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文摘要 

 
自明代中葉開始，伊斯蘭教在中國出現了嚴重的信仰危機，為了解決教義不

彰的困境，讓伊斯蘭教能夠在中國生存發展，在西北地區興起了經堂教育，在東

南沿海、長江流域和雲南，許多許多穆斯林學者紛紛以漢文著書立說，這些著作

多以闡釋伊斯蘭教義、教法和宗教哲學為主，在回族知識界稱為「漢克塔布」來

閱讀。這些學者不僅具有豐富的宗教學養，還具有深厚的儒學造詣，甚至兼通佛、

道思想，是博通四教的「回儒」，其中以王岱輿、馬注、劉智和馬德新四人最為

重要，他們被當今學術界稱為中國伊斯蘭教的「四大經學家」或「四大著作家」。 
穆斯林漢文著述因受到伊斯蘭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雙重制約，明清穆

斯林學者在建構「以儒釋伊」的性別理論時，在與儒家相合的地方採取附會儒家

的方式，但在面臨與儒家不同的地方，則堅持伊斯蘭教的原則，例如他們雖然認

同儒家的五倫，但卻將人倫秩序作了更改，把夫婦關係置於人倫秩序的首位；反

對儒家的貞節觀，主張寡婦再嫁；在兒女生育教養方面，反對中國社會重男輕女

的作法，主張男女同等愛護養育；肯定男女同質，但卻嫁接了「夫為妻綱」的信

條，將丈夫的地位神聖化；反對中國社會「妻妾型」的多妻制，主張丈夫在各方

面應該平等對待自己的眾多妻室。 
從穆斯林漢文著述中關於性別的論述，可以看出這實是明清穆斯林學者對於

理想的婦女典範的形塑，尤其是他們藉由聖人時代傑出、優秀的女性，例如聖妻

赫底徹、阿依莎，聖女法土默…等人的言行事蹟，並依據主流文化的道德觀念和

社會規範，經過不斷地修改、潤飾和現代化，建構他們理想的婦女形象和典範。 
在漢文著述中同時也反映了穆斯林學者所建構理想的兩性關係模式，即男女

有別、處處防嫌，他們依據伊斯蘭教深閨制度和儒家文化「男女授受不親」的規

範，建構其理想的兩性關係模式，所以他們在漢文著述中一再地反覆引用穆聖之

女法土默「見瞽目而避之」的事蹟做為論證「男女之防」的理論基礎。 
由於許多漢文著述被各地清真寺收為經堂的教材，教授經生，明清穆斯林學

者所建構理想的兩性關係模式和對婦女典範的形塑，這套理論勢必會透過經堂教

育在穆斯林社會中傳播。從現實意義上來看，穆斯林漢文著述中的性別觀確實有

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它反映著明清時期少數的中國穆斯林知識份子所建構理

想的兩性關係模式，筆者認為漢文著述性別觀的影響層面僅限於少數的菁英階

層，對絕大多數處在社會中下層的穆斯林群眾而言，所產生的影響相當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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