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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哲学之于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

有对智慧的追求，大学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中国的大学

来说，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更是与哲学的精神和理念须

臾不可分离。

宁夏大学自 1958 年建校以来就开始了哲学教育工作，1993 年

获批的东方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是宁夏大学设置最早的文

科硕士点之一。随着宁夏大学在 2008 年进入“211 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的行列，哲学学科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11 年，宁夏大学获

批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现有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

3个二级学科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所取得的成

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师资力量雄厚。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核心团队共有骨干人

员 21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11人，博士 14 人。学科成员大

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

东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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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较为完备的

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团队成员中，多人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特殊津贴、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内引才 312计划”、“313人才计

划”、“四个一批”人才，高层次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建设工作取得

一定进展。哲学学科的教学科研骨干全部具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的经历，有各自侧重的具体研究领域，为本学科的持续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保证了本学科在区内的领先地位和在国内的学术

影响力。

第二，科研能力突出。宁夏大学哲学学科近年来共获批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 1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 3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14项，同时，主持省部级课题近 20项，科研经费达 400

余万元。其中，以李伟教授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系列研究》，充分反映了本学科在伦理

学，特别是民族伦理学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和优势地位。以任军教
授、冯璐璐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外国哲学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

究，以及以吕耀军教授为带头人的涵盖伊斯兰教、道教、藏传佛教

等领域的宗教学研究积淀深厚，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居于前沿地
位，部分研究成果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第三，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唯一一个培养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

地，自招收硕士研究生 20年来，培养出哲学硕士 100余人，其中
不乏丁克家研究员、吕耀军教授、冯璐璐教授这样的优秀毕业生。

近年来，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期刊的级别都有明
显的上升。同时，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赴国内外访
学和承担研究生创新项目，以及获得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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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类奖项的数量显著增长。

第四，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近年来，宁夏大学哲学学科主

办和承办了“第 21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儒学与中国

少数民族文化”、“中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等国际性

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巴基斯

坦、伊朗、约旦、阿联酋及港台地区知名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多次，

有多名学术骨干访问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以色列、土耳其等

国，同时，与台湾、香港等地高校签署了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

设、学科建设合作协议。

第五，学术建设成果累累。目前，宁夏大学哲学学科已经取得

的标志性成果有四项。一是学科成果。本学科经过多年发展，现已

建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扩展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宁夏大学的学科布局。外国哲学和伦理学先后成

为宁夏大学重点建设学科。二是平台成果。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伦

理学学术团体———中国民族伦理学会，会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均为

宁夏大学。三是项目成果。依托宁夏大学哲学学科立项的《我国多

民族道德生活史系列研究》，是宁夏大学第一个，同时也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具有突破性质。四是研究
成果。近年来，学科成员出版著作 20余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00
余篇，有 20余项成果获得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伦理学会
学术成果奖等奖项。

2012年，宁夏大学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一所“211 工程”
重点建设高校和省部共建高校，成为“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
工程入选高校；2015 年，宁夏大学哲学学科获批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三五”重点学科，这都为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宁夏大学哲学学术文库》就是得益于这些支持才得以面世的。同
时，本文库的出版，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丁丽萍女士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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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不可分的，特此致谢。

本文库第一批中，顾世群博士的《〈古兰经〉伦理思想研究》，

尹强博士的《卢梭的自由观研究》，冯杰文博士的《伊本·赫勒敦

“文化科学”理论研究》，刘莉博士的《道教天心派北极驱邪院研

究》，曹庆锋博士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林冬子博士

的《〈鹖冠子〉研究》，大多为在该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既有一定理论功底，又有独到学术见解，反映出宁

夏大学哲学学科近年来在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进步和成

就。我们也希望，随着宁夏大学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本文库

会有更多的佳作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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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伊本·赫勒敦于 1332 年生于突尼斯，1406 年卒于埃及，伊斯兰世
界“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文化科学”理论的创建者，历史哲学的奠
基人。希提评价其为“历史的真正广度和性质的发现者，社会学科学
的真正奠基人，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
伟大的史学家之一”①。

一、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概述

伊本·赫勒敦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创建了包含丰富的历
史哲学和社会学等思想的“文化科学”，李振中先生称其为“社会历史
哲学”。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的创建，有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成
为了其促成因素。

一是深厚的学术积淀。早期在突尼斯著名的宰墩大清真寺对《古
兰经》、“圣训”、教义学、教律学、神秘主义等经典和学科的学习，后来
在埃及从事大法官和爱资哈尔大学教师工作时对伊斯兰经典的研
读，使其积累了深厚的伊斯兰文化知识。由于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
运动”对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文化典籍的翻译，阿拉伯亚里

①〔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679 页。



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研究

①Ibn Khaldu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Franz Rosenthal，
Abridged and edited by N.J.Dawoo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xi.

②转引自马小鹤：《伊本·赫勒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7～18页。
③即穆斯林统治时期的西班牙。

士多德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评价，使其有机会更多
地了解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文化典籍。拉威若斯认为：伊
本·赫勒敦几乎涉猎了 9世纪以来穆斯林学者从希腊翻译来的所有
学术资源，并且此后穆斯林学者从“百年翻译运动”继承和发展而来
的几乎所有学术资源，他也进行了涉猎。①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
希腊学者和以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为代表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
学派的成员大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伊本·赫勒敦在导师伊
本·易卜拉欣·阿比利（1356 年卒）的指导和自学的基础上，了解或掌
握了包括哲学在内的多门学科。正如《伊本·赫勒敦自传》一书所言：
伊本·赫勒敦师从阿比利，从数学和逻辑学开始学起，然后伸展开去，
包括哲学的各学科。阿比利并不追随某个具体的哲学派别，而是与学
生一起阅读伊本·西那、拉齐和伊本·鲁世德的主要著作。②除此之
外，在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大图书馆和档案室的阅读，也为其了解
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是丰富的社会阅历。伊本·赫勒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迁徙
和旅行中度过的，其足迹遍及马格里布地区、穆斯林西班牙③、埃及、
麦加、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等地。旅行使他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
社会阅历，结识了大批知名的学者，旅行也提升了其丰富的想象能力
和独特的视角。伊本·赫勒敦曾经参与了马格里布地区、穆斯林西班
牙和埃及等地区多个王朝的政治事务，结识了多个王朝的政要，向多
个王朝政要建言献策。他还曾两次跟随埃及的素丹法赖吉亲征，在跟
随法赖吉抗击帖木儿时，曾冒着生命危险会见了帖木儿帝国的开国
皇帝帖木儿，并且与帖木儿有过 35天的交往。除此之外，伊本·赫勒
敦还曾六次担任过埃及的马立克派大法官，出任过拜伯而斯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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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小鹤：《伊本·赫勒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 36页。

长等职。对多个王朝政治事务的参与，大法官和学院院长职务的担
任，使其对王朝的治理，王朝的兴衰，学者在王朝治理中的作用等问
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正如马小鹤先生所言：伊本·赫勒敦在马格里布
政治上的失败以及他与新的埃及文化环境的接触，使他对政治的态
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不再努力通过亲自行使行政权力，或者通
过教导一位君主成为哲人王的办法来改造社会。他在隐退期间所获
得的对社会事件的性质与原因的理解，揭示了学者在社会事务中作
用的新观念。这种态度在埃及变得更加明确了，他采取了社会领导力
量二元论的观点：社会的领导力量一方面是君主，另一方面是学者，
特别是执行法律的学者，即法官。这种观点强调在教律的支持下两者
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君主应该维护政治稳定，保护臣民，礼贤下士；学
者应该领悟、解释和运用教律；这样社会就不会由于人类动物式的激
情得不到抑制而导致内部虚弱与道德沦丧。①

三是地中海沿岸文化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交汇。伊本·赫勒敦曾
经生活或造访过的马格里布地区、穆斯林西班牙、埃及、耶路撒冷等
地，皆位于地中海沿岸。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世界文化
交汇与激荡的旋涡，多种文化的聚合地和分流地。地中海孕育了高度
发达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执欧洲牛耳的基督教在地中海兴起。古希
腊罗马文化借助于阿拉伯人之手回传到欧洲。地中海兴起的古希
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明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地辐射。在伊
本·赫勒敦时代兴起的“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均产生在地中
海地区。地中海沿岸在伊本·赫勒敦时代是伊斯兰世界与多种文化交
融的中心，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希腊科学和阿拉伯诗歌
艺术相互交融的地区，同时，地中海地区还通过贸易活动与亚洲其他
地区连接起来，这里成为 14 世纪联系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纽带。地中
海沿岸文化的繁荣，多元文化的交汇，开拓了伊本·赫勒敦的学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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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bn Khaldu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Franz Rosenthal,
London,1958,vol.1,p.15、56.

野，为其了解其他文明提供了方便。深厚的学术积淀，丰富的社会阅
历，以及地中海沿岸多元文化的交汇，加上伊本·赫勒敦精妙的构思，
最终促成了《历史绪论》的诞生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创建。

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突出的特点在于：一是由于受亚里
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重视历史、政治、经济、城市、学科知
识等领域的共时性研究；二是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的
影响，涉猎的学科领域广泛，除了对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的研究
外，仅《历史绪论》的第六章“论科学及科学知识的获得与研究”中就
涉及 20多门学科；三是伊本·赫勒敦的“文化科学”，并未将研究的侧
重点放在“认主归真”上，而是放在了“人是真主在人间的代治者”如
何履行好“代治者”的使命上，即如何实现对世俗社会的有序治理上。

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史学研究
上，将史学分为“外在史学”和“内在史学”，主张史学研究不能仅停留
在对个别历史事件记述的“外在史学”研究上，而是应该由“外在史
学”转入“内在史学”的研究，即从哲学入手研究历史，从文明的共时
性结构入手研究历史。也主张对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学
一门学科，应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他说：历史学家的首要任
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真理。他不仅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严密
的逻辑思维，而且还应博学多识，了解一切与文化科学相关的那些学
科的理论和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军事学等，以及建立在
这些知识之上的史料考证法。①这种历史的研究范式，成就了伊本·赫
勒敦成为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创建者的地位。二是伊本·赫勒敦“文
化科学”中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中世纪思想家对经济理论进行较为
系统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中世纪，不管是西方，还是伊斯兰
世界，对经济理论系统探讨的学者不多。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
彼特（1883～1950 年）在其经典《经济分析史》中认为：希腊和拉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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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哲学家，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时期的几个世纪为“空白的世
纪”，期间，经济方面几无著述。①伊斯兰世界，除了艾布·优素福
（731～798年）、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等思想家在其相关著
作中有一些经济议题外，对经济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就是伊
本·赫勒敦。三是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具有
超前性。正如泰旺西 1962 年在开罗出版的《伊本·赫勒敦》一书中所
言：“伊本·赫勒敦不少有趣的观点和理论是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后
来才发现的。他详细地讨论了政府与主权、暴政对人民的影响、统治
者的品质、国家的防御、战士的薪俸、统治者与其臣民在经商盈利方
面的竞争、统治者贪图人民的钱财，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民对他的
憎恨。他还讨论了一国之内混乱状态的扩散和战士攫取人民钱财等
问题———所有这些都走在《王术》的作者、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马基
雅维利前面很远。伊本·赫勒敦在其《历史绪论》中还研究了历史哲
学，说明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要远远早于法国哲学家、现代社
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伊本·赫勒敦在进化论的创建者，英国科
学家查理·达尔文之前很久，就宣称环境与进化对这个世界上的生
物的生命有影响。伊本·赫勒敦对游牧民比对城市居民更赞赏。哲学
家卢梭曾经号召人们返璞归真，他在卢梭以前，很久就认为游牧民
比城市居民更好。正是伊本·赫勒敦在社会主义的建筑师卡尔·马克
思之前很久就认为各代人之间状况的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同。他还在斯宾塞以前就确立了两条重要的原理：第一，宗教感情
与生活中的合作是人们聚居的首要原因之一；第二，当一个国家沉溺
于奢侈和闲暇之中时，它的衰弱就开始了。他的走在时代之前的观点
还有：‘被征服者总是热衷于在为人处世、衣饰服装、人生信条和风俗
习惯等方面去同化征服者。’法国社会学的创建者涂尔干借用了不少
伊本·赫勒敦的思想：社会的生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体，社会的规模

①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y Press,
1954,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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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马小鹤：《伊本·赫勒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自序》第 3～4页。
②转引自马小鹤：《伊本·赫勒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自序》第5～6页。

与其财富之间有一种关系，从历史上来说，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国
民生活的所有方面，要决定一个社会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是统一
的还是分裂的，是征服者的还是被征服者的，要讨论国家的政治地
位和人们的谋生手段……”①

正因为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创建的“文化科学”具有如
此重要的贡献，他得到了后来一些知名思想家的高度评价。英国著名
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做过这样的评价：“突尼斯的阿匍
杜勒·赖哈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哈达拉米（A.D.1332～
1406 年）———一位阿拉伯的天才，他在作为一个成年人的 54 年工作
生涯中，用一次不到 4 年的隐居，完成了一部著作，从而达到了毕生
事业的顶峰，这部著作在视野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聪明才智方面，
都可以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相媲美。伊本·赫勒敦这颗明
星与他所掠过的黑暗夜空相比就显得更加明亮耀眼了；因为修昔底德、
马基雅维利和克拉林顿都是光明时代和地区的光辉代表，而伊本·赫
勒敦却是他那片夜空中唯一的灿烂的光点。他所属的这个文明的社会
生活整个来说是‘与世隔绝，穷困，肮脏，野蛮与贫乏的’，在这个文明
的历史上他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所选择的智力活动领域
里，他得不到什么先驱者的启发，在自己同时代人当中，他找不到什么
知音，而且没有在什么后继者当中激起灵犀相通的心灵火花；然而在其
《殷鉴》的《绪论》（Muqaddimat）中，他精心构思和明确表述了一种历史哲
学，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任何心灵所曾经构想过的这类著作中
最伟大的一部。”②1893 年，弗林特在其《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历史哲学
史》中对伊本·赫勒敦的评价是：“讲到历史的科学或历史的哲学，一
个最辉煌的名字为阿拉伯文献赢得了光彩。古典世界或中世纪基督
教世界都没有能够出现一位差不多同样辉煌的人物。伊本·赫勒敦
（A.D.1332～1406 年），如果仅仅被看做一位历史学家，那么他在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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