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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发现欧洲》

内容概要

在西方传统中，“发现”的主体通常是欧洲人，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本书却不同，这里的欧洲人
并非陌生、遥远蛮族的发现者，而是受到伊斯兰国家发现与观察的化外之民。在中世纪时，伊斯兰世
界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欧洲，在数学、医学乃至各门科学上，学会阿拉伯文就可以接触到当时
最先进的知识。作者以翻转西方学术传统的气势，探讨了穆斯林对西方认识的来源与性质。这部生动
活泼的作品勾勒了千百年以来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彼此影响的微妙方式，以穆斯林的观点重述了图尔战
役、十字军东征、勒班陀战役和维也纳之围等著名历史事件。作者引述了伊斯兰学者的史料，描述了
他们对西方事物，诸如庭园、绘画、议会、卫生、仪态乃至妇女服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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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发现欧洲》

书籍目录

中译本导言
中译本编按
2001年平装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接触与冲击
伊斯兰教史家看历史性战役／伊斯兰教政权重心的转移与分散／穆斯林看待基督教的反攻／十字军的
一些影响／土耳其人与蒙古人的相继崛起／奥斯曼勃兴时的穆斯林史观／葡萄牙之反攻／俄罗斯人的
复兴与扩张／伊斯兰势力的消长／伊斯兰权势的历史转捩／此消彼长下的新奥斯曼政策／强权林立时
的伊斯兰吉哈德遗风／西方特权泛滥和新技术之引进／18世纪穆斯林对历史变局的看法／世变之初的
后知后觉
第二章 穆斯林的世界观
伊斯兰国家的命名／伊斯兰之地与战争之地／休战和通行证／与外教并存的办法和典故／失地之后的
去留问题／初期穆斯林看欧洲民族
第三章 语言和翻译
穆斯林几种主要的语文／穆斯林的翻译事业／翻译希腊文时的重点领域／不知有拉丁文的存在／沟通
渠道和通译员／穆斯林通译的由来和地位／学者对欧洲语言的认识／欧洲语言的普及层面／法语的盛
行／西化时欧洲语言的重要性
第四章 媒介及中间人
穆斯林去欧洲的种种限制／盟友和特使团的故事／使节的报道和有关的史料／有关出差或游历欧洲／
对法兰克事物的观感／外交关系和致辞格式／两方外交关系的演进／与欧洲人接触的行业／穆斯林官
吏的组成之演变／犹太人和希腊人在奥斯曼的消长／轻忽使节的派遣／穆斯林的游记及其观点／另一
位大使的不同观感／学者政要的记载和观感／奥斯曼和摩洛哥报告的不同观点／使节眼光投向西洋／
威尼斯土耳其客栈的故事／两个方向的流动人口／两位流亡的亲王／双方的特务／介于两个世界之间
的检疫站／穆斯林的几本欧洲游记／后来的留学运动
第五章 穆斯林学者看西洋
学者开始注意西洋／有关欧洲的介绍／有关欧洲的地理知识／欧洲的民族和肤色／有关法兰克国王世
系的资讯／有关英国和罗马／关于爱尔兰和波希米亚／法兰克国和热那亚人／关于英伦三岛／看待世
界地理和世界史的视野／大时代中穆斯林的世界史观／最早的地图和航海图／地理著作和某些高官的
相关知识／有关欧洲民族和历史的记载／少见的大格局史观／官方史家的有限观点／官方史家对欧洲
史的认识／突破框架的另类史家／史家看对欧关系与和平／18世纪官方史家的眼界／18世纪以来的研
究状况
第六章 宗教
以宗教做首要的认同和分别／谈到基督教时的习惯用法／基督教的分裂和对方政界利用新教／对天主
教的了解／对遗民、遗物的感触／面临历史变局时的观感
第七章 经济事务：认识与接触
初期人士看西方事物／穆斯林国内奴隶的来源／奴隶的社会机会及其后来买卖的变迁／奴仆的地位和
功用／进入后宫的女俘虏／作战物资的供应／有关英国布料的说法／贸易性质的改变与嗜好品的流行
／所观察到的欧洲经济／有关西方经济的见识
第八章 政府及正义
初期穆斯林眼中的伊斯兰／伊斯兰的领土和领袖／对境外统治者的称呼和致辞格式／奥斯曼官方对欧
洲君主的称谓／宗主国的措辞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仿效普鲁士的改革建议／对欧洲女王的观感和政制
之认知／关于共和制的认识／对三种政治制度的认识／普遍敌视共和思想／有关西方的立法与司法／
关于欧洲人执法的其他记载／
⋯⋯
第九章 科学与技术
第十章 文化生活
第十一章 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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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发现欧洲》

第十二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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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发现欧洲》

精彩短评

1、发现还是不错的
2、自称是以什么“穆斯林”视角看欧洲，结果他选用的史料大都显示穆斯林根本懒得在乎欧洲。那
么你至少该从宗教社会经济方面分析下穆斯林这种心理的来由吧，可作者连这都懒得做，仅仅满足于
罗列各种无关痛痒的信息。好吧，这种漠不关心的写作方式也许正深得“穆斯林视角”的精髓呢。阿
弥陀佛。
3、对穆斯林不了解的人一下上来就读这本书会有点把控不住的感觉，因为很多背景知识都没有。不
适合做入门书籍来读。
4、译者真有够烂，不找原文都能读出很多（翻译造成的）错误和矛盾。原本我以为这本书是讲穆斯
林入侵欧洲的历史，结果其实基本是19世纪前的奥斯曼土耳其西化史。
5、萨义德狗带
6、比较琐碎，多为罗列
7、又一本买瘸的。段落行文来看，翻译水平堪忧；逻辑框架来看，原著作者不知所云。就它普及的
一些伊斯兰知识，给2星。
8、去土耳其前开始读这本书，在热浪袭击欧洲的午后终于读完第一遍；尽管作者援引了来自于奥斯
曼帝国的很多史料来展现曾经“穆斯林眼中的欧洲”，其行文结构和所加的注解仍然脱不开欧洲中心
论的模式，但一边看一边对照我大天朝过去数百年间对于洋夷的态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9、引用了穆斯林史料，但依旧是以欧洲人的视角看穆斯林。
10、翻译太烂
11、翻译差评
12、一直以来对伊斯兰文明一无所知，看完本书也仅了解一点点。评论说翻译很差，我没有核对原文
，但译者文笔还是很通顺明了的，阅读无障碍。
13、见土耳其思中国
14、细细碎碎的史料堆砌了很多很多，然而，看完后基本记不住什么深刻的地方，不仅穆斯林的形象
是冷漠封闭的，欧洲人也没有多少丰满的形象。
15、“直到现代初期 伊斯兰民族仍然维持着睥睨群伦 不可动摇的文化优越感 就像今日西方的某些人
一样”看得粗略 也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宗教 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读得断断续续 还要加油啊！
16、首先，翻译质量相当差，语言组织的翻译腔很重，大部分语句缺少汉语固有的结构完整性，读来
支离破碎。
其次是文章本身，正如很多人提到的，作者本人对穆斯林的欧洲观和相关史料的梳理缺乏系统性，拼
凑信息，缺乏统一的行文脉络，读之甚为失望。
17、还可以，但感觉有些浅，面面俱到，但每项都似不太深入。
18、萨义德在《东方学》后记里评价他的死对头刘易斯：“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为了警告西方消费
者注意一个恼羞成怒的、具有不民主天性的、崇尚暴力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19、内外向认识的演替缱绻
20、主要是翻译得太差劲
21、绝对的刘易斯风格，翔实的史料，充分的分析，独到的见解，本书是刘易斯教授于1982年创作的
，在其中东问题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上接《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对奥斯
曼早期未能现代化予以研究；下起《中东》和《what went wrong？》，探究伊斯兰-西方文明交流史。
站在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视角审视，你可以同意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他的种种批评，
你可以认为他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偏见，但中东问题、伊斯兰文明的研究不可缺少他的声音。这就是伯
纳德·刘易斯
22、除却政治上的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 处于欧亚大陆之间的穆斯林国家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
献
23、失于琐碎，穆斯林世界毫不关心十字军东征还是挺厉害的
24、在发现方面，新的阶段开始了，且几乎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25、最能凸显心灵的广大精微的，莫过于好奇心。典型的学者作品。
26、教科书、论文，从多个角度讲述穆斯林世界如何固步自封，引用的都是穆斯林历史资料，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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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发现欧洲》

理性、科学、进步”。
27、有趣的视角，翻译略呵呵。
真名：天朝上国心态的养成、表现及其后果。
某些心态真熟悉，大约前现代的“文（中）明（国）人”思考回路也有类似之处吧。

28、正如萨义德批评的，该书作者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观，即使他用的是土耳其的史料
29、穆斯林和基督徒两大比邻而立的文明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底是更具活力,更能突破桎梏的欧洲文明成
为纵横欧亚的翘楚.
30、材料匯編。
31、太专业了
32、换个视角
33、如果让我翻，也许我会给它五星。
34、把穆斯林换成天朝，差不多都讲得通
35、穆斯林对欧洲的认识史。典型的伯纳德·刘易斯著作，“有理有据”，据肯定是很充足的，但是
到底有多少理，还得多加判断。
36、总的来说就是古代穆斯林对欧洲完全不感兴趣。
37、名字和立意很诱人，用穆斯林的史料解密穆斯林是如何同欧洲人接触，战争，交易，挫败等。但
是感官上为啥还是欧洲发现穆斯林世界？只不过用穆斯林史料来证明。
38、故事性不强，考据严谨
39、书名主标题容易造成一些误解，读了内容才发现应该是穆斯林记录中的欧洲。他们基本挺看不上
欧洲的，哪怕在欧洲已经逐渐发展强大后...类似这样的心态似乎很容易在文明古国中存在。
40、其实是一本非常棒的书，用心去看完，就会开始理解为什么中东局势一直这么乱。人与人之间并
不是不可以理解，而是因为生活观念的大前提相差过大，信仰的力量在我这种没信仰的人看来可能有
些难以理解，但是它的的确确就是这么数百年来纷争的起因
41、除了题目起的好之外。。。写得好晦涩，无聊
42、阿拉伯世界曾经在建筑、医学、数学、贸易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所以他们觉得没必要向别的民族
学习什么这一点和天朝何其相象。当基督徒的世界崛起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世界的变化。所以
，今天世界的视角是西方人的角度。作者从穆斯林的角度，实际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角度来看西欧社
会的各个方面，其固步自封和傲慢令人印象深刻。
43、前段时间本已入手这本书，后因为快递送错地方，退回亚马逊而作罢。后发生了巴黎爆炸事件，
为应付陈老师的课前问答，从图书馆借来，补充伊斯兰教的知识。不久，因为事情太多而搁置阅读计
划。今天又重新捡起，但陈老师课已经上完，对这块知识的兴趣锐减，遂匆匆扫过，在脑中留了个印
象，待日后用到，再拿来翻阅。
44、穆斯林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被动的，其中心只有一个，就是阿拉伯帝国。土耳其语、突厥语都
深受阿拉伯语的影响，阿语之于穆斯林等同希伯来语之于犹太。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没有极端、强
力对外扩张的教义，假设信仰佛教，估计基督教早就一统世界了。
45、因为当下中东混乱局面以及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从
历史去找原因，于是从书架上拿下儿子此前被在那里的《穆斯林发现欧洲》。说是“发现”，并不确
实，要表达的是中东逐渐有了了解欧洲的欲望，学习欧洲的过程。读完本书的一个感觉是：或许是因
为地理原因，或许是宗教原因，中东穆斯林眼里好像只有欧洲（然后延伸到美国），只有欧洲才能够
成为对手、成为敌人。中东，受宗教的影响，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却屡受挫折，二者对比之下，导致当前种种发生。这好像就是此书作者的基本观点。
就书本身而言，“还行”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论题的重要性，所以我给了“推荐”。
46、翻译的不是很好，但是读起来还算流畅。其实，这本书的观点蛮简单的。
47、在传统与现代中，东方问题的演进一般是从西方的视角来进行。本书提供了一个东方来看西方的
视角⋯⋯诚然语言上的确没什么吸引力，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会很吃力。
48、[世界史] [伊斯兰文明]
49、差在翻译上，遗憾
50、这本书写的相当棒，作者从穆斯林的角度来回顾两大文明的接触，而不是我们习见的欧洲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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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叙事能力完爆年鉴学派一百条街。作为经典级著作，打四颗星就够了，但鉴于作者不断被大外
行，即恶棍萨伊德抹黑与污蔑，出于同仇敌忾之心，必须五星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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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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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穆斯林发现欧洲》的笔记-第290页

        这段话基本可以代表本书的翻译水平

2、《穆斯林发现欧洲》的笔记-第四章 媒介及中间人

        好你个沙英沙⋯⋯人家可是刻在碑上第一句过的，虽然用的是锲形文字写成的古波斯语⋯⋯

3、《穆斯林发现欧洲》的笔记-第7页

        翻译有点问题吧，比如p7: 约翰逊和他的好友博斯威尔谈话时。。原文的friend and biographer不知
为何被吃了一半，反而加了条译注说：也是约翰逊的传纪作者

那里的宗教及各种文物。。religion and everything else

P8:绝大部分改宗这新宗教的人（含伊朗西部）都是基督教徒。。原文明明是the vast majority of converts
to the religion, west of iran, were converts from christianity.

P9: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精神，以及（加以增色的）传统典籍缜密的考据成果。。the intellectual
curiosity of the renaissance, and nourishing it, the philological scholarship of the rapidly evolving humanist
tradition

以上都是2001年平装本序言，应该不存在版本问题吧。。我就看了这几页，添油加醋和语死早的地方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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