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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

前言

经过十多年的争辩后，现在许多学者对文明冲突论，试图强调不同文化背景族群之间的一种较和平的
关系。文化接触未必常导致冲突。正好相反，大部分文化交流都无关于政治野心和妒嫉。大部分文化
持有者带来其文化价值观，以便他们在外地可以维持其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借此表达为何他们值
得被尊重的原因，虽然他们是外来者。偶尔，他们有机会教导当地人有关他们的文化。有时候，所接
触的当地人觉得其文化很有吸引力而愿意接受成为自己的文化。在对外来文化显示浓厚兴趣的地方，
这些文化使者成为传教士。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有些很可能会在当地生根，而在赞赏的当地人中以新的
方式加以发展。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传教士可能参与也可能没有参与。文化转型必定对改奉教者，
甚至周边的社群都产生变化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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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分上下篇，对佛教与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以及印度教、佛教与伊斯兰教传入东
南亚，及其本土化的机制和过程作深入的宏观研究。上篇两章探讨佛教与伊斯兰教分别于汉朝和唐朝
传人中国及其华化的历程。下篇四章分析东南亚伊斯兰化、郑和在东南亚伊斯兰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爪哇的华裔穆斯林与东南亚本土化的关系。

Page 3



《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

作者简介

陈达生博士为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会长和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馆长。他的兴趣很广，除了古董
收藏之外，他还致力于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历史古城和古建筑之保存与修复的工作。作者于1960年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后，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奖学金进入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立大学深造，专攻马
来与印度尼西亚研究，先后获得该大学的学士、硕士（印尼研究）与博士（历史）学位。
　　1965年起作者先后分别在新加坡义安学院、国立东南亚研究院以及南洋大学担任讲师、研究员及
助理教授。他通晓多种语言包括梵文、阿拉伯文、马来／印尼文、爪哇文、巴达文、荷兰文以及中英
文。本书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反映作者多样化的学术背景。他出版了以中、英与马来／印尼文
撰述的专著十余部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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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上篇  中国、印度与伊斯兰文化交流　第二章　文化融合：佛教传人中国　第三章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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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元朝政权主导下儒伊关系蒙古于13世纪、14世纪靠强势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宋朝、西域、中东及东
欧，建立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但是原为游牧民族的蒙古大军在文化上却远远落后于其
殖民地国家，如伊斯兰古文明的西域和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元世祖忽必烈推翻了宋朝，建立元朝政
权（1271-1368年）。作为外来政权的元朝政府，面对如何在汉族的海洋中统治中国的问题：忽必烈从
两方面来化解这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有计划地把西域的回民大量迁移到中国各地，提升他们的社会
与政治地位，让他们参加政治，以制衡儒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压抑汉人，即刻意降低对儒官的依赖
。因此，蒙古政权主导了儒、伊第二回合接触的导向。元朝政权基本上继承了宋朝的政府组织架构，
由中书省、枢密院与御史台分别管理政务、军事和监察。可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已不再独导朝廷的统
治理念。忽必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因为他要广招天下贤能之士，而不限于儒学者，进入政府机构。
直到延占二年（1315年）仁宗崇尚儒学，才恢复科举制度，开放给汉人、蒙古人以及色目人。考试内
容都是儒家经典。考试以蒙古、色目人为一榜，汉人与南人为一榜。一般情况下，蒙古人考取的机会
较大。因此，儒学者被边缘化。元朝政权独爱喇嘛教，而疏远儒释道，但基本上对宗教信仰相当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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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是围绕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这一主题，以宏观的视野研究印度教、佛教、
儒教/儒学，伊斯兰教文化以及爪哇土著文化之间的接触、对话、交流与融合。同时，该书也从中国与
东南亚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显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以及这种文化融合的共同特征与连续性，来探索
东文西武两极化文化交流模式的根源，以及其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当代意义。这一系列的研究显示，
作者是围绕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的主题，以独特的眼光，多方面的视角，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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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文的内容相对于国内很多人士的著作更加深刻与理性，尤其是对伊斯兰方面的认识已经大大超
过国内很多过时的什么什么家了。但是毕竟还是篇论文，很多内容在我分析还是很没有道理的，仍需
考证。
2、有破损，申请换货。
3、她说还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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