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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首次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上，对历代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进行了大
跨度的系统研究，依时间顺序阐述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
系，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伊斯兰教与西北地区社会安定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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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振贵，回族，研究员，原籍南京。
1946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先后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
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
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
著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回族部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回族部分）》《当代中国宗
教（伊斯兰教部分）》，编纂有《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大西北对外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回
族金石录》《中国伊斯兰教简志》，合著有《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中国西北地区开发与向西开放
》（入选1992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4月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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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序
绪论
第一编 唐宋时代以推动海外贸易为出发点的伊斯兰教政策与地区性伊斯兰教政权在西北出现（7世纪
中叶～12世纪中叶）
第一章 唐朝时期“恩惠抚和”的伊斯兰教政策
第一节 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社会背景
一、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
二、大食遣使朝贡的意义
第二节 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与发展
一、怛逻斯战役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东渐
二、参加平定“安史之乱”和“渡泸之役”的大食军士在华留居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穆斯林商贾“住唐”人数大增
第三节 唐朝政权对待伊斯兰教事务的基本态度
一、唐朝伊斯兰教政策产生的社会依据
二、唐朝伊斯兰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唐朝后期穆斯林的经济社会状况
一、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穆斯林
二、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活动的穆斯林
三、关于唐代穆斯林宗教活动缺乏记载的推测
第二章 五代时期护佑“蛮裔商贾”的伊斯兰教政策及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兰教
第一节 从“蕃商胡贾”到“蛮裔商贾”
一、南方政权对“蛮裔商贾”的护佑扶持
二、五代时期定居蜀中的穆斯林
第二节 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化及其特点
一、喀喇汗王朝的兴起
二、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兰教
三、喀喇汗王朝和西辽政权伊斯兰教政策的特点
第三章 宋朝时期“怀柔羁縻”的伊斯兰教政策
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宋代传播的社会背景
一、海外贸易成为宋朝经济的重要命脉
二、穆斯林大批来华贸易与朝贡
三、宋朝时期佛道两教的发展和犹太教传华
第二节 宋朝政权对待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怀柔羁縻”
一、宋朝制定伊斯兰教政策的依据
二、宋朝伊斯兰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宋代穆斯林生活的特点
一、在中国广阔领土上留下活动足迹
二、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
三、奉行伊斯兰教习俗而引起社会关注
第四节 辽金夏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一、辽朝政权与伊斯兰教
二、金朝政权与伊斯兰教
三、西夏政权与伊斯兰教
第二编 元明两代建立在民族融汇基础上的伊斯兰教政策及穆斯林民族群体的诞生（12世纪中叶～17世
纪中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

第四章 元朝时期“恩威相济”的伊斯兰教政策
第一节 元代伊斯兰教兴盛的社会背景
一、元朝——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
二、大批回回穆斯林入华
三、元朝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
第二节 元朝政权对待伊斯兰教事务的基本政策——“恩威相济”
⋯⋯
第三编 有清一代牵动中国统一大业及西部民族地区稳定的伊斯兰教政策（17世纪中叶～1911年）
第四编 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集团对伊斯兰教的政策（1911～1949年）
结语
后记
再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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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在经济上对穆斯林客商给予体恤照顾。
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拮据，无力再供应和接济一大批外国留居者，故此有了贞元年间（785～804年
）对外籍人员的清理，给他们授以军职和公职，进行谋生。
为了增加收入，还加重了外贸方面的进口税收，使外国商贾包括人数较多的穆斯林客商难以承受，只
能在境外去寻求新的市场。
据陆贽于贞元八年（792元）起草的《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称，近来外舶多到安南就市，之
所以“舍近而趋远”，是因为广州地方当局对客商“侵刻过深”。
当唐朝政权意识到市场失落的危险时，很快采取补救措施。
唐文宗于大和八年（834年）颁降“病愈德音”诏谕，指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由于地方官
吏“多务征求”，客商颇有“率税犹重”的“嗟怨之声”。
皇帝“深虑远人未安”，“思有矜恤，以示绥怀。
其岭南、福建、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存加问”。
因此，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重复征税，使客商完税后，可以自由贸易。
尽管朝廷此举是为保障税收，但客观上唤回了包括大食、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各国客商，恢复了传统市
场，使广州成为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
　　其次，在政治上，对穆斯林给予进身的机会和礼遇。
唐宣宗（847～858年）时，开始允许色目人参加科举考试，并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录取名额。
这一开放性举措使一部分落籍东土的穆斯林进入仕途，从而扩大了社会活动范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
交流，在客观上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食国人李彦升由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卢钧从广州带到汴州，以后又推荐给朝廷。
李彦升是个汉化的名字，生于大食，是留居中国的第一代。
他在广州时与卢钧过从甚密，“以道祈知于帅”，卢钧“异而荐之”。
这个“道”，既可以认为是中国之道，但也不能排斥李彦升将伊斯兰教教义或历史情况演说解释于卢
钧，从而使卢钧感到新奇而予以荐赏。
唐代敬宗（825～826年）朝前后，有一位留居中国的“土生波斯”即波斯人后裔李苏沙，是个从事香
料贸易的穆斯林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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