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中东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 

观察与思考 

素被称为 “三洲五海”之地的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发祥地之一， 

不仅诞生过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文明，还孕 

育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这片拥有丰富文化土壤上建 

立起的中东诸国，受本土历史文化及其他东西方外力影响，逐渐形成中东各 

国的政治文化气质，包括政治伊斯兰、威权政治、宗族政治、军人政治、多 

党民主政治等等。然而，当下的中东社会，正处于转型之特殊时期 ，是各种 

社会思潮最活跃的时期，在承继中东地区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崇尚自由选 

择、挑战权威等新政治文化观念兴起 ，遂影响着经历 “阿拉伯之春”后时代 

各国政治生态的变迁。究竟哪些范式的政治文化会执 中东国家政治发展之 

“牛耳”? 

本期主题讨论包括 5篇专文。韩志斌的专题论文将研究论题置于广阔的 

历史视野，从不同侧面剖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特点，提出这一地域政 

治文化的阿拉伯民族性和伊斯兰宗教性之间的此消彼长是现当代阿拉伯政治 

文化最鲜明的变迁模式。李意撰写的论文新意在于，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 

“抗争政治”概念分析了当前中东的政治变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泰的论文对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详述，反 

映了近期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主张社会化、温和化、政党化、多元化的新趋 

势；本文结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参政实践进行了适度分析，对于人们认知当 

前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伊斯兰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林聪和李艳枝的论文，均聚焦于拥有中东政治文化异类特点的土耳其，前 

者将当下被政界和学界热议的 “土耳其模式”赋予了新内容，且从学理视角 

尝试进行了解读；后者基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文中关于当前 

土耳其军人与正发党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及其深层矛盾的揭示 ，有助于人们 

观察和解读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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