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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朱国明编*的《明清回族伊斯兰哲学范畴研究》
介绍了，哲学是爱智慧的学说。对哲学的研究能够帮
助人们了解*多的人类智慧，与历史上的智者对话，
“理解已有的哲学、感悟其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有助
于启迪、催化我们本已有根的智慧。” 中国伊斯兰哲学是一个**特色的哲学体系，概
念、范畴是支撑这个独特哲学系统的基本元素，是了
解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基本思维工具。
研究中国伊斯兰哲学范畴，可以为我们搭起一座
联系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桥梁，可以帮助读者了
解和认识伊斯兰文化——这个不同于中国文化语境下
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眼界，开拓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学术
视野、拓宽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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