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诺克 胡格伦治与荷印殖民政府的伊斯兰政策

施 雪 琴

克里斯蒂安 斯诺克 胡格伦治 ( Chr istiaan Snouck H urgron je, 1857 1936),现代欧洲著名的

东方学学者、荷兰莱顿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研究专家, 1890 1906年任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

 土著事务部 !顾问,直接影响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荷印殖民政府的伊斯兰政策,被称为荷印殖民

政府伊斯兰政策的奠基人与设计师。∀

胡格伦治在伊斯兰教与荷属东印度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对

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与习惯法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胡格伦治认识到伊斯兰教与当

地社会、文化经过长期相互调适形成的温和与包容的特征,建议殖民政府采取宽容伊斯兰宗教信

仰、遏制伊斯兰政治极端主义、倚重习惯法来削弱伊斯兰教法、建立并推广西式教育以削弱传统伊

斯兰教育的政策,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社会结构等方面全面削弱伊斯兰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对

维护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探析胡格伦治对现代伊斯兰教的认识及其对荷印殖

民政府伊斯兰政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学界深化对近现代欧洲殖民政策的研究,促进对当代印尼伊

斯兰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理解,而且对我们深入了解欧洲殖民主义对东方伊斯兰社会的认识、解

构与改造,解读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关系,尤其是欧洲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不无裨益。西方学

者对近现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解读,多跳不出  冲突论 !与  威胁论 !的窠臼,而胡格伦治对

伊斯兰教,尤其是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伊斯兰社会全面客观的认识,无疑有助于弥补西方对伊斯兰文

化认知的缺陷与不足。∃

一、伊斯兰宗教与伊斯兰政治

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长达近三个半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伊斯兰教采取宗教歧视政

策,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禁止东印度公司商船装载爪哇穆斯林到麦加朝圣。 19世纪初期,荷兰

自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内政、外交上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也废除了

先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宗教歧视政策,规定  殖民地的所有宗教集会,只要不危及殖民地的公共安

全,都应该得到殖民地总督的保护 !。% 这种有限制的宗教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对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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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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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断处在伊斯兰威胁之中 !。∀  伊斯兰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 这些

观点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对伊斯兰教的集体认知,这种集体认知经过历史的积累与沉

淀,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欧洲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印象。

19世纪初期,荷印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现实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殖民者对伊斯兰教的这种认知,

1822 1837年的比特里 ( Paderi)战争,以及 1825 1830年的爪哇战争,都显示出伊斯兰教强大的

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比特里运动,该运动由从阿拉伯半岛朝圣归来的哈吉∃ 和宗教学者所领导,旨

在纯洁米南加堡伊斯兰教社会,提高伊斯兰教地位,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后来,比特里

运动从最初的宗教改革运动演变成为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近代印尼民族解放运动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比特里运动后,朝圣归来的哈吉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极大关注,并直接将

他们的朝圣活动与奥斯曼帝国以及泛伊斯兰思想等联系起来。因此,殖民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措

施限制爪哇穆斯林的朝圣活动。) 1872年,荷兰殖民政府在阿拉伯吉达港设立了领事馆,更密切地

关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朝圣者在麦加的活动。

对穆斯林朝圣活动的限制既反映了殖民政府对当地穆斯林日益膨胀的政治活动的恐惧,又折

射出殖民者对现代伊斯兰政治变化以及伊斯兰世界多样性的无知。 19世纪初以后,伊斯兰世界的

首要国家奥斯曼帝国在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但荷兰殖民政府却认为伊斯兰教

与基督教具有相同的教阶制度与教士组织,奥斯曼苏丹的地位类似于罗马教皇,所有穆斯林都在他

的直接统治之下。此外,荷兰殖民者认为,与阿拉伯国家一样,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伊斯兰宗教学

者多是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严重威胁荷兰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

针对荷印殖民政府对现代伊斯兰的政治变化以及对当地社会与宗教在认识上的错误与偏见,

胡格伦治指出,首先,建立穆斯林共同体  乌玛 ! ( Umm a)是伊斯兰教追求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各地

穆斯林民族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发展的差异,这种政治理想只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 !。随着奥斯

曼帝国的衰落,哈里发制度已经成为政治  古董 !,不再具有重大的影响;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穆斯

林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直接的政治联系,也不会建立必然的政治联盟。∗ 其次,胡格伦治深刻洞察

到印尼伊斯兰教的特征。一方面,伊斯兰教在印尼群岛的传播过程中,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形成

了包容与温和的特征,尤其是爪哇的穆斯林,多数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即  阿班干 ! ( Abangan),他们

并不严格执行伊斯兰教的宗教礼仪。+ 管理殖民地伊斯兰宗教事务与法律的伊斯兰教教长,都已

经臣服于当地统治者,即使是宗教学者  乌里玛 ! ( U lam a),也没有卷入  阴谋叛乱 !,而是一群沉迷

于  出世 !的宗教学者。因此,他们对殖民政府基本保持友好的态度,这种特点有利于荷兰的殖民

统治。殖民地的穆斯林除了人数众多外,没有其他能够威胁荷兰殖民统治的理由,因此对待作为宗

教信仰的伊斯兰教,殖民政府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这是唯一有利于殖民地和平与稳定的政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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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胡格伦治也提醒荷印殖民政府,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性极强的宗教,其政治性质不

容忽视,潜在的宗教狂热思想会在某种情况下被激化,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必须保持警惕,

对于伊斯兰教的任何政治倾向都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针对殖民政府对爪哇穆斯林朝圣活动的限制, 1884 1885年,胡格伦治化装成穆斯林亲自到

麦加调查。在麦加期间,他注意到许多来自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朝圣者在麦加形成一个他称之为

加瓦 ( Jawah)的团体。经过观察与研究,他指出,  加瓦群体的形成,是爪哇穆斯林长期的伊斯兰教

信仰与实践的结果,并非短期朝圣的产物 !。# 因此,普通的爪哇朝圣者并不是荷属东印度殖民地

的潜在威胁。他建议殖民政府取消对穆斯林朝圣的限制,认为这是殖民政府不干涉伊斯兰宗教活

动的重要象征,将使荷印殖民地的穆斯林与宗教学者更加效忠殖民政府。 1902年,荷印殖民政府

取消了赴麦加朝圣者必须具有 500荷兰盾的资金证明等限制,刺激了穆斯林的朝圣活动。 1926

1927年,荷印殖民地前往麦加的朝圣者达到 52412人。∃

在包容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同时,遏制伊斯兰政治是荷印殖民政府伊斯兰政策的另一个重点。

对亚齐的政策可以说是荷印殖民政府遏制伊斯兰政治的重要反映。亚齐作为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一

个伊斯兰教国,兴起于 16世纪初期。 1838 1870年,苏丹阿里 ( A li A lauddin M ansur A yah)执政时

期,亚齐成为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西北部地区扩张的有力挑战者。亚齐苏丹表面上对荷兰殖民

者表示臣服,但亚齐内陆山区却在宗教学者东姑 迪罗 ( T eungku Cik di T iro)的领导下,开展抗击

荷兰殖民者的  圣战 !,并取得重大胜利,  除荷兰军队的驻地外,亚齐大部分地区仍然在亚齐人的

控制之下 !。% 正当荷兰人陷入亚齐战争的泥潭而一筹莫展时,胡格伦治被委任为殖民政府的  土
著事务部 !顾问,他随后到亚齐调查,对亚齐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对

荷印殖民政府结束亚齐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基于亚齐社会内部的分裂,他建议拉拢乌略巴朗

( U leebalang,指亚齐地方长官 )与殖民政府合作,以此来对抗狂热的宗教学者乌里玛;同时,在军事

上,他建议对宗教学者乌里玛领导的军事抵抗决不手软,采取强硬的  堡垒 !政策,彻底消灭伊斯兰

狂热分子。) 胡格伦治提出的对亚齐的  分而治之 !与军事打击政策,一方面对促成结束亚齐战争

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严重加深了亚齐社会的分裂,为后来亚齐社会的血腥冲突埋下种子。

此外,对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遏制也是殖民政府遏制印尼伊斯兰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20世纪初期,受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印尼兴起,出现了一些

在印尼现代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如  伊斯兰联盟 ! ( Sarekat Islam )与  穆罕默
德亚协会 ! (M uhamm ad iyah)。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是 19世纪以后印尼社会政治经济剧变的

产物,反映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印尼社会的呼声。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发展印尼土

著民族经济、改革伊斯兰宗教文化、建立新型的伊斯兰学校的主张与殖民政府推行的  伦理政策 !

在某些方面是相一致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殖民政府的宽容。但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表现

出来的政治倾向,殖民政府也保持相当的警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加以遏制。如针对由  伊斯兰商
业联盟 !发展而来的伊斯兰联盟,荷印殖民政府认为  它并不是一个伊斯兰教的经济组织,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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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将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 因此, 1913年,当伊斯兰教联盟向殖民政府申请

成为合法组织时,殖民官员虽然意见不一,但反对者居多。 1916年以前,荷印殖民当局只承认伊斯

兰联盟的地方支部,而不承认联盟总部。# 对伊斯兰联盟在爪哇地区政治影响的担忧与恐惧是殖民

政府阻挠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穆罕默德亚协会创办的宗教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殖民当局

的限制。 1932年,荷印殖民政府下令  所有没有获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都必须事先征得政府许
可才能开办 !。∃ 此外,基于对伊斯兰政治的恐惧,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宗教活动也必须在殖民

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

二、习惯法与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它的实践直接关系到伊斯兰教的社会政治地位与影响。习惯

法是指每个民族具有法律效力的风俗习惯,在维系该民族内部传统社会秩序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荷属东印度,自 19世纪起,出于对伊斯兰政治的恐惧,殖民政府采取倚重习惯法来排斥伊斯兰教

法的政策,将伊斯兰教法置于习惯法之下, ) 通过将伊斯兰教法边缘化来直接削弱伊斯兰教在荷印

殖民地的政治与社会影响。

由于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荷印殖民政府的法律体系比较复杂。一般而言,荷兰殖民者设立的

民事与刑事法庭主要审理涉及西方人的民事案件和所有刑事案件,而涉及到殖民地居民的婚姻与

遗产继承的案件则由习惯法法庭审理。在早期,荷印殖民政府并没有建立专门的伊斯兰教法庭

( pr iesterraaden)来审理穆斯林的案件,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尊重伊斯兰教法官的权威。如丹德尔

斯 威廉 ( D aendelsH ermanW illem)担任荷印总督时期,确立伊斯兰教法官朋胡鲁 ( Penghulu) ∗担

任习惯法法庭的顾问,但朋胡鲁的权力相当有限,只能担任婚姻与遗产继承案件的顾问,并且没有

对案件审理结果的表决权。+ 1882年,殖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伊斯兰教法庭,设立了三名朋胡鲁作

为主席并设立了八位法官,由殖民地总督任免。在不干涉宗教的原则下,殖民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

措施保障朋胡鲁的资质,也没有对其司法公正加以监管,更没有对其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伊斯兰教

法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诉讼人交纳的费用,以及在审理财产案件时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来维持

伊斯兰教法庭的开支。. 胡格伦治担任殖民政府  土著事务部 !的顾问后,洞察到习惯法在荷属东

印度殖民地的重要影响,认为在遏制伊斯兰政治的原则下,倚重习惯法、限制伊斯兰教法是削弱伊

斯兰教政治与社会影响的一项持续、有力的措施。

首先,在殖民地法律实践中推行单向的  接受理论 ! ( recep tie theory ),迫使伊斯兰教法向习惯

法靠拢,进而接受和依照习惯法而不是伊斯兰教法来判决。如伊斯兰教法与习惯法的大部分内容

都涉及到遗产继承,但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 1931年,殖民政府下令将伊斯兰教法庭的遗产继承

案件移交到习惯法法庭,按照习惯法而不是伊斯兰教法来判决。剥夺伊斯兰教法庭遗产继承审理

权,直接削弱了伊斯兰教法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在婚姻法的实践上,殖民政府也削弱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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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如在 1898年颁布的 ∋混合婚姻管理条例 ( ( R egulation on M ixed M arriage)中允许穆斯林可

以忽视甚至违反伊斯兰教法关于婚姻的规定。∀ 伊斯兰教法庭在婚姻案件的审理上,也受到习惯

法的影响与渗透,如伊斯兰教法庭规定:如果丈夫遗弃妻子数月,致使妻子不能得到合理的赡养,或

者妻子的权力被侵犯,妻子因此向伊斯兰教法庭上诉,丈夫应该公开宣布与妻子断绝关系,并且妻

子有第一财产继承权;在丈夫有过错的离婚案件中,妻子有权力要求丈夫归还嫁妆作为解除婚姻关

系的代价。如果丈夫拒绝,法官将认为丈夫已经宣布塔拉克离婚。此外,由于荷印殖民地推行宗教

自由的原则,所以改宗已成为殖民地居民尤其是穆斯林妇女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伊斯兰

教法庭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相当的简单。一些法官迫于宗教压力而劝说要求离婚的女性收回改宗

的声明,虽然有一些法官强调调查妇女改宗的原因,但很少有法官因为改宗的妇女是穆斯林或者离

婚双方是穆斯林而拒绝宣告离婚生效。#

针对荷印殖民政府强化习惯法、削弱伊斯兰教法的政策,印尼研究伊斯兰教法与习惯法的学者

哈扎里 (H azairin)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伊斯兰教法的压制阻止了印尼伊斯兰教的发展 !,在殖民政

府的伊斯兰教政策里,  伊斯兰教法并没有被当作法律重视,殖民政府认为伊斯兰教法只有融入习

惯法后才能被有效执行,这种理论实际上允许穆斯林违反伊斯兰教义,只要他们的行为符合习惯法

就不会受到惩罚。这对穆斯林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伊斯兰教法完全应该被视为完整的法律 !。∃

三、西方教育与伊斯兰传统教育

虽然荷印殖民政府采取  分而治之 !的政策,以习惯法抗衡伊斯兰教法,这种对殖民地社会与

文化的解构与分裂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伊斯兰的发展,但殖民者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树立习惯法的

权威、建立一个习惯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相反,推动殖民地的西方化、世俗化,对殖民地实行文化

同化才是荷印殖民政府的真实意图与最终目标, %而且,这种文化同化政策甚至还被贴上  道义 !

的标签,被标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不可推卸的  责任 !。
建立西方教育体系是荷印殖民政府推动该殖民地荷兰化、实行  伦理政策 !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荷兰殖民者就建立了三年制的欧洲式初级教育学校。 19世纪开始,殖民政

府相继开设了高中、技术学校与师范学校,科目课程基本按照欧洲学校的模式开设,荷兰语是必修

课程,爪哇语与马来语也在课程之中,但没有阿拉伯语课程,殖民地政府将之视为伊斯兰教的内容

而加以排斥。在殖民政府的教育规划中,荷兰语是殖民地居民了解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哲学与技

术的钥匙,是推动荷印殖民地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工具。 20世纪初,荷印殖民地的教育向高等教育

发展,设立了工学院、法学院与医学院,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按照荷兰本土大学的科目设置,全部用荷

兰语教学,并且面向所有印尼人开放。西方教育体系的建立,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医

学科学的引进,对促进印尼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荷印殖民政府建立西方教育体系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在履行  道义责任 !。  培养西化的殖民

地精英担任殖民地的文官,从而造就一个感恩和合作的精英阶层,以此来削减行政开支、抑制伊斯

兰教的狂热,最终为印尼的底层树立进入上层社会的榜样 !, ) 这才是荷印殖民政府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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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胡格伦治与殖民政府第一任  伦理派 !教育局长阿本达隆 ( J. H. Abendanon)设计了所谓的  名
流处理方式 !来促进殖民地贵族的西化并把他们纳入荷印殖民政府的官僚体系之中。

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是依靠各地的贵族,如爪哇的甫帕蒂 ( bupat,i指爪哇县级行政

长官 ) ,米南加堡的朋胡鲁和亚齐的乌略巴朗等。在 20世纪以前,这些贵族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欧洲

教育。 1900年,爪哇有甫帕蒂 72人,但是只有 4人通晓荷兰语,而且这些地方贵族为攫取经济利

益,经常鱼肉乡里,影响了殖民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从 19世纪 60年代起,殖民政府就开始改革

基层行政官僚体系,更多地依靠帕蒂 ( patih,指副县级行政长官 )与韦达罗 (W edana,指区级行政长

官 )来管理地方。∀ 1878年,殖民政府建立了三所土著长官学校 ( hoofdenscholen, Ch ie f0School) ,面

向爪哇高级贵族的子弟,为他们提供专业教育。为提高地方官员的素质, 1900年,阿本达隆将这三

所土著长官学校改造为培养文官的  土著官员培训学校 ! ( T ra ining School for N ative O ffic ia ls) ,学制

为五年,全部使用荷兰语教学,并对毕业于欧洲式初级教育学校的任何印尼人开放,家长月收入低

于 50荷兰盾的学生还可以免交学费,这为许多家庭殷实但不是贵族出生的印尼人提供了接受西式

教育的机会。#

西式教育的推广对荷印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促使许多

非贵族的子弟进入殖民政府的文官队伍。政治地位的上升改变了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成为所谓的

 新贵族 ! ( new priyayi)。这些新兴贵族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由高级贵族甫帕蒂等对地方政治

的垄断,开始挑战高级贵族在地方上的权威。∃ 另一方面,新兴贵族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荷兰化,无

疑极大地削弱了印尼传统社会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这些人原本多是阿班干,是爪哇传统文化的忠

实继承者与守护者。但殖民政府通过西式教育打开了他们通往社会上层的渠道,不仅直接削弱了

印尼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对 20世纪印尼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接受过西

方教育的新兴贵族后来成为印尼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

在推广西方教育体系的同时,限制伊斯兰宗教学校、削弱传统伊斯兰宗教教师的权威与地位,

也成为殖民政府遏制伊斯兰教的措施。在印尼爪哇,伊斯兰教传统经文学校被称为  毕萨特伦 !
( pesantren),它在传承伊斯兰信仰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持毕萨特伦的宗教老师奇阿依

( kyai)在爪哇地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初,毕萨特伦的发展引起了荷印殖民政府的警惕,

将其视为对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 1905年,荷印殖民政府颁布了  教师法令 ! ( guru ordonnantie ),

要求在爪哇的所有宗教教育机构必须提出申请,获得殖民政府的允许才能开办,并要求呈交学生的

名单。但多数毕萨特伦的教师不谙荷兰文,无法提出申请,并且毕萨特伦的学生流动性很强,人数

也不固定,这些都无法达到教师法令的要求。 1925年,殖民政府又颁布新的教师法令,要求印尼所

有的经文学校都要提出书面申请,呈交学生名单和课程科目。 1925年的教师法令被伊斯兰宗教学

者乌里玛视为政府对宗教的严重干涉,遭到强烈反对。尤其是在米南加堡地区,教师法令因遭到宗

教学者的强烈反抗而不得不暂缓执行。

为反对西方文化扩张与西式教育体制对伊斯兰传统教育的蚕食, 1926年,在宗教学校教师哈

希姆 阿萨里 ( KyaiH ajiH asjim A sjari)的领导下,东爪哇的穆斯林成立了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

( N ahdatulU lam a, 缩写为 NU )。他们希望以此来凝聚印尼伊斯兰宗教学者的力量,以达到与西方

教育体制抗衡的目的。但在西方教育的冲击下,大批土著精英逐渐被西方化,印尼传统的伊斯兰教

育难逃衰落的命运,正如美国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哈利 本达 ( H arry J. Benda)所言:  西式教育

肯定削弱伊斯兰宗教学校在印尼社会的影响。在与西方教育文化体制的竞争中,伊斯兰宗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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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失败者 !。∀

四、结 语

胡格伦治对于荷印政府伊斯兰政策的建构与实践,对现代印尼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伊斯兰教在 20世纪初期现代印尼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伊斯兰主

义并没有成为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反而是世俗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印尼现代民族主

义运动的主要潮流,这无疑与荷印殖民政府遏制伊斯兰政治尤其是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印尼独立后,伊斯兰教并没有成为印尼的

国教,而是确立了  潘查希拉 ! ( pancasila, 即印尼的  建国五基 !,包括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

义、民主和社会公正 )为其政治原则,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遏制伊斯

兰教政治化、削弱伊斯兰教政党与铲除  伊斯兰教国运动 ! ( D aru l Islam ) # 成为独立后印尼政府坚

定不移的政治方针。可以说,当代印尼政府的伊斯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荷印殖民政府的伊

斯兰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胡格伦治伊斯兰政教分离政策的成功与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衰落以及印尼

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二战后伊斯兰世界复兴运动的高涨,以及近年来全球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膨胀与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兴起,当代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愈发深刻与广泛。在当下西方社

会泛滥的  伊斯兰恐惧症 !与普遍存在的  妖魔化伊斯兰 !的语境下,学术界更应坚持对伊斯兰教的

清醒认识。因此,胡格伦治对伊斯兰教双重性质的深刻洞察及其包容伊斯兰信仰、遏制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思想对相关国家的伊斯兰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施雪琴,副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厦门, 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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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ul Is lam!,意为  穆斯林之家 !,是 1948年西爪哇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反叛运动的名称,虽然该运动在印尼政府严厉镇

压下到 20世纪 60年代逐渐式微,但其政治理念被印尼伊斯兰激进组织继承,其许多残余分子仍是今天印尼激进组织的核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