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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

黄 云 静
中山 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

,

广东 广州

摘 要 东南亚是 古代东西海上交通要 冲
。

伊斯兰教产生后
,

穆斯林沿着海上商路来到了东

南亚
,

并将伊斯兰教传人东南亚
。

但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
,

尚有许多 问题待探讨
。

本文主要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若千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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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 区传播 的问题
,

国 内外学者都进行 了认真 的研究
,

也取 得 了

不少成果 ①
。

不过
,

由于相关的资料 比较缺乏
,

有一些问题仍然是不甚清晰
。

如伊斯兰教传

入该地 区的时间
、

路线
,

由谁传人 华人在其中起 了什么作用 等等
。

学术界对这些问题 尚

有不 同看法
。

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回答上述所有 问题
,

仅提出一些思考
,

希望能对上述问题

的解决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
,

首 先要 明确
“

传人
”

的概念
,

因为论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 的传

播问题
,

首先会涉及伊斯兰教传人东南 亚的问题
。 一 种外来宗教 的传人

,

以什 么标准衡 量

之 是 以外来宗教信徒的到来为标志
,

还是 以 当地 人饭依这种宗教 为标志 依本人 的理解
,

主要应以 当地人的饭依衡量之
。

当有一定数量的当地人饭依一种外来宗教
,

并 且对 当地社会

开始产生影响时
,

可以认为这种宗教传入 了当地
。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

唯一的标准
。

如果外

来宗教信徒在 当地达到一定数量
,

并且作为移 民长期居 留
,

已构成当地社会的一部分
,

则也

可 以 由此判断这种宗教 已在 当地扎根
。

反 之
,

如果外来宗教信徒数量少
,

或 者即使数量较

多
,

但只是短暂居住
,

并且不以传教为主要 目的
,

对当地社会没有产生大 的影响
,

则不能因

为这些外来宗教信徒的到来而认定这种宗教传人了该地 区
。

依据上述对
“

传人
”

概念的界定
,

就可 以把穆斯林来到东南亚和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 区

分开来
。

一
、

关于穆斯林在东南亚的出现

由于 中西海上交通在伊斯 兰教创立之前 已 开辟
,

在这条海上通道上往还 的商人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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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因此
,

从理 沦 卜来说
,

伊斯兰教创立后
,

很快
,

中西海上交通路线上就会有这些穆斯林

的足迹
,

因为阿拉伯 民族是重视商业贸易的民族
。

而且历 史学家们的研究表明
,

途经东南亚

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从唐朝开始 日渐兴盛起来的
。

伊斯 兰教创立十 公元 年
,

《 唐

书 》记载
,

年大食国有使 节来朝
。

不过 史 书没有说明这些使者 由陆路还是 由海路而 来
。

唐朝 中后期起
,

广州等沿海港 口 城市的对外 贸易 日益兴盛
,

而唐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

是阿拉伯地 区
,

前来这些港 口 城市从事贸易活动的穆斯林 商人也不断增加
。

在广州等地逐渐

形成穆斯林聚居区
。

世纪黄巢起 义时在广
‘

州杀死许多外 国人
,

当中有不 少穆斯林
。

这些居

留在 中国南部港 口 城市的穆斯林绝大部分应 当是 由海路而来
,

东南亚则为必经之地
。

由此 叮

以推断
,

当中国东南沿海港 城 市有阿拉伯穆斯林居 留
,

东南业也必有穆斯林 出现 所以从

世纪 中后期起
,

东南亚 当有穆斯林陆续到来
,

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
。

随着唐宋时期海上 贸

易的发展
,

出现在东南亚地 区 的穆斯林也不断增加
。

《宋史 》 卷三佛 齐 ① 条写道 唐大

佑元年 年 贡物
,

授其使都长蕃 长蒲诃栗立 宁远将军
。

书 中又提到宋时三佛齐国王 多

次遣使来朝
,

国土名 号多为
“

室利 ⋯ ⋯
” ,

这此名 号反映了印度教的影响
,

但其使节多姓蒲
,

或名字 中有
“

木
” 、 “

末
”

之字
,

学 者们 一般都 认为这是阿拉伯姓名
“

’’ 和
“

朋。 ”

的对音
。

据此可 以判断这此使 节可能是居 留当地 的外国穆斯林
。

《宋会要
·

蕃夷 七》记载 太

平兴国二 年 年
,

勃 泥 国 土 向打遣使施 弩
、

副使蒲 亚 利
、

判 官哥 心 来贡
。

蒲 利 亚 为

的对音
,

哥心 为 。 的对 音
,

应 该是穆斯林的名字 ②
。

东南亚地 区 的一些碑铭也 可

证实这种推断
。。

在东爪哇的莱
、

全发现 了公 元 年的非 当地 的女性穆斯林墓碑
。

以 上是关

于
一

旱期穆斯林来到东 南亚的
‘

些概况
。

但穆斯林到来后相 当长时间内并没有能使伊斯兰教传人东南亚
,

印度教
、

佛教仍在这 叭

占据支配地位
〔。

原因何在 首先
,

早期到来的外国穆斯林不仅居 留时间短
, “

许多人在那 卑

只待上
一

个冬天或 只是 为 了购办船货
, ” ③ 而 巨主要是 为商业 目的而来

,

即使
一

些人居 留时

间较 长
, “

这此侨居地是 出于纯 商业的原 因而 建 立的
,

所 以那 时是 否进行 了穆斯林传教 活动

是颇值得怀疑的
” ④

。

并且在早期
,

这些穆斯林居住范 围受到 当地统治者的严格 限制
,

如 同

在 中国居 留的穆斯林 一样 ⑤
。

因此 与当地社 会接触有限
,

未能融人 当地社会
,

从而也未能影

响当地社会
。

其次
,

早期 到来的穆斯林商人带 来的是正统 的伊斯 兰教
,

与 当地 文化差异较

大
,

不容易为当地人所接受
。

加上当时印度教
、

佛教势力强大
,

导致早期到来的穆斯林商人

在宗教方面难有作为
。

二
、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

我们以东南亚 当地人 版依伊斯 兰教 为其传人 的主要标 志
。、 一

般认 为是从 世纪 开始

《元 史 》卷 记载
,

至元十九年 年
,

儿朝 曾遣使 访问 巴赛 苏 门腊古 国
,

巴 赛 土

“

遣其臣哈散
、

速 组蛮人朝
” 。

学者们一般 认为
“

哈散
”

和
“

速 里 蛮
”

是
“

哈桑
”

和
“

苏莱

①三佛 齐
,

公元 一 世纪印度尼西 亚 苏 门 答腊古 国
,

起初 名 为 室利佛逝
,

宋代 以 后 中国 史籍称 为三

佛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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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鹿书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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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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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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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

的对音
,

说明他们是穆斯林 而这些穆斯林 以 巴赛王之
“
臣

”

的身份来朝
, “

这可能意

味着他们是本地的穆斯林或穆斯林 已成为国王 的臣 民
” ①

。

而最早记载伊斯 兰教在东南亚海

岛地 区传播的是 《马可
·

波罗游记 》
,

书中提到
,

八儿刺国 苏 门答腊古国 港 口城镇 的居民

受到前来经商的穆斯林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 ②
。

须文答腊 苏 门答腊 占国 发现 了第一个

穆斯林统治者马立克
·

萨勒赫苏丹的墓碑
,

年代为 年
。

按理
,

一国之君为穆斯林
,

其居

民大多数也应为穆斯林
。

然而
,

由于缺乏 史料
,

很难确定伊期兰教传入这里的具体时间
,

只

能将其大致推定为 世纪 中后期
。

最早传入的地方就是苏门答腊北部沿海地区
。

一般学者都承认
,

印度在伊斯兰教传人东南亚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 的 ③
。

首

先从地理位置上看
,

印度与东南亚相邻
,

也是西亚 商人海上东行的必经之地
,

西
、

南印度沿

海商港聚集了许多穆斯林商人
,

他们把伊斯兰教传给 当地人
,

当地人在与东南亚进行贸易活

动 中又传播 了伊斯兰教
,

因而印度成了伊斯兰教东传的中继站
。

其次
,

苏菲神秘主 义作为伊

斯兰教的一个派别
,

深受印度瑜伽学说影响
,

它传到印度后 为印度人所接受
,

再由印度人传

人曾经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
,

也就 比较容易为当地人所接受
。

因此
,

印度在伊斯兰教

传人东南亚过程 中起 了重要的作用
。

一般认 为
,

印度穆斯林通过商业活动把伊斯兰教传人东

南亚
,

也有一部分是 以专业传教师的身份进行传教的
。

以上的传教活动都是 以和平方式进行

的
。

笔者认为
,

除此之外
,

南印度与苏门答腊的争战可能也对伊斯兰教传人东南亚起 了某种

促进作用
。

据 《宋会要
·

蕃夷 七》记载
,

大 中祥符八年 巧 年
,

注辈 国 印度南部古国

使婆里三文
、

副使蒲加心
、

判官翁勿来贡
。

明道二年 年
,

注辈 国王 尸 离罗茶印她罗

注罗遣使蒲神她离等以泥金表进珍珠帽及珍珠象牙
。

这些使节的名字蒲加心
、

蒲神她离均为

穆斯林名字
,

说明注辈 已有穆斯林
。

西
、

南印度阪依伊斯兰教的情形 比较复杂
,

低种姓的商

人较早阪依伊斯兰教
,

德 巢苏丹国征服后上层人十 也坂依伊斯兰教
。

所 以
,

虽然德里苏丹 国

征服这些地区较晚
,

但这些地 区早 已存在穆斯林势 力
。

从 年至 年
,

注辈侵略和 占

领三佛齐达 年
。

虽然注辈入侵前
,

三佛齐也有穆斯林 出现
,

但注辈 的入侵和 占领肯定会

对三佛齐社会产生影 响
,

这影 响可能在宗教方面
,

也可能在其他方 由于缺 乏必要 的资

料
,

我们不能对之进行评估
。

但从探讨问题的思路来说
,

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史实
。

除了注辈

国人侵三佛齐
,

三佛齐也 曾征战斯 哄兰卡和南印度
,

这主要发生在 世纪 早期和 中期
。 “

大

约在 世纪末和 世纪 中叶以前
,

三佛齐常常同南印度各 国和锡兰 斯 里兰卡 处在长期

争夺海上霸 权 之 中
” ④

。

南 印度 王 国般茶 的 国王 曾一度掳去二佛 齐 的国王 婆伽 王 发生 于

年或 年
。

三佛齐王国陷于 四分五裂之 中
。

而这时爪哇的新柯沙里王 国趁机 出兵征

伐苏门答腊
。

苏 门答腊改宗伊斯兰教 可能与这两方而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

也许南印度穆斯

林对苏门答腊施加压力
,

要求其改宗 也可能苏 门答腊为了摆脱爪哇的控制而 向伊斯 兰教 寻

求思想武器
,

或者以改宗换取南印度的穆斯林支持其抵抗爪哇的入侵
。

伊斯兰教传人东南亚海岛地区从苏 门答腊开始
,

这 与苏门答腊处在东西交通要冲的地理

① 《 , 〔, 〕 ,

② 陈开俊等译 《马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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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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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密切相关
。

苏门答腊与印度交往频繁
,

为伊斯兰教的传人创造 了机会和条件
。

除了西
、

南印度
,

今天 的孟加拉
、

斯里兰 卡
、

阿拉伯地 区都是 东南 亚伊斯 兰教 的来源

地
。

三
、

关于马六 甲阪依伊斯兰教及其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地位
、

作用

马六 甲王国建立于 年
,

年得到 明朝承认
。

对 马六 甲坂依伊斯兰教 的时间
,

学

者们有不 同的看法
。

有 的认为始于第一代国王
,

有 的认为是始于第二代国王
,

也有人认 为始

于第三代国王
。

还有人认为是在第 四
、

五代国王阪依伊斯兰教的
。

事实上
,

这几任统治者都

有穆斯林的名号
,

依次为 伊斯干达尔
·

沙
、

母干撒干的儿
·

沙
、

苏丹
·

穆罕默德
·

沙 西里麻

哈刺
、

息力八密瓦儿丢八
·

沙
、

穆扎法尔
·

沙 速鲁檀无答佛 哪
·

沙
。

不过这并不能作为马

六 甲王国从第一代国王开始就阪依伊
‘

斯兰教的依据
。

因为名号可 以有多个
,

而且可 以是生前

取的
,

也可 以是死后 由后人加封的
。

而且这几位国王除了拥有上述的穆斯林名号外
,

还有印

度教 的名号
,

依次分别是室利
·

拜里迷苏刺
、

罗 阁
·

明那瓦
、

室利
·

摩诃罗 阁
、

罗 阁
·

易 卜拉

欣
、

罗 阁
·

卡西姆
。

其中一些统治者
,

尤其是初期的统治者
,

其印度教 名号 的影 响远在其伊

斯兰教名号之上
。

因此
,

统治者的名号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
。

据 《马来纪年 》记载
,

马六 甲王 国是从第三代马六 甲国王开始改宗伊斯兰教的 ①
。

《马

来纪年 》是马六 甲王族后裔所编撰
。

按常理
,

人们一般都会为 自己的祖宗歌功颂德
。

饭依伊

斯兰教在马六 甲王族后裔看来是一桩值得荣耀的大事
,

所 以他们要么 如实记载阪依的年代
,

要么则将之提前
,

而一般不会推后
。

既然马六 甲王族后人记载其阪依时间为第三代国王统治

时期
,

则我们推断
,

马六 甲王 国阪依伊斯兰教不会早于第三代国王统治时期
。

但是也不至于

晚至第五代国王时期
。

因为 巧 世纪初期马欢 随郑和下 西洋 时 已 见到满刺加
“

国王 国人 皆从

回回教
,

持斋受戒
” ②

,

说明满刺加 国 已伊斯兰化
。

可 见第三代国王 坂依伊斯 兰教 的说法较

为可信
。

综上所述
,

马六 甲从立 国之初可能 已 经传人伊斯兰教
,

统治者倚重穆斯林 商人来发展商

业贸易
,

也采用伊斯兰名号
,

但全面伊斯兰化当在第三代国王统治时期
。

由于马六 甲是 当时海 仁贸易中心
,

马六 甲阪依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 岛地区传

播起 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

首先是马六 甲的众多附属 国随之饭依伊斯兰教
。

马六 甲王国强盛时

其疆域包括马来半岛
、

苏 门答腊及爪哇部分地区
,

马六 甲王国伊斯兰化对这些地区产生直接

影响
。

彭亨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是马六 甲苏丹之子 丁加奴
、

吉打
、

北大年
、

吉兰丹等都是

在成为马六 甲属国后版依伊斯兰教的
。

马六 甲的伊斯兰化曾受到来 自苏 门答腊的穆斯林的影

响
,

反过来又促进苏 门答腊的伊斯兰化
。

像苏门答腊岛上的罗坎
、

甘 巴
、

锡亚克
、

莫得腊其

利都是作为马六 甲的属 国
、

属地而接受伊斯兰教 的 ③
。

其次
,

凡与马六 甲有贸易往来 的王国

或 商业 中心
,

出于经济利益
,

或主动或被动饭依 了伊斯兰教
。

香料群岛的坂依就属于这种情

况
。

马六 甲 的兴起及伊斯兰化在东南亚伊斯兰化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
。

但我们

①许云椎译注 《马 来纪年 》
,

新加坡青年书局 年版
,

第 一 页
。

②马欢著
,

冯承均校注 《碱涯 胜览 》
,

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四年版
,

《满刺加 国 》
③

, 『
‘叮

, ,

八 罗
, ,



不能因此而对之估计过高
。

因为在此之前
,

伊斯兰教 己在东南亚海岛地 区
,

主要是沿海地 区

取得 了立足点
。

比如在爪哇洒水 附近 的杜罗洛约发现 了 一 些穆斯林 的墓地
,

其 中有 一 些 是

世纪末的
,

可惜墓碑 已不见 另外一些是 世纪末的
,

存有墓碑
。

其 中
一 块墓碑正 而 卜

刻有爪哇文
,

背面刻有 阿拉伯文 碑上 的花纹 装饰具有爪吐风格
,

并且 采用爪吐 的萨迎纪

年
,

故有学者认为这死者是 印尼人而非外国人 又 由十墓地靠近麻咯 巴歇王室所在地
,

学者

们认为这些穆斯林不是王室成 员就是贵族阶层
,

总之 与王室关系密切 由此可见在麻嗒巴歇

这个印度教王国全盛时期 已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 ①
。

所 以
, “

尽管马六 甲在穆斯林 的扩
一

张中

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

但杜 罗 洛约墓碑证实
,

在 世纪
,

伊斯兰 教 已 在东爪 吐牢 固扎 根
,

比马六 甲的建立早一个世纪
” ②

。

此外
,

在菲律宾南部群 岛洛荷岛的洛荷镇 附近发现 了
一

座

外国穆斯林 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的墓地
,

其规格与苏禄苏丹墓差不多
,

其年代为 年

这说明
“

世纪末或 世纪初
,

在洛荷
,

已有外国穆斯林定居或拓殖于此
” ③

。

如 果这 尚不

足 以证明伊斯兰教 已传人菲律宾群岛的话
,

那 么至迟 在 世纪末
,

苏禄群 岛接受伊斯兰教

已有足够的资料证实之
。

苏禄族 谱记载
,

外 国传教师阿尔
·

马克敦于 年来到苏禄传教
,

深受 当地人欢迎
。

另外
,

年苏 门答腊 的 巴 象达 罗 阁来到 苏禄
,

推动伊斯 兰教 的传播
。

可见
,

在 马六 甲王 国建立前
,

伊斯兰教 也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南部找到立足点
。

因此
,

我们在

评价马六 甲王 国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应恰如其分
。

四
、

关于华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 中的作用

各种有关资料 显示
,

华人在东南亚 旱期伊斯兰教传播中起 一定的作用
。

但这些资料 比

较零散
,

令人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
、

具体的 评价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可透过这些资料得

到一些初步 的
一

了解
。

在马来半岛 丁加 奴发现 了
一

块 年代 为 年的碑铭
,

记载伊斯兰教教

义及干犯伊斯兰教法律所应受到的处罚
。

在 同一地方
,

发现有华人的村庄
。

所 以有学者认 为

这是华人所立
。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
,

那说 明华人与伊斯兰教传人该地 区有 密 切关系
,

不是传播者就是较早 的饭依者
。

郑和下西洋时
,

马欢记载爪吐 已有华人穆斯林
“

国有三等人
, ‘

等 回 回人
,

皆是 西番

各国为商流落此地
,

衣食诸事皆清致 一等唐人
,

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
,

食用亦美

洁 有从 回回教受戒持斋者 ⋯⋯
” ④

。

这些从华南来到爪 哇的华人
,

也 许在到 来之前 已 饭伊

斯兰教
,

也许是在到来后为了商业往来的方便而版依伊斯兰教
。

无论如何
,

他们是 当地穆斯

林的组成部分
。

而郑和木身是穆斯林
,

郑和下西洋这个重大事件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起

了推动作用
。

这一方面表现在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东 西海上交通
,

扩大 了东南亚与伊斯兰世界

的接触
,

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另一方面表现在支持满刺加 即马六 甲 独立
,

给伊斯 协

教传播以真正的动力 ③
。

①
,

②
, 一

③
, 『

卜 〔石 〔
‘

,

雨
, 『

, ,

④马欢
,

前引书
,

爪哇 国 》
⑤详见廖大坷 《郑和 下 西 洋与伊斯 兰 教在 东南亚 的 传播 》

,

南京郑和研究会编 《走 向海 洋的 中国

人 》
,

海潮 出版社 年版



在爪哇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关于伊斯兰教传教 师的
“

九大 贤人
”

的故事
。 “

九贤
”

是爪吐

人对九位为伊斯兰教在爪吐传播作 出杰 出贡献的伊斯兰教传教 师的尊称
,

其中有外国人
,

也

有华人
。

至于华人传教师的具体人数则尚存争论
,

但
“

九贤
”

中有华人 已是不争的事实 ①
。

在渤泥 文莱
,

其第一 任苏丹 的女婿 王 三 品 为 华人
,

后继 任苏丹
,

称 亚 默
,

他对伊斯兰教在渤泥的进 一步传播无疑是起 了作用的 ②
。

此外
,

在菲律宾南部 的洛荷岛
,

当外 国的伊斯 兰 教传教 师前来传教
,

他们有华人相伴

随 ③
。

这些华人也许是穆斯林
,

即使不是穆斯林而仅仅是 向导
,

那 么他们在伊斯兰教传播 中

也间接起 了促进作用
。

综上所述
,

华人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 区 的传播是起 了一定作用的
。

五
、

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半岛与海岛地 区 的不同际遇

伊斯兰教来到东南亚
,

它在东南亚半岛地 区和海岛地区的际遇截然不同
。

在海岛地区逐

渐传播开来
,

而在半 岛地 区
,

除在 占婆 今越南 中南部 取得进展外 ④
,

在其它地方难以立

足
。

对这个问题
,

学者们有不 同的解释
,

但多从宗教方面找原因
,

其次从地理位置方面进行

解释
。

笔者认为
,

从大方 向来看
,

这样的思路没有问题 但在进行具体探讨时
,

对宗教因素

的分析应更深入些和更全面些
。

比如
,

在伊斯兰教未传人前
,

海岛和半岛地 区 同样受到印度

教
、

佛教的影响
,

为何当伊斯兰教到来时却有不同的际遇 这说明印度文化在海岛和半岛的

影响存在着差异
。

那么
,

这些差异 又是如何造成的 循着这些疑问
,

我们可 以进行一些更深

人的探讨
。

首先
,

从宗教文化方面看
,

在印度教
、

佛教传人 中南半 岛之后
,

伊斯兰教到来之前
,

这

里普遍建立起 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
,

印度教
、

佛教 已深深扎根于 中南半岛地区
,

成为该

地 区各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所 以统治阶级极力维护
,

不许人 民改宗
。

相反
,

海岛地

区虽然也 出现过一些 印度教
、

佛教王 国
,

但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于半岛地 区
,

其政权基

础相对不够稳固
,

政治制度也相对简 单
,

这些都不利于一种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
。

所 以在伊

斯兰教到来之前
,

两大地 区虽然 同受印度文化影响
,

但其程度大不一样 在半岛地 区深深扎

根
,

在海岛地 区形式多 于 内容
。

这是伊斯兰教容易征服海岛地区而难以在半 岛地区立足的一

个重要原因
。

而且
,

印度宗教在半岛和海 岛地 区产生不 同影响的根源还在于 这两个地区各

自原始宗教文化不同
,

当印度宗教传人时便对之各取所需
,

进行不 同的改造以适应本地人们

的心理需求
。

海 岛地 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的原始信仰中包含有神秘主义的成份
,

所以特别重视

和强调印度宗教中神秘主义的思想 内容
,

并将之与原始宗教信仰揉合起来
,

而对印度宗教其

它成份相对不那 么看重
。

半 岛地区则有所不同
,

不那么强调神秘主义的内容
,

而更多强调 印

度宗教 中的等级观念和神权
、

王权合一的威权观念
。

所 以
,

虽然 同样接受了印度宗教
,

但在

半 岛和海岛的影响却有所不 同
。

⑤
。

于是在伊斯兰教到来时
,

尤其是印度穆斯林把神秘 主 义

的伊斯兰教派别介绍到东南亚地 区时
,

海岛地 区较容易接受
,

而半岛地 区则坚决抗拒
。

①参阅孔远志 《印尼华人的穆斯林 》
,

《中国穆斯林 》 年第 期

②邱新民 《东南亚 文化 交通史 》 第 章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文学书屋联合 出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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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参阅廖大坷 论伊斯兰 教在 占婆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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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问题研究 》 年第 期

⑤ 关于东南亚对印度文化的选择性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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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从地理因素看
,

半岛地 区远离当时东西主要 商业通道
,

而海岛地 区正处于这条通

道上
,

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产生了影响
,

因为伊斯兰教 主要 由商人传人东南亚
。

我们知道
,

在古代航海技术水平较低时
,

东西航道主要沿岸延伸
,

那时半岛地 区离航道较近
,

其沿海地

区为必经之地
。

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指南针发 明以后
,

海上航行可 以偏离海岸
,

从海岛地区穿越
,

离开半岛地 区远 了
。

所 以
,

主要 由商人进行传播的伊斯兰教对半岛地区影

响有限
。

另外
,

缅甸虽然与印度相邻
,

但其西部地形险要
,

不利交通
,

印度的穆斯林难于从

这里进人半岛地 区 ①

由于上述 因素的影响
,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便有不 同的际遇
,

在半岛地区难 以立足
,

而在

海岛地区则逐渐传播开来
,

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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