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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公車時常會看到一座造型美麗的清真寺，帶有阿拉伯風
格的圓頂建築造型，搭配鮮穎的色調，以及不少來往於此
的穏斯林,讓我十分好奇這棟建築物。

 在臺灣和其他的宗教相較之下，它感覺上是個神祕的宗教。
雖然這個宗教已經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第二大，但是臺灣的
穏斯林人口僅將近30萬，在兩千三百萬人口中，相對是少
數。



 1.了解臺北清真寺的歷史沿革與建置背景。

 2.簡介臺北清真寺的建築風格與特色。

 3.介紹臺灣的伊斯蘭教的文化。(例如：服裝、習俗、
禁忌以及教派分布等)

 4.概述當今臺灣穏斯林的發展現況。



 1遜尼派

 遜尼派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教派，大概佔了全
穏斯林的70%，重視古蘭經與聖訓，他們認為哈里發，
也就是領導人不一定需要穏罕莫的的後裔來繼承，而
是由最有資格的人來繼承。

 雖說此教派的穏斯林較為溫和，但不少恐怖組織
皆為此教派。



 2什葉派

 什葉派大多分布在伊朗、南亞等地，人數大概只
佔了穏斯林的10%-20%，他們自視為穏斯林裏的菁英，
認為哈里發一定要是穏罕默德的後裔來擔任。



 法學派

 為伊斯蘭教基礎學科之一。阿拉伯語al-fiqh的意譯，
以闡釋教義法例與研究伊斯蘭的立法原則，目前主要
分為聖訓派的「罕百裏學派」，意見派的「哈乃斐學
派」和紮希裏派的「達烏德學派」。在與國際社會接
觸後，伊斯蘭法學派在改革中決定不隨波逐流，與西
方法律體系統合，「也不與舊的宗教法制度徹底決裂，
而是在跟隨物質文明與維護信仰不變方面達成了妥協
和統一。」



 習俗

 穏斯林們有著許多傳統習俗，但其中最基本且最為一
般人熟悉的的就是「五功」，分別是「作證詞」、
「日常禮拜」、「施捨」、「在齋戒月時齋戒」及在
身體及財力條件許可之下，「於有生之年至少有一次
到聖地麥加朝拜」，什葉派及遜尼派都同意這五個項
目就是「五功」。



 臺北清真寺最初建立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最初的地址
位在臺北市麗水街17巷2號。此清真寺並非新建立，而是當
時由伊斯蘭教之中的長者―鄭厚仁和常子春所設置。基於
當時臺北的穏斯林需要一處清真寺作為做禮拜的場所，所
以將佔地300餘坪之日式房屋捐贈出為清真寺所用。

 但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國民黨政府遷臺後，隨軍隊來臺之
中有許多軍、公、教人員中的穏斯林也隨之湧入，導致此
時麗水街的清真寺已經不足以提供這麼多穏斯林使用，因
此必須另覓他處作為穏斯林集會與做禮拜的場合。





 據臺北清真寺的官網記載，清真寺改建之時，當時處
於民國40年代，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臺，此時已經是
處於孤島狀態的國民政府，極需海外上的軍事、經濟
援助，於是政府積極拓展對外邦交，當時的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內部也和部分伊斯蘭國家有友好關係，為拉
攏、穩固國與國之間的邦交關係，所以在外交禮節上
也必須要接待外賓，擴建清真寺的需求就更加強烈了。
與之相同的因素與時代背景，臺北圓山大飯店也是在
蔣宋美齡的建議下，做為接待外賓到訪的國際宴客場
所。



 (一)伊斯蘭風格特色

 伊斯蘭許多文化都與它的至高教典《可蘭經》離不
開關係，展現出宗教藝術與近代西方強調為藝術而藝
術之理念，這樣的精神與理念卻與伊斯蘭文化截然不
同，這是因為其強調神聖與世俗的交流，而不是簡單
的區分二者，也因此而成為伊斯蘭藝術的獨特宗教氣
息。



 (二)禮拜大殿





 「古蘭經和聖訓訂定穏斯林穿著準則，將阿拉伯傳統
衣著去蕪存菁，成為穏斯林服飾典範。」(鄭慧慈，
2005)，伊斯蘭法學家更為這些穿著規定去做解釋

 1.頭巾―覆蓋頭髮、肩頸

 2.面紗+頭巾

 3.全身罩袍



 Hijab(音譯價伯)

 這是臺灣最常見的樣式，用以遮掩住頭髮、耳朵、頸
胸上部，而臉孔則是完全露出。Hijab的樣式以及花色
十分的多元，是全世界最常見的頭巾款式，所以西方
媒體常直接以Hijab代表頭巾。



 Niqab(音譯尼尬伯)

 Niqab包含兩部分，像Hijab的頭巾與另外包住臉部的
面紗，只留下一雙眼睛在外。「一般為純黑色，通常
和黑色的長罩袍(Abaya)搭配穿著，容易被誤會成罩
袍的一部分。」(風傳媒)。在北非、中東地區較為常
見。而北非的Niqab多為白色。



 Abaya (音譯阿巴亞)

 為中東女性最常見的長袍罩，一般為長袖，略為寬
鬆，外罩大多為黑色，裡面穿著一般衣物，但也有直
接當衣物穿的。常見於公共場合，一些伊斯蘭雜誌也
常拿以此服飾來做為封面設計。



項次 事由 時間 備註

1. 台北清真寺57周年
慶

4/15、4/16 活動除安排慶祝大會外，現場更有台北清
真寺回顧展、阿文書法展、世界清真寺圖
片展、寫生比賽展以及清真認證商品展示
等活動。

2. 古蘭經背誦班 每周三、五6
點至8點半開
課

上課教材兼內容 : 將採取印尼教本教導阿
拉伯文字與拼音、背誦古蘭經短章，同時
利用昏禮、霄禮時刻，促使學童兼習禮拜。

3. 伊曆1438年開齋節 6/25 上午於台北清真寺舉行開齋會禮，一早就
湧入了大批教親，場面浩大。台北市副市
長鄧家基，亦代表市長柯文哲，前來台北
清真寺向穏斯林朋友們賀「開齋節」快樂。

4. 忠孝節伊斯蘭美食
展

9/2、9/3 有各國特色美食參展以及伊斯蘭服飾介紹。
宰牲節（Eid al-Adha，華人穏斯林稱為
「忠孝節」），訂於伊斯蘭曆每年的12/10，
為伊斯蘭教最重要的兩大節日之一，同時
也是盛大的麥加朝覲活動的最高潮



 來源

台灣超過9成的穏斯林是外籍勞工，大部分都來自於
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國家-印尼，他們從家鄉帶來了信仰，
在落地生根後，也將信仰傳承了下來

還有就是在國共內戰時期隨國民政府一起來台的老兵
與將領，像是國防部長白崇禧與軍事將領馬步芳，約
20000穏斯林教眾於此時來臺



 發展與中斷

在1980前，因台灣與許多伊斯蘭國家關係密切，台
灣穏斯林人數逐漸增多，更於1982年成立基金會來舉宣
揚伊斯蘭教義，並為貧困的孩子提供幫助，贊助伊斯蘭
經文的翻譯.

可惜在1980年代後，白崇禧等知名伊斯蘭教人士相
繼過世，中華民國與伊斯蘭國家相繼斷交，台灣伊斯蘭
的成長就此停止



 伊斯蘭世界擁有著許多的特殊習俗，尤其是他們的服
飾文化、朝拜禮儀、禁忌與規矩，許多人看到時常覺
得莫名其妙，不知他們為何要將自己包得緊緊的，難
道是因為中東地區太陽很大?但已經到了臺灣，為什麼
還要穿著那麼厚呢?

 但在蒐集整理相關資料後，其實這是一種非常虔誠的
行為，不管天氣如何，外人眼光怎麼看，他們依然穿
著代表穏斯林的傳統服飾，以代表對於真主阿拉的崇
敬，所以說伊斯蘭教似乎有著特殊的迷人魅力，就算
教義再嚴格，信仰的人依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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