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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现状 
杨  阳 
 

内容提要      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有形载体，在穆斯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国内外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的现状，并对相关的中、阿、英文文献进行了梳理。清真寺社会功

能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清真寺的社会功能，深入解析伊斯兰社会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的核心要

素，对于推动中国的阿拉伯学、伊斯兰学和中东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东清真寺社会功能的

研究旨在深化对伊斯兰文明的理解，这也正是与伊斯兰文明进行对话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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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visible vector of Islamic culture, mosqu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uslim’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osque social function study in home and 
abroad and gives some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hinese, Arabic and English. This study is still in 
the first stage. This study will push the discipline building of China’s Arab Studies, Islamic Studies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forwar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This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for the 
conversation w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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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有形载体，在穆斯

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

其诞生之时，清真寺就在穆斯林社会生活中承载

了多方面的功能：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

所，是穆斯林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心，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穆斯林的文化活动中心，是

重要的教育机构，清真寺还具有规范行为和社会

控制能力。对于清真寺的研究，应该是宗教社会

学、阿拉伯学、伊斯兰学和中东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于清真寺尤其是中东国家清

真寺社会功能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些学者在对伊斯兰教的综合性研究中，对

于清真寺已有所涉及，但还较零散，如金宜久①的

《伊斯兰教史》对伊斯兰教历史上清真寺的兴建

有简要的叙述；《伊斯兰教辞典》则专辟有“寺院、

建筑、圣地”一章，除对清真寺等相关术语的解

释外，还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世界的 50余座清真寺

——————— 
①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
版社 1997年版。 

和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 120余座中国清真寺；马
贤、马忠杰②也介绍过清真寺的历史沿革、管理

制度以及国内外的 30余座清真寺；秦惠彬③从清

真寺的建筑艺术入手，对清真寺的结构和伊斯兰

世界几座著名的清真寺如麦加圣寺、耶路撒冷的

圆顶寺、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等作了扼要的介

绍，但并未涉及清真寺的社会功能；钱学文④则

对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清真

寺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缩影，研究分析其社会功

能与价值有助于加深对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和了

解，他把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分解为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研究、教育和美学六个方面并作了简

要阐述。 
我国学者对于清真寺的专题研究始于对中

国清真寺的研究，已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清真寺

的概述性著作，如吴建伟⑤的《中国清真寺综览》

——————— 
②参见马贤、马忠杰主编：《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东方出

版中心 1997年版。 
③参见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④参见钱学文：《简明阿拉伯伊斯兰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⑤参见吴建伟：《中国清真寺综览》，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吴建伟：《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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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收录了全国各地的清

真寺两千余座，介绍了各清真寺的历史和现状，

并附有彩图，对于了解全国清真寺的概况是一部

重要的工具书；佟询①以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为对

象，详述了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历史事项，包括

北京 28座清真寺的概况，归纳出北京清真寺文化
的 9个特征，并分析了清真寺文化对北京传统文
化的影响。 

一批相关论文也陆续发表：罗莉②对中国清

真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收入来源和经营形

式进行了考察，并探索了当代清真寺经济的现

实状况，认为“以寺养寺”是当代清真寺经济

发展的特征，积极引导清真寺经济的发展是伊

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体现。马

平③则从经济来源、经济类型、经济自然形态、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

分析了中国清真寺寺院经济，认为寺院经济在

总体上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经济活动不完整、

不充分，缺乏连续运转的内在机制，或多或少

影响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王永亮④

论述了回族经堂教育的产生条件及早期传播情

况，认为回族经堂教育集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

传承为一体，清真寺接纳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寓于清真寺中，在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是一

件顺理成章、两相获益的事。马国利⑤从清真寺

的职能和任务入手，阐明了回族与清真寺的特

殊关系，认为清真寺是回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是使回族维系于共同的民族信仰，

而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体的内因之所在。《中国

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杂志专门辟有“清真

寺巡礼”等专栏，介绍国内一些清真寺的情况，

——————— 
①参见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 2003年版。 
②参见罗莉：《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历史考察》，载

《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 3期，第 128~131页，第 157
页；罗莉：《我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现实分析》，载《宁

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 6期，第 63~66页。 
③参见马平：《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济结构分析》，载《回

族研究》1992年第 1期，第 18~25页。 
④参见王永亮：《回族经堂教育的产生及早期形态》，载《回

族研究》1993年第 1期，第 88~95页。 
⑤参见马国利：《清真寺与回族》，载《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1年第 3期，第 112~113页。 

发表有关的研究论文⑥。以上著作与论文大多还

限于对中国清真寺的概括梳理，虽涉及到了经

济、教育等社会功能，但重点是对清真寺与回

族的形成、清真寺文化与中国区域文化等问题

的探讨，并非对于清真寺功能的系统研究，而

且也缺少有说服力的个案剖析。 
对国外清真寺，特别是中东国家的清真寺

我国学者已发表了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如赛生

发⑦总结了中东清真寺的历史沿革、作用和组成

以及中东清真寺的近况，对阿拉伯中世纪的几

座具有艺术特色的著名大寺作了介绍。黄陵渝⑧

对也门、土耳其、摩洛哥、孟加拉国、巴基斯

坦等国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名胜都曾作了介

绍。周顺贤、林松、穆撒·金宏伟、张锦冬、

曾彬、王峰⑨等对英国、沙特、伊拉克、伊朗的

清真寺也有阐述。此类对于国外尤其是中东国

家名寺的介绍，其中亦不乏历史的反思，表明

——————— 
⑥参见海永龙：《清真寺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

展》，载《中国穆斯林》1997年第 1期，第 26~28页；王
德才：《新时期吉林省清真寺功能分析》，载《中国穆斯林》

2002年第 2期，第 29~31页；王建平：《明清时期云南地
区清真寺的历史考察——兼论伊斯兰教文化的本色化》，

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84~87页；忽雪峰：
《浅论清真寺在回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载《回族研究》

2000年第 2期，第 47~49页；姚继德：《清真寺与云南回
族历史文化——对清真寺功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载《西

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2期，
第 40~45页。 
⑦参见赛生发：《伊斯兰国家清真寺概述》，载《中国穆斯

林》1982年第 2期，第 13~17页；赛生发：《阿拉伯中世
纪的几座清真寺》（上），载《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 3
期，第 35~36页；赛生发：《阿拉伯中世纪的几座清真寺》
（下），载《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 4期，第 36~38页。 
⑧参见黄陵渝：《也门的伊斯兰教名胜》，载《中国穆斯林》

2001年第 5期，第 35~36页；黄陵渝：《土耳其的伊斯兰
教名胜》，载《中国穆斯林》2002年第 1期，第 34~37页；
黄陵渝：《摩洛哥的伊斯兰教名胜》，载《中国穆斯林》2002
年第 6期，第 42~44页；黄陵渝：《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教
名胜》，载《中国穆斯林》2001年第 3期，第 42~44页；
黄陵渝：《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名胜》，载《中国穆斯林》

2003年第 5期，第 34~38页。 
⑨参见周顺贤：《英国的穆斯林和清真寺》，载《中国穆斯

林》1987年 3-4期合刊，第 40~41页；林松：《麦地那最
早的古巴寺》，载《中国穆斯林》1987年 3-4期合刊，第
44~46页；穆撒·金宏伟：《朝觐归来》，载《阿拉伯世界》

2000年第 3期，第 53~54页；张锦冬：《伊拉克宗教遗址
知多少》，载《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 2期，第 13~16
页；曾彬：《科威特大清真寺》，载《中国穆斯林》2001
年第 1期，第 35~36页；王峰：《走进伊朗清真寺》，载
《中国穆斯林》2003年第 2期，第 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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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对清真寺的研究由国内扩展到了国

外。 
我国学者对清真寺的研究不少是从其建筑

结构入手的，如杨永昌①的《漫谈清真寺》、邱玉

兰②的《伊斯兰教建筑：穆斯林礼拜清真寺》。其

中，邱玉兰的著作附有 100多页精美彩图，书后
有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分布图，很便于读者查询各

地清真寺的所在位置。 
张伟达、冯今源③对清真寺的建筑艺术进行

了考察，认为各地兴建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普遍

都结合了当地色彩。张雪峰④从功能、选址、朝

向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剖析了清真寺建筑的特色，

阐述了其地域特征，由此来透视伊斯兰教作为世

界性宗教的特性。高永久⑤探讨了清真寺的建立

与早期伊斯兰教发展的关系问题，分析研究了早

期清真寺建筑发展的历史，并对中国早期清真寺

建筑进行了考证。杨静⑥认为中国传统的清真寺

建筑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固态表现，更是中

国伊斯兰美学思想的动态反映。吴彩梅、马俊峰⑦

的论文通过对清真寺的现象学诠释，揭示出清真

寺已成为穆斯林生存的见证，从而构筑了有限空

间的无限言说方式，守住了人之为人的理念，已

颇具深度。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清真寺的深入

研究已由最初集中于建筑艺术而逐步向其他问题

拓展，  
对清真寺功能的进一步研究，我国学者也已

有所涉及，但目前尚未看到一部有关清真寺功能

的专题论著。罗莉⑧的新著对寺庙经济做了一些

探索，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了清真寺的经济功能。

——————— 
①杨永昌：《漫谈清真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②邱玉兰：《伊斯兰教建筑：穆斯林礼拜清真寺》，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 1993年版。 
③张伟达、冯今源：《清真寺建筑艺术》，载《中国宗教》

1996年第 2期，第 49~51页。 
④张雪峰：《清真寺建筑的特色和地域特征》，载《阿拉伯

世界》2002年第 3期，第 77~79页。 
⑤高永久：《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清真寺的建立》，载《兰州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 1期，第 33~38页。 
⑥杨静：《从中国清真寺传统建筑看伊斯兰的美学思想》，

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 2期，第 76~80页。 
⑦吴彩梅、马俊峰：《有限空间的无限言说——清真寺之
现象学诠释》，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 2期，第 72~75
页。 
⑧罗莉：《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年版。 

尚劝余、黎林、陈建军等学者的文章⑨已对清真

寺的宗教、政治、文化等社会等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仍有待深入开掘和学理性的分析。 
对中东国家清真寺的个案研究也已引起我

国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与当前局势密切相关

的几座著名清真寺在中东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和影

响，更是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些研

究成果。马晓霖、吴冰冰、马丽蓉⑩等学者对耶

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在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

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剖析。《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年第 4期发表的关于埃及爱资哈尔清真寺和
伊拉克阿里·哈迪清真寺的论文，反映出我国学

者开始重视透过个案展开中东国家清真寺功能研

究的最新动向。 
2006年 7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举

办了“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全国学术研讨

会，来自甘肃、宁夏、云南、江苏、北京、上海

等地的学者就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分解、清

真寺文化与中东穆斯林核心价值观剖析以及当代

中东重大事件与清真寺特殊地位追溯等课题通过

宣读论文、分组讨论、学术沙龙等形式进行了深

入分析与探讨，提交了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了

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也为我国清真寺社会功

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 
二、国外研究现状 

据阿拉伯学者估计，自阿拉伯文出现后，伊斯

兰宗教研究的著作约占阿拉伯全部书籍的三分之

一，但有关伊斯兰建筑的研究著作大多只涉及其历

史背景和建筑艺术，很少直接论述清真寺的社会功

能。如哈桑·阿卜杜·瓦哈卜编写的《历代著名清

真寺史》（1946年初版，1994年埃及图书总署再版）

——————— 
⑨尚劝余：《清真寺在伊斯兰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世

界宗教资料》1993年第 3期，第 13~16页。穆撒·金宏

伟：《朝觐归来》，载《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 3期，第
53~54页。黎林、陈建军：《清真寺作用研究》，载《中国
穆斯林》2005年第 2期，第 30~32页。 
⑩马晓霖：《永远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初
探》，载《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 4期，第 37~40页。马
晓霖：《永远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初探》（续

一），载《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 5期，第 39~41页。马
晓霖：《永远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初探》（续

二），载《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 6期，第 36~38页。吴
冰冰：《耶路撒冷：圣地之争》，载《文明》2004年第 12
期，第 114~123页。马丽蓉：《耶路撒冷问题文化探源》，
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 6期，第 3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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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了各清真寺的兴建背景和历史沿革。 
一般说来，阿拉伯学者在考察清真寺时，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思考：1、论述清真寺使命和作
用。如巴克尔·艾布·巴克尔、艾哈迈德·欧麦尔·哈

希姆、贾德·哈格·阿里·贾德哈格、哈伊尔丁·瓦

伊利①等人的研究，大多止于现象罗列与宏观概述，

极少涉及清真寺的社会功能。2、关注伊斯兰教三
大圣寺的地位与作用。如哈利德·塔维里、阿布

杜·马吉德·瓦菲、阿布杜·拉赫曼·阿里·本夫

拉哈、穆罕默德·杜拜西②等挖掘了三大圣寺在伊

斯兰教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未深入开掘其社会

功能，作相应的文化透析。3、专门论述清真寺社
会功能。如侯赛因·哈比卜、阿巴斯·马哈朱卜、

阿布杜·拉赫曼·纳哈拉维、厄利布·哈桑·夏班

达尔、阿布杜拉·阿布杜·哈利格·马西德③等人

的研究成果，论及了清真寺的政治、教育、学术等

社会功能，但缺乏社会历史背景的追溯和对诸种功

能的系统剖析。阿拉伯学者能够针对现实中宗教和

社会日趋突出的矛盾而展开研究，实属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穆罕默德·穆赫塔尔④的

著作已经开始关注清真寺的社会功能，较全面地阐

——————— 
① · ·参见巴克尔 艾布 巴克尔：《清真寺——光明与寻求
正道之地，而非派别争斗和传播谬误的场所》，载《生活

报》2006年 6月 28日；艾哈迈德·欧麦尔·哈希姆：《清

真寺的使命》，载埃及《消息报》2006年 6月 16日。贾
德·哈格·阿里·贾德哈格：《清真寺的建设、使命与历

史》，开罗爱资哈尔出版社 1995年版；哈伊尔丁·瓦伊利：

《伊斯兰清真寺的使命与建筑体系》，亚历山大费尔干出

版社 1980年版。 
② ·参见哈利德 塔维里：《关注两大圣寺》，载沙特《驼队》

2002年 2~3月；阿布杜·马吉德·瓦菲：《先知寺的建筑》，

载沙特《费萨尔》1994年 2~3月；阿布杜·拉赫曼·阿

里·本夫拉哈：《阿克萨清真寺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载

巴林《消息报》2005年 5月 15日；穆罕默德·杜拜西：

《麦地那先知寺——人心所向》，载沙特《正朝与副朝》

2003年第 3期。 
③ ·参见侯赛因 哈比卜：《公务员紧盯清真寺的功能》，载

沙特《祖国报》2006年 4月 27日；阿巴斯·马哈朱卜：

《清真寺的教育社会功能》，载《伊斯兰教育思想论》，大

马士革伊本·卡西尔出版社 1987年版；阿布杜·拉赫曼·纳

哈拉维：《清真寺及其教育影响》，载《伊斯兰教育理论及

其方式》，贝鲁特思想出版社 1979年版；厄利布·哈桑·夏

班达尔：《清真寺与文明社会的思想》，载黎巴嫩《伊莱夫》

2006年 5月 30日；阿布杜拉·阿布杜·哈利格·马西德：

《清真寺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载《伊斯兰研究学会第

五次会议论文集》，开罗爱资哈尔出版社 1970年版。 
④ · ·参见阿里 穆罕默德 穆赫塔尔：《清真寺在伊斯兰教

中的作用》，沙特吉达伊斯法罕出版社 1982年版。 

述了清真寺的建筑结构、社会结构、管理模式、历

史地位、现实职能、教派纷争、穆斯林的分裂以及

外来思潮与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表明作者将清真寺

视为考察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重要参数，只是未

就清真寺功能展开深入分析，也缺少典型清真寺的

个案剖析。 
在西方，对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的研究已经有

相当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

十字军战争时期。然而，长期以来，正如美籍巴勒

斯坦裔学者萨伊德所言，西方人的东方学研究是一

种融合权力、学术和主观想象的综合体，是文化上

的帝国主义。 
目前，西方国家的伊斯兰研究机构众多，研究

问题也较全面、深入。许多国家的知名学府和中东

研究思想库几乎都设有伊斯兰研究中心或伊斯兰

研究项目，如英国的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Oxford 
Center for Islamic Studies)、剑桥中东和伊斯兰研究
中心(Cambridge Center of Middle Eastern & Islamic 
Studies)、荷兰的当代世界伊斯兰国际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
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rab & Islamic Studi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挪威卑尔根大学中东
和伊斯兰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rgen）、加拿大麦吉
尔大学伊斯兰研究所（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美国杜克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
(Duke University Islamic Studies Center)、肯塔基大
学法赫德国王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The King 
Fahd Center for Middle East and Isla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kansas）等。美国还有更多的知名大
学中都设有以“中东研究”命名的机构，伊斯兰研

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9·11 事件后，中东及其伊
斯兰研究受到了西方学者更多的关注。 

有关伊斯兰研究的英语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

充栋，但就清真寺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只占其中很

小的一部分。 
在有关伊斯兰的英语工具书中，都有对清真

寺的介绍性文字，如吉布（H. A. R. Gibb）、克雷
默斯（J. H. Kramers）⑤主编的《简明伊斯兰百科

——————— 
⑤See H. A. R. Gibb and J. H. Kramers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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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埃斯波西
多(John L. Esposito) ①主编的《牛津伊斯兰辞典》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等。 
国外学者关于清真寺研究的英语著作类成

果有：麦考莱（David Macaulay）②通过对 16世
纪伊斯坦布尔一所清真寺建筑过程的描述，反映

了清真寺在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功能。弗里

希曼和哈桑 -乌丁·汗（Martin Frishman & 
Hasan-Uddin Khan）③介绍了清真寺如何成为穆斯
林对真主信仰的体现，并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多所

著名清真寺，其中包括中国、东南亚和非洲等地

的清真寺。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④以
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分析了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

者、军方和文官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对

巴政局的影响，为清真寺在穆斯林国家政治功能

的研究提供了案例。还有一系列著作考察了伊斯

兰世界几大圣寺的意义，印度、南非等国的清真

寺对其国内局势的影响，并探索了清真寺在伊斯

兰教中的地位与作用⑤。 
各类英语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清真寺研究的

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清真寺社会功能进行了探

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诺克斯（Greg 
Noakes）⑥在《华盛顿中东事务报道》（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上撰文
对清真寺在伊斯兰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的概

述，并介绍了伊斯兰国家政府对清真寺的管理，

——————— 
①See John L. Esposito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See David Macaulay, Mosque, Houghton Mifflin/Walter 
Lorraine Books, 2003.  
③See Martin Frishman & Hasan-Uddin Khan, The Mosque: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 Regional Diversit,y, 
Thames & Hudson, 2002. 
④See Husain Haqqani, Pakistan: 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⑤See Nabil Adawi, The Two Holy Mosques in Saudi Arabia: 
Historical Context, Modern Development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Gulf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4. 
Andreas Kaplony, The Haram of Jerusalem, 324-1099: 
Temple, Friday Mosque, Area of Spiritual Power,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2002. Harsh Narain, Ayodhya 
Temple Mosque Dispute, South Asia Books,1997. 
Abdulkader Tayob, Islam in South Africa: Mosques, Imams, 
and Sermons, 1999. Sadique Qureshi, Role of Mosque in 
Islam, International Islamic Publishers, 1999. 
⑥See Greg Noakes, “Mosque a Vital Part of Islamic Life,”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31 October 
1992. 

以及极端分子利用地下清真寺进行活动的情况。

切萨里（Jocelyne Cesari）⑦在《族群和移民研究

杂志》(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上
的文章介绍了欧洲穆斯林移民人数和分布的基本

数据，以及穆斯林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和欧洲文化

对穆斯林的影响，认为通过清真寺的建造，伊斯

兰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发生了演变，并分析比

较了欧洲各国建造清真寺过程受到抵制的原因。

丹·韦伯（Dan Webb）⑧以独特的视角将清真寺

与现代购物中心相对立，认为清真寺文化是对全

球消费主义文化扩张的反抗之源。达赫尔·贾迈

尔与阿尔坎·哈米德（Dahr Jamail & Arkan 
Hamed）⑨对伊拉克阿里·哈迪金顶清真寺被毁后

的伊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由金顶清真寺爆炸所

引发的教派冲突也使伊逊尼派和什叶派民众认识

到必须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才能避免内战。 
三、结语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对于清真寺社

会功能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清真寺的社会功能，深入解析伊斯兰社

会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把握宗教与

社会、政治、对外关系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和运作

方式，阐明清真寺文化对穆斯林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对于推动中国的阿拉

伯学、伊斯兰学和中东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

意义。 
我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加强合作、交流，共

建和谐世界，需要通过文明对话，对中东清真寺

社会功能的研究旨在深化对伊斯兰文明的理解，

这也是与伊斯兰文明进行对话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孙德刚  责任校对：李 意） 

——————— 
⑦See Jocelyne Cesari, “Mosque conflicts in European citie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November 2005. 
⑧See Dan Webb, “On mosques and malls: Understanding 
Khomeinism as a source of counter-hegemonic resistance to 
the spread of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February 2005.  
⑨See Dahr Jamail & Arkan Hamed, “In Iraq, mosque 
outrage also brings solidarity,”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April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