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巴基斯坦政治危机凸显体制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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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新年伊始,巴基斯坦政坛再次出现重大动荡。
1 月 2 日,组成现政府的人民党执政联盟淤内第二大

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以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及

贪污为由退出政府。 此举立刻导致人民党政府议会

席位不足半数,面临下台危机。 1 月 4 日,巴人民党

高层、旁遮普省省长塔西尔遇刺身亡,成为自 2007
年末前总理贝·布托遇刺以来巴遇害的最高级别领

导人。 这两起事件虽性质不同,但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当前巴基斯坦缺乏有效调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

的政治体制,以及因国家治理不善而带来宗教保守

思潮泛滥的困境。

民族纷争日趋极端化

此次统一民族运动党退出政府虽以反对政府提

高油价及贪腐为借口,但实质上反映了巴基斯坦民

族矛盾的激化。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独

立以来,国家始终面临民族整合问题。 由于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巴境内各省、种族、宗教团体之间矛

盾重重。 独立之初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阿里·汗两

位权威领导人就接连去世,国家自此缺乏统领全国

的政治权威。 封建、部落性质的经济基础也妨碍了

巴基斯坦建立统一有效的政治制度,各民族都有自

己的政党代言人。 比如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

要代表旁遮普人,其政治地盘也主要在旁遮普省;人
民党来自信德省,代表信德人利益;人民民族党

(ANP)则主要是普什图人组织,盘踞在普什图瓦赫

省。 此次挑事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则是印巴分治时来

自印度的移民,主要居住在巴经济中心卡拉奇市。
由于缺乏全国性大党,政党地方化、民族化致使各党

只关心自我利益,对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不足,一旦遭

其他党派压制,很容易采用各种极端手段进行对抗,

从而导致政治危机频频发生。
统一民族运动党主要由来自印度的穆斯林移民

穆哈吉尔人组成。 穆哈吉尔人主要集中在卡拉奇、
海德拉巴和苏库尔三个大城市,而且多信奉逊尼派

的百尔维学派。 在巴独立初期,由于文化素质较高,
卡拉奇又是巴的临时首都,穆哈吉尔人成为政坛的

主要力量。 但后来巴基斯坦将首都迁到伊斯兰堡,
旁遮普人和普什图人在巴政坛逐渐崛起,而他们多

信奉保守的迪奥班迪学派,穆哈吉尔人被迫退出了

权力中枢,与旁遮普人与普什图人的矛盾也随之上

升。 但穆哈吉尔人依旧是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主要

种族。 在齐亚·哈克统治时期,他们受到当时的军

政府扶持,被用来对抗人民党和信德分离主义。 正

是由于军方的支持,统一民族运动党才正式建党,因
此其与军方关系密切。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苏联入

侵阿富汗,大量普什图难民涌入卡拉奇,致使该市的

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穆哈吉尔人为此深感不安。
进入 90 年代,以信德人为主的人民党和以旁遮普人

为主的穆斯林联盟轮流上台执政,两党都试图压制

穆哈吉尔人,这导致卡拉奇在 1989—1994 年期间陷

入严重内战状态。 虽然各方最终达成妥协,但穆哈

吉尔人、信德人、旁遮普人、普什图人之间的嫌隙始

终无法消除。
2008 年以来,随着巴政府军在部落区发动军事

打恐行动,数十万来自部落区的普什图难民再次涌

入卡拉奇,这些人多是塔利班组织的同情者,信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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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迪奥班迪教义,与当地逊尼极端教派组织如

“穆罕默德军冶(JeM)勾结,向什叶派、百尔维派不断

发起攻击,致使当地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 2010
年卡拉奇就有 779 人死于种族及教派冲突,同年战

争不断的部落区共有 797 人死于宗教冲突。 因此,
统一民族运动党对人民党政府在卡拉奇的治安措施

非常不满,特别是代表世俗普什图人利益的人民民

族党与人民党打得火热,更是使统一民族运动党认

为人民党在有意放纵普什图人打击穆哈吉尔人。 而

人民党则以经济困难无法增加警力为由搪塞,并指

责当地穆哈吉尔人涉嫌多起谋杀,是当地治安恶化

的最大黑手。 统一民族运动党还频频呼吁军方干

涉,希望对卡拉奇实施军事管制,淤恢复正常秩序,
这当然被与军方关系不睦的人民党所拒绝。 加之两

党在地方政府选举问题上分歧难以弥补,最终导致

分裂。 可以说,此次危机是既有民族矛盾在新形势

下激化的结果。

反世俗化思潮泛起

旁遮普省省长塔西尔遇刺则反映当前巴基斯坦

面临的另一尖锐矛盾,即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争,
这已经成为影响巴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塔西

尔主张修改《反亵渎法》,这极大刺激了巴基斯坦国

内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感情。 伊斯兰宗教分子认为塔

西尔冒犯了《反亵渎法》,是亵渎先知之人,以至其

贴身警卫马穆塔兹也无法忍受,最后出手行刺。 负

责安全的警卫却成了杀人凶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无奈的悲剧。
《反亵渎法》是穆斯林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宗

教法律,主要是禁止损害或侮辱宗教圣地、禁止触犯

宗教感情,禁止侮辱《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等,
规定违法者将受到经济或刑事处罚。 早在英属印度

时代,南亚次大陆即已经出现了《反亵渎法》,但那

时它只是一些不成文的模糊概念。 上世纪 80 年代,
当时的巴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为了推动全国的伊

斯兰化,不仅设立伊斯兰法庭,更是将《反亵渎法》
具体化,出台了从罚款到死刑在内的一系列处罚措

施,目前每年都有数十人因违法而受到处罚,但迄今

为止还没有人因此而被处死。

塔西尔遇刺事件的起因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妇

女因“亵渎先知冶而被判死刑。 这在国际上引起了

巨大争议,西方基督教团体甚至教皇都公开呼吁巴

政府慎重考虑。 为此,人民党一名女议员雪丽·拉

赫曼在国会提议修改《反亵渎法》,塔西尔不仅支持

提案,还亲自出面请求总统特赦这名基督教妇女,并
与其共同接受电视媒体采访。 因此,塔西尔成为国

内各种伊斯兰极端团伙的眼中钉,许多清真寺阿訇

公开呼吁杀死这个穆斯林的“叛徒冶,认为其同异教

徒一样亵渎了神灵。
巴国内汹涌的宗教情绪还表现在社会各界对凶

手持支持甚至赞扬的态度。 当马穆塔兹第一次出庭

受审时,法庭外有律师向他身上抛洒玫瑰花瓣,并要

为他进行无罪辩护;宗教政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冶
领袖公开指责塔西尔咎由自取;由超过 500 名宗教

学者和阿訇组成的巴主流宗教团体“逊尼伊斯兰学

者联盟冶表示,“任何穆斯林都不应该出席葬礼,也
不能为塔西尔祈祷,否则同样是亵渎行为冶,于这其

中甚至包括许多传统上代表温和的逊尼百尔维教

派、也是巴最主要教派的学者。 1 月 9 日,巴最大城

市卡拉奇 5 万虔诚穆斯林举行大游行,抗议修改

《反亵渎法》。 巴内政部长马利克因无法保证提出

议案的女议员雪丽·拉赫曼的安全,建议其暂时出

国躲避风险。 在国内重重压力下,巴政府已经明确

宣布,不会对《反亵渎法》做任何修订。
塔西尔遇刺表明巴基斯坦未能从体制上真正解

决宗教主义和世俗主义之争。 从历史上看,巴基斯

坦始终没有解决身份认同问题。 世俗主义在乌尔都

语中是“没有宗教、反宗教之意冶,巴国父真纳建国

之初就明确提出巴要建成一个世俗多元主义的国

家。 但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是“两个民族冶理论,即
认为南亚次大陆的居民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宗

教、语言、风俗、服装、节日、饮食等文化方面截然不

同,应当依据各自宗教属性独立建国,巴基斯坦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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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南亚穆斯林的祖国。 但巴建国后各民族之间

矛盾开始激化,1971 年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独立就

是一个突出例证。 为解决民族凝聚力问题,历届巴

基斯坦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但巴并不存在

沙特那样的宗教基础。 南亚次大陆受英国殖民多

年,世俗化程度较深,巴基斯坦上层精英人士与西方

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国内教派众多,主流民众信仰的

是较为温和的哈乃斐学派,大家喜欢音乐、舞蹈等世

俗化的生活,所以不具备建立沙特、伊朗那种宗教政

府的基本条件,但也没有像土耳其、埃及那样将伊斯

兰教严格限制在精神领域,因此始终在宗教与世俗

之间徘徊。
另外,周边战略环境的剧变也加剧了巴伊斯兰

化。 上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全球伊斯

兰圣战者汇集阿富汗共同抗击苏军,巴基斯坦成为

其后勤基地与大本营,圣战思想随同大量阿富汗难

民涌入巴基斯坦而加速传播。 “9·11 事件冶后,美
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溃败后,许多武装分子逃

至巴阿边境地区,他们利用两国民众的天然血缘联

系,在当地逐渐站稳了阵脚,重建了组织体系,并以

此频频向驻阿联军发动袭击。 而巴政府在美国压力

下,加入反恐联盟,重兵出击打压部落区的塔利班武

装。 在外来影响及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别是

2007 年夏“红色清真寺冶事件成为巴国内局势的转

折点,从此巴圣战组织开始将政府视为西方傀儡,认
为西方与巴西化的上层精英勾结,共同阴谋对付伊

斯兰。 当年末,“巴基斯坦塔利班冶正式成立,不久

就派人刺杀了前总理贝·布托。 数年来,巴安全局

势急转直下,数千无辜平民死于各种恐怖事件,巴普

通民众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误政策所致,而
美国屡屡派无人飞机轰炸巴部落区,造成大量平民

伤亡,更是激起全国反美情绪的高涨。 在这种情形

下,公开为基督教妇女讲话,并支持修改《反亵渎

法》,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塔西尔被视为西方的代表

而遇害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良治严重缺失

巴基斯坦此次政治危机还反映了群众对世俗政

府治理能力低下的不满。 巴基斯坦始终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 首先,世俗政党主导的政府

没有给民众生活带来明显改善。 特别是近几年物价

飞涨,能源短缺现象愈演愈烈,政府经济困难不得不

借债度日,而借债就需要削减民众福利。 政府此次

决定燃油提价,便是为了缓解财政困难。 政府此举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各政党只是披着

民主的外衣,维护既得利益。 在这种氛围下,高举平

等、公正口号的伊斯兰教自然吸引了多数群众。
其次,缺少公正高效的公共司法体系。 这一点

在偏远地区如西北部的部落区更为明显。 由于历史

原因,该地区长期处于半自治状态,甚至全国法律也

不遵循,而是行使自己的一套固有的法律体系。 中

央政府的管理缺失使得当地的大地主、部落长老等

传统贵族掌控地方大权,压榨百姓,百姓冤屈无处申

诉,被迫投向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怀抱。淤

第三,政府对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投入不足。 巴

基斯坦全国 37% 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教育需求旺

盛,但由于长期与印度处于敌对状态,安全方面的支

出过大,政府财政紧张,对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

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投入尚不足 GDP 的 2% ,而且合

格的师资严重匮乏。 当前巴基斯坦适龄儿童入学率

为南亚最低,与之相对比的是宗教团体举办的各种

宗教学校极度繁盛,这些宗教学校常常收到国内外

穆斯林慈善组织的大量财政援助,经费充裕,百姓子

女在里面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饮食甚至发放

生活费用。 但宗教学校多数仅开设宗教课程和阿拉

伯语等科目,数学、计算机等现代课程涉及不多,一
代代年轻人成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大后自然

趋向保守。
总之,巴基斯坦建国 64 年来,始终未能建立强

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协商体系,致
使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时激化,从而造成了巴基

斯坦今天的悲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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