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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字體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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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概覽

計劃名稱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

計劃時間 2021.12 - 2023.10

宗旨

以伊斯蘭教為切入點，將「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大國家發展戰略
結合起來，為學生們講述兩者如何與伊斯蘭文明產生關聯，伊斯蘭和中華文化在過
去悠長歲月裡又如何相遇、如何交流。藉此幫助同學開闊視野、認識不同文化，並
進一步加強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學生活動 本地活動

實地考察（三條路綫）：

1. 中環：些利街清真寺、大館

2. 尖沙咀：九龍清真寺、重慶大廈、海防道街市清真肉檔

3. 灣仔：跑馬地回教墳場、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中華回 
                  教博愛社

到校族群口述歷史訓練

聯校多元工作坊：
檔案翻查、訪談技巧、社區調查、掌故編寫

大灣區追索之旅 （因疫情取消）

計劃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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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

教師活動 培訓與分享

出版

《跨科專題課程教材》

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單元二 
文化與傳承：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單元三  
社群發展：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

單元四 
接通世界：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

《學生體驗及探究策略手冊暨大灣區伊斯蘭群體發展掌故》

網站 https://www.cuhk.edu.hk/crs/csic/ 



前言                                                                             

人是文化的載體，文化藉著人得以體現。因此，談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其實是探
討穆斯林（伊斯蘭教信徒）與華人之間的接觸和互動。本專題課程的框架思路，是以「一帶一路」
與粵港澳大灣區為經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闡述穆斯林怎樣於唐朝時期開始，從遙遠的地域
走進中華大地的珠三角地區，歷經 1,300 多年，進而形成今天大灣區內多處的穆斯林群體。同時，
亦對伊斯蘭世界及其與「一帶一路」的關聯作扼要的介紹，並提出香港年青一代應如何裝備自己，
從而更好地抓緊當中的發展機遇。

本專題課程包括四個單元，各單元的課題內容如下：

單元一「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分甲、乙兩個環節，
甲環節回顧唐宋時期西亞的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群體的商人，經海路前來中國進行貿易買賣，唐宋朝
廷設立蕃坊、市舶使、市舶司之制，二者互相配合下，使當時中國的外貿大為興旺。這部分以介紹
廣州兩個見證昔日蕃商足跡的歷史遺存——懷聖寺和先賢古墓——作結。乙環節跨越千多年的時間
長河，鼓勵香港新一代借鑒唐宋蕃商走出家門、國門，探尋發展機遇的廣闊胸懷，前往大灣區或「一
帶一路」沿綫國家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單元二「文化與傳承 : 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 」，首先簡介伊斯蘭文化，
然後闡述大灣區穆斯林的歷史和現況，詳細介紹灣區內 5 個主要的穆斯林群體，並分析內地少數
民族穆斯林遷移到大灣區的原因及如何適應新環境。最後，本單元指出，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尊重、
認識和互動對於打造多元共融國際化灣區的重要性。

單元三「社群發展 : 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聚焦香港，敘述開埠之初印度穆
斯林隨英國人移入香港，從事士兵、警察、獄吏、商人、海員等職業，並將伊斯蘭教傳入香港。本
單元進而闡述印度穆斯林與華人的互動，最後提出當下的香港擁抱少數族群之重要性。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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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接通世界 : 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介紹伊斯蘭世界及其與「一帶一路」的關聯，闡述
何謂伊斯蘭經濟及其中的清真產業和伊斯蘭金融。最後指出，香港若要勝任「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本地新一代必須拓寬視野及提高對多元文化的認知。

每個單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知識增益，闡述單元課題涵蓋的知識內容，以便教師對該課
題增加認識。第二部分是教學設計，第三部分是教學材料，兩者旨為協助教師教授該單元課題。第
三部分可視作第二部分的附件，協助教師於課堂上落實教學設計。每個單元設置了 4 個教學活動，
每個活動對應第一部分知識增益的內容。老師可按需要靈活運用每個單元提供的教學資源。

我們希望本專題課程教材能夠幫助老師和同學增加對「一帶一路」、大灣區，以至伊斯蘭文化、
伊斯蘭世界和灣區內穆斯林群體的認識。當中，我們提出了一些意見，這些觀點並非我們獨有，但
我們在教材裏提出，以強調其重要性。

作為跨科專題課程教材，該課程與其他學科內容都有一定關聯，我們在本教材開頭列出了與其
相關的學科課題，供教師參考。希望本教材能夠配合一些現有的學科，豐富其內容，讓大家對相關
範疇有更全面的瞭解。

本教材的編者並非專業教師，教材不足之處，請讀者多多包涵和指正。

 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2023 年 10 月



與本《跨科專題課程教材》相關的初中（中一至中三）學科內容

科目 / 學習領域 涉及的課題 涉及的價值觀和態度

綜合人文科

 ● 時間、轉變與延續
 ˇ 本地、國家及世界歷史的不同重要歷史

時期和次序 
 ˇ 本地、國家及世界歷史上所發生的大事

的原因與影響及其發展經過
 ˇ 重要人物及團體在本地、國家和世界歷

史上的重要性

 ● 文化與傳承
 ˇ 不同地域、文化、種族、宗教及族裔背

景的人士在風俗習慣上的異同
 ˇ 不同文化因應環境與情況轉變的發展
 ˇ 有利或不利跨文化理解的因素（例如：

傳統、習俗、偏見）

 ●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ˇ 國家層面對外關係 
 ˇ 國民生活概況

 ● 個人獨特性
 ● 自省
 ● 自決
 ● 思想開闊
 ● 平等
 ● 共同福祉
 ● 互相依賴
 ● 國民身份認同
 ● 多元化
 ● 文化承傳
 ● 歸屬感
 ● 欣賞
 ● 移情
 ● 關懷
 ● 開放
 ● 尊重他人
 ●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

及見解

與本跨科專題課程教材相關的初中（中一至中三）學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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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的文化
交流

 ● 香港直至 19 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歐美
與其他少數族裔人士對香港的 貢獻

中國歷史

 ● 開放的唐朝社會：唐代海上貿易與交通的
發展，及與周邊國家 / 地區（如日本、朝 
鮮、阿拉伯等）的關係

 ● 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宋室南遷後南方
經濟與海外貿易（如茶葉、絲綢、陶瓷）

宗教教育
 ● 伊斯蘭教（導言、《古蘭經》、先知、信仰、

禮拜）

生活與社會

 ● 寰宇一家
	ˇ 尊重不同階層、文化、傳統和價值觀
	ˇ 瞭解多元社會可帶來的正面效益	
	ˇ 和不同背景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

 ● 「全球城市」
 ˇ 香港展現的「全球城市」社會特徵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 愛共融
 ● 活在地球村



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

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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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路綫圖絲綢之路路綫圖

圖片來源：抖音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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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第一部分  知識增益

甲．伊斯蘭文化東來

7-13 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兩個巨人：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

7 世紀初期，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興起，穆斯林軍事力量隨之向東西兩邊擴張，在約 100 年
的時間裏，建立起橫跨亞、非、歐三大洲，東至印度河、西至大西洋的龐大阿拉伯帝國。8-16 世
紀期間，在遼闊的伊斯蘭世界，多個民族包括阿拉伯、波斯、突厥、柏柏爾、猶太等攜手締造了輝
煌燦爛的伊斯蘭文明黃金時代。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在經濟、教育、學術、文化、藝術、科學、技術
各領域都有高度的發展。在經濟繁榮、物產豐饒的盛況下，各個地區均出現集政治、商業、教育、
文化中心於一身的繁華大都會，比如巴格達、大馬士革、開羅、哥多華。同時期的中國，正值唐宋
時期，同樣是中華文明的鼎盛期。雖然宋朝政治、軍事上積弱，然而經濟和文化卻呈現一片榮景。

7-13 世紀伊斯蘭世界與中國不同朝代 / 時期對照表

伊斯蘭世界 中國

610-632 先知穆罕默德時期

632-661 四大正統哈里發時期

661-750   伍麥亞帝國

750-1258 阿巴斯帝國

618-907 唐朝

907-960 五代

960-1127 北宋

1127-1279 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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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的起源與早期擴張（7 - 8 世紀）伊斯蘭世界的起源與早期擴張（7 - 8 世紀）

圖片來源：Wikipedia （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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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紀中葉的伊斯蘭世界（伍麥亞帝國）和中國（盛唐）8 世紀中葉的伊斯蘭世界（伍麥亞帝國）和中國（盛唐）

伍麥亞帝國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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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世紀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執國際貿易之牛耳

穆斯林商人主導絲路貿易

把歐洲和遙遠的東方連接起來的陸上和海上商路，在羅馬帝國和秦漢時代已經出現。經過幾百
年的發展，及至 7 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及隨後伊斯蘭文明的誕生，意味著穆斯林商人成為東西國際
貿易的主導者。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伊斯蘭世界，接通遠東的中國和西端的歐洲大陸，歐洲人
要買到中國的商品，或者中國人要買到歐洲的貨物，必需通過起中介作用的伊斯蘭世界，而廣袤且
富裕的伊斯蘭世界本身，亦在絲路貿易中擔當著強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多重角色。穆斯林商人甚
至走出國門，前往陌生的國度經營遠程貿易，以海路來說，他們的足跡遍及東非沿岸、印度西南和
東南岸、馬來群島以至中國東南沿岸等地。穆斯林主導的國際貿易網絡把歐洲、非洲、西亞、中亞、
南亞、東南亞各地聯繫起來，互通有無，此即著名的絲綢之路。

伊斯蘭文化有利於商業發展

有別於中國古代在士農工商等級制下輕視商人的社會觀念，伊斯蘭充分肯定商業的價值。商
人買賣貨物，讓各方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實屬正當職業，而誠實守信的穆斯林商人更受到敬重
和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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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商人來華的航路

印度洋是聯繫海上絲綢之路各個港口的大片水域，8-16 世紀的 800 年間，印度洋的海上貿易
掌握在穆斯林手中。穆斯林商人或由地中海東南方入紅海，經阿拉伯海，入印度洋；或由東非海岸、
波斯灣入印度洋；然後經斯里蘭卡，越孟加拉灣，繞過馬來半島，抵南中國海，最終航行至中國沿
岸的港口。

那是個揚帆遠航的年代。滿載各種貨物的帆船藉著季候風和洋流在海岸邊航行，分段地越過印
度洋，來往於東非、西亞、南亞、東南亞和中國之間。越洋航運的節奏，需要順應一年兩次的季風。
商人從西亞到中國，往返一次約需兩年時間。

地處波斯灣北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交匯處附近的巴士拉，是東西方貿易重要的中轉
站。其北面是阿巴斯帝國（中國史籍稱為「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達，哈里發和帝國上層階級對
來自中國及其他地方之奢侈品的強大需求，保證了其港口欣欣向榮。上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大批
中國貨物——絲綢、瓷器、茶葉等——由此中轉，巴士拉因而被阿拉伯史家稱為「中國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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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世紀中國迎來大量從伊斯蘭世界遠航東來的客商

廣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
 
自古以來，廣州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廣州位處珠江出海口，瀕臨南海，因地利之

便，早於秦漢時期已經與海外有貿易往來。及至唐朝安史之亂（755-763）後，陸上絲路因戰亂受
阻，海路變得更為重要。加之出口貨物中暢銷的瓷器容易破損，海上的船運比起陸上的駝隊馱運更
為有利。同時，唐代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海上運輸能力。如此種種原因下，唐中葉後，
中國對外交通往來的重點由西北陸路轉移到東南海道，廣州作為南方第一大港，對外交通和商貿更
加繁盛。在秦漢至晚清的二千年時間裏，廣州幾乎獨佔中國對外通商口岸的龍頭地位。唐代著名地
理學家賈耽，把從廣州起航，南下向西，經南海、馬來群島、馬六甲海峽、印度洋、波斯灣，抵達
當時阿巴斯帝國首都巴格達鄰近之巴士拉港，以至東非的遠洋貿易航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
這條通海夷道也就是前面提及的穆斯林商人來華經商的航道。

唐推動外貿的兩項舉措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鼎盛時期。當時伊斯蘭世界和中華大地的經濟繁榮，為兩個
地域之間貿易的開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兩地門戶的開放更是有利的環境因素，而唐朝促進外貿發展
的兩項舉措亦為之提供了助力。兩項措施均在廣州先行先試。



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15

一是設市舶使之職，開中國歷史上市舶制度的先河。古代的市舶類似近現代的海關，唐首創，
宋朝完善，清代終結。興旺的對外貿易，經市舶的管理，為朝廷帶來可觀的財政收入。唐朝在廣州
設置市舶使，專門管理外國船舶及外商一切事務，並徵收關稅。其職責既是管理外商，亦有服務外
商之意，比如，外商完成繳稅後及歸國前，市舶使須設宴款待，以增進雙方友好關係。

二是設立蕃坊。廣州通海夷道為穗城帶來了大量外商，其中大多數是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這
些外商聚居在蕃坊，他們自行推舉一位首領，經朝廷批准，任命為蕃長，負責管理坊內的日常事務，
包括維持治安、平息糾紛等。蕃長通常是由宗教學養深厚、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擔任，除了管理坊內
的世俗事務，亦兼任宗教領袖。蕃坊設有清真寺，由蕃長兼任教長。

唐末爆發黃巢之亂，當黃巢攻入廣州（879）時，禍及蕃坊，共有 12 萬外商遭殺害，除了穆
斯林外，還有猶太教徒、景教徒和拜火教徒。從中可知，當時廣州的外商為數眾多，他們有著多元
宗教背景，其中以穆斯林為主。

蕃坊的設置，為這些主要來自西亞的穆斯林商人僑居中土提供了方便。雖然遠離家鄉，他們仍
然可以保持自己獨特的生活習慣，比如清真飲食、每日五番禮拜、賴買丹月（伊斯蘭曆 9 月）齋戒。
可見，蕃坊為外商來華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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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比唐更加積極拓展海上貿易

宋朝長期處於與北方外族對峙的局面，南宋更偏安一隅，因此，對外交通和貿易，只能依賴東
南沿海地區。面對北方的強敵，宋廷被迫向其繳納嵗幣，以換取和平。為應付龐大的國庫開支，宋
朝積極開拓海上貿易，以增加舶稅收入。

宋朝沿襲唐制，延續並加強市舶和蕃坊兩制，使之發揮更大功能。宋初在廣州首設市舶司，後
又在其他對外貿易港口諸如杭州、明州（今寧波）、泉州增設，這些對外通商港口均設有蕃坊。宋
把蕃坊納入行政管理體制，並設立蕃長司，蕃長除管理蕃坊，還有招徠外商之責。

宋朝想方設法吸引更多外商來華，除責成市舶司官員和蕃長招徠外商，還派遣官員前往外國招
商。宋朝的方略是成功的，廣州通海夷道經過的各個地區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與中國
的貿易盛況空前。

宋代海上貿易的鼎盛，帶來了中土的經濟繁榮。宋朝輸出的貨物主要有絲綢、瓷器和鐵器，輸
入的則是香藥、犀角、瑪瑙等珍貴物品。出口貨物的強勁外銷能力，拉動了有關手工業諸如養蠶、
瓷器生產和冶鐵的進一步發展。海上貿易的興旺促進了國內商業經濟的發展，同時導致全國經濟重
心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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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蕃商在廣州的足跡

時移世易，滄海桑田，唐宋的蕃坊不復存在，卻幸有遺存。今日廣州老城區內的懷聖寺，便是
昔日蕃坊的中心。該寺又名光塔寺，始建於唐朝，後歷經多次重修及重建。現存的建築，只有光塔
建於唐代， 其餘主要是明清時期或其後所建。寺內高聳的純白色光塔，在古代起著雙重作用。當
時光塔所在即是珠江岸邊，光塔可為遠航來華的商船導航；而在宗教意義上，光塔實為宣禮塔，每
到禮拜時間，有穆斯林登塔召喚信徒前來清真寺禮拜。懷聖寺除光塔外，整體屬中國廟宇式建築，
有禮拜殿、望月樓、碑亭、迴廊。該寺與泉州清淨寺、杭州鳳凰寺和揚州仙鶴寺，合稱為中國沿海
伊斯蘭教四大古寺。

據考證，唐宋時期「蕃坊」的大概範圍，以今廣州市光塔路的懷聖寺為中心，南抵惠福西路，
東以米市路為界，西至人民路，北到中山六路。如今，這一區域內的光塔路、大紙巷、擢甲里、朝
天路等街巷名，均是唐宋時期「蕃坊」街道的遺稱和遺址。

唐宋時期蕃坊的範圍
圖片來源：保延忠《廣州伊斯蘭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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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古墓（先賢清真寺）禮拜殿

先賢古墓是廣州另一處重要的伊斯蘭教歷史遺跡，見證了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先賢古墓始
建於唐朝，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墓因內有相傳是唐代早期來華穆斯林先賢艾比﹒宛葛素的
墳墓而得先賢古墓之名，又稱回回墳、大人墳。艾比﹒宛葛素被認為是先知派遣來華宣揚伊斯蘭教
的第一人。古墓聞名中外，被一些穆斯林視為伊斯蘭教的「小聖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外穆斯林前
來瞻仰。先賢古墓佔地寬廣，屬大型園林式墓園，除艾比﹒宛葛素墓，還有歷代中外知名穆斯林
的墓葬。2000 年代以來，廣州的穆斯林數目大增，原有的禮拜場所已無法滿足需求。同時為接待
2010 年廣州亞運會大量穆斯林運動員和遊客，作為亞運會重點工程之一，先賢古墓於 2010 年復
建了可容納 3,000 人的禮拜殿，加上新開闢的廣場和草地，共可容納 15,000 多人同時做禮拜，成
為廣東省最大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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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聖寺、懷聖寺光塔和先賢古墓作為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最為悠久的三大建築遺存，是研究中國
海外交通史、建築史與伊斯蘭教史的重要實例。三者不僅見證了伊斯蘭教由海路傳入中國的悠久歷
史，同時也是廣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重要歷史見證。目前，懷聖寺光塔和先賢古墓均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遺產點，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

懷聖寺 懷聖寺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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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香港人走出去

一千多年前，穆斯林商人跨越艱難險阻，飄洋過海，來到中國經商。伴隨人員和貨物的流動，
是影響更為持久和深遠的文化交流，比如伊斯蘭教傳入中國、造紙術的西傳。絲綢之路作為連接中
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橋樑，讓兩大文明在交流互鑒中互通有無，促進了文明之間的互動和交
流。今天，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亞非歐各國之間的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之中，香港定位為「超級聯繫人」。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央和香港
政府均鼓勵本港年青人走出去，近的可往大灣區求職或創業，遠的可往「一帶一路」國家探索不同
的文化、開展國際合作。

我們根據經典的人口遷移理論 ——「推拉理論」—— 探討香港人在大灣區求職或創業的前景。
推拉理論提出，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兩種力量，在一推一拉共同作用下，導致人口向某一
個方向遷移。

流出地的推力 

近年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的年輕人擴闊眼光，把握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機遇。早於 2015
年起特區政府在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的框架下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資助非
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實習項目，為 18 至 30 歲的香港青年提供在當地企業和政府機構
的實習機會，藉此讓他們加深認識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以至國家的發展機遇，並協助他們建
立人脈關係，訂立未來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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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 年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邀請超過 275 間企業參與， 為香港年青人在大灣區
提供逾 2,000 個職位空缺，其中過半數是創科職位，企業與政府攜手支持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
作及發展事業，了解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最新發展，把握相關發展機遇。

此外，政府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了兩項新計劃——「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和「粵
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進一步支持青年創業團隊在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
創業，包括為他們提供到位的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以及提供最高 60 萬元的資助以回應創業團隊
在創業初期的資本需要。

正是特區政府、當地政府以及企業積極支持大灣區青年就業，青年人就可避免了走彎路的情
況，所以這些政策對年青人到大灣區發展起了一個催化劑、矯正器的作用，也為剛踏足社會的青年
指明了前進方向。

流入地的拉力

 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香港、澳門地區由於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工資水平上漲，特別是香港的
製造業競爭力下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臨近的大灣區擁有世界級的海港群和空港群，高鐵、港
珠澳大橋等交通基建設施完善，使人口流動變得容易。東莞、佛山等的大灣區內的二線城市擁有較
低房價，生活壓力也相對較低，但同時具有較完善的文化設施和交通條件的優勢，吸引有意投資及
創業的公司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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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學設計

課題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學習目標  ● 認識唐宋時期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商業交往
 ● 認識唐宋朝廷如何促進外貿發展
 ● 認識唐宋時期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在廣州留下之足跡
 ● 認識粵港澳大灣區對本港年青人提供的發展機遇

 知識 / 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 伊斯蘭世界與中國唐宋時期對應的
朝代

 ● 唐宋蕃商主要是阿拉伯、波斯穆斯
林商人

 ● 唐宋設立市舶使、市舶司的作用
 ● 唐宋時期蕃商在廣州留下之足跡：

懷聖寺和先賢古墓
 ● 本港年青人前往大灣區發展的前景

 ● 比較 
 ● 分析  
 ● 綜合
 ● 討論、匯報 
 ● 協作 

 ● 放眼世界歷史 
 ● 欣賞多元化 
 ● 文化傳承、傳播  
 ● 國民及宗教身份認同
 ● 共同福祉、互利互惠
 ●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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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增益內容 教學活動

1  ● 7-13 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兩個巨人：
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

 ● 穆斯林商人主導絲路貿易
 ● 伊斯蘭文化有利於商業發展
 ● 穆斯林商人來華的航路

教師先講解左側的知識增益內容，讓學生了解伊
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交往史，之後完
成工作紙一。 

2  ● 廣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
 ● 唐推動外貿的兩項舉措
 ● 宋比唐更加積極拓展海上貿易

觀 賞 影 片：The China Current 「 東 方 第 一
大 港 —— 泉 州 」https://chinacurrent.com/
education/article/2021/08/22473.html   （全片 3
分 27 秒），教師再講解左側的知識增益內容，
認識唐宋時期廣州的外貿情況，之後讓學生完成
工作紙二。

3  ● 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 觀 賞 影 片「 伊 斯 蘭 文 化 在 廣 州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時段：
00：00-9：00 懷聖寺，11：43-14：22 先賢古墓），
老師再講解知識增益內容「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
跡」，之後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三。

4  ● 香港人走出去 小 組 討 論： 觀 賞 影 片「The China Current 大
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https://chinacurrent.
com/education/article/2021/09/22318.html（全
片 1 分 38 秒）， 並閱讀左側的知識增益內容。
教師將學生分組並討論，了解學生們對前往大灣
區工作及生活的想法和態度，再完成工作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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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一：

1.     以你所知，那時代的中國，在地球另一方的伊斯蘭世界又是什麼朝代 / 時期呢？請從下方選出答案，填在空格內。

618 - 907 907 - 960 960 -1127 1127 - 1279

610 - 632 632 - 661 661 - 750 750 - 1258

中國

伊斯蘭世界

阿巴斯帝國               先知穆罕默德時期               伍麥亞帝國               北宋

唐朝                    四大正統哈里發時期                    五代                    南宋

第三部分 教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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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習
作

2.     閱讀知識增益「穆斯林商人來華的航路」，回答：為何當時的巴士拉被阿拉伯史學家稱為「中國商港」？
        並在地圖中找出巴格達和巴士拉的位置，同時畫出唐宋時期由廣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俄  羅  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日

本

印            尼 

澳  洲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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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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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亞 

洲

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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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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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在以下圖畫中找出隱藏物，並指出哪些隱藏物件 / 技術是從中國傳入伊斯蘭世界，有哪些是從伊斯蘭世界傳入中國？

咖啡    絲綢     石榴     打井     西瓜    造紙   香料  葡萄    核桃     象牙     茶葉        瓷器       玻璃    長頸鹿
                                       技術                 技術     

從中國傳⼊
伊斯蘭世界 :

從伊斯蘭世
界傳入中國：

插圖：Wikimedia Commons/Shanghai Wall d City Ming Creative Commons/ freepik.com/ Clear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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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唐宋朝廷如何推動外貿？ 

為推動對外貿易，唐宋設市舶使之職及設立蕃坊。請閱讀知識增益「唐推動外貿的兩項舉措」，回答市舶使和蕃坊各有什麼
職能 / 功能？它們又分別有什麼優點和不足呢？提示：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如國家經濟、國家管理、民間文化交流等。

優點：

不足：

市舶使 蕃坊
優點：

不足：職能：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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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觀賞影片「伊斯蘭文化在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時段：00：00-9：00 懷聖寺，11：43-14：
22 先賢古墓），再閱讀知識增益內容「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並結合以下圖表提供的信息，回答問題。

 

懷聖寺 先賢古墓

建築年代 唐朝 唐朝 

所在地 廣州蕃坊內 廣州大北門外

建築目的 為來華經商的穆斯林禮拜用 為來華經商的穆斯林安葬用

1.     填充題：懷聖寺取名「懷聖」，是為紀念 ____________  ；先賢古墓因裏面埋葬了 ____________，而取「先賢」之名。

2.     從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可以反映當時哪些情況？體現了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在哪些方面的交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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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懷聖寺西南角聳立著一座阿拉伯風格純白色光塔，
塔高 36.6 米，用磚石砌成。光塔建於唐代，古時稱
作「蕃塔」，被認為是中國伊斯蘭教現存建築時間
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跡，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目前，懷聖寺光塔被廣州市列入「海上絲綢之
路」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 6 處遺產點之一。這座有
著 1000 多年歷史的光塔在古代具有雙重作用，請回
答是哪兩個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人走出去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4.     拓展題：廣州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杭州鳳凰寺和揚州仙鶴寺合稱為中國沿海伊斯蘭教四大古寺。以下四個圖片分別是
        四大古寺的建築物，請在中國地圖中找出四大古寺的位置，可利用電子應用程式如 Google Map 協助

 

5.     思考題：大家知道目前中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區，但為何早在唐宋元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就出現了四座著名的清 
        真寺？由此可以推論當時穆斯林的哪些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淨寺（福建省泉州）仙鶴寺（江蘇省揚州）

鳳凰寺（浙江省杭州） 懷聖寺（廣東省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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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小組討論：觀賞影片「The China Current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tion/article/2021/09/22318.html（全
片 1 分 38 秒） ，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香港人走出去」，然後討論以下問題。 （學生可自由發揮，沒有標準答案）

1.     你會考慮到大灣區工作或創業嗎 ? 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你認為哪一個 
         計劃較適合自己，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香港的年青人在大灣區工作有什麼優勢？他們又會面對什麼問題或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由唐宋時期蕃客們飄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廣州經商，到今日「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戰略下，鼓勵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
        你認為蕃客們的精神有哪些值得我們藉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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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

江門

廣州

中山

佛山

惠州

東莞

深圳

澳門

香港

珠海

大灣區清真寺分佈圖大灣區清真寺分佈圖

城西清真寺

城東清真寺
濠畔街清真寺

懷聖寺
小東營清真寺

先賢清真寺

深圳市清真寺

澳門清真寺

些利街清真寺
愛群清真寺

柴灣清真寺
九龍清真寺

赤柱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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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文化與傳承 : 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

第一部分  知識增益

伊斯蘭文化的特點

伊斯蘭群體，或稱穆斯林群體，是以伊斯蘭教為紐帶的信仰群體。伊斯蘭教既是一個宗教信仰，
更是一種全面的生活之道。穆斯林相信，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古蘭經》是真主（宇宙萬物的創造
主）給予人類的最後一次啟示，指引人類獲得今世和後世的幸福。而先知穆罕默德（570-623）是
真主派遣的最後一位使者，他承領了傳揚伊斯蘭教的神聖使命，建立和帶領歷史上首個穆斯林群
體，按真主的教導打造了一個具模範作用的穆斯林社群。《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主張，構成
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導。

伊斯蘭教的教導涵蓋人類生活各個範疇，兼顧世人精神與物質生活兩方面。不同時代和地域的
穆斯林均抱持同樣的信仰原則與行為指引，因而產生跨越時空的伊斯蘭文化。

下面介紹伊斯蘭文化中最為鮮明的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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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

穆斯林宗教生活最鮮明的特色之一，是一日五次禮拜。禮拜是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五功，即
五項功修，是穆斯林最基本的宗教義務，包括唸作證言、禮拜、齋戒、納天課、朝覲。禮拜一項，
每天五次，應當在指定的時段內完成，分別是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和宵禮。穆斯林做禮拜，即
是進行一套指定動作（站立、鞠躬、叩頭、跪坐），同時誦讀《古蘭經》和一些讚頌真主的語句，
均以阿拉伯語誦唸，同時必須朝麥加天房的方向。穆斯林通過禮拜提醒自己真主的教導，進行自我
反省，藉以洗滌心靈。禮拜可以個人單獨做，或者集體進行。任何清潔和安全的地方都可以是禮拜
的場所，到了禮拜時間，穆斯林可以在家、學校、辦公地點或其他地方做禮拜，不一定在清真寺。
另外，逢星期五清真寺有「聚禮」，必須集體進行，穆斯林男子有參加聚禮的義務。聚禮替代了當
天的晌禮。

齋戒

穆斯林宗教生活另一個鮮明特色，是伊斯蘭教五功中的齋戒。穆斯林在每年伊斯蘭曆的九月進
行齋戒，這是《古蘭經》首次降示的月份，也是一年中最尊貴的月份。這個月的正式名稱是「萊麥
丹」（Ramadan），又稱「齋月」。齋月裏，穆斯林每天從黎明到日落，禁止飲食、夫婦行為，同
時應當遠離所有罪惡的言行。穆斯林從齋戒中可以學會節制慾念，鍛煉忍耐刻苦的精神，並且體會
飢餓，從而啟發憐憫之心，最終達至敬畏真主。在齋月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同時進行齋戒。每
天，穆斯林在黎明前吃「封齋飯」（即正常地進食，只不過把時間提前），以準備一天的體力所需，
到日落時，完成齋戒，即會進食，是為「開齋」。清真寺多有提供開齋飯，穆斯林在寺裏集體開齋，
同時進行禱告和禮拜。齋月被認為是一年中最吉慶的月份，因此，穆斯林在這個月會比平日做更多
的禮拜、誦讀《古蘭經》和施濟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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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

齋月結束，便是開齋節的歡慶時刻，即伊斯蘭曆 10 月 1 日。開齋節最重要的慶祝活動，是節
日特有的集體禮拜，稱為「會禮」，於早上在清真寺或空曠地方進行。穆斯林除參加會禮，還會準
備節日的食品和互相拜訪，有些類似華人過春節。

伊斯蘭教有兩大節日，一為開齋節，另一為宰牲節，或稱忠孝節、古爾邦節。後者是在伊斯蘭
曆 12 月 10 日。如同開齋節，宰牲節早上舉行會禮。隨後，穆斯林便進行宰牲。通常宰羊或牛，
把所得的肉分 3 份，一份贈親友，一份送窮人，一份自家食用。至於宰牲節的意義，乃透過紀念
先知易卜拉欣（亞伯拉罕）和兒子伊斯瑪儀（以實瑪利）為真主奉獻的故事 ，提醒穆斯林應當對
真主忠誠和服從。

2019 年 6 月 5 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開齋節會禮 
圖片來源：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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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所有的節日和紀念日，均以伊斯蘭曆為準。伊斯蘭曆於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634-644
年在位）時制定，以先知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徙至麥迪那那年為元年。伊斯蘭曆元年首日定為公元
622 年 7 月 16 日，每個月有 29 或 30 天，日落標誌著一天的開始，新月出現即開啟一個新的月份。
伊斯蘭曆是純陰曆，一年比西曆少 10-11 天。英文字母 AH （從拉丁文 anno hegirae 而來，意為遷徙
之年）代表伊斯蘭曆。

倫理道德文化

伊斯蘭教的教導是要培養道德高尚的人， 因此倫理道德在伊斯蘭文化中非常重要， 涉及的範
圍相當廣泛， 關係到社會、家庭、職業、待人接物等生活層面， 如孝順、誠實、公正、廉潔、無私、
慷慨、寬容、忍耐、仁愛、謙遜、以及助人為樂、愛人如己等。

飲食文化

伊斯蘭教具有獨特的飲食文化，符合教法規定的飲食方式，
是為清真飲食（Halal）。其基本理念是真主創造宇宙萬物，當中
給予人類豐富而佳美的食物。真主只禁止人類進食不潔和有害的
食物，通常認為所有海鮮或水裏的生物皆可食用。被禁止的食物
包括自死物、非誦真主之名而屠宰的牲畜、血液、豬肉、兇猛動
物、酒精以及任何有毒或損害身體的東西。伊斯蘭教亦教導怎樣
屠宰牲畜：以真主之名進行；刀必須鋒利；在牲畜的喉嚨處一刀
割斷食管、氣管、血管，讓血全部流掉。因此，穆斯林通常會在
清真肉檔買肉；在外用膳的話，亦會選擇清真餐廳。

進食時，應當對真主感恩、珍惜食物、食不過飽以及與他人
分享，都屬於伊斯蘭飲食文化。

香港回教信托基金總會頒發的清真認證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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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文化

伊斯蘭教對男女的衣著都有要求， 男性必須遮蓋的範圍至少從肚臍到膝蓋；女性則須遮蓋除
了臉部、雙手之外的整個身體。無論男女，衣服都應寬鬆，不展現身體輪廓、不透明、不刻意艷麗
吸引異性、不模仿異性著裝等。

藝術文化

伊斯蘭教嚴禁繪畫真主及先知的形象， 禁止偶像崇拜， 因而促成伊斯蘭藝術轉向抽象藝術的
發展方向。伊斯蘭藝術的元素包括三大類：一是阿拉伯文書法，內容多是《古蘭經》章節，或是讚
頌真主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簡短詞句；二是由線條及色塊演變而成的幾何圖形；三是連綿不斷的植物
條紋， 象徵循環往復，生生不息。 另外，伊斯蘭藝術有獨特的不喜歡留白的審美觀，以表達真主
無時無處不在。

廣州懷聖寺禮拜殿內的中式阿拉伯書法集阿拉伯文書法、幾何圖形和植物條紋
於一身的伊斯蘭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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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文化

伊斯蘭教的殯葬規定獨特而簡單，實行土葬，不用棺木。遺體經潔淨後，以 3-5 層白棉布包裹，
由親友為其進行殯禮後，直接放進墓穴，再用泥土覆蓋，沒有陪葬品。墳墓的設計盡量簡單，甚至
可以省去墓碑，不需任何祭品。伊斯蘭教鼓勵穆斯林常去墳前記念先人，為亡者向真主祈求饒恕，
稱作「遊墳」。

大灣區穆斯林歷史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內組成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廣州、
佛山、肇慶、中山、珠海、江門、深圳、東莞、惠州九市。

伊斯蘭教在大灣區的歷史已有 1300 多年之久，最早是唐朝時期經海上絲綢之路傳來。

唐宋時期，西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經由兩條路線來華：陸路自伊拉克、波斯、中亞，經由我
國新疆到達長安等地；海路由紅海，經阿拉伯海，入印度洋，或由波斯灣入印度洋，然後經斯里蘭
卡， 越孟加拉灣，繞過馬來半島，抵南中國海，最終航行至中國東南沿岸的港口城市，如廣州、
泉州、揚州等。無論陸路或海路，此即著名的絲綢之路。

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也成為伊斯蘭教沿海路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唐中葉後，海上
貿易比之前更加繁盛，來自西亞的外商以穆斯林為主，他們被稱為蕃客，聚居於朝廷劃定的蕃坊
內。蕃客當中，不少留居中國，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變為土生蕃客、五世蕃
客。他們是廣東地區最早的穆斯林，也是中國穆斯林最早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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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客落戶廣州後，修建了懷聖寺和先賢古墓，是中國伊斯蘭教史上重要的歷史古跡，見證了唐
時廣州伊斯蘭教的興盛。

大灣區內，歷史上穆斯林的第二個來源，是明清時期從中國西北、東北、華北及華東到廣州和
肇慶駐防的回回軍士，也有從全國各地遷徙而至的回回工匠和商人等。他們在廣州和肇慶兩地形成
了回族聚居區。廣州是在唐宋時期的蕃坊區域內（即現越秀區範圍），以懷聖、濠畔、南勝、小東
營四個清真寺為中心，形成了四個回民小聚居區，俗稱「四坊」。肇慶則是朝廷在城內設回回營，
專供回族軍士居住。這些於明清年間從全國各地移入廣州和肇慶的回民，其後代構成今日廣東本土
穆斯林的主體。可以說，廣東省有穆斯林世居的城市，只有廣州和肇慶。

繼廣州和肇慶之後，大灣區內早於明朝就有穆斯林足跡的城市便是澳門。據明朝史籍記載，明
萬曆年間阿拉伯半島和馬來半島等地區的穆斯林皆前來中國進行朝貢貿易，其船舶駛至澳門，這是
穆斯林出現於澳門的最早記錄。與此同時，葡萄牙作為第一個沿海路繞過非洲好望角，越印度洋前
來亞洲尋找商機的歐洲王國，於 16 世紀中向明朝租借了澳門，將其打造成國際貿易港，亦為澳門
帶來了異地的穆斯林。當時葡萄牙在東非海岸、印度西岸和馬來半島上的殖民地，當地居民不少信
奉伊斯蘭教，因此，相信葡萄牙從這幾處帶到澳門的士兵、水手和奴隸中包括穆斯林，而後來隨其
他西歐國家商船到達澳門的船員亦多為印度穆斯林。至 19 世紀中，印度西部古吉拉特（Gujurat）
地區的穆斯林前來澳門經商，不少落地生根。他們於 1880 年代籌建了俗稱「摩羅園」的澳門清真
寺和穆斯林墳場。幾年前被列為澳門文化遺產的「穆薩家族房屋」，即為 19 世紀後期印度穆斯林
商人留居澳門的見證。此外，19-20 世紀期間，葡澳政府多次從南亞和其他地區招募警察，其中不
少也是穆斯林。今日，澳門歷史城區內的港務局大樓，前稱「摩爾軍營」，建於 1874 年，是當年
從印度果阿招募到澳門的一批穆斯林海事警察之營房。19-20 世紀來到澳門的南亞穆斯林商人和警
察大多就地扎根，成為了澳門的本土穆斯林。南亞穆斯林以外，還有少數回族穆斯林在 20 世紀期
間從廣東遷徙到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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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香港的歷史，與澳門相近。同樣是在開埠初年，歐洲管治者或殖民者帶來了外籍穆斯
林，其後有華人穆斯林的遷入。1842 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從同屬大英帝國的印度調派
軍隊前來香港駐防，其中為數眾多的印度士兵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另外，還有不少穆斯林商
人和船員從印度移入香港。有穆斯林的地方，往往都會建有清真寺。於 2022 年成為香港古跡的中
環些利街清真寺（正式名稱為回教清真禮拜總堂），以及尖沙咀九龍清真寺，均為本地伊斯蘭教早
期歷史的見證。華人穆斯林進入香港的時間比外籍穆斯林稍晚。19 世紀末開始有回族穆斯林從廣
東、廣西等地來香港謀生。1940 年代新中國成立前後，又有北京、南京和上海的回族遷徙來港，
使得香港的華人穆斯林變得多元化。1990 年代中期，香港開始從印尼輸入大量家傭，時至今日，
印尼傭工已經成為香港穆斯林社群中人數最多的群體。

粵港澳三地回族穆斯林之間的遷移與互動

廣東回族穆斯林有「先到肇慶，後往廣州」之說。由於歷史原因，不少肇慶回族遷到廣州，例
如 19 世紀中葉，兩廣交界處社會動盪，部分肇慶回族開始往廣州和香港遷移。香港最早的華人穆
斯林正是 19 世紀末從廣州、肇慶等地遷入，因此，香港一些華人穆斯林家族有肇慶或廣州背景，
比如薩氏，香港和廣州均有家族成員，兩地的薩氏皆源自肇慶。

20 世紀 30-40 年代，不少廣東和香港的回民為躲避戰禍，遷居澳門。抗戰勝利后，他們中的
大部分都相繼返回原籍，但也有少數留下，有的或遷徙香港。

可見，粵港澳三地回族穆斯林之間親緣關係緊密，時有互動往來。彼此的互動並不局限在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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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更表現於三地穆斯林群體之間的友好交往，在宗教事業方面互相支持，例如香港穆斯林曾捐
助廣州、肇慶清真寺的修繕。三地伊斯蘭教的互動也並不局限於回族之間，還擴及非華裔穆斯林， 
比如香港有非華裔穆斯林團體長期資助澳門的伊斯蘭教組織。展望未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的加深，相信三地穆斯林不論個人或團體之間的聯繫與交流將會更加密切。

今日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

隨著中國於 1980 年代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珠三角地區受惠於國家政策支持，率先在全國經濟
發展中快速崛起，在工業、商貿、運輸、服務、高科技等領域大步發展，經過多年努力，成為中國
南方最重要的經濟區域和城市群。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穆斯林也如其他群體一樣，從全國各地南下
務工經商。尤其近 20 年，由各省遷移到珠三角地區尋找新工作、新商機、新生活的穆斯林大為增
加。與此同時，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後，與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以至近幾年，國家推進大灣區建
設，促使港澳與內地加快融合，遷入港澳的內地穆斯林也日益增多。這些新遷徙而至的穆斯林，加
上灣區城市原有的伊斯蘭教人口，形成今日大灣區內多個活躍的伊斯蘭教社群。

大灣區內的伊斯蘭群體，主要分佈於廣州、肇慶、深圳、香港和澳門五個城市。這五個城市均
擁有清真寺、清真餐廳、穆斯林墳場和伊斯蘭教組織，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提供基本服務。廣州和
香港是大灣區伊斯蘭教發展中兼具歷史和規模的兩個城市，除原籍的穆斯林外，近二三十年，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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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地或外籍穆斯林遷入，為當地伊斯蘭教的發展注入新動力。肇慶和澳門同樣有伊斯蘭歷史積
澱，但穆斯林人數不多。深圳是新興移民城市，1980 年才成為毗鄰香港的經濟特區，其開放的環
境和迅猛的發展速度吸引了全國各地年輕、高素質的穆斯林遷入，形成新生、朝氣勃勃的伊斯蘭群
體。下表列出了廣州、肇慶、深圳、香港和澳門的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數目。

大灣區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數目

穆斯林人口
總人口

穆斯林佔總
人口百分比

清真寺
座數本地 / 戶籍 外來 合共

廣州 約 2 萬 約 5 萬 約 7 萬 1881 萬 0.37 4

肇慶 約 800 約 500 約 1300 413 萬 0.03 2

深圳 2.5 萬 約 3.5 萬 約 6 萬 1768 萬 0.4 1

香港
10 萬 

（主要包括華人
與南亞裔穆斯林）

20 萬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30 萬 733 萬 4.1 5

澳門
約 300

（主要包括華人
與南亞裔穆斯林）

約 7700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約 8000 67 萬 1.2 1

大灣區
（9+2 城市）

約 15 萬 約 41 萬 約 56 萬 8662 萬 0.64 13

注：由於大灣區内各城市均缺乏穆斯林人口統計數字（印尼傭工除外），此表有關數據是穆斯林群體內部人士的估算，並非準確數字，
目的是讓讀者有粗略認知。至於各地的總人口數字，則摘自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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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五個城市穆斯林群體現況的進一步介紹，請參閱同屬本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的另一份網上
發佈刊物《學生體驗及探究策略手冊暨大灣區伊斯蘭群體發展掌故》（27-88 頁）。

至於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如東莞、惠州、中山和珠海等，亦因其繁榮的經濟而吸引到外地穆斯
林遷入，使伊斯蘭教在廣東地區得到擴展。在這些城市，伊斯蘭教處於萌芽階段，穆斯林群體從無
到有，逐步發展。這些穆斯林多來自伊斯蘭氛圍較為濃厚的西北地區，以拉麵店經營者為主。來到
珠三角後他們首要解決的宗教需求便是禮拜場所。事實上，在擁有清真寺的廣州和深圳，也面臨清
真寺空間不足的問題。有鑒於此，廣東省在全國率先設立臨時宗教活動場所。這些臨時禮拜點經過
政府批准，經費多由拉麵店經營者自籌。

無疑，近幾十年移入珠三角地區的外地和外籍穆斯林，帶動了區內伊斯蘭教的新發展。隨著大
灣區進一步開放，穆斯林群體的不斷流入將促進大灣區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少數民族穆斯林遷居大灣區的原因

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化及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少數民族（包括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
族等）穆斯林離開故土，前往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其中很多人選擇珠三角地
區。他們主要來自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寧夏，華北的河北、河南、山東，以及西南的雲南、
四川。此外，也有來自東北和華東地區的回族。作為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一份子，他們具有雙重身份，
既是流動人口的一部分，又具少數民族的印記。除了流動人口一般會遇到的問題，他們還會因民族
信仰的關係，遇到更多挑戰。然而，這並沒有成為他們「走出去」的絆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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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灣區打拼的少數民族穆斯林，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餐飲、外貿、電子商務等。他們有的是企
業的經營者或務工人員，有的是公司或政府部門的中產精英階層，當中人數最多的是拉麵店經營
者。蘭州拉麵店（或稱西北拉麵店），是 20 世紀 90 年代起西北穆斯林在全國各地開的清真餐廳，
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已遍佈內地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進軍海外，形成了穆斯林獨具品牌特色的「拉
麵經濟」。蘭州拉麵，又稱蘭州牛肉麵，是一種來自西北的麵食，有「中華第一面」之美譽，與沙
縣小吃、黃燜鷄米飯并稱為中國快餐界的三大巨頭。自 2003 年起，越來越多的拉麵店進駐廣東。
現如今，廣東省的拉麵店星羅棋佈，總數約 4,000 家，經營者主要來自青海、甘肅，以青海化隆籍
回族居多。

根據經典的人口遷移理論——「推拉理論」，穆斯林離開自己的家鄉，遠赴珠三角，是原居
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可藉助該理論分析清真拉麵店經營者來到大灣區
的原因。

清真拉麵店經營者多來自經濟較為落後的西部民族地區。為了增加收入，過上更好的生活，他
們背井離鄉，憑著一碗拉麵，來到大城市打拼。他們的創業舉動得到家鄉政府大力支持，如在資金
貸款方面提供方便、開辦拉麵技能培訓班，幫助他們「走出去」。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西北清真
拉麵家喻戶曉，已從地方小吃發展成為大眾快餐，逐漸走上規模化、品牌化道路，帶動了家鄉經濟
發展，開創了具西部高原民族特色的脫貧致富之路。

推拉理論認為， 勞動力遷移是由遷入與遷出地的工資差別所引起的。然而，以清真拉麵店經
營者的實例來看， 遷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 還包括更好的職業、更好的生活條件、
為子女獲得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及更好的社會環境。不過，經濟因素依然是促使拉麵人走出去的
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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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拉麵店經營者，還是從事其他行業的穆斯林，他們選擇來到大灣區，都離不開流入地的
巨大吸引力。大灣區有開放寬鬆的社會環境，良好的商業氛圍，市場發展機會多、潛力大。廣州發
達的外貿環境，吸引外語翻譯、商貿人員；深圳作為創科產業中心，吸引了高科技人才；東莞、珠
海匯集大量電子企業，吸引務工人員。現今，在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和「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隨
之而來的機遇亦將會愈來愈多。

位於深圳羅湖區的一間蘭州拉麵店，經營者為青海化隆籍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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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互動

大灣區的穆斯林人口約佔區內總人口百分之 0.64，屬少數宗教群體。有著鮮明特色的伊斯蘭文
化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時刻得到體現，因此他們一些觀點很可能與主流社會有所不同。如何與主流
文化相適應，並世世代代傳承伊斯蘭信仰和文化，成為大灣區穆斯林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注重物質追求、生活節奏加快的社會氛圍下，穆斯林在解決生存問題之外，亦要面對新環
境下伊斯蘭信仰的堅守和傳承問題。大灣區內東莞、惠州等城市的伊斯蘭群體歷史很短，宗教信
仰服務有待完善，當地穆斯林群體一直努力改善狀況，以解決信仰生活所需。這也得到了當地政
府的支持。

然而作為少數群體，無論港澳或內地的穆斯林，都面對一個共同的外部問題：社會大眾普遍對
伊斯蘭文化缺乏認識，因而對穆斯林產生不少誤解或偏見。這顯然不利於多元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然，這也是普遍存在於東西方非穆斯林社會中的問題。問題的解決，有賴穆斯林個人、群體、
社會大衆及政府多方的共同努力，積極應對。比如為增加學生對其他文明的認識，香港教育局於
2020/21 學年開始在初中歷史科課程加入伊斯蘭文明的新課題。此外，不少學校亦認識到多元文化
教育的重要性，通過舉辦講座、文化考察等活動提高學生的多元文化認知。這些舉措不僅有利於大
灣區多元和諧社會建設，更能夠拓寬年青一代的視野及提升其全球素養，為「一帶一路」國策的推
行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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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伊斯蘭文化具有轉化為社會資源的潛力，可創造巨大經濟價值。大灣區擁有豐富的旅
遊資源，若能在穆斯林友善服務，如清真餐飲、禮拜設施等方面加以完善，必將吸引世界各地龐大
的穆斯林遊客群體。此外，大灣區內無論外籍或中國穆斯林商人，也可藉助民族宗教感情，拓展灣
區與穆斯林世界的國際貿易網絡。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已孕育出有中國特色的傳統伊斯蘭文化。如今，在新時代、
新環境下，中國穆斯林需要思考，在把握信仰價值的同時如何適應社會環境，形塑當代具中國特色
的伊斯蘭文化。

中國穆斯林在廣州開辦的的外貿公司，專營穆斯林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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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昔日絲綢之路上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跨越艱難險阻，飄洋過海，前來中國經商，同時
帶來了伊斯蘭教，開啓了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友好往來的序幕。他們秉持穆斯林吃苦耐勞的精神
和善於經商的傳統，以及對新事物包容開放的態度，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此後，無論是明清時期
的回回軍士，還是隨殖民者而來的外籍穆斯林，抑或是於 1980 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大潮中南下的穆
斯林，他們都在努力適應和融入當地社會，同時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

毋庸置疑，近幾十年為數眾多的外地和外籍穆斯林遷入珠三角地區，既帶動了區內伊斯蘭教的
新發展，亦豐富了區內社群的多樣性。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多元文化共處之地，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尊
重、認識和互動至為重要，這是打造多元共融國際化灣區的重要一環。

在未來的時間，大灣區憑著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和强大的經濟發展動能，加之「一帶一路」倡
議的帶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國內外穆斯林前來工作、經商、求學，甚至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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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學設計

課題 文化與傳承：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

學習目標  ● 認識伊斯蘭文化 
 ● 認識大灣區穆斯林歷史
 ● 認識今日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
 ● 認識少數民族穆斯林遷居大灣區的原因
 ● 認識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互動

 知識 / 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 伊斯蘭教的五功（唸作證言、禮拜、齋戒、納
天課、朝覲）及伊斯蘭文化的其他方面（飲食、
服飾、藝術、喪葬等）。

 ● 從 7 世紀（唐代）起，伊斯蘭教在不同時期，
以不同方式傳入珠三角地區。

 ● 大灣區主要穆斯林群體 : 廣州、肇慶、深圳、
香港、澳門。

 ●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少數民族穆斯林從全國各
地遷入經濟發展蓬勃的珠三角地區。

 ● 大灣區作為多元文化共處之地，不同文化間的
相互尊重、認識和互動是打造多元共融國際化
灣區的重要一環。

 ● 比較 
 ● 分析  
 ● 綜合
 ● 討論、匯報 
 ● 協作 

 ● 放眼世界歷史 
 ● 欣賞多元化 
 ● 文化承傳、傳播  
 ● 國民及宗教身份認同
 ● 共同福祉、互利互惠
 ●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信仰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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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增益內容 教學活動

1  ● 伊斯蘭文化的特點 教師先讓學生閱讀知識增益內容「伊斯蘭文化的特
點」，了解什麼是伊斯蘭文化，為什麼伊斯蘭文化與穆
斯林生活密不可分，然後完成工作紙一。

2  ● 大灣區穆斯林歷史 觀 賞 影 片「 伊 斯 蘭 文 化 在 廣 州 」https:/ /www.
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 時 段
00：00-4：52），及「TVB 探古尋源 些利街清真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
段 00：00-1：15），了解伊斯蘭教傳入廣州及香港的
歷史。教師再利用知識增益內容「大灣區穆斯林歷史」，
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二。

3  ● 今日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 教師先講述知識增益內容「今日大灣區的伊斯蘭群
體」，然後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三。

4  ● 少數民族穆斯林遷居大灣區的
原因

 ● 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互動

小組討論：觀賞影片「我是穆斯林，我愛廣州」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xstXkrmcKFY ( 時段：
00：00-4：33) ，教師再講述左側知識增益內容。學生
分組討論工作紙四的內容，然後再匯報。



單元二     文化與傳承 : 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一：

伊斯蘭文化考考你

閱讀知識增益「伊斯蘭文化的特點」，將下列圖標所代表的伊斯蘭文化內容做配對。

第三部分 教學材料

齋戒 禮拜 伊斯蘭藝術 清真飲食 節日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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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充題：

1）伊斯蘭教的五功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2）伊斯蘭教的齋戒月是伊斯蘭曆 ___________ 月。

3）伊斯蘭教的兩大節日分別是 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4）伊斯蘭曆元年是 ___________ 年。今年（2023 年）是伊斯蘭曆 ___________ 年。

3.    選擇題：

    以下有關伊斯蘭文化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_________________

     A． 穆斯林齋戒期間不可以飲水。

     B． 印度食物都是清真食物。

     C． 穆斯林實行土葬，不可火化遺體。

     D．伊斯蘭教對男女服飾都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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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觀賞影片「伊斯蘭文化在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時段：00：00-4：52），及「TVB 探古尋源
些利街清真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段：00：00-1：15），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大灣區穆斯林
歷史」，將伊斯蘭教最初傳入廣州和香港的歷史做比較。

   

傳入時間 最早的清真寺 最早的聚居地
最早的族群及
其從事的職業

廣州

香港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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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大灣區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數目

穆斯林人口
總人口

穆斯林佔總
人口百分比

清真寺
座數本地 / 戶籍 外來 合共

廣州 約 2 萬 約 5 萬 約 7 萬 1881 萬 0.37 4

肇慶 約 800 約 500 約 1300 413 萬 0.03 2

深圳 2.5 萬 約 3.5 萬 約 6 萬 1768 萬 0.4 1

香港
10 萬 

（主要包括華人
與南亞裔穆斯林）

20 萬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30 萬 733 萬 4.1 5

澳門
約 300

（主要包括華人
與南亞裔穆斯林）

約 7700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約 8000 67 萬 1.2 1

大灣區
（9+2 城市）

約 15 萬 約 41 萬 約 56 萬 8662 萬 0.64 13

注：由於大灣區内各城市均缺乏穆斯林人口統計數字（印尼傭工除外），此表有關數據是穆斯林群體內部人士的估算，並非準確數字，
目的是讓讀者有粗略認知。至於各地的總人口數字，則摘自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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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根據圖表中提供的資訊，將大灣區擁有清真寺的五個城市在地圖中圈出來。

肇慶

江門

廣州

中山

佛山

惠州

東莞

深圳

澳門

香港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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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有五座清真寺，你知道它們的名稱嗎？請寫出這五座清真寺的名稱，可藉助應用程式 Google ma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寫出下圖中大灣區清真寺所在的城市，可藉助應用程式 Google map。並由這四座清真寺的不同建築風格，思考出現這    
        樣的不同與哪些因素有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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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小組討論：觀賞影片「我是穆斯林，我愛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tXkrmcKFY ( 時段：00:00-4:33)，並結合知識
增益「少數民族穆斯林遷居大灣區的原因」及「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互動」，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問題，並做匯報。

1.     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及影片，回答：少數民族穆斯林來到廣州的原因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從影片中，你能得知今日的廣州穆斯林群體有哪些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連結



單元三
社群發展 : 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



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19 世紀中葉印度和香港同屬英國殖民地19 世紀中葉印度和香港同屬英國殖民地

印度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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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社群發展 : 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

第一部分  知識增益

釐清概念：19 世紀的印度人與 20 世紀中葉的印度人

「印度」最初指印度河流域（主要在現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地方，其後延伸至恆河流域（現今
印度和孟加拉境內）以及整個南亞次大陸。今天所指的南亞，通常涵蓋孟加拉、不丹、尼泊爾、印
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六國；有時候，又包括阿富汗和馬爾代夫。南亞次大陸的另一個名稱是印
度次大陸，後者很多時候卻把其範圍縮小到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可以說，孟、印、巴三
國是南亞的核心。事實上，這三國曾於德里蘇丹國（1206-1556）和莫臥兒帝國（1526-1857）時
期長時間歸屬於統一政權下，而三國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又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英國殖民統治印度近一個世紀（1858-1947）。然而，早於 18 世紀中期，英國已透過其東印
度公司開始逐步控制印度。當時所指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國。因此，
香港開埠之初隨英國人來港的印度人，用現今的概念來說，涵蓋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國的國
民。顯而易見，19 世紀所指的印度人，不同於今天的印度人（印度共和國的國民），這是我們討
論香港早期殖民地歷史時，必需注意的。

本來是統一的國度，是什麼時候分裂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印度向英國爭取獨立，卻
因為宗教問題而變成印度（印度教徒佔大多數）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為絕大多數）兩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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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建國時的巴基斯坦，包括東西兩部分，兩部分國土互不相連。至 1960 年代末，東巴基斯
坦和西巴基斯坦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發展存在明顯差距，加上語言不同，最終導致東巴基斯坦於
1971 年分裂出去，變為獨立的孟加拉國。簡言之，19-20 世紀大英帝國時期依然統一的印度次大陸，
在二戰後歷經了長達 20 多年的分裂過程，最後演變為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國。

南亞六國的宗教情況

國家 主要宗教 其他宗教

印度 印度教（79.8） 伊斯蘭教（14.2）、基督宗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瑣羅
斯德教、猶太教、巴哈伊教等

巴基斯坦 伊斯蘭教（96） 印度教、基督宗教、羅斯德教、巴哈伊教、錫克教、佛教、耆
那教等

孟加拉 伊斯蘭教（91） 印度教（8）、基督宗教、佛教、巴哈伊教等

尼泊爾 印度教（81.3） 佛教（9）、伊斯蘭教（4.4）、基督宗教、耆那教、巴哈伊教、
錫克教等

不丹 佛教（83） 印度教（11）、伊斯蘭教等

斯里蘭卡 佛教（70.2） 印度教（12.6）、伊斯蘭教（9.7）、基督宗教等

注： 括號內為信徒佔總人口百分比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 2022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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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英國殖民帝國體系下印度穆斯林移入香港

自 16 世紀以來，歐洲多個強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先後經海上航
路來到亞洲，先是經營東西貿易，繼而進行侵略，並建立殖民地，實行殖民統治。南亞大陸位處印
度洋的中心地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古以來，南亞大陸的東西兩岸是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1498 年，葡萄牙瓦斯科·達·伽馬率先繞過非洲好望角、越印度洋遠航到印度西南岸港口城市卡
利卡特（Calicut 南印度商貿重鎮）。1510 年，葡萄牙奪取了印度西岸的果阿（Goa，1961 年印度
恢復對其統治），其後更將其建設為葡萄牙在東方的殖民帝國首府，可見當時印度在地緣政治中的
戰略重要性。至 18 世紀，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殖民爭霸方興未艾，經過幾番爭奪，英國開始在印度
取得優勢。1857 年，英國政府直接控制印度全境（果阿除外），實行殖民統治。

1842 年，香港因成為英國殖民地而開埠。英國奪取香港之後，便順理成章從同為其屬地的印
度調派士兵來港駐防。如前所述，當時所指的印度涵蓋今天的印度共和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巴
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伊斯蘭教從 7、8 世紀開始經海陸兩路，從南、北（西北）兩個方向傳入南亞次大陸。至 13 世紀，
首個穆斯林蘇丹國在北印度德里成立， 16 世紀則有莫臥兒帝國的建立，至 1857 年正式終結。伊
斯蘭教傳入印度，既是阿拉伯、阿富汗、突厥穆斯林在不同時期擴張所致，亦是穆斯林商人和蘇菲
行者遷入的結果。伊斯蘭教雖然並未成為大多數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卻是 700 多年來印度統治者
的宗教。穆斯林在印度的分佈，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尤其西北（今天的巴基斯坦）和東北（今日
的孟加拉國），以及西南與東南沿岸的一些商貿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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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中至晚期，英國從印度調派來港駐防的士兵當中，不少是穆斯林，主要來自印度西北
地區。首批是隨英國人於 1840 年代初到港的印度穆斯林士兵，他們在中環一帶駐紮。自香港開埠
以來，中環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的心臟，昔日的政府山（建有港督府、政府機關辦公大樓、終審法院、
聖約翰座堂）及中區警署建築群兩處代表殖民統治的建築均位於中環區，區內同時遍佈印度穆斯林
的歷史足跡，可見他們與英國人關係之密切。

香港印度裔人口宗教信仰分佈 （1911 年 5 月 20 日）

男性 女性 總數 百分比 （%）

印度教 925 6 931 30.5

伊斯蘭教 1069 369 1438 47.2

瑣羅斯德教 66 16 82 2.7

錫克教 485 69 554 18.2

基督教 7 4 11 0.3

佛教 - 1 1 0.03

沒有表明信仰 29 3 32 1

2581 468 3049

資料來源：霍揚揚 《獅子山上的新月》（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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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來自澳門、源於葡語的廣東話翻譯

隨英國人到港的印度人，除了士兵外，還有穆斯林船員和商人，後來又有印度穆斯林被招聘來
港做警察，他們都和穆斯林士兵一樣，落戶中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該區找到早期穆斯林留下的
痕跡，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香港歷史最悠久之清真寺——位於中環半山的些利街清真寺（正式名
稱為「回教清真禮拜總堂」）。該處原有的清真寺始建於 1849 年，現時的建築於 1915 年落成，
2022 年 5 月被列為香港古跡。（關於些利街清真寺的詳細介紹，請參閱同屬本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的另一份網上發佈刊物《學生體驗及探究策略手冊暨大灣區伊斯蘭群體發展掌故》51-56 頁）。

中環有四條街道，均以「摩羅」命名，包括摩羅上街（Upper Lascar Row）、摩羅下街（Lower 
Lascar Row）、摩羅廟街（Mosque Street，毗鄰些利街清真寺）及摩羅廟交加街（Mosque Junction，
與摩羅廟街平行排列）。這些街道名稱反映出當年該處屬於印度穆斯林的生活場域。有趣的是，中
文翻譯同樣是摩羅，英文原文卻有不同的指稱。Lascar 是一個屬於歐洲殖民主義時代的詞語，指來
自印度的船員或士兵，在歐亞海上貿易蓬勃的 17-20 世紀，歐洲各國商隊都爭相聘用印度船員隨船
來華經商。至於為什麼英文 Lascar 會變為廣東話的摩羅呢？這又牽涉到另外一段歷史。眾所周知，
澳門早於 1557 年（至 1999 年）由葡萄牙人管治，曾於 16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中期經歷約百年國
際貿易航路樞紐港的黃金時代。當時葡萄牙從其殖民地招募到澳門的勞工當中包括果阿和馬六甲的
穆斯林，中世紀歐洲人對穆斯林的其中一個稱謂是 Moors，葡語為 Mouros，澳門的華人翻譯為廣東
話「摩羅」。香港開埠之後，「摩羅」便渡海而來，成為本港華人對印度人的稱呼。明顯地，當時
在香港的印度人多為穆斯林，華人因而稱其為摩羅，其宗教場所 Mosque（正式翻譯是清真寺）也
就稱為摩羅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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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除了摩羅街，又有摩羅兵房。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取得九龍半島，加强駐
軍，從印度招募更多士兵來港。1892 年，新一批士兵抵達，入駐尖沙咀的威菲路軍營（Whitfield 
Barracks，即今日九龍公園一帶），該軍營俗稱「摩羅兵房」。現今尖沙咀的著名地標之一 —— 建
築風格獨特的九龍清真寺，可說是當年該批穆斯林士兵的見證，因為九龍清真寺的起源是 The Hong 
Kong Regiment Masjid（香港軍團清真寺），始建於 1896 年。1902 年，清真寺重新裝修，並加建設施，
一直到 1980 年拆卸，重建為嶄新的九龍清真寺。

九龍清真寺的起源：香港軍團清真寺。
照片中顯示的清真寺名字，相信是其後的俗稱。
圖片來源：Gwulo Ol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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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魁梧的體格：擔任執法司法人員的有利條件

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歷史，英國人給香港留下的一筆寶貴遺產是法治社會。開埠之初，社會未
有任何既定秩序，香港又是個華洋雜處之地，各色人種不只，無論大官巨賈、三教九流之輩都同時
匯聚於這個中國南陲的自由港。可以想象，當時要維持社會治安，執行法治，存在一定難度。印度
人身材魁梧、體格健壯，有相當震懾力，因而成為早期殖民地政府執法、司法隊伍的主力。

今日的大館，昔日的中區警署建築群，當年集警署、裁判司署和監獄於一地。尤其在香港開
埠初期，這裏可說是殖民地政府執法和司法的中心，因此可找到印度警察和獄吏的身影，他們有
不同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伊斯蘭教信徒和錫克教徒。1849 年，在中環一帶工作的穆斯林，包括士
兵、警察、獄吏、商人和等待出航的水手，派代表向政府申請用地建清真寺，這便是些利街清真
寺的由來。

進 入 20 世 紀， 赤 柱 監 獄 於 1935 年
建成，大量獄吏是印籍穆斯林。監獄署為
了照顧這批獄吏宗教生活的需要，便在監
獄的範圍內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專供其使
用。該清真寺只開放給內部職員，即使監
獄中有穆斯林囚犯，皆不可進入。

赤柱清真寺   
圖片來源：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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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街清真寺些利街清真寺

大館（前中區警署建築群）大館（前中區警署建築群）

摩羅上街摩羅上街

摩羅廟街摩羅廟街

聖約翰座堂聖約翰座堂
政府山政府山

中環區：英國殖民統治的代表性建築與印度穆斯林的歷史見證並存中環區：英國殖民統治的代表性建築與印度穆斯林的歷史見證並存

摩羅下街摩羅下街

摩羅廟交加街摩羅廟交加街

禮賓府（前港督府）禮賓府（前港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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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香港五代的孟買穆斯林商人家族

19 世紀英國殖民帝國體系不只為香港從印度引進了士兵、警察、獄吏和船員，更有大量商人。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與十三行進行貿易的年代，已經有不少印度商人跟隨，其中很多也有參
與鴉片貿易。這些來自印度的商賈，屬於不同族裔或宗教族群，包括信奉瑣羅斯德教的巴斯人、信
奉猶太教的猶太人及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當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將之定為自由港，締造
更有利的營商環境，便吸引到大量印度商人前來香港尋找商機，開拓業務，其中不乏穆斯林商人。
比如些利街清真寺於 1915 年重建，便得到孟買商人資助。

有一個同樣來自孟買的穆斯林商人
家族，由香港 1842 年開埠至今，歷經
五代，依然在此地屹立不移，這便是
Abdoolally Ebrahim 家族。1842 年，孟買
穆斯林商人 Seth Ebrahim Noordin 派家族
成員來港成立貿易公司，以香港為基
地，從事各種商品如糖、棉花、紡織品
和生絲等的中國貿易。公司成立至今，
一直持續經營，是本地歷史最悠久的貿
易公司之一，同時也是香港總商會成
員。此外，公司在成立之初，即開辦了
中環與尖沙咀之間的渡輪服務，1888
年，轉讓與巴斯商人繼續經營，其後發展為香港人熟知的天星小輪。早於 1842 年，率先開設維港
渡輪服務這一點，似乎足以說明該家族生意創辦人的獨到眼光。時移世易，到了 21 世紀的今天，
該家族生意已發展為跨國集團，經營農產、礦產、船務、食具等多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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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穆斯林與華人的互動

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是華洋雜處之地，在殖民地時代早期，英國人、英國人以外的歐洲人、美國
人、印度人、其他亞洲人及作為人口主體的華人之間，社群界別分明，各有社會分工和生活圈子。
即使在這個有點種族隔離意味的時代背景下，印度穆斯林與華人社群仍有一定的互動。最明顯的，
要算跨種族婚姻。當時來港工作的印度穆斯林，多為男性，當中有些在本港娶華人女子為妻，落地
生根，繁衍後代。這些漢族華人婦女，通常都會在結婚前先改宗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後才結婚。
印度穆斯林與華人女子結婚後所生的下一代，亦是穆斯林。這些同時有印度人和華人血統的穆斯林
稱為「本地仔」，他們當中不少操流利廣東話，少數甚至會讀寫中文。他們的五官輪廓透露出其混
血兒的身份，但他們的姓氏通常傳承自父系，名字也多用穆斯林名字。所以，只看姓名的話，或許
看不出他們有華人血統，也看不出他們深受中華文化影響。

事實上，香港的穆斯林社群由多元種族構成，既有廣為人知的印度穆斯林，也有華人以及其
他種族的穆斯林。現時本港的伊斯蘭群體，主要由南亞裔、華人和印尼籍穆斯林構成。而 19 世紀
末的伊斯蘭群體，以印度穆斯林為大多數，也有來自內地的華人以及東南亞、西亞、非洲各地的
穆斯林。

香港開埠以來的華人人口當中，即包括少數回族穆斯林。早期遷港定居的回族大多數來自廣州
和肇慶，20 世紀初，他們成立了首個華人穆斯林組織——中華回教博愛社。那時候的華人穆斯林，
文化程度較低，與印度穆斯林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然而，因著共同的伊斯蘭信仰紐帶，兩者有一
定的接觸和交往。比如清真寺，不論什麽種族，只要是穆斯林都可進入，參加禮拜和其他宗教活動。
還有墳場，也是給所有伊斯蘭教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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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有獨特的喪葬規定，亡者遺體須按規定先清洗，後舉行殯禮，接著土葬，不用棺木。
穆斯林有專屬的墳場。1870 年，位於跑馬地的香港第一個穆斯林墳場建成。到 1930 年，又有九
龍的何文田墳場，1960 年代初因該處有公共房屋興建計劃而拆卸，1963 年在柴灣哥連臣角建成柴
灣穆斯林墳場和清真寺。所以，現今香港有兩個穆斯林墳場，分別位於跑馬地和柴灣。

跑馬地回教墳場 柴灣清真寺及穆斯林墳場 
圖片來源：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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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南亞裔穆斯林始終是本地伊斯蘭群體的骨幹

若論伊斯蘭教在香港的歷史，誠然，隨英國人於 1840 年代初來港的印度穆斯林，是他們首先
將伊斯蘭教傳入香港。同時，由於他們與殖民地政府的緊密關聯，伊斯蘭教設施如清真寺和墳場
的建設，因而獲政府提供便利，在香港較早期的歷史便得以建成。相對於同樣來自印度的其他宗
教族群，穆斯林是最早獲政府批出土地，建設其宗教場所——些利街清真寺 （1849 年）、香港
軍團清真寺（1896 年，九龍清真寺的前身）。錫克教徒要等到 1901 年才建成位於灣仔的錫克廟，
而印度教徒就更晚了，位於跑馬地的印度廟在 1953 年方落成啟用。穆斯林比錫克教徒和印度教
徒早半至一個世紀享有自己專屬的宗教場所，相信這一點足以說明，19 世紀來港的印度人，主要
是穆斯林。

香港的穆斯林社群，肇始於 19 世紀的印度穆斯林，其後有來自內地以及東南亞、西亞、非洲
各地的穆斯林加入，而印度穆斯林始終是本地穆斯林社群的骨幹。現時該社群的代表性組織——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簡稱「基金會」），便可溯源到 19 世紀的印度穆斯林。基金會由四個
屬會組成，包括香港伊斯蘭聯會（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香港巴基斯坦協會（The Pakist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 港 印 度 穆 斯 林 協 會（Indian Muslim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以 及
Anjuman-e-Mohammedi (Hong Kong SAR) Trustees Incorporated（什葉伊斯瑪儀宗派在印度西部一個旁支
於香港的成員），其中以香港伊斯蘭聯會和 Anjuman-e-Mohammedi 兩個組織歷史最長，均可回溯到
19 世紀來港經商的印度穆斯林。香港伊斯蘭聯會成員的背景比較多元，除了印度穆斯林以外，還
包括其他地區和種族的穆斯林。基金會負責管理香港五座清真寺、兩個穆斯林墳場，執行清真認
證，以及相關的宗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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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昔日隱身於歷史敘事的印度穆斯林到今天備受社會關注的少數族裔

自開埠 180 多年以來，香港一直都擁有多元種族和文化。一個彈丸之地，其多元的程度甚至令
人驚嘆。當英國人首次踏足香港，印度穆斯林士兵、商人便已跟隨左右，與英國人一起長居此地。
然而，一般來說，本地華人對南亞裔人士在香港的歷史瞭解不多。可以說，南亞裔人士——尤其穆
斯林——的祖輩比華人更早移入香港，參與殖民地、自由港的建設。只是過往的歷史敘事，或是聚
焦於英國人和其他西方人，或是側重華人，而忽略了其他亞洲人。無論他們的國籍和種族，曾經在
香港參與建設的，同樣在這片土地灑下汗水，滋養其成長、發展，以至騰飛成為 21 世紀國際重要
的經貿和金融中心。

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26 年（2023 年），無論九七前或九七後，香港均以國際都會自居並引以為
榮。香港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城市，在不同種族之間互相尊重、認識、交流和接納這
個課題的實踐，似乎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九七後仍然留在香港的南亞裔人士，大部分都以香港為
家，他們拿的是香港特區護照。現今，南亞裔學生努力學習中文，認識中華文化，希望能夠比上一
輩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寄望香港以海納百川的宏大氣魄，以誠摯的人文關懷，讓每個成員無論他
們的國籍、種族，各自發揮潛能，共建美好家園。另一方面，須知社群生活——宗教或非宗教——
對個人的均衡生活和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因此，不同族群之間互相尊重、認識和互動，對於構建多
元共融的社會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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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學設計

課題 社群發展：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

學習目標  ● 認識 19 世紀的印度與 20 世紀後期的印度之區別
 ● 認識 19 世紀印度人隨英國人移入香港的歷史
 ● 認識 19 世紀伊斯蘭教隨印度穆斯林傳入香港
 ● 認識印度穆斯林與華人的互動

 知識 / 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 歷史上的印度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涵蓋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國

 ● 香港開埠之初，印度穆斯林移入香港後所從事
的職業

 ● 香港開埠初期，印度穆斯林在中環的足跡
 ● 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兩座清真寺及本地伊斯蘭社

群的代表性組織
 ● 跨種族（印中）婚姻及華人穆斯林

 ● 比較 
 ● 分析  
 ● 綜合
 ● 討論、匯報 
 ● 協作 

 ● 放眼世界歷史 
 ● 欣賞多元化 
 ● 文化傳承、傳播  
 ● 國民及宗教身份認同
 ● 共同福祉、互利互惠
 ●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信仰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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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增益內容 教學活動

1  ● 釐清概念：19 世紀的印度人與 20 世
紀中葉的印度人

教師先讓學生閱讀左側知識增益內容，並結合南
亞地圖和圖表「南亞 6 國的宗教情況」，使學
生對南亞 6 個國家及其宗教狀況有基本的認識，
再完成工作紙一。

2  ● 19 世紀英國殖民帝國體系下印度穆斯
林移入香港

 ● 「摩羅」：來自澳門、源於葡語的廣
東話翻譯

 ● 摩羅魁梧的體格：擔任執法司法人員
的有利條件

 ● 印度穆斯林與華人的互動
 ● 印度穆斯林始終是本地伊斯蘭群體的

骨幹

「觀看影片：TVB 探古尋源｜些利街清真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段：00:00-1:35），並閱讀左側知識增益內
容，了解印度人與伊斯蘭教傳入香港的關係，
再完成工作紙二。

3  ● 植根香港五代的孟買穆斯林商人家族 小組討論：教師先講解知識增益「植根香港五代
的孟買穆斯林商人家族」，然後分小組，讓學生
在網上查找 Abdoolally Ebrahim 家族生意的資
料，包括歷史和現況，最後匯報，完成工作紙三。

4  ● 從昔日隱身於歷史敘事的印度穆斯林
到今天備受社會關注的少數族裔

小組討論 : 
觀看影片「RTHK《同行•港溫度》：融異不
容 易 (WEDO GLOBAL 訪 問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IKPkRqfQjaY（ 時 段：
00：00-5：40 及 12：50-14：38）， 並 結 合 左
側知識增益內容，帶學生分組討論：如何與少
數族裔和諧相處，完成工作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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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南亞六國的宗教情況

國家 主要宗教 其他宗教

印度 印度教（79.8） 伊斯蘭教（14.2）、基督宗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瑣羅斯
德教、猶太教、巴哈伊教等

巴基斯坦 伊斯蘭教（96） 印度教、基督宗教、羅斯德教、巴哈伊教、錫克教、佛教、耆
那教等

孟加拉 伊斯蘭教（91） 印度教（8）、基督宗教、佛教、巴哈伊教等

尼泊爾 印度教（81.3） 佛教（9）、伊斯蘭教（4.4）、基督宗教、耆那教、巴哈伊教、
錫克教等

不丹 佛教（83） 印度教（11）、伊斯蘭教等

斯里蘭卡 佛教（70.2） 印度教（12.6）、伊斯蘭教（9.7）、基督宗教等

注： 括號內為信徒佔總人口百分比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 2022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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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在地圖上寫出南亞 6 個國家的名稱。

     
2. 香港的南亞裔人士，來自南亞 6 國之中的 5 個，你知道其中

哪個國籍的人士在香港找不到嗎？請寫出。

3. 根據圖表「南亞六國的宗教情況」，分析南亞六國的宗教情
況有什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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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

觀看影片：「TVB 探古尋源｜些利街清真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段：00:00-1:35), 並閱讀知識增
益有關印度穆斯林在香港的早期歷史部分，回答以下問題。

1. 填充題： 

1) 當我們說 19 世紀的印度時，指的是現在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個國家。

2) 位於中環的些利街清真寺是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其全稱是 _______________，始建於 _______________ 年。

2. 簡述 19 世紀印度穆斯林與伊斯蘭教傳入香港有什麼關係？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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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

學生先閱讀知識增益「植根香港五代的孟買穆斯林商人家族」，然後分組完成以下問題。

1. 請舉例說明早期印度人來香港主要從事哪些職業？試分析他們從事這些職業的優勢是什麼？

2. 學生分小組，在網上查找 Abdoolally Ebrahim 家族生意的資料，包括歷史和現況，最後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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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

小組討論：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在 2021 年共有 619 568 名少數族 裔人士居住在香港，佔全港人口的 8.4%。 居港少數族裔
人士中，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後 ， 2021 年 的 少數族裔人士 數目為 301 344，佔全港人口 4.1%。先觀看影片「RTHK《同行•
港溫度》：融異不容易 (WEDO GLOBAL 訪問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PkRqfQjaY（時段：00：00-5：40 及 12：50-
14：38），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從昔日隱身於歷史敘事的印度穆斯林到今天備受社會關注的少數族裔」，然後分小組討論
以下問題，並做匯報。

1. 現時香港的伊斯蘭群體由哪三大族群構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由影片中兩位主人公的分享並結合你所知，你認為南亞裔穆斯林青年在香港生活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是否在生活中接觸過少數族裔？你認為在香港，華裔與南亞裔在接觸過程中可能有哪些障礙或隔閡？可透過怎樣的方式增
進相互間的了解和認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推動多元文化及種族共融為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在過去十多年，港府透過宣傳教育及政策措施，致力協助少數族裔
融入香港社會。請從網絡上查閱資料，了解政府在推動種族共融方面的舉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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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全球穆斯林人口分佈圖全球穆斯林人口分佈圖

綠色代表遜尼派
紫紅色代表什葉派

圖片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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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接通世界 : 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

第一部分  知識增益

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僅次於基督宗教，全球的信徒數目逾 18 億，約佔全世界人口（80
億）22%。大部分伊斯蘭教信徒生活在穆斯林國家（或稱伊斯蘭國家），即一國穆斯林佔人口大多
數。全球有 50 多個穆斯林國家，主要分佈於西非、北非、西亞、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全世界的
穆斯林人口中，有 20% 生活在非穆斯林國家，比如歐美各國、澳洲、中國等。總括來說，幾乎每
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穆斯林人口。

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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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沿綫的穆斯林國家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其思路是以歷史上陸海兩
條絲綢之路而開展，沿綫涵蓋 65 個國家，依地區劃分，包括：

東亞 蒙古

東南亞 *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文萊、
菲律賓

南亞 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代夫

中亞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西亞及東地中海 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
阿拉伯、也門、阿曼、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埃及、塞浦路斯

歐亞大陸北部及
高加索

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

東南歐 克羅地亞、波黑、黑山、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
其頓、希臘

東歐 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

波羅的海 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 這 10 個東南亞國家組成了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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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名單中，以粗體標注的都是穆斯林國家，共 30 個。伊斯蘭教在這些國家有悠久的歷史，
少者有數百年，比如東南歐的波黑和阿爾巴尼亞，伊斯蘭教於 15 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勢力擴張至巴
爾幹半島時傳入，至今逾 500 年。而更多的穆斯林國家，在伊斯蘭歷史的早期，便已成為穆斯林
地區，它們經歷過輝煌燦爛的伊斯蘭文明黃金時代，受伊斯蘭文化熏陶上千年。有些地方還遺留著
年代久遠的伊斯蘭古跡，比如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舊城，仍矗立著建於 8 世紀初的倭馬亞清
真寺，是一座赫赫有名的歷史古跡。

「一帶一路」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為框架而加以擴展，因此，除了 65 個沿綫國家以外，更包
括其他地區和國家。根據官方網站「中國一帶一路網」，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共有 153 個國家
加入了「一帶一路」的共同建設計劃。如果從「一帶一路」涉及的整個地理範圍看，那麼當中則有
40 多個穆斯林國家。

即便一國並非穆斯林國家，也可能生活著數目龐大的穆斯林，印度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印度
穆斯林多達 2 億，約佔總人口 14%。其他鄰近香港的國家如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也有為數
不少的穆斯林。 



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穆斯林就在我們周圍

中國穆斯林人口

據官方統計，中國現有 2,000 多萬穆斯林，有 10 個少數民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包括回族 、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
其中以回族人數最多，維吾爾族次之。在其他民族中也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如漢族、蒙古族、藏族、
白族、傣族等。1

香港穆斯林人口

根據 2022 年的香港年報，估計本港的穆斯林人數達 30 萬，其中大部分屬於三個族群：印尼
人（15 萬）、華人（5 萬）、巴基斯坦人（3 萬），即是說，穆斯林佔香港人口（740 萬）約 4%。

香港周邊地區的穆斯林人口

或許很多香港人沒有意識到，全球近半數穆斯林居住在香港周邊的國家或地區。

Valeriepieris circle 標誌著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此圈內，大致包括
東亞、東南亞和南亞。不僅如此，此圈內亦生活著全世界約半數的穆斯林。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
的首四個國家——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都在該圈內，這四個國家的穆斯林人口總數接
近 8 億，約佔全球穆斯林人口 44%。2 

1 數據來自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網頁，瀏覽於 2023 年 5 月 4 日，http://www.chinaislam.net.cn/cms/whyj/yslgk/201205/21-58.html。
2  Muslim Population by Country 2023，瀏覽於 2023.5.6，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muslim-population-by-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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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pieris circle

伊斯蘭經濟

伊斯蘭教既是一個宗教信仰，更是一種全面的生活之道。穆斯林相信，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古
蘭經》是真主（宇宙萬物的造物主）給予人類的最後一次啟示，指引人類獲得今世和後世的幸福。
而先知穆罕默德（570-623）是真主派遣的最後一位使者，他承擔了傳揚伊斯蘭教的神聖使命，建
立和帶領歷史上首個穆斯林群體，按真主的教導打造了一個具模範作用的穆斯林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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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教導涵蓋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信仰、倫理道德之外，還包括經濟、政治、教
育、環保等方面，同時涉及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多個不同層面。

伊斯蘭經濟，是按照伊斯蘭教導進行經濟建設，滿足人類物質生活所需。伊斯蘭教禁止飲酒、
賭博、吸毒、嫖娼等，自然地，伊斯蘭經濟便不會容許這些產業和消費的存在。

伊斯蘭教包含教法。造物主賜予人類美好的給養，比如世人用以果腹的各種美食，用以蔽體的
各種衣料，用以築房的各種建材。造物主允許人類享用美好的東西，教誨世人培養高尚的道德情
操，禁止人們涉獵任何有害或污穢的事物。因此，在伊斯蘭法裏，有所謂合法和非法。合法，即合
乎教法，阿拉伯文音譯為 Halal，解作「被允許的」，也被稱為「清真」。

以飲食為例，伊斯蘭教禁止進食不潔和有害的食物；認為所有海鮮或水裏的生物皆為合法，即
清真；被禁止的食物包括自死物、血液、豬肉、兇猛動物、酒精、非誦造物主之名而屠宰的牲畜，
以及其他任何有毒或損害身體的東西。伊斯蘭教亦教導屠宰牲畜的方法：以真主之名進行；刀必須
鋒利；在牲畜的喉嚨處一刀割斷食管、氣管、血管，讓血全部流掉。鑒於這種特殊的屠宰要求，穆
斯林通常會在清真肉檔買肉；在外用膳亦會選擇清真餐廳。

清真產業 （Halal industry）

伊斯蘭教因其獨特的飲食文化，產生了相關的清真產業，如清真餐飲業、清真食品加工製造業
等。除飲食外，還有清真醫藥品、清真美妝品等。無論是飲食、藥品還是化妝品，其原則皆為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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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任何伊斯蘭教禁止的成分，如酒精、來自豬的成分等。此外，清真產業也包括端莊服飾 (modest 
fashion) 和伊斯蘭藝術（以書法為主）。而清真旅遊業，指為穆斯林遊客提供清真食品、禮拜設施、
伊斯蘭景點（例如參觀清真寺）與旅遊產品（比如伊斯蘭文化體驗），及供男女分開專用的健身房
和游泳池等，以確保穆斯林旅行中不會涉及任何違反伊斯蘭法的活動。如今不少地方看到了穆斯林
旅遊市場的巨大潛力，香港及台灣近些年都在積極打造穆斯林友善旅遊環境，吸引穆斯林遊客。

伊斯蘭金融 (Islamic finance)

伊斯蘭金融是指符合伊斯蘭法的金融活動、商品及服務。現代伊斯蘭金融興起於 1963 年——
埃及出現的第一家無息銀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已具一定規模，成為全球金融業不可忽略的
一部分。除了穆斯林國家開展伊斯蘭金融業務外，西方的一些金融機構亦將伊斯蘭金融納入其金融
體系中，以招徠穆斯林客戶。香港近些年也在積極開拓伊斯蘭金融市場，主要集中在發展伊斯蘭債
券業務，自 2014 年發行第一批伊斯蘭債券，目前已發行三批。伊斯蘭金融必須符合以下準則 : ( 一 ) 
禁止利息而主張風險分擔；( 二 ) 投資項目不可涉及任何伊斯蘭法禁止的經濟活動，比如博彩業、
釀酒業等； ( 三 ) 禁止投機行為；( 四 ) 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必須明確，不允許不確定性存於其中。 

清真產業和伊斯蘭金融都是近些年伊斯蘭經濟中較為活躍的領域。目前伊斯蘭經濟體系的建設
仍處於初期，相信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發展，才會逐漸達至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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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文明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與現代穆斯林的覺醒

伊斯蘭教於 7 世紀初在阿拉伯半島興起，隨後阿拉伯穆斯林在東西兩方均進行了大規模征服，
建立了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蘭帝國。伊斯蘭帝國在 8-12 世紀締造了輝煌燦爛的伊
斯蘭文明，在 13-14 世紀卻被蒙古帝國征服和統治。穆斯林於 15-16 世紀獲得了重生，在亞、非、
歐的不同地區再次建立起強大的帝國，然而，好景不長。

歐洲在文化萎靡的中古時代後，經歷了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一連串的文
明改造工程，脫胎換骨，締造了西方現代文明，進而稱霸世界。在 19-20 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稱雄的
年代，大部分穆斯林地區都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不得不俯首稱臣。歐洲各國對穆斯林地區實行
殖民統治，對伊斯蘭文化造成極大破壞。在西方殖民強權壓制伊斯蘭傳統體制，並代之以西方體系
的情況下，不少穆斯林跟隨西方，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即使大多數穆斯林地區於 1950-60 年代獲
得獨立，但仍然難以擺脫殖民宗主國留下的深遠影響，以至部分穆斯林世俗化的傾向難以改變。

世事無常，1970 年代起，全球掀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遍及多個地區，直到今天，依然方興未
艾。比起復興運動之前，最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穆斯林回歸傳統，重新肯定伊斯蘭價值觀與文化，
不止在個人信仰和生活方面遵從伊斯蘭教導，更嘗試根據伊斯蘭原則和教法來進行國家建設。伊斯
蘭金融的興起、清真產業的發展、國際伊斯蘭組織的成立、穆斯林傳統與現代模式相結合的伊斯蘭
教育體系之建立、更多穆斯林婦女戴頭巾等諸多現象，都是伊斯蘭復興運動在不同範疇的表現。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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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運動倡導者深知，時移世易，昔日的伊斯蘭文明不可複製。穆斯林經歷近 500 年的衰敗凋零後，
需要以伊斯蘭價值和精神，結合現今人類發展的具體情況，建構現代的伊斯蘭文明，任重道遠。

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世情依然複雜。縱觀整個伊斯蘭世界，各地穆斯林不同程度地受到世俗
化影響。即使一國之內，抱持世俗化或伊斯蘭價值觀，情況亦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

大灣區與穆斯林世界的聯繫

大灣區是伊斯蘭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區域之一。早在唐宋時期，被稱為「蕃客」的阿拉伯、波斯
穆斯林商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飄洋過海來到廣州，在與中國人進行貿易往來的同時，亦將伊斯
蘭教帶入中土。這些蕃客及其後裔在廣州繁衍生息，自此，伊斯蘭教在大灣區生根發芽。現存的廣
州懷聖寺、光塔和先賢古墓，正是歷史上中國和阿拉伯人民友好往來的見證。

時過境遷，滄海桑田。千多年後，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廣州作為貿易港再次綻放其商業魅
力，吸引了大量從事外貿生意的外國穆斯林商人，他們主要來自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
而每年兩次的廣交會，亦是穆斯林外商雲集廣州的盛會，穆斯林人數甚至佔到了參會總人數的四分
之一。這些新時期的穆斯林外商也被稱為「新蕃客」。他們延續了穆斯林先輩善於經商的傳統，在
廣州乃至整個大灣區尋找商機，開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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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澳地區，最早的穆斯林是隨殖民者而來的外籍穆斯林，當時以印度人為主。時至今日，港
澳地區開放多元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其中佔比最高的群體是印尼傭
工。這些外籍穆斯林離開家鄉，來到港澳地區工作、經商、求學，也將各自國家的文化習俗帶入，
形成今日港澳地區穆斯林的多元面貌，也為港澳地區發展做出了貢獻。無論內地還是港澳，如何與
穆斯林相處，幫助他們融入當地環境，是構建多元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

與此同時，大灣區的穆斯林也在積極與穆斯林世界建立聯繫。穆斯林善於經商，自然而然地將
生意做到世界各地。在廣州、深圳做外貿生意的一些中國穆斯林，利用語言及宗教感情優勢，與中
東、南亞、東南亞各國穆斯林成為外貿合作夥伴，將中國的服裝、日用品等出口到穆斯林國家。

近幾年，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倡議的帶動下，香港政府藉助自身獨特優勢，積極推
動與穆斯林世界的發展合作。2023 年 2 月，特首李家超率香港代表團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
2023 年 7 月又率團訪問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及馬來西亞。兩次訪問的五個國家中除新加坡外，都
是穆斯林國家，而新加坡也有近五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2023 年 9 月，香港舉辦了「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特別聚焦中東、東南亞國家聯盟等新興市場；特設「中東專場」，探討「一帶一路」在
中東地區的新機遇和合作，凸顯港府對中東市場的興趣和重視。可見，香港正在積極努力推動與穆
斯林世界的合作，相信這些舉措將會帶來更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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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文化視野對香港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會的方方面面總離不開伊斯蘭文化。香港如要與穆斯林世界建立聯繫、合作發展，自
然免不了要先了解對方的文化。無論是發展清真產業還是伊斯蘭金融，抑或是協助穆斯林國家管理
及營運如機場、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先認識伊斯蘭文化，明白伊斯蘭教的規範及穆斯林的需求
和禁忌，都會無往不利。不過，香港社會對伊斯蘭文化還是比較陌生的。

由於歷史原因，香港與西方的聯繫密切。近幾十年，在和風、韓風吹拂之下，香港人對東亞的
認識有所增加。然而，本地人對伊斯蘭文化依然感到陌生。事實上，穆斯林一直是香港社會的一份
子。從 19 世紀開埠起，香港人口中包括不少南亞裔和華人穆斯林。到近年，印尼傭工在香港家庭
中越來越普及。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裏，不可避免地出現與穆斯林打交道的機會，多一些對伊斯蘭
文化的了解則可少些誤會、多些和諧共融的氛圍。可以說，伊斯蘭文化看似離我們很遠，其實就在
我們身邊。

因而，香港若要擔當連結多個地區的「超級聯繫人」，並且發揮大灣區規劃發展中的橋頭堡作
用，尤其是開拓伊斯蘭世界新興市場，需要鼓勵新一代學習多元文化知識。對本地青年來說，不論
是為了個人的文化認知，抑或是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又或者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多一
些對伊斯蘭世界及其文化的認識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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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學設計

課題 接通世界 : 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

學習目標  ● 認識伊斯蘭世界與「一帶一路」涉及的穆斯林國家
 ● 認識伊斯蘭經濟
 ● 認識大灣區與穆斯林世界的聯繫
 ● 認識拓寬文化視野對香港的重要性

 知識 / 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 穆斯林國家及非穆斯林國家的伊斯蘭群體 
 ● 「一帶一路」涉及的穆斯林國家
 ● 伊斯蘭經濟、清真產業、伊斯蘭金融
 ● 大灣區穆斯林的歷史和現況
 ● 文化認知是香港新一代應當培育的能力

 ● 比較 
 ● 分析  
 ● 綜合
 ● 討論、匯報 
 ● 協作 

 ● 放眼世界 
 ● 思想開放
 ● 欣賞多元化 
 ● 共同福祉、互利互惠
 ●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信仰及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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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增益內容 教學活動

1  ● 伊斯蘭世界
 ● 「一帶一路」沿綫的穆斯林國家

教師先讓學生閱讀左側知識內容，了解「一帶
一路」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並完成工作紙一。

2  ● 伊斯蘭經濟 觀看影片 「伊斯蘭大商機！」 https://mvp-plan.
cdri.org.tw/article/detail/8 
（時段：03:30 – 05:55），並結合知識增益「伊
斯蘭經濟」，讓學生了解什麼是清真以及伊斯
蘭經濟的內涵，然後完成工作紙二。

3  ● 伊斯蘭經濟
 ● 大灣區與穆斯林世界的聯繫
 ● 拓寬文化視野對香港的重要性

觀看影片：「穆斯林友善，台灣好讚」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q8GE58nrRrc （全
片 6 分 51 秒），了解台灣在穆斯林友善環境方
面的表現。教師講解左側知識增益內容，並結合
香港的情況，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三。

4  ● 伊斯蘭經濟
 ● 大灣區與穆斯林世界的聯繫
 ● 拓寬文化視野對香港的重要性

小組活動 :  教師先講解左側知識增益內容，然
後讓學生根據所學知識，設計一門針對伊斯蘭
市場的生意。學生需分組討論，完成工作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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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請閱讀以上資料 ，然後回答問題。

第三部分 教學材料

資料 : 伊斯蘭文化與「一 帶一路」的不解之緣
        

「一 帶一路」沿線的國家是世界上典型的多類型國家，以及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古代四大宗教誕生於此，佛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也發源於此並流傳至世界各個角落。

「一 帶一路」以經貿合作帶動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促進經貿合作，必將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一 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 44 億，經濟總量約 21 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 63% 和 29%。「一 帶一
路」涉及亞、歐、非眾多國家和地區，東牽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穿越非洲，環連亞歐，沿線有數十個伊斯蘭國
家和地區。伊斯蘭文化是「一 帶一路」上最亮麗的風景線，二者有著不解之緣。

縱觀「一 帶一路」戰略，離不開伊斯蘭教。陸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漸進入穆斯林占主流的中亞地帶。從阿富汗、巴基
斯坦，到中亞五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佔各國九成以上。從雲南進入老撾、緬甸到柬埔
寨、泰國。海路上，過了金蘭灣，就進入了穆斯林主導的馬來世界，印尼有兩億多穆斯林，接近總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
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穆斯林占六成以上，並在國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優勢。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南亞國家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國，穆斯林人口很多，分別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第二、三、四多的國家。伊斯蘭教在實施「一 帶一路」的區
域不僅僅是信仰問題，而是完全處於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核心。

 
「一 帶一路」的宏觀戰略一旦形成，便需要與各種各樣的穆斯林社會打交道。企業要開拓市場、在國外鋪路橋、建港

口、修管道、運物資，就必然要與各自為政的各類地方勢力頻繁協商，必然要雇用當地勞動力，與當地人互動，這都需要
充分了解當地人民的宗教社會文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通」的具體合作方向 ── 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一 
帶一路」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並提倡開展多層次、
多渠道溝通磋商，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鑑。

資料來源 : 伊斯蘭教與一帶一路 ( 中國伊協訊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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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五通」是指什麼 ?

2. 討論 : 你認為伊斯蘭文化與「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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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列出的是「一帶一路」沿綫 65 個國家，請問哪些國家是「一帶一路」沿綫的穆斯林國家 （即穆斯林人口超過 50%）?
      請圈出。（提示共 30 個國家）

蒙古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緬甸

泰國 老撾 柬埔寨 越南 文萊 菲律賓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敘利亞 約旦 黎巴嫩

以色列 巴勒斯坦 沙特阿拉伯 也門 阿曼 阿聯酋

卡塔爾 科威特 巴林 希臘 塞浦路斯 埃及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阿富汗 斯里蘭卡 馬爾代夫

尼泊爾 不丹 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土庫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俄羅斯 烏克蘭 白俄羅斯 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

亞美尼亞 摩爾多瓦 波蘭 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亞 克羅地亞 波黑

黑山 塞爾維亞 阿爾巴尼亞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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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

觀看影片「伊斯蘭大商機！」 https://mvp-plan.cdri.org.tw/article/detail/8 （時段：03：30-05：55），並閱讀以下資料，請結合知
識增益有關伊斯蘭經濟的內容，回答問題。

資料：證券界：港拓伊斯蘭金融具獨特潛力
        

近期政府積極到中東等地外訪，藉以探索新商機，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早前到吉隆坡馬來西亞證券交
易所與當地業界組織交流，了解當地的伊斯蘭金融商機。他昨日表示，坊間有些誤解以為伊斯蘭金融只可以向伊斯蘭教徒
銷售，其實並非如此，同時間也可以向非伊斯蘭教徒銷售，而且覆蓋範圍廣泛，例如是非洲、中東、中亞和東南亞等地，
分別在於伊斯蘭金融的資金也不能投資涉及酒、豬肉、煙草、賭博等商品和相關服務。

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陳志華進一步指出，馬來西亞的法律制度屬於普通法，法制上與香港接近，加上當地有不少華僑，對於開拓伊斯蘭金
融的商機具有潛力。至於投資取向方面，他表示，伊斯蘭金融會較為着重 ESG、農產品等方面，而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對
外的重要窗口，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聯通的橋樑和超級聯繫人獨特的角色，以及可以匯聚和培養熟悉大陸法、
普通法和伊斯蘭律法的人才，藉以發揮協同效應。

2007 年政府於施政報告首次提及引入伊斯蘭金融以及在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並修訂《稅務條例》和《印花稅條
例》，使伊斯蘭債券的稅務安排等同於傳統債券的稅務安排。而過去 10 年政府促進包括伊斯蘭債券（Sukuk）在內的伊
斯蘭金融市場，香港的伊斯蘭金融產品主要集中在伊斯蘭債券，並已經分別在 2014 年、2015 年及 2017 年成功發行三批
伊斯蘭債券。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2023.8.25

影片連結



單元四       接通世界 : 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1. 從下圖中找出哪些是不符合伊斯蘭要求的事物，請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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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真產業和伊斯蘭金融是近些年伊斯蘭經濟中較為活躍的兩個領域。請舉例說明，清真產業包括哪些？

3.  什麼是伊斯蘭金融？伊斯蘭金融需要符合哪些原則？

4. 根據資料回答，香港在發展伊斯蘭金融方面採取了哪些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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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

近些年，台灣在穆斯林友善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8 年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 GMTI，台灣在 130 個非伊斯蘭國家
裏，名列最佳旅遊地的第五名，超越澳洲以及歐美各國。觀看影片「穆斯林友善 臺灣好讚！」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8GE58nrRrc（全片 6 分 51 秒），然後分組討論：

1. 從影片中可知，台灣的穆斯林友善環境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舉例說明。

2. 該圖片為香港海洋公園「動感美食坊」提供的清真餐單，是香港穆斯林友善環境的一個體現。本
港清真餐飲需要獲得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頒發的清真標誌和認證。以你所知，香港還有哪些穆
斯林友善設施？請舉例說明。（學生可從網絡上搜集資料，自由作答。）

3. 近幾年，港府也在採取措施吸引東南亞及中東的穆斯林旅客。你認為打造清真友善環境需要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識？請舉例
說明。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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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

小組活動：飛黃騰達 （沒有指定答案，學生可按其識見隨意發揮）
四人一組，自組公司。你們公司看準了「一帶一路」的商機，現在要打入伊斯蘭市場，你會計劃一門怎樣的生意 ?

計劃書

公司名稱 :  
產品 / 服務 :  
目標國家 / 地區 : 

主要銷售對象 : 性別 :   男 女 年齡層 : 歲 - 歲

經濟能力 : 高 中 低

生意簡介 :  

如何吸引穆斯林客人 ?

你的產品 / 服務對非穆斯林也有吸引力嗎 ? 為什麼 ?



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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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1.     以你所知，那時代的中國，在地球另一方的伊斯蘭世界又是什麼朝代 / 時期呢？請從下方選出答案，填在空格內。

618 - 907 907 - 960 960 -1127 1127 - 1279

610 - 632 632 - 661 661 - 750 750 - 1258

中國

伊斯蘭世界

阿巴斯帝國               先知穆罕默德時期               伍麥亞帝國               北宋

唐朝                    四大正統哈里發時期                    五代                    南宋

參考答案 單元一

唐朝 五代 北宋 南宋

先知穆罕
默德時期

四大正統
哈里發時期

伍麥亞帝國 阿巴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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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讀知識增益「穆斯林商人來華的航路」，回答：為何當時的巴士拉被阿拉伯史學家稱為「中國商港」？
        並在地圖中找出巴格達和巴士拉的位置，同時畫出唐宋時期由廣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綫。

巴士拉地處波斯灣北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交匯處附近，是東西方貿易重要的中轉站。其北面是阿巴斯帝國（中國史
籍稱為「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達，哈里發和帝國上層階級對來自中國及其他地方的奢侈品有強大需求，使得其港口非常
繁榮。上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大批中國貨物——絲綢、瓷器、茶葉等——由此中轉，巴士拉因而被阿拉伯史家稱為「中國
商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俄  羅  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日

本

印            尼 

澳  洲

印  度

芬

蘭

英

   國 德
國法

國

埃
及

亞 

洲

歐

        洲

非

         洲

巴格達

巴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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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在以下圖畫中找出隱藏物，並指出哪些隱藏物件 / 技技術是從中國傳入伊斯蘭世界，有哪些是從伊斯蘭世界傳入中國？

咖啡    絲綢     石榴     打井     西瓜    造紙   香料  葡萄    核桃     象牙     茶葉        瓷器       玻璃    長頸鹿
                                       技術                 技術     

插圖：Wikimedia Commons/Shanghai Wall d City Ming Creative Commons/ freepik.com/ ClearPNG

從中國傳⼊
伊斯蘭世界 :

從伊斯蘭世
界傳入中國：

打井技術
造紙技術
絲綢
茶葉
瓷器

咖啡
石榴
西瓜
香料
葡萄
核桃

象牙
玻璃
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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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唐宋朝廷如何推動外貿？ 

為推動對外貿易，唐宋設市舶使之職及設立蕃坊 。請閱讀知識增益「唐推動外貿的兩項舉措」，回答市舶使和蕃坊各有什麼
職能 / 功能？它們又分別有什麼優點和不足呢？提示：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如國家經濟、國家管理、民間文化交流等。

優點：
• 統一管理及聯絡外商

工作，方便外商更了
解在華經商的環境

• 有助對外貿易增長
• 外 商 完 成 繳 稅 及 歸

國前，為外商設宴，
增進雙方友好關係

不足：
為 日 後 的 宦 禍 種 下 禍
根，八世紀中後期，唐
代宦禍熾烈。其後更以
市舶太監掌管進出口貿
易，並作為中央集權的
代表，封建朝廷把市舶
的地位放得過高，對海
外貿易過分倚重。

市舶使 蕃坊
優點：

有利於吸引蕃客來華經
商，發展海外貿易；外
商可按其文化與同族人
一起生活，方便他們保
持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
增強蕃客的歸屬意識和
凝聚力；亦可避免與其
他 族 群 發 生 分 歧 和 衝
突，有利於穩定社會秩

序。

不足：
按照規定，外商只可在
蕃坊內居住及辦學，阻
礙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
本地人交往，不利於文
化交流。

職能：
相當於現在的海關。向前來

貿易的船舶征收關稅；代表宮
廷採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
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
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外
商完成繳稅後及歸國前，市舶

使須設宴款待外商。

功能：蕃坊是唐宋時
期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僑民

即蕃客在華的聚居區。蕃客在蕃
坊內按其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生
活。蕃坊既是地方政府優遇、安
置僑民的特定場所，又是中國與
諸蕃國 ( 尤其是大食 ) 間交往的
一個特定窗口。蕃坊設蕃長一職，

來管理坊內事務。蕃坊設有
清真寺，由蕃長兼任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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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觀賞影片「伊斯蘭文化在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時段：00：00-9：00 懷聖寺，11：43-14：
22 先賢古墓），再閱讀知識增益內容「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並結合以下圖表提供的信息，回答問題。

 

懷聖寺 先賢古墓

建築年代 唐朝 唐朝 

所在地 廣州蕃坊內 廣州大北門外

建築目的 為來華經商的穆斯林禮拜用 為來華經商的穆斯林安葬用

1.     填充題：懷聖寺取名「懷聖」，是為紀念 ____________  ；先賢古墓因裏面埋葬了 ____________，而取「先賢」之名。

2.     從昔日蕃客在廣州的足跡，可以反映當時哪些情況？體現了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在哪些方面的交流？

反映當時有大量穆斯林在廣州經商和生活；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海外貿易繁榮；朝廷尊重及理解穆斯林的宗教需要，支持興建
清真寺及穆斯林墳場；當時外來穆斯林與當地人在廣州共同生活，社會氣氛和諧；伊斯蘭教在唐宋時期的廣州發展興盛；中
國與阿拉伯國家交往頻繁，體現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宗教文化、建築、藝術等方面的交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知穆罕默德             艾比•宛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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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懷聖寺西南角聳立著一座阿拉伯風格純白色光塔，
塔高 36.6 米，用磚石砌成。光塔建於唐代，古時稱
作「蕃塔」，被認為是中國伊斯蘭教現存建築時間
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跡，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目前，懷聖寺光塔被廣州市列入「海上絲綢之
路」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 6 處遺產點之一。這座有
著 1000 多年歷史的光塔在古代具有雙重作用，請回
答是哪兩個作用？

光塔在古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禮，登上此塔念宣禮詞
以召喚穆斯林前來禮拜；二是導航，此塔建於古代珠江
北岸，以便航船藉以觀察風信和航標，商船見到光塔便
知已到廣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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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題：廣州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杭州鳳凰寺和揚州仙鶴寺合稱為中國沿海伊斯蘭教四大古寺。以下四個圖片分別是
        四大古寺的建築物，請在中國地圖中找出四大古寺的位置，可利用電子應用程式如 Google Map 協助

 

5.     思考題：大家知道目前中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區，但為何早在唐宋元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就出現了四座著名的清 
        真寺？由此可以推論當時穆斯林的哪些情況？

1. 唐（廣州懷聖寺）、宋（泉州清淨寺 、揚州仙鶴寺）、元（杭州鳳凰寺）期間，伊斯蘭教藉著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
人從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2. 他們為數不少，擁有經濟實力，足以籌建自己的宗教場所；
3. 因業務所需，他們留在中國頗長一段時間，有些甚至長期駐留中國；
4. 當時的朝廷對他們非常友好，允許他們建設清真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淨寺（福建省泉州）仙鶴寺（江蘇省揚州）

鳳凰寺（浙江省杭州） 懷聖寺（廣東省廣州）

●  仙鶴寺
●  鳳凰寺

●  清淨寺

●  懷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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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 

小組討論：觀賞影片「The China Current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tion/article/2021/09/22318.html（全
片 1 分 38 秒） ，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香港人走出去」，然後討論以下問題。 （學生可自由發揮，沒有標準答案）

1.     你會考慮到大灣區工作或創業嗎 ? 為什麼 ?

學生按其識見作答，沒有標準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你認為哪一個 
         計劃較適合自己，為什麼？

學生按其識見作答，沒有標準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香港的年青人在大灣區工作有什麼優勢？他們又會面對什麼問題或困難？

學生按其識見作答，沒有標準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由唐宋時期蕃客們飄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廣州經商，到今日「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戰略下，鼓勵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
        你認為蕃客們的精神有哪些值得我們藉鑒？

可從蕃客們開放包容的態度、勇於闖蕩的精神等方面思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二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一：

伊斯蘭文化考考你

閱讀知識增益「伊斯蘭文化的特點」，將下列圖標所代表的伊斯蘭文化內容做配對。

參考答案 單元二

齋戒 禮拜 伊斯蘭藝術 清真飲食 節日會禮



參考答案      單元二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2.   填充題：

1）伊斯蘭教的五功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2）伊斯蘭教的齋戒月是伊斯蘭曆 ___________ 月。

3）伊斯蘭教的兩大節日分別是 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4）伊斯蘭曆元年是 ___________ 年。今年（2023 年）是伊斯蘭曆 ___________ 年。

3.    選擇題：

    以下有關伊斯蘭文化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_________________

     A． 穆斯林齋戒期間不可以飲水。

     B． 印度食物都是清真食物。

     C． 穆斯林實行土葬，不可火化遺體。

     D．伊斯蘭教對男女服飾都有要求。

唸作證言 / 唸      禮拜 / 禮          齋戒 / 齋         納天課 / 課          朝覲 / 朝

9

開齋節                宰牲節（或稱忠孝節 / 古爾邦節）

公元 622 1444/1445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二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二： 

觀賞影片「伊斯蘭文化在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YL58oOMeHM（時段：00：00-4：52），及「TVB 探古尋源
些利街清真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段：00：00-1：15），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大灣區穆斯林
歷史」，將伊斯蘭教最初傳入廣州和香港的歷史做比較。

   

傳入時間 最早的清真寺 最早的聚居地
最早的族群及
其從事的職業

廣州 唐朝 懷聖寺 蕃坊 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

香港 1840 年代香港開埠 些利街清真寺 中環
印度士兵、水手、警察、

商人等



參考答案      單元二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三：

大灣區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數目

穆斯林人口
總人口

穆斯林佔總
人口百分比

清真寺
座數本地 / 戶籍 外來 合共

廣州 約 2 萬 約 5 萬 約 7 萬 1881 萬 0.37 4

肇慶 約 800 約 500 約 1300 413 萬 0.03 2

深圳 2.5 萬 約 3.5 萬 約 6 萬 1768 萬 0.4 1

香港
10 萬 

（主要包括華人與
南亞裔穆斯林）

20 萬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30 萬 733 萬 4.1 5

澳門
約 300

（主要包括華人與
南亞裔穆斯林）

約 7700
( 包括印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穆斯林 )

約 8000 67 萬 1.2 1

大灣區
（9+2城市）

約 15 萬 約 41 萬 約 56 萬 8662 萬 0.64 13

注：由於大灣區內各城市均缺乏穆斯林人口統計數字（印尼傭工除外），此表有關數據是穆斯林群體內部人士的估算，並非準確數字，
目的是讓讀者有粗略認知。至於各地的總人口數字，則摘自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2023 年 10 月）。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二

課
堂
習
作

肇慶

江門

廣州

中山

佛山

惠州

東莞

深圳

澳門

香港

珠海

1.    請根據圖表中提供的資訊，將大灣區擁有清真寺的五個城市在地圖中圈出來。



參考答案      單元二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2.     香港有五座清真寺，你知道它們的名稱嗎？請寫出這五座清真寺的名稱，可藉助應用程式 Google map。

香港的五座清真寺分別是：些利街清真寺、愛群清真寺（或灣仔清真寺）、九龍清真寺、赤柱清真寺、柴灣清真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寫出下圖中大灣區清真寺所在的城市，可藉助應用程式 Google map。並由這四座清真寺的不同建築風格，思考出現這          
        樣的不同與哪些因素有關。

提示：清真寺的建築風格受特定歷史環境影響。如些利街清真寺是早期遷入香港的印度穆斯林所建，具有印度伊斯蘭建築風格。
深圳清真寺是 2017 年建成的，其建築風格融合當代城市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特質，現代感十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廣州 香港

澳門 深圳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二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四：

小組討論：觀賞影片「我是穆斯林，我愛廣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tXkrmcKFY ( 時段：00:00-4:33)，並結合知識
增益「少數民族穆斯林遷居大灣區的原因」及「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互動」，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問題，並做匯報。

1.     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及影片，回答：少數民族穆斯林來到廣州的原因有哪些？

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發展，吸引內陸穆斯林南下。廣州社會環境開放，經濟發達，有更多商機。廣州作為商貿中心，外貿發達，
吸引從事外貿出口、外語翻譯的穆斯林來到廣州。廣州是伊斯蘭歷史文化名城，有歷史悠久的懷聖寺和先賢古墓，對穆斯林
有吸引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從影片中，你能得知今日的廣州穆斯林群體有哪些特點？

群體構成多元化、從事各行各業、積極融入主流社會、宗教生活豐富、熱心慈善公益、凝聚力強等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答案      單元三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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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南亞六國的宗教情況

國家 主要宗教 其他宗教

印度 印度教（79.8） 伊斯蘭教（14.2）、基督宗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瑣羅
斯德教、猶太教、巴哈伊教等

巴基斯坦 伊斯蘭教（96） 印度教、基督宗教、羅斯德教、巴哈伊教、錫克教、佛教、耆
那教等

孟加拉 伊斯蘭教（91） 印度教（8）、基督宗教、佛教、巴哈伊教等

尼泊爾 印度教（81.3） 佛教（9）、伊斯蘭教（4.4）、基督宗教、耆那教、巴哈伊教、
錫克教等

不丹 佛教（83） 印度教（11）、伊斯蘭教等

斯里蘭卡 佛教（70.2） 印度教（12.6）、伊斯蘭教（9.7）、基督宗教等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 2022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網頁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2-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
注： 括號內為信徒佔總人口百分比

參考答案 單元三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三

課
堂
習
作

1. 請在地圖上寫出南亞 6 個國家的名稱。

     
2. 香港的南亞裔人士，來自南亞 6 國之中的 5 個，你知道其中

哪個國籍的人士在香港找不到嗎？請寫出。

     不丹

3. 根據圖表「南亞六國的宗教情況」，分析南亞六國的宗教情
況有什麼特點

南亞 6 國，其宗教非常多元，主要包括印度教、伊斯蘭教和
佛教。各國又有各自的主要宗教群體，比如印度的主要宗教
是印度教，巴基斯坦的主要宗教是伊斯蘭教，斯里蘭卡的主
要宗教是佛教。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國

尼泊爾

不丹

斯里蘭卡



參考答案      單元三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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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

觀看影片：「TVB 探古尋源｜些利街清真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6LgBaUouE( 時段：00:00-1:35), 並閱讀知識增
益有關印度穆斯林在香港的早期歷史部分，回答以下問題。

填充題： 
1. 當我們說 19 世紀的印度時，指的是現在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個國家。

2. 位於中環的些利街清真寺是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其全稱是 _______________，始建於 _______________ 年。

3. 簡述 19 世紀印度穆斯林與伊斯蘭教傳入香港有什麼關係？

伊斯蘭教是由印度穆斯林於香港開埠之初，傳入香港的，並在香港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           1849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三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三 ：

學生先閱讀知識增益「植根香港五代的孟買穆斯林商人家族」，然後分組完成以下問題。

1. 請舉例說明早期印度人來香港主要從事哪些職業？試分析他們從事這些職業的優勢是什麼？

士兵、警察、獄吏、船員及商人。 優勢：身材魁梧高大，符合軍隊和紀律部隊的體格要求；懂英語，方便與英國殖民者溝通；
懂英語，有利於從事國際貿易。

2. 學生分小組，在網上查找 Abdoolally Ebrahim 家族生意的資料，包括歷史和現況，最後做匯報。

學生可自由作答



參考答案      單元三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四 ：

小組討論：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在 2021 年共有 619 568 名少數族 裔人士居住在香港，佔全港人口的 8.4%。 居港少數族裔
人士中，撇除外籍家庭傭工 後 ， 2021 年 的 少數族裔人士 數目為 301 344，佔全港人口 4.1%。先觀看影片「RTHK《同行•
港溫度》：融異不容易 (WEDO GLOBAL 訪問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PkRqfQjaY（時段：00：00-5：40 及 12：50-
14：38），並結合知識增益內容「從昔日隱身於歷史敘事的印度穆斯林到今天備受社會關注的少數族裔」，然後分小組討論
以下問題，並做匯報。

1. 現時香港的伊斯蘭群體由哪三大族群構成？

華人、南亞裔人和印尼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由影片中兩位主人公的分享並結合你所知，你認為南亞裔穆斯林青年在香港生活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

可從學習中文方面的困難、文化信仰習俗差異等方面來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是否在生活中接觸過少數族裔？你認為在香港，華裔與南亞裔在接觸過程中可能有哪些障礙或隔閡？可透過怎樣的方式增
進相互間的了解和認識？

沒有標準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推動多元文化及種族共融為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在過去十多年，港府透過宣傳教育及政策措施，致力協助少數族裔
融入香港社會。從網絡上查閱資料，了解政府在推動種族共融方面的舉措。

請參閱香港政府新聞網 - 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news.gov.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參考答案      單元四

課
堂
習
作

參考答案   單元四

工作紙一：

請閱讀以上資料 ，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 伊斯蘭文化與「一 帶一路」的不解之緣
        

「一 帶一路」沿線的國家是世界上典型的多類型國家，以及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古代四大宗教誕生於此，佛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也發源於此並流傳至世界各個角落。

「一 帶一路」以經貿合作帶動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促進經貿合作，必將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一 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 44 億，經濟總量約 21 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 63% 和 29%。「一 帶一
路」涉及亞、歐、非眾多國家和地區，東牽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穿越非洲，環連亞歐，沿線有數十個伊斯蘭國
家和地區。伊斯蘭文化是「一 帶一路」上最亮麗的風景線，二者有著不解之緣。

縱觀「一 帶一路」戰略，離不開伊斯蘭教。陸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漸進入穆斯林佔主流的中亞地帶。從阿富汗、巴基
斯坦，到中亞五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佔各國九成以上。從雲南進入老撾、緬甸到柬埔
寨、泰國。海路上，過了金蘭灣，就進入了穆斯林主導的馬來世界，印尼有兩億多穆斯林，接近總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
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穆斯林佔六成以上，並在國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優勢。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南亞國家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國，穆斯林人口很多，分別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第二、三、四多的國家。伊斯蘭教在實施「一 帶一路」的區
域不僅僅是信仰問題，而是完全處於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核心。

 
「一 帶一路」的宏觀戰略一旦形成，便需要與各種各樣的穆斯林社會打交道。企業要開拓市場、在國外鋪路橋、建港

口、修管道、運物資，就必然要與各自為政的各類地方勢力頻繁協商，必然要雇用當地勞動力，與當地人互動，這都需要
充分了解當地人民的宗教社會文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通」的具體合作方向 ── 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一 
帶一路」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並提倡開展多層次、
多渠道溝通磋商，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鑑。

資料來源 : 伊斯蘭教與一帶一路 ( 中國伊協訊 2016-11)



參考答案      單元四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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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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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五通」是指什麼 ?

政策溝通         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         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

2. 討論 : 你認為伊斯蘭文化與「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 ?

•伊斯蘭文化與「一帶一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帶一路」沿線的 65 個國家中 , 有 30 個國家是穆斯林國家，比例將近一半。推行「一帶一路」，必然要與各種各樣的穆
斯林社會打交道。伊斯蘭教在實施「一 帶一路」的區域不僅是信仰問題，而是完全處於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
核心。

•「一 帶一路」戰略，離不開伊斯蘭教：
- 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亞五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穆斯林人口佔各國九成以上。
- 穆斯林主導的馬來世界，印尼有兩億多穆斯林，接近總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
- 馬來西亞穆斯林占六成以上，並在國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優勢。
- 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穆斯林人口眾多，穆斯林人口在世界分別排名第二、三、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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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列出的是「一帶一路」沿綫 65 個國家，請問哪些國家是「一帶一路」沿綫的穆斯林國家 （即穆斯林人口超過 50%）?
      請圈出。（提示共 30 個國家）

蒙古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緬甸

泰國 老撾 柬埔寨 越南 文萊 菲律賓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敘利亞 約旦 黎巴嫩

以色列 巴勒斯坦 沙特阿拉伯 也門 阿曼 阿聯酋

卡塔爾 科威特 巴林 希臘 塞浦路斯 埃及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阿富汗 斯里蘭卡 馬爾代夫

尼泊爾 不丹 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土庫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俄羅斯 烏克蘭 白俄羅斯 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

亞美尼亞 摩爾多瓦 波蘭 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亞 克羅地亞 波黑

黑山 塞爾維亞 阿爾巴尼亞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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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

觀看影片「伊斯蘭大商機！」 https://mvp-plan.cdri.org.tw/article/detail/8 （時段：03：30-05：55），並閱讀以下資料，請結合知
識增益有關伊斯蘭經濟的內容，回答問題。

資料：證券界：港拓伊斯蘭金融具獨特潛力
        

近期政府積極到中東等地外訪，藉以探索新商機，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早前到吉隆坡馬來西亞證券交
易所與當地業界組織交流，了解當地的伊斯蘭金融商機。他昨日表示，坊間有些誤解以為伊斯蘭金融只可以向伊斯蘭教徒
銷售，其實並非如此，同時間也可以向非伊斯蘭教徒銷售，而且覆蓋範圍廣泛，例如是非洲、中東、中亞和東南亞等地，
分別在於伊斯蘭金融的資金也不能投資涉及酒、豬肉、煙草、賭博等商品和相關服務。

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陳志華進一步指出，馬來西亞的法律制度屬於普通法，法制上與香港接近，加上當地有不少華僑，對於開拓伊斯蘭金
融的商機具有潛力。至於投資取向方面，他表示，伊斯蘭金融會較為着重 ESG、農產品等方面，而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對
外的重要窗口，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聯通的橋樑和超級聯繫人獨特的角色，以及可以匯聚和培養熟悉大陸法、
普通法和伊斯蘭律法的人才，藉以發揮協同效應。

2007 年政府於施政報告首次提及引入伊斯蘭金融以及在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並修訂《稅務條例》和《印花稅條
例》，使伊斯蘭債券的稅務安排等同於傳統債券的稅務安排。而過去 10 年政府促進包括伊斯蘭債券（Sukuk）在內的伊
斯蘭金融市場，香港的伊斯蘭金融產品主要集中在伊斯蘭債券，並已經分別在 2014 年、2015 年及 2017 年成功發行三批
伊斯蘭債券。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202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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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下圖中找出哪些是不符合伊斯蘭要求的事物，請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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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真產業和伊斯蘭金融是近些年伊斯蘭經濟中較為活躍的兩個領域。請舉例說明，清真產業包括哪些？

包括清真餐飲業、清真食品加工製造業、清真醫藥品業、清真美妝業、清真旅遊業等。

3.  什麼是伊斯蘭金融？伊斯蘭金融需要符合哪些原則？

伊斯蘭金融是指符合伊斯蘭法的金融活動、商品及服務。伊斯蘭金融必須符合以下準則 : ( 一 ) 禁止利息而主張風險分擔；( 二 ) 
投資項目不可涉及任何伊斯蘭法禁止的經濟活動，比如博彩業、釀酒業等； ( 三 ) 禁止投機行為；( 四 ) 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
務必須明確，不允許不確定性存於其中。

4. 根據資料回答，香港在發展伊斯蘭金融方面採取了哪些舉措？

 ● 2007 年政府於施政報告首次提及引入伊斯蘭金融以及在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並修訂《稅務條例》和《印花稅條例》，
使伊斯蘭債券的稅務安排等同於傳統債券的稅務安排。

 ● 過去 10 年政府促進包括伊斯蘭債券（Sukuk）在內的伊斯蘭金融市場，香港的伊斯蘭金融產品主要集中在伊斯蘭債券，並
已經分別在 2014 年、2015 年及 2017 年成功發行三批伊斯蘭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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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

近些年，台灣在穆斯林友善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8 年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 GMTI，台灣在 130 個非伊斯蘭國家
裏，名列最佳旅遊地的第五名，超越澳洲以及歐美各國。觀看影片「穆斯林友善 臺灣好讚！」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8GE58nrRrc（全片 6 分 51 秒），然後分組討論：

1. 從影片中可知，台灣的穆斯林友善環境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舉例說明。

台灣有很多清真認證的產品，包括食品、化妝品，甚至物流公司等。台灣當局非常重視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做了大量工作，
吸引穆斯林客商。

2. 該圖片為香港海洋公園「動感美食坊」提供的清真餐單，是香港穆斯林友善環境的一個體現。本
港清真餐飲需要獲得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頒發的清真標誌和認證。以你所知，香港還有哪些穆
斯林友善設施？請舉例說明。（學生可從網絡上搜集資料，自由作答。）

如香港機場的祈禱室、迪士尼清真餐、KFC 清真友善餐以及一些酒店提供的清真餐單等。

3. 近幾年，港府也在採取措施吸引東南亞及中東的穆斯林旅客。你認為打造清真友善環境需要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識？請舉例
說明。

需要掌握伊斯蘭文化的知識，了解穆斯林在飲食、宗教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和禁忌。例如需要知道穆斯林的飲食禁忌，讓更多
餐廳獲得清真認證。酒店為方便穆斯林做禮拜，可在酒店房間放置禮拜毯並標出禮拜朝向 （西）。為方便穆斯林禮拜前洗小淨，
可在洗手間設置專門的噴頭等。



參考答案      單元四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化的相遇與交流

課
堂
習
作

工作紙四 ：

小組活動：飛黃騰達 （沒有指定答案，學生可按其識見隨意發揮）
四人一組，自組公司。你們公司看準了「一帶一路」的商機，現在要打入伊斯蘭市場，你會計劃一門怎樣的生意 ?

計劃書

公司名稱 :  
產品 / 服務 :  
目標國家 / 地區 : 

主要銷售對象 : 性別 :   男 女 年齡層 : 歲 - 歲

經濟能力 : 高 中 低

生意簡介 :  

如何吸引穆斯林客人 ?

你的產品 / 服務對非穆斯林也有吸引力嗎 ? 為什麼 ?

沒有標準答案

可參考本單元工作紙三第 3 題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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