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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法的兴衰

敏　敬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公元 7 ～ 10世纪中期 ,是伊斯兰法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法体现出积极向上

的精神 ,作为穆斯林帝国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 ,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促使阿拉伯帝国出现全

面繁荣。但 10世纪以后 ,由于“创制大门”关闭 ,伊斯兰法开始走向僵化封闭 ,与现实严重脱离 ,不

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是造成穆斯林世界普遍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斯兰法的兴与衰 ,是穆斯林

世界兴衰的重要衡量标尺 。

关键词:伊斯兰法;穆斯林;创制;衰落

中图分类号:F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1-0087-04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Islam Law

MIN Jing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an 710069 , China)

Abstract:It wa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Law from the 7th AD.to the middle of

10
th
AD.At that time , Islam Law presented positive spirit and , as the main part of the superstructure of

M uslim empire , pushed st rongl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prosperi ties of Arab

empire in every aspect.But af ter the 10th century , because of the shutdown of “ the Door of Creat

Law” , Islam Law began to be closed deadly.It separated from reality severely and didn' t meet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y mo re.I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the decline of Muslim w orld.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Islam Law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ales to measure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Muslim w 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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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7世纪初 ,正当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因

长期战争而筋疲力尽时 ,处在它们之间的阿拉伯半

岛 ,伊斯兰教却迅速崛起。穆斯林以惊人的力量和

速度向外扩张 ,相继统一了半岛地区 ,并击败波斯和

罗马 ,占领了西亚 、北非等大片土地 ,在很短时间内 ,

建立起了东起中亚 ,西到马格里布 、西班牙的庞大帝

国。公元 8世纪中叶到 9 世纪中叶 ,穆斯林帝国达

到鼎盛 ,伊斯兰文化进入辉煌时期 。穆斯林的发展

与强盛 ,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富有开放和包容精神 、

提倡创制的伊斯兰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0 世

纪以后 ,穆斯林世界普遍走向衰落 ,同样与伊斯兰法

的衰落存在密切关系。这以后的伊斯兰法 ,因为关

闭“创制大门” ,而日趋僵化封闭 ,遂渐丧失对社会发

展的推动作用。

一 、伊斯兰法形成的早期特征

所谓伊斯兰法 ,是指穆斯林社会以《古兰经》和

“圣训”为基本根据而制定的各项法律 。伊斯兰法则

是一门专门研究在遵循伊斯兰教基本精神和价值观

念的前提下 ,如何从事立法工作的学问或学科。伊

斯兰法与《古兰经》同时产生 。《古兰经》和圣训中包

含了大量规范穆斯林个人及社会关系的律例条文 ,



但这些律例有的十分具体 ,有的却十分宽泛 ,而且数

量有限[ 1] ,人们远远不能按照生活需要从中找到一

一对应的答案。伊斯兰教兴起初期 ,社会发展迅速 ,

国家疆域不断扩展 ,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复杂 ,如何使

伊斯兰法既满足现实需要 ,又不违背伊斯兰宗旨 ,成

为穆斯林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于是出现 —批学

者 ,专门研究经训 ,探讨立法 ,伊斯兰法学因此而诞

生。伊斯兰法学家从一开始就分为两派。其一为

“圣训派” ,这一派坚持立法工作必须以经训明文为

准 ,没有经训明文 ,则立法无效。其二为“意见派” ,

这一派主张在缺乏经训明文的情况下 ,以经训精神

为原则 ,运用“公益” 、“类比” 、“公议” 、“择善”等方法

进行立法。两派法学家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 ,同时

又彼此借鉴 ,相互影响 ,派生出众多新的法学派别 。

到公元 10世纪 ,经过历史的淘汰 ,有四位法学家的

学说最终取得统治地位 ,成为正统学说 ,它们以其创

始人而得名 ,分别是哈奈菲学派 、马立克学派 、沙菲

仪学派 、罕百里学派 。

早期伊斯兰法在推动穆斯林对外扩张 、稳定社

会秩序 、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阿

拉伯 —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伊斯兰法第一次使半岛及其他游牧社会生活状

态从无序走向有序。前伊斯兰时代 ,这些地区迷信

横行 ,社会混乱 。阿拉伯人 、柏柏尔人等尚处于原始

社会末期 ,部落之间连年混战 , 人们的社会关系紊

乱 ,血亲复仇现象严重。酗酒 、溺杀女婴 、恃强凌弱

等陋习盛行;高利贷猖獗 ,阶级分化严重 ,严重阻碍

了半岛地区社会发展 。伊斯兰教兴起后 ,依照古兰

经的训示 ,开始有步骤地全面改造旧的社会秩序 。

伊斯兰法首先反对高利贷和暴利剥削 ,号召减轻穷

人负担 ,通过天课 、施舍救济穷人 ,弥补贫富差距 ,缓

和阶级矛盾。伊斯兰法确定了“穆斯林皆是弟兄”的

平等思想 ,否定阶级特权 ,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

位 ,增强社会凝聚力 ,使人们的群体意识突破狭隘的

部落和地域限制 ,为阿拉伯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打

下了思想基础。伊斯兰法针对前伊斯兰时代半岛混

乱的社会关系 ,确立了新的婚姻制度和伦理原则 。

伊斯兰法规定 ,人们必须确定自己的异性伴侣 ,并在

数量上加以限制;新法律要求一个男子最多只能娶

四个妻子 ,如果对她们做不到平等对待 ,则只能娶一

个。新法使阿拉伯人混乱的血缘关系得以制止 ,而

代之以文明有序的婚姻关系 ,阿拉伯人开始接受内

外有别 ,合法与非法等伦理道德观念。当家庭作为

社会基本单元的地位得到确立 ,伊斯兰法又进一步

明确财产制度 ,妇女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第一次

获得财产权和继承权。蒙昧社会中妇女没有人身权

利 ,她们总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被任意买卖。伊

斯兰法规定丈夫必须向妻子支付一定的聘仪 ,结婚

和离婚都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法律禁止歧视和溺

杀女婴 ,强调女人和男人同样享有生存权 。有史以

来 ,伊斯兰法使半岛第一次有了婚姻和两性权利方

面的制度安排 ,为半岛跨入文明时代创造了条件 。

古兰经还颁布了许多律例 ,限定人们的个人行

为 ,使他们抛弃恶习 ,加强自身修养 ,讲究时间观念 ,

忠守信用等 。“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 ,

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 2] “信道的人们

啊 ,饮酒 、赌博 、拜像 、求签 ,只是一种秽行 ,故当远离

……”
[ 2]
。古兰经的这些规定 ,使桀骜不驯的阿拉

伯人变得循规蹈矩 ,使他们由散漫放纵的民族一变

而为雷厉风行 、善于节制的民族。当穆斯林军队第

一次走出半岛时 ,他们已凝聚成一支坚强的队伍。

在他们面前 ,罗马和波斯军队首次节节败退。

早期伊斯兰法提倡创制 ,与时俱进 ,适应各地区

发展需要。在“圣训派”和“意见派”两大法学派别

中 ,“圣训”派法学家主要出自半岛地区 ,尤其是麦加

和麦地那。他们的法学思想主要流行于半岛和北非

等地区 。“意见派”法学家主要产生于伊拉克等地

区 ,如哈奈菲派创始人艾卜·哈尼发长期活动于伊拉

克 。“圣训派”和“意见派”的法学分歧很大程度上反

映出各自流行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特征 。半岛地区是

伊斯兰发祥地 ,先知和圣门弟子的活动大多在这里

展开 ,人们对《古兰经》降示的背景和圣训的传述十

分熟悉 。他们过的主要是游牧生活 ,民风纯朴 ,生活

简单 ,用《古兰经》和圣训明文基本能够解决问题。

北非等地区居民情况与此相似 ,因此也十分欢迎圣

训派法学 ,如马立克派 。伊拉克等地则情况有所不

同 ,那里远离半岛 ,对圣训和圣门弟子活动了解较

少 ,但农业发达 ,文明程度较高 ,人们的生活复杂 ,经

济 、刑事 、社会问题纷繁复杂 ,五花八门 ,所有这些是

需要更加具体 、细致的立法 ,来加以解释和处理 ,因

此意见派在这里占据上风 ,备受推崇[ 3] 。圣训派和

意见派的这种地区分布差异 ,反映出伊斯兰法对不

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性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圣训派”和“意见派”法学都

在不断地自我完善 ,互相补充。它们的主要分歧不

在于是否赞成法的“创制” ,而在于对创制的方法 、程

度 、规则和范围有不同意见。所谓创制 ,是指“具备

创制资格的伊斯兰法学家依据《古兰经》 、圣训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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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精神及伊斯兰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渊源 、运用理

智推理 、比较判断等方法 ,对传述系统相对正确 、字

面含义相对明确的经训明文 ,以及新的历史条件下

出现的经训明文未涵盖的新事物 、新问题制定出与

经训明文和精神及伊斯兰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法律的

活动。”[ 4]相比较而言 , “圣训派”的创制活动比较节

制 ,注重维护圣训的权威性 ,强调创制必须有圣训明

文依据;“意见派”则强调“圣训”的精确性 ,为保持谨

慎 ,该派法学家较少使用圣训 ,而重视发挥经训内在

精神 ,并结合人的理智 ,用逻辑 、推论等方法提出立

法意见 。总的来说 ,意见派的创制多于圣训派。但

无论如何 ,两派均在自己的法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发

展 ,进行创制 ,都能面对迅速扩展的帝国疆域和各种

纷至沓来的新问题 、新事物提出相应意见 ,制定出卓

有成效的法令律例 ,使帝国的上层建筑不断改进更

新 ,成功应对时代的挑战 。

早期伊斯兰法还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 ,表现在

它并不是一味教条地挪用经训 ,排斥非伊斯兰法律 。

非伊斯兰法律主要指前伊斯兰时期存在于半岛及被

征服民族地区的法律 。这些法律中绝大部分是习惯

法 ,以惯例的形式为各地区原住民所遵守。穆斯林

征服这些地区后 ,除了采用其原来的典章制度(如波

斯和罗马的行政制度 、财政制度等)外 ,对习惯法也

实行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和利用 。穆斯林法学家依据

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经训精神 ,对各种习惯法加以鉴

别 ,或予以淘汰 ,或加以吸收。被吸收部分 ,便成为

伊斯兰法的组成部分 ,获得合法地位 ,历史学家称这

一过程为法律的“伊斯兰化”。
[ 5]
习惯法伊斯兰化 ,

丰富了伊斯兰法的内容 ,扩展了伊斯兰法所涵盖的

领域 ,保留了被征服地习惯法的合理成分 ,使这些地

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历史的连贯性和社会秩

序的稳定 ,减少了帝国政府遇到的阻力 ,客观上促进

了各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

早期伊斯兰法的进步与法学家个人的勤奋和努

力密不可分 。从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兴起至今 ,法

学家始终作为一支强有力的知识分子队伍 ,在穆斯

林社会中发挥着巨大影响 ,但无论是学术成就 ,还是

影响力 ,早期法学家(公元 7 ～ 10 世纪)远远超过后

来的法学家 。在穆斯林世界 ,早期法学家以信仰虔

诚 、意志坚韧而著称 。他们勇于追求真理 ,对学术执

着痴迷 ,不为外界诱惑所动 ,即使是为了一段圣训的

出处或一个词的读音 ,他们也不惜风餐露宿 ,跋涉万

里 ,直至达到目的。他们善于独立思考 ,不迷信和盲

从权威。著名法学家沙斐仪曾是法学家马立克的学

生 ,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老师 ,而是不断地提出新

的见解 ,终于另立门户 ,创立沙斐仪学派 ,与老师的

马立克学派一起 ,跻身于伊斯兰四大法学派别之列。

类似例子 ,在伊斯兰法学史上不胜枚举。

早期法学家重视法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作为学者 ,法学家与社会接触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

游历 ,二是讲学 ,三是担当某种职业角色。穆斯林帝

国的不断扩大为学者们的游历提供了交通便利和安

全保障 ,他们或利用朝觐或通过求学 ,或跟随军队 ,

观察各地风土人情 ,搜集史料 ,整理各种疑难问题 ,

使学术研究具有丰富的感性资料。当他们设帐讲

学 ,他们的学生便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学生有着不

同的民族和社会背景 ,其中有黑人 ,有白人 ,有阿拉

伯人和非阿拉伯人 ,有游牧民 ,也有农民 ,有奴隶 ,有

平民 ,甚至也有贵族……他们汇集了帝国社会的各

个阶层和各种身份 ,将东方和西方 、南方和北方的各

种问题带到学校 、清真寺 ,组成一座座流动图书馆和

信息库 ,对法学家的研究活动既产生了空前压力 ,又

提供了充裕的内容和动力。有些法学家还亲自将研

究和身体力行结合起来 。哈奈菲学派创始人艾卜·

哈尼法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 ,又积极从事经商活

动 。他经常出入市场 ,了解行情 ,寻找问题 ,并将解

决方法与自己的布匹生意结合起来 ,检验各种商业

法规的社会效用。有许多法学家同时担任法官职

务 ,从事司法实践 ,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著作 。艾

卜·哈尼法的大弟子艾卜·优素夫曾长期担任阿拔斯

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大法官 ,其间他的法学思想更趋

成熟 ,进一步完善了哈奈菲派学说 ,他在任期间著作

的《赋税论》 ,对后来的穆斯林国家财政税务制度产

生了深远影响。[ 6]

早期伊斯兰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同时 ,各个法学派别之

间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使伊斯兰法理学逐渐趋于统

一 。法学家沙菲仪博采众长 ,潜心著述 ,写成《母典》

一书 ,该书弥合了经训派和意见派之间的分歧 ,统一

了各派的法学规范。他的《法源论纲》通过系统论

述 ,确立了古兰 、圣训 、公议和类比作为伊斯兰法渊

源的最终地位 ,成为教法原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沙菲仪的著作集早期伊斯兰法学之大成 ,代表了早

期伊斯兰法学的最高成就。法学原理的统一更加促

进了穆斯林帝国法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

早期伊斯兰法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 ,

比较成功地协调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化解了诸多

社会矛盾 ,为帝国的发展提供了非物质性支持 ,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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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创造了前提条件 。

二 、伊斯兰法衰变的原因探析

公元 9世纪 ,伴随阿拉伯帝国达到鼎盛 ,伊斯兰

法也进入成熟时期。阿拔斯王朝宣布四大法学派别

为正统法学派别 ,标志伊斯兰法发展到一个高峰 ,但

同时 ,意味着伊斯兰法开始固步自封 ,走向衰落。

“创制大门”被人为关闭 ,是伊斯兰法走向衰落

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早期法学家的个人威望 ,以及

整个法学发展获得的突出成就 ,后来的法学家自惭

形秽 ,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他们认为 , “伊斯兰法学

理论和体系已基本定型;各法学学派已确立;各种法

学典籍均已成书;法学家的主要职能由法律的创制

转向鉴别 、比较各学派的观点与主张。”加之有少数

法学家滥用“创制” ,炮制出许多对人们宗教信仰和

社会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法令律例 ,必须对其采取

措施 , “以维护伊斯兰法的严肃性和实用性”[ 4] 。于

是 ,关闭“创制大门”一说开始出现 ,并迅速成为法学

家中间的主流思想。

创制大门关闭 ,伊斯兰法学开始趋于保守 ,逐步

丧失原先的进取精神 。法学家视四大法学派别的学

说为法学最高成就 ,后人无法逾越。他们将研究工作

局限于仅仅是对前辈法学思想的再学习和再注释。

学者中间 ,因循守旧之风日益蔓延 ,学术研究活动内

容陈旧 ,主题老化 ,理论上鲜有突破 ,学术争鸣现象已

基本消失。四大法学派别在早期象征着法学理论的

繁荣和交流 ,后来则演变为对权威的迷信和非理性的

互相攻讦。至公元 11世纪 ,法学学说教派化现象已

经十分严重 。这时的法学家及其思想已经囿于门户

之见 ,不思进取 ,伊斯兰法学进入僵滞阶段。

内容上 ,伊斯兰法由开放转向封闭。阿拔斯王

朝时期 ,苏菲主义已经十分盛行 ,宿命论在穆斯林中

占有一定市场 ,教派分化现象也十分突出 ,尖锐的教

派矛盾使人们格外热衷于对神秘主义和抽象教义的

争论。法学家的注意力开始发生偏移 ,法学内容突

出对宗教义务(如念 、礼 、斋 、课 、朝)的分析 ,却缺乏

对社会新问题 、新现象的关注 。特别是当欧洲工业

革命蓬勃发展 ,西方技术与资本涌入穆斯林世界 ,伊

斯兰法在商业等经济领域仍完全因袭旧的律例 ,不

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变化的需要 。

因循守旧 ,加上对殖民主义的仇恨 ,导致伊斯兰

法学家和广大穆斯林产生一种扭曲心理 ,对来自非

穆斯林的事物采取一概排斥 、甚至敌视的态度 。18

世纪 ,奥斯曼帝国已出现全面危机 ,吸取西方先进技

术和制度 ,进行多方面改革已成必然趋势 。1789年

苏丹谢里姆一世即位 ,开始学习欧洲经验 ,进行军

事 、教育和财政制度改革 ,却遭到了法学家及其支持

者的强烈反对而告失败 。后来的多次改革都由于类

似的原因 ,未能进行下去 ,致使帝国的中兴计划一再

受挫 ,坐失良机 。19世纪中期 ,奥斯曼帝国终于沦

为西方殖民地。

10世纪以后 ,法学家逐渐丧失独立的学术品

格 ,法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四大哈里发时期 ,伊斯兰

法的解释与创制由圣门弟子完成 ,法学家作为一个

群体 ,尚未完全形成。倭马亚王朝时期 ,伊斯兰法迅

速发展 ,政府对学术活动不加干预 ,法官在执法过程

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 3]法学家可以大胆提出

新的学说 ,对各种社会现象发表意见 ,形成一支重要

的社会力量。阿拔斯王朝时期 ,法学家仍享有充分

的学术和创制自由 。但阿拔斯家族出于政治目的 ,

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统治者对法学家的

控制开始加强 ,对他们或者加以迫害 , 或者予以拉

拢 。在此前提下 ,法学家群体开始分化 ,一部分法学

家极力论证现存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合法性 ,认

为“即使哈里发残暴不义 ,臣民也不得反叛” 。
[ 7]
从

而使哈里发的权力极度膨胀 ,腐朽现象滋生 ,国家纲

纪废弛 ,法律地位下降 。法学家渐渐退化为新的社

会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崇尚清

谈 ,法学研究蜕变为纯粹的智力游戏 ,所探讨的法律

内容有许多已落伍于时代需要。但历史上形成的法

学家的权威仍然在发挥作用 ,法学家以伊斯兰教的

维护者自居 ,对新事物不切实际地妄加评判 ,无形中

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早期伊斯兰法也存在许多缺陷 ,但在后来未能

得到克服 ,影响到伊斯兰法的发展。伊斯兰法虽然

内容包含广泛 ,却缺乏必要的分工。法学家作为法

学研究和制定法律的主体 ,总表现为“通才”式人物 ,

他们必须在宗教与世俗 、民法与商法 、婚姻与刑法 、

政治与经济各方面均有所涉猎 ,法律研究方向的界

限十分模糊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法律研究进一步

深入和精确化 。此外 ,伊斯兰法以法学学说的形式

表现出来 ,缺乏系统的法律编纂和整理 ,导致司法实

践很不统一。往往同样的案件 ,不同学派的法官有

不同判法 ,甚至同一派法官 ,由于时间或地域不同 ,

而有差别悬殊的裁决结果。早期伊斯兰法的这些特

点 ,虽具有灵活性的一面 ,但同时也破坏了司法统一

及其效力 。从经济角度看 ,它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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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 ,甚至开始怀疑世俗化与西方化的道路是否适

合于土耳其 ,伊斯兰教或军政府控制政治的历史是

否会卷土重来 ,土耳其能否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

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体系。这一切说明

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任重而道远 ,如何均衡各

种权力 ,如何应对变化多端的严峻挑战是摆在土耳

其当局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但可以肯定土耳其未来

政治的发展仍将以世俗主义为基本原则 ,世俗与宗

教的二元对立也仍将是土耳其社会的基本特征。正

如彭树智先生所言 ,土耳其是一个充满了对立和否

定的统一体 , 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国

家 ,[ 8]它一方面努力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 ,而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将坚持“欧洲定位观” ,依然沿袭

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道路。作为中东发展现代化

的“个案” ,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发展

还有待于长期的实践来检验。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 .

北京:新华出版社 , 2002.

[ 2]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2003.

[ 3] 　I ra M.Lapidus.A Historyof Islamic Societies[ M] .Cam-

bridge Univercity Press , 1989.

[ 4] 　彭树智.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 M] .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 , 1999.

[ 5] 　谢立中 ,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C] .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 , 2002.

[ 6]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M] .北京:商务印

书馆 , 1982.

[ 7] 　杨鲁萍.全球化与中东政治制度民主化[ J] .西亚非洲 ,

2001 ,(6):37—40.

[ 8]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2002.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 90页)

的形成 ,思想上又助长了穆斯林中的宗派主义倾向 。

曾经有人很早就指出这一不足 ,并号召由权威人士

制定出一项各地法官都应遵照执行的法律 ,即制定

法律通典 ,可惜未能得到响应[ 3] 。只是到 18世纪以

后 ,西方法律随殖民主义侵入东方 ,穆斯林世界才被

迫实行法律的分工 ,制定各部门法律通典[ 8] 。

当然 ,伊斯兰法的衰落也有客观原因。阿拔斯王

朝中期 ,穆斯林帝国即出现分裂。各地军阀割据 ,连年

混战 ,交通阻塞 ,经济萧条 ,生产破坏 ,文化事业发展失

去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环境。伊斯兰法学家面对现实困

境 ,消极低沉。许多学者转向历史 、语言等方面的研

究 ,或者干脆隐居避世 ,法学研究活动进一步与现实分

离 ,伊斯兰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伊斯兰法在经过长期衰落僵滞之后 ,到 20世纪

又出现复兴 ,主要标志是“创制大门”重新打开 。近

代 ,尤其自 19世纪以来 ,穆斯林世界出于反对西方

殖民侵略 ,维护伊斯兰教纯洁和尊严的立场 ,开始深

刻的自我反省 , “创制大门”是否关闭的争论重新出

现。学者们认识到 ,为了使伊斯兰重新焕发活力 ,迎

接来自西方的挑战 ,必须重新开启“创制大门” ,对经

训做出合乎现代精神的解释 ,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穆

斯林国家的立法工作 。这一活动在奥斯曼帝国后期

开始缓慢启动 ,当时的主要表现是 ,四大法学派别之

间的壁垒有所打破[ 8] ,西方立法方式(比如民法典

编纂)被逐渐采用。然而总的来说 ,这时开启“创制

大门”已经无济于事 ,无法挽救穆斯林世界免遭西方

殖民侵略和压迫。进入 20世纪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以后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统

治 ,赢得独立 。这时候伊斯兰法学才真正获得独立

思考的机会 ,创制在伊斯兰法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成

为穆斯林世界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武器 ,伊

斯兰法学藉此而重新显示出勃勃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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