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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
＊

李福泉

　　［摘要］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壮大于９０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以伊斯兰联盟、伊斯兰法庭联盟

和青年运动为代表。索马里独特的“国情”，给其政治伊斯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呈现出多种特点：部族主义的渗透与影响；民 族

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交织；普遍的武装化和暴力化；外部的强大影响；强烈的反苏菲倾向。索马里政治伊斯兰扎根于本国的现实，代

表着部分索马里人摆脱发展困境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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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１年年初西亚德·巴雷政权倒台以来，索马

里陷入了长期混战，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近年来，
伊斯兰激 进 组 织 青 年 圣 战 者 运 动（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　Ｙｏｕ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简 称 青 年 运 动 或 青 年 党）频 频 发 动 恐 怖 袭

击，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事实证明，政治伊斯兰〔１〕不仅

是影响当前索 马 里 政 局 变 化 的 关 键 因 素，也 是 分 析 和

认识索马里危机的重要维度。
索马里 政 治 伊 斯 兰 起 源 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壮 大

于９０年代，大致 经 历 了 三 个 阶 段，先 后 以 伊 斯 兰 联 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伊 斯 兰 法 庭 联 盟（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Ｕ－
ｎｉｏｎ）和青年运动为代表，它们作为前后相继的伊斯兰

组织，曾深 刻 影 响 索 马 里 国 内 政 治 和 东 非 地 区 形 势。
本文将以上述 三 个 组 织 为 中 心，梳 理 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的演进过程，〔２〕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

一、伊斯兰联盟的兴起与解体

索马里 是 非 洲 惟 一 一 个 人 口 全 部 为 穆 斯 林 的 国

家，〔３〕伊斯兰文化在当地根深蒂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但就起源 而 言，索 马 里 现 代 政 治 伊 斯 兰 是 外 部

思想输入的 结 果。二 战 后，在 埃 及 和 沙 特 等 国 留 学 或

打工的索马里人逐步把伊斯兰复兴思想带入本国。２０
世纪６０年 代 后 期，名 为 伊 斯 兰 协 会（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和 伊 斯 兰 青 年 联 盟（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Ｙｏｕｔｈ　Ｕ－
ｎｉｏｎ）的组织先后诞生，它们都接受赛来非耶思想，并深

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４〕１９６９年，西亚德·巴雷

发动政变，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限制伊斯兰教在

索马里的影 响。许 多 宗 教 领 导 人 逃 往 国 外，有 些 与 中

东的穆斯林兄 弟 会 建 立 了 联 系，其 他 的 则 接 触 到 了 阿

富汗等地流行的圣战思想。１９８４年，伊 斯 兰 协 会 和 伊

斯兰青 年 联 盟 秘 密 合 并 为 全 新 的 组 织———伊 斯 兰 联

盟，它成 为 此 后 十 几 年 索 马 里 最 强 大 的 伊 斯 兰 政 治

力量。
随着国内形 势 的 变 化，伊 斯 兰 联 盟 的 主 要 活 动 经

历了由宣教到军事的转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中后期，它集

中精力进行宣 传 活 动，伊 斯 兰 教 与 政 治 无 法 分 离 是 其

秉持的主要思 想，在 非 洲 之 角 建 立 伊 斯 兰 国 家 是 其 目

标。它不仅在中 学 和 大 学 中 秘 密 招 募 成 员，也 向 军 队

和政府机构 渗 透。此 外，它 还 在 大 城 市 建 立 了 小 商 人

组成的网络，以此为自身奠定经济基础。

１９９０年年底，西亚德政权濒临崩溃，６位阿富汗反

苏圣战者的回国推动了伊斯兰联盟的激进化。１９９１年

·１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１０＆ＺＤ１１５）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
合国研究”（１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初，为了保护许多成员所属的达鲁德（Ｄａｒｏｏｄ）部族，伊

斯兰联盟与艾迪德领导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在南部城市

基斯马 尤 展 开 激 战。虽 然 这 次 军 事 行 动 以 失 败 而 告

终，却成为伊 斯 兰 联 盟 发 展 的 重 要 转 折 点。军 阀 混 战

的现实使其领 导 人 意 识 到，要 确 保 组 织 的 生 存 和 目 标

的实现，就必 须 依 靠 强 大 的 武 力。〔５〕自 此，伊 斯 兰 联 盟

正式进入了圣战阶段。
在中央政权 不 复 存 在 的 情 况 下，伊 斯 兰 联 盟 的 势

力首先在西北部地区获得空前 发 展。１９９１年６月，伊

斯兰联盟首次召开大会，对组织进行改组，阿里·瓦尔

萨梅（Ａｌｉ　Ｗａｒｓａｍｅ）为 主 席，哈 桑·达 希 尔·艾 维 斯

（Ｈａｓａｎ　Ｄａｈｉｒ　Ａｗｅｙｓ）为 副 主 席 和 军 事 机 构 负 责 人。
伊斯兰联盟逐 步 形 成 了 跨 越 国 界 的 世 界 性 网 络，渗 透

到了索马里难民所在的众多国家。它不仅从控制下的

港口博萨索（Ｂｏｏｓａａｓｏ）获 得 资 金，还 得 到 沙 特 私 人 和

世界穆斯林 联 盟 等 组 织 的 捐 助。而 且，它 还 利 用 国 内

的混乱环 境，涉 足 零 售、通 讯 和 小 工 业 等 多 个 经 济 领

域，成为 大 批 索 马 里 贫 民 就 业 机 会 的 主 要 提 供 者。〔６〕

１９９２年６月，伊斯兰联盟宣布在索马里西北 部 建 立 伊

斯兰政府，却很 快 被 当 地 的 主 要 力 量 索 马 里 民 主 拯 救

阵线（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击 败，６００
多名民兵被 杀。遭 此 打 击 后，伊 斯 兰 联 盟 的 主 力 转 移

到了西南部靠近埃塞俄比亚 的 盖 多 州（Ｇｅｄｏ），又 一 次

在当地建立了事实上的地方伊斯兰政权。它禁止居民

携带武器，重建安全和秩序，劝说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

和捐助者到盖 多 州 开 展 活 动，但 由 于 严 格 执 行 伊 斯 兰

教法，比如强制 妇 女 戴 面 纱、禁 止 种 烟 草 等 等，它 并 未

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７〕

伊斯兰联盟 在 索 马 里 本 土 发 展 的 同 时，其 成 员 也

在埃塞俄 比 亚 的 欧 加 登 地 区（索 马 里 人 占 据 多 数）活

动。１９９０年，他 们 在 当 地 索 马 里 人 中 组 建 了 分 支 机

构———西索马里伊斯兰联盟，试图“解放”欧加登地区，
在整个东非建立由所有索马里人居住的区域构成的大

索马里国家。〔８〕１９９１年，它开始在欧加登地区发起游击

战，进入１９９５年，它进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

首都）等城市对市场和宾馆等场所发动恐怖袭击。〔９〕为

了消除这一 威 胁，埃 塞 尔 比 亚 军 队 在１９９６年８月 和

１９９７年１月先后两次越境进入盖多州，重创 伊 斯 兰 联

盟总部，伊斯兰主义者四散逃亡，许多成员来到首都摩

加迪沙参与 创 建 伊 斯 兰 法 庭 的 活 动。至 此，作 为 组 织

的伊斯兰联盟 不 复 存 在，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 第 一 阶 段

宣告结束。此后，它的不少成员依然在秘密活动，但重

建组织的努 力 以 失 败 而 告 终。虽 然 如 此，它 的 激 进 思

想对后继索马 里 伊 斯 兰 组 织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其 成 员

成为伊斯兰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二、伊斯兰法庭联盟的短暂兴盛

作为伊斯兰联盟之后索马里主流的政治伊斯兰组

织，伊斯兰法庭 联 盟 的 兴 起 是 饱 受 战 乱 之 苦 的 索 马 里

人以法庭形式维护自身安全的产物。法庭通过执行伊

斯兰教法和习惯法，既向普通百姓提供必要的安全，也

为伊斯兰主义 者 创 造 了 活 动 的 平 台，它 们 的 兴 起 反 映

了政治伊斯兰在索马里的强大影响。
随着１９９１年索马里国家的崩溃，各种类型的伊斯

兰组织成为医疗、教育等服务的最有效提供者，伊斯兰

法庭则在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发挥 了 关 键 作 用。〔１０〕１９９３
年，第一个法庭 在 索 马 里 首 都 摩 加 迪 沙 出 现，随 后，其

他法庭陆续建立。１９９８年，前伊斯兰 联 盟 领 导 人 艾 维

斯在摩 加 迪 沙 南 部 也 组 建 了 两 个 法 庭。为 了 执 行 裁

决，每个法庭都拥有数量不一的民兵，其薪水由法庭所

属部族分支 的 商 人 支 付。与 众 多 军 阀 武 装 不 同，法 庭

民兵由于纪律 严 明 而 获 得 良 好 声 誉，即 便 批 评 法 庭 的

人也称：“人们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不嚼卡特（一种有毒

性的灌木嫩枝），不强奸妇女，更富有纪律性。”〔１１〕

２０００年初，为了协调各法庭之间的行动，各法庭领

导人成立了沙利亚执行委员会（Ｓｈａｒｉａ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艾维斯是秘书长。委员会的首要功能是交换

罪犯和进行联 合 军 事 行 动，但 同 时 它 也 是 艾 维 斯 和 其

他法庭领导人实现政治目标的 工 具。２００４年，摩 加 迪

沙的法庭组建了新组织———索马里伊斯兰法庭最高委

员会（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ａ－
ｌｉａ），宗教学者 谢 里 夫·谢 赫·艾 哈 迈 德 当 选 为 主 席，
后来被外界称为伊斯兰法庭联盟的组织就此形成。随

之，伊斯兰法庭系统在摩加迪沙迅速扩张，崛起为强大

的军事政治力量。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索马 里 过 渡 联 邦 政 府 成 立，临 时 总

统尤素福的反伊斯兰主义倾向使其与伊斯兰法庭联盟

直接产生冲 突。为 了 保 护 自 身 安 全，法 庭 联 盟 整 合 各

法庭民兵，建立了下属军事组织———青年运动，艾维斯

的亲信阿丹·哈什·阿伊罗（Ａｄａｎ　Ｈａｓｈｉ　Ａｙｒｏ）是其领

导人。面对法庭联盟的异军突起，２００６年３月，在美国

支持下，混战多年的军阀实现团结，在摩加迪沙组建了

恢复和平和反恐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５月，双方发生大规模巷战。

６月，法庭联 盟 粉 碎 军 阀 联 盟，控 制 了 整 个 摩 加 迪 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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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１年以来，索马里首都第一次处在了统一权威的

管辖之下。〔１２〕法庭联盟拆除遍布各地的路障，清扫垃圾

成堆的街道，重新开放飞机场和港口，收缴军阀民兵的

武器，归还军阀劫掠的财物，数天之内，首都气象一新。
而且，它还严格执行教法，比如禁止电影院放映西方和

印度电影、禁止斋月期间进行体育活动等等。〔１３〕法庭联

盟的一些做法 确 实 引 起 了 许 多 人 的 反 感，但 它 使 首 都

恢复了丧失已 久 的 和 平，因 此 获 得 了 大 批 百 姓 的 衷 心

拥护，〔１４〕尤其是商人由于安全成本的降低，对法庭联盟

给予了很大 的 同 情 和 支 持。此 后，法 庭 联 盟 又 迅 速 攻

占基斯马尤等 城 镇，控 制 了 索 马 里 中 部 和 南 部 大 片 土

地。在这期间，由于法庭联盟的积极打击，活跃于沿海

地带的海盗活动一度明显衰落。〔１５〕总之，在国家崩溃的

情况下，法庭联盟提供了准制度化的政治权威，基本实

现了中南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但是，法庭 联 盟 也 遭 到 了 多 种 势 力 的 反 对。过 渡

政府视其为政治对手，美国指责其包庇外国恐怖分子，
埃塞俄比亚也 坚 决 反 对 政 治 伊 斯 兰 在 索 马 里 的 蔓 延。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一方面，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

非盟向索马里 派 遣 维 和 部 队，以 保 护 岌 岌 可 危 的 过 渡

政府；另一方面，美 国 以 武 器 和 情 报，支 持 埃 塞 俄 比 亚

军队侵入索马里，联合过渡政府军队，对法庭联盟以毁

灭性打击。〔１６〕次年１月，法庭联盟被逐 出 摩 加 迪 沙，整

个组织解体，政 治 伊 斯 兰 力 量 统 一 国 家 和 重 建 社 会 的

努力在外力干涉下归于失败。

三、青年运动的崛起

外来的打击使索马里政治伊斯兰陷入了严重的分

裂危机。法庭联 盟 解 体 后，大 部 分 领 导 人 逃 亡 厄 立 特

里亚，并于９月 在 其 首 都 阿 斯 马 拉 建 立 了 重 新 解 放 索

马里联盟（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
ａ），其内部分 为 艾 哈 迈 德 领 导 的 温 和 派 和 艾 维 斯 领 导

的激进派。２００８年５月，以吉布提为 基 地 的 温 和 派 开

始与过渡政 府 和 谈，并 于１２月 达 成 协 议。据 此，临 时

议会增加２７５席，其 中２００席 属 于 艾 哈 迈 德 一 派 的 成

员，次年１月，新 议 会 选 举 艾 哈 迈 德 为 过 渡 政 府 总 统。
就此，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被整合到过渡政府，成为国际

社会承认的 政 治 力 量。但 艾 维 斯 一 派 坚 决 反 对 和 解。

２００９年２月，激进派联合国内３个较小的伊斯兰组织

建立了伊斯兰 党（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ｙ），４月，艾 维 斯 回 国 后，
成为其领导 人。它 拥 有 自 己 的 武 装，曾 控 制 中 南 部 部

分土地。２０１０年２月，伊斯兰党与青年运动合并，正是

后者成为法庭联盟之后索马里境内影响最大的伊斯兰

组织。
青年运动原 本 是 法 庭 联 盟 下 属 的 军 事 组 织，但 随

着前者的解 体，它 成 为 一 支 独 立 的 武 装 力 量。它 打 起

抵抗埃塞俄比 亚“外 国 侵 略 者”的 民 族 主 义 旗 帜，主 张

解放索马里，在 整 个 非 洲 之 角 建 立 伊 斯 兰 国 家。２００７
年３月，进入索马里肩负维和任务的非盟特派团（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也被视为侵略者。自２００７年年初，
青年运动以发射迫击炮、路边伏击等多种形式，频频袭

击埃军、过渡 政 府 和 特 派 团。它 还 在 索 马 里 历 史 上 首

先把自杀式袭击作为对付敌人的常规手段，〔１７〕国 内 冲

突由此变得更加血腥。但它抵抗“埃塞俄比亚侵略军”
的行动，赢得了众多索马里人的支持。２００９年１月，埃
军被迫撤离索 马 里 后，青 年 运 动 拒 绝 了 过 渡 政 府 总 统

艾哈迈德的和 解 建 议，并 于３月 和 伊 斯 兰 党 联 合 攻 占

摩加迪沙。就此，青 年 运 动 成 为 索 马 里 最 强 大 的 军 事

力量，控制了中南部和摩加迪沙的大部分区域，其范围

比鼎盛时期法庭联盟的控制区还要大。
虽然青年运 动 和 伊 斯 兰 党 一 样，都 借 助 民 族 主 义

获取对其反埃 行 动 的 支 持，但 它 同 时 呈 现 出 强 烈 的 泛

伊斯 兰 色 彩，并 频 频 使 用 全 球 圣 战 的 话 语，这 在２００９
年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青年运动秘密在世界各地穆

斯林中进行招募和募捐活动，吸引不少人加入其中，美

国等地的外国 穆 斯 林 进 入 了 领 导 层，有 些 甚 至 成 为 自

杀式袭击者。〔１８〕它不仅利用ＣＤ、录像带和书籍等进行

宣传，也通过网络向多国穆斯林宣扬圣战和殉道思想。
虽然从索马里驱逐异教徒和执行伊斯兰教法依然是不

变的目标，但参 加 全 球 圣 战 和 建 立 跨 越 国 界 的 哈 里 发

国家成为其 长 远 的 规 划。在 埃 军 撤 离 后，西 方 成 为 它

反对的又一对 象，虽 然 过 渡 政 府 总 统 艾 哈 迈 德 宣 布 执

行伊斯兰教法，但 它 指 责 其 是“西 方 的 玩 偶”和 伊 斯 兰

运动的“叛徒”。〔１９〕青年运动还主动与基地组织建立联

系，逐 步 把 自 身 纳 入 了 其 全 球 性 反 西 方 圣 战 网 络。

２００９年，其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布迪·戈丹内（Ａｈｍａｄ
Ａｂｄｉ　Ｇｏｄａｎｅ）〔２０〕向本·拉登宣誓效忠。２０１０年７月，
青年运动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动自杀式 袭 击，〔２１〕这

是其在索马里 之 外 的 首 次 恐 怖 活 动，标 志 着 它 已 经 从

一个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转变为全球圣战组织。〔２２〕

进入２０１０年，青 年 运 动 遭 遇 一 系 列 挫 折，开 始 丧

失在索马里人中原有的号召力。坎帕拉的恐怖活动极

大地败坏了青 年 运 动 的 声 誉，北 美 的 大 多 数 捐 助 者 就

此不再向其捐 献 资 金，青 年 运 动 甚 至 不 得 不 通 过 砍 伐

森林缓解经济困境。〔２３〕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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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出 现 了 军 事 指 挥 官 和 圣 战 者 叛 逃 的 现 象。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爆发严重饥荒，青年运动阻止部分国际组织

在其控制区内救援饥民的做法引发了极大争议和广泛

谴责。〔２４〕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拿起武器反对青年运动

强行征收钱物。而且，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青年运动

领导层出现了严重分裂。２０１１年８月，青 年 运 动 主 动

撤离摩加迪沙大部分地区。１０月和１１月，肯尼亚和埃

塞俄比亚两国 军 队 先 后 进 入 索 马 里，与 政 府 军 一 起 两

面夹击青年运动。２０１２年初，过渡政 府 高 调 宣 布 要 在

２０１２年彻底击败青年运动。１月２０日，青年运动被逐

出摩加迪沙，这成为２００７年以来政府军和特派团取得

的最大的军事成就。２月，青年运动领导人戈丹内宣布

该组织与基地 组 织 正 式 合 并，这 受 到 了 本·拉 登 之 后

基地组织领导 人 扎 瓦 西 里 的 欢 迎 和 认 可，却 遭 到 了 众

多索马里人的强烈谴责。
当前，经济来源的匮乏、自身形象的败坏和国内外

的孤立与打击 使 得 青 年 运 动 陷 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危 机。
但是，它依然 是 索 马 里 国 家 重 建 无 法 忽 视 的 力 量。一

方面，它牢牢控 制 着 部 分 地 区，有 能 力 发 动 暴 力 袭 击，
足以对过渡政府和特派团构成威胁；另一方面，过渡政

府无力有效行 使 权 威，反 青 年 运 动 联 盟 内 部 也 矛 盾 重

重。政 治 伊 斯 兰 将 是 索 马 里 未 来 发 展 不 可 回 避 的

话题。

四、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特点

由上述可知，在过去二十多年，索马里政治伊斯兰

的影响逐步 扩 大，呈 现 出 明 显 的 阶 段 性。索 马 里 独 特

的“国情”，给其政治伊斯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呈

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族 主 义 的 渗 透 与 影 响。伊 斯 兰 教 和 部 族

是索马里 社 会 的 两 大 支 柱，而 后 者 更 具 决 定 性 作 用。
索马里民族成 分 单 一，主 体 民 族 索 马 里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的９７％，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某一个部族，其下又

有数量不一的部族分支。部族是索马里最重要的社会

单元，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在索马里人中，部族

认同往往高居国家认同之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态度，
塑造着他们的政治意愿。部族主义是索马里国家难以

消除的痼疾，〔２５〕部族之间和内部的矛盾与竞争 是 索 马

里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索马里现代伊斯兰组织都意识到了部族主义的危

害，把部族之 间 的 仇 恨 视 为 索 马 里 问 题 的 根 源。它 们

相信，自身能够以宗教为基础实现索马里人的团结，但

实际上，它 们 大 多 同 样 因 为 意 识 形 态 和 部 族 而 分 裂。
大部分伊斯兰 组 织 都 以 部 族 为 基 础，被 部 族 视 为 以 宗

教旗帜扩大权益的工具。早期伊斯兰组织穆斯林青年

联盟的建立者全部都来自伊萨克（Ｉｓａａｑ）部族。伊斯兰

法庭联盟 下 属 的 每 一 个 法 庭 都 是 以 部 族 为 基 础 的 机

构，只对一个 特 定 部 族 分 支 的 成 员 具 有 司 法 权。最 早

构成法庭联盟 的１１个 法 庭，除 了 一 个 之 外，都 由 哈 维

伊部族控制。〔２６〕青年运动高调宣称自身“超越了部族政

治”，但依然深受部族政治的影响。它最初被外界称为

“哈维伊部族 的 民 兵”，后 来 虽 然 有 意 吸 收 其 他 部 族 成

员加入领导层，但 依 然 不 断 卷 入 部 族 之 间 和 内 部 的 武

装冲突。〔２７〕总之，伊斯兰组织无论怎样 强 调 宗 教 认 同，
都无法摆脱历史悠久的部族文化的制约。

第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交织。一般认为，
伊斯兰主义是 作 为 民 族 主 义 的 对 立 物 出 现 的，批 判 世

俗的民族主义 是 中 东 伊 斯 兰 复 兴 中 存 在 的 普 遍 现 象，
但对于索马里多数伊斯兰组织而言，两者是彼此结合、
不相冲突的 意 识 形 态 和 思 想 主 张。一 方 面，索 马 里 伊

斯兰组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索马里民族主义的支持

者和鼓吹者，都 要 求 建 立 囊 括 东 非 所 有 索 马 里 人 居 住

区域的大索 马 里 国 家。在 东 非，索 马 里 人 不 仅 生 活 在

索马里，而且广泛分布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

地区和肯尼 亚 西 北 部 地 区。索 马 里 自 独 立 后，一 直 梦

想建立由所有索马里人组成的国家。索马里伊斯兰组

织继承这一愿望，否定国界的划分，主张“解放”被肯尼

亚和埃塞俄比 亚“吞 并”的 土 地，而 这 正 是 它 们 被 周 边

国家尤 其 是 埃 塞 俄 比 亚 敌 视 的 一 个 根 本 原 因。实 际

上，激发民族主 义 情 绪，反 对“外 敌”的 入 侵，正 是 法 庭

联盟和青年运动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各伊斯兰组织都强调伊斯兰主义，主张

教法治国，声称自身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捍卫者，试图在

整个大索马里 建 立 统 一 的 伊 斯 兰 国 家，青 年 运 动 甚 至

与基地组织建 立 联 系，要 求 建 立 包 括 大 索 马 里 在 内 的

全球哈里发 国 家。它 们 都 深 信，政 治 伊 斯 兰 是 在 索 马

里确立秩序 和 实 现 稳 定 的 最 好 办 法。在 控 制 区 内，它

们都十分严 格 地 执 行 伊 斯 兰 教 法。对 于 违 反 教 法 者，
青年运动施以当众鞭笞、砍首、砍断手脚甚至以石击死

等处罚。〔２８〕由于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表面上显 示 出 了

教法至上主义，它们先后都被外界称为“索马里的塔利

班”。
第三，普遍的 武 装 化 和 暴 力 化。１９９１年 以 后 的 索

马里，武力 决 定 政 治，各 支 力 量 几 乎 同 时 都 是 武 装 组

织，暴力是它们对外交往的通行方式。在此情况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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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往往通过暴力来实现。换言

之，索马里的政 治 生 态 决 定 了 伊 斯 兰 组 织 的 武 装 化 和

暴力化。鉴于中央政府崩溃，参政渠道匮乏，倘若没有

自己的武 装，伊 斯 兰 组 织 便 难 以 自 保，更 无 法 实 现 目

标，事实上，暴力是它们在特殊国情下处理对外关系的

主要选择。伊斯兰联盟正是为了保护所属部族成员而

正式转型为武 装 组 织，伊 斯 兰 法 庭 联 盟 则 为 了 维 护 秩

序和执行教 法，必 须 以 民 兵 和 武 力 为 后 盾。青 年 运 动

由于四面树敌，把 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 的 暴 力 化 推 向 了

顶峰。因此，索 马 里 伊 斯 兰 组 织 的 暴 力 化 很 大 程 度 上

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客观需要。
第四，外部 的 强 大 影 响。作 为 处 于 伊 斯 兰 世 界 边

缘地带的贫穷 国 家，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始终都受到外 部 的 有 力 影 响，尤 其 是 沙 特 在 其 中 扮 演

了关键角色。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沙特借助石油美元

向外大力输出瓦哈比主义，在东非，索马里是其主要目

标。在其主要城 镇 和 一 些 偏 远 的 乡 村，沙 特 资 助 兴 建

了大量宗教学校，学生不仅享受免费的食物和服装，还

会获得一定的津贴。〔２９〕对于家境普遍贫寒的孩子，这些

宗教学校无 疑 具 有 莫 大 的 优 势 和 吸 引 力。除 此 之 外，
数千名索马里 年 青 人 被 送 往 沙 特 的 大 学，免 费 学 习 伊

斯兰教。沙特瓦 哈 比 派 由 此 在 索 马 里 迅 速 传 播，成 为

国内最强大的伊斯兰派别，一些知识分子经过阐释，使

瓦哈比主 义 成 为 社 会 政 治 动 员 的 思 想 武 器 和 有 效 工

具。由于此，索 马 里 多 数 伊 斯 兰 组 织 都 深 受 瓦 哈 比 派

影响，并程度不 一 地 继 承 了 其 排 外、唯 我 独 尊、反 对 苏

菲、强调教法等特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索马里政治伊斯兰加速国际

化，成为全球 伊 斯 兰 运 动 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部 分。青 年

运动的多名骨 干 前 往 阿 富 汗 参 战 或 接 受 宗 教 教 育，由

此深受圣战思想的影响。青年运动领导人戈丹内就曾

去阿富汗，与 基 地 组 织 建 立 了 联 系。大 量 外 国 圣 战 者

还直接到 索 马 里，与 当 地 穆 斯 林 一 起 反 对“异 教 徒”。

２００８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穆斯林加入青年运动，有
些甚至进入了领导层。依据非盟特派团副指挥官的说

法，索马里境内有２０００多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伊拉

克等国的武装人员向青年运动提供资金和 培 训。〔３０〕青

年运动也与基地组织关系日益密切，并最终在２０１２年

２月与其正式合并。成员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不仅使 得

青年运动日益 激 进 化，而 且 使 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 不 再

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
第五，强烈 的 反 苏 菲 倾 向。作 为 索 马 里 伊 斯 兰 教

中的新现象，反 苏 菲 是 沙 特 瓦 哈 比 派 传 播 和 渗 透 的 直

接结果。长期以来，苏菲教团主导着索马里伊斯兰教，
崇拜圣徒和游访圣墓是索马里穆斯林习以为常的功修

方式。但是，瓦哈比派的传入改变了这一状况，致使索

马里伊斯兰教严重分化。接受瓦哈比主义的伊斯兰组

织固守对宗教 的 僵 化 解 释，反 对 沿 存 已 久 的 苏 菲 信 仰

形式，试图实 现 索 马 里 伊 斯 兰 教 的 同 质 化。比 如 伊 斯

兰联盟自建立 后 就 批 判 苏 菲 教 团，耻 笑 其 精 神 修 行 的

做法，直接导 致 双 方 关 系 紧 张。青 年 运 动 则 把 反 苏 菲

行动推向了 极 端，它 建 立 了 反 偶 像 崇 拜 部（Ａｎｔｉ－ｉｄｏｌａ－
ｔ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专 门 负 责 破 坏 苏 菲 宗 教 场 所。其 武

装人员高喊“安 拉 至 大”，在 众 目 睽 睽 之 下 摧 毁 圣 地 和

圣墓，宣称要“根除崇拜坟墓的文化”。〔３１〕青年运动的做

法引发了 众 多 穆 斯 林 的 不 满 和 愤 怒，自２００８年 年 中

起，苏 菲 组 织 “先 知 的 信 徒”（Ａｈｌ　ａｌ－Ｓｕｎｎａ　ｗａｌ－

Ｊａｍａａ）
〔３２〕多次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成为其军事上主要

的对手。
总之，索马里 政 治 伊 斯 兰 的 兴 起 是 国 内 外 多 种 因

素作用的产 物。没 有 索 马 里 国 家 建 构 的 种 种 难 题，就

不会有政治 伊 斯 兰 的 持 久 兴 盛。浓 厚 的 宗 教 氛 围、落

后的文化水平、外 部 思 想 的 持 续 渗 透 和 本 国 政 局 的 不

断动荡，决定 了 索 马 里 政 治 伊 斯 兰 的 兴 衰 和 特 点。从

伊斯兰联盟，到 法 庭 联 盟，再 到 青 年 运 动，政 治 伊 斯 兰

的影响呈波浪 状 稳 步 扩 大，索 马 里 国 家 的 危 机 在 日 益

深化。对于饱受 战 乱 和 饥 饿 之 苦 的 索 马 里 人 而 言，宗

教是心灵的慰 藉 和 希 望 的 来 源，政 治 伊 斯 兰 提 供 了 消

除混乱、重建 秩 序 的 一 种 选 择。虽 然 伊 斯 兰 组 织 表 现

出了某些极端性，但它们扎根于索马里的现实，代表着

部分索马里人摆脱发展困境的一种努力。

［注释］

〔１〕简单而言，政治伊斯兰指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伊斯兰。

〔２〕目前，国内只 有 樊 小 红 的 论 文（《索 马 里 激 进 伊 斯 兰 组 织 初

探》〔Ｊ〕，《西亚非洲》２０１０年 第１０期）分 析 了 青 年 运 动 和 伊

斯兰党兴起的原因、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影响。

〔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ａｎｋ，“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Ｖｏｌ．１，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０７，ｐ．９１．
〔４〕Ｒｏｌ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ｉｎ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ｅｄ．），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ｐ．１１９．
〔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

ｐｏｒｔ，Ｎｏ．１００，１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ｐ．５．
〔６〕Ａ．Ｄｕａｌｅ　Ｓｉｉａｒａｇ，“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ｌ－Ｉｔｔｉｈａｄ　Ａｌ－Ｉｓｌａ－

ｍｉ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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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Ｎｏ．１００，１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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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ｇａｄｉｓｈｕ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ｐ．１５２．
〔１３〕Ｓｈａｕｌ　Ａｈａｙ，Ｓｏｍａｌ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ｉｈａ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８，ｐｐ．９９－１００．
〔１４〕Ｍａｇｎｕｓ　Ｎｏｒｅｌｌ，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ＦＯＩ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２，２００８，ｐ．１２．
〔１５〕Ｔｏｍ　Ｍａｌｉｔｉ，“Ｐｉｒａｃｙ　Ｏｆ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Ｃｏａ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１７，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ｉｒａａｎ．ｃｏｍ／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２－ｎｅｗｓ－
２００７－ｏｃｔ－ｐｉｒａｃｙ＿ｏｆｆ＿ｓｏｍａｌｉａ＿ｓ＿ｃｏａｓ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ｓｐｘ，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２０１２．

〔１６〕Ｓｔｅｖｅ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ｏｍａｌｉ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ａｔａｓ－
ｔｒｏｐｈｅ”，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

〔１７〕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Ｄｅｒｓｓｏ，Ｓｏｍａｌｉ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２１８，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０，ｐ．５．

〔１８〕Ｍｕｈｙａｄｉｎ　Ａｈｍｅｄ　Ｒｏｂｌｅ，“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Ｄｅｓｅｒ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Ｖｏｌ．９，Ｉｓｓｕｅ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０１１，ｐ．６．在肯 尼 亚、也 门、英 国 和 美 国 等 国，

有２００—３００万 索 马 里 移 民 和 难 民，他 们 是 青 年 运 动 资 金

和人员的重要来源。参见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Ｄｅｒｓｓｏ，Ｓｏｍａｌｉａ　Ｄｉ－
ｌｅｍｍａ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２１８，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ｐ．８．

〔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７４，１８Ｍａｙ　２０１０，ｐ．６．

〔２０〕２００８年５月，前青年运动领导人阿伊罗被美国发射的导弹

炸死，戈丹内继承领导权。

〔２１〕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１日，青 年 运 动 对 坎 帕 拉 观 看 足 球 世 界 杯 决

赛的人群发动自杀式袭击，致使至少７４人死亡。

〔２２〕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Ｄｅｒｓｓｏ，Ｓｏｍａｌｉ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２１８，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０，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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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０，ｐ．５．
〔２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青年 运 动 禁 止 联 合 国 高 级 专 员 难 民 办 事 处

等１６个组织进行 救 援，其 理 由 是 它 们 在 收 集 圣 战 者 的 信

息和数据、引诱当地人反对执行伊斯兰教法以 及 损 害 穆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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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０１１，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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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０１０，ｐ．６．
〔３２〕该组织由 传 统 苏 菲 领 导 人 建 立 于１９９１年，旨 在 维 护 苏 菲

传统和利益，反对现代伊斯兰组织。

作者简介：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西安，７１００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５
修改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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