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成果紀錄表 

計畫 

類別 
子計畫 B2「融入中華文化涵養於教學」計畫 

計畫 

名稱 
B2-2-1『涵養中華文化，落實於教學與課程』 

演講 

主題 
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兼論文化對伊朗政治的影響 

課程 

名稱 
伊斯蘭與中東政治 

演講 

日期 
111 年 12 月 01 日(四)  15:10-17:00 

主持人 王順文 副教授 

演講者 顧朋 博士 (政治大學外文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內容 

（課程內

容簡述/

執行成

效） 

主辦單位：政治學系 

活動地點：大典 512 室 

參與人數：23 人（教師 0 人、學生 23 人、行政人員 0 人、校外 0 人） 

 

內容： 

伊朗外交政策原則 

1.排斥所有形式的支配 

原意謂穆斯林不應讓任何非穆斯林對他或國家佔上風或享有優勢，以致非穆斯林能影響穆

斯林對伊斯蘭之信仰或實踐。 

古蘭經：阿拉絕不信者對信仰者有任何(成功)之道。 

2.伊斯蘭社群復興 

伊斯蘭並不承認民族國家及當前國家劃分，所有穆斯林領土皆被視為一個一統的領土的一

部份。 

3.宣傳伊斯蘭，將伊斯蘭價值傳播至全世界。輸出革命是伊朗憲法的一部份 

存在兩學派：(1)主戰派 (2)主和派 

(1)主戰派：世界可分成「敵人場域」與「伊斯蘭場域」。 

(2)主和派：世界可分成「不信者場域」與「伊斯蘭場域」。 

而在主戰派觀念中，世界還有第三種場域 --「停火場域」；主和派則是「協定場域」。大

部分穆斯林學者較喜歡主和派。 

4.保護被壓迫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有一聖訓：如果有人聽到一位穆斯林求助的聲音卻未幫助他，他就不是穆斯林。

而全世界的穆斯林皆適用於此，因此巴勒斯坦議題是伊朗外交決策的核心議題。 



 

 

5.協助追求公義與自由的組織或運動 

因此協助如黎巴嫩真主黨或世界上的一些其他運動是伊朗責任，支持所謂的阿拉伯之春。 

6.追求獨立 

不要東方，不要西方，伊斯蘭是最好的。 

7.接近善者，遠離惡者 

為外交政策上的優先考量，優先與「穆斯林國家」、「對穆斯林友好者」、「抱持相似價值立場

者」建立良好關係。 

 

相關 

圖片 

相關圖片 1說明 

老師介紹演講者情形 

相關圖片 2說明 

演講者演講情形 

  

圖片 3說明 

學生聽講情形 

圖片 4說明 

演講者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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