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8卷　第 6期

2005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8.No.6
Nov.2005.745 ～ 749

收稿日期:2005-06-03

　○阿拉伯问题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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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研究 。

[摘　要]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老城镇

发展起来的城市;第二类是由阿拉伯人在军事扩张中建设的军营发展起来的城市;第三类是在

阿拉伯人征服地区原有城镇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阿拉伯人在和平时期兴建的

城市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规模较大 ,城市设施比较齐全 ,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和独特的

阿拉伯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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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世纪初期 ,阿拉伯著名思想家穆罕默德(约公元 570 -632年)历经艰难曲折 ,创立了伊斯兰

教 ,把一盘散沙似的阿拉伯人团结起来 ,大体上统一了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随即开始对外

扩张 ,通过东进西伐 、南征北战 ,相继征服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 、巴勒斯坦 、埃及和波斯萨珊王朝

控制的伊拉克 ,并以摧枯拉朽之势 ,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此后 ,骁勇善战的阿拉伯人出击中亚 ,进军北

非 ,占领西班牙 ,于公元 8世纪中叶建立了一个地跨亚 、非 、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疆域广阔 ,大大小小的城市星罗棋布般坐落在其辽阔的大地上。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

市以数量多 、规模大 、品位高著称于世。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后伍麦叶王朝首都科尔多瓦 、马木鲁克

王朝政治中心开罗 ,均排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最繁华的城市之列。

一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城市是由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老城镇发展起来的城

市 ,如现位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麦加 、麦地那 ,也门的萨那等;第二类城市是由阿拉伯人在军事扩张中建

设的军营发展起来的城市 ,如始建于公元 635 年的巴士拉 ,始建于公元 638年的库法 ,始建于公元 641

年的开罗(初名“福斯塔特” ,后改名为“开罗”),始建于公元 670年的凯鲁万等;第三类城市是在阿拉伯

人征服地区原有城镇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城市 ,如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阿勒颇 ,埃

及的亚历山大市 ,突尼斯的突尼斯市 ,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等城市;第四类城市是阿拉伯人在和平时期兴

建的城市 ,如始建于公元 762年的巴格达等。

(一)阿拉伯半岛上的古城萨那

现位于也门西部的萨那 ,是由阿拉伯半岛上的城镇发展起来的城市。萨那始建于公元 1世纪 ,是阿

拉伯半岛上最古老的城镇之一 ,后成为半岛南部商道上闻名遐迩的重要商站。公元 6世纪初 ,希木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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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公元前 115年 —公元 525年)的佐努瓦斯国王 ,首先将萨那城作为王国首都。公元 525年 ,埃塞俄

比亚人攻占萨那城 ,灭希木叶尔王国。575年 ,波斯人赶走埃塞俄比亚人 ,成为萨那的统治者 。628年 ,

阿拉伯人打败波斯萨珊王朝军队 ,占领萨那。

萨那进入伊斯兰时代后 ,修建了大量伊斯兰建筑 ,如清真寺 、经学院等。630年兴建的萨那大清真

寺 ,是萨那城第一座清真寺。该寺初建时规模不大 ,仅有 12根柱子 、4扇廊门。伍麦叶王朝第六任哈里

发韦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执政期间 ,萨那大清真寺得到扩建 ,后经历代君王修缮 ,该寺变得十分

壮观 。该寺占地 1万多平方米 ,共有 12扇大门 ,高耸的宣礼塔直插云天。萨那大清真寺外壁上刻有精

美的《古兰经》经文 ,寺内书库藏有大量珍贵的阿拉伯文手稿和书籍。

阿拉伯穆斯林重视社会生活和教育 ,讲究清洁卫生 。公元 11世纪时 ,萨那城里有 100多座清真寺 、

12所公共澡堂 、20所伊斯兰学院和学校 、许多家商店 ,以及 6 000多幢民居。艾尤卜王朝(1171 -1250

年)时期 ,伊斯兰君主下令对始建于希木叶尔王国后期的萨那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和加固 ,使 7座城

门更加坚固和壮观。

萨那民居一般用石头和烧砖砌成 ,大多数为多层住宅。民居门窗普遍用古朴的伊斯兰雕花装饰 ,别

具一格 。1986年 ,以历史悠久 、古迹众多著称的萨那老城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

定的世界遗产名录。

(二)由军营发展起来的城市开罗

阿拉伯人在早期对外征服中 ,每当攻下一座城池 ,并不急于进驻该城 ,而是在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 ,

以保持其部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同时避免打扰百姓生活 。远征的阿拉伯军队通常以氏族部落为军事

单位 ,因此 ,阿拉伯军营亦分成若干区域 ,让各部落官兵及其随军眷属或战后迁来的家属分别居住 。军

营中央建清真寺 ,以便军民做礼拜 。军营起初纯粹是阿拉伯军队及其家属的营地 ,后来又有阿拉伯乡亲

和归顺阿拉伯人的其他民族人员落脚军营。天长日久 ,随着军营的居民越来越多 ,市场 、学校 、医院 、图

书馆 、钱庄等设施相继建成 ,军营逐渐发展成城市 。

开罗就是由阿拉伯人在对外扩张中建设的军营发展起来的城市。公元 639年 ,阿拉伯名将阿慕尔

率领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军队向埃及挺进 ,于 641年 4月 6 日攻破拜占庭军队在埃及的军事堡

垒———巴比伦城堡。阿慕尔根据欧麦尔哈里发(634 -644年在位)的命令 ,在巴比伦城堡外搭帐篷 、建

住宅等 ,并把它定为埃及新首府 ,取名福斯塔特。福斯塔特意即“帐篷” 。与此同时 ,阿慕尔在福斯塔特

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 。阿慕尔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 ,也是非洲

大陆上第一座清真寺 。该寺后经重建 、扩建 ,至今犹存 。

公元 752年 ,阿巴斯王朝埃及省第二任省长艾布·奥恩下令在福斯塔特北面建设一座新城区 。9

世纪中叶 ,埃及省省长艾哈迈德 ·伊本·图伦在福斯塔特东北兴建一座新城区 ,并于 876年-879 年修

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清真寺 。

公元969年 ,法蒂玛王朝大将昭海尔攻占埃及。昭海尔在福斯塔特附近兴建新市区 ,取名卡希拉。卡

西拉意为“胜利者” 。后来 ,威尼斯人把卡希拉译为 Cairo ,汉语则依据英语发音 Cairo译为“开罗” 。970 -

973年 ,昭海尔在新市区内修建了爱资哈尔清真寺。973年 ,法蒂玛王朝穆义兹哈里发(952-975年在位)

将首都从突尼斯麦赫迪城迁至开罗 ,开罗日趋繁荣 。公元 11世纪时 ,开罗仅商店就有 2万多家。

阿拉伯反十字军英雄蕯拉丁执政期间(1171-1193年),在开罗新建了两所医院 ,并于 1183年在开

罗穆卡塔木山上修筑了蕯拉丁城堡 。该堡雄伟壮观 ,至今仍巍然屹立 。在马木鲁克王朝时代(1250 -

1517年),开罗又兴建了许多民居 、商店 、澡堂 、医院 、学校 、清真寺等建筑 ,开罗的发展达到鼎盛。14世

纪时 ,开罗拥有近 50万居民 ,成为当时非洲最大的城市和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 。

1979年 ,历史悠久 、文化发达的伊斯兰开罗作为文化遗产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审定的《世界遗产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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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阿拉伯人征服地区的城市阿勒颇

现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公元前 8世纪 ,阿勒颇被亚述帝国吞

并。公元前 64年 ,阿勒颇成为罗马帝国的属地。公元 636年 ,阿勒颇被阿拉伯人征服。

阿勒颇是阿拉伯人在征服地区原有城镇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城市 。公元 10世纪 ,是阿勒颇城的黄金

时代之一。当时的阿勒颇城 ,成为独立的哈木丹王国(945-1003年)的首都。特别是赛义夫 ·道莱(意

为“国家的宝剑”)执政期间(945-967年),积极倡导学术文化 ,大力兴建学校 、图书馆 ,打败拜占庭军

队 ,文治武功卓著。12世纪时 ,阿勒颇居民在反抗十字军东侵的战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 1260年 1月 ,阿勒颇城遭到蒙古军队的洗劫 ,损失惨重 。同年 9月 ,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约旦

河左岸贝桑附近的艾因·扎鲁特成功阻止了蒙古军队的西征。在马木鲁克王朝时代 ,阿勒颇城社会稳

定 ,居民安居乐业 ,商业 、教育再度蓬勃发展。

阿勒颇城以城堡为中心 ,在城堡周围兴建了大量的民居 、学校 、商店 、澡堂 、清真寺等。阿勒颇古城

堡始建于 2000多年前 ,后几经修缮 。赛义夫 ·道莱执政时 ,大规模翻修了该城堡。13 世纪时 ,该城堡

得到进一步加固 。

阿勒颇古城堡建在一个人工修筑的高地上 。高地约高 45 米 ,面积达 19万平方米 。古城堡高 38

米 ,占地约 15万平方米。古城堡围有高 12米至 13米的石墙 ,外围是一条宽 30米 、深 22米的壕沟 。古

城堡有 6座塔楼 ,塔楼辟有了望孔 、喷火口和箭孔 ,壁垒森严 。城堡有 7座大门:雕塑着两条缠绕在一起

的大蛇的蛇门 ,雕塑着一对坐狮的双狮门 ,雕塑着一哭一笑两只狮子的 3号门 ,以及 4号门 、山门 、北门

和秘密门 。古城堡内设施齐全 ,有考究的王宫 、清真寺 ,美丽的花园和很大的地下仓库 ,还有安装了陶制

热水管 、冷水管的澡堂等 。该城堡居高临下 ,易守难攻 ,至今坚如磐石 ,巍然屹立 。

阿勒颇大清真寺位于阿勒颇城堡的西面 ,始建于公元 7 世纪 ,后于 12世纪依照大马士革的伍麦叶

清真寺进行重建 。该寺巍峨壮观 ,宣礼塔高耸入云 。寺内装饰精美 ,漂亮的壁画 、精致的石雕等堪称艺

术精品。该寺保存完好 ,至今仍在使用 。

1988年 ,历史悠久 、古迹众多的阿勒颇古城 ,作为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审定的《世界遗产名录》 。

(四)“和平城”———巴格达

巴格达是阿拉伯人在和平时期兴建的著名城市。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750 -1258年)第二任哈

里发曼苏尔于公元 754年继位后 ,首先平定了内乱 ,然后决定建立新首都。

为选择新都地址 ,曼苏尔派人四处勘察 ,最后确定地处两河流域之间的巴格达为新都城址 。公元

762年 ,曼苏尔亲自主持巴格达城奠基仪式 ,亲手放上奠基石。为了修建巴格达城 ,曼苏尔先后从帝国

各地抽调约 10万名建筑师和建筑工人。经过建筑工作者 4年多辛勤劳动 ,巴格达城于 766 年初步落

成。曼苏尔把巴格达称为“和平城” 。

巴格达城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 ,城为圆形 ,直径 2352米 。城中央是一座大广场 ,广场中间建有哈里

发宫 ,哈里发宫周围建有政府机关 、国库 、兵营等 ,构成紫禁城 。以紫禁城为中心 ,四条大街像辐条一样

从中心区通向四座城门:东北门———呼罗珊门 ,西北门 ———沙姆门 ,东南门 ———巴士拉门 ,西南门———库

法门 。城门用铁制成 ,城墙用砖砌成 ,城墙外修有护城河。

773年 ,曼苏尔下令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兴建一座卫城 ,又称“东城” 。随着东城的迅速发展 ,东城与

西城逐渐连成一片。

巴格达城作为阿巴斯王朝新首都 ,很快兴旺发达起来。相继修建了清真寺 、犹太会堂 、基督教堂 ,商

场 、澡堂 、旅馆 、医院 、学校 、公园和大量民居。市场上各种商店鳞次栉比 ,包括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

在内的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相当繁华。

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执政期间 ,下令在巴格达修建了一座收藏珍贵图书

文献的书库 ,并把该书库命名为“智慧宫”(亦译“智慧之家”)[ 1](第 8 页)。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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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位)博学多才 ,酷爱希腊哲学 ,重视文化事业。在他执政期间 ,耗资 20 万第纳尔 ,将“智慧宫”扩建

成一所集图书馆 、研究院和翻译局为一体的多功能机构
[ 2]
(第 376页)。以巴格达智慧宫为中心开展的阿

拉伯翻译运动 ,持续了 100多年。阿拉伯学者把大批希腊 、罗马哲学 、自然科学著作和许多波斯 、印度文

学 、史学 、医学 、天文学著作译成阿拉伯文 ,为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阿拉伯史学家赫推布·巴格达迪(1002-1072 年)记载 , “在公元 9世纪时 ,巴格达有书店近百

家 ,清真寺数千座 ,澡堂上万家 ,全城居民人数多达数十万”[ 3](第 79 页)。巴格达成为中古时期世界上最

著名的城市之一 。

除了上述名城外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著名城市还有: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格拉纳

达 ,以及中亚的布哈拉 、撒马尔罕 、花拉子模等 。

据史料记载 ,阿拉伯人治理下的科尔多瓦市市容整洁 ,街道宽阔 ,清真寺壮丽巍峨 。科尔多瓦市有

大学和学校 27所及 70所图书馆。穆罕默德一世(852 -880年在位)创建的科尔多瓦图书馆 ,到哈克木

二世(961-976年在位)执政时 ,该馆图书已达 40万册。哈克木二世不仅派人四处收购图书 ,还把自己

珍藏的图书赠给了这所图书馆 。教育质量高 、学术空气浓厚的科尔多瓦大学 ,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学

子们向往的圣地 ,学者云集。巍峨壮丽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一直保存到现在 ,至今仍然是西班牙的名

胜古迹。

二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的特色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形形色色 ,有的呈方形 ,如开罗;有的呈圆形 ,如巴格达 。阿拉伯不同地区城市

的社会生活五光十色 ,如地中海沿岸城市亚历山大 ,颇有古希腊文化的遗风;大马士革等城市充满罗马

情调;萨那等阿拉伯半岛古城更多地继承了阿拉伯传统风习;而巴士拉等城市 ,则吸收了较多的波斯文

化神韵。但是 ,中古时期的大多数阿拉伯城市普遍具有以下三个相同的特点:

(一)浓郁的伊斯兰色彩

阿拉伯城市千姿百态 ,造型各异 ,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均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和独特

的阿拉伯风情。一般中等城市都建有数十座规模大小不一的清真寺 ,大城市则建有数百座风格迥然的

清真寺。高大的宣礼塔林立 ,成为阿拉伯城市的显著标志和独特景观 。城市 、城区 、居民区往往以清真

寺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 、展开。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居民的服饰别具一格 ,阿拉伯男士身穿典型的白色阿拉伯大袍 ,聚在一起悠闲

地谈天说地;阿拉伯女士身穿黑色大袍 ,脸戴面纱 ,行色匆匆地出没在街头巷尾 。

(二)相对齐全的城市设施

阿拉伯城市的设施比较齐全 ,市区内医院 、学校 、商店 、旅馆 、澡堂 、作坊 、清真寺 、图书馆 、广场 、教

堂 、公园 、市场 、书店 、钱庄 、水塘 、墓地以及娱乐场所等基本设施一应俱全。由于阿拉伯大部分地区气候

炎热 ,因此 ,市区内建有许多公共饮水处 ,免费供过路行人饮用。富有人情味的公共饮水处 ,构成阿拉伯

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三)城市面积大 ,人口多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规模较大 ,一是城市面积大 ,二是居民人数多。“公元 9世纪中叶 ,巴格达城

区已延伸到底格里斯河两岸 ,城区面积达四千公顷 ,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的 1400公顷和罗马城的 1366公

顷”
[ 4]
(第 188 页)。

10世纪时 ,科尔多瓦市“有居民五十万人 ,有清真寺七百座 ,有公共澡堂三百所 ,其华丽仅次于巴格

达和君士坦丁堡” [ 5](第 623 页)。

14世纪时 ,开罗有居民 40多万人 ,叙利亚的阿勒颇 、大马士革和突尼斯的突尼斯市居民人数均超

过 10万人 。而“当时西欧没有一座城市具有开罗的规模 ,佛罗伦萨 、威尼斯 、米兰和巴黎可能有 10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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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而英国 、低地国家 、德国和中欧的城市则较小”
[ 6]
(第 111 页)。

中古时期兴建的阿拉伯城市开罗 、巴格达等 ,以及在该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麦加 、突尼斯 、大马士革

等城市 ,经过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和洗礼 ,至今仍在阿拉伯政治 、经济 、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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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bian cities in the Middle Ages:Rise and Development

LI Rong-jian
(Schoo l o f History , W 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y:LI Rong-jian (1955-), m ale , Associate pro fessor , Schoo l o f H isto ry , Wuhan

Universi ty , m ajo ring in the history of Arab and A rabic culture.

Abstract:A rabian cities in the M iddle Ages can be roughly classi fied into four types:The fi rst

type developed from ancient tow ns on Arabia;The second type developed from military cam ps

e stablished in the proce ss of the A rabian mili tary expansion;The third type ex tended from tow ns in

the A rab-conque red regions;and the fourth w ere built by the Arabs during periods o f peace.Arabian

c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w ere large and had com plete inf rast ructure , w ith rich Islamic co loring and

unique Arabian f 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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