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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之学
”

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精神

—
从王岱舆到马坚

丁 俊

摘 要
:

介绍和研究被称为
“

天方之学
”

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
,

是我国穆斯林长期传承的重要学

术传统
。

从王岱舆 (约 158 4 一 167 0) 到马坚 ( 190 6 一 1 97 8) 以来的数百年间
,

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学

者
,

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苦苦求索
,

孜孜不倦
,

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

把握时代脉搏
,

坚持与

时俱进
,

致力于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创新
,

在构建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
、

推

进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
、

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卓有建树
,

做出了重要奉献
。

梳理和总

结这一传统
,

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

伊斯兰学
” 、 “

阿拉伯学
”

学科体系
、

促进当今世界的文明对

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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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天方之学

”

的学术历程

被称为
“
天方之学

”

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
,

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文化体系之一
,

博大

精深
,

历史悠久
,

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
、

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
,

泽被三洲
,

影响广远
,

至今依然富有活力
,

与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一系列国际事务密切相关
。

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一伊

斯兰文化
,

已然成为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课题
,

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

我国关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厚的积累
。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

化很早就传入中国
,

与中华文化有着漫长的交往历程
。

我国有回
、

维吾尔等 10 个少数民族信仰伊

斯兰教
,

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

介绍和研究被称为
“

天方

之学
”

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
,

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
。

我国
“

天方之学
”

的漫长历

程
,

不但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一
叫

伊斯兰文化对话交流的重要形式
,

而且也是伊斯兰文化植根中国
,

进而实现本土化
、

中国化的过程
。

唐人杜环所撰 《经行记》最早记述了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有关信息
,

特别介绍了被称为
“
大

食法
”

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
。

这一重要文献虽 已散佚
,

但从杜佑 《通典
·

边防典》引录的片段



中不难看出
,

《经行记》关于伊斯兰教的介绍相当具体和准确
,

这是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最早记载
,

也是中国人首次经过实地考察
、

获取第一手资料后所作的较为客观正确的记载
。

宋
、

元时期
,

由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格局的剧变
、

军事活动的频繁以及商业交往的活跃
,

中外人员大量流动
,

大批阿拉伯和波斯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士兵
、

工匠
、

商人等
,

或随军
,

或贸

易
,

纷纷来华
,

并以
“
蕃客

”

身份定居中国
,

积久成群
,

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
“
蕃坊

” ,

进

而逐渐
“
华化

” ,

在广州
、

泉州
、

扬州
、

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长安
、

北京等大都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

共墓地
,

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来说已不是一种陌生的域外文化
。

特别是元代
,

穆斯林的

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

故 《明史》有
“
元时回回遍天下

”

之说
。

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在

这一时期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和多方面的交流
,

汉唐以来开辟的海陆
“ 丝绸之路

”

持续繁荣
,

中

国的印刷
、

造纸
、

制瓷
、

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
,

远至欧洲
;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大范

围东渐
,

伊斯兰教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和独特人文科学传入中国
,

涉及宗教
、

哲学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天文
、

历法
、

医学
、

数学
、

建筑
、

军事等许多领域
,

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
“
回回书籍

”

就

多达二百多部
。

明清时期
,

回族穆斯林学者对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和起色
,

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个方面
。

一是陕西胡登洲 (1 522
一157 9) 先师开创

“
经堂教育

”

模式
,

从此改

变了伊斯兰文化研习领域
“
经文匾乏

,

学人寥落
,

既传译之不明
,

复阐明之无自
” 川518 的局面

。

经堂教育的开展
,

使被称为
“
天方之学

”

的伊斯兰文化的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
,

内容涉

及宗教
、

哲学
、

语言 (阿语
、

波斯语 )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天文
、

历法等诸多领域
,

培养和造就

出一代又一代精通阿语
、

波斯语并对伊斯兰文化颇有造诣的著名经师
,

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和中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只是这种研习活动往往局限于清真寺内
,

且大多以口授的方式

进行
,

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成果
,

但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一种独特学术传统
,

这种
“
寺里的学术

”

延续至今
,

其意义和价值
,

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

另一值得称道的
“
以儒诊经

” 暨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活动的开展
。

以王岱舆
、

马注
、

刘智及马

德新等为代表的一批
“
回儒

” ,

学贯中外
,

博通四教 (伊
、

儒
、

释
、

道 )
,

致力于
“

用儒文传西学
” ,

著书立说
, “

本韩柳欧苏之笔
,

发清真奥妙之典
” , “

遵中国之礼
,

引孔孟文章
,

译出天道人道之至

理
,

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
” ,

他们借用大量儒
、

释
、

道 (特别是儒 ) 的术语
,

以典雅的汉语阐发伊

斯兰教义
,

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
,

为伊斯兰教
、

伊斯兰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

并且在思想理论方面卓有建树
, “

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 ”

[2j
‘24

王岱舆 (约 巧84
一
16 70 ) 向来被推为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家之首

, “

因为他是中国回族穆斯

林学者中第一位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哲理并负之刊行的人
。 ” 【3〕‘

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正教真侄》
、

《清真大学》及 《希真正答》等
。

约略与他同时的另一位著述家张中 (约 1 584
一 16 7 0)

,

著有 《归

真总义》(《伊玛尼解》)
,

译有 《四篇要道》
。

王岱舆的弟子伍遵契 (约 15 98
一16 9 8) 也是当时很有

成绩的译述家
,

译有 《归真要道》
,

是波斯语经典 《米尔萨德》的汉译本
,

自述
“

译义求达
,

不敢

藻饰
” 。

王岱舆
、

张中
、

伍遵契等人
,

是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的首倡者
,

为中国的
“
天方之

学
”

凿山铺路
,

是开回族穆斯林学术新风的先贤
。

马注 (l 6 4 0一 17 1 1 ) 是早期云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代表人物
,

代表作 《清真指南》历十

年而成
, “
十万余言

,

上穷造化
,

中尽修身
,

末言后世
” 汇4j3

,

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鸿篇巨制
。

与马

注大体同时的还有马忠信
、

米万济
、

马明龙
、

马伯良
、

袁汝琦等人
,

也都是经汉兼通的穆斯林学

者
。

刘智 (约 16 55
一 17 4 5) 是自王岱舆以来最负盛名的学者

,

著述颇丰
。

其中 《天方性礼》
、

《天



方典礼》及 《天方至圣实录》三部最具代表性
, “
这三书

,

真可以当得
‘

体大思精
’

四个字
。 ” ‘514 20

刘智将伊斯兰教哲学与宋明理学融会贯通
,

构建了
“
天方性礼图说

”

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

哲学体系
,

是
“
以儒诊经

”
活动的集大成者

。

与刘智同时的还有金天柱 (17 3 6 ~ 17 95 ) 等人
,

天柱

曾供职于翰林院四译馆多年
,

著有 《清真释疑》等
,

提出
“
回汉两教

,

原相表里
,

不可诬也
” ,

因

为
“
天方之教以奉主命

、

朝拜为务
。

自隋唐传入中幅
,

一切明心见性之旨
,

足与吾儒相表里
。 ” ‘6]2

其宗旨依然在于沟通回汉文化
、

消除相互误解
。

马德新 (1794
一1 8 7 4 )是明清之际最后一位杰出的回族伊斯兰教译著家

,

译著极丰
,

颇有建树
。

代表著作有 《四典要会》
、

《大化总归》
、

《真诊要言》
、

《指南要言》
、

《天方性礼注释》
、

《寰宇述要》
、

《天方历源》
、

《宝命真经直解》(《古兰经》前 5 卷汉译 ) 及 《朝欺途记》等
。

马德新
“
一方面沿

着王岱舆
、

刘智
、

马注等前辈穆斯林学者的学术轨迹
,

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条予以符合儒家价值

取向的阐释
,

以满足中国穆斯林尤其穆斯林知识分子的需求
,

消除汉回之间
、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

文化之间的隔阂
,

为伊斯兰教
、

回族的生存和近代化发展谋求合适的生存环境
;
另一方面

,

马德

新坚持伊斯兰教的特色思想
,

以真一论
、

大化论
、

幽明与复生说
、

圣人说
、

明德说等思想补儒家

文化所不足
,

从理论及社会教化两方面阐述伊斯兰教的积极意义
。 ” 〔7 , ’一 ,

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也是

一位有造诣的译著家
,

他的突出成绩是对马德新著作的整理和修润
,

马德新所译 《天方诗经》就

是经他整理
、

补译而成的
。

兴起于明末
、

几乎延续清代
“
以儒让经

”

及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
,

充分吸纳中华文化特别

是儒家文化
,

着力构建
“
回儒一体

”

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
,

认为
“
回儒两教

,

道本同源
,

初无

二理
” ,

用今天的话说
,

就是进行比较研究
,

开展文明对话
,

以期达到
“
各美其美

,

美人之美
,

美

美与共
”

(费孝通先生语 )
,

和而不同的境界
。

只是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
,

这种文明对话的努

力和尝试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
。

然而
, “
以儒侄经

”

活动在中国学术史
、

思想史上的独特意

义和价值
,

则是毋庸置疑的
。

“ 以儒诊经
”

活动也有不足和缺陷
,

尽管王岱舆
、

刘智以及其他明清时期的回儒学通四教
,

但毕竟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
,

特别是他们所能搜罗到的关于伊斯兰文化的最新资料有限
,

难以了

解伊斯兰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和全貌
,

也难以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
。

对于这些

局限
,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

事实上
,

在译介和研究伊斯兰文化
、

透彻理解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
、

并将两大文化的融会贯通等方面
,

至今还很少有人能与王岱舆
、

刘智
、

马德新等明清回族大儒相

匹敌
。

进入 20 世纪
,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

兴起
,

使得中国学术界吹起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
,

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新气象
。

王皓然 (l 84 8一19 19 ) 阿旬首倡革新传统经堂教育
,

新式伊斯兰学校以及各种介绍伊斯兰

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创办
,

王静斋 (1 8 7 9一 194 9 )
、

达浦生 (18 7 4 一19 65 )
、

马松亭

(189 5一 19 92)
、

庞士谦 (l 90 2一19 58 ) 等知名阿旬频繁深入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考察
,

更有马坚

( 1906
一197 8 )

、

纳忠 (19 10~ ) 等一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求学
,

了解伊斯兰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
,

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
。

这些努力均使这一时期我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呈现

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

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
,

诸如杨仲明 (18 7 0一1 95 2 )
、

达浦生
、

王静斋
、

哈德

成 (188 8一194 3 )
、

马松亭
、

庞士谦
、

马坚
、

纳忠及白寿彝 (1900
一2以X)) 等

,

他们的大量学术活动

拓宽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领域
,

提升了研究的层次
,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他们不仅继承了王岱舆
、

刘智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
,

而且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

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
,

表现出更为赤热的

爱国精神
,

洋溢着浓郁的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
,

体现出复兴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强烈



使命感和责任感
。

王静斋 (1 879一 19 49 ) 阿旬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
,

毕生爱国爱教
,

执著于伊斯

兰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积极倡导革新经堂教育
,

培育中
、

阿兼通的新型人才
。

1 936 年他在北

京组织回教典籍编译社
,

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文献的翻译和出版
。

19 38 年在河南与同道发起成立

了
“

中国回教抗日救国会
” ,

宣传抗日救亡
。

王阿旬一生勤奋好学
,

笔耕不辍
,

著述丰富
,

主要译

著有 《回耶辨证》
、

《中亚字典》
、

《中阿双解新字典》
、

《选译详解伟嘎业》
、

《真境花园》及 《古兰

经译解》等
。

马坚教授 (1 9 0 6一 19 78 ) 是 2 0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和教育家
,

毕生致力于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

孜孜不倦
,

成就卓著
,

代表著述有 ((( 阿译 ) 论语》
、

《古兰

经》
、

《回教哲学》
、

《回教真相》
、

《伊斯兰哲学史》
、

《教义学大纲》
、

《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
、

《回教教育史》
、

《穆罕默德的宝剑》
、

《回历纲要》
、

《阿拉伯通史》及 《阿语汉语词典》等
。 “

马

坚教授的学术成就
,

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
,

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

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
;
又一方面

,

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
。

这两个方面
,

恰好在马坚教授身

上都有所体现
。 , , 〔5〕5 08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回族穆斯林学者所开拓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
,

在 20 世纪初开始受

到汉族学者的关注
,

有的汉族学者甚至亲自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
,

而且颇有建树
,

如汉族

学者铁铮由日文转译的 《可兰经》于 1 927 年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
,

首开我国 《古兰经》汉语通译

之先河
;
陈汉章 (18 74

一 ? )
、

陈垣先生 (18 50
一 1971 ) 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

;
顾

颇刚先生 (18 9 3 ~
19 80 ) 曾在 《大公报》 (19 37 年 3 月 7 日) 发 《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

,

对伊斯

兰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
,

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
、

组建
“
回教文化研究中心

”

的倡议 (第七卷第四期 )
,

并在他和谭其骤先生 (191 1一 199 2 ) 主办的 《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

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
,

先后推出 《回教与回族专号》及 《回教专号》两期专刊
,

推动有

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

汉族学者的加盟
,

对于提升和拓展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层次和范围
,

并使之

进入中国的主流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

新中国成立后
,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 2 0 多年中
,

回族学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

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除了马坚
、

白寿彝
、

纳忠等学界前辈继续开拓创新
,

并有出色成绩

之外
,

更有不少学术新人不断涌现
,

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

涉及宗教
、

哲学
、

语言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政治
、

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

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绩
,

学者众多
,

著述颇丰
。

至此
,

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开拓并传承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
,

已不再是一种不为
“
教外学者

”

所

知的民间学术
,

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
,

古老的
“
天方之学

”
开始跨入汉回各族

学者携手合作
、

共建我国
“
伊斯兰学

” 、 “
阿拉伯学

”

的新时代
。

[s] ‘一 ,。

二
、 “
天方之学

”

的学术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
,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
“
天方之学

”

的学术历程中
,

始终彰显出如下学术精神
:

1
、

重视对外语的研习
,

特别是对作为伊斯兰文化语言载体的阿语的研习

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
,

熟悉有关外语特别是阿语至关重要
。

阿语是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语言载体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不懂得阿语
,

就难以真正研究阿拉伯

一伊斯兰文化
,

对阿语的熟练程度
,

直接影响到对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理解的准确度及研究的深

广度
。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
,

但凡在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方面都颇有造诣的中国穆斯林学者
,

无一不精通阿语
,

有的学者甚至还精通波斯语
、

乌尔都语
、

英语等多种外语
。

他们为学习阿语等

耗费了大量精力
,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

而对外语特别是阿语的熟练掌握
,

又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
,

成为他们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保证
。

可见
,

重视对阿语乃至波斯语的研习
,

是回族

穆斯林进行伊斯兰文化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

2
、

重视对伊斯兰文化原典的研读
,

尤其重视对 ((古兰经》和圣训的研习

翻阅自王岱舆以来历代回族穆斯林学人的著述无不让人真切感受到他们对伊斯兰文化原

典的熟知
,

尤其是对 《古兰经》和圣训的熟悉
,

但凡引经据典
,

莫不信手拈来
,

恰到好处
。

在

王岱舆
、

马注
、

刘智
、

马德新等人的著述中
, “
经云

” 、 “
圣曰

”
这样的引证俯拾即是

。

如经云
:

“

莫非尔等猜度真主
,

造化尔等特为游戏而 己
,

果不复归于真主之尊闽乎 ?
”

(王岱舆 《正教

真诊
·

后世 )))
: ‘引‘39 经云

: “
尔等拜主

,

尔等孝亲
。 ”

(王岱舆 《正教真诊
·

至孝》); [9] 91
圣云

: “正

教之男妇
,

习学乃明命也
。 ”

(王岱舆 《正教真诊
·

正学))) ; 〔9] ’5

圣云
: “
尔等皆若牧羊之人

,

将来

自尔等之职掌一一皆有问焉
。 ”

(王岱舆 《正教真诊
·

首领》)
。 〔919

6

真主喻云
: “
随其所处

,

真主 同

于尔等也
。 ’, 〔101 64

真主谕云
: “
他们是聋的

、

哑的
、

瞎的
,

所以他们不解
。 ”

(马注
:

《清真指南
·

本

用》) 〔101 6‘

故经云
: “
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

。 ”

(马注
: 《清真指南

·

天命》) 【101 69 等
;
王静斋先生

为 《古兰经》的汉语译介倾注巨大心力
,

几易其稿
;
马坚先生更将译介 《古兰经》作为自己毕生

的事业
,

且为之呕心沥血
,

死而后已
。

由此足见
,

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深得伊斯兰研究之要
,

花大力气研读 《古兰经》和圣训
,

因

为他们清楚
,

《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原典
,

也是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诸学科不断发

展的思想源泉
,

不了解 《古兰经 )) 和圣训
,

就无法了解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真精神
。

3
、

重视对汉语及国学的研习
,

尤其重视对儒家学说的研习

在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习活动中
,

除了重视对阿语及伊斯兰文化原典的

研读外
,

还重视对汉语及中华文化原典的研习
,

尤其重视对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的研究
,

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造诣深厚的回族穆斯林学者
,

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

的学习和研究
,

无一不是
“
经汉兼通

”
的学者

。

他们知道
,

作为中国穆斯林学者
,

没有扎实的汉

语功底
,

没有良好的国学素养
,

不 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

就难以完成向中国人正确介绍伊斯兰文

化的艰巨任务
。

阅读先贤的著作
,

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对汉语的运用 自如畅丽
,

典雅优美
,

而且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深得其昧
,

对儒家
、

道家
、

佛家哲学和宗教思想都有较全面的了解
,

尤其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研究
,

引证用典
,

莫不言之有据
,

准确精通
。

如刘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

就相当透彻
,

绝不亚于同时代的汉族学者
。

马坚先生更具深厚的国学造诣
,

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评

价的
: “

马坚教授对于汉文化的学习
,

有相当的深度
。

他所译各书
,

都俨然大家风范
。 ” 〔51 5 , 。

4
、

重视沟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
,

促进两大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
、

交流和融合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的回族穆斯林学者
,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担当了沟通中阿文化
、

促进中

阿文化相互交流的重任
,

为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无论在向国人介绍伊斯兰文

化方面
,

还是在向伊斯兰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方面
,

他们都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
。

如马德新和马

安礼翻译的 ((天方诗经 ))
,

于 18 4 8 年在成都刻板成书
,

比 ((巴黎茶花女遗事》早 8 年问世
, “
开创

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先河
,

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川

5

“
”。

马坚先生早在 30

年代留学埃及期间
,

就将 《论语》译为阿语
,

又倾其毕生精力从事 《古兰经》的汉译工作
,

为中

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

今天
,

我们的学者依然面临着繁重的进一步沟通中阿文化的任务
,

因为无论是阿拉伯一伊斯



兰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

还是中国人对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

从深广度上

看
,

还都十分有限
,

需要
“
拿来

”
和

“
送去

”

的东西还有许多
。

5
、

重视把握时代脉搏
,

坚持结合中国实际
,

致力于开展教法创制和文化创新
“
创制

” (al
一

Ijtlha d
,

伊智提哈德 ) 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历史传统
,

是伊斯兰教的一种

自我更新机制
,

也就是文化创新工作
。

无论是先贤胡登洲创设经堂教育
、

王岱舆著书立说
,

还是

马坚教授译经著文
,

无论是明清之际的
“
以儒诊经

”
活动

,

还是 20 世纪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
,

都是中国穆斯林学者秉承伊斯兰文明倡导创制的传统而开展的文化创新活动
,

是中国伊斯兰文化

研究史上的壮举
,

建树不凡
,

意义深远
。

按照伊斯兰文化的术语来说
,

所有这些活动
,

实际上都

是艰苦的
“
创制

”
工作

,

旨在使伊斯兰文化适应中国的新环境
,

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

马坚先生

曾对这种与时俱进的创制工作有过形象地解释
:

192 6 年马坚先生担任家乡鱼峰小学校务主任
,

他

在推进教学改革时指出
:

人要随季节的变化而增减衣服
,

否则就要伤风感冒
,

甚至患大病
, “

随机

应变
”

是真主给予我们的
“
恩赐

’, ,

更是真主的伟大
。
〔”〕59 一60

纵观回族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中国穆斯林的历代贤哲
,

正是遵循伊斯兰文

化的
“
创制

”

这一
“
运动

”

原理
,

坚持与时俱进
,

不断进取
,

把握时代脉搏
,

不断开展艰苦的创

制工作
,

致力于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回族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创新
。

而且
,

这些活动的意义

还不局限于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方面
,

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闽看
,

乃是对中华文化

的一种丰富
、

发展和创新
,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
,

在中外文化的沟通

和交流方面
,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
,

穆斯林贤哲们的学术活动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

6
、

寓爱教于爱国
,

使爱国爱教相互统一
,

融为一体

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固然是来华的外帮人
,

但回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
,

却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

的
, “
回族人是中国人

”
的观念是这个民族自诞生之时起就具有的强烈意识

,

因此
,

爱国主义是回

族人民与生俱来的民族品质
。

同时
,

回族人又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
,

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

值观念
,

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

这个传统观念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教
,

因此
,

爱教也是回族穆斯林的

民族品质
。

然而要恰当地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
,

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

需要开展艰苦的

创制工作从理论上予以解决
。

先贤王岱舆明确提出了
“

真忠正道
”

的政治观
,

认为
“

夫忠于真主
,

更忠于君父
,

方为正道
,

因其源清
,

而无不清矣
。 ” 〔918

日

((( 正教真诊
·

真忠)))
, “
忠君

”

的实质就

是爱国
,

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问题
。 “

王岱舆的
‘

真忠正道
’

政治观
,

是回族在

历史上始终和祖国保持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
,

是自元以来数百年间回汉两族人民紧密团结
,

互相

依存的民族关系反映在理论上的积淀和升华
。

⋯⋯从历史上看
,

中国伊斯兰教自植根中国后
,

先

在实践中解决了
‘

二元忠诚
’

问题
,

但在理论上的解决
,

却自王岱舆始
。

毋庸置疑
,

妥善解决

这个问题
,

对维护祖国统一
,

确定回族在统一国家中的地位
,

搞好民族团结
,

都是有深远意义

的
。 ” 〔213 98

一

399 自王岱舆以后
,

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都秉承爱国爱教的传统
,

并在理论和实践的

不同层面不断深化和提升这一思想
,

使之成为中国穆斯林长期承传的优良传统
。 〔’3〕PZ , 一24 辛亥革命

推翻清王朝
, “
忠君

”

不再是爱国的表现
。

在 20 世纪初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中
,

许多学者积

极投入唤醒穆斯林国民意识的文化活动中
,

回族人民的国家观念
、

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空前

觉醒
,

爱国激情空前高涨
,

在中华民族反抗
“
三座大山

”

的压迫
、

追求民族解放的历次革命运动

中
,

穆斯林学者与广大穆斯林同胞一起
,

悟守
“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

的训导
,

与全国各族人民

并肩携手
,

浴血奋战
,

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凯歌
。

19 37 年
,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

王

静斋
、

时子周 (1 8 7 9 一19 69) 阿旬在郑州发起成立了
“

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
” ,

唤醒民众
,

号召

抗战
;
宁夏著名阿旬虎篙山 (18 80

一 1955) 写出阿语
、

汉语对照的祈祷词
,

谴责日本侵略
,

祈祷抗



战胜利
; 7 0 高龄的马良骏 (1 867一 19 57 ) 大阿旬在新疆提出要参加抗战

,

并广泛宣传抗日
,

抗战

胜利后
,

又积极致力于新疆的和平解放
。

云南纳明安教长坚持每天晨礼后率众诵经祈祷
,

默祝中

国战胜日本
,

长达 8 年之久
,

直至抗战胜利
;
成达师范校长马松亭等许多知名穆斯林学人更是奔

走各方
,

远赴海外
,

大力宣传抗日
;
上海伊斯兰师范校长达浦生曾借钱 自费出国宣传抗战事迹

,

为国难募捐
,

事迹尤为感人
。

留学海外的马坚等穆斯林学子
,

日夜心系国难当头的祖国
,

发表文

章
、

演说
,

印发传单
,

甚至节衣缩食
,

募捐资金
,

为抗战的正义事业竭尽全力
。

纵观历史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爱国主义精神在回族穆斯林的学术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只是在不同时代所体现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

概言之
,

回族穆斯林学术活动中的爱国主义是

一以贯之
、

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
。

它生动地说明
,

中国回族穆斯林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
,

并不只限于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
,

更着眼于报效祖国
、

共建中华文化
、

振兴中华民族的崇高目标
。

三
、

结语

如前所述
, “
天方之学

”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艰难而曲折
,

也是富有创新意义的
,

是跨文化交际

的重要实践活动
。

因此
,

它既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的一种对话交流方式
,

同时
,

也

是伊斯兰文化实现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过程
。

当我们重读先贤的著作
,

了解我国
“
天方之学

”

的艰

难学术历程和可贵学术传统时
,

应当思考怎样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
。

在今天的伊斯兰

研究
、

阿拉伯学研究中
,

依然需要重视对外语的学习
,

特别是阿语的学习
;
依然需要认真地

、

正

确地解读伊斯兰文化的原典
;
依然需要熟知中国传统文化

;
而今天的中国穆斯林学者

,

也更加需

要坚持和发扬与时俱进
、

爱国爱教的精神
,

把握和了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
,

努力开展文化创

新
。

当代学人
,

特别是致力于当代中国
“
阿拉伯学

”

建设的学人
,

理当很好地继承我国
“
天方之

学
”

的学术遗产
,

发扬先贤们优良的学术传统
,

使今天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首先要了解并研究这个传统
,

对此传统作出清晰的梳理和全面的总结
,

本文便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抛砖之作
。

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创的
“
天方之学

” ,

的确是值得我们作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的一个课

题
,

正如白寿彝先生曾指出的
: “
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

这是一个重

要的学术问题
,

也是一个跟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

跟中外穆斯林弟兄间的友好往来有密切关系

的问题
。 ” 〔巾04 在中阿建交 5 0 周年之际的今天

,

梳理和研究我国
“
天方之学

”
的学术传统

,

对

于促进今天乃至未来的中阿文化交流
、

构建中国特色的
“
阿拉伯学

”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
。

[ 参考文献

〔l] 邱树森
.

中国回族史 (上 ) [M〕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19 %
.

【2] 杨怀中
,

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 ]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19 95
.

【3] 余振贵
.

点校题记〔M〕
.

11 王岱舆
.

正教真诊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

余振贵
,

校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19 %
.

【4」郭憬
,

等
,

清真指南校注序言[M〕11 马注
.

清真指南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19 89
.

【5] 白寿彝
.

民族宗教论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M ]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X) 1
.

【6] 金天柱
.

清真释疑 (海正忠点校) 〔M ]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 00 2.



【7] 余振贵
.

马德新思想研究序一 [M〕
.

刀杨桂萍
.

马德新思想研究
.

海正忠
,

校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X)4
.

〔8] 朱威烈
.

汉回学者和谐合作共建我国阿拉伯学
—

中国阿语教育史纲代序〔M ]
.

11丁俊
.

中国阿语教育史纲
.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6
.

【9] 王岱舆
.

正教真诊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M ]
.

余振贵
,

校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199 6.

〔10 」马注
.

清真指南 〔M」
.

郭憬
,

等胶注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19 89.

〔1 1] 朱威烈
.

站在远东看中东 [M ]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0 (X)
.

【12 ] 林灿良
.

学者丰碑
—

纪念马坚先生诞辰 100 周年 [EB /O L』
.

[2 《X随
一

05
一

2 31
.

httP
:刀w w w

.

g u l咧in g
.

e o m 石igou x 刀m aj ian l(X)
.

htm
.

【13] 丁俊
.

中国穆斯林阿语研习活动中的爱国主义传统【J]
.

新月华
.

20() 5 (l).

T h e A ea d e
而

e C o u rs e a n d SPiri t o f Is la m lc S tu d ie s in C h in a

一介o m 叭/a n g D ai yu to M a Ji an

D IN G Ju n

A b str a e t Ai ab
一

Isla m ic eu ltu re stu di e s

are the

mo
st im po rt a n t ac a d e而e tr ad itio n o f C hi n ese

M u sli m s
.

D u ri n g sev e ral e e

ntu ri e s
,

fro m the
sag

e 认/a n g D ai yu (ab o u t 15 84 一 16 7 0 ) to Pr o f. M a Ji an

(1906
一 19 7 8 )

,

g e

ner ati o n aft er g en er ati o n ,

C hin e se M u sl加 se hol ar s de v o te d the m se lv e s to the
eo n stt u c ti o n o f C hi n e se Isla m ic tho u g ht syste m an d th e

fac ili tat io n of in tere han g e be tw ee n Islan ti e

eul tu re an d Ch in e se eu ltU re
.

仆
ey no t o ul y h av e bee n w o rki n g h ar d in 151田叮Ic stu d ie s e irc le

,

bu t al so

m a d e o u tstan d ln g e on tri b u ti on s a n d g o t s

om
e g re a t ac hi e v e

me
n ts in the e irc le

.

Wi th ou t d o u bt
,

to su m u P

an d e arr y o n

面
5

gre at ac ad e
lni e tr ad iti o n 15 v e ry sig ni fi e

ant for
o u r

Ar ab
一

151田叮ic stu d ies an d d ial o g u e

be tw e e n eul tu re s to d a y
.

K ey W 6 r d s Isla而e S tu d ie s : A ra b
一

Isla m ic S tu d ie s : A e a d e而e S P试 t: 认厄n g D ai yu ; M a Ji an

(责任编辑 : 杨 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