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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重构文明的断裂带

亨廷顿到底怎么说？

定自己的认同。亨廷顿的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认为可能的论点，即在未

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在人类

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而其背后的推

力来自于不同的文明，它们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有

冲突，就有冷战和热战的可能，亨廷顿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

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

的对话”，避免文明之间的紧张状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

多人认为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将不可避免，但至冷战结束，核战

争也没有发生，这说明战争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必然会出

现。在后冷战时代更是如此，在亨廷顿看来，加强对话就是避

免战争的最好利器。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

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在亨廷顿生前，他

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也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

破解“文明冷战”

上世纪 90 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

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

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 ,

所有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状态的不同描述而已，或许这种

描述最恰当地体现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与之相反，文

明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则是罕见的。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

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

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

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一些西方人，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内，认

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

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几千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

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

的关系经常充满对抗的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敌人。

从 7 世纪初到 8 世纪中叶，伊斯兰文明扩张，在北非、伊

比利亚半岛、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

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两个世纪左右。至 11 世纪末，基督教恢

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占领了托莱多。

1095 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

里，基督教徒试图在耶路撒冷等地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

来却节节败退，并于 1291 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

卡城。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首

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

于 1453 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529 年包围了维也纳。在将近

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

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

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

然而到 15 世纪之后，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世界开始占据

上风，至 1920 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独立而未受到非穆斯林统治。据统计，

在 1757 － 1919 年间，大约有 92 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

统治；到 1995 年，在这些地区中有 69 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

穆斯林人口在其中 45 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 年

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

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 12 世纪的

基督教狂热和 20 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

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亨廷顿写道：“一

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

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

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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