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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
*

张 � 战,李海君
(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91 )

摘 � 要: � 对暴力的看法、评价、运用的矛盾性是世界各大宗教所固有的特征, 宗教与冲突不具

有因果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宗教冲突都是打着宗教旗号, 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

的冲突。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西方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美

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 而且两者具有互动特征,道高一尺, 魔高

一丈,对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 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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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当推美国学

者塞缪尔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他于 1993

年提出了一个理解冷战后全球政治的范式, 认为冷

战后全球政治主要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

的冲突,而他的文明集团是以宗教为背景划分的。

� 9� 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更似乎验证了他的

预言, 随后, 恐怖主义被列为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认为, �恐怖主义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政策,最基本

的敌人是伊斯兰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好战的派

别 �。[ 1]
美国总统布什使用 �十字军东征 �等口号,

动员全国乃至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诉诸武力打击

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我们不仅要问,少数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不代表

整个伊斯兰世界, 美国政府和舆论为何以偏概全,

以 �上帝 �的名义如此兴师动众? 随着伊拉克战争

被证实师出无名,这就暴露了美国以反恐为名推进

其霸权战略的野心。而塞缪尔 �亨廷顿的 �文明冲
突论�和 �新帝国 �论一样, 究其本质也是为美国的

战略作理论注脚的。笔者认为, 宗教并不意味着冲

突,而大多数冲突并不一定都与宗教有关, 冲突被

披上 �宗教的外衣�其实是另有所谋。宗教与冲突
不是孪生兄弟更不是连体姊妹。看来,只有还宗教

以本来面目,厘清宗教与冲突的关系问题, 才能把

颠倒了的混乱思想纠正过来, 认清历史和现实, 把

握当今国际政治的实质。

� � 一、世界宗教对冲突问题的态度

宗教何以引发冲突? 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冲突

是不是必然的? 这首先要从宗教本身,从宗教的教

义、教理中寻找教徒使用暴力的思想根源, 做出实

事求是的评判。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多族共信的世界性宗教,

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还是 �教族合一 �的
民族宗教, 如印度教和犹太教等,所有的宗教在规

范自己信众的同时, 也影响、塑造着外部的世界。

基督教对暴力冲突的态度其实很复杂。这一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 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因为在

基督教文化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是对立的。早

期基督教强调和平观念,要信徒逆来顺受、爱仇如

己, �要宽恕有罪的人 �。然而耶稣也曾经要他的
门徒们武装起来, 扬言他带来的不是和平, 而是刀

剑。
[ 2]

对暴力问题的矛盾态度在基督教 �圣经 �的
�旧约 �和�新约�里有所表露。在旧约 �出埃及记�
里确信,神是 �战斗之父�, 对神的呼唤在作战时可
以带来胜利,号召信徒用力量为上帝争光。

俄罗斯冲突学专家 A � A �卡拉耶夫通过对
�圣经 �全文的分析指出,全书 12407个概念和范畴

中,有 1909处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暴力问题 (占

15�39% ); 1884处反映了和平、和谐等积极理念

(占 15�18% )。最常运用的概念是 �惩罚�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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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物 (占暴力类概念的 25�9% ); 常常遇到的词

是 �打, 打死 � (占 20�8% ), 反映了一些人用毁灭、

暴力等方式对待另一些人的倾向; 此外, 还反映了

复仇 (占 18% )、憎恨 (占 13�3% )、战争和征服

( 12% )、抢劫和掠夺 ( 8�1% )等暴力行为。

在和平范畴中最常运用的术语和句子是救赎

(占 23% ), 向亲人伸出手、支持、给予帮助 (占

26% ), 去爱 (占 20% ),较少出现的概念是告别 (占

13% ), 和平 (约占 7�6% )。
[ 3 ] 15- 16

上述数字和资料

有力地证明了�圣经 �对于暴力与和谐问题的态度
的矛盾性。

稍晚一些时候,基督教出现了对于战争的否定

态度。这一点可以根据禁止为古犹太国王所罗门

建筑圣庙一事判断出来, �因为他使地上流过很多
的血�。应该为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鲜血的统治者建
筑圣庙,这一事实本身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后来,

表达出一种信念, 人类可以化剑为犁, 建设和平与

和谐社会。

基督教从被世俗权力压制到转变为国家宗教,

使得在罗马帝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出现了基督教教

义的分歧和矛盾,这种矛盾一直伴随着基督教此后

的发展过程。基督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 教会不

能不支持战争的发动,有时教会本身成为战争的组

织者。公元 11� 14世纪的 �十字军东征 �是基督
教从早先的和平主义转型为赞同和维护暴力的极

点。 �十字军 �在东征过程中, 打着 �反对伪信
者 �、�解放被统治的圣地 (巴勒斯坦 ) � 的宗教旗
号以掩盖侵略目的。

但远远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赞成官方的宗教

立场。基督教历史上, 特别是在天主教当中是以

�异端�的纷纷登场为标志的 (如法国兄弟会、再洗

礼派、教友派等 ) , 这些 �异端分子 �不无成就地尝
试返回到早先基督教和平主义的理想中去。

近代以来,官方的天主教, 以及东正教对于暴

力的态度发生了转向。这证明了基督教的转型,努

力为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唱赞歌。如果从前可以清

楚地判明官方宗教和 �异端运动 �之间的区别, 那

么基督教在今天则已建立了各种教派世界观的协

商一致,找到了各种尖锐问题的契合点。

与基督教相类似,伊斯兰教对冲突和暴力的态

度也是充满矛盾的。伊斯兰教建设世界的概念的

实质是多方案性的,它是以安拉的强大意志为核心

的。 �如果安拉愿意的话, 那么他就会把人们变成

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他们老是不停止纷争。� �信
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的教中 �。 �古
兰经�如是说。

另一方面,真主又要求每一个诚实的人必须坚

信伊斯兰教是生活的惟一坚强支柱, 不容许压制宗

教,要为扩展伊斯兰的地理战略空间而斗争。这是

因为,对穆斯林而言, �恶 �体现在异教徒当中, 世

界对于他们分为 �伊斯兰之家� (伊斯兰世界 )和

�战争之家 �(非伊斯兰世界,不诚实的世界 )。

而且, 不排除同一信仰的穆斯林之间的武力冲

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应当

努力去履行与对方和解的任务。如果这不能成功,

那么必须在正义的基础上作战,而这被认为是公平

的。实践中这导致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强烈对撞。

这在伊斯兰教的两个分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常

常发生。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黎巴嫩国

内战争、阿富汗内战即是明证。当然在总体上, 当

今官方伊斯兰确立了社会和谐、和平生活和非暴力

的理想和方针。

通过比较分析, 不难发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两大宗教对战争与和平、和谐与暴力的态度从来

不是单一的、绝对的, 而是历史的、相对的。把伊斯

兰教看作崇尚暴力的宗教不符合 �古兰经 �, 不符
合伊斯兰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对暴力的看法、评

价、运用的矛盾性应当是一切宗教所固有的特征。

佛教和印度教对作为世界观和政策层面的暴

力和非暴力手段的评价,应当说是最有连续性和一

致性的。建立在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基础之上,它们

不赞同使用暴力,尤其是进行战争。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都把造物主看作是现存一切的始因,而佛教徒

和印度教徒却把为世界贡献力量和牺牲作为存在的

全部。人们意识到互相斗争只能带来世界灾难和社

会震荡的沉重负担,是徒劳无益的,因而抛弃人类的

恶习心甘情愿地走上行善和为神献身的道路。区别

于基督教的撒旦与神对立,大撒旦是罪恶的绝对化

身这一观点,在佛教中,没有善与恶的尖锐对立。

循着这个缘由,在很多东方宗教中没有关于战

争与和平问题的完整概念。只是在现代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出现之后,才促使佛教的追随者们明确地

说出了自己对战争的否定态度。按照他们的信仰,

克服恶是可能的,那就是要用无所不包的爱来建设

自己的生活。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以恨不能止恨,

没有了恨, 恨也就停止了。�预防社会冲突的态度即
在于此。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宗教冲突

尽管宗教不提倡暴力,但宗教冲突在人类历史

上频繁上演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宗教内部而言,或

是从教义分歧、教理之争等语言象征性冲突发展到

为捍卫信仰的暴力对抗,或是为争夺宗教事务主导

权和世俗利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等, 不一而足。

就宗教之间的冲突而言,在人类历史上更上演了一

部波澜壮阔的抗争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此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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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力量消长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矛盾运动、冲

突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那样, 宗教间冲突是宗教

确立自我的斗争形式,是宗教在竞争中成长必须要

付出的代价,否则宗教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

而不会流芳于世。

在欧洲乃至世界发展史上, 基督教的分裂具有

重要意义。首先是这一分裂导致的后果是天主教

和东正教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 并导致所谓的

�第三罗马�的产生。欧洲在地理上、文化上显现
了裂痕,东欧和俄罗斯以一种迥异于西欧的文明出

现。 �东西教会大分裂 �促成了西欧世界观的转
换: �天主教因此成为中世纪欧洲自别于 �异邦 �最
具普遍性的特点。��中世纪的欧洲一方面是相
对于异教世界, 另一方面则相对于拜占庭的希腊

人,从而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 [ 4]

其次是新教教派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 14�
15世纪随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新知识对神本主义的挑

战,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拉开了帷

幕。而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是触发基督教改革

的直接诱因。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 �路德和法国
的加尔文成为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最伟大、最具影

响力的思想家。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西欧社会到

处充斥着起义和暴力, �成熟的理性到处在显示它
的力量 �。西方教会被暴力革命撕得粉碎。欧洲国
家抓住这一机会, 都接受了新教, 以便从罗马教皇

的统治下获得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改革为

欧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开辟了道路; 它推翻了基督

教,破坏了基督教在欧洲的统一性,使其分崩离析,

理性和信仰开始沿着两条轨道行进, 宗教逐渐成为

政治的附属品。

随后在欧洲于 1618� 1648年发生的三十年宗

教战争,不但在精神上, 而且在政治上使基督教在

欧洲的一统天下遭到毁灭性破坏。这场旷日持久

的战争,其起因是德国内部的宗教斗争, 代表新兴

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教同盟与代表旧势力的天主教

同盟对垒,反对天主教的神权统治。作为终战处理

结果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确立了 �干涉主权国
家之内政乃违反国际法之行为 �的准则,藉以防止

列强因为宗教问题而介入他国内政。三十年宗教

战争破除了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体制,主权取代了

神权,民族君主国家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得到确立。从此,对神权的崇拜转变为对国家政权

的认同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饶有趣味的是因宗教迫害从欧洲不同国家逃

到美洲的异教徒建立的奠定美国辉煌地位的 �马里
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马萨诸塞州、康涅狄

格州�这五个州, 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为 �宗

教战争的副产品 �, 一个直接 �后果 �。并称 �因宗
教战争而起的反作用尚存在我们之间� [ 5 ] ,流露出
一种对欧洲统治阶级的政治警示意味。总之,宗教

意识形态在欧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地区之间的

差异性和认同危机, 并成为冲突的根源, 而且一直

持续至今。 �东欧�与 �西欧 �的分野、�日耳曼人�
与 �拉丁人 �的区别, 今天的 �老欧洲 �与 �新欧洲�
之称谓、�大西洋在变宽 �的说法就隐含着这种宗
教性质的情结与对立。

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今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

响的宗教冲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长达 1400多年

的对撞。公元 7世纪, 伊斯兰教兴起, 开始了扩张

和西征,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

度建立了穆斯林统治。 1096年, 罗马教皇英诺森

二世号召欧洲教徒进攻伊斯兰异教徒,夺回在巴勒

斯坦的圣地,到公元 1291年止,欧洲基督徒共组织

了 8次 �十字军 �东侵, 尽管在军事意义上失败了,

但客观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

传播, 其扩张主义传统被近代西欧国家继承了下

来。此后, 便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兴

起,在 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 灭掉了拜占庭帝

国。欧亚两大宗教集团打着 �上帝 �、�真主 �的旗
号进行的所谓 �圣战 �掩盖不了其侵城掠地的罪恶
目的。

纯粹的宗教冲突是不存在的,宗教冲突总是与

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有意味的

是,宗教的原罪概念给了关于冲突和战争的重要解

释,宣称这些行为出自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恶与缺

陷。神学家奥古斯丁并不从原则上否定战争,认为

某种类型的战争是正义的,如防御性战争、反异教

徒战争等。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

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

出来的,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

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

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

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

物。� [ 6 ] 697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宗教冲突就是这样的

一种 �力�, 由于宗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因而宗教

冲突能爆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恩格斯在批判了

费尔巴哈过于强调宗教冲突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

也指出, �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
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 � � � 佛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而言。� [ 6] 235

这就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
了历史转折与宗教变迁的关系。不过宗教在历史

运动中的作用随着资产阶级建立起了自己的意识

形态后而日渐式微了。

三、当今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老牌的和新兴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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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它们干

脆撕下了宗教的包装,不加任何掩饰, 赤裸裸地进

行掠夺和争斗。由此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主战场

是有渊源关系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欧洲。

二战后,世界陷入冷战状态, 两个超级大国的

霸权之争被蒙上了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他

们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认同, 世界被一分为三: 一个

是共产主义营垒, 一个是所谓的自由世界阵营, 而

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它们转嫁意识形态的、政治的、

经济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场所。冷战结束后, 不

少地区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宗教出现了复兴态

势和不同程度地向原教旨主义回归的现象, 成为美

国等西方国家和其他多种势力攫取或维系其政治、

经济利益的工具。如波黑冲突、科索沃危机、阿富

汗内战、巴以冲突都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冲突。 � 9�
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进一步把这类冲突推向

了极端。在这场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浓厚的攻击

背后, 使人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的欧洲冲突持续了 1400年以后, 这

次却把凌厉的进攻之矛指向了远在美洲的美国呢?

考察当今阿富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地区的宗教关

系,不难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的实质。

阿富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多灾多难的土地承

载了太多的宗教,是殖民遗产最 �丰厚 �的地区, 霸

权主义在此又兴风作浪,造就了该地区宗教冲突频

仍、战乱不绝。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中部,是 �世界
岛 �的心脏地带,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成为某些国家

追逐全球霸权的角逐场所。 1979� 1989年的 10

年间, 苏联为了实施其南下战略, 并追求对美国在

全球争霸中形成有利态势, 悍然出兵阿富汗。阿富

汗战争由此爆发。这场战争对于苏联和美国来说

是通过代理人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战略争夺

战,而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则是在伊斯兰教旗帜

下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战

争。大量的事实表明,这场战争对于伊斯兰宗教极

端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首先,阿富汗抗苏

战争很快在美国及亲美的伊斯兰国家的援助下演

变为一场伊斯兰 �圣战 �, 直接促进了伊斯兰极端
主义在战乱的阿富汗的迅速发展; 其次, 战乱的环

境为国际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争期间,国际上各种伊斯兰势力向阿富汗渗透,

以扩大其影响。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各种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已

经坐大,伊斯兰圣战者个个训练有素。他们的目标

除了在一些国家制造分裂, 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

兰政权外,就是把进攻之矛指向了填补苏联解体后

出现的权力真空并进而追求单极霸权的美国及亲

美政权。为达此目的, 他们不惜使用恐怖暴力, 此

时的 �圣战 �, 已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美
国养虎为患,自食其果。

在巴以冲突中,得到美国偏袒的以色列自然成

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进攻的目标。巴以冲突,主

要是领土争端,但背后有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和历

史及现实根源。一战期间, 英帝国搞了个 �贝尔福
宣言�,此后, 犹太人大量向巴勒斯坦移民。二战

后,联合国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巴以分治的

决议, 引起阿拉伯国家强烈不满,阿以冲突由此爆

发。围绕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阿以

冲突愈演愈烈。冷战期间,巴勒斯坦问题频繁为美

苏争霸所利用, 致使阿拉伯世界发生严重分裂, 也

使巴以冲突久拖不绝。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指

出,巴勒斯坦问题是美国分裂伊斯兰世界的工具。

1996年,本 �拉登发表过声明,宣称犹太人与基督

教 �十字军 �已经结成联盟, 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

响应真主的召唤, 用 �圣战 �去打击伊斯兰教的敌
人。这份 �圣战�宣言还谴责了 �背信弃义�、�认敌
为友�的沙特政权。从此, 反美、反伊斯兰世界的

�腐败政权 �成为 �圣战 �的两大基本目标。由此,

我们看到了 � 9� 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发
生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连环爆炸案。

总而言之, 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冲突, 大多

是新、老殖民主义的产物,或曰 �殖民遗产�。这些
矛盾和冲突都是一战后和二战后老殖民主义退潮、

新殖民主义跟进造成的。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

不平等造成的冲突,结果却得到了宗教外衣的掩盖

或庇护,表现为赤裸裸的不同宗教 (或同一宗教不

同教派 )之间的冲突。宗教被作为工具而被霸权主

义和各种极端政治势力所利用。殖民遗产和霸权

追求交互作用的产物便是当今世界 �热点问题 �的
产生。

四、结论 :宗教与冲突的矛盾关系

宗教独特的社会政治作用就在于, 它在引导、

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有关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的有

效性, 是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因而宗教常常被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冲突当作外

衣或工具。但是,认为当今社会发生的所有冲突都

归于宗教的影响或有宗教的背景是有失偏颇的,把

宗教的作用无限扩大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别有用

心的。考察当今宗教与冲突的关系及其互动,有这

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其一, 宗教是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宗教是一种

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 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 又是

一种社会实践。宗教往往与社会发生着错综复杂

的关系,涉及到群众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

家关系等诸多方面。如果忽视了对宗教、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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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对那种受宗教影响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视、关注和研究, 那么在本质上说来是政治、经济利

益冲突的社会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其二,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的交织日趋紧密。

宗教总是以民族为载体、以各个民族的信仰者为其

活动主体的。宗教冲突、教派纷争是信仰、意识

形态的冲突, 但在实质上, 这类冲突和纷争仍然

是民族的, 甚而是同一民族内部因政治经济利益

的差异所导致的。而民族冲突一旦掺入宗教狂热,

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和战乱, 后果相当严重。

宗教极端主义即源于宗教狂热, 成为民族分裂主

义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些国际势力出于分裂别国

的目的, 或明或暗地支持这个国家的宗教极端组

织挑起事端。

其三,国内的宗教问题、宗教冲突很容易引起

国际势力的介入,成为国际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借

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目的,

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对第三世界的内政外交指手画

脚,横加干涉。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斗争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人权问题。信仰自由作为人们的一项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

往往成为国际有关人权问题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些西方国家和组织,借口所谓 �宗教信仰 �和 �人
权 �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其四,国际冲突被贴上宗教的标签, �文明冲突

论 �甚嚣尘上,国际团结与合作面临不利的舆论环

境。当前, 国际冲突突出的表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

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和斗争,在西方一

些人看来, 伊斯兰和西方的 �准战争 �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并不代表穆斯

林世界的主流意志,更没有获得整个伊斯兰世界的

普遍支持。 � 9� 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抓

住这一机遇,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加

快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事实证明, 美国以

暴易暴的反 �恐 �越反越恐。 �文明冲突论�的始作
俑者塞缪尔 �亨廷顿毫不隐瞒地说: �伊斯兰面临
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

同的文明 � � � 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

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

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

界。� [ 7 ] 241这就表明伊斯兰世界并不是施动者,而是

受动者,一语道出了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

原因。

宗教和冲突的种种问题与迹象表明,我们的星

球是一个时有动荡的星球,我们所处的世界还远不

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我们期望,世界各大宗教力量本着积极入世

和关怀生命的态度,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

的旗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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