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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之道》

内容概要

《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全面论述了苏非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修持的道路和方法、苏非教
团思辨体系的演变，以及在各地的传播与衰落，说明其不仅在历史上为伊斯兰教的传承注入精神活力
，而且也对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思潮与运动有持久影响力。《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作为
一部综合性和基础性的学术著作，对伊斯兰教和宗教学研究均具无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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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之道》

书籍目录

导论什么是苏非主义
第一章神秘主义定义
第二章宗教史上的神秘主义
第三章苏非主义的自我诠释
第四章现代的苏非主义学术研究
第一编苏非主义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第一章苏非主义的起源
第二章早期的苏非
第三章哈拉智：冲突和殉道
第四章苏非主义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编苏非的“道”
第一章道乘的基础
第二章精神旅程：“站”与“状态”
第三章“真爱”与“混化”
第四章道乘修持的形式
第五章完人：人的完美
第六章圣徒和奇迹
第三编苏非教团的形成时期
第一章苏非主义与民间宗教
第二章教团组织的形成
第三章传承世系和流派
第四章教团礼仪和修道方式
第四编苏非神智学
第一章苏赫拉瓦迪与照明学说
第二章伊本·阿拉比与“存在单一论”
第三章伊本·赛卜尔因与“绝对单一论”
第四章伊本·法里德的神秘诗
第五章加拉鲁丁·鲁米及其《玛斯纳维》
第六章伊本·阿拉比以后的发展
第五编苏非教团
第一章苏非教团的宗教意义
第二章卡迪尔教团
第三章库布拉教团
第四章鲁米和毛拉维教团
第五章奈格什班迪教团
第六章尼玛图拉希教团
第七章契斯提教团
第八章沙兹里教团
第九章近代以来的新苏非教团
第六编苏非主义在各地
第一章苏非主义在埃及
第二章苏非主义在马格里布
第三章苏非主义在土耳其
第四章苏非主义在中亚
第五章苏非主义在南亚
第六章苏非主义在东南亚
第七章苏非主义在东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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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苏非主义在东非
第九章苏非主义在西非
第十章苏非主义在中国
结束语——当代伊斯兰世界中的苏非教团
附录：译名对照表（重要的人名、教团名、著作名、地名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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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之道》

章节摘录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内神秘主义的主流。在历史上，苏非主义曾作为对奢侈时尚、权利斗争等世
俗化倾向的抗议，并因对外在化和制度化的体制型宗教的反动而兴起。神秘主义以个人的主观直觉和
内在体验来突破教法的外在束缚，给严峻冷漠的教义礼仪注入鲜活的宗教情感，从而对民众产生强大
的感染力。苏非主义的充分发展，作为对宗教体制的补充，从内部为伊斯兰教滋生精神活力，对伊斯
兰教的广泛传播和穆斯林社团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个世纪以后，苏非教团发展了教主崇拜
、拱北（圣墓）崇拜等活动，有的教主大量收受信徒的奉献，参与政治权力的追逐，逐渐背离原来的
精神追求和宗教理想，产生种种蜕化和腐败，引起各方面的批判。近代以来，传统主义的伊斯兰复兴
运动，比如瓦哈比派，严厉谴责苏非教团的民间习俗和极端倾向，对其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伊斯兰现
代主义又将其视为造成穆斯林社会衰败的罪人，实行现代改革的敌人。因此，苏非主义因受到多方的
激烈批判而边缘化，苏非教团则潜入民间基层。在许多人看来，苏非主义及其教团组织似乎正在逐渐
成为历史陈迹。然而，在20世纪末的伊斯兰复兴大潮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苏非主义对于近代以来的
各种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在真正的宗教层面的复兴中，苏非教团正在悄悄地恢复
活动和重新扩张，并且是伊斯兰教在今日对外传播的主要力量。　　不过，苏非主义作为得到比较充
分发展的宗教神秘主义，渗透于穆斯林社会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呈现为形色各
异的实践、学说、制度和组织，所以常常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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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理地不错，值得一看
2、阅读不熟悉的内容真是无比艰难。系统性尚可，只是因为多人撰稿，有不少重复内容。
3、应该看做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优点十分明显。但也有一些瑕疵，例如多人撰稿导致的重复和译
名不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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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非之道》的笔记-第227页

        这好比用蜡做一个马、猴子或人，尽管他们的形式彼此不同，但蜡是他们所共有的。他们的存在
只是蜡，各自的形式仅仅是他们存在的样态。苏菲神秘主义的目的就是认识真主与受造物之间的这种
同一性，既能承认真主是唯一的真实在，是绝对的、必然的存在，又能意识到其他可能的、偶然的存
在，才算达到神秘主义认知的完满。在这一基础上，存在单一论与见证单一论仅仅是言辞上的区别，
类似术语表达了神秘修行的不同阶段，但它们在包括了“一”和“多”的终极实在中是可以调和的。
（P227）
希尔信迪认为，能从阳光的照耀下，区分星斗的存在，才算是真知灼见。（P220）

此前，我以为“见证单一论”的品级要在“存在单一论”之下，因为它的“混化”的水平似乎较低，
尚未泯灭万物而达到唯有真主的境界。甚至，我一度怀疑“见证单一论”者是否有真正的体验，而只
是用适合教乘的世俗理性推理而来。但看了上面的两段话，我有所解悟。现在我怀疑，见证单一论的
品级要更高。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虽然二者都强调了与真主唯一实在性，也都强调混化，但存
在单一论毕竟看起来更偏向本质的一面，而缺乏对现象的包容。用佛教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更偏向
根本智现前的空性真如，而未能与后得智一念相应，证得一切相之如实显现。换句话说，就是存在单
一论只“明心”，而见证单一论已经“见性”，自然是见证单一论品级更高了。朱子曾说：“以前看
得心只是虚荡荡地，而今看得来，湛然虚明，万理便在里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张白纸，今看得，便见
纸上都是字。廖子晦们便只见得是一张纸。”（《语类》一一三，义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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