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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其中，一部分是对王岱舆思想发展的一般背景材料及其所受的影响做研究；另一部分是探讨王岱舆思
想的内涵。
本书做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表明王岱舆思想的源流关系。
同时，也为了说明伊斯兰思想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特别是与
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中国伊斯兰思想。
　    王岱舆的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贡献和功绩，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应予肯定而不应回避。
王岱舆的思想轨迹，不仅沿袭了前人的思想成果，而且对其后的马注、刘智、马复初等穆斯林学者，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他以后的穆斯林学者大多是在他的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的继承、延伸和发展。
明清以来的中国伊斯兰思想，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王岱舆在建立具有中国特有品性的伊斯兰宗教哲学思想方面，又居于开拓的地
位。
可是，他的思想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宝库中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因而也就
谈不上他在中国文化的思想宝库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本书向人们揭示他的思想的丰富、新颖〔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同于儒释道的思想〕，期望它能在中国
文化的思想宝库中获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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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王岱舆思想的意义　　开展对王岱舆思想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伊斯兰教在中国完成它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汉学派起了重大作用。
所谓“汉学派”，“主张以汉语文布道宣教的同时，更主张‘以儒诠经”’。
①事实上，“以儒诠经”不过是穆斯林学者整个学术活动最有代表性的概称，主要是以儒家思想和汉
语文阐述伊斯兰的“经典”。
当年，穆斯林把一切外来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著作，一律视为“经典”、称之为“经”，
穆斯林学者的全部学术活动并不限于“诠”——说明、解释或注释；其中，包括翻译、注释、阐述和
再创作。
②同时，就王岱舆来说，他所汲取的也不限于儒家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释道思想。
这样做，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条件限制的结果。
无论如何，汉学派在使外来的、伊斯兰的著作和思想，实现它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方面的功绩，
不可磨灭也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也是最有成就的回族著作家之一，王岱舆被视为“四教博通”的穆斯
林学者。
所谓“四教”，指的是伊斯兰教以及儒释道三教。
能够“博通”这“四教”也正说明王岱舆在汉学派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研究他的著作和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伊斯兰思想是如何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也就是
说，伊斯兰思想是如何实现它在中国的本土经、中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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