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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集中反映21世纪我国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最新前沿成果的论文集，绝大部分论文已经公开发表
，散见于国内各种学术刊物，只有数篇论文尚未公开发表。
本论文集论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学者论文为主，同时也兼收了北京、上海等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学
者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相信，本论文集的问世，对于促进宗教学学科建设，完善宗教学理论，丰富宗教学内涵，拓展宗教学
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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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明良，青海循化人，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导师，
伊斯兰文化方向导师组组长。
发表《伊斯兰生态文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等百篇论文，著有《简明伊斯兰史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历程与前景》等多部专著。
主持大型学术工程“伊斯兰文化系列丛书”和“《圣训》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丁俊，男，回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编委、中国宗教
学会理事、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阿拉伯语翻译协会常务理事。
 出版有学术论著《伊斯兰文化巡礼》、《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教材《阿拉伯文化基础教程》、
译著《十字路口》（合译）等。
参与完成上海市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大辞海》词条编撰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目前负责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国家民委重大科研项目（五种丛书修订、续修项目之一《回
族简史》修订与续修）等项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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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面向新世纪，创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新体系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
革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认同及其重构　“以儒诠经”活动及
其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　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对当今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穆斯林的人生
理想——兼与儒家文明的对话　从《据理质证》看马德新的“回耶”对话观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　伊
斯兰文明中的人文思想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述评　再论伊斯兰教的和平观——兼及“吉哈
德”理念　伊斯兰研究中的语汇问题——以“吉哈德”为例　伊斯兰人权观　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
共同体的构建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述评　浅谈穆
罕默德·阿布杜的“存在神学”观　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一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文化比
较研究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主权观之比较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伊
斯兰法文化与中国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阈中耶稣形象之比较研究　从“
真一说”看明清之际的回儒融合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伊斯兰文化与和谐社
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根本利益　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　和
谐社会中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伊斯兰妇女问题文化辨析　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　穆斯林生理卫生与
心理卫生观念初探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　对王岱舆、刘智学术地位的再认识——致杜维明先生的
信　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　伊斯兰教传入西藏考　西海固伊斯兰教
的门宦教权体制　论法门门宦两份阿拉伯文苏菲传教凭证的文献价值及信息　陕鄂交界地区回族、伊
斯兰教考述　维吾尔族jamaat群体研究　《福乐智慧》中所反映的早期苏菲　云南迪庆藏化回族调查
报告伊斯兰教法研究　论教法创制与文化创新　论伊斯兰教与“神圣律法”伊斯兰法的辩证统一　伊
斯兰法渊源在其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伊斯兰教育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育　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
次重大突破　兰州满拉的汉文化需求——以城关区为例伊斯兰文献研究　《古兰经》注疏概观　穆圣
与《古兰经》注疏　圣训花苑中的智慧花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伊斯兰文化前沿研究论集>>

章节摘录

　　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　　朱威烈　　伊斯兰世界在抗议和反
对&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的过程中提出了文明对话的主张，美国在伊战后提出了全面控制和改造
中东的&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
本文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改革文化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归纳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美
国&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出台前后，开展改革初期的文化观察点和当前处境，旨在引起我国学者
的关心和兴趣，推动、深化和提高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工作。
　　从&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到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冷战结束后
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教授&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的问世。
　　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
》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一发表，便引发了广泛而长久的批评和争论，被认为&ldquo;是
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lsquo;遏制&rsquo;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
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rdquo;。
1996年，亨廷顿为&ldquo;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
答&rdquo;，又编写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学界认为，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
界和中国为甚，因为&ldquo;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rdquo;。
亨廷顿的一文一书，前者政策性色彩浓重，后者侧重于提出一个&ldquo;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范
式&rdquo;，是一本国际政治学专著。
虽说我们中国学者大都不同意他的结论性阐述，即：&ldquo;这种合作的最突出形式是儒教一伊斯兰教
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出现，对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提出挑战&rdquo;；但是，&ldquo;文明冲
突论&rdquo;客观上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更何况，它的主要观点
，如&ldquo;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冲突不可能减弱，而且可能会更加激烈&rdquo;
，&ldquo;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是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是第二个冲突的根源&rdquo;，&ldquo;伊
斯兰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rdquo;等，都已经反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中。
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安全、经济、民主列为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并提出在海外推行
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到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不惜财力
、人力、物力欲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国家样板的努力，都不难看出&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对
美国全球战略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其中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面对着伊斯兰文明和文化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
丑化，国家和社会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在不断抗议和反对的同时，也频频提出文明对话的主
张，借助各种平台和场合，通过正面阐述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平、正义和兄弟情谊等教义内涵，以争
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这无疑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意味的举措。
因为各种文明之间虽确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交流、融合、共荣的另一面。
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主张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和平发展代替军备竞赛
。
为此，阿拉伯国家曾举办过多次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2006年12月中阿合作论坛也将在北京召开中阿
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伊朗前总统哈塔米还将2004年定为&ldquo;文明对话年&rdquo;。
　　二　对&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的因应　　当前，就信众人数、地域范围和影响深广而言，世
界上主要的文明文化，是三大块，即美欧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东亚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拥有57
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约12亿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
从实际情况看，&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的主要对象和文明对话的相对固定一方，应该说是伊斯兰
教、伊斯兰国家，再局限一些，是伊斯兰文化中的主体国家&mdash;&mdash;阿拉伯国家和伊朗。
大家知道，自&ldquo;9?11&rdquo;事件以来，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其国家安全战略已
确定为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全面控制改造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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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小布什从第二任期起，策略上已出现调整，不再沿用初期那种&ldquo;新的十字军战争&rdquo;
、&ldquo;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rdquo;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
政策，除了继续把叙利亚、伊朗当作对立面，表示要继续与之斗争外，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则是有肯定
、表扬，也有鼓励、诱导。
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的美国国情咨文中说：&ldquo;从摩洛哥到约旦再到巴林，充满希望的改革已经处
处生根。
沙特阿拉伯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本国人民的自主权来展示其在地区的领导作用。
为中东和平开辟道路的伟大和自豪的埃及现在能够在该地区带头迈向民主。
&rdquo;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全面控制和改造中东的战略已经展开，其最重要的战略方案
便是实施它的&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宗旨是民主改造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制
度。
美国始终不同意欧盟、阿盟都主张的首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再谈改革，而是坚持中东国家开展改革不
能把解决巴以问题作为前提。
而且，即便是它代表四方委员会提出的路线图计划，也是将巴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2003年初提出的&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在遭到阿拉伯国家几乎一致的拒绝，
认为&ldquo;改革不能从外部强加&rdquo;之后，已作了调整，2004年6月在美国佐治亚州召开的八国集
团首脑会议上已经将其易名为&ldquo;旨在进步和共同未来的大中东和北非地区伙伴关系&rdquo;
和&ldquo;八国集团支持改革计划&rdquo;两份文件。
这被阿拉伯学者视同为&ldquo;一战&rdquo;后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ldquo;二战&rdquo;
结束前后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那样的国际性协议，
是&ldquo;冷战&rdquo;结束以来发达国家第一次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作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很显然，&ldquo;大中东计划&rdquo;反映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正在从利用武力更迭政权的单边主
义，转向多边合作，借助西方&ldquo;软实力&rdquo;来推动民主改造中东的进程。
因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革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意愿，而是一件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前
途以及国际现有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的全局性大事。
　　客观地看，阿拉伯国家包括它们的官员、学者和民众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是清楚的，它们也有进行
改革的愿望。
曾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十余年的侯赛因?巴哈丁博士在他委托我们翻译出版的《十字路口》中说，埃及
和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屈从现状、甘于沉沦，还是超越挫折、奋发图强，阿拉伯民族
应走向何方？
他的回答是改革。
因为&ldquo;改革作为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里，适应时代变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种必需，它不仅是
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各种问题的纲领&rdquo;。
这些年来，在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上，在各种研讨会场合或与当地各类人士的接触过程中，改革是一个
被广泛而且高频率谈论的话题。
它们虽然仍会较多地强调改革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单边主义的负面影响，如伊拉克的被占领，巴勒斯
坦问题至今由于美国的双重标准而尚未得到公正、全面的解决，但是，讨论和研究毕竟已涉及文化层
面，即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的问题。
　　三　阿拉伯世界改革初期的文化观察点　　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中东历史表明，阿拉伯、伊斯
兰国家一直处在向现代化过渡、转型的阶段，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始终居于重要地位。
　　这里，仅根据我这些年的了解，围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对话，谈几点管窥蠡测所得，或叫
做观察点。
　　1.关于宗教文化　　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在改革过程中，都面临着重新构建其主流宗教文化
的任务。
众所周知，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历来都是伊斯兰教，现在和今后也依然如此。
因为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标准语言文学和阿拉伯文化；没有伊斯兰教，也就没
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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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
因此，不了解伊斯兰教，就很难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交流与沟通，更遑论推动它们的改革了。
在伊斯兰教的主体民族阿拉伯人的崛起、发展、衰落、振兴的漫长历史阶段里，伊斯兰教从来就是他
们的旗帜、口号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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