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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作为一种内涵很

深的新兴宗教文化，它很快便在与其他宗教的抗衡中取得了优势，

不久，北非、埃及以及西亚诸国，都放弃了原有的宗教，版依了伊斯
兰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增强，信奉伊斯兰教
的国家版图日益扩大。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来就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在前伊

斯兰时期，古"丝绸之路"就是联结东西方的主要通道。自伊斯兰

教兴起后，阿拉伯人迅速建立起西临大西洋、东至中国边缘的大食

帝国。阿拉伯穆斯林遵循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

训，沿着"丝绸之路"络绎不绝来到中国。因而伊斯兰教便很快于

7 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大体时间是唐永徽二年(651 年)传入，距今

已逾 1350 年了。

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文明之一，它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巴比

伦文明等相映成辉，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依然对

中国穆斯林社会、世界穆斯林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

影响。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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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盾、五代、宋时期，基本上是伊斯兰教传入的初期，也即伊

斯兰教在中国的萌芽时期

唐代中期史称"盛唐"，盛唐文化灿烂丰富，对异域文化"自由

驱使，绝不介怀"，所以外来文化纷纷涌向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唐代对伊斯兰教实行"恩惠抚和"的政策，五代时实行佑护"蛮

裔商贾"政策，宋代则是"怀柔羁靡"政策，虽然有所区别，不过总体

上说还是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的东传并在中国

相当活跃形成对照的是，穆斯林在中国内地受到礼遇，也受到尊

重，但伊斯兰教本身并未在中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快的发展。

这一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主要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的

"蕃客"，他们大多集中聚住于沿海港口或通商大埠，成为当时最受

欢迎、最受优待的群体。"蕃客"们虽然多娶中国妇女为妻，有的甚

至在中国世居五六代以上，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但依然

属于侨民性质，尚未形成单一的穆斯林民族。这些穆斯林受其宗

教信仰的影响，其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如衣着、饮食、语言、姓氏

等) ，依然保持着其原来的特征。其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也明显

地恪守着域外宗教的教义、教规，宗教教职人员基本上是外来的传

教士，此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受其宗教宗主国(或日母国)的影响

较为显著。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尚未形成大

的影响。只是到了南宋时期，以穆斯林为主体之一的"蕃客"通过

经营进出口商贸，为当时的国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税收，成为支撑

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之一，伊斯兰教也在此时继续受到保护，

得以健康发展。

五代时，畏吾儿(今维吾尔族)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版依了伊斯

兰教，并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由于喀喇汗王朝是政教合一的政

权，所以与当时内地的伊斯兰教相比较，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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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导色彩。

二、元明至清前期，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

元代是穆斯林大量人居中国的重要时期。随着蒙古大军西

征，大批中亚及相邻地区的穆斯林民族来到中原大地，中国穆斯林

队伍迅速壮大。当征服南宋的战争结束后，穆斯林人居中原大地，

到明代时西域一带穆斯林仍络绎不绝，不断人附中原。元末至明

初时期，大量的穆斯林聚集区形成，回族作为单一民族共同体，在

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穆斯林在中国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

局雏形初步定型。

这一时期历代封建王朝的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有所不同，但大

致说来依然比较温和。如元代是"恩威相济"，明代是"转相引导"，

清前期则是"齐其政而不易其俗"。

穆斯林在中国社会一度处于较高地位，如元代穆斯林仅次于

蒙古人之后而位居汉人、南人之前。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受到尊重，

这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最大范围的传播、扩散。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虽然尚有外来传教士的身影，

但主要的构成是由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组成，基本完成了本土

化进程。

由于明王朝的民族同化政策，穆斯林文化呈现出一定颓势。

以经堂教育的兴起和以汉文译著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的宗教振兴运

动，对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穆斯林

学者处心积虑倡导"以儒诠经""伊儒相通"，使之成为伊斯兰教在

中国巩固和传播的巨大动力和减震器。

由于新宗教思潮的不断引入，苏非神秘主义广泛传人中国西

北地区，新的教派门宦在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出现，对中国穆斯林民

族以后的数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已在中国的宗教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

但是与其他宗教如儒教、佛教、道教相比，依然不足以对中国的政

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三、清中后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遭遇到的处境最为险恶的历

史时期

清中后期，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对伊斯兰

教采取了"以回治回""剿抚并施"政策，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产生较大冲突。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在太平天国起

义、捻军起义的感召下，也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虽然没有遭到公开禁绝，但也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封建王朝对伊斯兰教实行限

制、压制政策并对穆斯林起义残酷镇压，所以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

中国内地处境艰难、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各穆斯林民族濒临灭族亡

教的危机。

这一时期，清王朝在新疆建省，打击和卓分裂势力，安定边疆，

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管理的方式，把宗教与世俗政权完全分离，废除

了政教合一的旧体制。

四、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复苏

时期

民国建立，推翻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这一时期，伊

斯兰教逐步走出清中后期发展的低谷，进入了一个缓慢的发展阶

段。民国时期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中国穆斯林的地位，对伊斯兰

教的政策，与以往的历代封建统治政策相比，是-大进步，但是由

于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穆斯林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穆斯林

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与各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穆斯林各民族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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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得到不断发展。但由于相关的宗教政策出现失误，对宗教工

作的管理一度也曾经历过一些反复，伊斯兰教也相应地呈现大起

大落式的发展态势O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同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与佛教、基督

教的情况一样，伊斯兰教是一个完全从域外传人的宗教，它在中国

传播也非常成功。伊斯兰教有着超乎寻常的适应性，正是这种适

应性，使它在中国稳稳地扎下了根，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最终成

为回、东乡、保安、撒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

尔、塔吉克等 10 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在这 10 个民族

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中，都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进

程中，伊斯兰教在保持其宗教文化核心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它的表

现形式总是能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

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伊斯兰教又是十分重视现实的宗教，它的两世吉庆的宗教教

义，给予穆斯林民族无穷的生命力。在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

后，伊斯兰文化依然是中国 10个穆斯林民族的重要文化源泉。它

在影响和支配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心理状态以及生活习惯方

面，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伊斯兰教也

具有某种通过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

1983 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召开的"伊斯兰社会中之科学"国际

会议，特别强调"伊斯兰教是一个发展的宗教。它不是静止地看待

宗教，而是创造性地看待生活，并使人们有可能在既服从真主的旨

意，又为人类进步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同时臻于至善"。强调科学技

术要为伊斯兰教服务，知识要"伊斯兰化"使科学技术符合于伊斯

兰教义，融进伊斯兰思想体系之中。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

适应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将

长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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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史源远流长。根据伊斯兰学者的观点，其源头可以

上溯到伊斯兰教所认同的第一位圣人，即人祖阿丹(亚当) ，后历经

伊布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萨(耶稣)等许许多多不同的
历史时期的使者和先知的传播和实践，至最后一位使者和先知穆

罕默德，伊斯兰教已完全定型，因而穆罕默德称为"封印万圣的
圣人"。

在历代先知和使者当中，穆罕默德的历史有详尽的文字记载，

因而比较清楚。 610 年，阿拉伯半岛古城麦加人穆罕默德高举"万

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安拉使者"的大旗，向旧世界宣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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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们从人对人的崇拜和人对物的崇拜中解脱出来，走向对造物

主安拉的崇拜。他用这面大旗，通过 23 年的奋斗，统一了四分五

裂的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向罗马、波斯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派遣信

使，启动了伊斯兰教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进程。

穆罕默德的政治继任人四大正统哈里发(依次为艾布·伯克

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在位期限为 632 至 661 年)继承穆罕默

德的遗志，将伊斯兰教推向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伍麦叶时代(俑1-750 年)继续东征西伐，开疆拓土，建立起西

起摩洛哥和西班牙，东至印度和中国边界的泱泱大国。伍麦叶王

朝被称为"黑衣大食"，其时伊斯兰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阿拔斯时代(750 - 1258 年) ，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文化繁荣，

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教法学体系日益完备，阿拔斯这个当时被中

国人称为"白衣大食"的国家跃升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强盛的国家

之-。

正当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崛起于西亚时，东亚又→个古老的

国家开始走向昌盛，这就是显赫的唐帝国 (618 -佣7 年)。唐朝是

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在中亚与"大食"接壤;经济

文化空前繁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力强盛，与"大食"并驾

齐驱。

处在盛世中的唐朝统治者胸襟开阔，气度恢弘，对内实行轻摇

薄赋、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对外奉行开放政策，对异域文明采取

兼容并蓄的态度，这样不但吸引了域外的科技文化，而且各种宗教

也纷至沓来。

伊斯兰教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和平传人中国的。

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阜记载

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由来已久。《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称

阿拉伯为"条枝"，并就此介绍说:"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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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湿，耕田，田稻。"公元 97 年甘英出使西域，行至安息(西亚古国，

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西境欲渡海往埃及受阻。由于甘英的报

道，中国人对"条支"的了解又深了一层，所以《后汉书》卷1l7{西

域传》记载"条支"的地理位置较《史记》更准确，说道:"条枝国域

.. .. .. .. .. .海水曲折，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自此，汉
朝每年派出五六批甚至十余批使者前往中亚及西亚各国，与阿拉

伯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而到了唐代，中阿交往进人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唐永徽二年(651 年) ，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制4- 656 年

在位)派遣外交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见唐高宗，介绍伊斯兰教和

麦地纳伊斯兰政权的建立经过。这件事因系官方的重大外交活

动，故而被当时的中国史官郑重载入史册。 {I日唐书H98 卷《大食

传H己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嗷密莫末腻。自

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此处所言"嗷密莫末腻"，是阿拉伯

语"艾米日·穆民尼乃"(信士们的长宫)的说音，实际上是当时的穆

斯林对哈里发的称呼，该称呼自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开始。永徽

二年，就是 651 年，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以这一年为伊斯兰教传人中

国的标志。

以一项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标志，有其合

理的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在此之前伊斯

兰教的信息没有被传入中国。事实上，根据中阿之间频繁的贸易

往来看，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应早于这一年。穆斯林商人来

华进行贸易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过程。

穆斯林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到

哪里;穆斯林商人无论与什，么人做买卖，都要遵循伊斯兰教所特有

的商业规范。中国人与其做买卖不能不感受到他们那种与众不同

的经商风格，不能不了解到这种风格背后的动因一-伊斯兰信仰。

只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纯属民间行为，未引起史宫的注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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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被记载。没有被记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此其一。其二，早在

穆罕默德时代就有可能派使节来华。公元 628 年(教历 7 年)穆罕

默德给罗马皇帝、波斯皇帝、阿比西尼亚国王派遣使节，阐明伊斯

兰教基本教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大国。穆罕默德

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的。他曾热情地鼓励其弟子:"你们求知

吧!哪怕它远在中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斯在其名著《世界

史纲》第七十章中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飞，28 年，先知

穆罕默德派遣一批阿拉伯人带着他给唐太宗的信，从麦地纳出发

到达广州，后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汉文史料的记载也

印证了这一点。《唐会要》卷 1∞说:"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教诸蕃

使人，所娶得汉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此处所言"诸蕃使人"当

为穆罕默德的使臣。这些记载与穆斯林民间传说中的三贤、四贤

传教泉州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时间

应早于唐永徽二年(651 年) ，不过，为了便于编写历史、阅读历史，

将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标志，是完全可以的。

第二节 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与发展

一、唐朝与大食的进一步交往

自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遣使朝贡，唐朝与大食国的交往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至贞元十四年(798 年)的 148 年间，史籍记

载大食遣使来华 39 次。其中开元、天宝年间大食使节来的最为频

繁，据《册府元龟>971 卷记载，天宝十二年(753 年)三月、四月、七

月和十二月，黑衣大食曾 4 次遣使来朝，朝延对其中的首领人物

紫袍、金锢带、鱼袋，并授"中郎将"等官职。大食使节有的是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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