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哈伊文献集成
ChineseStudiesontheBahíFaith:AComprehensiveCollection

第二卷
４６７　　



亚洲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节选)∗



王芝九编

“巴勃”是波斯回教的一个新派,创始人萨依特阿利穆罕默德(一八二一~一八五○),于一

八四四年立教.巴勃是“睿智之门”的意思,它的教义主张废除封建剥削,主张一切人民平等,反映出

当时波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幻想.

一八四五年,萨依特阿利穆罕默德本人被囚禁.一八四八年,巴勃教徒鼓动各地人民起义,

声势很大.波斯统治阶级用残酷野蛮的手段镇压了各地的起义,并于一八五○年七月把萨依特阿

利穆罕默德处死.后来到一八五二年,巴勃教徒一度采用暗杀方法,行刺国王,没有成功,又遭受

了最残暴的屠杀.

巴勃起义运动以农民为主体,但是革命的口号并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均分配土地,而是空想

地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巴勃教徒起义运动采用了宗教的形式,那是适合于经济政治落后的波斯的情

况的.那时波斯的回教教会顽固地保卫了封建制度,因此革命运动必须争取改革回教和反对上层的

僧侣阶层.巴勃教徒起义的失败原因,在落后国家没有工人组织,农民队伍散漫不团结,又缺乏计

划.巴勃起义失败后,波斯依然在外国侵略势力下半死不活地存在着.波斯的统治者企图做一些内

政改革,但是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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