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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 东 国 家 清 真 寺
的 经 济 功 能 3

马 丽 蓉

　　内容提要 　先知穆罕默德以其成功的经商经历和执著的信仰追求而成为阿拉伯民族

“经商、信教 ”文化传统的个体典范 , 起步于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神庙的阿拉伯商人则在经

训经济思想的指导下 , 借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易又将这一文化传统予以传扬 ; 清真寺和集市

分别成为神性与俗性的象征符号 , 二者的关系就不只在空间上的并存 , 更多还在于集市经济

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制约 , 进而彰显伊斯兰经济文化与穆斯

林特定生存环境间的内在关联性 ; 伊斯兰经济文化也面临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 应深入探究利

息理论在现实操作中的变通策略及实施办法 , 积极寻求寺院经济融入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 并充分认识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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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讲 , 经济全球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与蔓延 , 目前 , 席

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受到严峻挑战和普遍质疑 , 而任何经济学

理论都应反映经济实践 , 且需要吸收新的实践素材来不断修正。事实上 , 宗教伦理型的伊斯兰经济文

化的生成及其发展 , 已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修正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经 商 、信 教 ”文 化 传 统 的 形 成

(一 ) 欧卡兹集市

阿拉伯民族自古就以重商善营闻名于世 , 并在阿拉伯半岛逐步形成了许多集市 , 其中以欧卡兹集

市最为著名。自前伊斯兰时代起 , 阿拉伯半岛各部落民众就在每年 11月相约会聚欧卡兹举行为期 20

天的集会 , 或交换货物、买卖奴隶 , 或排解纠纷、赛诗 , 或互换有无、攀比夸耀 ⋯⋯每逢禁月 , 先知

穆罕默德常与家人到欧卡兹集市聆听诗人朗诵悬诗、神父作布道演讲、犹太教、基督教及偶像崇拜者

的公开辩论 , 当然还能见识汇聚于此的各路商人的贸易活动。他 12岁时就曾和伯父阿卜 ·塔利卜随

商队去叙利亚经商 , 青年时又受雇于麦加富孀赫蒂杰的驼队外出经商 , 因出色业绩和高洁品行赢得肯

定。欧卡兹集市虽为自由市场 , 但交易双方却不必向任何人缴纳贸易税 , 其他集市则须向当地部落酋

长缴纳贸易什一税。这是因为欧卡兹属于台米姆部落的地段 , 但实力强大的古莱氏人却不允许台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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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酋长贵族向参加欧卡兹集市贸易的商人征收什一税 , 这一方面是鼓励各部落民众参与集市贸易 , 以

便从中取利 , 另一方面 , 掌管克尔白圣庙的古莱氏贵族则可以利用集市交易的机会与各部落增进联

系 , 吸引更多的信众在离开集市后前往麦加朝拜克尔白圣庙。

(二 ) 克尔白圣庙

随着欧卡兹集市的日益兴隆 , 麦加克尔白圣庙的地位亦随之提高 , 每年 3次赴麦加的朝觐商队贸

易更因 “如此众多的人员活动 ”而 “十分有利可图 ”①。古莱氏人从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不断获

益 , 6世纪中叶 , 随着也门经济文化的衰落 , 麦加取而代之。6世纪后期 , 麦加人以投资入股的方式

组成商队 , 开展外贸。可以说 , 6～7世纪时 , 麦加就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经济、宗教、政治等中心 ,

被誉为阿拉伯人谋生与致富之途的 “汉志商道 ”就必经麦加。“祖白达大道 ”就是这条朝觐商路上的

一个典范 : 此路延伸近 900英里 , 穿越伊拉克沙漠 , 跨过内夫得沙漠 , 最后抵达麦地那和麦加。每隔

24公里左右 , 或每距离一天的路程 , 都会有人工修建的蓄水池、商队客店和饮食店。在这条大道上 ,

“每年聚集起来前往麦加的朝觐车队是一道伟大的风景 , 而且也是前现代的穆斯林世界里一次伟大的

经历和体验 ”②。

(三 ) 陆海贸易

尽管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远行经商 , ③ 但阿拉伯民族在对外扩张的百年间却无暇顾及商业 , 通晓

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和希腊语的犹太商人则在东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中不断获利 , 一直到阿拔斯

王朝前期哈里发哈伦 ·拉希时代 , 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之势的趋弱 , 内外社会环境趋于安定 , 才

逐步扭转了犹太人的商业垄断地位 , 形成以巴格达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商道和海上贸易 , 尤其是海

上贸易西路与叙利亚关系极为密切 : 每年有大批叙利亚穆斯林取道约旦前往麦加参加朝觐 , 当他们在

麦加朝拜了禁寺回国时 , 绝大多数人又顺道赶往耶路撒冷去参拜远寺。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共享的圣城耶路撒冷 , 叙利亚的朝圣穆斯林便接触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异教徒 , 并与他们进行信息沟

通、商贸洽谈、海运合作等 ,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达到了高峰 , 最终以其活动范围之广和

影响力之大而扭转了被异教徒主导的经贸现状。④ 阿拉伯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艾哈迈德 ·伊本 ·马吉

德 ·纳吉迪 15世纪下半叶在他的论文中写道 , 红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海 , 而人们在红海的航行却比

在地球任何其他海洋都要多。按照他的这一说法 , 人们之所以使用红海是由于附近有真主古代的居

所 , 是由于先知的朝觐 , 也由于希贾兹的居民和每年朝觐商队的信士们需要得到食品与其他生活必需

品的供应。身处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希贾兹几乎全为荒漠 , 西南信风携带的雨水给也门和阿曼等国带来

了繁荣的农业 , 埃及运送谷物的船队带来了尼罗河的礼物 , 再加上来自印度洋等其他地区的跨洋经贸

往来 , 均成为在两大圣寺搭起的精神帝国中心所创造的伊斯兰 “朝觐奇迹 ”的社会必要条件。因为 ,

只要穆斯林保持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忠诚 , 朝觐者就能从周围 4个切点汇聚于红海。每年众多朝觐者的

旅行和健康都得借助于能够运送数以百计乘客的海船、骆驼商队、商号以及贸易集市。⑤ 可以说 , 从

阿拉伯部落民众朝拜克尔白圣庙到阿拉伯半岛内外世界各地数百万穆斯林的朝觐 , 穆斯林精神王国不

仅满足了每个朝圣穆斯林的信仰诉求 , 还为汇聚在三大圣寺的穆斯林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商机 , 有力地

促进了跨洋贸易、陆路经济 , 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结果 , 麦加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一并成为

跨地域的贸易中心 , “为中东朝觐商队供应必需品的商人和交易者也经营赴印度、中亚和中国的跨大

陆的贸易 ”⑥。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公元 851年 (唐玄宗大中五年 ) 来广州经商归国后著成 《苏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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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 其中写道 :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 , 曰康府 (即广州 ) , 该处有回教教师一人 , 教堂

一所 ⋯⋯”① 李肇还在 《唐国史补 》中记载了主持清真寺祈祷、处理穆斯林诉讼的蕃长主领商务活动

的珍贵瞬间。② 宋代的穆斯林社区仍称蕃坊 , 亦有 “蕃巷 ”、“蕃人巷 ”等别称 , 且坊内建寺。1009～

1010年 (伊历 400年 ) 阿拉伯穆斯林在泉州城东南创建了艾苏哈卜清真寺 , 也就是圣友寺 ; 公元

1131年 (宋绍兴元年 ) 波斯希拉福冈人纳只卜 ·穆兹喜鲁丁也在泉州城南建立了清真寺 ⋯⋯正是由

于泉州城南穆斯林社区随着清真寺的不断增建、胡贾短期或长期驻留人数的日益增长 , 又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③

可见 , 先知穆罕默德以其成功的经商经历和执著的信仰追求而成为阿拉伯民族 “经商、信教 ”

文化传统的个体典范 , 起步于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圣庙的阿拉伯商人则借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易又将

这一文化传统予以传扬。其中 , 从 “访问麦加并在克尔白绕行做功 ”的朝觐之路上的沙漠公共工程

建设 , 逐渐发展到海外贸易中的跨地域商人保护问题 , 穆斯林商人汇聚地或落脚点的建成已成为必

然。而伊斯兰教素有聚礼之制 , 穆斯林每逢聚礼日必于清真寺聚集礼拜。况且以穆斯林商人之财力修

建一座清真寺自不成问题 , 伊斯兰教信仰维系下的商品经济团体便以清真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而显示

出伊斯兰文明化的最初足迹 , 如 “唐代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之目的在通使、经商 , 并非传教。

但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不但带来了中亚、西亚的香料、珠宝、犀象、药材 , 也带来了伊斯

兰精神文化的信息 ”④。

神 、俗 两 重 生 存 环 境 的 演 变

(一 ) “寺市并存 ”

“经商、信教 ”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穆斯林追求 “两世吉庆 ”的生存目标 , 清真寺与集

市并存则最大程度地兼顾穆斯林神性与俗性的双重诉求。亦即 , 在大清真寺完成拜功 (每日五次礼

拜、每周一次会礼、每年数次节庆礼拜 ) 的穆斯林随即赶往集市经商、购物、制作各类小商品等 ,

寺市并存便成为穆斯林聚居区的基本要件。在中东地区 , 被穆斯林常用来特指集市的巴扎多围绕一个

聚礼清真寺或一座城堡而建 , 并由此形成国家的政治、文化及经济中心 , 甚至有人认为 , 对近东城市

而言 , 巴扎是唯一有特色的标准 , 且被当做伊斯兰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巴扎和清真寺之间有如此密切

的关联 , 城市活动就常以大巴扎和聚礼清真寺为原点向外辐射 , 并据经济活动重要性的程度不同而排

在各自的圈内 , 货币兑换市场位于中心位置 , 且在习惯上都接近大清真寺。⑤ 不仅如此 , 在巴扎和大

寺并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内还滋生出不同的伊斯兰亚文化 , 如新疆伊斯兰文化的产生 , 很大程度上就和

艾提卡尔大寺与西北南疆大巴扎的并存有关。⑥ 具体而言 , “寺市并存 ”大体表现为下列 3种类型 :

11“寺市相邻 ”型 　伊朗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即属此类。据记载 , 为扭转萨法维王朝的衰微

命运 , 阿拔斯国王实行伊朗式重商主义政策 , 采取限制通货外流、扶持包括丝绸业在内的本国工业等

举措 , 改善了国家的军事结构并促其经济繁荣 , 扩大和巩固了萨法维王朝的权威性统治 , 17世纪重

建伊斯法罕城就是明证。像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一样 , 该城也包含宗教建筑与王室建筑相依共存

所呈现的优美总体效果 , ⑦ 伊玛目广场应运而生 , 并成为该市的标志 : 广场始建于 1612年 , 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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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万平方米 , 东、西、南三面分别耸立着各具建筑特色的罗特夫拉清真寺、阿里考普宫 (可从此处

进入王宫 , 亦可进入观赏各种庆典仪式的亭台 ) 和伊玛目清真寺。四面拱廊各开一扇大门 , 分别通

往伊玛目清真寺、国王私人礼拜室 (罗特夫拉清真寺 )、阿里考普宫和加萨里亚市场。广场上举行过

集会、马术表演及马球比赛等 , 广场四周的集市上是美不胜收的商店和作坊。因此 , 伊玛目广场因宗

教 (罗特夫拉清真寺 )、政治 (阿里考普宫 )、经济 (集市 ) 和民间 (伊玛目清真寺 ) 四大社会基本

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囊括了阿拔斯国王统治时期的时代风貌 , 是萨法维王朝阿拔斯一世将伊斯法罕作为

国家首都和经济中心的象征性表达 , 也折射出当时 “人们对于人性和神性、生活与信仰、此岸与彼

岸、终极与美的一揽子的感受把握 ”①。

21“市中含寺 ”型 　除设立商行店铺外 , 伊斯兰国家的重要集市内还设有客商聚会甚至礼拜之

地。如叙利亚著名的哈米迪亚市场不仅东西相连于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心的倭玛亚大清真寺 , 还

内置专供摊主和游人礼拜的小清真寺 , 成为 “市中含寺 ”的典范。伊斯坦布尔的有顶蓬集市 , 被誉

为世界最大的有盖市场 , 在 19世纪时就拥有 4 000多家商店、2 000多个作坊和 500多个小摊位 , 内

配一些规模不等的清真寺、祈祷室、仓库和喷泉等设施 , 至今仍是伊斯坦布尔古城最大的商贸重地和

穆斯林汇聚处。

31“寺中蕴市 ”型 　据记载 , 在不影响正常礼拜的前提下 , 历史上的一些清真寺也被允许进入

寺内开展某些小商品交易 , 寺院经济又凸显清真寺已有隐性经济实体的基本属性与功能 , 朝觐经济的

发展更是广义上 “寺中蕴市 ”的典范 : 每年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朝觐伊斯兰圣地 , 有力地拉动了沙

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 , 仅每年的朝觐收入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 朝觐期间的各种活动又为沙

特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朝觐者不仅拉动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圣寺所在城市的朝觐经

济 , 还借助朝觐开展跨国贸易 , 加深国际交往。因此 , 三大圣寺 , 既是宗教祈祷与纪念先祖的祭祀场

所 , 也是文化交流、商贸洽谈的平台 , 更是各国开展民间外交的政治舞台。对此 , 拥有相当数量穆斯

林的中国、俄罗斯等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穆斯林的朝觐工作。中国政府允许本国穆斯林与沙特建立更

紧密关系的决定 , 是与快速增长、富有石油的中东国家加强经济联系的一个步骤。中国同中东的年度

贸易额已超过 250亿美元 , 并希望到 2015年能增长一倍。穆斯林朝觐被视为与阿拉伯世界发展关系

的良好途径。2007年 , 俄罗斯朝觐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 包括来自车臣的朝觐者。时任总统

普京同年 2月访问沙特时要求增加俄罗斯穆斯林朝觐配额 ; 他在同年 11月的国际会议上又表示政府

将协助穆斯林朝觐。②

(二 ) 穆斯林社区

伊斯兰教强调个人隐私 , ③ 所以私房都用单调外墙包围 , 私宅常成为幽闭处所 , 且有 3面墙与邻

居共用 , 第四面墙又完全与主街道隔开 , 绵延不断的泥墙联结成了特定的居住区 , “每一个小区里居

住着同质性的社团 , 维系社团成员的纽带是共同的宗教、族裔或职业 ”④。穆斯林的住房在本质上受

制于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两大关注的深刻影响 ———“家庭所拥有的免受邻居和政府干扰 (在不炫

耀不道德行为的前提下 ) 的权利 , 以及伊斯兰教法律和穆斯林对妇女态度偏好的影响。”⑤ 与穆斯林

封闭而拥挤的居住区相距不远的则是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 ———清真寺和集市 , 这些清真寺和集市既

折射出伊斯兰文化的 “两世并重 ”观 , 又对穆圣关于 “穆民确如建筑物的砖块 , 彼此牢结在一起 ”⑥

的教诲作了独到的诠释 , 穆斯林的两世诉求就被表达得如此若即若离 , 圣性与俗性、彼岸与此岸便得

·44·

　西亚非洲　2009年第 1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ttp: / /news1xinhuanet1com /world /2008201 /22 /content_ 74674711htm.

See www1nytimes1com /2007 /12 /16 /world /europe /16hajj1htm l? _ r = 1&or.

参见马坚译 : 《古兰经》, 第 24章 , 第 27节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1年版 , 第 267页。

[英国 ] 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 ; 安维华、钱雪梅译 : 前引书 , 第 147页。

同上书 , 第 166页。

[埃及 ] 穆斯塔法·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 :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1年版 , 第 36页。



到了形象生动的概括。如唐代广州也出现了这样的穆斯林社区 , 亦即 “番坊”, 在蕃人中挑选并由皇帝

任命的蕃长实为唐朝的地方官 , 身兼行政、司法、商务、外交等职务外 , 还负责宗教事务。

(三 ) 伊斯兰城市

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结成的穆斯林社区又成为伊斯兰城市的基本构成单位。中东伊斯兰城市出现的

主要原因包括 : 一是伊斯兰教鼓励贫富共处 , “每个富裕的穆斯林有责任与穷困者生活在一起 , 并使

他们避免饥饿和穷困。同时大家庭结构使富人也有义务供养穷人 , 以免亲属由于贫困可能出现的困

境 ”①。二是 “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既是伊斯兰城市的特征之一 , 也是居民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亦即

穆斯林社区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 , 建立此类社区的动机是 “渴望加强其宗教或民族集团的凝聚力以

有利于自己的宗教仪式执行和文化传播 ”②。因此 , 早在中世纪的穆斯林就认为 , 伊斯兰城市 “具有

两个焦点 : 星期五聚礼清真寺与市场。它很能说明穆斯林对政体的这种看法 : 他们惹人注目地不把宫

廷或政府机构列为城市的必要因素。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 , 政府是外部力量 , 个人生活领

域要与之保持疏远。由于有不安全感 , 致使人们更加有力地强调社会生活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一些领

域 , 转向住区、邻居、小集团、家庭和对个人的忠诚 ”③。在穆斯林看来 , “依照神圣立法者严格的意

图 , 城市社会除了宗教制度外不能有任何制度 ———因为宗教贯穿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 “每个服

从神圣立法者的愿望和服务于支撑与赞助此愿望而形成的共同结构 , 是伊斯兰城市最显著的特征。”④

因此 , “伊斯兰教给中东城市社会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 不仅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关系 , 城市的外在结

构、政府和政治结构模式 , 而且商业交易方式也要按宗教伦理规范进行。”⑤ 从某种意义上看 , 早年

经商的穆圣生活在一个商队的城市麦加 ———是 “阿拉伯半岛商队贸易的联络站和对克尔白圣庙朝拜

之地 ”⑥。在他迁到麦地那后创建了库巴清真寺 ———“成为宣传宗教、巩固宗教、团结教众的中心 ,

先知在此建立了穆斯林社团的基础和组织。而穆斯林社团赋予麦地那基本制度 , 麦地那在很大程度上

一直是模范的伊斯兰城市 , 它成为第一批建城者参考的对象 , 就像在以后的世纪中它一直是作为穆斯

林法律的制定者和统治者的行为模式的参考对象一样 ”⑦。由此形成伊斯兰城市化的两个显著特

征 ———“伊斯兰的宗教与文化表现最后都集中于城市 ”和 “社会构成呈现非同寻常的多样性与异质

性。”⑧ 正因为如此 , “伊斯兰征服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基督教堂占优势的城市里找一个穆斯林信徒

礼拜的地方 ”⑨。大马士革、开罗以及巴格达等著名伊斯兰城市的历史经验便是例证 , 人们从成为这

些城市地标性建筑的清真寺文化场域获得了 “清楚明白的伊斯兰的感觉 ”。事实证明 , “伊斯兰教在

建立城市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与坚持 《古兰经 》是相关的 , 《古兰经 》或者通过对历史的回忆 , 或

者通过与人类团体相关的有寓意的事件来加强人类团体 ———即国家和城市 , 传达神圣的消息 , 没有人

否认启示。”�λυ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离开市场而存在。伊斯兰城市也不例外。7～10世纪 , 阿拉伯人和

皈依的穆斯林从古代伊朗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继承了他们活跃而繁荣的城市传统 , 但同时又赋予

它一种特殊的活力 ”———“成为穆斯林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λϖ 清真寺和集市并存成为伊斯兰城市

的中心 , 相对独立的宫殿与较为隐蔽的穆斯林居住区则与城市中心互为辉映 , 由此形成城市的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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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格局 : 宗教中心 (清真寺 )、政治权威 (宫殿 )、市场 (经济中心 ) 以及居民区 (民间社会 ) , 象

征着政治与宗教的统一、圣性与俗性的并存。

事实证明 , 在 “寺市并存 ”基础上形成了穆斯林社区 , 以不同的穆斯林社区为基本单位又建成

了伊斯兰城市。其中 , 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穆斯林神性与俗性双重层面上的生存诉求 , 又成为穆斯林

生活环境变迁的根本生成原则。清真寺和集市分别成为神性与俗性的象征符号 , 二者的关系就不只在

空间上的并存 , 更多还在于集市上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制约 ,

进而彰显伊斯兰经济文化与穆斯林特定生存环境间的内在关联性。

宗 教 伦 理 型 经 济 文 化 的 生 成 及 其 发 展

(一 ) 生成模式

圣训中 “信赖真主 , 同时拴住骆驼 ”的寓言 , 折射出阿拉伯民族的 “在务实中信仰 , 在信仰中

务实 , 把信仰和务实精妙地交融化合为一体 ”① 的生存智能 , 《古兰经 》中更渗透着 “两世吉庆 ”的

处事策略。② 即使是充满世俗色彩的经商营生 , 也被包含在神圣信仰的追求当中 : 《古兰经 》号召穆

斯林应放下经营买卖及世俗活动 , 走进清真寺 , 做聚礼日的礼拜 , 但短暂仪式结束后 , 立即就能恢复

正常交易活动 , 聚礼日也因此常成为生意兴隆之日 ; 鼓励穆斯林积极谋求生计 , 进行市场交易 , 反对

游手好闲与不劳而获 ; 禁止非法牟取暴利 , 力避贪财欺贫 , 在敬畏真主的前提下公平交易。在重大节

日里 , 更应散财济贫、扶助弱势 ⋯⋯这些经商原则无不闪耀着信仰的光芒。因此 , 他们既可在身处集

贸闹市区的清真寺里虔诚颂主 , 又可在清真寺旁的集市上公平交易 , 神性与俗性如此水乳交融实属罕

见 , 就连来自基督阵营的外交家都叹服。③ 正是在 “两世吉庆”观的影响下 , 清真寺与集市并存 , 构

成了穆斯林聚居空间的核心 , 进而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的基本生成模式 : 阿拉伯部落每年禁月在欧卡

兹集市的经商和在克尔白圣庙的朝拜传统影响到穆斯林社区的构建 , 由若干穆斯林社区所形成的伊斯

兰城市建制也难脱神性与俗性生活的双重功效 ; 清真寺在推动阿拉伯民族由动荡分散的游牧生存状态

转入 “围寺而居 ”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清真寺诸多社会功能、尤其是宗教与社会经济功

能的相互制动 , 促进了伊斯兰经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二 ) 发展态势

由 “寺市并存 ”模式所形成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又呈现出 “依寺辐射 ”的发展态势 : 一是随着内

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 , 寺院经济将成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是在宗教复兴思

潮的影响下 , 伊斯兰经济思想不断影响着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 三是在多元文

化与不同经济模式的整合作用下 , 伊斯兰经济文化将在包容与更新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如牛街

商业经济文化圈 , 就是在 “寺市并存 ”基础上不断生发、辐射 , 最终成为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指导

下、且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经营方式而就的典型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范式 , 并因百年老店和新型店铺

的 “围寺经营 ”吸引了海内外客商 , 经济文化效应日益趋强。

(三 ) 面临挑战

“从一定意义上固然可以说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 , 整个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实

质和阶级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④ 亦即 , “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 ,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

沿着两条主线向全球进行辐射 : 一条是由商品化而导致的消费主义 ; 另一条则是由市场化而导致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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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义。伊斯兰与全球化在文化上的悖论实际上集中表现为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悖论。与利

益至上的西方经济文化所不同的是 , 伊斯兰经济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 , 其伦理价值取向与西方文化存

在着较大差异。”① 因此 , 与其他非西方经济文化一样 , 伊斯兰经济文化也面临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鉴于伊斯兰教历来就有教法创制的自我更新机制 , 可从下列几方面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切实努力 :

11应深入探究利息理论在现实操作中的变通策略及实施办法。　伊斯兰经济文化是以具有浓厚

的宗教神学色彩、深刻的道德烙印、鲜明的福利精神、义利统一与相对均平的思想意识、崇商重商的

价值观念 , 及法律化、制度化、生活方式化等特征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②为实践前提 , 在价值取

向、经济理念上主要表现为义利并重、群己互利、共同富裕 , 反对囤积居奇和发放高利贷、提倡等价

交换原则、鼓励勤劳致富等。③ 其中 , 经训中的利息理论是现代伊斯兰金融和银行体系建立的基础 ,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货币资金正常流通 , 尤其不利于吸引外资 , 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融入全球化进

程的瓶颈。为此 , 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采取 “伊斯兰原则和世俗原则相结合的混合策略 ”, 并在继续贯

彻平等、公正等基本经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 , 实施无息金融与银行制度并行的变通做法。④

21应积极寻求寺院经济融入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以清真寺为代表

的寺院经济将是伊斯兰教最稳定、最具前景的经济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 , 清真寺在商业上的职能也

会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 , 这是和伊斯兰教的经济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清真寺作为隐性的经济实

体 , 也对经济发展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因此 , 发展伊斯兰教经济不能忽视清真寺寺院经济。”⑤ 在

清真寺聚礼时所培育的 “穆斯林皆兄弟 ”的宗教文化认同感 , 会延及随后在集市上所开展的经济活

动中 , 伊斯兰经济文化由理念转换为实践的直接产物即为寺院经济 , 亦即遵循伊斯兰经济文化理念中

的基本经济原则 , 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 , 并借助清真寺的符号性与实践性等文化场域优势 , 将 “伊

斯兰精神 ”贯彻到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伊斯兰教主张买卖双方互惠 , 把互惠原则视为真主的意志。

所以 , 清真寺可否以 “互惠原则 ”为突破口 , 吸纳多元文化经济理念、构建灵活可行的经济制度 ,

并积极探索寺院经济融入国家主流经济的可能性 , 进而探索伊斯兰经济有效融入全球经济的途径。其

中 , 清真寺如何在构建与时俱进的经济文化理念上发挥协调、整合作用至关重要。

31应充分认识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清真寺既是宣

传经训等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权威平台 , 也是开展扶贫助弱的慈善经营活动的重要阵地 , 还是寺院

经济的法理经营者。因此 , 清真寺在伊斯兰教 “文明化和城市化 ”的过程中 , 既成为向世界传播伊

斯兰文明的核心文化场 , 也成为建设伊斯兰城市的地表性建筑 , 更在伊斯兰经济形态的飞跃性变化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 逐步形成了由伊斯兰经济思想 (经训 )、伊斯兰经济制度 (伊斯兰经济制度和伊斯

兰国家经济制度 ) 和穆斯林经济生活等构成的伊斯兰经济。其中 , 清真寺被称为隐性经济实体 , “围

寺而居 ”的穆斯林经济群体为显性经济实体 , “寺市并存 ”则凸显出两种经济实体的依存和互补。在

伊斯兰经济面临现实挑战面前 , 探索 “依寺辐射 ”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生存发展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空

间 , 充分认识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因为 , 正是由于清真寺宗教功

能与其多重社会功能的相互制动 , 才不断推动了伊斯兰经济文化体系日趋多元与开放。

(责任编辑 : 徐 　拓 　责任校对 :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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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 ing in to the Food Secur ity Issues in the Arab ian Coun tr ies

Yang J ianrong & S un J ingm eng pp133 - 40

　　A s located in W est A sia and North Africa, full
of desert and hills and hot climate, it is not so
suitable for crop s to be grown in the A rabian
countries there, and the arable land is only 511% of
these countries ’ total land area. However,
agriculture is still the important s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 ies of most of the A rabian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Further more, water resource
is seriously lacked in this area and wars have been
going on year after year, which have impacted much
negatively on the agricultural p roduction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cal food far from meeting
demand and a great deal are imported annually. The
current food crisis in the world makes the food p rice
going high, which has p laced the A rabian countries
in a more difficult position. The way out in solving
the food crisis should be: to control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raise the peop le’s living level; to
stres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col2
laboration; to create friendly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o establish oversea
food bases; to develop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The Forma tion and D evelopm en t of M osque and the Islam ic
Econom ic Cultures

M a L irong pp141 - 47

　 　 Prophet Muhammad became the individual
model of the A rabian cultural tradition of“business
and religion”, and the A rabian businessmen started
from the fairs and fan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igious econom ic thought, sp read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by the way of p ilgrimage and oversea trade.
The mosques and fairs have respectively become the
symbols of the divine and the customary, the
relations between which not only exist but are more
p resen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 ic activities are
restricted by the Islam ic econom ic thought, with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of the Islam ic econom ic culture
with the Muslim living environment p resented. The
Islam ic econom ic culture is confronted with serious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Deep studies on interest
theories and the ways of their app lications are
needed and the realistic road to make the fane
economy melting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y should be
found out, and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the Mosques
in the Islam ic econom ic culture should be fully
realized.

An Ana lysis of Iran’s Stra tegy in Ga in ing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Zhao J ianm ing pp148 - 55

　　Since the exposure of the“nuclear issue”, Iran
has for many times declared that it is the natural
rights of Iran to go in for the nuclear activities
including enriching the uranium , that Iran’s nuclear
activities are all for the peaceful purposes and the
religious morality p rohibits Iran from develop ing
nuclear weapons. Iran has adop ted the strategy of
p racticing nuclear activities at a critical point and of
delaying the time of negotiation. Nevertheles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deep ly worried about the
nuclear development in Iran and unwilling to accep t
Iran’s exp lanation of its nuclear activities. The
questions in verifying the nuclear activities have
showed that Iran’s p ractices have to some extent
been beyond the confine of peaceful uses, and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has been a common
p ractice for the non - nuclear nations to gain nuclear
weapons.

·08·

　W EST AS IA AND AFR ICA 　No. 11,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