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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教徒的起义与
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

∗



[苏]伊凡诺夫著,李希泌等译

人民的抗议与怨恨终于在反对国王与诸汗统治的自发暴动中得到发泄.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末,在伊朗各市、各州这样的暴动爆发的越来越多.例如,在１８４７年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城市贫民

在津章起义,反对该地州长,将州长驱逐出城.在同一年内,伊斯法罕的城市贫民发生骚动.１８４８

年,在大不里士、伊斯得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城市贫民与手工业者的骚动与起义.

这些发动与起义的领导角色都是巴布教派,该教派创始者———巴布的信徒.伊朗的宗教派别就

在以前也往往是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思想上的反映(例如,马资达克教、胡尔拉米特教等).

巴布的真名为阿里穆罕默德.１８２０年,巴布生于设拉子的一个棉布商人赛义德的家庭里.

到了成年以后,他自己在班达布什尔经商有五年之久.后来,他往卡巴拉与纳哲夫朝圣.在那里,他

成了赛希特教派的领导者,即赛义德卡节姆勒什特的徒弟.赛希特教派宣扬的主要思想是说伊

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世教长马赫底即将降临的思想.据传说,他消逝了已近千年,往后他还要

出现,消灭大地上不平之事,并建立合理的新制度.

１８４３年赛希特教徒的领导者赛义德卡节姆逝世,但未指定自己身后谁应继承.１８４４年赛义

德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巴布就是人民渴望的马赫底表达自己的意志给人民所必由的津梁和

门户的意思.到了１８４７年巴布就自称为先知马赫底了,写了一本«默示录»(TheBayn),在该书中

叙述了他的教义的主要原理.«默示录»是巴布仿可兰经写的,巴布教徒奉为圣经.巴布认为人类社

会是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依次递嬗互代而发展的.每一个后来的时代越过前一时代而与之不同.

每一时代有该时代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由于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来临而废除,

而代以新的制度.人们自己是不能独自制定新制度与新法律的.主宰通过先知来制定,他在每一时

代派给人们一位先知.先知授给人们的指示,是为新的圣经,它就取旧圣经的地位而代之了.摩西

及其旧约书、耶稣及其福音书、穆罕默德及其可兰经,按照巴布的意见,就是一个先知及其圣经和另

一个先知及其圣经依次递嬗互代.

巴布教导说:穆罕默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兰经与教典都已陈旧了,应当代之以新的律条了,

这种律条,先知就在他所写的圣经中告诉人们.他宣教说,已经到了出现新先知———马赫底的时候

了,新先知在大地上建立新制度、新公道与新幸福.但是掠得政权的哈基姆与乌拉马(亦即世俗的执

政者与高级僧侣),凭借着可兰经与教典,不愿抛掉旧制度.按照巴布的教义,这便是大地上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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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道与倾轧的原因.

巴布在自称是新的先知而称他的«默示录»是新圣经之后,他宣教一切人们平等,妇女也包括在

内.他断言:随着时代前进,他的教义将传遍全世界,但是在目前巴布教徒的神圣王国还只不过是伊

朗的五个大省:阿塞拜疆、马赞得朗、波斯的伊拉克(中伊朗)、法尔斯与呼罗珊.在这一神圣王国上

住的人只能是信奉巴布主义的人们.凡拒绝信奉«默示录»的,虽是外国人,也一并赶出巴布教徒的

神圣国家,没收其财产,分给巴布教徒.接着还有一些关于保障个人权、私有权的指示,关于继承制

度等等指示.

除了这些一般的原理以外,其中还有说得很模糊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幻想的一种制度,在这种

制度下,无封建的压迫,人人一律平等而幸福.巴布提出了很多符合商人利益的极其具体的要求(欠

债必还、严守商业通信的秘密、用法律规定高利贷的利息、举办良好邮政、统一币制、圣国的人民可出

外经商等等).

巴布的教义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表达农民与手工业者劳动群众的利益.

在巴布教徒宣传的初期,１８４８年年中以前,巴布及其门徒并没直接向人民群众传教.他们企图

将国王、宫廷侍臣、一些州长和乌拉马争取过来.没想到统治集团反来惩办他们,不准传教.巴布本

人在１８４７年被捕,起初被囚禁在马库要寨,后又囚禁在契利克要塞(乌尔米亚湖之西,离土伊交界处

不远).对巴布的信徒同样地查拿究办.

巴布信徒知道了自己在统治集团当中宣传已告失败,并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满,自

发地团结在他们周围,才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而且在巴布的信徒中出了一些比较接近于人民

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出身农家的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他们青出于蓝,将他们

导师的教义中的民主因素加以发展,远远走到他们导师的前面去了.

巴布教徒在宣传上的这一转变,当他们在沙赫鲁德市迤东的别达什特镇传教的时候就表现出来

了.１８４８年年中,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著名的巴布教徒女宣教者静观和其他一些

巴布教徒皆聚集于此.在一连开了几天的别达什特巴布教徒会议上,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

福鲁什宣称新先知降临的时刻已经到来,旧的法律与制度、可兰经与教典都已失效,所以人们现在没

有再履行自己旧的缴税和服役的义务(这些都是在此以前,对自己老爷有利,他们所必须履行的义

务).更有进者,他声明:在将来的神圣王国中,所有高高在上的,亦即各封建主,将要剥夺他们的特

权和权利,降到最微末的地位.他进而宣布私人所有制是剥夺别人的物权的,所以应予废除,一切财

产应归公有,每人只得其中的一份.除此而外,在别达什特大会上的说教中,宣布男女平权与其他一

些民主要求,比起巴布所宣布的更为坚决.

巴布教徒在别达什特传教,唤醒了周围农村的农民,他们都聚到别达什特来找传教士,因为他们

说压迫与排挤人的王国已到末日,而所有的人行将平等与幸福的神圣王国即将到来.当时官厅震惊

失措,从沙赫鲁德派来武装部队将巴布教徒赶散.巴布教徒从别达什特散到各州,宣扬他们的思想.

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率领弟子前往马赞得朗,在巴尔福鲁什市(现在的巴波尔)

照旧宣传.

１８４８年９月,穆罕默德王逝世.穆罕默德王逝世之后,新王纳歇尔丁王在十月即位之前,在德

黑兰和各省的官厅自相惊扰.呼罗珊、伊斯法罕、克尔曼、设拉子和伊斯得都纷纷起义,反对州长.

马赞得朗的州长及其亲信都到德黑兰去了,求在新王之朝得保禄位,州里只剩下了些市县地方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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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

巴布教徒决定利用官厅自相惊扰的机会,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十月中,他们在巴尔福鲁什

已有党徒约七百人,公开武装起来.和当地诸汗的部队小有接触之后,巴布教徒离开了巴尔福鲁什,

驻扎在巴尔福鲁什东南约二十公里的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附近的森林里(在塔拉尔河西岸).

巴布教徒决定在这里长期住下,便在陵墓附近用砖坯修筑起堡垒,即向农民展开宣传.不久从

四外的乡村,甚而从伊朗的其他各州聚会到巴布教徒这里来的约有二千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手工

业者.农民送给牲畜、粮食和其他材料,手工业者制造武器.在很大的八角形堡垒内筑起了木头房

舍,外用芦苇遮掩.

巴布教徒的领导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和毛拉胡赛因波什鲁耶试图

在这里废除私人所有制、财产公有与人群平等.于是宣布所有资财公有.为此派有一些巴布教徒专

管分配事宜.巴布教徒都吃大锅饭.

当德黑兰获悉巴布教徒已在马赞得朗起义之后,新国王纳歇尔丁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阿密

尔尼扎姆)命令马赞得朗诸汗自行镇压这次起义.但是巴布教徒得有周围农民的支援,进行夜袭,

击败诸汗的部队,把这些部队打得狼狈而逃.

由于巴布教徒节节胜利,而吓破了胆的很多马赞得朗的汗与僧侣都从城市或从自己的采邑逃亡

山中去了.他们散布流言蜚语,硬说巴布教徒抢劫居民,实行公妻等等.

１８４８年底,国王派他的叔叔马赫底古里密尔扎率领王军(约二千人)从德黑兰进讨巴布教

徒.但是,巴布教徒又来了一次夜袭,大败王军,王军抱头鼠窜而逃.

巴布教徒的宣传日广,其信徒日多.１８４９年２月,密尔扎达吉汗告诉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

哥鲁基公爵说,据他看,此时伊朗全境巴布教徒已达十万人.① 他们已经在津章公开准备起义.

王室大为震惊.向赛赫塔巴尔西陵墓加派军队,总共约有七千人.遂包围了巴布教徒的要

塞,以大炮轰击.僧侣宣布对巴布教徒进行“圣战”.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军队屡遭失败.最后,

巴布教徒和四外乡村断了联系,粮秣耗竭,要塞内的人没饭可吃.由于饥饿的结果,遂有由要塞改投

王军大营去的.

尽管这样,１８４９年５月以前巴布教徒还是屡败王军,击退王军历次进攻,王军人数已增至万人.

而要塞中的巴布教徒,此时还不足二百五十人.５月初,巴布教徒因马赫底古里密尔扎当着可

兰经宣誓,答应保全他们的生命与自由之后,便停止抵抗.可是,当巴布教徒轻信诺言,放下了武器

之后,王军却不守信义,将他们完全杀掉.巴布教徒的堡垒全被拆毁,甚至形迹不留,使人不致想起

曾经有过巴布教徒起义的事情.

马赞得朗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巴布教徒在伊朗其他省市中的活动不但没停止,反而规模更大.

巴布囚禁在契利克要塞,前来参拜的不仅是来自伊朗各省的,甚至有来自土耳其与印度的.在德黑

兰,巴布教徒日多.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于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２日向给内塞罗得报告说:“在德

黑兰到处都是这种危险教派信徒,他们是不承认民事法规的,宣传说凡不信奉巴布教义的人的财产

将被分与他人.”②１８５０年２月,官厅在德黑兰破获了巴布教徒的秘密组织,这一秘密组织为了报复

①

②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来往公文»,１８４９年,第１７７日,第３２~３３页.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往来公文»,１８５０年,第１３３日,第１０３~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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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赞得朗惨害巴布教徒的仇恨,他们意图刺杀伊朗国王、阿密尔尼扎姆和高级僧侣人物,夺取政

权.伊朗国王政权逮捕了这一秘密组织的巴布教徒约四十人.其中有七人因不肯履行阿密尔尼

扎姆的当众咒骂巴布,并背叛巴布教义的要求,遂在市内广场被处死刑.

１８５０年５月,巴布教徒又在津章起义.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是津章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有一个参加巴布教徒这次起义的密尔扎扎尼,他在论巴布教徒起义«努克达特卡沃»(HykＧtatＧ

ƏльＧKаф)一书中写道:早在１８４７年在津章地区已有数千农民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了.①

到了１８５０年春天的时候,在津章及其邻近地区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已达一万五千人,

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城市里势力很大.奉行他的指示的,不是巴布教的信徒,而是许多津章的

居民.巴布教徒公开准备斗争:储备火药、黑铅和其他军用品.

１８５０年５月,州长下令逮捕了一个巴布教徒.这便是发动起义的口实.巴布教徒打开了城中

的监狱,救出所有的狱囚.后来他们占领了城中的要塞.城市分成了两部分,巴布教徒占领的是东

边一大部分,西边的一部分还在他们的敌人手里.诸汗和财主都从巴布教徒占领的城市东部地区逃

出.双方都在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和工事.

手工业者和农民是起义的主要群众.除此而外,有很多小商人和低级僧侣积极参加起义.低级

僧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代表人物起着领导作用.商人哈只阿卜杜拉、铁匠卡节姆和面包师哈

只阿卜杜拉都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最亲近的助手.手工业者为起义者准备武器.积极参加

起义的还有妇女,她们在街垒上和男子一样英勇.起义者有一处工事,保卫此处工事的巴布教徒的

部队就是由妇女指挥的.

巴布教徒的领袖宣称,他们在建立一个新的、拥有公平制度的将垂诸永久的幸福王国.他们又

称,一切巴布教徒都是一个公社中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一如在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那次起义一样,一

切财产宣布公有.

自五月底起,开始从德黑兰派出军队,前往津章镇压起义.可是开来的军队屡次进攻,都被巴布

教徒击退,伊朗国王的军队受了惨重的损失.

在１８５０年,巴布教徒起义反对官厅的地点不止津章一处,１８５０年初在伊斯得爆发了起义,领导

者为巴布教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这次起义不久便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到了１８５０年６月的时

候巴布教徒又在尼里士(法尔斯)发动起义.为了防止巴布教徒运动继续发展,首相密尔扎达吉汗

在伊朗国王面前主张将巴布处死,在他上国王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巴布活一天,他的信

徒的起义就一天不停,且能变为全国的革命,结果恺加王朝将被推翻.

１８５０年７月初,国王下令将巴布由契利克要塞押解到大不里士,即在大不里士枪决了.

巴布虽已处死,并没能使巴布教徒的运动停止下来,津章的巴布教徒继续顽强抵抗.调动了很

大的兵力(约兵士三万人)带着大炮去打他们,炮队向市内巴布教徒占领的那一部分大肆轰击.但是

尽管炮轰,丧亡惨重,而且饥饿无食,巴布教徒还继续抵抗达数月之久,一直到了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底,王

军才将津章巴布教徒的起义镇压了下去.国王的将领已经答应保全巴布教徒的性命和自由,但是后

来等到巴布教徒停止抵抗,缴了械以后,却令兵士把他们尽数杀害了.

１８５１年初,巴布教徒又在津章活动起来,并准备再发动起义,反对政府.但是他们的力量由于

① E．G．布朗编辑:«基塔布努克达特卡沃»,来顿—伦敦１９１０年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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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起义的失败,受了挫折.因此官厅很快地便将巴布教徒在津章再度发动的运动镇压下去.

１８５０年６月,巴布教徒在尼里士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第三次起义.到了这个时候,在尼里士及其

邻州的居民无不咬牙切齿地痛恨尼里士州长的贪污和对于居民的残暴压迫和横行霸道.１８５０年６

月,巴布的门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在信徒数百人伴随之下来到了尼里士.这一年的年初,在伊

斯得举行巴布教徒的起义,即是由赛义德雅西达拉比领导的.赛义德雅西及其信徒开始在清

真寺内宣传巴布教的思想.没有几天,城内及四外乡村的大量居民都投向他们来了.在赛义德雅

西的周围聚有好几千人.州长和其他地方当局在和巴布教徒小有接触之后,便都逃出城去.巴布教

徒遂占领了城外的一处旧要塞.

不久,从设拉子派来军队进剿巴布教徒.军队到了尼里士,将要塞包围,开炮轰击.巴布教徒屡

出袭击,均被王军击回,巴布教徒伤亡很重.巴布教徒的队伍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一见初战

不利,遂不免动摇,四散奔逃.手工业者本是巴布教徒历次起义的中坚力量,但在尼里士巴布教徒中

的手工业者却很少.王军的指挥部在尼里士又采用了在马赞得朗与津章消灭巴布教徒的得意方法,

欺骗他们,答应赛义德雅西保全他的生命与安全,劝赛义德雅西从要塞出来.当赛义德雅西

出来之后,王军却攻入要塞将其中的巴布教徒杀尽,一个不留.赛义德雅西一同被害.州长与诸

汗疯狂地处治四外乡村同情过和帮助过巴布教徒的居民.

因为这样处治人民,过了些时,农民又在尼里士地区第二次起义.农民一家一家地抛弃了自己

的乡村,逃入尼里士附近的山中.政府调动大军,携有大炮,会同当地诸汗的部队进剿起义者.但是

巴布教徒,不论是男的或女的都抱着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从事防御.他们从山上下来,出其不意地

夜袭王军,把轰击他们的大炮给破坏了.有时他们抢到的大炮还是完好无缺的.他们把抢来的大炮

运到山中,用来射击王军.有一次夜袭,巴布教徒竟潜入尼里士,杀了尼里士的州长.

起义者坚守着自己在山地的工事历时很久.兵士中间有很多同情巴布教徒的,不肯攻打他们.

这才派了达拉布、萨普纳特与其他地区的好战的山地部落去攻打巴布教徒.进攻巴布教徒的军队与

部队,共达一万人以上.最后,起义者陷于孤立了,他们和附近乡村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的弹药都

用完了.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求饶,还是奋不顾身地从事防御.他们有很多人在白刃战中阵亡了,其

余的做了俘虏.

镇压这次起义比镇压第一次尼里士起义还残酷.把巴布教徒活生生地烧死,把他们捆到炮口上

开炮射击.一批巴布教徒,其中很多是妇孺,被关在一个山洞里活活烧死了.很多妇女和小孩被卖

为奴隶.一部分俘虏送至设拉子折磨拷打,终于至死.

尼里士的第二次起义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在巴布教徒领导下的最后一次群众性的发动.此后,巴

布教徒的运动便失去了群众性.农民与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巴布教徒.１８５２年春,巴布教徒又企

图在巴尔福鲁什、津章与阿塞拜疆发动,但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不久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

巴布教的传教士主要是些低级僧侣与商人,他们失去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支持之后,遂转而采

用恐怖手段.１８５２年８月,他们谋刺纳歇尔丁王未遂,结果国王仅受了很轻微的枪伤.凶手当场被

捕.后来在德黑兰逮捕了同情巴布教徒知名的人数十名.差不多全被判处死刑.

国王害怕巴布教徒报复,企图将镇压巴布教徒的责任转嫁给整个统治上层人物,下令将判处死

刑的巴布教徒分配给各宫廷侍臣、各部大臣、各乌拉马与其他权势煊赫的人物.让他们亲自处治巴

布教徒.在处死巴布教徒以前,百般地折磨与拷打.有一些巴布教徒脚上用钉子钉上了马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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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则先用刀割,然后往创口里插上燃着的蜡烛和其他种种残毒手段.经过这样的收拾以后才把他们

枪决,或用石头砸死,或用乱刀砍死.在德黑兰镇压了巴布教徒以后,紧接着在伊朗全国开始查究巴

布教徒,并把他们处以死刑.

巴布教徒的起义是民主主义的、反封建的起义,客观上也是反对外国资本奴役伊朗的.这种起

义是由于农民与封建主间的矛盾尖锐化才有可能的,参加起义的以农民为多.起义具有农民运动而

非工人阶级领导的特点(地方性、组织性不强、宗教思想等等).根据这一切便可认定巴布教徒的起

义基本上是农民起义,尽管在起义中除了农民以外还有其他阶层的居民.

因为农民由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发展极差,不能从自己当中推出运动的领导者,所以起义才由低

级僧侣和商人的代表人物来领导.

在巴布教徒运动中已有了两种派别的萌芽:一种是由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为代表的民主

的、人民的派别,一般是力图消灭封建制度与剥削的.而第二种则是反映着商人利益的派别,个别地

主也接近于商人,这一派的目的仅在于改革现有的制度.到了后来,当伊朗社会经济发展与阶级分

化达到了最高阶段的时候,才形成了各个独立的、彼此不同的两个派别———民主主义派与自由主义

派(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革命).

在十九世纪中叶伊朗的历史条件下,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是一种乌托邦的要求.

但是在这一要求后面却寓有民主革命的意图———就是消灭封建主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将这些资料平均分配给农民.巴布教徒的起义,其进步意义在于他们是破坏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为

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扫清道路的.

由于伊朗社会政治的落后,而且又有浓厚的中世纪残余滓渣,所以巴布教徒的起义具有很多中

世纪人民运动的特点———如宗教形式、财产公有的口号、幸福天国的幻想等等都是.官方的伊斯兰

教寺院阐扬的是封建制度.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时都要引证可兰经与教典.对于身受封建压迫

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宗教是一种合理的和最易于接受的一种思想形态.在这个时候要反对现行的

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就必须揭去神圣的外皮”①(恩格斯这些话是对德国农民战争说的,

对于巴布教徒的起义,也完全可用).所以巴布教徒反对封建制度的起义也采用了宗教的形式,马克

思曾说,东方的所有革命运动都是采用的宗教形式,这不是偶然的②.

伊朗巴布教徒的起义是在１９世纪中叶席卷东方各国(印度的西帕伊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起

义)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转而又是１９世纪中叶笼罩着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危机的一部分.东

方的革命运动是由于封建制度矛盾的尖锐化的结果,由于外国资本侵入东方各国而矛盾加剧的

结果.

巴布教徒的自发性与组织性不强,它的地方性,各省起义缺乏联系,都是巴布教徒起义失败的基

本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一种能清楚地理解运动的目的和任务,并能给斗争指出正确方向的领

导核心.巴布教徒起义的命运是证实斯大林同志所说: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

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可能取得胜利”③的很多范例之一.

１９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之渗入伊朗,和它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却愈来愈加紧了.大

①

②

③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第１２卷,第２分册,第３６０页.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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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伊朗商人全成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与中间人,换言之就是变成买办了.国家的独立,和列强势

力作斗争以及现行制度的根本改变,这对于买办说来是格格不入的.巴布的一个门徒———比哈乌拉

是这部分商人的思想家.他把巴布主义学说中的全部革命民主因素都给抛弃了.他坚决反对革命

与革命的斗争方法.他在给国王的奏议中,千方百计地证明他和他的信徒———比哈分子才是国王的

忠顺臣民,他斥责一切反对当局的言论.他的学说和政治并无任何关系,他所抱的目的仅在“净心诚

意”等等.他宣称,只有和平宣传才是比哈派的武器,而不用强迫作法.比哈派坚决地保护私人所有

制与社会上人类的不平等.比哈乌拉因为代表买办的利益,反对伊朗民族独立.他宣称:谁也不该

以爱自己的祖国而自豪,所应爱者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全世界.因此,比哈分子主张消灭国界,用

世界语组织全世界的统一政府.他们宣扬宗教与科学有统一的必要性,以及其他反动思想.

比哈主义是买办的思想,它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背叛民族独立的斗争事业的,背叛消灭封建制

度的斗争的事业的.比哈主义和它的世界主义思想以前是,到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对伊朗政策的

武器.

巴布教徒一再起义,乃伊朗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明证.较有远见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已经理解改

变现况的必要性.他们看到如不改弦更张,则农民与城市人民新发动的危险依然存在,伊朗势将日

愈沦为欧洲列强的附属国家.因此在统治阶级中出来了不多的一批人,认为国家有进行改革的必

要.对这种改革特别关心的是和市场与商业相结合而不属于封建贵族以内的那些地主.

纳歇尔丁王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就是这部分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照他的出身,并不是

封建贵族.他的父亲起初是一个厨师,后来做到了穆罕默德王首相的管家.

在阿斯格利包耶道夫被害之后,密尔扎达吉曾任密尔扎科斯洛埃斯代表团秘书到达彼

得堡.一直到了１８４３年,国王才赐以汗的称号.后来密尔扎达吉汗任伊朗代表团团员参加过解

决伊朗土耳其边境问题的爱尔捷鲁姆会议的工作.在密尔扎达吉汗驻在土耳其的时候,他考察了

当时土耳其政府变法的情形,并得出一个结论:伊朗图强也非变法不可.他从土耳其回国之后,被任

为阿捷尔拜疆的大臣,而阿捷尔拜疆的统治者是年轻的纳歇尔丁,当时还是王位的继承人.穆罕默

德王死后,密尔扎达吉汗与纳歇尔丁王一起到了大不里士,达吉汗被任为首相兼三军司令,因此赐

予封号为阿密尔尼扎姆.①

在密尔扎达吉汗担任首相的期内,他想实行改革,以巩固中央政府的政权,限制列强的势力,

主要是限制英国的势力.阿密尔尼扎姆首先着手改革的是军队.他严禁部队及其指挥官的无纪

律现象及懈弛行为、严禁盗窃用以支付士兵薪饷的公款等等.

他力图缓和农民的愤怒与不平,乃将诸汗对农民的剥削加以限制,定出一种固定的剥削范围.

他制定了计划,规定了农民应缴诸汗的贡赋的数额,他想取消对农民的过份压榨,以免引起农民的起

义,而危及整个封建制度.这一方法和密尔扎达吉汗的其他改革方案,其目的同是为了巩固中央

政府的政权,这对于镇服人民起义,镇服不听命令的诸汗的叛变,以及抵抗列强对伊朗日愈加紧的压

迫,是有必要的.

在伊朗所有的政治家中,密尔扎达吉汗是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加强势力的一个人.他企图不

让列强,首先是英国奴役伊朗,并力图恢复它在国内外事务上的真正独立自主.俄国公使朵尔哥鲁

① 阿密尔尼扎姆爵号,按字释就是“裁政公爵”或“管军的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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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０日曾向内赛罗得报告说,因呼罗珊的大封建主萨拉尔起义,达吉汗深惧英国公

开干涉伊朗的内政.英国人利用反动诸汗的分立心理,一贯地进行削弱伊朗的政策.１８４６年萨拉

尔汗受英国人唆使和支持在呼罗珊叛变,此次叛变直到１８５０年才镇压下去.据朵尔哥鲁基说,阿密

尔尼扎姆曾经说过,我们既不愿呼罗珊成为第二埃及,也不愿让他(指英国人而言)有任何机会干

涉波斯的内政.①

① 本文年份前后不一,有矛盾之处.但为保留资料原始性,未加改动.———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