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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真寺建筑作为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的宗教建筑，与其他宗教建筑相比，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制

（规划布局、朝向、建筑体型与轮廓、内部结构、建筑用材、艺术表现和附属建筑等方面）。本文从清

真寺建筑形制入手，剖析了清真寺与其他宗教建筑的不同特性，阐述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与其建筑形制的

相关性，并就有关的功能性因素作探究，以此来透视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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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东国家的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06JJDGJW007）的前期成果。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制，它所体现的建筑文化则是伊斯兰宗教文

化的细胞，但清真寺的光辉绝不仅仅是可感知的建筑本身，它还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历史、绘

画、书法、雕刻、纺织、科学技术等的承载。可以说，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一

种有形载体，对穆斯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清真寺还是阿拉伯民族精神

和力量的象征，牢固地维系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情感和血脉。本文从总结清真寺建筑形制着

手，对清真寺建筑形制和清真寺所展现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发掘清真寺所蕴含的民族

传统文化精髓，进一步加深对伊斯兰文明的理解。 

 

一、清真寺建筑综述 
 

    清真寺（伊朗称为 Masjid，其他阿拉伯语国家称为 Jami 或 Jama，土耳其用 Cami）是伊斯兰

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形式。
[1]159

从宗教仪式角度来看，清真寺是指适合叩拜祷告的洁净场所，

它包括拱券、穹隆、宣礼塔、门洞、封闭式的庭院和伊斯兰风格的表面装饰，其鲜明的风格特征

极易辨认。随着社会的发展，清真寺建筑经历代统治者修缮、扩建或改建，从简朴走向壮观，形

成有柱廊、尖塔、圆顶、讲坛、凹形壁龛的礼拜大厅和大院，并有附属建筑群的整体格局，这一

布局逐渐演变为清真寺的传统格局。圆形穹顶、高大庄重的中央入口(通常是一个拱形门)和高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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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云的宣礼塔（manara）①
构成了清真寺区别于其他建筑群的显著标志。传统上，清真寺是一处为

社区穆斯林聚众礼拜而建的处所，通常还包括广场、办公、居住、医院、商业、洗浴用房等其他

附属建筑群，清真寺和周围的附属建筑共同组成了清真寺建筑的整体。 

清真寺的出现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真寺建筑的发展从创立到优化大致

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后，阿拉伯民居大多呈方形，四边有小屋，外面用墙篱

围起来。622 年 9 月，穆圣到达麦地那后，常与信士在其居所聚会，听他的教诲和训诫，同他一

道做礼拜，因此，先知居所的布局便成了清真寺的最初形式；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的清

真寺均以麦地那清真寺（或称先知清真寺）为模式，其共同点是简朴大方，没有华丽的装饰，如

636 年修建的巴士拉清真寺、638 年修建的库法清真寺等；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倭马亚

人不仅重视寺内修饰，还注意为清真寺增建其他设施，如半圆形的米哈拉布、宣礼塔（早期的宣

礼塔造型大多为方形）、廊檐及浴室等，这一时期的清真寺一扫早期清真寺的简朴形式，里里外外

都装饰得富丽堂皇。此外，清真寺一般都建有高大的寺门，如于 691 年起相继修建的圆顶寺和阿

克萨清真寺、705 年修建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清真寺（或称倭玛亚清真寺）等；阿拔斯王朝时期（750～

1258）的清真寺大都在半岛之外，规模宏大，建筑形式融入了当地的建筑风格，具有很强的象征

意义，且宣礼塔的主流形式最终在这一时期定型，如萨马拉清真寺、伊本·突伦清真寺、伊玛目·伊

斯法罕星期五清真寺等一批清真寺；奥斯曼帝国时期（1258～1852），期间建成的清真寺星罗棋布。

据考证，伊斯坦布尔的著名清真寺均为 16 世纪所建，其中有些是从拜占庭教堂改建过来的，如由

圣索非亚大教堂改建而成的清真寺等；奥斯曼时期以后，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大都吸收了倭玛亚和

奥斯曼两个时期清真寺的特点，并不断融入地方民族特色。因此，清真寺建筑风格和形制的发展

演变，清晰地展现出世界文化交融的脉络。 

    如今，世界上所有的清真寺都符合穆圣规定的基本要求：朝向克尔白、清洁卫生、没有吵闹

声干扰，只向真主礼拜和祈祷，没有以物配主或崇拜其他东西的嫌疑，而且为适应礼拜的需要清

真寺规模都有所扩大，清真寺的陈设也得到了革新和改进，如内部铺地毯或毛毡垫，装吊灯、空

调、风扇，以及各种富丽堂皇的装饰。以麦加圣寺为例，经历次扩建，其面积已达16.5万平方米，

寺内可容纳40余万穆斯林礼拜，寺外广场规模达45万平方米，可容近百万人礼拜，建筑宏伟壮观，

夜间灯火辉煌，光照数十里之外。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开展学术教育和宣传社会行为规范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

清真寺总是与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若不考虑清真寺这些社会

功能因素，就无法切实了解清真寺兴衰的历史，也就无法全面了解清真寺的现实作用。可以说，

清真寺集中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历史、教育、艺术、书法、装饰、民俗、社会发

展等丰富内涵，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也是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钥匙。 

 

二、清真寺建筑的形制 
 

清真寺是与伊斯兰教紧密联系的宗教建筑，它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而且是穆斯林社区的核

心和穆斯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建筑的各个方面自然要体现伊斯兰的教义和精

神，清真寺建筑的规划布局、朝向、建筑体型与轮廓、内部结构、建筑用材、艺术表现和附属建

筑等形制正是这种理念的反映。 

                                                        
①宣礼员在塔上呼唤称为“叫邦克”，所以宣礼塔又称“邦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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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布局 

    清真寺的建设大都为新建，也有一些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如蓝色清真寺就是在索

非亚大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新建的清真寺在规划上都有一定的规模，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清真寺的空间布局已经相当大了，而且预留了广阔的广场用地。新建的清

真寺在规划选址上大都选择在当地最热闹、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清真寺是宣传伊斯兰教义和信徒

进行礼拜的地方，因此，清真寺在规划选址上和其他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规划布局上很讲

究，主要建筑有礼拜殿（又称大殿）、宣礼塔、讲堂、浴室以及办公居住用房等附属建筑。大殿是

清真寺中的主体建筑，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不强调轴线对称，由前廊、礼拜殿和后窑殿
①
三部分组

成，多用几个勾连搭的屋顶连在一起。大殿一般面积比较大，可以容纳相当多人一起礼拜。 

2.朝向 

朝向是伊斯兰教义规定的礼拜方向，又称“正向”，系阿拉伯语的意译，即指天房克尔白。

最初，穆圣在麦地那的房院朝向耶路撒冷。623 年 12 月，穆圣遵循《古兰经》的启示，在麦地那

宣布麦加“克尔白”为穆斯林的礼拜朝向。
[2]1322

《古兰经》有这样的描述：“我确已见你反复地仰

视天空，故我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朝向。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禁寺。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当

把你们的脸转向禁寺。” (3：96)可见，教义的要求决定了清真寺建筑的朝向，这是与世界上其他

宗教建筑所不同的，即世界上所有的清真寺都只按照宗教观念形成唯一朝向——面向伊斯兰教的

圣地麦加。在伊斯兰文化中，麦加既是地理上的中心，又是精神上的中心。因此各地的清真寺，

像矗立在一个圆圈线上的星座，环绕麦加，朝向麦加。
[3]78

 

3.建筑体型与轮廓 

建筑体型宏大、浑厚，建筑群具有很强的整体感和坚实感是清真寺体型与轮廓上的另一个重

要特征。清真寺使用多种拱券，采用大小穹顶覆盖主要空间。大殿穹顶位于中央主体上，为求高

耸，在其下加筑一个高高的鼓座，起到统率整体的作用。为使内部空间完整，在里面鼓座之下另

砌穹顶。宣礼塔和圆形穹顶是构成清真寺独特体型与轮廓的特殊构件，是清真寺建筑区别于其他

建筑的主要标志。宣礼塔的形状复杂、变化丰富，有圆柱、四方、螺旋、多棱等形状，以圆柱形

为主。宣礼塔高耸入云。从视觉的角度看，它是清真寺的标志；从听觉角度考量，它可以让宣礼

员的声音传得更远。同宣礼塔一样，圆形穹顶也成为清真寺标志性的造型风格，清真寺的单个穹

顶虽不是太大，但与其他建筑不同，几乎所有的穹顶都用花式砖砌成或琉璃装饰，色彩鲜丽，外

形饱满。 

4.内部结构  

清真寺一般都有一个封闭式庭院，周围有柱廊，院落中有洗池。方形庭院由殿堂和围墙围合

而成，形成一种独特的内部布局。内部结构依照传统，以礼拜殿为主体，附属盥洗室﹑讲经堂﹑

办公室和礼堂等。指示朝拜方向的壁龛的建造，始于大马士革清真寺，对后来世界各地清真寺的

内部结构产生很大影响。清真寺礼拜殿堂的内部空间宽敞宏大，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新建的

清真寺大都采用方形布局，而且开间比进深大得多，如阿克萨清真寺开间达 90 米，而进深仅为

36 米。
[2]324

殿内还设有木质或大理石的讲台，为讲道之用。 

5.建筑用材 

清真寺的建筑材料主要为砖石，这一点与西方古建筑是相似的，但和中国古代建筑却有很大

的不同，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为砖木结构。早在公元 605 年，中国就造出了像赵州桥那样技术高超、

造型优美的石拱桥，单券净跨达 37.02 米。在西方建筑中直到 14 世纪才出现超过这一跨度的拱卷

                                                        
①大殿后部的小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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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4]3

可见，构筑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基本要素，如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群体心态、伦理思想、

道德标准、宗教感情、审美趣味等，在建筑艺术特性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6.建筑装饰艺术 

清真寺建筑除独特的外形及内部形制外，其最大的特点是建筑物内外的装饰。外墙不开窗，

装饰就从大面积的墙面着手。一般用三种方法：一是用花式砖砌来装饰，即在墙面上用砖的横竖、

斜直、凹凸等变化，砌出各种几何图案；二是用琉璃砖满满覆盖穹顶、鼓座、塔身、墙面和一切

内外表面，不留一点空白，产生出璀璨耀眼、堂皇绚丽的艺术效果，有的甚至把晶莹明亮的镜片

镶嵌在图案里，流光溢彩，国王清真寺
①
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是用石膏作浮雕装饰，石膏上着有

红、黄、绿、蓝等色，少数贴金。当用石膏作室内大面积装饰时，以深蓝和浅蓝两种色彩为主，

因为蓝色代表天空和光明。 

清真寺建筑的内部装饰丰富多彩，或是用彩色大理石贴面；或是用琉璃砖镶嵌；或是用石膏

塑造。这种装饰产生了独特的效果。这些特点在清真寺的装饰重点——指明朝拜方向的“米哈拉

布”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伊斯兰教反对人物或动物的造型，故墙面装饰上不允许出现人物或动

物的图案。植物纹饰、几何纹饰和阿拉伯书法纹饰就成为清真寺装饰图案的来源。 

由于建筑空间的宏大，清真寺内部的柱子随处可见，但是它们没有固定的样式，而是用千变

万化的植物花草装饰柱头和柱基。和其他部位的装饰一样，由几何图案等构成变化无穷的装饰图

案，其复杂程度令人惊叹。 

7.附属建筑群 

清真寺除了礼拜大殿这一主体建筑以外，还包括宣礼塔、沐浴室和盥洗设施及场所（供大小

净之用）、讲经堂（给学员讲授教义、教法的课堂）、办公室、礼堂、图书阅览室、教师与学员宿

舍、庭院（聚礼日人多时可供礼拜之用）、厨房和门楼等。依据各地经济情况、清真寺的规模及附

属建筑群多少而定其附属建筑群的规模，且主要包括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医院、餐厅、招待

所、商业用房、停车场等多项设施，清真寺的综合功能从而得到很好的体现 。 

 

三、清真寺建筑形制与其社会功能性因素分析 
 

    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佛教寺院的主要区别是，清真寺并不只是礼拜场地，还具有其他的功

能和用途，既可作公众集会的大厅，又可作政治论坛和教育的公所。
[5]311

清真寺具有多重功能，不

仅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宗教领袖议事决策的中心，还是穆斯林接受教育、举行活动和相

互交流、协调人际关系的良好环境。清真寺作为满足多种功能需要的公共场所，必然要求在建筑

的形制上与其相适应。 

1.与宗教活动功能的相关性 

清真寺是穆斯林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尽管伊斯兰教认为，普天之下，凡是干净的地方，

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工厂作坊，都可以念经祈祷、礼拜真主，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但清真寺作

为一个特定的公共场所，受到更多的鼓励和提倡。因此,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大都集中在清真寺里面

进行。 

根据伊斯兰教义星期五是穆斯林的主麻日，穆斯林要在清真寺聚礼，众人在特定的时刻向清

真寺集中。清真寺宽广的大殿、庭院和广场规划布局很好地适应了这一需要，人流的集中与疏散

                                                        
①即霍梅尼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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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有序进行，保证了交通组织的有效性。所有穆斯林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点不只体现

在其礼拜仪式中，还在礼拜场所的布局上得到了体现。清真寺都按长方形这一形制进行建造，淡

化了穆斯林礼拜时与朝拜墙之间的空间距离感。清真寺里设置供大、小净用的场所和设施，则为

穆斯林礼拜提供了方便。此外，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结果，促使伊斯兰美术向象征性和装饰

化发展
 [1]157

，清真寺建筑在装饰上的规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2.与教学和学术研究功能的相关性 

清真寺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对于传承伊斯兰文化起着其他教育机构无法取代的作用。在

伊斯兰历史上，教育一开始就与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诵读《古兰经》，学习“圣训”，是穆斯

林教育的首要内容，而这些活动都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因而清真寺便成了穆斯林受教育的地方。 

  规模较大的清真寺，如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等都附有学校和图书

馆，不仅邀请著名学者讲学，而且来自国内外的学生都寄宿寺内，就像普通的高等学校那样。学

校、图书馆等附属建筑的形制，是这一功能形成的重要条件。清真寺规划选址的特点，为教学研

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3.与社会服务和促进团结功能的相关性 

兴起于世界各大城市的以清真寺为依托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体现出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为穆

斯林群众提供婚丧嫁娶等服务；依据教法，调节家庭纠纷；接受富裕穆斯林的天课、施舍等财物，

建立伊斯兰基金组织，帮助贫困穆斯林解决生活问题；开展学术文化活动；举办各种讲演会、学

术交流会、讲座等；组织和推动召开一些国际性的伊斯兰会议等。这些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也得

益于除礼拜殿之外的图书馆、礼堂、办公楼、教学楼及停车场等附属建筑的设置，规划选址大都

位于城市的中心区，交通便利。  

 面向麦加的壁龛让世界上的每个穆斯林都能一再想起他们的故乡、他们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宗

教诞生地。
[6]342

清真寺宏大的造型，绚丽的装饰与色彩，高耸的宣礼塔等形制成为民族文化的象

征，增强了伊斯兰世界的自豪感，进而增进了穆斯林社会的团结并增强了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 

4.与政治宣传、军事活动功能的相关性 

清真寺在历史上还是穆斯林社会政治、军事活动的大本营。伊斯兰远征时期，清真寺还是军

队的营地，同时供军队做礼拜之用。
[1]163

空旷环境下高耸的宣礼塔还能起到警戒作用。 

    此外，清真寺具有政治整合与组织功能。当年，穆圣在麦地纳创立了穆斯林公社（乌玛），在

清真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处理内政、外交要务。穆圣去世后，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573～

634)在先知寺里举行了宣誓效忠仪式。艾布·伯克尔病危时，他在广泛征求圣门弟子的意见后选

定欧麦尔(592～644)继任哈里发，且在先知寺正式向穆斯林宣布这一重大决定。
[7]79

穆圣和正统哈

里发之后，社会政治活动重心虽然转移到宫廷，但遍布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犹如社会组织网络，

依然是一个政治活动中心。 

    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清真寺，其政治宣传、军事功能日益淡化，主要是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与

社会、文化活动中心而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清真寺，其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如在伊朗，每

座清真寺就代表一个政治中心，管理着周边穆斯林的一切事务。
[8]15

伊朗领导人还常常在星期五的

聚礼上演讲，阐明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尤其在反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的强权政治

方面，从中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这些事务之所以能够在清真寺完成，一方面因为清真寺宽广的

布局和附属建筑的配置可以满足举行此类活动形式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清真寺庄严肃穆的

内部装饰环境保证了话语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5.与经济、贸易功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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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发展早期，清真寺也在某种情况下担当了国家的财务基地的某些功能，国家的财产

有时就存放在大清真寺里，清真寺实际上起着国库的某些作用，第一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就把

清真寺作为保管国家财产最安全的地方。清真寺高大的围墙、严实的墙体、高耸的宣礼塔以及周

围宽阔的空间为财产的安全提供了保证。此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通过在附属建筑经营的

商铺和因集聚效应而在周围修建的商铺，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商品带到了世界各地，从而促

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6.与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功能的相关性 

清真寺里用作装饰的图案，一旦为穆斯林接受便逐渐将其程式化、风格化，并从清真寺走出

来，成为壁毯、礼拜垫、金银器、陶瓷器、书籍乃至一切生活品中的主要装饰主题。
[1]158

随着世

界各地穆斯林社区清真寺的兴建，随着清真寺装饰艺术的生活化，伊斯兰文化艺术随之以更加方

便、快捷的方式传播至世界各地。
 

清真寺是了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窗口，任何想了解伊斯兰的人总可以从那里获知所需的

信息，从那里掌握第一手资料。清真寺是穆斯林联系的纽带，更是伊斯兰对外宣传的文化机构，

清真寺本身承载了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文化讯息，从中可直接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特征和氛围，还

可通过其宗教礼拜之外的机构获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新的信息。此外，通过清真寺建筑风格

的变迁，人们还可清晰地看出世界文化交融的脉络。 

 

四、结语 

 

    伊斯兰宗教文化是开启中东大门乃至伊斯兰世界文明之窗的一把钥匙，只有熟悉并掌握伊斯

兰宗教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中东，了解伊斯兰世界，才能对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生活作出正确解读。

清真寺首先作为宗教建筑出现和存在，且从其建筑形制看，它又同时满足了多种功能的需要。因

此，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建筑中，都凝聚着穆斯林的情感与智慧、历史与文化。 

    随着伊斯兰教逐渐向外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建筑形

式，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在所难免，其结果是，基本形制不变，但反映时代、本土、民族特色的变

化因地因民族而各不相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外族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

必然产物。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就清真寺

建筑而言，在保持基本形制的基础上，与当地的建筑风格充分融合，有利于拉近与当地民族的心

理距离，使伊斯兰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为大众所接受。 

在伊斯兰国家，凡是人群居住的地方都有清真寺，而且都是当地最好的建筑。
[9]69

高耸的宣礼

塔使穆斯林感受到伊斯兰的威严。可以说，清真寺不仅标志着历史上伊斯兰的辉煌与荣耀，代表

了延续千年不断兴旺的伊斯兰文明，而且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也向世界展现着更加

丰富而深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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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sque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CHEN  Yonggen 
 
Abstract    The mosque building is a wonderful work o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the Arab-Islam 
world. Compared with other religious buildings, the building has its own unique shap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first depicts mosque’s history and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planning, 
direction, building size and contour, internal structure, material, art performance and construction 
subsidiary, etc.). Then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sque and other religious buildings on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under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sque, it analyzes the pertinence 
between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squ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Function; Islam;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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