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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人类社会的初期，还不可能产生宗教。
从没有宗教到产生宗教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历史地产生，也将历史地消亡，它也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
　　宗教是社会的产物，它不能悬空地存在着，它有具体的表现形式。
宗教也必须生存（传播）在一定的民族和地区。
宗教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社会历史变化了，宗教也发生变化。
宗教生活要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制约。
历史上有些民族原先共同信仰某一种宗教，由于政治的原因，有的被迫，有的自动改信了另一种宗教
，这类实例很多，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
那种认为宗教是永恒不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认为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牢固结合，永远不可改变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
习惯有关，但不能等同。
　　宗教存在于民族中间，有全民族信奉同一个宗教的，也有一个民族有多种宗教信仰的。
有一个国家只信仰一种宗教的，也有一个国家有多种宗教信仰的。
有同一个民族，早先信奉一种宗教，后来又改信了另一种宗教的。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有的信仰流行于社会上层，有的信仰流行于社会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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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伊斯兰教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地区和国别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伊斯兰教产生、
发展和流传的历史。
全书所记时限始于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社会状况，止于当今伊斯兰教在各国的情况和特点。
所记内容按教派分化展开，广泛涉及伊斯兰教的经籍、教法、教义、人物、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
及伊斯兰教的节日、礼俗、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
在对伊斯兰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伊斯兰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
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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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伊斯兰文化并不是单一民族的或纯粹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阿拉伯人的文化，而是信仰伊
斯兰教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由于伊斯兰文化在它形成之际是以阿拉伯语说出来的，用阿拉伯文书写表述的，在这一意义上又称为
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语法阿拉伯语法的确立，对伊斯兰文化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古兰经》的语言是以古来氏语（阿德南语）为基础的阿拉伯古典的书面语言，它与各不同地区的阿
拉伯人日常应用的土语有一定的区别。
虽然在《古兰经》中已经有了一些外来语，可是在征服战争胜利后，随着幅员广袤的帝国的建立，阿
拉伯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宗教领域中已不敷用。
在阿拉伯人与被征服地区诸民族的交往中，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方言，不断地影响着阿拉伯语；阿拉伯
人也不断地从波斯语、阿拉米语和其他外国语言中吸取大量词汇，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这包括从波斯
人那里吸取政治术语，从希伯来人和叙利亚人那里吸取宗教术语，以及从希腊人那里吸取政治、科学
和哲学术语等等。
同时，新皈依者和那些与穆斯林频繁交往的非阿拉伯人，为了担任政府公职，或是为了诵读《古兰经
》和从事宗教生活，也需要学习阿拉伯语。
为保持阿拉伯语作为经典语言的纯正并适应社会生活和日常交际的需要，在库法、巴士拉等地开始了
阿拉伯语和阿拉伯语法的研究工作。
参加这一工作的，既有阿拉伯穆斯林，又有有文化的马瓦里。
他们根据《古兰经》和“圣训”，根据阿拉伯古代诗歌和阿拉伯人的口语，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研究
，分类整理，从中寻求语言的规律，进而制订语法的规则。
相传巴士拉的阿布·阿斯瓦德·杜尔里（？
一688）是阿拉伯语法的奠基人。
据说阿里曾为他制定词的分类原则，即分作名词、动词和虚词三类，要求他根据这条原则写作一篇论
文。
后来，阿布·阿斯瓦德完成了这项任务。
继阿布。
阿斯瓦德之后，巴士拉学者赫立里·本·阿赫默德（？
一786）发现阿拉伯语的规律，首创阿拉伯语的韵律学，迄今仍为人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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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等均产
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有的至今仍为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所信仰，有的已化作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深沉地影响该民族的文化
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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