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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从萨达特 时 期 推行 多 党 制 到 穆 巴 拉 克 时 期 实行 宗教

宽容政策 ， 埃及政 治 氛 围 日 渐宽松 ， 穆 斯林兄 弟会 的政治 立场也逐渐

转 向 了 温和 ， 出 现 了 非暴力 倾 向 ， 在 意识形态 上 出 现 了 转 变 ， 接 受 了

现行宪政制 度和 法律 ， 并 在 宪 法体 制 内 寻 求 合 法 途 径 来参 与 埃及政

治 。 在 当 前埃及变 动 的政 治 局 势 之下 ， 兄 弟 会乘势 而 为 ， 完 成 了 从一

个非 法 的 伊斯兰政 治 组 织 到 当 前埃及政坛上极具 竞 争 力 的合法政党 力

量 的 转 变 。 兄弟会 的 转型之路经历 了 漫长 的 磨炼和 自 我 反 思 ， 其得 以

成 功 转 型 的 原 因 ，

一是 内 部 思 想 的嬗 变 ，
二是源 于政 治 生 活 的 多 元 化

和公 民 社会 的 发展 ，
三 是兄 弟会 的年轻 一代寻 求新 的发展路径 ，

四是

中 东 民 主化事业整体 的 不 断推进 。 作 为 埃及 党 派和 宗教政 治 势 力 中 最

具社会影 响 力 的 温和组 织 ， 在未来埃及政治 重建 的道路上 ， 兄弟 会将

发挥特殊作用 ， 但也 面 临诸 多 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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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６ 非洲研究


从 １９２８ 年成立至今 ， 穆斯林兄弟会 （ 以下简称兄弟会 ） 已经走过 ８４

年的发展历史 。 兄弟会的发展从其诞生之 日起就同埃及世俗政权的政策紧

密相连 。 政治气氛宽松 ， 兄弟会运动便风起云涌 ； 世俗政权打压制约 ，
运

动随即转人低潮 。 在所谓 的
“

阿拉伯之春
”

波及埃及 、 穆 巴拉克下 台 、

埃及政局处于变动的形势下 ， 兄弟会成功地完成了从
一个非法组织 向合法

政党的转型 ， 多年来从事基层性工作以及 由此积攒的人气为它在新的人民

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 ， 继续 占据了 明显

的优势 。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埃及内政外交等治

国方略将产生 巨大影响 已经成为共识 。

？ 本文 旨在通过历史角度考察和 回

答兄弟会是怎样实现转型 以及促使其转型的 因素是什么 ， 并 由此思考它未

来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

－

穆斯林兄弟会艰难的转型之路

２０ １０ 年年末从突尼斯开始 的
“

阿拉伯之春
”

迅速席卷 了整个阿拉伯

世界 ， 对 中东 国家政局造成 了极大的震荡和影响 。 作为 中东 的地区大 国 ，

埃及也未能幸免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由 于不满政府腐败 、 物价上涨和失

业率高等问题 ， 开罗 、 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等地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

动 ， 要求总统穆 巴拉克下台 。 当晚 ， 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上抗议的 民

众达数万人。 之后埃及局势每一天的发展都瞬息万变 ， 牵动着所有人的神

经 。 最终 ， 在 ２ 月 １ １ 日 ， 穆 巴拉克宣布辞职 ， 将权力交 由埃及军方组成

的最高权力机关——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及其组建的临时政府 ， 议会被解

散 。
１ ２ 日 ， 最高委员会宣布保证从军管政权到 民选政府的和平过渡 。

而长期 以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兄弟会 ， 面对埃及当前复杂的形势 ， 通

过多年与世俗政权的博弈和 自我发展 ， 抓住历史机遇 ， 正式成为埃及政坛

一支合法的力量 ， 完成了其馬有历史意义 的转型 。 从 ２０ １ １ 年年初埃及发

生游行示威开始 ， 兄弟会一直在时刻关注并从中寻求机会 ， 希望能够参与

到变动的政权 中来 ， 在重新洗牌 的埃及政坛 中获得合法地位 。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６ 日 ， 兄弟会加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对话 ， 这是兄弟会多年

① 蔡伟 良 ： 《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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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首次以组织的身份 ， 而不是 以个人的形式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 。 当天 ，

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同意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 研究宪法和立法改革的

，事项 。 这是兄弟会参与到转变中 的埃及政局的第一步 。

在随后的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的选举中 ， 兄弟会组建的 自 由与正义党

以绝对的优势获得 了上下议院 中 的近半数席位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 人民议会

选举结束 ， 自 由 与正义党领导 的 民主联盟赢得 ２３５ 席 ， 占议会总席位 的

４７ ． ２％
， 成为议席最多的联盟 ， 自 由 与正义党总书记卡塔特尼在 １ 月 ２３

日 的人民议会首次会议上当选为议长 。 ２０ １ 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埃及最髙选举

委员会公布了协商会议的最终选举结果 ， 自 由 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的光明

党成为人民协商会议的两大政党 ， 自 由 与正义党共赢得 １０６ 个席位 ， 占全

部 １ ８０ 个参选席位的 ５９％
， 远远高 出 了原来兄弟会将贏得选票三成 的预

期 ， 光明党在上院选举中获得 ４３ 席 ， 占参选议席 的 ２３ ． ９％
， 这样 ， 自 由

与正义党和光明党在两院共赢得约 ７０％ 的席位 。
２０ １ 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埃及

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举行联席会议 ， 按照议员 和非议员各 占 ５０ 名 的 比例

选出 了制宪委员会 ， 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 自 由 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

的成员在委员会中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 。

此外 ， 兄弟会还积极为参加埃及总统选举作准备 ， 提名海特拉 ？ 沙特

尔和穆哈迈德 ？ 穆尔西作为总统候选人 ， 成为 ５ 月 下旬总统选举的热门候

选人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和 ２４＆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 出身兄弟会的穆

哈迈德 ？ 穆尔西成为总统候选人 ， 并在第一轮选举中与军方背景深厚的世

俗派候选人沙菲克一同胜出 。 尽管兄弟会的参选决定可能会引起军政府的

强烈敌意 ， 因为掌管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不希望单一组织掌控

所有权力 。 针对这一疑虑 ， 自 由 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表明 了立场 ：

“

出现

对抗以致影响 国家发展的道路 ， 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 的 。

” ？ 而原本和兄

弟会持有不同理念的 自 由派 以及世俗政党 ， 也因为兄弟会参与总统选举而

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分歧 ， 自 由派担心兄弟会巩 固 了政治地位之后 ， 会采取

强硬路线推行国家的伊斯兰化 。

兄弟会的转型之路 ， 反映了埃及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相互对抗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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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 在埃及现代民族 国家建构 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中 ， 国

家始终作为强势 的一方 ， 对兄弟会采取打压 、 限制或是拉拢 、 利用 的策

略 ， 目 的都是为了维护世俗政权的稳定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 兄弟会彻

底成为政府打击世俗反对派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可资利用 的工具 ， 尽管如

此 ， 穆巴拉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允许一些反对政党存在的 ， 只是这些

政党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系统的多党制 ，

“

他们 的权限仅仅

被限制在议政但不参政的范 围 内 ， 除非现任政权失去 了其合法性 。

” ② 采

取这样的宗教宽容和政治
“

民主化
”

政策对埃及的反对党派来说在一定

程度上是非常有利 的 ， 因 为
“

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 的伊斯兰主

义得以天时 、 地利 、 人和 ， 有了极大的发展 ， 开始 以新的姿态 向世俗政治

发出挑战 。

” ③ 从整体来看 ，
１９８４ 年到 １ ９８７ 年间 ， 兄弟会有限地参与到 了

议会中 ， 而 １ ９８７ 年之后到 １９９０ 年 ， 兄弟会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议会

选举中 。 ２０００ 年议会大选之后 ， 兄弟会在议会 中赢得 了１７ 个席位 ， 重新

回到 了政治领域 。 兄弟会在各种公开场合提出改革的倡议 ：

“

从古兰经的

经文出发 ，

‘

除 了改革别无他求
’

， 我们坚信我们 的追求是真实的 ， 我们

必须合力进行整体的改革… …去建立一个真主的律法王 国 ， 那是一个充满

幸福和宗教的世界 。

” ？ 兄弟会就埃及的政治改革和选举发布 了几个重要

的文件 ， 例如在 ２００５ 年年底 的协商大会上 ， 兄弟会候选人提 出 的竞选 口

号中表明 了 自 己在改革和竞争选举中的态度和立场 ， 保证要维持民主化和

议会制 的政治系统 ， 承诺要通过合法的议会渠道来进行活动 ， 承认人民是

权力 的来源 ， 要通过直接 、 自 由 的选举来实现权力交接和转变 ， 并主张改

革经济体制 、 转变国家在经济生产 中扮演的角色 ， 通过具体的途径去解决

失业 、 健康 、 教育 、 青年 、 妇女 、 儿童 、 科普特人 、 文化等社会经济 问

题 。 从这些论述中 ， 我们看见这种倡议既肯定了兄弟会倡导改革的伊斯兰

方向 ， 又表明 了其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决心 ， 兄弟

① 详见王泰 ： 《埃及现代化进程 中 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 》 ， 载 《世界历史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

②Ｂｒｙｎｊ
ａｒＬｉａ

，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Ｅｇｙｐｔ
＇

．ＴｈｅＲ ｉｓｅｏｆ 

ａｎＩｓ ｌａｍｉｃＭａ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９２８
－

１ ９４２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Ｉｔｈａｃａ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８ ．

③ 王泰 ：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 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 》 ， 载 《世界历史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

④ＭｏｈａｍｅｄＦａｙｅｚＦａｒａｈａｔ
，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
ｇ

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Ｃａｎｉｔｂｅｄｏｎｅ ？

＂

，
ＡｒａｂＩｎ

？

ｓｉｇｈｔ
 ，

ｖｏｌ ．２
，Ｎｏ ．６

，
２００９ ．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 民主化转型 问题 １ ６９

会的文件中所讨论的话题揭示了兄弟会的改革主张正朝着综合性 、 多元趋

势发展 ， 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解决问题。
？

其次 ， 作为一支新型的民主化力量 ， 兄弟会的转型还在于它的主流走

向温和 ， 并承诺放弃暴力 。 哈桑 ？ 班纳于 １ ９２８ 年在伊斯梅利亚建立兄弟

会 ， 倡导建立埃及人 自 己 的政权 ， 以恢复伊斯兰的神权国家为宗 旨 ， 兄弟

会由此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复兴滥觞的标志 。 可 以说从兄弟会成立之

初 ， 就积极致力于参与政权 ， 无奈无论是埃及 自 由 主义时代的世俗政治和

议会框架内 的政党政治居于统治地位 ，
还是纳赛尔之后的 自 由军官组织的

世俗政权 ， 对这样一个影响 巨大的宗教政治力量都是完全排斥 的 ， 使得兄

弟会始终游离在埃及政坛之外 。 但这并不妨碍兄弟会对埃及社会 、 民众的

影响 。 在兄弟会建立初始 ， 鉴于当时埃及特殊的 国 内外环境 ， 兄弟会主要

进行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 ， 并成为
“

民众政治挑战贵族政治 的主要政治

力量 。

” ②

若只是用伊斯兰 、 安拉来吸引 民众的赞同 ， 那么兄弟会在同世俗政权

的博弈中 ，
也得不到如此众多的 民众的支持 。 面对埃及特殊的 国 内外环

境 ， 哈桑 ？ 胡代 比为兄弟会制定了一系列规定 ， 来处理面对新理念时出现

的问题。 他在阐释兄弟会理念时说 ：

“

对这个运动最贴切 的描述就是其
‘

伊斯兰化
’

… …

（这 ） 是一个完整的语义 ， 它和生命中 的万物相连 ， 并

详尽地规定了生活 中 的每一件事物 。 当人们在面对新出现的问题时 ， 它也

是非常有用的 ， 它的必要的机构可 以对它进行改革 。

” ③ 可见兄弟会的首

位训导师对兄弟会思想的定位非常灵活 ， 它并不像萨拉菲圣战组织在政治

理念方面表现出 的僵化 。

在判定其他意识形态方面 ， 哈桑 ？ 胡代 比指 出 ：

“

根据我们 的使命 ，

我们来评判这个时代盛行的和引起精神苦难的意识形态 。 这些意识形态 中

哪些思想可 以被接受 ， 哪些是必须被拒绝的 。 我们相信我们的运动是集大

成者 ， 因为它包含了所有意识形态 中 的改革 的一面 。

” ？ 任何观念 的价值

都必须通过伊斯兰来衡量 ， 与伊斯兰符合的就接受 ， 并作为伊斯兰的行为

① 参见王泰 ： 《埃及伊斯兰 中间主义思潮的理论与实践 》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２ 期 。

② 哈全安 ：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 》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③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Ｅｇｙｐｔ
ｔ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

，Ｊｕｎｅ１ ３
，

２００７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ｋｂｗａｎｗｅｂ ．ｃｏｍ，

④Ｉｂｉｄ．



１ ７０ 非洲研究


看待 ， 而与伊斯兰教法和逊奈相违背的意识形态就要抛弃 。 在对待 民主化

的问题上 ， 哈桑 ？ 胡代比认为民主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其复杂的理论系

统 ， 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性质不 同 的 国家和社会 ， 是因为人们从不同 的角度

和途径来看待民主化 。 兄弟会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待民主化 ， 它有 自 己独

特的看法 ， 既不同于共产主义 ， 更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模式 ， 伊斯兰就是

一种完备的宗教和统治系统 ， 而埃及作为阿拉伯 国家的领袖之
一

， 在如何

处理民主 、 自 由理念挑战的问题上 ， 是非常有导 向性和象征意义的
——如

何将创造力和现代性结合 ， 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复兴 。

为了实现兄弟会恢复哈里发制 度 和伊斯兰统治 的 目 标 ， 班纳也将

“

圣战作为实现社会 、 经济和政治生活 目标 的基本手段
”

，

？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

年代 ， 兄弟会就建立了一系列秘密军事部 门 ， 进行兵役 、 军训 ， 为圣战作

准备 ， 并进行了大规模恐怖暴力活动 。 兄弟会另一位思想家赛义德 ？ 库特

布提出 的
“

伊斯兰 国家论
”

、

“

真主主权论
”

等 ， 强化了兄弟会的激进化

趋势 。 激进思想在兄弟会的抬头 ， 虽然使兄弟会在世俗政权的严厉打压下

坚挺过来 ， 但是随着国 内外局势的变化 ， 这种激进化趋势的延续不利于兄

弟会的发展 ， 因此哈桑 ？ 胡代 比作为新一代总训导师提 出 了 囬归古兰经 、

重新审视哈桑 ？ 班纳的政治思想 ， 主张走温和的伊斯兰路线 。

此后 ， 随着 国 内外形
．

势和 国家政策 的转变 ， 特别是在穆 巴拉克上 台

后 ， 致力于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埃及政治民主化 ，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 兄弟

会也转变 自 身的政治立场 ， 日 渐温和 ， 并承诺放弃使用暴力 ， 加入了非暴

力运动 。 兄弟会也在组织和思想 内部不断实现 自 我更新 ，

“

以适应和利用

威权主义世俗国家机制 的方式来改变 自 己 ， 进而谋求改变 国家
”

，

② 政治

观念上也趋向 民主 ， 倡导伊斯兰宪政主义 ， 将其伊斯兰诉求同 民主理念相

结合 ， 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推进兄弟会的影响 。 此外 ， 在埃及的现代化进程

中 ， 兄弟会不断地汲取
“

外部营养
”

， 在 自 由 、 民主 、 爱国主义 、 民族主

义 、 现代化等理念上 ， 兄弟会的领导人经过深入的思考 ， 有着独到 的看

法 ， 因此在局势瞬息万变的埃及政坛 ， 兄弟会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 ， 作 出

灵活适当的反应 。

第三 ， 兄弟会的转型也体现在它对埃及公 民社会的全面渗透 。

“

从上

① 毕健康 ：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６６ 页 。

② 王泰 ：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 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 》 ， 载 《世界历史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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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３０ 年代兴起的兄弟会组织 的成员包含了伊斯兰为导 向 的 民主阶层 ，

他们参与到政治领域 ， 并用伊斯兰 的教法来衡量生活 中一切事物 。 此外 ，

兄弟会致力于在政治 、 文化和实践等各个层面推进民主化 ， 致力于改善同

其他政治团体的关系 。

” ？ 哈桑 ？ 胡代 比为 了实现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

兰统治的 目标 ， 采取双管齐下的两手策略 ， 除了圣战手段 ， 还不断地进行

宣传 、 教育 。 倡导兄弟会成员要有效地借鉴西方物质文明 中 的某些成果 ，

武装兄弟会 自身 ， 并以此为途径 ， 扩大兄弟会的影响 ， 宣传伊斯兰思想 。

“

哈桑 ？ 胡代 比在
‘

社会和宗教
’

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 此外 ， 兄弟会坚定

的反帝立场和拒绝政党政治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

ｏ

？

兄弟会建立初始的教义吸引 了一大批埃及民众 ， 包括农民 、 工人 、 学

生 、 商人等各个阶层 ， 另外 ， 兄弟会大力普及教育 、 从事慈善事业 、 投资

公共服务领域 、 发展伊斯兰经济等都为其积攒了很高的人气 ，

“

影响力和

民意基础不断扩大 ， 成为一个阶级属性模糊 的 民粹主义组织 。

” ③ 各个阶

层对兄弟会的支持 ， 构成了兄弟会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 ， 也是兄弟会在新

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的重要原因 。 从 ９０ 年代开始 ， 兄弟会就将其主要 目

标集中在对行业协会 、 联合会、 慈善组织的控制上 ， 并利用组织的领导权

去从事公共服务和慈善事业 ， 为社会下层 民众在就业 、 医疗 、 教育 、 食

品 、 卫生各个方面提供帮助 ，

“

兄弟会在公民社会方面发展壮大并取拇明

显成效 ，

一时被称为
‘

虽遭到 国家拒绝 ， 却得到社会承认
’

， 其
‘

合法性

来 自 于社会而不是国家
’

。
④ 兄弟会还在 国家控制 的新闻媒体方面 ， 不断

地加强其影响 ， 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的埃及总统大选 中 ， 穆 巴拉克政府虽然

通过限制反对党 、 加 强对选 民 投票 的 干预等手段 ， 获得 了 总统连任 ，

“

利用大量政府控制 的新 闻媒体来进行 自 我宣传 ， 但是 ， 在 １ ９５２ 年之

后 ， 埃及反对派也不断地在政府控制 的新闻媒体事业 中渗透势力扩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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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并取得了空前 的 地位
”

，

？ 不断地争取机会 ， 使得在近半个世纪 以

来 ， 埃及反对派领袖首次在最宽广的平台上 ， 自 由地向埃及民众宣传 自 己

的主张 。

二 穆斯林兄弟会转型的多重因素

首先 ， 兄弟会在 民主 、 自 由 、 宪政等方面的思想转变 ， 是其能在埃及

变动局势中得以转型的重要思想原因 。 哈桑 ？ 班纳所处的时代是在英国殖

民统治和 自 由主义时代 ， 因此 ， 班纳十分痛恨外 国势力对埃及 内政的干

预 ， 对西方文明及其社会 、 经济和政治思想一概持否定态度 ， 包括民主制

度 、 世俗教育 、 社会制度和妇女的解放 。
？ 然而 ， 随着埃及国 内外政治局

势的变化 ， 兄弟会的宗教政治理念也遇到 了挑战 ， 内部思想发生嬗变 。

在兄弟会看待民主的问题上 ，

“

宪政体制是建立在个人 自 由 、 咨询公

民 、 统治者的责任 、 各个权威机构的权力制约基础上的 ， 这清楚地表明 了

这些原则都来 自 于伊斯兰 的经文 。 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会接受这种统

治系统 ， 并无限地靠近伊斯兰 ， 他们看不到其他任何的统治模式能与伊斯

兰等同 。

” ③ 根据这条包含创造性和现代性 的指导原则 ， 班纳接受 民主成

为统治政权宪法和议会运行的原则 ， 结束了 围绕民主无休的争论 。 兄弟会

还提 出伊斯兰教的天性决定 了它不会建立宗教权威 ，

“

因为伊斯兰 国家本

身就是一个公民 国家 ， 乌玛会将公民社会的一些系统和制度都建立起来 ，

而乌玛就代表着权威的来源之一
”

， 在永恒 的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建构 中 的

人类的伊智提哈德 （ 创制 ） 并没有被禁止 。
④ 也就是说兄弟会承认埃及的

政府及宪政制度 ， 认为其宪政制度的原理同古兰经创制 的思想精髓在某些

原则还有相通之处 ， 因此 ， 在创制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 兄弟会承认现行

制度和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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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 彳
；

Ｊ了二十多年的实践之后 ， 重新思考了 民主的一些基本原则 ， 表

明 了兄弟会对在穆斯林社会中 的共同协商和政治多元化的立场 ， 整体上承

认宪法和议会政权 ， 强调 民族是一切权力 的源泉 ； 强调公正选举 的重要

性 ， 它是权力和平交接最好的方式 ， 甚至提出埃及的妇女地位问题 。

此外 ， 埃及最大的两个暴力激进组织
——伊斯兰社团和伊斯兰圣战组

织也出现了转变 ， 这种暴力极端主义运动 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反省式的 自 我

批判 ， 开始重新思考他们 的圣战主义思维和长期激进暴力 的行动 。 １ ９９７

年 ７ 月 ， 伊斯兰社团 的领袖发起了非暴力 的倡议 ， 并开始评估过去的行动

和思想意识 。
？—方面对 自 身之前 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进行批判 ， 另

一方

面 ， 深人分析新的思想意识模式的建构 。 这两种平行进行的
“

自 我批判
”

思想运动 ， 不仅是对过去圣战思维的一种突破 ， 而且由埃及现代宗教暴力

运动历史上最大的两个伊斯兰团体发起推动综合多层面的 自 我反省 ， 其重

大的意义不言而喻 ， 对埃及社会和伊斯兰团体的未来发展也是有重大影响

的 。 随着伊斯兰社团宣布放弃使用暴力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自 我评估 的进

行 ， 这两个组织都加人了和平温和 的社会政治伊斯兰团体的行列 ，

一方面

增强了 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运动 的力量 ， 另
一方面 ，

在 １ ９９７ 年宣布非暴力 倡议之后 ， 埃及 的政治氛 围 已经有 了很大的转变 ，

当美国和西方的情报部门投人精力来应对伊斯兰组织成员 ， 将数以百计的

人送进监狱和秘密拘留所 ， 埃及政府开始逐年释放了近两万名伊斯兰组织

的成员 ，

？ 这种政治氛围对兄弟会宣传主张扩张势力是个绝好的机会 。

其次 ， 埃及政治生活 日 益多元化和宗教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兄弟会转型

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 穆巴拉克上台后 ， 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 ， 稳步推

进有限的 民主化进程 。

“

穆 巴拉克执政伊始 ， 便与反对党派握手言和 ， 缓

和反对党派和 民主人士 的关系 ， 释放 １９８ １ 年 ９ 月 大逮捕中下狱的反对党

派领袖人物和思想家 ， 并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

” ？ 在穆 巴拉克时代 ， 多党

制从萨达特时代 的有名 无实状态进入 了 正式运行状态 ， 尽管是
“

有 限

的
”

， 但毕竟迈 出 了埃及政治 民主化进程 中 的重要一步 。 政治环境 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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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使兄弟会的主流派别也 日 益温和 ， 兄弟会承认现行宪法 、 库举制度 、

议会政治和一些基本原则 ， 同时也保留 了一些 自 己 的看法 。

“

从三十多年埃及社会发展来看 ， 公 民社会组织 由 少 到多 、 由 弱 到

强 ， 特别是同业公会 、 工会 、 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日 益突 出 ， 构成 自 下

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

” ？ 在 ２００ １ 年律师协会的选举 中 ， 兄弟

会赢得了多数选票 ， 控制了协会理事会 ， 这从侧面反映了伊斯兰主义对世

俗公民社会的渗透 ， 出现了宗教公民社会 ， 呈现出一种伊斯兰属性 ， 这当

然引起了政府的不满和恐慌 ， 他们颁布法律限制甚至取缔协会 ， 兄弟会领

导的协会则不断批判政府违背民主原则 。 尽管公民社会主体之间分歧和矛

盾是客观存在的 ， 但是在与政府的对抗 中 ，

一方面 ， 扩大 自 由推进民主的

要求 ，
无疑将推动整个埃及社会的民主化 ， 另

一方面 ， 是民主 自 由化理念

渐渐在兄弟会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 中生根发芽 。

兄弟会认识到 ， 要独 自 承担起领导埃及或者操纵政治改革进程重担是

非常困难的 ， 兄弟会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有效地治理整个 国家就要和

“

所有的政治派别组成联盟
”

，

② 因此必须采取同其他政党合作的战略 。 与

此同时 ， 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亦发生变化 ， 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 。
③ 兄弟会 明确地提出 ：

“

现

代的宪法制度提供了一种通过选举来获得权威的道路。 只要宪法制度可 以

选举出 负有责任感的人 ， 并能防止他们转人威权统治 ， 那么伊斯兰就不会

与它对抗 。

” ④ 兄弟会反对的是威权统治 ， 不是宪政制度 ， 尊重在宪法和

法律框架 内 的政治领域的多党制 ， 并提出在维护宪法的尊严下 ， 限制总统

的任期 。

再次 ， 兄弟会的年轻一代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是内部组织在时代影响下

的客观而重要的因素 。 从组织内部的代际交替来看 ， 穆斯林兄弟会成立至

今八十多ｆ的历史横跨了几代人 。 兄弟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
也遇到 了

很多新的难题和困境 。 在应对这些难题和困境时 ， 兄弟会内部年老的
一代

？ 王林聪 ： 《埃及公民社会刍议 》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０ 期 。

②ＭｏｈａｍｅｄＦａｙｅｚＦａｒａｈａ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ｃａｎｉｔｂｅｄｏｎｅ ？ＡｒａｂＩｎｓ ｉｇｈ ｔ
，

ｖｏＬ２
，Ｎｏ ．６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９ ．

③ 哈全安 ：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 》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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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化转型问题 １ ７５

与年轻的一代在思想观念和制定策略方面出现 了分歧 。 毫无疑问 ， 从兄弟

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 ， 掌握兄弟会组织大权的年轻一代在新兴理念和雄

心抱负等方面影响兄弟会未来的走 向是必然的 。 在兄弟会 内部 ，

“

很多年

轻的兄弟会成员也开始要求兄弟会组织结构更为 民主和透明 ， 他们倡导权

力应该有规律地在成员 之间循环 ， 威权思想应该从兄弟会的思想 中剔

除
”

，

“

很多人还希望修改兄弟会的 内部章程 ， 允许更多 的年轻的兄弟会

成员参加组织领袖 的竞选
”

。
？

从埃及社会发展和人 口增长来看 ， 据统计 ， 近年来埃及的青年人 口 比

例猛增 ，
１５￣ ２８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 占到 了埃及全部人 口 的 ２８％

， 换句话

说 ， 埃及八千万人 口 中近三分之一 的人 口 年龄都在 ３０ 岁 以下 。
② 加入非

政府组织 ， 举行游行示威 ， 年轻人的诉求 已经不仅局限于就业和教育 ， 他

们在公众场合中越来越多地提出 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 ， 要求扩大政治参

与 、 尊重人权 、 实现更大的个人 自 由 ， 同时 ，
全球信息技术的革命也给了

埃及青年人更为直接的机会去接近政治 ， 并加入到关于 自 由 、 人权和民主

化的讨论 。 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不例外 ， 在过去的三年 中 ， 兄弟会

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埃及最富活力的主体力量 ， 他们有高效的组织 ， 并能

采取有计划 的政治行动 。 在 ２００５ 年的议会大选中 ， 兄弟会中年轻的积极

分子就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使得兄弟会得 以在其创建历史上贏得 了议会

２０％ 的席位 。
③ 毫无疑问 ， 兄弟会的年轻成员 已经开始对兄弟会高层制定

决策产生影响 ， 尽管在整个兄弟会运作的过程中 ， 它可能起到的是一个小

齿轮的作用 ， 但是小齿轮往往能带动大机械运作 ，
而且这种趋势还在

加强 。

最后 ， 从外部环境来讲 ， 中东 民主化进程在坎坷中 的不断推进 ， 也影

响 了兄弟会在邑主化问题上思想和策略的转变。 围绕中东地区是否要进行

民主的争论由来已久 ，
１ ９６７ 年阿拉伯世界的战败在阿拉伯知识分子 中 引

起了激烈的讨论 ， 包括关于是否需要民主 、 公民权利 、 议会的合法性 、 民

①ＫｈａｌｉｌＡｌ
－Ａｎａｎｉ

，
＂

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ＮｅｗＰａｔｈ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Ｉｓｌａｍ？

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
ｇｙ ，ｖｏＬ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 ．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ｙ
ｏｕｎ

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ａ－ｎｅｗ－

ｐ
ａｔｈ

ＣＤＩｂｉｄ ．

③Ｉｂ ｉｄ ．



１ ７６ 非洲研究


众参与 、 政府的责任和民主价值观等等 。
？ 这些讨论最初 只 限于知识精英

的小范围 内 ， 但是随着 中东各 国进行 的 民主化改革 （ 无论是 出 于怎样的

． 意愿 ） ， 以及西方欧美国家推动 的
“

大 中东 民主计划
”

， 民主化的观念开

始深入到 了社会各个阶层 ，
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但中东的穆斯林可

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民主正在逐步扎根 ， 该地区的社会也正在慢慢接受

民主实践的经验和制度 。

作为推动中东 民主化的外部因素 ， 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 从某种程度

上说 ， 在 中东推动 民主化是
“

二战
＂

后美 国在战败 国建立 民主系统政策

的一种延续 。 致力于推动市场改革 、 法律条款 、 尊重人权和民主化 ， 很多

阿拉伯 国家的领导人都与美国结成亲密的盟友关系 ， 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推

动民主化和保护政治 、 经济与安全利益提供了支持 ； 相反 ， 美国利用对这

一地区的经济援助来发展经济 、 推进政治改革 。 对于美国来说 ， 从地缘政

治 、 解决巴 以 冲突 、 中东利益等方面来说 ， 埃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 在这个传统的地区大国 ，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 ， 如经济援助 、 投资 、 公

共建设等手段来加强对埃及 的＿响 ， 推动埃及的 民 主化进程 。 但是很显

然 ，

“

美国在巴 以谈判的问题上越是需要埃及的帮助 ， 他们就越是需要穆

巴拉克在此间承担重要的角色 ， 而能够推动穆 巴拉克政权走 向 民主的进程

也就越是困难
”

，

“

奥巴马也认识到 ， 对埃政策若是将经济援助 同政治改

革挂钩 ， 穆 巴拉克很有可能拒绝
”

， 他们 的伙伴关系也会受到影 响 ， 因

此 ， 美 国不能直接敦促埃及政府进行改革 ， 只有将重点放在引导埃及政府

制定政策措施 ， 而不是
“

帮助埃灰政府削弱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

，

② 从推

动民主化的角度来看 ， 美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 不可否认

的是 ， 尽管中东地区在推动 民主化的过程 中面临着顽固的 国 内和 国外的障

碍 ， 民主化毕竟在 中东渐渐扎根了 ， 即使是政府的反对派伊斯兰组织在同

世俗政府对抗时 ， 也是举着
“

民主化
”

、 自 由化的旗帜 ， 借此在与政府 的

博弈中宣传 自 己 的伊斯兰主张 ， 兄弟会也不例外 ，
也在付诸行动来加强民

主 ， 提出废除军事管制法 ， 释放一切政治犯 ， 接受 自 由 主义的实践 ， 尤其

①ＮａｔｈａｎＪ ．Ｂｒ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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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 民主化转型问题 １ ７７

是 自 由 的言论和结社 ， 倡导不受政府干预的公正的选举 ， 给独立司法以最

高的权威 ， 并通过相关法律来保证它的独立 。

三 转型后穆斯林兄弟会面临的挑战

纵观兄弟会的发展历程 ， 从 １ ９２８ 年创立至今 ， 兄弟会始终坚守着入

会誓词 ：

“

我们都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 ， 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
”

，

？ 致

力于恢复皓里发统治和伊斯兰教法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也 曾徘徊在暴力激进

组织的边缘 ， 在同世俗政权的对抗中 ， 也采取了大量的政治暴力行动 ， 并

在纳赛尔时期分化出一种伊斯兰极端组织 。 但是兄弟会主流派基本上还是

放弃了暴力政策 ， 在萨达特时期完成了从政治暴力到和平合法斗争的转

折 ， 就政治暴力而言 ， 兄弟会已经不是埃及政治暴力 的主要因素 。 在兄弟

会的创始人哈桑 ？ 班纳看来 ， 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的统治是穆斯林社会的

根基 ， 是穆斯林团结的平台和象征 ， 必须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统治 。

他排斥西方精神文明 ， 但是又提出可 以借鉴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成果 ， 班

纳虽然完全否定西方的社会 、 经济和政治思想与制度 ， 但是他又未能完全

提出构建完善全面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理论 ， 如前所述 ， 兄弟会在应对出

现的一些新理念时 ，

“

必要时可 以对它进行改革
”

， 因 为
“

它和生命中 的

万物相连 ， 并详尽地规定了生活 中的每一件事物 。 当人们在面对新出现的

问题时 ， 它也是非常有用的
”

，

② “

当然 ， 兄弟会只是在斗争策略上而不是

在斗争 目标上接受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化 。

”③ 兄弟会也阐 明 了愿意同

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态度 ， 认为科普特人是埃及社会结构 中不可缺少的
一

部分 ， 他们信仰和崇拜 自 由 ， 强调埃及民族整体的重要性 。 这种态度进一

步表明 ， 在同一个国家生活的人们 ， 无论其宗教 、 种族或意识形态如何不

同 ， 都可以达成公民共识 。

尽管兄弟会出现了这样 的一些转变 ， 但
“

在关于穆斯林兄弟会是否

①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前高官 ： 埃及准备迎接 民主 自 由 》 ，
２０ １ １ 年 ８ 月 １ 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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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变成一种 自 由 的力量 的 问题上 ， 不少人都持反对的态度 … …他们认

为 ， 对这些组织作出公正的评价 ， 应当建立在思考这些组织的特征及其运

行的文化结构的特征的基础上 。

”

？ 从本质上说 ， 埃及广大的世俗主义者

并不相信兄弟会会接受世俗主义 ， 并将接受世俗主义作为其转变为一种 自

由运动的一个先决条件 。 他们还怀疑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携手究竟可 以

走多远 ， 所以他们对兄弟会是否可以完全转变为一个西方式的 自 由主义政

党并不抱太大期望 。 因为宗教组织不会放弃他们 的宗教天性 ， 这种天性将

他们和非宗教政治势力完全区分开 。 穆斯林兄弟会从未宣布要放弃 自身的

伊斯兰属性 ， 衡量生活 中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伊斯兰教法 。 此外 ， 兄

弟会内部并没有很好地运用公平 自 由 民主的原则 ， 在选拔 自 己 的训导师

时 ， 其选举过程与 ２００５ 年宪法第 ７６ 条修改之前埃及人选举他们的总统候

选人如 出一辙 ， 完全是兄弟会中 的决策者根据 自 己 的利益来选择候选人 ，

或许对于兄弟会来说更明智 的做法是从 自身开始民主化的实践 。

总之 ， 兄弟会近些年的表现给我们总体的感觉是稳中有变 ， 积蓄并不

断地扩展它的势力 ， 长期 以来 ， 兄弟会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和宗教政治

势力 中最具社会基础 、 最具影响力 的温和组织 ， 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 对政治稳定产生直接影响 。 而始于 ２０ １ １ 年的
“

阿拉伯之

春
”

对埃及造成的政治大地震 ， 无疑给 了 兄弟会参与政治 、 发挥影响 的

一个绝佳机会 ， 使其通过参与议会大选赢得话语权 ， 并赢得领导权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２ 月 份 的新议会选举 中
， 自 由 与正义党赢得 了绝对 的优势地位 ，

这是近二十年来兄弟会建设取得的最大成果 。 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穆

尔西 出任埃及首任民选总统 ， 其对于埃及内政外交的影响无疑会起越来越

大的影响和作用 。 然而 ， 兄弟会倡导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思想能否成为埃及

政治伊斯兰发展的最佳选择仍有待实践检验 ， 而且兄弟会在埃及政坛并非

一家独大 ， 在议会席位 中虽然名列第一 ， 但 尚未过半 ， 无法以一 己之力控

制议会 ， 必须同萨拉菲派和其他 自 由 民主派进行政治合作 ，

“

阿拉伯 国家

世俗政党还有相 当的影响 ， 多数民众也不接受极端思潮 ， 伊斯兰势力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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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必须采取温和路线并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 。

” ① 其执政的前途和面

临的挑战十分巨大 。

就在本文即将付梓之际 ， 恰逢穆尔西总统执政一周年 ， 其本人遭遇巨

大反对浪潮而被军方解职 ， 瞬息万变的埃及局势何去何从 ， 穆斯林兄弟会

发展路线何去何从 ， 会否被倒逼再次走上武装暴力之路 ， 都还需要观察 。

（责任编辑 ： 周搀金 ）

① 安惠侯 ： 《阿拉伯 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 因及后果 》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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