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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回儒对话”是指讲汉语的中国穆斯林，在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背景下，在了解伊斯兰
教义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宇宙本根论中的道论、《易传》中的太极阴阳论以及宋明理学
中的“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辨析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思想观念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理
论，试图凸显其殊性，又肯定其共性，并在两者之间找到相互补充的成份.这一历时千余年的思想活动
最终形成了中国伊斯兰哲学特有的“以儒诠回”、“回儒共明”以及“回儒互补”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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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一虹，1966年3月生于北京。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
位。
大学期间赴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留学进修，2004年至2005年获福特基金，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作
访问学者。
1988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东方室，从事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工作至今。
主要著作：《当代阿拉伯哲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伊斯兰艺术风格》(译
著)，《伊斯兰艺术百问》(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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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定在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伊斯兰哲学的探讨与分析上。
由于此项研究涉及不同文化系统——阿拉伯伊斯兰教和中国儒家文化（包括其与中国佛教、道教等思
想的交融）两大文化系统，所以笔者从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角，运用比较研究中的同比、
异比等论证方法，对中国伊斯兰哲学发展阶段中的个例进行具体分析，强调其交融发展的逻辑性。
　　与此同时，书中还明确了宗教与宗教哲学、宗教哲学与神学以及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之间的概
念内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目的。
本书概要阐述了伊斯兰教《古兰经》的哲学思想，详细分析了11世纪伊斯兰苏非派重要思想家安萨里
及其代表作——《圣学复苏》的哲学思想内涵，揭示了影响中国伊斯兰哲学创建的主要思想源头，提
出了《古兰经》和安萨里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伊斯兰哲学最终建立的理论基础。
　　在对中国伊斯兰哲学发展的个案分析与论证上，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王岱舆、马注、刘智、马
德新等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几大著名经学家及其主要代表作的思想内涵，比较分析了他们的著述动
机和基本思想主张，并根据其理论特征和思想范畴，阐示并指出了他们在中国伊斯兰哲学理论的创建
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认为在中国伊斯兰哲学发展史上，王岱舆开启了“以儒诠回”之先河，确立了中国伊斯兰哲学如“真
一”、“数一”及“体一”等重要哲学概念。
他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进行教义思想的比较，强调伊斯兰教的特殊性。
尽管在运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用宋明理学的哲学概念来诠释伊斯兰教义理方面显得有些牵强，但
他毕竟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后代学者仿效和发展的依据。
马注力荐皇上接受伊斯兰教，希望“以回补儒”、回儒共明；设问答疑，使得对伊斯兰教义信条的阐
发有的放矢，达到“布道解惑”的目的。
马注的《归真要道》无论在语言风格和思想特性上都更为直白晓畅。
在刘智的哲学思想研究上，笔者认为，刘智由于强烈地感受到“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而胸怀“
使天下之理共明”之抱负，因此以极其客观的态度，强调伊斯兰哲学内涵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融会贯
通的共性。
在马德新哲学思想的分析论证方面，书中阐述了其著述的动机，即“以回补儒”。
认为伊斯兰教思想中所富有的“后世复生”的思想，是对中国儒学只讲今生未谈死后的补厥，强调“
原始返终之要道”思想的重要性。
他糅合了中国儒学中的性理学和心学于一处，来阐释人心与本然的相通无碍；他重新建构“理欲之辨
”，澄清天理、人欲之内涵，将这一中国学说融进苏非派理论之中。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构成和发展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一、中国穆斯林思想家在了解伊斯兰教义哲学的基础上，运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本根论
中的道论、《易传》中的太极阴阳论以及宋明理学中的哲学范畴，这类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模式来解说
伊斯兰教的教义理论。
二、辨析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思想观念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理论，既凸显其殊性，又肯定其共性
，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互补的成分。
而中国伊斯兰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又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以儒诠回”、“以回补儒”以及回儒共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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