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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还是“达伊什组织”？ 

兼论专有名词翻译的政治正确性原则 
Lin Feng Min  

& 

Kong Que 

 

بكين جامعة - الأجنبية اللغات بكل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قسم/ بكين جامعة -الشرقي الأدب حاثبأ مركز  

Email: chi520666888@gmail.com 

 

Abstract: “Islamic State” as a proper noun has appeared in various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media.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press and academic circles. If we follow the “adaptation to original names” 

principle, it seems that we should translate it as “Islamic State”(“伊斯兰国), but 

taking the terrorist nature of this organization identifi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Islamic State”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as a “state”, but should be called as an ‘organization’, so the 

accurate translation should be  “达伊什组织”(Daesh organization). 

Keywords: "Islamic State", Daesh organization, proper noun, translati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内容提要   

“伊斯兰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国内的媒体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译法，其原因

既有该组织本身在名称上的演变，但也有国内新闻界和学术界在翻译该名词时

标准不统一的因素。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似应译为“伊斯兰国”，但从国际社

会对该组织恐怖主义性质的认定，则应该体现一种正确的政治观念，不应承认

其为“国”，而应称其为“组织”，故准确的译法应为达伊什组织。 

 

 

关键词  “伊斯兰国”   达伊什组织  专有名词  翻译  政治正确性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全世界都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人们对它的

关注大多是在政治和宗教的层面，因为它对国际政治和宗教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提到“伊斯兰国”，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臭名昭著、极端邪恶的具

有宗教和政治性质的恐怖主义组织，然而它的名字中却包含了一个“国”字，似

乎它是一个国家，但国际社会鉴于其恐怖主义性质又不愿意承认其为“国”，更

愿意把它当作一个政治组织或宗教团体。因此，从学理上来梳理这一专有名词

的变化历程，探究这一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对于我们认清它的本质，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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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易其名 

“伊斯兰国”这一专有名词的指代对象，由于该组织自身的变化及其自我指

称的变化，在翻译上也呈现了不同的形态。“伊斯兰国”并非一开始就自诩为“国

”的，而是从一个很小的组织发展起来的，最早起源于约旦的一个组织。1999年

，约旦伊斯兰激进分子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أبو مصعب

-Jama'at al-Tawhid wal）”جماعة التوحيد والجهاد“在约旦建立了（الزرقاوي

Jihad），翻译为中文应为“统一圣战组织”，它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最早的前身

。这一组织当时的目标是推翻“叛教”的约旦政府的统治，然后进一步控制黎凡

特地区

①。在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这一组织的恶名并未远

扬，扎卡维带领其组织在伊朗、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逊尼

派三角地带之间活动，组织小规模的行动，与其它极端组织进行联系。 

2002年，统一圣战组织在约旦安曼暗杀了美国驻约旦的高级外交官劳伦斯·

福利，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阿拉伯国家

人民对战争性质的质疑和反对，这为扎卡维所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提供了发展

的机会。该组织多次绑架人质、暗杀伊拉克官员、发布斩首视频、炸死数百名

什叶派平民、挑动伊拉克内战等行动，不仅在阿拉伯国家而且在国际上都名声

大噪②，使得许多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们“慕名而来”，加入这一组织。 

这一组织由于成员的增加，开始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继续其运行，并继续扩

大其影响力。而与此同时，1999年就曾与扎卡维见过面的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

的势力在美军进入阿富汗之后大大被削弱，本·拉登也不愿其影响力在伊拉克地

区被他人胜出，此前一直与扎卡维有所接触，希望扎卡维能够对他和基地组织

宣誓效忠

③。两股势力一拍即合，2004年，扎卡维宣誓效忠本·拉登，统一圣战组织也因

此并入基地组织名下，经过8个月的协商讨论，改名为“ تنظيم قاعدة الجهاد في بلاد

-Tanẓīm Qāʻidat al-Jihād fī Bilād al）”الرافدين

Rāfidayn），按照其字面的意思，中文应译为“两河流域国家基地组织”。它在国

际上常常被简称为“QJTR”，其英文的完整译名为“The Organization of Jihad's 

                                                                 
①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2014. Retrieved 14 February 2015. p.1-2. 
② Richard Boucher (15 October 2004).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Designation of Jama'at al-

Tawhid wa'al-Jihad and Alias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1 

July 2007. 
③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2014. Retrieved 14 February 201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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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in the Country of the Two 

Rivers”，简称为“TQJBR”。同时，又因为这一组织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

，因此又被称为“Al-Qaeda in 

Iraq”，即“伊拉克基地组织”，英文简称为“AQI”，但这一组织自己从未使用或

是承认过这一名称。两个组织的合并使得扎卡维获得了更多的资助、后勤和招

募渠道，以及方便的关系网络。在这一阶段，这一组织的目标是将美军驱逐出

伊拉克，然后在伊拉克建立一个逊尼派的哈里发国家，然后再把势力范围向周

边邻国扩大。 

2005年，“伊拉克基地组织”策划了安曼爆炸案。2005年11月9日，约旦首都

安曼的三座酒店发生连续三起爆炸，导致56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随后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三起连环炸弹袭击，表示了打击恐

怖组织的决心。11月10日，数十万名约旦人走上安曼的街头向遇难者表示同情

以及向阿卜杜拉国王表示支持。11月11日，有大约2,000名民众游行穿过安曼的

大街，抗议这些攻击行动。许多人高呼反对基地组织及扎卡维的口号。这次恐

怖袭击被认为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决策的重大失误

①，约旦民众对于扎卡维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根据皮尤全球民意调查，

认为自杀式爆炸袭击“可以接受”的约旦居民，在2005年为57%，安曼爆炸事件

发生后，这一数据迅速地下降到29%，更重要的是，约旦民众们“恨屋及乌”，

他们对扎卡维的反感仇恨的情感进一步扩展到了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反感，

约旦对本·拉登的支持率从2003年的56%下降到2007年的20%②。 

为了与这一错误的决策做切割，同时也是为了使这一组织显得更加“伊拉克

化”③，安曼爆炸事件两个月之后，扎卡维决定再一次更换组织名称。2006年初

，扎卡维整合吸纳了几个伊拉克的反政府组织，同时把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更

名为“ مجلس شورى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即“伊拉克圣战者协商委员会”，英文译名“Mujahideen Shura，”العراق

Council”，简称“MSC”。2006年6月，扎卡维在伊拉克的一次美军空袭中被炸死

，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继任为该组织领导人，但扎卡维更改组织名称、扩大

组织规模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行着他的这一策略。 

                                                                 
① Brian Fishman, Using the Mistakes of al Qaeda's Franchises to Undermine Its Strateg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p48. 
② Pew Global Attitudes Report 2005, 转引自Fawaz A. Gerg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lqae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Brian Fishman, Using the Mistakes of al Qaeda's Franchises to Undermine Its Strateg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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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5日，穆哈里·朱巴里以新闻部长的身份，发表了题为“伊拉克

伊斯兰国正式成立”的声明①。“伊拉克伊斯兰国”，其阿文名称为“ دولة العراق

 英文翻译为“The Islamic State of，”الإسلامية

Iraq”，简称“ISI”。随后，扎卡维的继任者，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宣布效忠伊

拉克伊斯兰国的埃米尔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但该组织的实际权力

依然是由穆哈吉尔把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baya”只能是个人对个人的效忠

，一个组织不会向另一个组织宣布效忠。穆哈吉尔宣布效忠伊拉克伊斯兰国的

埃米尔巴格达迪，这意味着扎卡维对于本·拉登的宣誓效忠的无效，也就是说，

这一团体试图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与基地组织进行切割，表明过去8年间这一

团体实际上并未服从于基地组织的命令

②。同时，这个名称的改变，也意味着这一团体不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组织”，

其野心昭然若揭，那就是他们意图在伊拉克地区建立一个国家。此外，这位实

际由穆哈吉尔控制的傀儡领袖使用了“巴格达迪”这个名字，“巴格达迪”（البغدادي

）这个词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بغداد）的属格形式，可以翻译为“巴格达的、

巴格达出身的”，这似乎是试图向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传达一个信

息：这一组织的领袖，这个所谓“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埃米尔”来自于伊拉克人

中间。 

2010年4月18日，穆哈吉尔和拉希德·巴格达迪在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

附近被美国和伊拉克联军击毙。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2

013年4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互联网发布录音讲话，宣布努斯拉阵线（

جبهة النصرة لأهل 

 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延伸，他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和（الشام

“努斯拉阵线”合并成一个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其阿文名称

为“الدولة الا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英文翻译为“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

Sham”，简称“ISIS”，又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两种不同的译名产生是由于对于叙利亚及周边地区，阿

拉伯人使用“Shām”（或Shaam，译为沙姆地区），而欧美对相近的地理概念惯

用“黎凡特”一词。录音讲话发布次日，“努斯拉阵线”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约拉

                                                                 
① Muharib al-Juburi, “al-I’alan an qiyyam dawla al-'Iraq al-Islamiyya,” October 15, 2006, 

https://nokbah.com/~w3/?p=536, 转引自"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2014. Retrieved 14 

February 2015. p.3. 
② See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2014. Retrieved 14 February 201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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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表示不同意巴格达迪单方面宣布“合并”的决定，两者最终决裂。这次改名，

无疑是该极端组织试图又一次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尝试。该组织不再满足于偏居

一隅，而试图通过修改名称的方式宣布它对整个沙姆地区的控制。 

2014年6月，这一组织又将他们名称中的“伊拉克”、“沙姆”这两个地域的限

定词去掉，把组织名称改为“伊斯兰国”（ الدولة

并推举圣战士教长巴格达迪为哈里发。通过这种有意删除名称中的，（الإسلامية

地理限定词的举动，他们意图使该组织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哈里发国”的存

在，显示出他们重画地缘版图、将所有伊斯兰地区纳入旗下、建立地跨亚非欧

的哈里发帝国的企图。 

至此，这一组织几易其名，逐渐从一个在约旦活动的地区性的反政府组织

转变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地区的分支，再转变为所谓圣战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哈

里发国”，每次名称的改变都与其对自身定位的调整、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其阶段

性的目标息息相关。可以看出，这一组织每次更改名称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或

是通过更改名称强调对所在区域的控制权，或是与过去的错误决策进行切割，

或是试图表明其合法地位。而各国政府、国际社会与媒体在称呼这一组织的时

候，有意避开这些名称，恰恰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于政治正确性的固守，不承认

一个大肆进行各种恐怖主义行为的极端主义组织为一个合法的国家。而“达伊什

”组织的译名恰恰就是这种政治正确性原则的体现。 

 

二、 “达伊什”组织译名的使用与传播 

“达伊什”这一名称是

的音译，这一词是取“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名称（”Daesh“）داعش

 ”دولة“ 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成的词，将（”الدولة الا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

dowla（国家）中的“إسلامية“，”د” islaamiyya（伊斯兰教） 中的“عراق“，”إ” 

iraaq（伊拉克）中的“شام“，”ع 

”shaam（沙姆）中的“ش”，组成单词“داعش”，英文则转写为 “Daesh”。 

尽管“Daesh”一词的构造方式看上去非常类似于英文中常用的首字母缩写的

方式，但根据媒体的报道，“Daesh”一词的最先使用者并非西方人，而是叙利亚

活动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支持者哈立德·哈吉·萨利赫

①。他在2013年5月27日第一次使用这一名称来表达他对这一组织的反抗与蔑视

                                                                 
① 

见“海湾在线”和“国家（alwatannews）”等媒体的报道，详见http://alkhaleejonline.net/articles/1420

105887301063200/%D8%A3%D9%88%D9%84-%D9%85%D9%86-

%D8%A3%D8%B7%D9%84%D9%82-%D8%A7%D8%B3%D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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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阿拉伯语中，“داعش”（达伊什）与“践踏者”（داعس）谐音，与该组织践踏

人权、漠视生命、滥杀无辜的行为极为吻合，因此这一称呼出现以后，得到阿

拉伯媒体和民众的认可和赞赏，逐渐流传开来，阿拉伯媒体此后基本上都喜欢

用这一词来称呼该组织，因为这样不仅符合该组织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本

质，而且可以避免用“伊斯兰”来称呼该组织，从而把大众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和

这一组织区分开来。 

2014年8月，埃及伊斯兰法制委员会（ دار الإفتاء

شوقي إبراهيم عبد الكريم ）的大穆夫提邵基·阿拉姆（المصرية

م دولة “表示，不应该使用“伊斯兰国”一词来形容该组织，而是建议使用（علاا

这样的称呼（伊拉克与沙姆地区基地异见者国）”المنشقين عن القاعد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

②。埃及外交部甚至曾经对外国记者发布了一个备忘录，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对

那些进行恐怖活动的特定组织的称呼方式，建议外国记者们使用恐怖主义者（t

errorists）, 行刑者（executioners）, 刺杀者（assassins）, 

谋杀者（murderers）这一类词汇称呼恐怖组织

③，以避免把“伊斯兰”这一概念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而西方媒体提到该组织时，使用的名称非常多样，或是直接按照直接翻译

的方式，称其为“伊斯兰国”，或是用“ISIS”或“ISIL”这类缩写来指代这一组织，

又或是使用“极端组织”、“组织”这类较为含糊的名称代指，这种名称的多样和

不统一也给观看媒体报道的民众带来许多困惑。联合国之前的文件中称这一组

织为“ISIL”，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用"Un-Islamic Non-

State"（非伊斯兰的非国家）来称呼这一组织

④。美国、英国的媒体之前曾经用“ISIS”和“ISIL”这两个称呼。在这两个称呼中

                                                                                                                                                                                       
%D8%AF%D8%A7%D8%B9%D8%B4-

%D9%84%D8%A7%D9%84%D8%AE%D9%84%D9%8A%D8%AC-

%D8%A3%D9%88%D9%86%D9%84%D8%A7%D9%8A%D9%86-

%D9%86%D8%AF%D9%85%D8%AA-%D8%B9%D9%86%D8%AF%D9%85%D8%A7-

%D8%A7%D8%B3%D8%AA%D8%AE%D8%AF%D9%85%D9%87-

%D8%A7%D9%84%D8%A3%D8%B3%D8%AF/ 

https://www.elwatannews.com/news/details/668075 
① 见٥١٠٢ مايو ,”الوطن“，تعرف من أين جاء لفظ "داعش"؟ وماذا يعني؟，لطفي سالمان

٠٥，https://www.elwatannews.com/news/details/668075 
 ٥١٠٢ أغسطس ٥٢，القدس，دار الإفتاء المصرية تعلن الحرب على "داعش"，محمد عبد اللطيف ②
③ Adam Taylor，Egypt to foreign journalists: Don’t call them ‘ISIS’ fighters, call them 

‘eradicators’，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7/06/egypt-to-foreign-journalists-dont-

call-them-isis-fighters-call-them-eradicators/?utm_term=.3f5ffa9c15bc 
④ 见“秘书长对安理会高级别首脑会议关于外国恐怖主义者的发言”（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Security Council High-Level Summit on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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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相对更加流行，因为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这一名称更加易读、更加

朗朗上口，并且因为与西方人熟悉的古埃及女神伊西丝（Isis）重名而变得相对

容易记忆，也有人更倾向于“ISIL”，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的缩写，因为“شام”即沙姆一词与英语中的“Levant”一词的语义更加对应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使用ISIL这一名称。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则在2015年12

月正式宣布，英国政府将使用“Daesh”一词称呼该极端组织，并敦促其他国家和

媒体避免使用“伊斯兰国”这种表达，因为“这一邪恶的宗教组织并非伊斯兰教的

真正代表，”所以应该改换其名称，以免民众错误理解其中的含义。卡梅伦的做

法显然考虑到了政治正确的原则。 

当然卡梅伦并非这一译名的首创者，只不过他作为政府首脑，代表了英国

政府的立场。在卡梅伦之前，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开始提倡使用“Daesh”一

词。2014年9月，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巴黎召开的伊拉克和平与安全

国际会议上表示，希望记者们和新闻媒体使用“Daesh”一词称呼该组织，因为它

“是一个恐怖组织而非国家，”他表示，“我并不建议使用‘伊斯兰国’这一名称，

因为这一名称模糊了伊斯兰、穆斯林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界限。阿拉伯人使

用‘Daesh’一词称呼该组织，而我会称呼他们为‘达伊什的凶手们’。”①自此次国

际会议的共同声明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使用了“Daesh”这个译名来指

代这一组织。美国在2014年12月也开始加入使用新译名的行列。美国陆军中将

詹姆斯·特里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应中东地区国家要求，美方

今后将不再使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称呼，而以“Daesh”组织取而代之。2015

年1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托尼.艾伯特也宣布使用“Daesh”一词。中国国内的

媒体也开始相应地将译名改为“达伊什”组织。与此相对，该极端组织本身却十

分反感别人用“达伊什”这个译名来称呼自己，威胁要“割掉那些用这个名称的人

的舌头”②。 

“达伊什”一词的使用受到许多国家和媒体认同，特别是受到阿拉伯世界的

肯定，因为它与“ISIS”、“ISIL”这类相对中立的缩写不同，在阿拉伯语的语境中

带有贬义，包含着明确的立场。尽管在阿拉伯语中原本并没有“داعش”一词，但

其词根与阿拉伯语中“دعس”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4-09-24/secretary-generals-remarks-security-

council-high-level-summit 
① Wassim NASR，EI, EIIL, Daech, comment appeler les jihadistes en Irak et en Syrie 

?，法国24小时新闻台，2014年9月17日报道，网址http://www.france24.com/fr/20140916-daech-

etat-islamique-EI-hollande-fabius-france. 
② "Is it IS, ISIS, ISIL or maybe Daesh?". Ynetnews. 9 Dec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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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为：踩、踏)听起来非常相似，因此“داعش”一词在阿拉伯人的想象中变被赋

予了其谐音词

容（Daesh）”داعش“的含义，即“践踏者”。此外，也有媒体报道称（Daes）داعس

易让人联想到“داحس”（Dahis）一词，进而联想到贾希利叶时期的由于两匹名叫“

”داحس“，的骏马赛跑之争而引发的两个部落之间长达40年的战争”الغبراء“和”داحس

一词在阿拉伯文化中又可以代指“挑起不合者”的含义

①。这两个谐音词在阿拉伯语中都带有否定的负面含义，因此，对这一名称的

使用也成为对该组织自称“哈里发国”的抵制与反抗。使用达伊什（“Daesh”）这

一名称的各国的政府和媒体都认为，这个名称能够揭露该组织的真实面目。因

为该组织充斥着其野心的名称也是极端组织宣传圣战思想、吸引成员、煽动他

人进行恐怖袭击时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 专有名词翻译的信息传递与政治正确性原则 

 

尽管多国领导人曾公开倡议使用“达伊什”的译名来称呼该极端组织，但很

多国家的媒体依然坚持使用“Islamic 

State”、“ISIS”、“ISIL”等词，也有些新闻媒体可能注意到了使用该名称可能会

引起的概念上的误解，不再直接使用这一名称，而是在该名称之后加上“group”

一词，或是加上某些解释性的限定词，使用"Islamic State 

group"（伊斯兰国组织）、"so-called islamic State"（所谓的伊斯兰国）、"self-

styled Islamic 

State"（自封的伊斯兰国）等词，以示对该组织合法性的否认，但也有一些新闻

媒体会直接使用“Daesh”这个词来代指该极端组织。例如BBC就曾明确表示不愿

意使用“Daesh”一词，因为这“有损新闻媒体公正中立的立场”②。还有许多记者

也表示不愿意使用“Daesh”来称呼该极端组织，其中有的人从实用角度考虑，认

为使用这一带有贬义性质的词语“对实际打击该极端组织并无助益”③，因此不必

为此大费周章；有的人认为拒绝使用“伊斯兰国”这个称呼“是在否认该组织确实

建立起国家的事实”④，并且认为，“与政治家希望人们用负面的目光看待这一组

                                                                 
① "Islamic State, Daesh or Isis: the dilemma of naming the extremists". The Week. 2 December 2015. 

http://www.theweek.co.uk/isis/62422/islamic-state-daesh-or-isis-the-dilemma-of-naming-the-militants. 
② "Islamic State, Daesh or Isis: the dilemma of naming the extremists", The Week, 2 December 2015. 

http://www.theweek.co.uk/isis/62422/islamic-state-daesh-or-isis-the-dilemma-of-naming-the-militants. 
③ "Islamic State, Daesh or Isis: the dilemma of naming the extremists". The Week. 2 December 2015. 

http://www.theweek.co.uk/isis/62422/islamic-state-daesh-or-isis-the-dilemma-of-naming-the-militants. 
④ Amanda Bennett, “Daesh? ISIS? Islamic State? Why what we call the Paris attackers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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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意愿不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传统是使用组织对自己的称呼而非其他，并

且在该称呼造成混淆或者歧义时进行解释”①。英国反恐智库Quilliam在其题为

《伊斯兰国：现代吉哈德主义的变换面孔》的报告中也提到，决定使用该组织

对自己的命名即“伊斯兰国”来称呼这一极端组织，尽管文章强调，这一极端组

织并不具有“国家”的合法性，属性也并非是“伊斯兰的”②，却依然使用了“伊斯

兰国”的译名。 

然而，以这种貌似“公正中立”的立场，处理该极端组织名称的翻译并不可

取。新闻媒体和学术界从真实性和客观性方面出发，似乎向民众传递了真实可

靠的信息，但把一个“既不伊斯兰，也非国家”的组织称呼为“伊斯兰国”，无疑

是对“真实可靠”原则的违背，也容易使民众对该组织的合法性感到模糊。 

从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方面看，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不只单纯传递了信

息，也主导着舆论，新闻报道的用词影响甚至操纵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从某种

意义上讲，新闻报道引导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甚至潜移默化地决定了人们

如何思考问题。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认

识。因此，新闻媒体选择使用“伊斯兰国”还是“达伊什”的译名，其实在某种程

度是能够影响人们对待它的认识和观感。 

极端组织为了集中力量、发展成员，为了让自己的极端思想和主张为更多

人所接受，为了煽动他人进行恐怖活动，要做宣传工作。在进行这种宣传活动

时，他们的用词无不反应了他们极端的政治倾向。而与此同时，如果世界上其

他主要新闻媒体在称呼这些极端组织时，也与他们的宣传机构使用相同的用词

，特别是用他们自封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不但会给民众们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也可以说在无形中承认了这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合法性。本来应该承

担起谴责、警示作用的各国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正中恐怖组织下怀，成为了

极端组织宣传自己的另一种途径。而相比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意识形态的传

播更加难以控制。 

在新闻报道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很多时候并非纯粹的语言之间转换对应，

而是与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紧密相关。“达伊什”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纯净的”

                                                                                                                                                                                       
theory/wp/2015/11/25/daesh-isis-islamic-state-why-what-we-call-the-paris-attackers-

matters/?utm_term=.4a3bba1bb3c6. 
① Amanda Bennett, “Daesh? ISIS? Islamic State? Why what we call the Paris attackers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

theory/wp/2015/11/25/daesh-isis-islamic-state-why-what-we-call-the-paris-attackers-

matters/?utm_term=.4a3bba1bb3c6. 
② Saltman Erin, Winter Charlie, Islamic State: The Changing Face of Modern Jihadism, London: 

Quilliam,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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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凭此借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攻城略地

，肆虐一方，大肆杀害平民和异教徒，对伊拉克多个族裔和宗教团队犯下的各

种罪行，包括杀人、酷刑、折磨、强奸、性奴役、强迫改变宗教信仰以及强征

儿童入伍，他们将千年古迹炸为平地，肆意破坏文物，试图清除他们所到之处

的其它文明，“达伊什”组织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无疑显示了其“无道”与“不义

”，因此，这一组织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理念无疑是应该被贬斥和谴

责的，这一组织对自我名称的定义也是不应该被附和、复制的。国际社会应该

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摒弃极端组织的自我定义，而采取正确的译名和译法，

以正视听，对民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结语 

在选择“伊斯兰国”还是“达伊什”译名的问题上，中文媒体如果考虑到政治

正确的原则，就应该弃前者，而取后者，以彰显我们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的立场，因为这个将自己命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既非“伊斯兰”，也非“

国家”，而仅仅只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这已经有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在

达伊什组织的主题力量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国”，我

们为什么还要称其为“伊斯兰国”？因此，翻译界应该树立起专有名词翻译的政

治正确性原则，以后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要考虑这一翻译原则，而不能只考虑“

名从主人”的原则，机械地复制非法组织的自我定义，以免给读者造成概念上的

混淆。希望这一篇论文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达伊什”组织译名的来龙去脉，

使之成为“约定俗成”的译法，而且也希望翻译界能够接受政治正确性的原则，

作为专有名词翻译的重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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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达伊什组织名称变化 

年份 阿文名称 拉丁字母转写 英文名称 英文缩写 中文译名 

1999-

2004 

جماعة 

التوحيد 

 والجهاد

Jama'at al-

Tawhid wal-

Jihad 

Organization of 

Monotheism and 

Jihad 

JTJ 或 Jama'at 统一圣战

组织 

2004-

2006 

 تنظيم قاعدة

الجهاد في 

بلاد 

ظيم تن\الرافدين

القاعدة في 

 العراق

Tanẓīm 

Qāʻidat al-

Jihād fī Bilād 

al-Rāfidayn 

The 

Organization of 

Jihad's Base in 

the Country of 

the Two 

Rivers/al-Qaeda 

in the Land of 

Two Rivers 

QJTR/TQJBR/AQI/al-

Qaeda in Iraq/AQ 
两河流域

国家圣战

组织，伊

拉克基地

组织 

مجلس شورى  2006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العراق

Majlis Shura 

al-Mujahedin 

Mujahideen 

Shura Council 

MSM 圣战者协

商委员会 

2006-

2013 

دولة العراق 

 الإسلامية

Dawlat al-

ʻIraq al-

Islāmīyah 

Islamic State of 

Iraq 

ISI 伊拉克伊

斯兰国 

2013-

2014 

الدولة 

 الا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

ad-Dawlat al-

Islamiyat fi al-

Iraq wa-sh-

Sham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S/ISIL/Daesh 伊拉克和

沙姆地区

伊斯兰国 

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

斯兰国 

达伊什组

织 

2014至今  الدولة

 الإسلامية

ad-Dawlat al-

Islamiya 

The Islamic State IS 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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