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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初以来，伊斯兰世界经历着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选取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段，以生活在中东、南亚等地区
的传统什叶派穆斯林社团，以及美国等地的新什叶派社团为对象，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伊斯兰复兴
运动兴起、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三个部分，对伊斯兰教中的第二大派别——什叶派在当代社会中的际
遇，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

　　在这一变动剧烈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国际政治格局、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等发生的巨大变化，不
论是作为所在国家的主流派，还是少数派人群，什叶派穆斯林在宗教归属、民族认同和政治倾向等问
题上均面临着挑战。
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群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可能。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以什叶派为切人点来分析伊斯兰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
系，旨在扩展对于伊斯兰教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更加多样化的理解，并为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提供
另外一种路径。
本书由王宇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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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洁，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当代政治伊斯兰的走向”、“教法学家的统治：历史渊源及现实困境”、
“伊斯兰教什叶派两大教法学派之争”等十数篇。
另有译著三部出版：《当代学术入门：伊斯兰教》(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年)、《现代世界体系
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世界宗教》(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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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哈梅内伊继任领袖，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
在什叶派宗教学者当中，有一些人并不接受教法学家统治的理念，认为这与正统的什叶派教义相抵触
。
当时在世的一些大阿亚图拉，比如胡伊就持这种态度。
不过这些人多秉承什叶派传统的政治无为主义态度，不公开反对革命，也惯于对敏感问题保持沉默。
有一些人赞同教法学家统治，但是并不认为哈梅内伊是理想的人选，因为担任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宗教
学识，而且领袖并不应该具有超越教法学家集体权威的权力。
当然，霍梅尼路线的忠实贯彻者们对此持赞同态度，认为哈梅内伊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是参政的宗教
人士阵营中态度始终最为强硬的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强硬派宗教人士从哈梅内伊继任之日起就以各种途径来证明他担任领袖的合法性
。
首先是逐步提升和树立哈梅内伊的宗教威望。
当时什叶派世界还有数位“效仿源泉”在世，因此，要想推选哈梅内伊为新的“效仿源泉”似无必要
，也无可能。
但是，哈梅内伊在短时间内被“擢升”为阿亚图拉，官方和媒体在一切公共场合直接称呼他为“阿亚
图拉”，但是伊朗的大部分穆智台希德认为，哈梅内伊在宗教研修方面的能力尚不具备阿亚图拉的条
件，因而对这一做法进行了质疑。
哈梅内伊的支持者前往库姆，请求当时儿位著名的穆智台希德和“效仿源泉”给哈梅内伊颁发证书，
承认他已经具备创制的能力，这一要求被阿亚图拉穆罕默德·格帕甘尼（Muhammad Golpaygani）等
人拒绝。
在多重压力之下，穆罕默德·塔基·巴赫贾特（Muhammad Taghi Bahjat）等几位穆智台希德最终为哈
梅内伊颁布了证书，确认了他作为穆智台希德的地位。
　　同时，在新修订的宪法中，由“效仿源泉”担任领袖的规定被删除。
领袖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扩大，被赋予规划国家总体政策、监督整个国家体制良好运行、进行全民公决
、指定国家垄断的广播宣传部门首脑等新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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