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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IIIT）从本所优秀出版物中

精选的一部分图书，缩写成精简版，保留原著的精神实质，但

篇幅缩小，以便读者快速浏览这些著作的核心梗概。精简版丛

书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读完全文，

了解原著的思想概要，引发深思。如果对该专题有兴趣，则可

以继续寻找原文阅读和探索。

　　《社会与认知基础：马利克 •本纳比文明新思路》这本书

在 2011 年完成并正式出版。自从美国学者塞谬尔 • 亨廷顿在

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文明冲突”的议题，他首先表现了对文

明与冲突的关注，导致了公众对世界新秩序的大辩论。马利克•

本纳比（1905—1973）是阿尔及利亚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他

曾致力于研究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原因，以及西方文明与文化的

成功之路。他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认为问题不在于《古兰经》

与伊斯兰信仰，而在于穆斯林自身的错误。本书作者深入调查

研究本纳比对人类文明产生与存在的新思路，发现他所采用的

方法属于超常规理论的指导。他深信，人类文明的产生过程必

然受到内在与外来的、社会与认知的多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归

纳出他确信的发展公式。他的公式是：人+土地+时间=文明；

其中，在讨论穆斯林从落后状态到回归复兴时，信仰是对这三

大条件运动的催化剂，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本纳比的新思路中，他把人的因素置于中心地位；在文明的

进程中，假如没有人的作用，其他两项就完全失去了价值。

　　本纳比坚定不移地相信，文明将继续演变，除非穆斯林从

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精神面貌，否则他们将不可能创造出任何具

有深远影响或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他的这个观念从《古兰经》

 精简版伊斯兰丛书
  (IIIT Books-in-Brief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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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中获得了响亮的回声：“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

除非自己改变之。”（古兰经，13：11）

本书是贝德朗•本拉赫辛原著的精简版，原文的书名是：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书号：ISBN hbk: 978-1-56564-368-0; 

　　　ISBN pbk: 978-1-56564-367-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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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马利克 •本纳比（1905—1973）是阿尔及利亚著名的穆斯

林思想家和学者，这本书专题讨论他的作品，深入探索他的思

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本纳比的学术追求，是力图解释穆斯林近

代衰落的原因、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成功之路。但他坚信，根本

问题不在《古兰经》和伊斯兰信仰，而是穆斯林自身的错误造

成的后果。他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真相，并且研究文明形成

的各种因素，目的是为穆斯林社会寻找出路，全面开展穆斯林

的复兴运动。

　　这本书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的深入探讨，因为他采用超

常规理论指导的研究方法（代号为 Mu），现在还没有一家学

说对这种新思路加以概括，所以必须对他所涉及的多种文明学

科进行分析，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纳比最后的结论是：

内在与外来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多种条件制约着一种文明的形

成；他把这个内在联系总结为一个推断公式。

　　他的公式是：人 +土地 +时间 =文明，在这个公式中，宗

教是促使事物发展的催化剂，这对穆斯林社会为摆脱落后状态，

实现全面复兴极为重要。在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中，人的因素

是决定性的，占据中心位置，假如没有人的努力，其它任何条

件都无济于事。

　　本纳比坚信，穆斯林必须首先改变自身的精神面貌，然后

才会出现社会变革的伟大成功。他的这种观念可以从《古兰经》

启示中得到响亮的回应：“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除非

自己改变之。”（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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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局势下，热衷于研究世界文明的趋势在全球形成高

潮，学术界彼此遥相呼应，人才辈出。在穆斯林世界，中世纪

的大学者、著名历史哲学家伊本 •赫勒敦（1332—1406），曾

对人类的历史命运与文明形成的研究有过巨大贡献。在我们当

代，唯独马利克 •本纳比被世界公认为名列前茅的社会学思想

家和哲学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穆斯林社会竟然走向

了衰落？希望查出根本原因，以便确定未来复兴运动的方向。

本纳比的与众不同之处，除了他分析经济、政治和思想原因之

外，特别重视一个民族的信仰精神——称之为文明进步与发展

的催化剂。

　　本纳比具有精通伊斯兰与社会科学的广泛知识，因此形成

了他独特的新思路，从全人类的角度探索世界文明的形成与发

展；他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是由许多因素结合的动力，造成

了文明生成的过程。他的目标是在社会文明范围之内医治社会

病态。显而易见，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历史演变与社会发展的最

后结果。他说：“每个民族存在的问题，说到底，都是他们文

明的问题。”

　　本纳比的哲学，是他在深刻理解伊斯兰的基础之上，所产

生的完整思想体系。他对文明及历史演变的思路，有助于研究

和确定穆斯林社会病态的诊断，找到社会病因的根源和未来解

救的途径。他的学术背景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这三大学

科，使他对欧洲社会文明的研究如同轻车熟路，然后，总结出

对穆斯林内在潜力与弱点的全面分析，成为他的独到见解。

　　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确认影响本纳比文明思路的各种

因素，包括他的研究渠道、思想方法、基本概念和理论根据，

然后对他的程序与思路进行对比与分析。我们的最终目标是，

对当前社会文明的深入理解，预测社会发展的后果，为制定政

策的政治家们提供便于思考的规划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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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纳比超常规的文明思路，代表了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穆斯

林知识界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对人类社会广泛的研究，查明

社会落后的原因，找到解救的方法，复兴穆斯林的文明。他们

继承伊本 •赫勒敦的学术传统，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跨学科

研究某个课题，如历史哲学与社会学。这种方法可以针对社会

的局部问题，不论是穆斯林或其他文明社会，都放在一个大趋

势中进行对比和认识，针对问题的症结，做到迎刃而解。

　　为了深入理解本纳比的新思路，我们借用美国当代社会学

家乔治 •里茨尔的超常规社会架构理论，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层

的综合性分析。他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从基础上探索本纳比

的认识来源，因为他生活在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认知的环境中。

本书作者采用超常规理论的第一类，被称作是“Mu”的分析

原则。然后，又从“Mu”的四个分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

进行剖析和理解。

　　Mu 的概念：对理论进行深层分析，加深对理论本身的领

会贯通，用于对事物的全面理解。Mu 的内在社会性，是研究

内部构成的要素，获得的结果超出对内部的认识，而是对社会

所产生的影响。Mu 的另一个层面是外在社会性，是从宏观的

高度，俯瞰同时存在的多种社会因素或制度，它们对某种事物

所施加的外来干预，然后反观事物的演变对周围所产生的反弹。

这个层面对本纳比来说，是观察这些客观势力的存在，分析它

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方法。

　　Mu 的另一个概念是认知，又分“内在认知”与“外在认知”

两个分支。内在认知，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明内部因素，着重在

于内部的自我认识，其中包括对内部因素的识别、确认、思想

学派、典型范例、典型转换、超常规理论的研究与思考方法；

外在认知，是指从外部存在的各种学术领域汲取概念、方法、

理论，对社会文明进行研究。在本纳比的学术研究中，他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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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在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古

兰经》和伊斯兰的认知观；第二，来自文明研究以外的学术领

域，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

　　Mu 是一个认识体系，或认识格式，是一种系统思考方法，

对客观的事物进行理解、分析、评估、评论，也是对理论本身

的提升。超常规的理论家们对事物进行系统地剖析和比较，并

且采用各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Mu 式的方法论，向研究者提

供了全面的认识基础，而且对各种理论加以批判性地采纳，揭

示事物的真相。

　　这本书的研究，采用 Mu 的模式思考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

把他与其他学者相比较，如伊本 •赫勒敦。因此，这个研究采

用的是综合性的方法论，有历史分析，有比较分析，有史实分

析。通过比较的方法，作者希望我们看到本纳比与其他人的不

同和他自己的特点。史实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本纳比的思想、

概念、假设，以及他的专用术语，由此理解 Mu 式的思考对事

物深层结构的观察与分析，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体。对于一

个复杂世界的存在，必须采用综合性的认识论，以微观与宏观

结合为一体的方式，全面加以观察和理解。

　　为了对他的思想与方法进行真实探讨，本书作者所依据的

资料，都来自本纳比生前的原著。他曾发表过大量作品和书籍，

都集中在一个专题之下——“文明存在的问题”(Mushkilat al-
Hadarah)，以及他在其它社会学领域中的论著，如历史哲学、

人类学、历史、社会科学。作者也采用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资料，

但只是作为本研究的辅助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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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明：概念与思路

　　

　　采用多种学术的途径研究人类文明，是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全

面观察和分析，可以从理论到实践获得最大的效果。当我们通过

历史的全过程，认识一种社会的“文明”与思路时，将有助于我

们在文明研究领域中，看到社会的主流模式与思想学派。

　　从多种文化特征和语言传统中，确认某种特有的文明现象及

其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和穆斯林

社会尤其如此。大家对文明的分析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是构成

文明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障碍。绝大多数学者一致同意，社会文明

是人类文化存在最广阔的综合体。亨廷顿把文明置于历史条件下，

随时代发展而演变的现象，也把宗教作为精神核心，与文明相联

系。这是文明研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念，如伊本 • 赫勒敦、汤

恩比、本纳比。

　　伊斯兰和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对以部落关系为基础

的阿拉伯社会，进行了有效改良，转变为以信仰为本的伊斯兰文

化，这种文化包容了多种民族和多种阶层，构成了一个统一体。

先知穆圣就是这个新社会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的倡导下，城市生

活方式得以发展，取代了原始的游牧或部落文化特征。他领导并

重建的新城麦地那，发挥了文明转型基地的功能。

　　“文明”一词最早在穆斯林社会出现，是在公元十四世纪，

归功于伊本 •赫勒敦的著作。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一些新词语，

如 hadarah 与 Umran，等同于西方人的“文明”概念；又如 Ilm 

al-Umran，意思是研究“文明的科学”。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理念，

人类的城市化发展是文明的必然趋势，便于众多人口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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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现象具有强大的

动力。

　　在穆斯林知识阶层的范围内，十九世纪后期是文明概念迅速

发展的时期，因为当时出现了伊斯兰的复兴运动，而且与现代欧

洲的接触日益频繁。像“文明”(hadarah) 这样的新词语，开始在

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成为知识界的时髦用语。最后，本纳比把

这个新词与“文明”正式通用，但在穆斯林的语汇中，还经常使

用另几个同义词，如 madaniyyah 及其衍生词，都含有“文明”

的概念。

　　在对文明的理念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国家英雄所见略同，

对文明的基本成分有共同的观念：如城市化居住、社会秩序和管

理、稳定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出现使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与此同时，

在人们的交往中，许多与文明化有关的新词语也应运而生，例如，

城市生活、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环境改造、专业服务、社会交往、

信息网络、宗教信仰体系、造物主的信仰或高高在上的神权等等。

尽管在关键的总体认识上，东西方趋于一致，但在许多细节上，

仍旧保持着分歧，如对文明的观念、实施方法、重点保护、生活

理念。学术界也有许多分歧，各持己见，许多主流思想家，如人

类学与社会学的专家们，从历史、哲学、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不同

思路。本书的研究，对理解一般性文明问题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

的思考框架，而对本纳比的思想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历史事件合理解释的需求。

研究过去事物的历史，成为“第一顺序”的需要，向人们说明过

去发生的事件、行为或局势，而历史的哲学则是“第二顺序”，

是对过去同样事物研究的研究，因为哲学功能属于“后话”，不

是对过去的事件、行为或局势平铺直叙加以说明的表面现象，而

是进行深层揭示，说明理由，挖掘事物演变的真相，解答人们提

出的疑问。历史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从广义上看待历史的进

程，高瞻远瞩，发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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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则不然，只须如实描述历史发生的事件，说明变化

的原因，谁是主角，什么是天意，把历史的演变与社会运动归因

于普世的规律。历史学家们分成许多学派，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

有人说一切都是天意的定然，有人说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也有人

说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是非人类意志所能左右的自然规律，如

经济规律。历史进步论者，如柏拉图、赫尔德与黑格尔，以及许

多西方的著名思想家们，把欧洲的犹太与基督教历史，看作是古

代历史循环的直线延续。

　　怎样写历史，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固定

格式；因此，历史学家规划书写历史的时候，大致上采用三种

办法：第一，事件先后顺序的串联模式，即根据进程的前后顺序，

如实记录一个地方的文化或文明；第二，发展演变的模式；第三，

与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的简单并列式。第一种模式最为广泛，发

展也最成熟，大多数历史学者都采用这种方式，例如伊本•赫勒敦。

历史的哲学观，以及在这个观念下对文明探讨的多种不同思路，

都属于传统的研究历史途径，当代新生的社会科学初露头角。人

类学是研究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最新科学。根据人类学的理念，文

明是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最明显的文化特征。

　　社会学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在追踪历史的进

程中，这些研究历史的社会学家们，无意于创建什么固定模式，

他们研究历史的方式，是检查不同的历史事件、客观史实和社会

管理制度。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文明看作一个庞大的社会现象，

由长期演变和发展而来，属于宏观社会学的范畴。与历史学家和

历史哲学相比，宏观社会学家们自信比他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人类

生活最基本的历史过程，因为他们观察的范围广泛，时间漫长。

　　我们当代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宏观社会学，但缺乏同步产

生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指导他们寻找出路，这是当前出现的紧迫

问题。在大趋势下，他们虽然看到了许多零碎枝节，但无法理解

存在的宏观社会的总体问题，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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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优点是，他们在对局部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时，不忽略

长期发展的总体趋势，如演变的过程、文化体制、社会现象和文

明特征。

　　演变社会学对文明研究也有明显的贡献，他们为确定演变的

水平分类，提出了几个单项变量准则：规模（如家庭、社区、文化、

文明）；时期（历史阶段、长期存在、有限短期）；领域（文化、

认知、文明程度）。

　　以经验为焦点的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们避而不谈更

多的理论或哲学问题。他们的文献显示了探讨文明的新思路，采

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对许多复杂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文明”

的概念五花八门，但都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现象，

只是我们现存的研究方法还远远不够。当我们看到有些方法因为

缺乏全面的观察而走向失败时，我们就深刻地感受到，在任何层

次上研究人类文明，如果孤立片面，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任何文明都具有全球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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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纳比文明思路的主要概念

　　本纳比批判穆斯林世界存在的改良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

因为这些人只看到事物演变的表面现象，而忽略了产生危机的

根源。他认为，当前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努力点燃一场轰轰烈

烈的复兴运动，但找不到系统的有效方法，进而从根本上触及

真正的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伊斯兰开始之后、长期形成的穆斯

林文化。他说，历史的行程为现代殖民主义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现代穆斯林社会出现的殖民化，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有许多

其它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如我们自身的致命弱点，使我们陷

入了殖民化深渊。

　　本纳比对文明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但他认识到，文明能

激发社会的功能，去面对各种问题。他认为人类的生活需要在

道德与物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每个人都在历史范围内享有各

种活动的合法权利，因此，人类社会应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动力。

本纳比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道德与物质是创造生活平衡与朝

气勃勃的两大关键因素，因此产生全社会的同心同德与团结一

致。一个文明的建立，需要有基本架构和社会条件。他说：“人

要学习怎样适应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大众观念，……社会的架构

把人们的生活组织起来，构成互相关系网，让他们承担起历史

使命和责任。”

　　本纳比设想的“文明 =人 +土地 +时间”公式，标志着一

个文明社会中的基本元素或必须的成分。在文明化社会中，人

们遵循文明行为，如果社会发生了问题，就是对这三大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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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人、土地与时间。

　　他说，文明社会的所有行为或事件的发生，都是这三种要

素产生的结果：人 (Insan)、土地 (Turah) 与时间 (Waqt)。每个

社会都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因为它们是文明开始产生与演变的

基础。当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组合这三大要素时，充分发挥人的

功能，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合理安排时间；这时，文明就能产

生效益，对社会中的人群提供帮助和社会服务，推动社会发展。

在这个公式里，人 (Insan) 是最基本的文明条件，是文明进程

中的中心动力。本纳比批评穆斯林社会的改良运动，他们只求

环境的改善，而不去注重人的因素。他强调说，任何改良必须

从人开始。他阐述说，由于完美的人性，把他们的积极精神灌

输到理想中，担负起社会责任，这样文明才能产生。

　　至于目标 (tawjih) 这个概念，根据本纳比的解释，是指在

文明运动中所追求的和谐，各种因素的聚合，避免分歧和冲

突，因为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类似的起步，也有类似的奋斗

目标。他认为，所谓文化，是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

造就社会的一分子，而社会则演变成一个具有共性的大集体。

文化的状态如何，直接左右着文明的趋势，导致文明在历史

上的最终命运。

　　在本纳比的文明公式中，宗教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

三大要素起到组织与指导的作用，把它们引向文明的进程。历

史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曾在宗教信仰中发展和繁荣，毫无例

外。但是，根据本纳比的文明思路，假如不能把人、土地与时

间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单纯的宗教就起不到社会进步

催化剂的作用。他说，看看现代的几大文明社会，求本探源，

他们的活力都来自于早期宗教摇篮里的三大要素的紧密结合：

人、土地与时间。

　　本纳比在讨论社会范畴的起源与本质时，指出任何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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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包含着以下三种实力：实物、人和思想。这三种实力的结

合便产生一种运动的机制，这种综合的机制带动了社会存在的

多种成分，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或成就。这些活动和行为都

是人类存在的现象，附加上在这些行动背后存在的实物与思想

力量。这样，最后形成的文明，是来自于各种要素以及所有活

动的综合结果，其中人是文明进程中的中心动力。

　　在人的范畴之内，文明起始于人的转变，从单独的个人行

为转化为社会的人格。本纳比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人的范畴”，

是指各种关系转变的总体结果，这些事发生在群体之间，有创

造性，也有破坏性；他特别强调人的群体关系。结果是，“人

的范畴”形成了社会制度，在彼此交往的关系中提高了素质或

本质，这样就产生了文明，文明的特色决定了社会的命运。

　　在本纳比看来，思想的范畴是一种精神信仰。这种刻骨铭

心的信仰力量，也许来源于神圣的宗教，也许来自世俗的灌输；

这个范畴形成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沿着既定的道德规范引导

人们前进。在穆斯林的文明中，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刻

骨铭心的信仰，先于其他思想意识。本纳比认为，文明只不过

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人的思想能产生巨大动力，把人类从原始

阶段引入文明的历史，按照特定的典型模式，架构起完整的思

想体系。

　　思想范畴使人们产生想象力和新鲜意境，然后以文明的模

式构成未来的蓝图，引导全社会的民众共同遵循，这样就产生

了他们特有的文化。思想范畴极为重要，因为可以促使全社会

共同努力创造他们的历史。实物范畴只是提供必要的工具、条

件、资源、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形成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开展历史性的运动与表现社会地位，都离

不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实物范畴的主要功能。

　　依照本纳比的观点，这三方面的范畴不是保证文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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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条件。他认为如果缺乏“社会关系网络”，这些范畴还不

足以产生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从社会文化与历史意义上讲，这

个新概念表达了他对社会动力与性质的理解。“社会关系网络”

呈现了这三种范畴互相交织与合作的辩证关系，这些关系必须

具备最低程度的存在，才能对社会产生动力。如果没有三者互

动的网络，这三种范畴也就全无功能。

　　本纳比所关心的焦点，是如何重建穆斯林社会，促进文化

复兴，清除使穆斯林社会走向衰落的各种消极因素；所以，他

所关注的重点只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学”。为了实现他的新社

会学理想，从起步开始，他就必须首先确定“社会”的新概念。

他认为自然形成的社会是固步自封、静止不动的，而历史性质

的社会则充满了活力，具有发奋图强的精神。不论是哪一类历

史性质的社会，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点。社会关系网把各种社

会因素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每个部分都承担起

既定目标的历史使命，共同努力，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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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纳比对文明运动的理解

　　本纳比对文明循环的看法是：“沿着同样的轨迹无数次重

复，彼此都类似，但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特性。”他的意思是说，

所有文明的存在，都是按照固定轨迹的历史循环。社会中的每

个群体都在这个文明中显示自己的特点，留下自己的印记，所

以造成各种文明彼此不同，各有特色。每个文明在短时心理条

件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大体相似。

他认为，当一种文明的基本成分在固定的宗教框架中发挥效益

时，就开始了它的运动循环；假如这些基本成分停止了活跃运

作，这个文明的循环运动也就结束了。任何文明都能在历史上

发挥作用，直到它走向衰败，无力领导民众奋斗，其生命也就

从此告终。这时，另一种新文明必将取而代之，开始新的历史

循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去匆匆，就证明了这种循环现象。

本纳比说，任何一个社会，从开始形成到最后结束，中间都可

以按照规律分成几个阶段。当那个文明完成了预备期之后，就

进入了文明期，然后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心灵阶段（精

神性）、理性阶段（合理性）和本能阶段（天性）。

　　从社会循环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处置办法，可以断定这个

文明的历史位置，也可以预感到这个文明的未来趋势，是衰退，

或是兴旺。这种历史循环学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文明运

动的内在实质，从它的结构和运作上，分析和理解人们的社会

存在方式。本纳比从伊本 •赫勒敦那里学到这种思考方法，并

且有所发展；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总是从一个固定的历史位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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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然后沿着规定的路线继续下去。到了最后阶段，这个文明

的价值发生转换，进入另一个循环区域。这种转换，意味着历

史循环的客观存在。

　　本纳比深信，历史循环的三个阶段，不是自发地或自动地

向前推移，而受到民众与社会改革意识的巨大影响。特殊的情

况也会经常发生，使文明存在的三大要素“人、土地与时间”

的互动状态发生变异。三大要素的变异一旦发生，标志着一个

新社会的诞生，同时也呈现出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候，

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

　　在一种新文明的初期，某种宗教观念开始传播，预示着一

场新的文明运动。逐渐逐渐，新精神力量向民间广泛渗透，直

到全面控制个人与社会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阶段，当社会关系

网络形成之后，全民开始转变，从自由散漫的个人，变成具有

整体观念的社会公民。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自动转

换新的关系和社会功能，共同遵守宗教思想提出的要求。在一

个新社会中，每个个人都依据“精神法则”投身于新生活。

　　当宗教信仰继续发展，渐臻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就达到了

完美的境地；这个时候，新建文明创立的新秩序和新准则有效

实施，有能力应对一切新问题，满足各种要求。社会进一步发

展，精神性减弱，而物质的欲望提高了，新文明现象普及化，

把社会推向第二阶段（理性化）。文明历史在演进，表现在人

们追求合理性，任何事都须讲明道理。理性化的文明，使全社

会便利地享有发展完美的社会关系网，但多种弊病也不可避免

地同时发生。从心理学角度说，个人为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时，

他对自己的生命能量无法自我控制；社会的有些势力显示出无

能为力，有些势力出现不由自主的衰退。

　　一种文明的全部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这种

演变影响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道德机能，失去了协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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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的能力。当理性化势能开始对个人行为失控时，文明面

临着本能化的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与理性都受到本能的驱使。

社会展现了后文明的各种特征，文明的价值观也出现了三大要

素的新型综合关系：人、土地与时间。在这第三阶段，社会关

系网络开始解体，不论宗教或社会，都无法制约个人独立自主

的天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分崩离析，无法无天。人的本性慢

慢被释放的过程，也就是灵性逐渐失去控制的现实。

　　当人的天性彻底得到解放时，就立即干预到人的命运，这

标志着文明第三阶段的开始，宗教停止了它的社会功能。其结

果，社会发生分化瓦解，文明完成了一个循环。灵性的激情一

旦消失殆尽，理性的存在也走向了尽头。

　　本纳比认为，文明是由互相关联的许多循环构成的，开头

是宗教思想，结尾是本能势力，因为本能有制约精神与理性的

能力。他深信，一个完美的文明循环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它

们的转换过程证明了社会能量的存在，并且很强大。我们密切

观察文明演变的每个阶段，理解这些阶段的特性，以便我们对

文明发展与演变的总体规律一目了然。

　　本纳比所设想的多种类型的社会，没有一种社会是固定不

变的，总是停留在一个生命阶段。每个社会都必然从一个阶段

转移到另一个阶段，随着它的发展，心理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变

化。因此，为了了解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社会问题与

成就，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轴心上，看到它的确切位置。他

说，在发展轴心上所显示的位置，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社会所处

的特有地位。文明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前文明

社会、文明社会与后文明社会。任何社会都可以随时随地取样

确诊，它已经到达了这三个时期的某个位置，也必然显示出这

个位置所特有的价值特征。为了理解文明现实的本质和问题，

本纳比把他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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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视为捷径。针对当前的穆斯林世界，他借助于心理社会学

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在他的观念中，处于前文明时期的每个人，都是自然人

(homonatura)，就像伊斯兰早期、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

贝都因民族，他们等待机会迈入一个新文明的循环。前文明社

会亟需一种推动文明发生的动机，才能产生新功能。新社会形

成前就具备了三大要素（人、土地与时间），但如果缺乏宗教

动力，这三大因素仍然无所作为。对这三大要素，如果没有类

似于宗教形式的推动力量，社会无从启动文明的进程，也不会

出现社会心理的蜕变。

　　对于个人和社会，心理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文明的进程，

因为社会性的改造规划，目标就是要使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

当文明化社会为既定目标的变革开始之后，它的文明就呈现了。

社会的文明化显示了这个社会的能力，把全社会组织起来，形

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特色文化。当人们决心启动社会文明化运动

时，社会关系网络应当处于最佳状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社

会才有能力保护它的文明，并且不断进步。在这个阶段，社会

功能显而易见，人人都受到保护。

　　当一个文明迈入了后文明阶段，社会的动力全然消退，文

明进步软弱无力，走向衰亡。这样的结果，宗教思想停止了它

的号召力，宗教价值观无人问津，社会关系网络开始解体，形

同虚设。但社会并非由此必然发生崩溃，或注定灭亡。另一种

文明的进程立即过来接替，为了防止社会彻底衰败，另辟蹊径，

寻找新的出路。每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现象，如果信仰体

系发生紊乱，文化也就随之衰竭。本纳比认为，许多学者在历

史阶段问题上混淆不清，所以对不同阶段的特性发生误解。对

不同阶段的误解与误判，将使改良运动变得复杂化，不知所措。

本纳比在思考穆斯林世界的当前局势时，把今天的种种现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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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第三阶段，因为与其它几个阶段相比，很明显，如今的穆

斯林社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或行为。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

必须重新获得社会运动的原创精神和活力，其方法在于：造就

一代新人，从后文明时代解放出来的新一代，放下旧时代的那

些包袱。这一代新人将进入时间与土地的舞台，成为新的群体，

携带他们的宗教思想，从头开始。  　　

　　本纳比坚信，对待历史与现实，我们必须知己知彼，了解

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认清我们落后与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

问题是有历史局限的，一个阶段的有利成就，到了另一个阶段，

就可能变成重大伤害。

　　本纳比还从心理社会学的视角，看待社会演变的问题，他

提议的心理社会发展之三个年代的概念：实物年代、人的年代

与思想年代。他阐述的一般理论说：实物、人与思想这三者之

间是互依互存的辩证关系，各守自己的范畴，在不同年代呈现

不同的特征。他说，每个社会都有它存在的文化体系，在这个

大体系中，实物、人和思想的各自范畴，都与和谐的总体行动

互相交织在一起。每一种范畴都有突出自己的机会，占有首当

其冲的地位，超越其它范畴。

　　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年代，根据实物范畴的水准，形成那个

年代的判断和决策。判断的性质与品质随着人的基本需要而变

动，因为人的需要是根据实物水准而定的。本纳比认为，人类

社会不论在前文明阶段或在后文明阶段，都须经历实物年代。

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实物年代影响着人们的心理、道德、社

会意识、认知与政治状况。当社会的文化焦点集中到了实物上，

人们的心理与道德层面便以实物为中心，使“实物”具有最高

的价值，判断的重点倾向于数量而不是质量。判断任何东西的

好坏标准，只看实物的多少，而不是实质的价值。 

　　社会进入第二个年代时，判断的目标向前推移，进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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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标准，如模范人物，来源于人的范畴，而不再是实物。在

这个年代，实物与思想都应该给人的范畴让路，转化为辅助作

用。本纳比把前伊斯兰的阿拉伯社会 (Jahili)，看作是典型的人

的年代，因为那个社会局限在部落的范围之内。今天的穆斯林

社会，正处于实物与人两种年代范畴的交界点上，他认为，正

处于道德与政治的危险时期。 

　　本书作者认为，这三个年代的区分是一个重要概念，可以

成为我们有利的工具，测量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可以根据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特征，断定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走向上升还是走

向衰落。一个社会所呈现的特征是总体行动的结果，而内在的

表现，是实物范畴与其他两种范畴的混合。因为一个时期，只

有某一个范畴占有优势地位，超越其他范畴；于是，可以从人

们的普遍思潮与典型行为上，断定某个特定的年代。 

　　三个年代的概念，可以作为尺度用来测知：不同时期心理

社会的成熟程度、文明演变的趋势、社会活动的组织结构、整

个文明时期阶段性特征的价值观转换。当一个社会表现出某些

优势特征时，便可以鉴定那个历史时期属于哪个年代。不同的

年代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气氛，这些特征对发展过

程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制约和影响作用。

　　本纳比把今天的穆斯林社会置于前文明的坐标上，因为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社会在艰苦地挣扎着，努力进入一个新

的文明。他对文明运动的解释，是分层次的，用以对某个历

史时期出现的广泛活力进行分析和理解。他的循环学说、三

个阶段理论以及三个年代尺度，都是集中对一种现象的多层

面解剖和分析。

　　本纳比说，在文明进程中的社会发展，其记录有数量与质

量标准，例如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网络， 便可显示历史程序

中的社会阶段。他争辩说，任何文明启动在前，然后才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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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的表现；而这三者又以人的范畴最先形成，成为其他范畴

的先决条件，然后才出现了社会关系网络。正当社会的功能发

挥作用的时候，思想与实物范畴仍处在简单的微弱期。人的范

畴开始演变，融入新的社会秩序之中；这时，就产生了社会关

系网络，尽管其它两种范畴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

　　思想范畴扮演着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因为它与社会关系网

络有密切的关联；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社会就不可

能开始重建工程。单纯凭着思想范畴的表现，不能说明一个文

明是发展或是衰退，而思想范畴必须与社会关系网络结合起来，

才能见到成效。一个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网络发展

的历史，社会关系网络是在初期阶段，由某种宗教思想创建起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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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内在社会条件

　　从本纳比对内在社会条件的定义，我们开始这一章，集中

讨论本纳比文明思路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本纳比的简历

过于简单，而且他的自传从 1905 年写到 1939 年为止，其他我

们所知甚少。关于他以后的经历，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现时

文章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中寻找资料。 

　　马利克 • 本纳比 1905 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贫

穷家庭。他生长的环境有浓厚的伊斯兰氛围，这既对他的人格

产生极大的影响，又保护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阿尔及利亚穆

斯林；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受到外来压力的撞击。

　　他说：“（我祖父）许多虔诚信仰的故事，在无意之中造

就了我的人格；通过这些故事，我意识到求得真主的赐福，是

伊斯兰价值和伦理的最高亮点。”

　　在法国的统治下，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当地居民集体迁移，

包括他的亲友，流亡到东方的阿拉伯国家。以民族的集体逃亡

抗议殖民统治，这给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与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

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架构遭到解体，习惯的生活方式变得支离破

碎，街坊邻居人人自危，互相爱莫能助。本纳比意识到人际关

系的重要意义，小则一个家庭，大则整个社会。

　　当年在他们的社区里，都有经学堂 (zawiyah)，它是一种

传统的教育机构，当穆斯林的文明出现衰落趋势时，这种教育

机构起到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亚于正规教

育和阿拉伯文学。本纳比小时候喜欢听故事，也到清真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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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学班 (madrasah) 学习经典，这构成了他接受的全部教育。

这些地方性的教育设施，帮助他拥有了阿拉伯文法、文学、诗

词、法学和信仰学等方面的知识。 

　　他写的第一本书，是对《古兰经》重点章节的重新解释，

把他对不同社会与文化的认识，融会贯通到对《古兰经》的理

解中。他的思想核心是宗教，引导他认识人类文明的本质和作

用。他感受到，宗教之中包含着宇宙法则，这些法则激发了人

类的精神力量。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如在法国，偶然遇到许多

伊斯兰思想家和积极分子，他对伊斯兰的理解提升到了普世真

理的高度。他最终所认识的伊斯兰，是宗教，也是生活；是社

会活力，也是文化和文明。 

　　本纳比最为忧心忡忡的问题是穆斯林世界的教育，这是他

思考的核心所在。穆斯林社会的教育缺乏规划、方法、设备和

功能，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阿尔及利亚。他的灵魂深处

有两种教育体制的对照，一个是传统教育衰弱的原因，另一个

是现代（西方或法国）教育制度的先进。

　　这两种教育现状令人不寒而栗，在一个中看到衰败与落后，

在另一个中看到进步与发展。现代教育使用的是新式教育方法，

目标明确，受到殖民统治者的保护。但是，教育的内容全部世

俗化，只承担着西方使命，与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在

他一生的经历中，这样互相对立的矛盾，使他念念不忘，耿耿

于怀。

　　在西方的欧洲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土上到处旅行时，本纳

比记录了所见所闻。他的见闻使他产生两种不同的深刻印象，

影响了他对自然中的人与文明中的人的不同看法。在他偶遇到

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也领略了新潮的思想。在阿尔及利亚，

乌勒玛（Ulama，伊斯兰学者）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轰轰烈烈

地展开，他们的诉求和目标是要推动社会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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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纳比是深受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公民，但他又是受过

东西方双重教育的学生，领教过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作风；

因此，他对遭受的殖民统治及殖民统治者都有鲜明的见解，形

成了他自己的“顺民心态”观念。他的新观念，就是他用来分

析和研究当代穆斯林世界之心理状态的有效工具。

　　本纳比接触了欧洲思想体系的知识，提高了他的认知与政

治觉悟；因此，他的兴趣从工程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后

来又继续转变，追求穆斯林社会的改良主义、非殖民化运动、

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世界的复兴。他意识到在阿尔及利亚开展

乌勒玛运动的重要意义，因此极力宣传改良 (islah) 思想和北非

(Maghrib) 团结。本纳比热心支持乌勒玛运动，因为他们的奋

斗目标是争取阿尔及利亚获得自由和独立；后来，那些活跃分

子改变了方向，放弃了社会领导，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他的热

情也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他深信教育与文化的力量可以改

变社会，而不是政治激进主义。

　　本纳比以流亡者的身份来到埃及，同阿拉伯的知识界和传

统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劝导这些阿拉伯精英们，应当把精力

集中在穆斯林乌勒玛的新生与复兴上。本纳比于 1971 年逝世，

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人们牢记他是当代穆斯林世界一位最

为杰出的穆斯林思想家。 

　　他超常规理论的文明思路 (Mu) 广为流传：提出社会改良

必须从内在社会条件上着手。他深信只要知识精英团结一致，

密切合作，便有能力面对穆斯林社会落后现状的挑战，力求逐

步改良，解除各种困境。他同改良运动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乌

勒玛运动代表了他们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 

　　本纳比对伊斯兰的忠贞和对伊本 •赫勒敦的崇敬，形成了

他对穆斯林社会的忧虑、对志同道合者的同情，他们共同面对

着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他认为穆斯林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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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ma)，如果固守伊斯兰早期穆瓦希德 (al-Muwahhid) 的思想

框架，则不可能成就当代的重大历史使命。穆斯林学者们主张，

追回伊斯兰早期信仰与教导的纯洁与虔诚，注重净化自己的灵

魂，便可以把“穆瓦希德”思维模式，引入新的时代和文化。 

　　本纳比也受到当代穆斯林学者和作家们的深刻影响，如伊

本 •泰米叶、伊本 •赫勒敦和阿布杜 •瓦哈布，他自称是这些

穆斯林改良先驱的连续继承人，是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弟子。他

曾游历许多阿拉伯国家，开阔了他的眼界，接受了一些其他宗

教的知识，这些经验有助于他审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

在历史的变革中，宗教具有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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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外来社会条件

　　根据超常规理论的观点，外来社会条件先把目光集中在宏

观的分析上，然后对具体目标进行细致研究。他们观察当代的

规章制度、思想的历史根源。这些就是“Mu”所指的社会条

件，从大社会的宏观视野中，去寻找它对思想影响的轨迹。外

来社会条件把注意力集中到认识过程与各种社会习惯、社会结

构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彼此关系上；一种思想方法或认识理论的

形成，直接或间接地，都与这些条件有关联。

　　本纳比的奋斗目标，是解除在穆斯林的文明中，由殖民化

统治与反殖民化斗争所造成的复杂局面，他使用社会学的观念

理解大环境中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本纳比认为，殖民主义只不

过是西方总体文明蓝图的一个环节，穆斯林社会对待殖民主义

的存在，必须从内部给予文明的回应。 

　　西方的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都是为了实现他们

一个公开的使命，帮助土著居民从愚昧无知的原始社会，走向

现代文明。使用这些专用词语，目的是表明这些民族都是遭受

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这种两分法可以明确分开两类人群——

这些人与那些人；那些人把外来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法制强加给

这些人。他们以这种方式，把穆斯林国家固有的民族文化和语

言撕裂得支离破碎，这样做的结果，现存的乌勒玛阵容如果不

是彻底毁灭的话，也必将遭受彻底损伤。

　　在遭受殖民统治之前，阿尔及利亚社会处于后文明时期。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社会与后来的殖民时期相比，是十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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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文化高度发达。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和谐的生活、政治

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创造的活跃、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穆斯林的学者们致力于民众教育与伊斯兰宣教，保留着明显的

阿尔及利亚社会特色。

　　不幸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发展与兴旺的好景不长，陷

入对抗殖民主义的危难之中。殖民主义统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

阶段，给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民留下一个沉重的社会包袱。殖

民化的第一阶段，从 1830 年到 1848 年，法国入侵者执行的政

策是“有限占领”。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民众与抵抗运动完

全隔离开来，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结构。

殖民化的第二阶段，从 1847 年到 1871 年，加深了殖民化，对

阿尔及利亚进行分化瓦解，迫使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沦为亡国

奴。从 1871 年到 1919 年，是全面殖民化的第三阶段，受压迫

的人民默默忍受着民族屈辱，外来移民定居者开始扩大势力。

从 1919 年到 1962 年，是民众觉醒的第四阶段，全国的殖民化

达到了巅峰，而泛伊斯兰运动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阿尔及利

亚本土涌现出活跃的知识与政治阶层。

　　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末期，强有力的传统宗教力量出现复兴，

在历史的数百年间，宗教信仰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宗教力量再次复苏，成为

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在殖民主义统治的第四阶段，爱国民众

与殖民统治进行尖锐的对抗，斗争达到高潮。

　　根据本纳比的分析，用伊斯兰文明的辉煌历史和文明标准

来衡量，阿尔及利亚已有三百年不太平的历史了。内部矛盾与

外来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在新兴殖民主义者面前，使这个国家

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猎物，形成了一种顺民心态与殖民主义的

辩证关系。在本纳比看来，他的国家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加深

了国家与民族的混乱与危机，千疮百孔，无所不在。外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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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为了实现全面殖民统治的目标，他们强制实行蓄意设计的

社会改造规划，制造社会对立矛盾，遏制文明的发展机制。  

　　作为对这种局势的反应，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势力在两

种力量的推动下得以方兴未艾：一种力量来自宗教与知识界的

“乌勒玛”；另一种力量来自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势力。这

样的社会状态正符合本纳比所设想的社会发展模式，由此孕育

了两种对抗殖民化的力量：改良主义与现代主义。

　　面对国家所处的现状，本纳比认为必须克服顺民心态与殖

民主义所造成的各种灾难，需要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以此为

起点。本纳比的文明化模式，可以用来分析和判断在特定文明

框架中，人的因素和社会变化，与其他社会状况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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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内在认知条件

　　本章着重研究超理论思维“Mu”的第三个条件：内在认

知的条件。在本纳比所关注的专题中，这属于思想认识的范畴，

与文明发展有密切联系，从内在的条件方面，理解和处理穆斯

林世界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个条件帮助我们识别一些主要的认

识模式、思想学派、变化状况和一般化的超理论思考方法，用

来分析现存的各种理论，并且创建新理论，开辟新思路。

　　在有关文明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广泛的模式：历史哲学模

式和社会科学模式。本纳比认为，文明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

域，研究的方法与概念都应当属于社会科学。鉴于他深刻的《古

兰经》与宗教知识，他必然避免唯物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历史观

和社会变革理论。采用他超常规理论“Mu”的内在认知条件，

有助于看到本纳比对主导文明发展模式的认识。

　　在这一章，我们将运用内容分析法，追溯一些早期思想家

的观点和理论。本纳比的各种概念、用词和方法，同这些早期

思想家有紧密联系，这正是他在一生中，与殖民统治的斗争中

苦苦追寻的知识来源。本章将详细分析这些学派和思想家所表

述的主要观点。

　　在历史哲学领域中，有三大学派坚持以他们各自的思考模

式，研究文明的发展：历史螺旋式循环观、历史不断进步观和

世界各地民族并列发展观。各家学派对历史的演变、人的重要

因素都提出了他们的发展模式，但他们都共同认识到历史发展

的规律，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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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世纪，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是历史进步学派的三

大主流学者，他们坚持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对本纳比的文明

思路研究都有影响。根据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全部历史就是

一整篇人类自由与文明的传说故事。在黑格尔思想的引导下，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成为另一个著名进步观的历

史学者。黑格尔注重的是人类思维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在乎的

是经济学辩证法，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

　　法国哲学家孔德自立为历史进步主义学派，深受达尔文进

化论的影响，深信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条件和历史发展的重

大作用。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就，是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他们的解

释，标记历史的阶段性和演变的原因。

　　在本纳比看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是汇集了历史事件而

已，而不是真正把历史事件归类于理性的发展模式中，然后说

明这些事件。他发现了黑格尔辩证历史观与马克思经济发展观

之间的联系，都属于辩证法哲学，各有所长。黑格尔承认人的

思维变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促

进了社会演变，但本纳比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需要，不足

以说明文明诞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本纳比对历史进步学派持批评态度，说他们理论多于实际，

而且脱离不了欧洲中心论的弊病。这个学派注意到了历史演变

的某些事实，而忽略了形成历史文明的多种复杂的因素。他的

思想主要来自历史循环学派，其代表性的学者有伊本 •赫勒敦

和汤恩比；他自诩是这个学派的传人，继承了他们的历史判断

思想和方法。他们明确提出了历史演变的螺旋式循环规律，而

且用“循环”这个词，确定了这些规律的定义。这一派的学者

们，根据他们收集到的资料，确信历史循环规律具有普世意义，

适合于任何国家。 

　　在伊本 • 赫勒敦的《历史序言》(Muqaddimah) 中，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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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证明历史进程的法则和规律确实存在。

他对社会性质与变化的研究，导致他宣布新的理论“文明的科

学”(Ilm al-Umran)。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是由本国人民世世代

代相传与自然演变的结果。王朝或国家的兴起、发展和衰败，

其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深藏民间的群体性 (Asabiyyah)。汤恩比

理解的世界历史，只是各种文明的序列演变，认为每个文明都

是各种势力互相挑战与对抗所产生的反应和结果，因此产生历

史的阶段和兴衰。他强调说，文明的性质必须从“整体”上去

观看，任何历史的变化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单元整体。他同伊

本 •赫勒敦的观点相似，同属于历史宿命论的学者，他们认为

所有文明都必然在开始之后出现解体和衰退，直到最后结束。 

　　根据本纳比表达的思想、方法和兴趣，许多学者把他列为

伊本 •赫勒敦第二、忠实的继承者。他特别欣赏伊本 •赫勒敦

的历史因果律和文明循环学说。他深信，由于历史的演变是螺

旋式循环着的，那么，要找出循环运动的因素和条件，就能看

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兴衰的原因。本纳比对伊本 •赫勒敦的分

析方法有超越之处，那就是他把文明作为一个整体，采用社会

学的原理看待历史，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汤恩比以历史

阶段的整体为分析对象，形成了他的循环学说，因为其中有互

动的挑战和对抗，这对本纳比是重要的启发。 

　　本纳比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进

行分析，并且讨论宗教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功能。他认为，为了

激发穆斯林的复兴运动，社会学和心理学是两门不可或缺的重

要学问。宗教作为社会价值观的凝合剂，也是文明发展的催化

剂，有了宗教，社会运动才能活跃起来。他认为人是文明的最

基本载体，任何社会变革都从人的活动开始。他对当前占主流

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两大模式、三大学派以及文明研究的各种

思路，都不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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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外来认知条件

　　本纳比超常规理论“Mu”的第四个条件，是对外来认知因

素的审视，取代其它各种学派在理论分析方面的各种措施和方法。

对外来认知条件的研究，是检查科学与其它学术成果对文明形成

的影响，这些影响过去一直不被重视，认为与文明研究的专业无

关。在本纳比的研究中，他的外来认知条件包罗万象：《古兰经》

与圣训的影响、穆斯林世界宗教改良家思想的影响、心理学、自

然科学、哲学以及其它很多认知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领域看上

去与研究文明的两大传统主流模式似乎互不相关，但影响的存在

确是客观事实。

　　本纳比曾发表过解释《古兰经》的论文，是根据现代的科学

发现和发展，对社会学研究的联系和说明。在阐述历史演变中的

循环规律时，本纳比引证《古兰经》的经文，说明宗教思想在文

明变革中的作用，而且历史的演变与《古兰经》提出的原则相吻

合。他特别指出，宗教是形成文明社会人格的重要因素，是引导

社会发展的方向。

　　本纳比的座右铭来自《古兰经》：“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

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这个思想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

责任，人的因素构成了任何社会变革的主要条件。他认为，为了

启动一场新文明进程，首先要把人民动员起来，改变他们的社会

地位和人格，从自然需求的状态，转变成有奋斗意识的个体。

　　《古兰经》的原则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变革与宗教在变

革中的作用，而我们研究历史，帮助我们证实《古兰经》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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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向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实证。现代主义的思想与世俗

主义的精神，都坚持反宗教的立场，否定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作

用，但遭到本纳比的反对。他努力证明《古兰经》和历代先知传

播的启示，都应当属于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穆斯林世界的贫弱落后，何去何从，我们应当思考《古

兰经》启示中的历史发展的永恒法则，这个法则已在伊本 •赫

勒敦的循环理论中做过解释，历史的变化存在普世的模式，有

规律可循。《古兰经》和圣训均被包容在超常规理论“Mu”的

总体规划的范畴之内，对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构成了主要外

来影响之一。

　　穆斯林世界的改良主义学者们提出了三个口号：改良 (islah)、
革新 (tajdid) 与复兴 (nahdah)，以此推动全社会的运动。这是从

十八世纪中期以来，改良运动宣传的新模式。由伊本•阿卜杜•

瓦哈布领导的社会运动，主张复兴伊斯兰最基本的原始教义，把

认主独一的理念置于一切原则之上。加玛尔丁•阿富汗尼——另

一位穆斯林世界的杰出改良主义思想家，如出一辙，提出同样的

社会改革主张，即任何改革必须遵循原本的纯洁教义，复兴伊斯

兰，保证改革走向胜利。本纳比从这场运动中汲取了他们的基本

教义思想，成为他个人理论的认知条件。

　　在阿尔及利亚，改良派们对社会现实的落后状况缺乏全面的

认识，也缺乏具体措施。在本纳比的改革思想中接受了心理学的

内容，用以理解社会变革中的人格变化和发展，达到社会改良的

目的。他需要了解通过心理学研究宗教的社会作用，这样有助于

理解如何才能运用宗教的力量，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提高普通

民众的认识。 

　　在对待宗教的立场上，本纳比喜欢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欧

洲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也从另一位欧洲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获得

了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本纳比写道，宗教信仰可以使人从本能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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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服从精神存在的法则。宗教可以指导每个

人的行动，发挥巨大的内在力量，动员全社会朝一个目标共同努

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帮助本纳比理解到宗教的短时心理

效益，可以改变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引导个人和人群在社会变革

中发挥积极因素。 

　　对社会文明化进程有能力发挥积极作用的宗教信仰失去自身

活力时，社会的文明进程受到阻扰，发生颓废，失去与美好憧憬

的协调。虽然，本纳比从伊本•赫勒敦那里接受了社会发展阶段

性的理念，但他却运用现代发展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社会进步的

心理。从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中，他汲取了社会发展的年代观念；

他认为个人与社会一样，都须经历这三个年代的阶段：实物年

代、人的年代与思想意识的年代。

　　哲学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的第四种重要影响。总体而言，

笛卡尔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属于外来的认知条件，当然也包括

伊本•图斐利、笛福、伊本•路西德和安萨里等著名哲学家的思

想影响。在这些人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他

那里借用的理论最多，尤其他的哲学分析法。他运用了两种不同

但又互相内在关联的分析机制，研究文明机构中的各种成分和这

些成分在文明进程中的功能。

　　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是多种层面的社会现象，只有少数

学者精于此道，本纳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贡献被视为是重要

的发展，取代了传统的分析模式，他们把历史文明看成孤立和

分散现象，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本纳比的重要性在于，他是

新思考体制的创建者；他是一位理论家，提出了多种学科并行

的新思路。

　　对内在社会条件的分析，只是本纳比研究文明思路的起点。

他最关心的内容，是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世界的社会局势；因此，

在他一生的不懈努力中，形成了他个人的特殊思路，为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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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在方法论

方面，他坚守多数历史学家提出的分析模式，但在理性与认知领

域里，他借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并且加以综合运用，提出了文明

分析的三大区域：历史、社会与文化。

　　本纳比提出的文明进程的外来条件，包括《古兰经》和圣训、

穆斯林世界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心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以及

其它方面的学术成果。他把所有这些学识和思想兼容并蓄、融汇

一体，构成了他研究专题的丰富内容，形成了对两种传统主流模

式的补充。

　　本纳比借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融会贯通的方式，研究文明

的进程，应当给予高度重视。他的超常规研究理论，从思想认识、

工作方法、学术理论、实地考察等多方面，对社会现实给予了全

面的认识，促进了知识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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