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

13位ISBN编号：9787227032564

10位ISBN编号：7227032566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时间：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平 编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

内容概要

伊斯兰教文明是世界文明之一，它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相遇成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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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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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明至清前斯，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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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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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在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等
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经济、政治、宗教制度改革、新文化运动、教派门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变
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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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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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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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怛逻斯战役与两种文明的交往　　三、援助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大食军士
在华留居　　四、丝绸之路与穆斯林商人来华　　五、唐代穆斯林社区的形成　第三节　五代时期的
伊斯兰教　　一、“蛮裔商贾”与伊斯兰教　　二、五代时期定居蜀中的穆斯林及其名人第二章　宋
代伊斯兰教　第一节　宋代穆斯林的来华贸易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二、穆斯林的来华贸
易　　三、著名的穆斯林商人　第二节　穆斯林经济与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宋朝为吸引穆斯林商
人来华贸易所制定的政策和举措　　二、宋朝的繁荣与国家经济的增长　　三、宋代的造船业与对外
贸易　第三节　宋代的清真寺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一、宋代的清真寺　　二、穆斯林中国化的自
然开始阶段　　三、穆斯林的社会宗教生活和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及其穆斯林风俗习惯的认识　　四、
时代的历史局限性　第四节　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　　一、喀喇汗王朝的建立　　二、伊斯兰教
的传人与博格拉汗·萨图克皈依伊斯兰教　　三、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教化过程　　四、喀喇汗王朝
皈依伊斯兰教的作用与意义第三章　元代伊斯兰教　第一节　蒙古西征与回回人的东来　　一、蒙古
西征　　二、回回人的东来　　三、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　第二节　元代回回人较高的社会地位　
　一、回回人的经济地位　　二、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第三节　元代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一、元代
穆斯林的信仰与功修　　二、元代的清真寺　第四节　元代穆斯林对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贡献　
　一、天文历算　　二、医药学　　三、机械建筑　　四、地理学　　五、文学艺术第四章　明代伊
斯兰教　第一节　明代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生活　第二节　经堂教育的发端　　一、经堂教育的由来　
　二、经堂教育的课本　第三节　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创　　一、汉文译著活动的历史条件　　二、汉
文译著中思想内容上的特点　第四节　维吾尔等民族的伊斯兰教化的进程第五章　清前期伊斯兰教　
第一节　教派门宦的产生　　一、掌教制度的形成　　二、中国内地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产生与形
成　　三、中国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教派　第二节　经堂教育学派的定型与发展兴旺　　一、经堂教
育学派的定型　　二、经堂师生的经堂生活及相关制度　　三、经堂语“小经”及其抄经艺术　　四
、新疆地区经堂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节　汉文译著活动的发达　　一、回、东乡、保安等民族穆
斯林汉文译著的发展　　二、汉文译著家代表及其作品　　三、汉文译著的学术贡献　第四节　清代
的清真寺与文物古迹第六章　清中后期的伊斯兰教　第一节　教派门宦的纷争　　一、教派门宦的五
次纷争　　二、教派门宦纷争的原因分析　　三、教派门宦纷争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及影响　第二节　
清王朝对穆斯林的镇压与“善后”　　一、1781年前清王朝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　　二、乾隆年间对
穆斯林起义的镇压与善后　　三、咸丰与同治年间对穆斯林起义的镇压与善后　第三节　中国穆斯林
“大分散、小集中”分布格局的形成　　一、历史雏形的形成　　二、形成特征——“聚”与“移”
　　三、同治善后政策实施后的最终居住格局　第四节　清王朝治理新疆的政策、策略及伊斯兰教的
发展　　一、清王朝统一新疆时的政策与策略　　二、清王朝安定边疆的策略　　三、清王朝维护统
一，反对和卓勾结外国势力入侵方略及对新疆的统治措施　　四、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　第
五节　伊斯兰教新兴教派的产生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　第一节　近现代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第二节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南京国
民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　　一、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及其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二、袁世凯与北洋政府
处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政策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　第三节　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伊斯
兰教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年）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1928～1933年）　　三、盛
世才统治时期（1933～1944年）　　四、国民党直接统治时期（1944～1949年）　第四节　伊斯兰教四
大教派、四大门宦的初步定型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伊斯兰教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伊斯兰
教　第二节　宗教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新时期的伊斯兰教　第四节　21世纪伊斯兰教发展
展望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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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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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等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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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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