 " 清真

寺对固守自身宗教义务似乎没有东正教教堂执着 " 纵观希南帕夏清真寺 20 世纪

以来的历史可知 , 其功能曾几经更替: 1906 年希南帕夏清真寺大修 , 而后直到

一战爆发 , 清真寺发挥崇拜场所作用 , 但一战时被占领者征用为武器库 , 期间一
枚炸弹于寺内爆炸损毁清真寺的主体结构 " 1913一194 1 年间希南帕夏清真寺被用

作仓库 , 1941 年才被伊斯兰社区收回 , 1945 年重新恢复为清真寺 , 1948 年起受

到法律保护 " 1969 年希南帕夏清真寺又一次经历大修 , 此后就一直既被用做清

真寺也作为文化历史古迹 , 属于科索沃伊斯兰社区教产 " 了1

(一) 内部聚合型模式 " 希南帕夏清真寺宣礼塔一天五次召唤周围穆斯林来

做礼拜的呼喊本身就是一种内部聚合行为 , 细心的外国游客发现在普里什蒂娜却

几乎听不到清真寺呼喊穆斯林来做礼拜 , 了湘 比之下希南帕夏清真寺对宗教义务

的重视在外在表现上超过它对应的普里什蒂娜宗教功能单位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

伊玛目由科索沃穆斯林中心机构 / 科索沃伊斯兰社区 0 (Kosovo Islam co I.Iun unity/

Bashk 谷Sia 工Slame e KoS " v谷S) 76直接任命 " 了7前任科索沃伊斯兰社区最高领导大

穆夫提博伽博士 (Rexh即 Boja) 说过: / 我们在每个村落都有伊玛目, 他们积极

访问各个家庭 , 依照古兰经劝解穆斯林们忘一记过去重新开始 " 0 78科索沃伊斯兰社

区还向科索沃土耳其裔 ! 斯拉夫穆斯林和罗姆穆斯林社区派遣神职人员 "



IC GZO01 年的 5 科索沃宗教报告 6 中提到了清真寺重建时 , 科索沃阿尔巴尼

亚传统与宗教基要主义传统之间的碰撞 " / 与巴尔干地区的其他穆斯林一样 , 科

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内举行崇拜活动 , 这些清真寺的建筑

流派 ! 内部装饰都是奥斯曼式的 " 0 79但是当重修被毁清真寺的时候 , 科索沃阿尔

巴尼亚裔穆斯林由于担忧阿裔在奥斯曼帝国退出科索沃后添加的阿裔特色不能

得到保留 , 不再允许带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机构参与到修复工程中 " 阿尔巴尼亚穆

斯林还通过散播流言来丑化瓦哈比教派重建清真寺以抬高奥斯曼体系的清真寺 ,

, .( 那些海湾阿拉伯人) 付钱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让他们来瓦哈比的清真寺 ,

并要求他们带上帽子盖住头发 0 8" " 虽然反抗土耳其入侵时希南帕夏清真寺成为

被攻击的目标 , 但是当遇到外来的更保守的伊斯兰教势力渗透 , 装饰华美 ! 立场

温和的奥斯曼风格清真寺反而成了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自认的形象象征 "

/ 向西方看 0 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政治家对科索沃天主教人群的刻意重视 ,

引起了科索沃传统伊斯兰社会的不满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人口中只有 5% 信仰

天主教 , 但是已故科索沃 / 总统 0 易 卜拉欣 # 鲁戈瓦的总统办公室内却专门悬挂

着鲁戈瓦与教宗合影的照片 " 穆斯林们认为政客们抬高本来并不重要也没地位的

科索沃天主教 , 而伊斯兰在科索沃的事实宗教存在却被政客们低估甚至出卖了 "

科索沃伊斯兰社区宗教领袖们刻意无视政府扶持科索沃天主教的政策 , 虔诚的科

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对此非常不满 " 因为科索沃的穆夫提和伊玛目们即便在听

到科索沃天主教主教(Dode Gjergji) 兴奋地称整个科索沃正在接受 / 文化洗礼 0

的时候仍然保持沉默 " 8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网络论坛评论预言 , 科索沃天主教有

可能取代塞尔维亚东正教成为科索沃未来新的宗教对立群体 "

(二)外部聚合型模式 " 希南帕夏清真寺和科索沃各个伊斯兰宗教社区外部

聚合的对象包括科索沃的非伊斯兰教人群 ! 国际驻科索沃组织机构和外国势力 "

科索沃战争之后 , 联合国和北约托管下的科索沃穆斯林人口超过 70 % " 虽然人口

占绝对多数 , 但 2000 年左右 , 科索沃伊斯兰学院副院长莫里纳教授 (Qem aj l

Morina) 向联合国托管当局申请在科索沃小学增加宗教教育 , 主要是让科索沃人

从小了解科索沃两个少数民族宗教 ) 东正教和天主教 , 莫利纳认为增加这些宗

教教学内容会加强地区宗教宽容的社会氛围 " 82尽管从理论上说增加不同宗教的

教育内容对科索沃的非伊斯兰教人群来说似乎是个团结的示好 , 但与莫利纳所宣

扬的略有差异的是 , 向联合国托管机构提出在小学增加东正教和天主教教育内容

是在之前科索沃伊斯兰界推动公办政府学校增加伊斯兰教教学内容收效甚微之

后的一次策略性转向 " 一旦联合国驻在机构支持通过初级教育增加宗教内涵 , 科

索沃学校里实际上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相关内容的比例就值得存疑 , 因而莫利纳们

的深层动机似乎仍然还是增加科索沃社会的伊斯兰属性 "



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建立的伊斯兰宗教古迹 , 希南帕夏清真寺与土耳其

政府 ! 军方都保持良好关系 , 人们常见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新闻媒体对土耳其代

表团访问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报道 " 0:-一些政要访问科索沃的行程中包括在希南帕

夏清真寺祈祷 " 比如土耳其外长阿 卜杜拉 # 居尔 (A bd ul lah G ul ) 2005 年 10 月

12 日与科索沃 / 总统 0 鲁戈瓦会见后 , 当天下午就在希南帕夏清真寺祈祷 " 2001

年土耳其政府和科索沃地方政府签署协议 , 有关修复希南帕夏清真寺标志着科索

沃战争后土耳其再次与希南帕夏清真寺联络的开始 " 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土耳其人

看来是 / 奥斯曼时代的壮观遗产 0 " 希南帕夏清真寺一直很配合土耳其所有对科

索沃的支援行动 , 虽然有的时候清真寺的邻居们并没有它那么热心 " 比如 2008

年 2 月 18 日, 作为最早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之一 , 土耳其制作了大量科索沃

国旗由土耳其航空公司空运到科索沃 " 当天土耳其记者看到 , 只有包括希南帕夏

清真寺在 内非常有限的地方为了表示欢迎悬挂了土耳其的旗帜 " 5 土耳其日报 6

不无遗憾地把科索沃人的不热情称为 / 巴尔干国家刚诞生就分裂 0 " 封4科索沃独立

后不久的科索沃政府与土耳其方面继续签订希南帕夏清真寺整修工程 , 85来 自土

耳其的建筑公司承担整个修复工程 , 不仅保护原有建筑与内饰 , 还依据历史照片

重修和恢复清真寺 , 大部分的建筑和修复材料都来自土耳其 " 与政府热衷于文化

复兴工程向度不同 , 普里兹伦的穆斯林们更关心希南帕夏清真寺早日恢复礼拜 "

朋但希南帕夏清真寺过于亲近土耳其的表现有时会引发当地年轻阿尔巴尼亚裔穆

斯林的不满 , 比如欧安组织人权报告就记录了 , 1999 年 10 月 25 日 , 一位上耳

其老人看到希南帕夏清真寺门口的土耳其国旗被推到了 , 当他想上前去更换新的

旗帜的时候遇到了严重攻击 , 他的新旗帜也被烧毁 " 8了

为了赢得更多外部世界对科索沃独立和发展的支持 , 希南帕夏清真寺和科索

沃大多数伊斯兰宗教功能单位一样 , 反复刻意强调它们与政治 , 与暴力分离的立

场 , 比如强调 / 科索沃穆斯林社区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远远没有如在世界其他

穆斯林社区里那么重要 " 对阿裔人而言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外来概念 , 是违反

阿尔巴尼亚精神的 " 0 由于无法回避科索沃境内事实存在的伊斯兰原教旨 , 于是

又加上一句 / 我们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保持距离 " . ,88 尽管塞尔维亚东正教界用 / 耶

路撒冷 0 来形容科索沃的地位 , 2004 年 3 月暴力事件中科索沃 34 处东正教宗教

建筑被毁 , 但科索沃阿裔神职人员拒绝承认发生在科索沃的冲突是 / 信仰间冲

突 0 " 科索沃大穆夫提对半岛电视台一记者说: / 古兰经告诉我们不要焚烧清真寺或

者修道院 , 科索沃战争期间我们 218 座清真寺被烧 , 而我们并没有认为那是信仰

间冲突 0 , / 科索沃从来没有发生过信仰间的冲突 , 将来也不会出现 0 , / 我想独立

会解决所有引发冲突的麻烦 , 科索沃独立是使科索沃所有社区都生活得更好的唯

一办法 0 日9 "



第三节 希南帕夏清真寺与伊斯兰教世界的互动

2007 年 5 月 3 日, 访问美国底特律的科索沃大穆夫提于当地穆斯林中心布

道时说: / 为科索沃独立祈祷吧 " 离这里数千里之外 , 科索沃的穆斯林弟兄遭受

了多年痛苦 , 他们犹如殉道者 (Shah ids) 于科索沃苦难中艰难前行 0 " 穆夫提还

告诉听众 , / 伊斯兰教是如此博大精深 , 蕴含了每个家庭和个人的需要 " 帮助别

人去了解伊斯兰吧 " 把伊斯兰教给他们 " 0 9"这位科索沃伊斯兰最高领袖向美国的

伊斯兰弟兄提出两个要求: 为科索沃祈祷和传播伊斯兰教 " 评论家认为 , 这番言

论回应了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科索沃提出的 / 支持科索沃就是告诉穆斯林世

界 , 我们是他们的朋友 0 , 拜登的言论使之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塑造本民族非

伊斯兰特质的努力暂时告一段落 " 9 .外部世界对后冲突时代科索沃穆斯林的态度

是矛盾的 , 但单就不论是巴尔干地区还是世界范围穆斯林群体的反应来看 , 他们

很愿意积极帮助这个 / 欧洲穆斯林国家 0 , 虽然有的情况下 , 科索沃的穆斯林并

不认可这些互动 " 92

一 ! 与巴尔干地区穆斯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分裂主义倾向加剧 , 他们积极向亲缘领

国阿尔巴尼亚示好 , 阿尔巴尼亚国旗一直伴随着各种科索沃分裂运动 , / 恩维

尔 # 霍查万岁 0 的口号也并不鲜见 " 但阿尔巴尼亚当时仍然还是个贫穷的社会主

义国家 , 经济上一定程度仰仗更富有的南斯拉夫 , 并且阿尔巴尼亚自认是个无神

论国家 , 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受土耳其伊斯兰教化而宗教色彩更浓厚 " 93九十

年代之前 , 阿尔巴尼亚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有许多政治认识上的分歧 , 但主张

科索沃独立却是他们的共识 " 9魂1990 年 , 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期间 , 最高领导人

阿利雅重新宣布宗教信仰自由 , 重新开放 1967 年关闭的所有宗教设施 " 9礼恢复伊

斯兰教国家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于 1992 年公开支持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运

动 " 96中国前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回忆道 , 他 1998 年 6 月 8 日向米洛舍维奇递交

国书 , 谈到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活动经费和军火来源时 , 米洛舍维奇宣称塞

尔维亚武装警察从KLA 所缴获的武器大量是中国制造的 , 他说 / 我们知道中国同

科索沃分裂分子没有关系 , 这些武器是中国当年提供给南斯拉夫一个领国的 " 0 97

波黑和马其顿的穆斯林与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是地缘亲近的伊斯兰

社区 , 其宗教高层人士之间交往比较频繁 , 双方之间签有涉及许多领域的合作备

忘录 " 马其顿国内 25 %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 ,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 马其

顿的大多数阿裔穆斯林愿意去清真寺礼拜 , 遵守宗教习俗 , 他们的妇女穿着保守 ,

他们的宗教虔诚度高于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阿裔穆斯林 , 是比较保守的穆



斯林群体 " gH科索沃境内大约有 5 万波斯尼亚穆斯林 , 主要生活在普里兹伦 ! 米

特洛维察 (M itroviCa) 和德拉加什 (Drag as ) " 波黑的塞族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共

和国一样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 , 但是波黑穆斯林社区却站在支持科索沃共和国一

边 " 2009 年 8 月 6 日波黑大穆夫提塞利克 (Mustafa CeriC) 访问了科索沃伊斯

兰社区 , 塞利克穆夫提在科索沃大穆夫提 (Nai m Trna va ) 的陪同下 , 参观了包

括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内的三座古老清真寺 " 因为塞利克大穆夫是以访问 / 科索沃

共和国伊斯兰社区 0 的名义前往以上清真寺的 ,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非常不

满 , " 99

二 ! 与外部穆斯林世界

大约有 10 个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在科索沃工作 , 其中最大的是沙特联合救济

委 员会 (Saudi Joint Relief Comm ittee for the People of Kosovo and

Che chnya /SJRCK) , SJRCK 属于瓦哈比派 " 他们对科索沃的主要帮助形式是赠与

科索沃大量的阿尔巴尼亚文与阿拉伯文对照古兰经 , .0"以及帮助修复了 190 座冲

突中受损的清真寺 , 和建造新的清真寺 , 其中包括一座名为本拉登清真寺 (Bin

Laden Mos q " e) " . -, .西方世界对科索沃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感兴趣 , 他们

认为伊斯兰世界与其对科索沃进行宗教援助 , 远不如把钱用在提高科索沃居民生

活水平上 " 一位退役后的北约 KFOR 德国士兵回忆说: / 科索沃的村民更需要新的

供水设备 , 而不是新的清真寺 " 0 . -邹可拉伯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前提往往是先在

当地建完一所清真寺 , 随后才会给予建设医院 ! 民居和学校的资金 " 希南帕夏清

真寺这样保留奥斯曼风格 , 带有繁复华美装饰和绘画的清真寺古迹 , 在瓦哈比教

派援建者看来是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的 , / 真正的清真寺应该是白色 , 四方形结

构 , 不需要细节装饰的 0 "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国际社会驻科索沃组织 ,

对瓦哈比教派以援建插手科索沃伊斯兰教清真寺建设和宗教教育的各个细节非

常不满 , 博伽穆夫提提醒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科索沃援建力量 , / 我们阿尔巴尼

亚人已经当了超过 500 年的穆斯林 , 我们不需要你们告诉我们怎么做刁 -是伊斯
立丈. , , t毛飞二1

O

科索沃穆斯林对联合国和欧盟的友好态度远甚于他们的塞尔维亚基督徒邻

人 " -()1大卫 .斯迪尔 (Dav id A. Steel) 认为 , 科索沃战争之后大多数科索沃穆

斯林向西方寻求帮助 , 而不是向传统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社会求助 " 但是斯迪尔

也指出有三个特殊领域仍然需要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援手 , 它们是培训伊玛目, 分

发伊斯兰文献和人道主义救援 , 并且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

, "5除了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 有的伊斯兰国家出资帮助科索沃的穆斯林到沙特阿

拉伯朝勤 " 比如 2000 年 3 月 1 日, 一位米特洛维察郊县小清真寺的伊玛目Rexhep



Lushta 感谢摩洛哥允许 20 位科索沃穆斯林 , 在斋月结束后加入摩洛哥朝勤团一

同启程前往麦加 " . -,6

小结

美国伊斯兰学者埃斯波西托 (John L. Espos ito ) 5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

现实? 6 在介绍社会中伊斯兰教的力量时说 , / 在许多穆斯林社会中 , 宗教仍然

是一种普遍性的 ) 尽管有时是扩散性的 ) 社会力量;而民众的政治文化则是

比人们通常推想的要更加较少世俗性 " 宗教思想或信仰的力量 , 当它伴之以确立

的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败绩时 , 那么对于那些更加习惯于世俗的各种主义 ) 民族

主义 !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人们来说 , 它既不是可以预见的 , 也不是可以理解

的 " 0 -f)7有关科索沃宗教暴力冲突的讨论主要有两个争议问题: 科索沃群体间的

对抗是信仰之间的对抗吗? 科索沃伊斯兰信仰群体之间能够团结成一种信仰力

量共同体抵御来自另一群体的敌意吗? 至少对于前一个问题科索沃伊斯兰社区

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 即便在冲突中清真寺成为敌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 主流

伊斯兰群体在对外言论上也不认可冲突具有宗教性 " 另一方面 , 科索沃穆斯林一

直将东正教与塞尔维亚群体紧密联结 , 在现实中也以塞尔维亚宗教神殿为暴力攻

击破坏对象 " 因此 , 从广义上讲科索沃冲突仍然具有宗教性 " 后一个问题则要看

具体其外部情况 " 科索沃的穆斯林与世界其他伊斯兰世界类似 , 分化为不同的教

派 , 其教义 ! 仪礼都有差异 " 科索沃战争之后到科索沃宣布独立之间 , 科索沃主

流伊斯兰 , 传统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们追随科索沃政治力量的立场 , 参与塑造科

索沃政教分离 , 宗教性不强的外在形象 " 其方式主要是提高苏菲主义 ! 托钵僧教

团 ! 比克塔希教团等对正统逊尼穆斯林而言更接近异端的伊斯兰信仰群体 , 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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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科索沃与梅托西亚之争

南斯拉夫解体和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共同发生在 1991 年 , 科索沃

的塞尔维亚领导人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不同意科索沃回归 1974 年宪法规定的

自治地位 , 要解决这种对领土的争端而实现独立 , 独立势力认为只有两条可选道

路: 国际力量的支持或者血腥对抗 (Bloo dbat h ) " 巴尔干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外部

强权挑唆和内部群体间刻意强化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所导致的战役战争 " 语言和

宗教的差异被过分强调 " 阿尔巴尼亚裔历史学者认为 , 巴尔干民族间有着将他们

集合的共同文化层 ) 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 - 然而所有族群遭受的

苦难却正是源于对这两个帝国控制的抗争 , 逐渐演化为对两种文化的抗争和两种

宗教的对抗 "

科索沃林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和穆斯林清真寺讲诉着塞尔维亚人和阿

尔巴尼亚人之间 , 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 , 一场力量消长和战略博弈的斗

争 " 当科索沃的种族宗教对立尚未形成大规模暴力对抗的时候 , 科索沃塞尔维亚

的东正教修道院曾经是由塞尔维亚东正教信徒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共同保卫的

圣殿 " 不同信仰群体保护东正教修道院免于极端势力的暴力攻击 , 在塞尔维亚语

被称为 / m onastirske voj vede 0 , 在阿尔巴尼亚语则为 / voj vodat e kish己s 0 , 意为

/ 修道院护卫 0 " z但罕有的和谐表现却也随着南斯拉夫解体 ! 阿尔巴尼亚政府更

迭走到尽头 " 塞尔维亚学者巴特科维奇 (D u亏an T. Bata kov i的 认为 , 铁托逝世后 ,

攻击塞尔维亚教堂 ! 拆毁东正教古迹就已经成了 / 表露阿尔巴尼亚 (尤其是穆斯

林) 身份的日常形式 0 3 "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 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被同时收录

进塞尔维亚共和国文化部 / 重要文化古迹 0 (MonumentS of Culture of Great

工mport anc e) 名录 , 这意味着它们会受到最高级别的国家保护 " - 1999 年 6 月之

后 , 尽管塞尔维亚军人撤出了科索沃地区 , 但是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

都经受住了1999 年科索沃战争和2004 年科索沃暴乱的两次大规模暴力冲突 , 彼

此的基本功能都得以保存 " 2008 年 4 月德卡尼修道院再次躲过榴弹袭击后 , 萨

瓦神父认为 , 修道院能从多次暴力中幸存只能归为 / 上帝的奇迹 0 5 " 在神的佑

护之外 , 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发挥了很多现实作用 " 从科索沃战争到

2004 年 3 月骚乱再到 200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 科索沃地区政治经历了三

次重大起伏动荡 " 本章以这三大事件为分隔节点 , 分别介绍在冲突格局涨落过程

中 , 塞尔维亚东正教功能单位的代表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温和逊尼派伊斯兰功

能单位的代表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其中的合作 ! 冲突和张力状态 "



第一节 科索沃战争

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们每个星期四都会以打开修道院的保护人 ! 圣斯蒂芬

国王的石棺 , 亲吻国王遗骸的手开始他们的晚祷 " 英国专栏记者蒂姆 #尤达认为 ,

圣斯蒂芬国王和他的儿子杜尚国王的崇高与神圣的地位 , 完全是前南斯拉夫和后

来的塞尔维亚学者们为摆脱 / 南斯拉夫 0 身份 ! 强化塞尔维亚认同而形成的象

牙塔观念 , 思考不周全的编辑们登载这些历史观点的本意是引起理性争鸣 , 却从

侧面推波助澜造成了这一无意义的所谓塞尔维亚曾经在科索沃被奥斯曼侵略者

蹂蹦的 / 历史仇恨 0 , 这些观点的对抗对巴尔干地区并无益处 " 在蒂姆 # 尤达看

来 , 德卡尼修道士们所述说的斯蒂芬国王遗体散发出芬芳其实纯粹是种比喻 , 而

塞尔维亚人是以 / 回归历史 0 来实现自身的 / 回归荣耀 0 " 6

科索沃战争的性质是在冷战后单极世界 , 霸权国利用北约绕过联合国干预前

南联盟地区政治 , 了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结局 , 它体现了世纪之交西方又

一场十字军东征的后果 " 月 / 大塞尔维亚 0 和 / 大阿尔巴尼亚 0 民族主义的对抗

并不是科索沃战争的核心动因 , 真正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的是西方力量和科索沃

独立势力 , 因为正是它们联合将地区政治问题的国际化趋向 " 9科索沃危机并没

有随着北约轰炸结束而终结 " .0危机仍然存在 , 就冲突的类型而言 , 依照约翰 # 穆

勒 (John Mul ler ) 的分析 , 暴力冲突的双方参与者如果主要是平民而不是有组

织的军队 , 那么族群间的行为关系更符合 / 文明的冲突 0 概念 , 而传统的 / 民族

主义 0 和 / 种族仇恨 0 则不如 / 文明冲突 0 更有解释力 " 0 科索沃战争后到科索

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前后 , 科索沃境内暴力事件不断 , 但没有任何一次是由政府官

方军队主导实施的 , 因此 , 这十年间科索沃地区冲突的性质 , 用文明 , 其中重要

一部分是宗教 , 做衡量工具也许更接近事实 "

1999 年 6 月北约结束对南联盟的轰炸 , 在塞尔维亚军队撤离和北约军队进

驻的军事真空时间 , 出现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针对非阿裔 , 包括塞尔维亚人 !

吉普赛人和阿希卡利人的驱逐事件 " .2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也在这一时

间段内被大量损毁 " 塞尔维亚人的受难意识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的大使 , 潘占林大

使描述说 , 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大使馆同事们都 / 仿佛背着十字架

前行 0 .:, "

一 ! 互动 ) 对抗

德卡尼修道院的 / 战后苦难 0 专题网页收集了从 1999 到 2002 年大量教会对

科索沃塞尔维亚人 / 真实的战后生活 0 专题报道 , 首页以 1999 年阿米费罗耶大

主教为三位被阿尔巴尼亚人残忍杀害的塞尔维亚人举行葬礼的图片为题图 , 这是



一张极具震撼力的照片: 在三位悲伤的东正教神父面前长眠的遇难者浑身是血 ,

题记上写着 / 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各各他 (Gol g " tha ) 0 " l,受难意识渗透到东正

教群体深处 , 也是科索沃战争后德卡尼修道院对外的主论调 "

1999 年 12 月 , 萨瓦神父与德卡尼群组转载一篇科索沃战争后普里兹伦旅行

记录 , 作者说 / 希南帕夏是塞尔维亚人的敌人 , 它烧毁了塞尔维亚最伟大的圣徒

遗骨 , 它拆了杜尚国王的修道院建造希南帕夏清真寺 0 .5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建

造者对塞尔维亚人的伤害 , 是科索沃战争前后德卡尼修道院对阿尔巴尼亚人伊斯

兰文化表征的批判 " 德卡尼修道院认为 , / 希南帕夏相信如果在他的时代就烧毁

圣萨瓦的遗骨那么就能摧毁塞尔维亚东正教传统 , 但是它却在无意中让圣萨瓦大

主教在整个东正教界地位更加崇高 0 .6 "

无论是对于塞尔维亚正教会 ! 拉什卡一普里兹伦教区还是德卡尼修道院 , 与

希南帕夏清真寺持续不断直接互动的首要议题是圣天使长修道院 " 完成父亲遗愿

建造完成德卡尼修道院的杜尚国王 1355 年死后的埋葬地即在此处 " 159 4 年希南

帕夏拆毁圣天使长修道院 , 并用修道院料石修建希南帕夏清真寺 " 圣天使长修道

院的位置就在今天的普里兹伦市 2.5 公里外 , 自从希南帕夏运走石料后几百年来

一直是废墟 " 1998 年之后塞尔维亚正教界各方努力在遗址上修建了比较简易的

木结构修道士生活房舍 , 现有 8位修道士艰苦地生活在这里 " 科索沃的东正教教

徒们认为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壮丽外观和雕刻都是直接移置修道院的石刻 , 清真

寺外墙廊檐许多精美的花卉雕刻装饰与德卡尼修道院教堂的柱头装饰如出一辙 "

, 7东正教信徒相信希南帕夏清真寺正是取自杜尚国王的陵墓 , 因而其辉煌是对东

正教珍贵遗产的掠夺和占用 " 而一座典型伊斯兰宗教建筑背后的东正教影子 , 使

其社会政治地位更加复杂 "

因为建造地相隔不远 ! 建造年代相近 , 圣天使长修道院的建筑修复规划都比

对现存的德卡尼修道院来制定 " 德卡尼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常常为重修的圣天使长

修道院主持各类重大庆典弥撒 , 利用机会 , 反复强调同处梅托西亚的阿裔穆斯林

对东正教教徒的迫害 " 比如为庆祝圣天使长修道院奠基 650 周年 , 2002 年 7 月

26 日拉什卡一普里兹伦教区在原址的废墟上举行纪念活动活动 , 位置距离普里兹

伦市 5 公里 " 大约有超过 1000 名塞尔维亚人在德国 KFOR 武装保护下参加此次纪

念仪式 , 包括阿尔特米耶主教 ! 德卡尼修道院特德斯耶主教和萨瓦神父在内 , 几

乎所有的科索沃与梅托西亚重要的东正教神父和修道士都在其中参与祈祷 " 阿尔

特米耶主教在纪念活动的布道中讲到: / 我们要告诉国际社会 , 你们答应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自由地生活 ! 平静地当基督徒 , 我们期望你们的承诺能够兑现 " 0 -8当

这场 KF OR 和 UN MIK 武装保卫下的集会进行到中午时分 , 一枚攻击榴弹在离现场

100 米左右的地方爆炸 " 亲眼目睹这场迫击炮袭击的德卡尼修道院萨瓦神父认



为 , / 牙仔恶的希南帕夏精神复活了 0 , / 特别是在普里兹伦 , 阿尔巴尼亚极端主义

者既不尊重我们的圣殿 , 也不尊重我们这些正在祈祷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基督徒 0 ,

/ 科索沃解放军威胁始终存在 , 但普里兹伦的塞尔维亚人除了他们的上帝 , 没有

任何真正的保护 0 , / 阿尔巴尼亚人就是想在我们教堂废墟和基督徒墓地之上建立

他们的未来 , 这些人的后代会看到震怒的上帝施予的正义 , 也将被整个文明社会

所不齿 0 .9 "

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曾对采访记者说 , / 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创造了

真正的经济繁荣 , 我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灾祸 " 但是我不得不说 , 阿尔巴尼亚穆

斯林没有一处自己建造的珍贵宗教历史古迹 , 科索沃所有古老的清真寺都是土耳

其人修建的 " 0 20尽管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无法否认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奥斯曼土耳

其背景 , 但是他们转而把自己清真寺的历史推到了 9 世纪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伊

玛目向在清真寺参观的美国游客介绍说 , 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历史可以追述到 9

世纪 , 它最初是一座天主教教堂 , 而后被塞尔维亚入侵者改为东正教教堂 , 其后

才 -进入塞尔维亚东正教信徒反复提及的 16巧 年希南帕夏建造历史 " 而移走圣大

天使长石料建造教堂 , 则被伊玛 目认为是塞尔维亚人编造的传说无需提起 " 2,

科索沃的穆斯林群体对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宣传的东正教受难形象大不以

为然 , 科索沃大穆夫提的助手 (Xhab ir Hami ti) 认为 , 比起科索沃大量真正被

完全摧毁的清真寺 , 虽然的确有些修道院战后被科索沃解放军所控制 , 但是塞尔

维亚古老的修道院所受到的损失不过是些 / 象征意义上的 0 " 普里兹伦天主教索

皮主教的助手也表达类似观点: / 不只是东正教修道院 , 古老的清真寺也遭到了

攻击和破坏 " 数量上还是清真寺被毁的多 " 0 22普里兹伦绝对少数民族非东正教基

督徒站在伊斯兰社区的立场上发言 , 很难不被外界理解为城下之盟 " 至少从本文

作者对以英文为主的网络资源的检索来看 , 科索沃穆斯林群体对清真寺受损情况

的统计工作和宣传工作远远没有科索沃东正教群体积极 , 科索沃穆斯林用塞尔维

亚语专业地介绍伊斯兰信仰群体遇到的威胁的情形就更为罕见 , 当然东正教群体

也并不热衷使用阿尔巴尼亚语或者土耳其语表达观点 "

德卡尼修道院科索沃战争之前非常同情科索沃境 内阿尔巴尼亚人的遭遇 "

1998 年 , 当米洛舍维奇严厉镇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分裂分子的时候 , 德卡尼

为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庇护所 , 使之免遭塞尔维亚武装警察的袭击 " 但战争之后

的现实暴力让神父开始动摇 " / 三年来我们和罗马天主教 ! 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

一直在谈 , 希望找到不同宗教和谐共存的解决方案 , 但是事情并没有决定性的改

观 , 天主教和穆斯林都没有站出来反对种族暴力和偏隘的政策 " 0 23萨瓦神父批判

索皮主教太过亲阿尔巴尼亚人 , 而忽略了非阿尔巴尼亚裔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

徒的利益 "



根据拉什卡与普里兹伦教区的统计 , 科索沃战争前后总计有 100 余所塞尔维

亚东正教教堂遭到破坏 , 其中 20 所就坐落于普里兹伦附近 " 教会反复要求国际

社会追查 ! 严惩肇事者 , 认为科索沃政府的偏袒行为 / 伤了数千人的心 0 2, " 而

希南帕夏清真寺以及科索沃伊斯兰社区 , 却都谴责德卡尼修道院和塞尔维亚正教

会当塞尔维亚警察破坏清真寺时并没有站出来为穆斯林声张正义 "

二 ! 张力

普里兹伦市内居住的基本上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 , 只有人数极少的年

迈塞尔维亚人还居住在普里兹伦塞尔维亚裔聚居区里 " 1998 年和 1999 年战争之

前在普里兹伦尽管尚未形成共存意义上的多民族社会 , 各族群之间还是可以共处

的 , 然而战后留下的却是充满敌意地排斥少数族群的社会环境 " 251999 年北约轰

炸南联盟期间 70 万阿尔巴尼亚裔难民涌入科索沃 , 同时大量塞尔维亚人不断从

科索沃逃离 "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 1999 年 6 月北约结束空袭 , 北约军队进驻

科索沃 , 超过 85 万居住在科索沃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短时间内迁回科

索沃 " 塞尔维亚人口外迁 , 阿尔巴尼亚人涌入 , 科索沃境内原有的许多教堂 ! 神

学院被迫关闭 " 德卡尼修道院的官网登载了一张新闻图片 , 普里兹伦一所塞尔维

亚东正教神学院门前堆满了北约部队放置的防卫沙袋 , 这所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统

治时期仍维持运转的神学院 , 却在二十一世纪依照联合国的保护措施而被迫关

闭 " /6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2003 年 5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6 承认 , 从 1999 年塞

尔维亚军队撤退 ! UN MI K 接管以来 , 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状况大为

改善 , 不再出现针对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建筑的攻击 " 国际社会现在应该注重保

护塞尔维亚人的教堂和宗教圣殿不受阿尔巴尼亚人攻击 , 科索沃警察也应该加入

保护队伍 " 0

特德斯耶主教在回答 5 东正教 6 2002 年德卡尼修道院复兴十周年采访 , 关

于阿尔巴尼亚地方当局与德卡尼修道院关系的提问时说道: / 许多塞尔维亚人被

驱逐 , 那些坚持留下来的却遭到绑架 ! 折磨和谋杀 , 结果梅特西亚地区几乎没有

塞尔维亚人可以定居下来 " 从梅托西亚被消除的还不止塞尔维亚人 , 还包括所有

有关塞尔维亚的一切 " 所有的标志 ! 遗址的称谓都不再使用塞尔维亚文字 , 他们

想擦去我们所有的生活印记 , 连我们的墓地都不放过 , , 阿尔巴尼亚人杜撰说 ,

德卡尼修道院是 -塞尔维亚的征服者 . 来到这里摧毁了原来阿尔巴尼亚人祖先的

宗教圣殿而建造的 " / 征服者 0 驱逐了原有的居民 , 强迫阿尔巴尼亚人转宗信仰

东正教 , 给他们起塞尔维亚名字 , 然后建了塞尔维亚圣殿 , 用艺术装饰教堂等等 "

他们将这些所谓历史散布到全世界 , 很不幸有不少人愿意相信这些 , 特别是那些



不熟悉我们科索沃和梅托西亚真正历史的人 " 阿尔巴尼亚人杜撰的历史不可能存

活长久 , 但是他们的虚构的确对我们造成消极影响 " 修道士们必须用我们的生活

和开放好客展示给来这里的每一个人 , 如果我们的修道院只是个历史遗迹 , 那就

没有今天这样的重要和灵性的作用了 " 我们致力于保持原初的修道院生态 , 这会

强有力地证明阿尔巴尼亚人告诉世界的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 0 ZR

2002 年特德斯耶院长在给 UNMIK 联合国特别代表 H. E. Miehael Steiner

的信中写道: / 1946 年德卡尼修道院的不动产还保持有将近 808 公顷 , 包括 208

公顷的可耕种土地 , 600 公顷森林 , 但目前真正能使用到的不到 3 英亩 " 1946

年之后大部分土地都被非法征用 , 修道院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 留给修道院不多的

土地也大部早已住满了二战期间迁入的阿尔巴尼亚裔移民 " 德卡尼修道院面对不

动产已经被占的事实 , 只好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金额 , 象征性地把这些土地卖给

已经住在里面的那些阿尔巴尼亚裔 , 最后德卡尼所有的地产只剩下总共 巧 公

顷 " 0 科索沃战争后 , 完全由阿尔巴尼亚裔主导的政府继续侵蚀 ! 分化 ! 征用德

卡尼修道院的地产 " 德卡尼修道院认为 , / 阿尔巴尼亚人政府正在压迫本地区最

后的塞尔维亚宗教社群 , 这是对国际机构的挑衅 " 科索沃地区法院作出土地所有

权不属于宗教社区的裁决必将引发法律无序 , 也是对塞尔维亚人所有土地的篡

夺 " 不公的判决定会直接扰乱地区安全局势 , 也将严重破坏科索沃不同宗教社区

之间正在建立的信赖 " 0 29

2002 年 10 月 , 萨瓦神父逐条批驳 UNMI K 公共信息负责人西蒙 # 海瑟洛克

(Sim on H aseloek ) 为伦敦 / 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 0 (Institu e fo rM/a ran d Peaee

Re po rti ng 八w R p ) 所写的评论 5 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科索沃塞尔维亚裔的生

活状况正在改善 6 3/ " 神父认为 , 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生活状况只能说没有更糟 ,

但离 / 大有好转 0 相聚甚远 , 仅 2002 年 8 月间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塞尔维亚人甚

至维和人员的枪击事件就是不安全的象征 , 不论是对科索沃塞裔还是国际社会都

是如此 , 而绝对不是海瑟洛克所谓的临时 / 脱轨 0 (ab er ra tion ) " 科索沃的阿裔

仍然对塞裔采取歧视和敌意的立场 " 海瑟洛克说科索沃塞裔存在的问题只是需要

的时间疗伤 , 而不是需要 UNM IK 加强关注和行动 " 而萨瓦神父完全不同意这种说

法 , 他指出如果现有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善 , 时间越长只会让科索沃塞裔更失望 ,

塞裔回迁就无从谈起 " 萨瓦神父强调国际组织用以证明安全局势改善的统计数据

并不足信 , 神父打了个比方 , / 科索沃每月被杀塞尔维亚裔的人数比伦敦市内被

杀英国人的人数少得多 , 但绝对不代表生活在科索沃的塞裔比生活在伦敦的英国

人更安全 0 " 3, 2002 年下半年萨瓦神父所代表的德卡尼修道院事实上不认可 UN MIK

对阿尔巴尼亚裔极端主义者甚至阿裔当局的控制 , 那些国际组织专员对外宣传科

索沃局势好转的言论 , 至少在科索沃西部 (梅托西亚地区) 偏离事实真相 "



2002 年 n 月 24 日, 在德卡尼修道院保护人德卡尼的圣斯蒂芬国王纪念庆

典上 , 因为出席者中有从阿尔巴尼亚赶来朝圣的东正教信徒 , 礼拜过程中使用的

语言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和阿尔巴尼亚语 " 除了塞尔维亚方面建立的传播媒介 , 德

卡尼还希望在阿尔巴尼亚裔主导的广播 ! 电视媒体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 :犯

三 ! 转向 ) 升级

自2003 年夏天开始 , 科索沃主体阿尔巴尼亚居民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持续

紧张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注意到科索沃经济有崩溃迹象 , 科索沃阿裔因经济形势

萧条和科索沃地位问题没有进展而产生的怨恨情绪逐渐积聚 " 2003 年 7 月 8 月

科索沃境内有五名塞尔维亚人被谋杀 , n 月 12 月和 200 4 年 2 月都出现针对塞

尔维亚回返者的暴力攻击 , 作案者不明 " :0 蒂姆 # 尤达比对相关统计数据和实地

观察后认为 , 1999 年战后科索沃经济状况其实比战前要好 , 科索沃很多阿尔巴

尼亚人的收入来源于海外家族成员 , 因而数字不能完全表现科索沃的经济现实 "

3礴可见将冲突升级归结为经济原因不见得完全符合事实 " 但这一论调却一直保留

下来 , 科索沃阿裔不愿意承认对抗是族群间仇视和敌意造成的 , 至少阿尔巴尼亚

人这方面不是 "

德卡尼修道院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保护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的举动很得赞许 ,

但是包括德卡尼修道院内部和外界客观的观察家都不得不承认 , 德卡尼修道院的

努力并没有解除他们的安全忧虑 " 他们的人身安全只有在被保护的教堂建筑内刁.

有有限的保证 " 萨瓦神父以普里兹伦宗教同僚的境遇证明科索沃东正教信仰的举

步维艰 , 他说 , / 除非 KFOR 和 UNMIK 给予武装协助 , 否则我们的信徒根本无法单

独到教堂墓地悼念逝者 " 我们在普里兹伦的神父想要家访牧养的 68 名教区居民

的要求也不被允许 , 宗教活动被框限在被保护的教堂内部 " 0 萨瓦神父认为 , 科

索沃的相关宗教法律政策虽然说明不特别偏重科索沃任何一种宗教 , 但是 / 塞尔

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都是社会的边缘群体 , 科索沃机构不关心我们 0 " :35

第二节 科索沃水晶之夜

2004 年 3 月 17 日到 19 日, 北约军事干预米洛舍维奇南联盟五周年纪念前

一周 , 科索沃境内发生严重族群暴力冲突 " 冲突的起因是有流言说三名阿尔巴尼

亚十几岁的小孩被塞尔维亚人追到河里淹死了 " 而后爆发数千阿尔巴尼亚人上街

暴乱 , 800 多座塞尔维亚房屋和 30 多所东正教教堂被烧 " 36塞尔维亚正教会认为 ,

这是有组织有计划 / 集体迫害 0 (Pog ro m) 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宗教圣殿

的行为, 37 在数以千计的国际军人和联合国任务官员在场的情况下 , 科索沃塞尔



维亚人经历了 自己的 / 水晶之夜 0 (Kri Sral l " aCht) , 一夜之间数百民居 ! 教堂

和宗教绘画尽毁 " 招到 2009 年 5 月 , 教会谴责没有任何人因为五年前的这场严重

冲突和公开罪行而遭到指控 , 而这些让人沮丧的现象完全是 10 年前北约轰炸和

科索沃严重屠杀的继续 " 泪从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到 2004 年初 , 依照联合国

难民事物高级专员公署的估计 , 共有约 5 , 000 塞尔维亚人回迁到科索沃原住地 ,

但 3 月暴力冲突使得约 3 , 200 名塞裔人被迫逃离科索沃 " 川

美国 2004 年 5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6 除了介绍阿尔巴尼亚裔针对科索沃东正

教教堂和修道院的暴力事件之外 , 着重介绍了发生在塞尔维亚境内贝尔格莱德和

尼斯 (NIS) 两所清真寺被塞尔维亚人纵火的暴力事件 , 并称之为 / 三月暴力冲

突中更恶意的破坏行为 0 , L" 希南帕夏清真寺并没有在暴力冲突中受损 " 德卡尼

修道院在三月骚乱中幸免 , 但却成了科索沃伊斯兰社区证明他们宗教宽容的证

据 " .2

一 ! 互动 ) 对峙

2004 年 3 月 17 日晚上 10 点左右 , 共有 6 枚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在德卡尼修

道院周围爆炸 , 所幸没有直接损毁教堂也没有伤及修道士 " 但是就在希南帕夏清

真寺近旁不远 , 是始建于 1300 年的圣救主教堂 (st . Spas Chorch一st . Sav iou r),

(见图 5一l) 1:, , 圣母教堂和圣乔治教堂 , 这三所普里兹伦最重要的东正教教堂

都于 2004 年暴动中被毁 " 普里兹伦近郊重建不就的圣天使长修道院也被暴徒纵

火彻底烧毁 , 留下满 目疮咦 " 东正教宗教圣地在普里兹伦损失最大 , 有些牧师和

修道士受伤但没有神职人员死亡 " 萨瓦神父告诉 Forum 18 , 这就是科索沃的水

晶之夜 (Kri Sta llnac ht ) , 与 1938 年德国纳粹攻击犹太会堂和商店一样恶劣 " . /

德卡尼修道院非常不忿希南帕夏清真寺对近在咫尺的暴力仍然保持沉默 , 而没有

站出来阻止穆斯林极端主义暴行这样的态度 , 也很不满 KFOR 德国军人面对暴力

的 / 无能表现 0 " 行

科索沃 / 水晶之夜 0 发生后 , 德卡尼

修道院的主页首页设置了 / 三月屠杀 0

主题链接 , 所用的图片就是一位阿尔巴

尼亚裔小女孩从希南帕夏清真寺附近的

圣乔治大教堂废墟中拿出物什的照片 "

2004 年 6 月 24 日 , 德卡尼修道院院

长特德斯耶主教主持圣天使长修道院的 图 5一l希南帕夏清真寺 (前) 和圣救主教堂 (后)

圣体血圣餐礼拜仪式 (Hol y Hi erar chal Liturgy ), 他在布道中提醒信徒 , 尽管

希南帕夏清真寺夺去了我们的料石 , 但是圣天使长仍然在虔诚的普里兹伦信徒周



围 , 并为这块神圣的土地而祈祷 " 他说: / 我们的上帝佑护我们 , 他与我们建立

建造或者重建的盟约 , 也要求我们不要毁坏他人的建造 " 即便他们妄想纵火彻底

毁灭我们的圣殿 ! 驱逐我们的僧侣 , 但是我们仍然会如同凤凰涅桑一般从灰烬中

重生 " 就犹如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复活 , 因此我们今天照亮圣殿 ! 重建虔诚 , 是鼓

舞和安慰我们所有人的象征 " 0 j6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群体对冲突的主论调是: / 骚乱应首先被视为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人对恶劣的经济形势 ! 国际社会在地位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不受欢迎

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一次抗议 " 0 -7科索沃大穆夫提就说过三月

暴乱不是信仰间的冲突 " 当被问到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感到不安全 , 普里

兹伦的一名伊玛目说: / 因为他们的手不干净 " . ,1 8

德卡尼修道院对希南帕夏清真寺建造历史持之以恒的责难 , 在 2005 年换来

阿尔巴尼亚文报纸 5 新纪元 6 / Epoka e Re 0 (创办者有前 KLA 背景)一篇系统的

回应 , 文章直接反驳说 , 德卡尼修道院刁-是外族侵略的象征 " 文章认为 , 德卡尼

修道院属于阿尔巴尼亚族的 Gashi 氏族 , 是塞尔维亚人从阿尔巴尼亚人手中夺走

的财产 , 塞尔维亚人在原有阿尔巴尼亚人教堂之基础上建造了现在的德卡尼修道

院 , 塞尔维亚人杜撰了德卡尼精神 , 德卡尼修道院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幸存这

表明了塞尔维亚教会才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帮凶 , 德卡尼修道院是反阿裔政策

的摇篮 , 而不是所谓塞尔维亚文化摇篮和精神家园 " 89特德斯耶主教对阿尔巴尼

亚报纸攻击德卡尼修道院崇高文化根基地位的言论予以驳斥 , 强调 5 新纪元 6 的

KLA 背景 , 借此呼吁 KFOR 和 UNM IK 继续对德卡尼提供保护 " 乐"萨瓦神父则找出了

阿尔巴尼亚人将阿里士多德 / 认祖归宗 0 为阿尔巴尼亚人的网页贴在德卡尼网页

上 , 用以证明在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情绪膨胀下夸大其辞美化种族的言论根本是

荒谬的 , 是 / 没文化 0 的表现 " / 如果所有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古迹都是阿尔巴尼

亚人的 , 那么你们战后为什么还要按部就班地摧毁和裹读它们 , 0 萨瓦神父质疑

所有外界对和平的努力 , 指责 / 没有一个杰出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站出来反对

暴徒对科索沃宗教圣地的破坏 " 0 5.尽管在指责对方企图消除塞尔维亚文化的科索

沃影响力上不遗余力 , 但德卡尼修道院的网页也没有公允地公布阿尔巴尼亚方面

对希南帕夏清真寺建造历史的另一番解读 "

二 ! 张力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回迁者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 他们更愿意在家里而不是在难

民营度过自己的余生 " 52但阿尔巴尼亚裔则正好相反 , Kos ov a7 0% 以上的人口在三

十岁以下 , 除了独立 , 他们关心的最大问题就是科索沃失业率居高不下 " 53不能

说闲散的社会青年就一定是不安定因素 , 但科索沃很多暴力行为 , 包括焚烧教堂



和宗教圣物 , 其罪犯都是阿裔科索沃青少年 " 5, 2004 年暴力事件后 , 塞裔明显有

严重不安全感 , 并且对未来局势也不抱信心 " 反观阿裔 , 认为族群关系有相当大

改善的比例反而有了明显提高 " 弓弓

表 5一l: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和塞尔维亚裔人对族群关系的评价 (单位: 百分比)

22222002 年 11月月 2003 年 11 月月 2004 年 3 月月 2004 年 11月月

阿阿阿裔裔 塞裔裔 阿裔裔 塞裔裔 阿裔裔 塞裔裔 阿裔裔 塞裔裔

关关系紧张 , 而且将持续如此此 34.111 68.888 35.222 75.555 36.000 83.777 28.888 98.000

关关系紧张 , 但最近有所改善善 36.333 17.777 36.888 16.777 36.666 8.222 28.333 1.555

关关系紧张 , 但有相当人的改善善 16.777 10.222 15.444 7.333 9.666 7.555 18.111 0.000

关关系并非都是那么紧张张 10.000 2.222 8.222 0.555 10.777 0.777 14.888 O , OOO

关关系不紧张张 2.999 1.111 4.333 0.000 了.333 0.000 10.000 0.555

总总计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5 科索沃顶警报告 5 6 , 2003 年 9 月.12 月, 第3 1页; 5 科索沃顶警报

告 7 6 , 2004 年 5 月一8 月 , 第 29 页 , 和 5 科索沃预警报告 8 6 , 2004 年 9一12 月 , 第35 页 "

三月暴力事件两个月后 , 德卡尼修道院院长特德斯耶升任主教 (BIShoP 叮

Lipljan) " 特德斯耶院长在就任主教的任职典礼致谢中甚至感谢了 / 天堂下与我

们共享这片圣地的邻居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0 , 然而他还是隐喻地说道 , / 祈

求上帝对所有人都仁慈 , 同时 , 也祈求上帝会公正 0 石- " 德卡尼修道院和塞裔群

体保持警惕是有必要的 , 驻科索沃的国际势力倾向于用调和 ! 掩盖问题的方式避

谈甚至美化科索沃局势 , 比如 2004 年 3 月 15 日, 就在暴力冲突事件发生两天前 ,

联合国副秘书长马瑞 # 古恩诺 (Jea n一Mar ie Guehenno) 对科索沃安全状况的评

价是: / 同四年前相比 , 安全方面的进步是显著的 " 四年前 , 如果没有随处可见

的强大的科索沃维和部队 , 这里根本就没有安全可言 , 现在则完全不同 " 从犯罪

统计数据来看 , 进步非常可喜 " 重建的房屋也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 0 5丁

三 ! 转向 ) 弱化

普里兹伦附近的圣天使长修道院曾经在三月暴动中被焚烧 , 2004 年 4 月 16

日, 原来的修道士们在德国 KFOR 部队的护卫下回到了修道院 " 他们暂时被安置

在两辆装载着食物 ! 生活必需品和发电机的拖车里 " COO rdina ting Center for

Kos ov o一Metohija 和北约部队组织了这次回迁 " 582004 年圣天使长修道院的圣体

礼仪后 , 特德斯耶主教对这次宗教活动期间提供安全保卫的 KFOR 意大利及德国

部队表示感谢 , 他赞许道 , / 你们 (KFOR 指挥官) 的出席 , 和以往你们对我们教



会的帮助 , 是激励我们所有人的源泉 , 也是三月悲剧事件永远不要重演的希望 0

2005 年 12 月 16 日, 德卡尼群组转载了一篇介绍土耳其裔科索沃人生活状

况调查的文章 " 作者认为 , / 大多数巴尔干穆斯林对宗教身份的认同超过其民族

身份的认同 , 这就是直到今天他们还和苏菲派信仰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 特别

是在科索沃 " 0 6"

2006 年 3 月 28 日, 访美归来的特德斯耶主教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 科索

沃与梅托西亚地区所有宗教代表的信仰间对话只可能在中立地带举行 " 塞尔维亚

东正教教会以前试图举办的这类宗教间对话会议虽然得到了美国的热情支持 , 但

是并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方面的任何回应 "

20 06 年 5 月 3 日, 在 U N M IK 的支持和北约军人的护送下 , 科索沃各个宗

教的代表在佩克地区组织了宗教间会谈 , 其中包括特德斯特主教与科索沃

(K os m et ) 穆夫提 (N ai m Trllava) ! 新教福音教会和犹太社区都共同参与其中 "

特德斯耶主教和其他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参与者一致提议拜访德卡尼清真寺 , 这座

清真寺 1999 年毁于战火 , 其时正在重建 " 主教们希望这样的示好行为能向伊斯

兰社区告知团结的诚意 " 在塞尔维亚媒体的报道中 , 穆夫提和伊玛目们感谢了佩

克市政府 , 也专门感谢了提供清真寺重建资金的意大利国际组织 , 却并没有积极

回应主教们的友好 " 当轮到伊斯兰社区主持会议部分时 , 会场门口写满了 / 不要

和谈 , 要自决 0 的政治标语 " / .特德斯耶主教的评论是 / 我们己经做了我们该做

的 , , " 62

德卡尼的萨瓦神父2006 年 8 月 13 日于德卡尼群组转载圣天使长修道院本尼

迪克特神父 / 重振美国 0 (Re ne w A m erica ) 的采访谈话 , 其中谈到希南帕夏清真

寺 , / 它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 50 0 年历史 , 虽然穆斯林们做礼拜的时候并不使用

香料 , 但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闻到香气 " 这个香气从石头中散发出来 , 是上帝在

证明这些石头属于东正教教堂 " 0 63

2006 年 6 月 13 日, U N E SC O 在原来德卡尼修道院的基础上增加圣母教堂

(O ur L ad y of Lj ev i幼 , 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和佩奇救世主修道院 (Patri arc ha te of

Pe 亡M on as te ry )三处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古迹 , 共同作为融合拜占庭和西罗马

基督教风格建筑的代表 , 它们在世界遗产 目录上的名称为 / 科索沃中世纪古迹 0

(M edievalM onum ents in K osovo ) " 这增进了德卡尼修道院与另外三处古迹之IbJ

的联系 " 64特德斯耶主教前后数次与德卡尼的修道士们前往普里兹伦 , 观察在 / 科

索沃水晶之夜 0 被烧毁裹读的圣母教堂和圣乔治教堂的复原工作 " 2006 年在欧

洲委员会 ! 欧盟委员会 ! U N M IK ! 科索沃临时自治政府 (PI SG ) ! 塞尔维亚正教

会支持下组建的 / 塞尔维亚科索沃东正教宗教圣地重建委员会 0 (Re co ns tru cti on



Im P le m en tation

C o m m issio n fo r S erb ian

O rt h o do x R e lig io u s S ites in

K osovo/R IC ), 展开对毁于

暴力冲突的宗教圣地的积

极修复重建工作 , 其工程施

工单位是一 间阿尔 巴尼亚

人开的 / 美国投资公司 0 " 65

尽管德卡尼修道院的网页

并没有提及科索沃穆斯林

们对普里兹伦东正教教堂

复原工作的态度 , 但网页展

示 的工地现场 说明展板新

闻图片却 出现科索沃伊斯

兰社区 (BI K ) 的徽章 (见

图 5一2 ) " 2007 年 3 月 , 德

卡 尼 修 道 院 救 济 基 金

(DMRF)参与投入资金帮助

重建 2004 年 3 月被普里兹

图片 5一2 说明:大图为2006 年 10 月普毕兹伦圣乔治人教堂复原工地现

场 , 前方的说明牌 }几用英文 ! 阿尔巴尼亚文和塞尔维亚文写着 / 复原

我们共同的欧洲遗产 0 , 牌 !几右下角 !090 标示为此次一7 程负责的组织机

构: 依次包括欧洲委员会 ! 欧盟 ! 联合国 ! 科索沃临时政府 ! 寨尔维

亚正教会 ! 科索沃伊斯兰社区 " 左下小图为德卡尼院长特德斯耶主教

, J建筑师在圣乔治大教堂工地 "

资料来源: K IM Info N ew sletter, R esrotation of Serbian O rt hodox H o一y

S hrines in K o so vo S uceessfu lly C on tinu in g - . K o so vo .net. O eto ber 16

20 06 .httP :// w w w .k osov o .net/ne w s/areh ive/20 06/O eto ber-- 16/2 .htm l.

伦当地阿裔摧毁的圣乔治大教堂 " 德卡尼修道院特德斯耶主教 ! Jez ekilj 修道

士和 Atanasije 修道士一起探访普里兹伦的塞裔居民时 , 特德斯耶主教引用路加

福音中的句子 , / 你们这小群 , 不要惧怕 ,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0 66,

并鼓励城中的塞尔维亚人 , / 虽然我们群体不强大 , 但是永远不要忘 记 , 我们并

不孤单 , 即便但我们被周围人歧视和抛弃 , 我们的主与我们和许许多多在这里侍

奉上帝的荣耀的基督徒同在 " 0

200 7 年 3 月 30 日 , 德卡尼修道院遭到火箭炮的袭击 , 施暴者一年后被判三

年半牢狱 " 塞尔维亚方面认为这场袭击是 / 明显的恐怖袭击 , 其 目的在于造成物

质财产损害甚至危及修道士的人生安全 , 最终在科索沃制造对抗和恐慌的气氛 0

2007 年 12 月 , 一位普里兹伦的伊玛目接受意大利女记者采访时 , 透露了科

索沃伊斯兰宗教人士对塞尔维亚东正教人士的立场 , 他 说: / 普里兹伦的塞尔维

亚人和我们之间嫌隙并不多 ,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 , 但我也很确信 , 等

科索沃独立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共事 " 0 6,

德卡尼修道院院长特德斯耶主教和科索沃伊斯兰社区大穆夫提仅有的两次



会面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 第一次是 2005年 8 月 19 日COMKFOR 组织的索皮主教 !

特纳瓦穆夫提和特德斯耶主教三位不同宗教人士共同参加的宗教间对话午膳 , 第

二次是更大规模的 2006 年 5 月 3 日佩奇举办的宗教间对话会议 " 两次会面的共

同声明都包括 / 暴力不是交流方式 0 , / 应创造更多的科索沃宗教间对话机会 0 " 丁0

第三节 欧洲的新伊斯兰国家?

波黑战争之后 , 中国国内学者归纳科索沃分离主义重新泛起的原因是 , 科索

沃阿尔巴尼亚裔认为 / 也可像波黑穆斯林那样得到美欧大国的扶助 , 建立自己的

国家 0 7- " 2008 年 , 阿裔的理想法在理上也成了现实 , 2 月 17 日科索沃总理塔奇

宣布独立之后 , 美国 ! 法国 ! 英国在二十四小时内承认科索沃独立 " 截止至 2009

年 9 月 , 欧盟 27个成员国中有 22 个 , 北约 28 个成员国中有 24 个承认科索沃为

独立国家 " 西方国家对科索沃独立的支持态度远超过伊斯兰世界 , 因为作为伊斯

兰会议组织 (Organisation of The Islamie Conferenee) 的成员 , OIC57 个成

员国中只有 14 个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主权国家身份 "

2007 年初 , 盖勒普公布的对科索沃独立是否会造成地区动荡的社会调查显

示 , 塞尔维亚境内 59%的塞尔维亚人认定独立的科索沃会造成地区动荡 , 这个数

字到了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便攀升到 75% , 而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裔仅

有 8%认为独立有碍地区和平 " 72

正如新兴独立的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努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宗教

色彩以期获得欧盟认可一样 , 他们也逐渐希望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割离与

塞尔维亚政治家之间的联系纽带 , / 如果科索沃东正教界坚持与肮脏的政客勾结 ,

那么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将仍然把你们当成非和平组织而不是宗教机构 0 了:- "

仍然持有敌对情绪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评论家 , 将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比

作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喉舌 , 更将留在科索沃的这些仍然运转不断试图对科索沃

政治施加影响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 ! 修道院比作塞尔维亚留在科索沃的 / 塞尔

维亚特洛伊木马 0 了刁"

一 ! 互动 ) 停滞

塞尔维亚东正教领袖强调 , 12 万科索沃塞尔维亚裔居民拒绝接受阿尔巴尼

亚裔主导的政府领导; 另一方面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领袖反称 , 地区局势不稳

完全是因为塞尔维亚领导人挑起事端 " .5科索沃山区里的德卡尼修道院则不同 ,

为接待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行为辩解时 , 萨瓦神父重提德卡尼修道院过去为地区冲

突缓解做出了可喜的努力 , 其中就包括与基本上都是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裔科索



沃人进行对话 " 下6虽然萨瓦神父有乐观的评论 , 但是德卡尼修道院院墙外为保护

修道院而严阵以待的 KFOR 意大利军队却述说着严峻的安全局面 "

德卡尼群组 2004 年 3 月骚乱前共转载了 10 条有关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信息 ,

2008 年 5 月前转载了 9 条 , 之后就没有再刊载希南帕夏清真寺的消息 " 2008 年

后对希南帕夏清真寺信息关注减少 , 这并不意味着科索沃宗教群体之间彻底和

解 , 而主要因为与德卡尼修道院忙于以接待西方政要来确保自身安全的境遇不

同 , 科索沃独立后不久 , 科索沃阿裔人口安全形势基本稳固 , 土耳其的援建工程

队和资金都逐步到位 , 希南帕夏清真寺投入更大的精力开始其漫长的大规模装

修 , 清真寺也为此暂时关闭 " 清真寺的穆斯林信众更关心希南帕夏清真寺什么时

候可以修葺完毕重新开门恢复礼拜 "

二 ! 张力

科索沃独立之后 , 盖勒普公司公布一项针对科索沃境内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

亚裔是否惧怕公开表达 自己的政治意见的社会调查 , 其结果显示 , 科索沃塞尔维

亚裔认为大多数国民非常害怕公开表达政治意见的人数比例比穆斯林为主的阿

尔 巴尼亚裔持同一观点的比例多了将近五倍 , 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 了了根

据这项调查 , 至少在科索沃独立之后 , 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的公开

言论与其内心政治立场相吻合 "

虽然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了, 但是目前科索沃境内有许多属于塞尔维亚教

会 ! 修道院的地产 " 科索沃仍然面临将来可能的北部塞尔维亚聚居区独立与继续

分化的局面 " 德卡尼修道院地处科索沃西部 , 除了这三十多位塞尔维亚修道士 ,

周围几乎没有塞尔维亚人居住 " 但是 2008 年初 , 萨瓦神父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声

明 , / 科索沃只要仍然有塞尔维亚人居住就还是塞尔维亚的 0 " 下月

美国 2008 年 5 国际宗教 自由报告 6 虽然承认科索沃境 内持续发生针对塞尔

维亚正教会教堂和修道院的暴力攻击 , 但是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用 / 很难证明这

些破坏的动机是种族张力 ! 还是盗窃还是贪婪 0 的解释 , 并指出清真寺也发生类

似偷盗宗教圣物和威胁穆斯林的不安情况 , 丁9淡化了族群间冲突的色彩 , 这和科

索沃东正教界的期望相距甚远 " 其实很多被东正教教会描述为裹读宗教圣物的行

为 , 在一些并不偏向塞尔维亚人的学者政客看来 , 有时可以有另一番解释 " 比如

5 钉上十字架的科索沃 6 中展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被挖去双目的耶稣壁画 , 图片

下的文字说明只提到教堂在北约军队入侵后被阿尔巴尼亚极端主义者占领 " 80然

而对于这同样的行为 , 犹太裔美国一记者罗伯特 # 卡普兰 (Robert D. KaP lan ) 5 巴

尔干幽灵 6 的解释却是: 圣徒们的眼睛被抠掉是因为当地民俗信仰认为描绘圣徒

眼睛的石灰和颜料可以用来治愈眼疾 " 8 .



三 ! 转向 )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认为 , 在塞尔维亚正教会支持下 , 德卡尼修道院建立的

~ .kosovo.net 网站就是教会宣传种族仇恨的典型例证 " 虽然从其一言论字里行

间看 ,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似乎在公允地呼吁 / 停止将教堂/教会和清真寺等

同于民族主义者和种族群体 0 82, 然而他们的倡议却是旨在分化塞尔维亚东正教

群体 , 人为地培养脱离塞尔维亚背景 !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科索沃东正教认

同意识 " 科索沃境内 ! 塞尔维亚国内和散居外国的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很难在心理

上接受塞尔维亚宗教根基所在地科索沃的东正教遗产的归属落入其他政治群体

手中 " 频繁在西方媒体出镜 ! 在西方各类著作中多以正面形象出现的 / 数码僧侣 0

萨瓦神父因此也常被塞尔维亚裔普通人批评为 / 叛徒 0 ! / 不三不四的牧师 0 " 塞

尔维亚裔对德卡尼修道院的批判未免太过苛刻 " 由于自身重要的宗教文化地位 ,

德卡尼修道院同时也是身处暴力对抗冲突前线的主要攻击目标 , 当外部局势已经

不允许也无法提供来自群体内部的保护时 , 至少在策略上德卡尼修道院不得不推

动更多的外部力量来帮助维护自我安全 " 处于少数地位或者处于危险境况中的群

体 , 具有更强的从海量外界信心中拣选最能表达他们的处境信息的动力 " /:-

小结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与民族关系太过紧密 , 很难将其和民族之间 / 代代相传的

互相仇视 0 割裂开来 , 许多对抗并不完全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 比

如同是基督徒的科索沃天主教领袖索皮主教就告诉外界 , / 我们 (科索沃六万五

千天主教徒) 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很好 , 政府对我们不错 0 , 在索皮主教看来 ,

塞尔维亚东正教所说受到的种种日常生活中的障碍 , 无非是社会内部少数群体都

可能遇到的常事 " 84索皮主教与德卡尼修道院所代表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不同 ,

是处于塞尔维亚领导下抑或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领导下的 , 天主教都是社会中

的少数群体 , 其处境前后不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 而科索沃独立后 , 原有的东正教

信徒群体却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上都将不再是主流宗教信仰群体 , 面对

外部强大的异教社区和表面上强化世俗特征的新政权 , 其基本生存条件都恶化

了 " 再加上由于逐渐有更多的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的主权地位 , 包括联合国在 内

的许多派驻科索沃维持和平的组织和军事力量认为 , / 科索沃的安全局势大大好

转 0 85, 纷纷将撤军提上议事日程 " 科索沃东正教孤岛德卡尼修道院惧怕失去这

些西方国际保护之后的未来 , 既是为自己修院也为其牧养的科索沃信徒人群 " 暴

力冲突的性质是政治的并不意味着宗教状况就绝缘于群体对抗 " 相反 , 正因为宗

教与民族 ! 政治问题的纠结 , 尽管代表对立群体的宗教人士都有促进地区和平的



尝试举动 , 但是面对更紧迫和现实的暴力攻击和紧张张力 , 处于冲突前沿阵地上

的教堂 ! 清真寺 , 为保护自己的信仰系统 ! 房舍信徒和象征地位免受伤害 , 有必

要对对方相关 言行和立场做 出回应 "

本章主要以科索沃梅托西亚的历史事件时间顺序为依据 , 具体阐述科索沃少

数群体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主体民族温和派穆斯林希南帕夏

清真寺在科索沃战争前后 , 2004 年 3 月暴力事件前后和 2008 年科索沃独立前后

三个时间段内互动的具体表现 " 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经历了从对抗对

峙到冷淡的共存这样的过程 , 双方保护宗教场所 ! 信仰群众和文化表征的根本性

争论议题并没有改变 , 改变的只是行为和表达策略 , 伴随科索沃地位问题的初步

解决 , 双方逐渐走出 2004 年 3 月暴力冲突的阴影 , 努力寻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

生存和发展之道 " 相比较而言, 科索沃的少数群体德卡尼修道院的聚合行为举动

比科索沃多数群体的希南帕夏清真寺要积极得多 , 科索沃战争后 , 暴力对前者而

言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 而对后者则压力较小 " 德卡尼修道院的行为模式经历了从

偏重内部聚合逐渐转向偏重外部聚合的转化 , 低调的希南帕夏清真寺虽然也有内

外部聚合不分的行为 , 但它主要的行为倾向仍是内部聚合意义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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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宗教绵延

/ 父啊 , 赦免他们 , 因为他们所做的 , 他们不晓得 " 0

) 路加福音 23:34

/ 诸天体几乎从上面破裂 , 众天神赞颂他们的主 , 并为地面上的人求饶 "

真的 , 真主确是至赦的 , 确是至善的 " 0

) 古兰经 42 :5

德卡尼修道院的新闻群组从 1998 年 7 月建立截止到 2009 年 8 月 , 总共转载

过 2692 条新华社发布的英文新闻 , 相比于其对 CN N 1905 条新闻的转载量 , 足

见至少对于科索沃战争以来德卡尼修道院的修道士而言 , 中国媒体的新闻值得重

视 " 2009 年 8 月 21 日 5 人民日报 6 头版刊登胡锦涛主席与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

会谈的新闻 " 胡锦涛积极评价中塞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 认为不论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 , 中塞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 中塞两国要致力建立和发展中塞战

略伙伴关系 " .塞尔维亚与中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 中国对科索沃的独立

表示严重关切 , 要求国际社会尽力维护当地的和平 ! 安全和稳定 " 2从科索沃战

争到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 尽管有多方国际力量进驻 , 但十年间这一地区暴力

冲突并没有绝迹 , 对对抗双方的教堂和清真寺而言更是如此 " 纵观世界 , 不仅是

科索沃 , 无论是 gn 世贸倒塌 ! 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自杀性爆炸 ! 喀什米尔地区

的宗派冲突 , 还是巴尔干的持续内战 ! 非洲的流血事件 , 往往都被作为世界政治

中宗教与暴力密切相关的明证 " 宗教冲突研究者往往从宗教身份出发提供其他政

治身份无可比拟的现成暴力的所谓正当性依据 , 那些需要使用暴力的群体利用宗

教作为自己公然或者不言自明的支持者 " :,宗教在冲突中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提供

政治斗争的解释工具 , 更是冲突和重建的参与者 , 是枚关地区和国家安全的行为

体 "

第六章 宗教功能单位与和平重建4

研究冲突的 目的是避免冲突 , 保证安全 , 实现和平 " / 国际冲突 0 这一提法

按照荷兰女学者格里埃 # 德哈尔 (Gerri e te r Haa r) 的归纳 , 涉及三种类型的



冲突: / 其 一,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其二 , 属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民众或者

组织之间的冲突; 其三 , 在单一国家内 , 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 尤其是当冲突一

方群体是为了独立或者提高自身社会 ! 政治 ! 经济地位而挑战中央政府的冲突 0

石" 尽管有观点认为第三种类型的国际冲突严格说来应该属于国内冲突 , 但的确

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 , 类似科索沃穆斯林对抗塞尔维亚政府 ! 车臣穆斯林对抗俄

罗斯政府 ! 苏月一基督徒反抗中央政府这类政治军事暴力冲突都属于包含宗教因素

的国际冲突卜" 也许以上的划分不够严谨 , 类似科索沃冲突这样有多个主权国家

和国际组织参与的内部冲突更精确的可替代的概念 , 是国际化的国内冲突 " 冲突

理论认为 , 冲突是解决对手之间紧张的方法 , 可以用于消除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

重建团结 " 下需要修正的是 , 宗教功能单位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对抗和暴力冲突格

局中内部聚合和外部聚合行为 , 旨在团结不同的群体 , 其结果对整体社会格局未

必是实现和平 " 用以解释社会组织成员资格和冲突线交叉理论 , 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阐释国际社会中宗教功能单位不同聚合模式产生不同地区安全后果的原因 "

第一节 宗教功能单位的聚合行为与冲突线

冲突线交叉理论是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推进 , / 关注团体和角色冲突对结构整

体的意义 0 衬" 在非精英的大众层面上 , 一个领域中彼此对抗的组织成员可以是

另一个领域中同一组织的成员 , 表现为两种联系链条: 交叉联系链条和协同联系

链条 " 0

交叉联系链条:

一个以上组织归属一争 暴露给或认同持有相反观点的其他人, 争态度上

的交叉压力 ~ 政治对抗强度减少

协同联系链条:

一个 以上组织归属 ~ 仅暴露给具有 同样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其他人 净

强化政治观点 - 争 增加政治对抗强度

交叉冲突线和协同冲突线 ! 累积冲突线是对反义词 " .()在争夺政治生存空间

的斗争过程中 , 宗教功能单位的内部聚合性行为接近协同联系链条 , 而外部聚合

行为则接近交叉联系链条 "

一 ! 宗教功能单位的内部聚合行为与冲突线协同

宗教功能单位在冲突的外部形势下的内部聚合行为 , 指对抗 ! 攻击 (包括言

论上的)敌对方 , 美化本群体地位来团结相同信仰相同地域的群体以实现内部聚

集 ! 团结 " 宾厄姆 # 鲍威尔提出有关协同联系的假设: 首先 ! 社会中可能存在的



次政治文化 , 具有一系列明显可以辨别的特征 , 而且被整合在次社会政治组织里 ,

这些组织的成员资格只对认同次文化的人开放; 其二 ! 这些次文化与社会 ! 政

治隔绝时 , 时常与其他团体对抗 , 特别是在政治冲突面前; 其三 ! 各种次文化的

代表在决策过程中不断接触 , 并不断卷入冲突 , 使对抗性和对抗态度积聚 , 并不

断加强 " 冲突线协同会导致政治冲突对立愈加强硬 , 不同群体之间流通不畅 , 是

相对不安全的因素 " 0

一定程度上以宗教信仰分界的群体对抗的社会结构中 , 宗教为政治文化的次

文化 , 但无论是信仰本体还是其次体系宗教功能单位都有其明确的特征 " 宗教功

能单位的内部聚合行为使相关人群被整合在宗教功能单位周围 , 并亲近有类似认

同的人 " 但当遇到被外部社会边缘化 , 甚至遭受来自对立面的暴力攻击时 , 内部

聚合模式行为使对立态度积聚 , 仇恨和苦难的共同回忆逐渐加强 , 群体间愈加对

抗和不信任 , 从而新的暴力冲突埋下隐患 "

二 ! 宗教功能单位的外部聚合行为与冲突线交叉

冲突的外部形势下宗教功能单位的外部聚合行为 , 指后者通过探求利益共通

点来寻求合作机遇 , 淡化争论议题扩大 , 可能的联盟边界来实现外部聚合 " 按照

交叉冲突线理论 , 冲突线的多元化产生更多裂片 , 但也分化了主要冲突线的烈度 ,

不同群体成员有不同的归属可能性 , 这为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群体之间结成同

盟提供了条件 " 换言之 , 多元化的模式使得和解和结盟更容易 " 12不同成员和团

体资格相互交叉 , 社会被沿着多个方向的冲突线同时对立 , 每个新分裂都有助于

弥合主分裂线 , 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 , 减小大规模冲突爆发的可能 " .3

宗教功能单位的外部聚合行为效果接近冲突线交叉理论的阐释结构 " 因为当

冲突结构中的宗教功能单位选择对外夸大联盟行为时 , 它必须寻找针对不同联盟

对象的相应共同利益 , 这个利益很可能与原有内部群体利益有差异 , 也可能与其

他联盟对象的利益有分歧 , 当争论的焦点和对象都分化了的时候 , 社会中同一主

题对抗性就会减弱分散 " 对整体外部政治社会结构而言 , 外部聚合行为形成交叉

的多维空间 , 一定程度上缓解和释放主要对立群体之间紧张张力 , 从而实现社会

冲突化解 "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功能单位外部聚合行为同样曾经对国家统一 ! 民族

团结所有贡献 " 比如唐朝和亲的文成公主带佛教圣物入藏 , 在西藏主持修建寺庙 ,

促进西藏和中原的文化统一 " 再比如民国中央政府派特使到拉萨 / 三大寺 0 拜佛 !

熬茶 , 获得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的好感 , 促使后者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企图 " .4

尽管单纯从理论上推演 , 对地区安全局势而言 , 似乎宗教功能单位偏向外部

聚合行为好过偏向内部聚合 , 但这里有诸多限制因素 " 比如宗教信仰义务 , 对宗

教功能单位而言 , 有些信念是不可能妥协的 " 德卡尼修道院是比较积极参与地区



宗教间对话的宗教功能单位 , 许多研究著作也把德卡尼修道院当作地区和平重建

的希望 , 但一个最明显的德卡尼从未放弃过的协同冲突线就是: 科索沃是塞尔维

亚的领土 ,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 / 耶路撒冷 0 " 而在分析者看来 , 只要塞尔维亚

群体强调 /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的耶路撒冷 0 这一论断 , 那么他或他们就是民族

主义者 " 15

第二节 宗教因素对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的影响

而由于全球化造成国际社会成员间流动性极大增强 , 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之

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 地区冲突局势是动态的外部结构 , 是宗教功能单位力量

分配的反映 " 归根结底宗教功能单位是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缩影和载

体 , 宗教功能单位的表象和行为所反映的是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 , 宗教因

素对国际冲突或者合作可能的影响 " 宗教功能单位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宗教与国际

关系研究的分析工具 , 不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 , 最终仍然要归结到维持

宗教存在与政治和平稳定间的平衡 " 发生在或发动于境外的跨国和跨界宗教运

动 , 如各种宗教倡议运动和传教运动等 , 会作用于国家安全 " .6冷战结束以来宗

教冲突的屡见不鲜 ,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宗教冲突的外溢和国际制约机制的

缺失 " - 7作为特指文化的工具 , 宗教合法性功能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均取决于某一

特定地区同宗教信徒人数的多寡和宗教文化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 " 在中国 , 多元

宗教和主流文化非宗教性的格局 , 决定了宗教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变量具有民族

性 ! 区域性和外在性 , 即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外 , 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干扰主

要来 自外部和外来势力 " 自冷战结束以来 , 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突 , 而

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 " . / 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 , 但

宗教冲突因其跨 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 " 就我国而言 , 在 / 强国弱宗教 0 的

社会背景下 , 大规模宗教冲突绝难发生 , 因此宗教冲突国际化的安全压力基本上

不存在 " 但国外宗教和政治势力仍可利用中国国内的涉教事件大造反面舆论 " 同

时 , 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 政治民主缺失 , 宗教政策滞后 , 法制不健全等 , 也容易

导致有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宗教事件甚至宗教极端主义 " 因此 , 加强主权国家结

构 , 正确处理宗教问题 , 依法管理宗教 , 重视宗教的社会地位和群众基础 , 开辟

宗教团体服务社会的管道 , 抑制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外来宗教问题内渗 , 加强更

具包容性的文化与国家认同 , 这些均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宗教

环境和宗教安全的国内政治环境 "



一 ! 宗教作用国家安全的功能路径

(一) 无形维度

其一 , 宗教的类型差异影响国家安全 " 宗教尤其是较制度化和现代性的宗教

拥有大量稳定的信仰人群 , 并且具有超越国界的特性 , 宗教信众间的广泛联系可

从民间层面推动国家间的文化交往 , 从而构成增进国家间互信和展现和平愿望的

宗教平台; 但有时此种宗教关系网亦可成为地区性冲突的温床 , 或被宗教极端分

子所利用 , 从而对国家乃至国际安全产生威胁 " 一般来说 , 在倡导政教合一的宗

教 , 其内部冲突较易外化为政治或军事冲突; 而在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 , 宗教政

治化和导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 因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较前者为弱;

其二 , 神学教义和思想冲突影响国家安全 " 宗教提供了可指导世俗行为的价值判

断体系 , 信徒群体往往从各自的宗教经典中寻求行动方案 " 宗教冲突不仅是权力

之争 , 而且是参杂着权力之争等因素在内的神学教义之争 , 这在信奉宗教原教旨

主义的派别中尤为明显 , 如目前的巴以冲突 , 在一定意义上就可被解读为伊斯兰 !

犹太教和基督教三种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冲突;而我国新疆地区东突势力的观念体

系就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着渊源关系 " 其三 , 信众的特质差异影响国家安全 "

即使同一宗教传统内部 , 信徒的宗教气质就有极大差异 , .9 信徒对宗教和教义

的吸纳有一定的主动权 , 所掌握的宗教和社会资源也不尽相同 , 这便决定了其信

仰虔诚程度 ! 对教义理解以及活动的能量 " 如对宗教教义的全面理解或片面选择

就有可能有效地减少或增加宗教的攻击性 "

(二) 组织维度

第一 , 宗教组织目标的不同影响国家安全 " 以宗教非政府组织为例 , 其大多

数均宣称以服务广大社会和促进公共福利为目标 " 20 但以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和

人权的宗教非政府组织 , 或以上述议题为宗旨的世俗非政府组织 , 却可能对我国

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第二 , 宗教组织规模的差异决定了宗教对国家安全作用的大

小 " 组织规模涉及组织机构设置 ! 财政收入 ! 成员人数等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 ,

乡间教会与梵蒂冈教廷的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 宗教组织规模大小和成员多

寡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亦非绝对 , 否则就很难解释 9 # n 事件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

框架的颠覆; 第三 , 宗教组织的运作方式和行动策略都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 宗

教非政府组织 ! 传教组织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就有其不同的含

义 " 新兴技术如互联网则大大增强了宗教组织尤其是非传统宗教组织的动员能

力; 第四 , 信徒个体是宗教组织中稳定性最弱的成分 " 宗教组织内掌握大量资源

的宗教领袖和一无所有的下层成员的极端性行为都有可能对社会乃至国家造成

安全威胁; 第五 , 宗教组织文化是宗教组织结构 ! 成员成分 ! 宗教传统 ! 行为模

式 ! 对外形象等因素的总和 " 其关键是宗教组织对自身与外部社会之间关系的解



释 , 而其中对抗性的解释便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

二 ! 宗教影响国家安全的多重范式

(一) 宗教与认同安全

其一 , 宗教认同影响民众对国家的身份认同 " 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传统国家主

权经受 / 碎片化 0 的考验 " / . 如上所述 , 宗教认同既可强化又可弱化国家认同 "

其二 , 宗教认同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 宗教认同往往对世俗政治层面的认

同 ! 尤其对政治制度认同造成冲击 " 这在东欧剧变和颜色革命中就有所体现 " 而

塔利班以宗教经典文本为基本法建立起来的神权体制也曾取代了苏联影响下的

阿富汗左派政治制度 " 与此同时 , 宗教认同也能跨越政治制度认同的差异 , 促进

各方交流和理解 , 推进和平事业 " 其三 , 宗教认同影响民族认同或种族认同 " 比

如宗教民族主义 (re ligiou s na tion al ism) 就是以宗教认同为特征的民族主义 "

我国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 如我国回族 ! 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

斯兰教 , 但也有单一民族地区的群众分别信奉佛教 ! 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不同宗

教 "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重合往往会加强两种认同的排他胜, 而同一民族中的不

同宗教认同 , 或同一宗教中的不同民族认同则既可促进宗教或民族间的沟通 , 也

可造成宗教和民族冲突 " 其四 , 宗教认同影响文化认同 "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向来

就有主从论和两元论的争议 " 不过就认同而言 , 宗教认同较具张力 , 而文化认同

则较为松弛 , 文化认同在上述所有认同中最具包容性 , 其与宗教认同的关系也同

样会相互影响 "

(二) 宗教与利益安全

其一 , 宗教问题事关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大业 " 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国家

的根本利益 , 是国家安全的最基本 问题 " 目前 , 我国主权和领土仍然面对多种宗

教势力的挑战 , 如东突分裂主义和藏独分子 , 而外部宗教势力往往利用所谓宗教

自由 ! 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 , 干涉中国内政 " 其二 , 宗教问题事关政治制度的安

全 " 处理政教关系是各国政府都需面对的重大问题 " 我国的政教关系基本处于 / 政

主教从 0 的状态 , 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有序管理 " 国内外宗教分裂主义势力

策反和颠覆基层政府组织 , 干扰国家行政 ! 司法和政策的贯彻实行 , 这就危及国

家政权的安全利益 " 其三 , 宗教问题事关社会发展 " 宗教安全既有国家层次 , 又

有社会和公共层次 " 在我国 , 宗教安全问题既表现在国家层次 , 也表现在社会层

次上 , 而且两个层次的宗教安全问题可互相转换 , 如由一般社会性宗教事件引发

的国家安全问题 , 因此保障中国国内社会安全是中国政府现行宗教政策和法规的

基本出发点 " 此外 , 宗教具有社会聚合功能并且是巨大的社会资本 " 宗教从信徒

的价值观 ! 行为取向 ! 群体归宿等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整合资源所需的载体和动



力 " 其四 , 宗教问题事关我国的大国形象 " 国家利益是个双向建构 , 在内部生存

和经济繁荣得到保障之后 , 国家利益的追求自然会加入更多外部建构因素 , 如国

际地位和国家形象 " 22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 23 处理好国内外宗

教问题已成为是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之一 "

(三) 宗教与合法性

第一 , 宗教与暴力合法化 " 从人类历史上看 , 宗教便与各种战争有不解之缘 "

其中以宗教战争最为直观 " 即使那些非宗教性战争也 / 潜伏着超越即宗教的动

机 0 " 24 宗教意识形态与恐怖主义亦有密切关系 " 照有的学者的研究 , 与世俗恐

怖主义相比 , 宗教恐怖主义更不受约束 , 更易对平民使用暴力 , 并且倾向于不仅

把恐怖主义作为手段 , 而且作为目的 " 25当然 , 宗教也可能依据教义提供的道德

准则反对暴力行为 , 使其丧失合法性 " 第二 , 宗教与分裂合法化 " 由于跨国宗教

在许多情况下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 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 ,

因此宗教有可能为分裂主权国家的行径提供合法性依据 " 冷战结束之后 , 许多前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信仰真空 , 许多分裂分子在从世俗民族主义寻求分裂合法性受

挫后 , 转而利用宗教的心理感召力和社会聚合功能 , 将分裂行径粉饰成捍卫宗教

利益 , 以瓦解现行的合法主权结构 " 26 苏丹的达尔富尔 ! 英国的北爱尔兰 ! 斯

里兰卡猛虎组织 ! 印度的旁遮普 , 以及刚独立的科索沃 , 宗教均为分裂提供了合

法性来源 " 第三 ! 宗教与干涉合法化 " 外部宗教和政治势力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和人权高于主权为由, 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 事实上 , 与其他因素相比,

宗教是影响介入他国国内冲突决策的较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 与此同时 , 国家可以

通过削弱被关注问题的宗教属性 , 揭露分裂主义势力的政治实质 , 割断其分裂活

动的信仰纽带 , 使其在宗教上完全丧失合法性 "

三 ! 地区冲突进程中的宗教催化作用

对宗教在地区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溯源的层面 , 因为涉及

宗教因素的地区冲突大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 前者几乎都表现为平民而非

军人的伤亡 , 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 , 形成暴力循环 , 因此考察宗教在

地区冲突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至关重要 " 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的进程中并没有

放弃切入 , 即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仍然在对冲突过程起着催化作用 " 理论上阐述

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过程中的催化作用 , 仍然可以从内生性与外生性两方面做细

化分析 "

(一) 内生性催化作用

宗教为冲突参与方提供了复归的新的身份认同来源 " 针对宗教身份认同的论

著己经很多 , 涂尔干就将宗教定义为 / 一种与既与众不同 ! 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



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 , 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

合在一个被称为 -教会 . 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0 竺丁, 比如认为宗教也如民族国家一

样是个 / 想象的共同体 0 2洲, 是被建构起来的认同共同体 " 正基于此 , 严格说来 ,

在全球化条件下 , 宗教的身份认同与其说是新的认同 , 不如说是一种复归的认同 "

目前既有的许多研究 , 并没有将焦点集中在宗教身份认同对暴力斗争冲突的催化

作用上 " 地区冲突的现实是 , 冲突方在原有的众多身份认同体系内寻求两种相反

的身份将我们和他们的 / 边界激活 0 竺, 来促进伤害性互动 , 如果没有这种边界激

活 , 社会关系原本可能是和平的 " 地区冲突过程中 , 致力于建立神权政治国家的

宗教正统派会把社会简单分为两个非此即彼的群体: 那些赞同源自神学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和那些不赞同的 " 机械的两分法加剧了冲突各方的群体仇视 "

让以国家为出发点的政治认同体系崩塌 , 宗教提供新的身份认同来源进一步挑战

政治权威加剧就有政治认同的衰落和相应政治权力的稀释 "

宗教为民族国家提供新的合法性来源 " 建立在一国的领土内成熟的国家主义

有完善可行的机制支持所有普世公民权利的实现 , 相反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依赖的

是文化包括宗教 , 而不是机制 , 因而一旦现存机制瓦解或者无法保障社会公民 !

群体的利益 , 同时替代性结构又尚未成型 , 则首先占主导的是从文化 ! 宗教上寻

求合法性来源 " 所以我们看到国家结构脆弱而溃散的东欧巴尔干地区等都有很强

的 / 民族国家主义趋势 0 :们, 科索沃的独立就是明证 " 因为宗教合法性提供了社

会群体继续争斗建立独立新民族国家的 / 光明 0 政治前景 , 所以冲突的范围会加

大 , 冲突持续的时间会增长 , 冲突的形式会更复杂多元 "

(二) 外生性催化作用

对地区冲突激化难辞其咎的首先是中途加入冲突的宗教志愿者 " 毫无疑问 ,

宗教介入政治最直观的力量是宗教行动主义者 , 在国内政治范畴上是些宗教游说

团体 " 相对于血腥的地区暴力冲突 , 众多奔赴 / 前线 0 的宗教志愿者则是麻烦的

制造者 " 上世纪就发生过 / 见证和平 0 组织派遣数千名宗教人士前往尼加拉瓜的

事情 , 以期使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游击队因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而对他们所保护的

尼加拉瓜居 民有所顾忌 " :- .逞论活跃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直到伊拉克战争的 ,

有组织有战略的 , 来 自阿富汗 ! 沙特 ! 伊朗 ! 巴基斯坦等国的 / 圣战者 0 们 , 他

们不仅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援 , 甚至直接参与冲突 " 尽管我们不能认定这些 自主加

入冲突战团的志愿者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加入深化了

冲突的烈度 "

宗教基要主义势力的抬头是新世纪重新认识世界政治的一个起点 " 伴随 gn

世贸大楼倒塌的是人们对宗教极端原教旨主义影响力 ! 破坏力正在扩大的警醒 "

世界各处屡见不鲜的地区冲突过程中往往可见极端分子的身影 " 极端化的宗教情



感在冲突残酷的争斗面前被激发出来 , 并支撑冲突参与者以殉道的悲壮情环在消

灭敌方的道路上藐视生命 " / 圣战 0 ! / 恶魔 0 / 殉教 0 等等宗教恶的内容被人为强

调和凸显 , 并为基要主义者所采用 , 以作为支持好战情绪的重要依据和载体 "

宗教的导向性信息传播对地区冲突升级同样起到催化作用 " 宗教群体和个人

面对冲突的行为方式之一是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大量导向性信息 , 加剧争斗群体间

的紧张关系 " 这一点宗教精英深谙其道 " 伊斯兰 / 圣战者 0 们对介入冲突的穆斯

林境遇的描述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 同样 , 科索沃冲突中东正教的修士们不可

能在自己的网页上对受害的东正教信徒不表达出过分夸张的关怀 "

全球化并没有削减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动 , 而另一方面人们却越来越关心

远隔千山万水却信仰同一的群体的命运 " 许多国家出现了要求按照宗教界定国家

特性的强大运动 " :论宗教自身为冲突提供新的身份认同和合法性来源 , 而宗教个

体直接参与冲突 ! 断章取义地对待教义并且带有导向性地传播信息 , 都激化了地

区冲突的对抗程度 , 也增加了争取和平的难度 " 在地区冲突的混战中宗教因素仍

在兴风作浪 , 但却正是缘于宗教神圣的外衣使民众容易忽视冲突加剧过程中政治

宗教化的实质 " 消极地看 , 宗教因素在内生性层面上的负面作用至少短期内是不

可逆转的 , 那么消减冲突可能性和削弱冲突烈度的重任就落到对宗教因素外生性

层面的修正上来 "

四 ! 宗教性地区暴力冲突可预期的遏制因素

诚如前述 , 如果宗教目标相互之间不可调和 , 宗教群体认同度很高而且意志

坚定 , 再加上有序的组织形态和可行的行动纲领 , 那么远甚于简单敌视程度的基

于理性行为的宗教地区冲突就很有可能不可避免 " 然而诚如齐美尔的所述 , 冲突

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建立起群体间边界线 , 但是从另一角

度来看 , 分野也确保群体间的平衡 , 从而使社会系统得以维持 " - 0

(一) 宗教的内部向度

无论是宗教界人士 , 还是宗教研究学者 , 都不认为宗教内部在暴力和冲突面

前无所作为 " 宽容他者 ! 接受多元是从宗教内部出发解决顽固的地区冲突最核心

的理念要求 " 宗教里的许多差别 ) 许多各异的信条 ! 礼仪 ! 戒律 ! 实践和态

度等 ) 暗示着人类需要这些差异 "

官方宗教机构一方面要引导自己的信众正确理解信仰内容 , 另一方面宜大力

推动宗教对话 , 以化解不同宗教彼此间的误读 " 前者有普遍意义毋庸赘言 , 后者

也一直有相当多有益的尝试 " 以世界宗教徒和平大会为例 , 其宗旨之一就是促进

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和融合 " 宗教领袖和精英不应煽动宗教敌对情绪 , 应当抑制宗

教狂热 , 而传教方式也要采取相对温和的途径 " 宗教领袖在地区宗教冲突中同样



也可以扮演和解的角色 , 尤其是宗教领袖对教众的引导 " 比如 2000 年当天主教

教宗访问埃及和 2001 年造访叙利亚的时候 , 他受到了穆斯林群众的热烈欢迎 ,

欢迎者当中包括一些高级的伊斯兰教教士 " 不同信众和世俗人士都需要保有宗教

理解和理解宗教的态度 , 才能有助于宗教冲突的解决 " 所有冲突的直接参与和操

作者都是个人 , 个人能理智地看待其所在宗教认同社会群体所追求的宗教利益和

宗教资源目标则也许有益于铲除地区冲突滋生的土壤 "

(二 ) 宗教的外部向度

鉴于宗教易与外部因素 , 尤其是与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引发地区冲突 , 改善宗

教外部结构环境就成为遏制冲突发生发展的必要措施之一 ,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屏

蔽宗教政治化 ! 政治宗教化的话语体系 , 以及加强主权民族国家结构 , 并且建立

相应国际制约机制以期改变宗教与政治互相介入互相利用激化潜在宗教矛盾的

局面 "

宗教外部环境应致力于塑造独立的政教分离的政治文化 , 比如摈弃宗教 自由

和平论之类含明显政治目的的理念 " 冷战之后诸多涉及民族宗教的冲突屡见不鲜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际制约与控制力的下降34 " 为追求地区和平基础上建立

国际安全机制也是规避宗教冲突影响的有效途径 " 本文并不评价世俗国家和神权

国家熟优熟劣 , 但加强国家结构是在主权国家几乎还是世界主导的当下避免机制

空档被宗教冲突因子利用的利好对策 "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 政治民主缺乏 , 法制

不健全容易导致宗教极端主义35; 从长远考虑 , 解决宗教纷争的根本性措施要靠

社会的全方位的现代化 ) 完善民主制度 ! 健全法律法规 , 为经济和文化发展创

造足够的政策空间 " 同时 , 政府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 重视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

同时又限制宗教参与介入政治的程度 , 就可以降低宗教对政治力量的影响力 "

综上所述 , 宗教自身内部约束调试以及宗教外部积极创造和平的有利环境这

两个方面相结合 , 有可能遏制地区冲突的发生和激化 "

尾
二全二

尸

全球化使建构和强化基于宗教的社会群体身份定位变得更为便利 " :汤西方的

工业化曾经彻底破坏了中世纪以来宗教对社会人群的影响 , 现在全球化带着西方

式的现代化 , 也意欲通过解构传统国家价值观 ! 复兴宗教文化价值观 , 来改变非

西方世界的宗教图景 " 这个过程虽说不见得会再次掀起宗教革命般的惊涛骇浪 ,

但是对众多弱结构国家所在的地区安全来说 , 也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 " 现有世界

各大主要宗教 , 尤其是基督宗教 , 均具有跨地区 ! 跨国界的无国界性特征 , 而极

易使宗教与一国外交政策或者国际关系发生密切的联系 , 宗教也因此成为 / 无国

界政治现象 0 :价" 综观全球化条件下宗教与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 , 政治宗教化和



宗教政治化是当下宗教因素加剧国际地区冲突的症结 , 而可期待和具操作性的遏

制手段是 , 宗教自身和外部环境都兼有包容的胸怀和理解的气度 , 两个层面相互

结合共同起作用 " 更理想的假设是: 如果按其程度和性质就事论事地看待宗教问

题 , / 让宗教回归宗教 0 :份, 使宗教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和传统安全脱钩 , 那么这

也许是可期待的消减地区冲突的有效治世良方 " 套用一句戏谑就是 / 管着印度的

瑞典政府 0 :扮, 世俗化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态度应该以这个境界为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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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宗教冲突议题结缘始于 2005 年 , 其时刚刚名正言顺地成为徐以弊教授

的硕士研究生 " 从那时到本人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 , 不觉已满五年 " 犹记得当

年先生给予我两个研究方向作为可选项 , 其一是宗教非政府组织 , 其二就是宗教

冲突 , 我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 于冲突这一国际政治研究的传统论题中探

寻较为新颖的突破口, 是我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 , 所幸先生主持的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中心 , 为我提供了将宗教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作为提出我期待的有别于以

往模式的冲突解释的平台和载体 " 在我的头脑中 , 看待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对抗

与冲突现象应该抱有一种尊重心态 , 换言之 , 在很长时间段内应当默认 , 如果不

能消除动荡 , 那么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事实上大都是在积极应对 ! 参与建构外部环

境格局 " 宗教信仰 ! 宗教信仰者 ! 宗教崇拜场所在冲突条件下的作为与其他国际

关系行为体的不同 , 集中体现在以直观的教堂 ! 寺庙 ! 观宇为舞台和核心 , 上演

并且表露着生动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生态 , 是一个可以被称为 / 宗教功能单位 0 的

较为松散的整体性行为体 "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交互行走于国际关系 ! 宗教学 !

冲突理论的研究路径 , 梳理着我对于 / 宗教功能单位 0 这一承载着宗教体系形态

的行为体与地区暴力对抗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论脉络 , 集各类思考于本文之中 , 希

望能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多少起到一些补充作用 "

我能在国际政治学习上走到今天要感谢许多师长 ! 朋友和家人 " 首先非常感

谢我的导师徐以弊教授 " 先生对我犹如父亲 , 宽容我每一个贸然鲁莽的尝试 , 并

始终相信我每一次的信誓旦旦 " 先生对我在学术研究上绵绵不断的帮助和不遗余

力的支持让我受益终身 " 我既景仰先生学识之渊博 , 又热爱先生为人之随和 , 藐

予小子何其有幸能得到先生的垂青成为入室弟子 " 也因为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提

携 , 我才能在 2008 年和 2009 年暑假分别于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和香港中文大

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接受宗教社会学和基督教神学方面的培训学习 " 论文写作期间

先生时时与我保持联系 , 关注我的进度 , 并未雨绸缪地帮我规避可能出现的观念

谬误 , 才 -使得我的论文进展顺畅 " 先生在平日无微不至地关怀我 , 更欣然担任我

婚礼的证婚人 , 每当想起这些都让我内心分外温暖 "

感谢陈志敏教授 , 从我有意报考复旦开始陈老师就一直给我以鼓励 , 韩国延

世大学之行我更是感受到陈老师亲和的风格 " 不论是我硕士论文开题 ! 博士论文

开题还是博士论文预答辩 , 陈老师无不耐心细致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设计中的

关键性问题 , 令我醒酬灌顶 " 感谢戴炳然教授 ! 陈玉刚副教授在开题和预答辩过



程中对我的指导和肯定 "

感谢倪世雄教授不仅以洗练豁达的治学方式传道授业解惑 , 更关心学生我的

生活 , 令我如沐春风; 感谢朱明权教授教会我严谨的治学态度; 感谢肖佳灵副教

授在我申请提前攻博过程中无私的帮助 "

感谢同济大学夏立平教授 ! 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周建明教授为

我论文进行评审 "

感谢山东大学王学玉教授为我报考复旦推开信心之门 , 并指导我为国际政治

研究打下学术基础;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马风书教授在我写作期间的鼓励和爱护 "

感谢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副教授 ! 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副教授 , 香港中文大

学温伟耀教授对我在宗教学和神学方面的启发和指点 "

感谢陕西汉中公安局政治部言维警官热情详尽地回复我对他科索沃联合国

维和之行的相关提问 "

感谢涂仪超老师 ! 秦倩老师 ! 罗辉 ! 刘鸯 ! 叶青 ! 邹函琦 ! 宣朝华 ! 刘倩洁

等各位同门兄弟姐妹 , 我们犹如一个情谊深厚的大家庭 , 在彼此间愉快的交流中

互相勉励携手前行 "

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 " 父亲章利国教授对我学术研究的督促和鞭答一直是我

前进的不竭动力 " 感谢母亲马丽华副研究馆员为了鼓励我潜心完成论文默默的付

出 " 最后要感谢我的女儿司含章小朋友和我的丈夫司剑峰 , 为我完成学业做出了

巨大牺牲 " 你们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 "

2009 年 11 月 20 日于上海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 论文中除

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 , 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

研究成果 " 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

并表示了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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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可以采用影印 ! 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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