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绪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绪论》

13位ISBN编号：9787227059596

出版时间：2015-1-1

作者：伊本·赫勒敦

页数：915

译者：李振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历史绪论》

内容概要

1.阿拉伯遗产宝藏。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
2.中世纪阿拉伯西部地区最后一位著名哲学家伊本·赫勒敦对人类文明、国家、生计、教育、官职⋯
⋯的阐述。
3.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留埃学生、知名阿拉伯语翻译家李振中教授，历时十年翻译而成的鸿篇巨著
。
4.今天，我们把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介绍给中国读者，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阿拉伯国家的历史
及其发展规律，了解阿拉伯民族文化的特点和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了解阿拉伯民族许多内在
的心理情愫。
5.翻译语言明白晓畅，虽为中世纪作品，但是读起来毫无隔膜。需要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加入了大量的注释，方便读者理解文意。同时，书后还附了中英阿文译名表，方便读者查对、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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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作者简介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自幼从父学习《古兰经》，后到当地著名宗教
学府学习“圣训”、教义、语言、诗歌和哲学等知识，是中世纪阿拉伯西部地区（马格里布）最后一
位著名的哲学家，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学者。他的全名是艾布·扎伊德·阿卜杜勒·
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他一生经历坎坷，宦海几度沉浮，这对他的创作思想和哲
学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伊本·赫勒敦于1406年在开罗逝世。
译者简介
李振中，河南人，1937年出生，回族，哈吉，教授。1955年12月至1961年7月在埃及开罗大学留学，回
国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1985年12月至1997年12月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言学院任教。1993
年12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拉伯汉语词典》《汉阿分类词汇词典》《
汉阿词典》主编之一；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哲学卷”“戏剧卷”的阿拉伯条目撰稿
人。译著作品主要有《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甘露街》（纳吉布三部曲之三）等。编著有《马坚
传记》《尼罗河畔的回忆》《东方哲学史》《阿拉伯哲学史》等。此外，有多篇论文被《阿拉伯世界
》《国外文学》《国外哲学》《东方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年鉴》《知识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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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书籍目录

上卷
序一 十年铸一剑俯仰不愧怍朱威烈
序二 影响世界的阿拉伯文化巨人杨怀中
译者自序社会历史哲学奠基人伊本？赫勒敦李振中
原书序《历史绪论》阿拉伯文版序言胡德拉．贾瓦德博士
前言
第一章 人类文明概述
绪论一：人类的社会性是必然的
绪论二：地球开发部分及森林、河流和地区
绪论二（续）：地球在北部四分之一地区的开发程度高于它在南部四分之一地区的开发程度及其原因
绪论三：温和地带和非温和地带气候对人类肤色和其他情况的影响
绪论四：气候对人类性格的影响
绪论五：开垦地区食品供应的情况及其对人类身体和品行的影响
绪论六：人类中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不同知者层次
第二章 游牧文明、野蛮民族、部落社会
第一节 游牧人和城镇人都是自然群体
第二节 游牧人是存在的一个自然群体
第三节 游牧人早于城镇人，沙漠是发展的基础，城镇是他们的延续
第四节 游牧人比城镇人更善良
第五节 游牧人比城镇人更勇敢
第六节 城镇人依赖法律，丧失了力量和勇气
第七节 部落是游牧人族亲意识的纽带
第八节 族亲意识由血缘关系形成
第九节 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保持着纯洁的血统
第十节 血统的混乱是如何发生的
第十一节 领导权属于部落中的核心族群
第十二节 部落的领导权不属于宗族以外的人
第十三节 家族荣誉只属于家族成员，这是基于根本和事实，其他人只是沾光而已
第十四节 家奴和家臣的家族荣誉来自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的出身
第十五节 一个望族持续四代人
第十六节 野蛮民族更能制伏他人
第十七节 族亲意识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
第十八节 不能夺得政权的障碍是沉湎于物质享受
第十九节 一个部落对他人表现屈辱和顺从是不能夺得政权的障碍
第二十节 追求高尚品德是争取权力的一个标志
第二十一节 越是野蛮的民族他们的权力范围就越大
第二十二节 一个民族只要族亲意识存在，当权力在它的一个族群中消失，必然会在它的另一个族群重
现
第二十三节 被征服者在个人追求、服饰、职业、习惯诸多方面都热衷于模仿征服者
第二十四节 一个民族被征服和受他人统治，这个民族很快就会灭亡
第二十五节 阿拉伯游牧民只会征服平原地区
第二十六节 被阿拉伯游牧民征服的地方很快就会遭到破坏
第二十七节 阿拉伯游牧民的权力总的来说都具有宗教色彩，如先知、圣徒和重大宗教事件
第二十八节 阿拉伯游牧民对权力政治是最缺乏经验的
第二十九节 沙漠中的部落和群体受到城邦居民的控制
第三章 国家、王朝、哈里发、官职的各种情况、基本原则和补充
第一节 国家王朝是通过族群和族亲意识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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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第二节 一个国家王朝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后它就可能不再需要族亲意识
第三节 王室成员不依靠族亲意识也可能建立起国家政权
第四节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政权其根基是宗教——先知或天启
第五节 宗教传播为国家权力原来的族亲意识增加了新的活力
第六节 没有族亲意识宗教传播难以实现
第七节 每个国家都有一定份额的省份和版图，不会超过
第八节 一个国家的强弱、版图大小和寿命长短由执政者实力决定
第九节 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部落和家族，这个国家的统治很难巩固
第十节 权力的本质就是追求独裁
第十一节 权力的本质就是追求奢侈
第十二节 权力的本质就是追求舒适和平静
第十三节 当权力追求独裁、追求奢侈和贪图安逸的本质完全暴露的时候
这个国家（王朝）开始走向衰弱
第十四节 一个国家（王朝）和人一样有它的自然年龄
第十五节 国家（王朝）从沙漠游牧生活过渡到城市定居生活
第十六节 王朝早期的奢侈可以增加它的实力
第十七节 一个王朝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情况，由此形成人们不同的性格和品德
第十八节 一个王朝留下的古迹多少与它当初的基本实力成正比例
第十九节 当权者借助外力对付本国人民和本族族群
第二十节 各个王朝中家奴和归顺者的情况
第二十一节 关于国王被软禁和受操纵的情况
第二十二节 操纵国王的人不能享有国王的特殊称号
第二十三节 王权的实质和种类
第二十四节 滥用权力有损王权，在多数情况下它还破坏王权
第二十五节 哈里发和伊玛目的含义
第二十六节 穆斯林大众（乌玛）对于哈里发职务的规定、条件和分政
第二十七节 什叶派与伊玛目
第二十八节 哈里发转变为权力
第二十九节 论效忠
第三十节 论继位人
第三十一节 哈里发的宗教职能
第三十二节 “信士的长官”称号是哈里发的另一个特别称谓，它是在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出现的
第三十三节 关于基督教“教皇”“主教”和犹太人“祭司”称谓的解释
第三十四节 国王和素丹的等级与称号
第三十五节 王朝中“枪杆子”和“笔杆子”等级的差别
第三十六节 国王、素丹的专用标志
第三十七节 战争及各国的作战方式与方法
第三十八节 税收及其多少的原因
第三十九节 王朝末期的征税
第四十节 素丹经商损害老百姓、破坏税收
第四十一节 素丹及其随从只有在王朝中期才是富裕有钱的
第四十二节 素丹赏赐减少税收就减少
第四十三节 压迫导致发展的毁灭
第四十四节 朝延中侍卫阶层是怎样产生的，它在王朝末期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
第四十五节 一个王朝为何分裂为两个
第四十六节 一个王朝的衰落是无法消除的
第四十七节 一个王朝是如何腐朽的
第四十八节 王朝是如何产生的
第四十九节 新王朝取得对原来王朝的全面控制是通过持久战，而不是闪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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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第五十节 王朝末期建设项目很多，瘟疫、饥荒频繁发生
第五十一节 人类的开发建设需要有政治组织领导
第五十二节 法帖梅人，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揭开盖子看真相
第五十三节 王朝和民族的兴起、叙事诗及所谓预言
下卷
第四章 城镇、州府和其他定居形式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情况，包括前提和后果
第一节 王朝的建立先于城镇和州府的建立，它们是在政权建立后才产生的
第二节 一个新政权必然要巩固首都周围地区
第三节 只有实力雄厚的王朝才能建设大城市和大型建筑物
第四节 十分庞大的建筑工程不是一个王朝完成的
第五节 规划城市应该注意的事项，忽视这些事项会产生什么后果
第六节 清真寺和世界上的大型建筑物
第七节 伊非利基亚和马格里布城镇很少
第八节 伊斯兰王朝与它自身的力量，与以前各王朝相比较它的建筑物和楼宇是少的
第九节 阿拉伯人规划的建筑很快就毁坏了，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第十节 城市开始遭到破坏
第十一节 一个城市给予居民福利的多少和市场消费的多少，实际上与这个城市的发展程度有着直接关
系
第十二节 城市里的物价
第十三节 沙漠游牧民不住繁华地区
第十四节 国家和城市一样，有富裕和贫困的差别
第十五节 城镇中不动产的积累、人们的效益和收获情况
第十六节 城市中的富人需要官衔和保护
第十七节 王朝文明的巩固与这个王朝的延续和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十八节 文明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寿命的终结，文明预示着发展的毁灭
第十九节 政权的中心随着王朝的毁灭而毁灭
第二十节 一个地区所具有的特色产品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第二十一节 城市中也有族群意识，一些人的族群意识超越了其他人
第二十二节 伊斯兰各地区居民的语言
第五章 生计及其所必需的经济来源和手工技艺表现出来的各种状况和问题
第一节 给养和收益的本质和解释，收益实质上是人类劳动的价值
第二节 生计来源方向、种类和途径
第三节 受雇佣不是获取生计的正常渠道
第四节 企图从埋藏的宝物中取得财富不是获得生计的正常渠道
第五节 有地位的人有利于聚财
第六节 幸福和收益属于能够顺从上级和迎合潮流的人，这是带来幸福的一个原因
第七节 从事宗教法庭审判、法典说明（穆夫替）、宗教教育、清真寺里的领拜（伊玛目）、宣讲（海
推布）和宣礼（穆安津）等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没有什么财富
第八节 种地是下人的生计，游牧民浪迹天涯
第九节 商业的含义、方式和种类
第十节 什么人从事商业，什么人应当回避这一行业
第十一节 商人的品行低于国王、贵族的品行
第十二节 商人贩运货物
第十三节 囤积居奇
第十四节 低价伤害从事这一贸易的商人
第十五节 商人的品德低于领导人的品德，也缺乏豪爽气概
第十六节 手工艺技术必经由师傅传授
第十七节 工艺技术的完美程度取决于城镇发展的程度和规模
第十八节 一个地区工艺技术的精湛程度取决于该地区文明的巩固程度和发展时间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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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第十九节 当需求增加时工艺技术水平才会提高，数量也会增加
第二十节 一个地区濒临毁灭，它的工艺技术先遭萎缩
第二十一节 阿拉伯人是最不熟悉工艺技术的族群
第二十二节 一个人掌握并精通了某种专门技艺后很难再掌握并精通另外一种专门技艺
第二十三节 浅谈基本技能
第二十四节 种地
第二十五节 建筑
第二十六节 木匠
第二十七节 纺织与缝纫
第二十八节 助产接生
第二十九节 医术
第三十节 文字与书法
第三十一节 书籍抄写与装订
第三十二节 歌曲
第三十三节 技艺给予从业者以理智，特别是书写和计算
第六章 知识学科分类，教育方法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其中有前言和后记
第一节 人类的思想
第二节 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思想来完成的
第三节 经验理智及其产生
第四节 人类的知识及天使的知识
第五节 众先知的知识
第六节 人的先天本质是无知的，人的知识是后天得到的
第七节 在人类的发展中知识和教育是自然现象
第八节 知识的传教（教育）属于工艺技术类
第九节 科学的繁荣与文明的发展和建设的繁荣相联系
第十节 在当代文明发展中产生的知识学科
第十一节 《古兰经》学科一经读学、经注学
第十二节 圣训学
第十三节 伊斯兰法理学及教律教规
第十四节 遗产继承学
第十五节 教法学的基础及由此产生的分歧与争论
第十六节 凯拉姆学
第十七节 苏非学
第十八节 释梦学
第十九节 理智学科及其分类
第二十节 数字学科
第二十一节 几何学
第二十二节 天文学
第二十三节 逻辑学
第二十四节 物理学
第二十五节 医学
第二十六节 农业学
第二十七节 神学
第二十八节 巫术与密码学
第二十九节 化学（炼金术）
第三十节 对哲学的批判和哲学家的错误认识
第三十一节 驳斥星占学技能，揭露星占学的虚伪及其危害
第三十二节 否定炼金术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及从事此项工作带来的危害
第三十三节 繁多的学术著作是学习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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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绪论》

第三十四节 各学科知识众多的缩写本不利于学习
第三十五节 学习科学知识的正确方法与道路
第三十六节 工具学科知识研究不能扩展，它涉及的问题不能钻研
第三十七节 儿童教育及伊斯兰地区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第三十八节 对学生的苛求是对他们的伤害
第三十九节 游学求知和会见大学者可增加学习的完备
第四十节 在人类群体中学者是离政治及其派别最远的
第四十一节 伊斯兰学者大部分是波斯人
第四十二节 阿拉伯语言各学科
第四十三节 语言是一种技术才能
第四十四节 现在阿拉伯人的语言是独立的，与穆达尔和希木叶尔语言不同
第四十五节 现在城市和各地居民的语言是独立的语言，不属于穆达尔语言
第四十六节 关于穆达尔语言的教育
第四十七节 穆达尔语言的才能不是阿拉伯语言学技能，在穆达尔语的教育中不需要这种技能
第四十八节 修辞学家所说的“语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大部分阿拉伯化的非阿拉伯人得不到它？
第四十九节 城市地区居民绝对无法得到由来的阿拉伯纯正语言才能，距离纯正阿拉伯语越远的人得到
这种语言就越困难
第五十节 阿拉伯语言分为诗歌和散文
第五十一节 只有极少数人能同时精通诗歌和散文的创作
第五十二节 诗歌技能及学习方法
第五十三节 诗歌和散文的技能在于词汇而不是内容
第五十四节 背诵古文、古诗越多越好，背诵古文、古诗的质量决定语言表达能力的水平
第五十五节 有地位的人不愿从事诗歌创作
第五十六节 如今各地的阿拉伯诗歌
附录
中英阿文部分译名对照表
后记

Page 8



《历史绪论》

精彩书评

Page 9



《历史绪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