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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 种地的回族跟种地的汉族一样是

我的父母。

———个案 040

信仰快三年了，我觉得自己明白了活着要干什么，怎么活。

———个案 061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华人，你的孩子有一天问你能不能成

为穆斯林，你的心里会怎么想？ 是不是觉得辛辛苦苦养大孩子，反

而背宗忘祖了？

———个案 M12

信仰对我很重要，明天我就十八岁了。 我哥说过，伊斯俩目是

大海中的一条绳子，抓住了就不会漂走，我觉得我抓住了。

———个案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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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访谈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人类学的田野笔记。 作者通过人类学访谈和田野

调查， 对 71 位中国人、 53 位马来西亚华人和 1 位菲律宾裔美国

归信穆斯林的信仰故事进行了记录和整理。 这是研究宗教归信的

第一手田野资料， 也是国内第一部用人类学的方法记录的信仰往

事， 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通过受访者的口述， 田野访谈主要关

注了受访者的文化背景、 职业身份、 信仰缘起、 宗族关系、 宗教

实践、 社会交往、 族群互动、 宗教和族群认同， 以及婚姻、 家

庭、 困惑、 忧患等， 为我国宗教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翔实的个

案， 也为日后宗教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珍

贵的素材。 作品对于消除文化偏见， 促进民族融合， 倡导文明共

生， 推动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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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Abstract

This book pres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estimonies of the

Muslim converts, including 71 Chinese, 53 Malaysian Chinese and 1

Philippian American Muslim, by means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

gy, namely, interviews and field study.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touches upon such aspects of the converts a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s,

professions, converting motivations, lineage relations, religious knowl-

edge and practice, social communications, ethnical interactive, religious

and ethnical identities, together with the issues of education, marriage,

family, predicament and hardship. It is the research that initially stud-

ies the religious conve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that

provides invaluable data for further study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within China. Noticeab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liminating cultural prejudice,

promoting ethnical integration, advocating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ul-

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n such a plural-

istic social context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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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访谈

自序： 百年后谁来阅读我们的信仰往事

记录归信往事， 缘起于我对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产生的兴趣。 孙尚扬先生

的 《圣俗之间》 和邓恩先生的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

士》 两书对我的启发很大。 近年来， 中国学术界又陆续翻译了大量西方基督

宗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作品， 包括部分信札、 回忆录及历史类作品

等。 这些文本真实地记录了一种信仰如何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在中国几经起落

直到落地生根的过程， 其中著名的历史事件如大秦景教在中国的流行、 元代

的也里可温教、 明末天主教的勃兴、 清代康熙皇帝的禁教、 近代以来西方殖

民过程中基督教的再度进入及国人民族主义兴起之时的 “灭洋教” 运动等等

史实， 让我对基督教在中华大地历经的文化传播过程倍感兴趣。 逝者如斯！

然而总感觉其传播史充盈着大起大落的悲壮， 也浸满了传教士捐此一生的虔

诚。 每每读到被誉为明末教中三柱石的李之藻、 杨廷筠、 徐光启等人的皈

依； 沙勿略一生遥望中国大陆， 希冀传教事业中 “岩石裂开” 的执着； 因礼

仪之争而引发康熙皇帝断然禁教的谕旨， 以及今日基督教在中国历经一定程

度的本土化之后获得的蓬勃发展， 对比伊斯兰教在中国千百年来波澜不惊的

历史， 更加激发了我对两种宗教在传播理念、 思想、 手段、 传教人、 归信者

等方面试图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

然而， 面对丰富的涉及基督教的文本， 有关伊斯兰文化传播的记录少得

实在可怜。 除了从历朝正史野史、 文人笔记、 碑铭古迹、 地方史志、 游记等

拣拾残页断章之外， 即便历代史迹也缺乏系统的史料， 更不用说如传教士记

录的大批日记信札。 倒是勤奋的传教士没有忘记中国的穆斯林。 早在 1879

年， 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 （Hudson Taylor， 1832—1905） 建立的中国内地会

成员伊斯顿 （Easton） 就向教会汇报了 “发现” 临夏 （古称河州） 回族的情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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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①其他如梅益盛 （ Issac Mason， 1870—1939） ② ， 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 ③， 裴德士 （William Bacon Pettus） ④等人， 亦具有

一定的田野调查知识， 执着于向中国穆斯林传播福音， 从 19 世纪末开始就

对中国穆斯林多有关注 。 刘家峰先生曾经提及五种基督教刊物 :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 China’ s

Millions （《中国大众》）、 Friend of Moslems （中文版 《友穆》）、 The Moslem

World （《穆斯林世界》） 等， 以及收藏在英、 美、 瑞典等图书馆的相关传教

士档案 , 如哈佛大学收藏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 （Claude L. Pickens，

1900—1985） 的档案,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了北京青年会干事、 美国

传教士胡籁明 （Lyman Hoover） 的档案。 ⑤其中对中国穆斯林多有记录， 大

量档案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海恩波的 《中国的伊斯兰教： 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一书中， 记录了大量

清末广州、 云南、 西安、 北京等地的碑刻和图片， 也记录了传教士在中国穆

斯林中努力宣教的结晶。 该书第 279 页附有一位 79 岁的郑州回族老人接受

洗礼的图片， 读后让人掩卷无语。 至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 （Claude L.

Pickens， 1900—1985） 所拍摄的诸多民国年间西北穆斯林生活的资料， 更让

① MATSUMOTO Masumi（松本真澄），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s to Muslims in China and Islamic
Reformist Movement, published in Annals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2005, No.21-1, P.152.

② 梅益盛，皇家亚洲社会华北支会成员（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基督教
传教士、学者，1892—1925年间在中国生活了 33年，致力于运用中文和阿拉伯文材料向回族传播福音，
收集了 300多种回族出版物，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作品主要发表在美国哈特福德神
学院基金（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出版的《穆斯林世界》（Moslem World）和皇家亚洲社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著名的有《两本中国穆斯林刊物》《中国穆斯林文献提要》《中国的穆斯林》《中
国穆斯林出版物》《<古兰经>在中国》《伊斯兰如何入华》《中国穆斯林天文学》《适合于中国读者的阿拉伯故
事》《中国穆斯林的生活》《伊斯兰在中国之未来》《适合中国穆斯林的基督教著作》等。

③ 海恩波，英国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传教士，其名著为《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Darf Publishers Limited, London, 1987.），保存了许多清真寺碑刻、经
堂教育等国内已难见到的资料。

④ 裴德士，常驻南京的传教士，曾注意到南京清真寺和宗教习俗。见刘家峰：《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
斯林的相遇与对话》，载《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 1期。

⑤ 刘家峰：《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载《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 1期，第 109
页，注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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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访谈

人惊叹不已。

甘肃固原 （今宁夏固原市） 某清真寺念经小孩图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 毕敬士拍摄于 1936 年

中国穆斯林可以忽略历史， 然而历史却从不会忽略中国的穆民。 自己未

曾记住的， 必将被历史置于记忆的边缘， 抑或被他人歪曲地记忆， 且造成日

后缺乏辨误的口实。 更有甚者， 使歪曲记忆成为文化误读者肆意僭越的文

本， 或别有用心者咄咄逼人的可资利器。

难道就没有人如传教士般为安拉的宗教而前仆后继？ 难道就没有捧起双

手为 “隋尼” （中国人） 的归信而祈祷的信士？ 我相信有， 只不过他们没有

记录自己满怀虔诚的奋斗历史， 抑或是 “万事皆凭举意” 的圣训， 打消了他

们记录自己足迹的念头。 希望后世的慈悯足矣， 谁在意今世的艰辛？！

历史在当时被错过， 并被曾经的知情者轻易地忘记。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后人需要这样的文本。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阅读到

百年前或者更久远的归信者往事， 以当地的方言， 朴实的文字， 铺陈背景，

娓娓道来， 那将是何等的珍贵！ 我觉得基督教传教士前来东土收获灵魂的精

神可学， 其记录历史以笔为旗的精神更可学。 对于传教事务的记录， 最起码

从明末以来， 可以说煌煌巨篇， 史实昭著。 细微处如传教士信札， 将历史中

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幕都记录在案。 几百年来， 一部部边缘叙事， 能够经众人

之手而集腋成裘， 连缀成篇， 成为后人信手拈来的珍贵史料。 此情可待， 只

需有 “积跬步成千里” 的执着。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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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我便有了记录信仰往事的本意。 我想这样的记录不仅能够让今人

阅读世纪之交一批人的心灵追求轨迹， 也能够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全球化对文

化传播和互动产生的意义。

好友小马阿哥一直鼓励我开自己的博客，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归

信者群体。 秉承盛意， 我将个别访谈曾在中国穆斯林网 （Http://www.2mus-

lim.com） 南归的博客中贴出。 穆斯林民间杂志 《文化流》 也慧识斯举， 一直

连载我的记录。 我的本意是记录 100 个个案， 然后再做细致的研究。 我觉得

从实证的角度出发， 建立在坚实的田野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才能让我稍感踏

实。 也许， 在后人看来， 研究或许只是对一种文化依归现象的解读， 更加珍

贵的是我通过访谈记录的所有信仰往事。 至少在我看来， 我觉得我的记录本

身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 无论就学术意义而言， 还是对今天的穆斯林群体及

非穆斯林群体本身都更加富有意义。 我觉得， 一个人如果能够将这样的工作

作为一生的追求， 才能体现其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为理解信仰而做听众的耐

心。 然而， 有那么多兄弟姐妹等待着阅读， 我迄今仍希望有更多的归信者愿

意透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愿你的故事历经千百年后仍然不失为激发他者心灵

的篇章， 历时愈久， 其意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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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访谈

001. Asiya

访谈手记： 初次见到 Asiya 是跟两名阿拉伯人逛市场的时候， 我在广州

文化公园毗邻的电子市场突然见到一身伊朗妇女打扮的女孩子， 那是一套整

洁的 “黑加布” （头巾） 加大袍。 我的第一感觉是她不是老外经常说的 O-

riginal Muslim （即传统穆斯林）， 因为中国的传统穆斯林中能够穿大袍配以

“黑加布” 的中国人很少， 无论是在西北还是在广州。 得知她是新穆斯林时，

老外非常高兴。 就是这次偶遇，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汉族穆斯林。 Asiya 注重

宣教， 她会在周末安排时间同愿意学习宗教知识的朋友一起学习。 现在有三

位学生跟她学习礼拜念词。

初识伊斯兰： 我们家人从小就信佛， 我们那里有很多人是基督徒。 但我

觉得那些信仰纯粹是一种迷信， 讲修佛成仙的东西。 基督教在那里是一种名

望和身份的象征， 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 我不会选择信仰追求这些的。

这是我的第一位受访人， 正是她启发我开始对一个群体的关注 2004 年摄于广州

我从 2002 年开始就在广州西堤电子城打工， 我见到的老外大多数都是

穆斯林， 这里的客户 90％都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 我只负责做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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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生意不做。 以前我在一家叙利亚人开办的公司上班， 老板教门很好，

我同他们接触了 7 个月， 认识的人都有教门， 一个沙特人， 另外一个是乍得

的 yosuf。 他们主要是受他们国家公司的聘用， 来中国处理生意上的事务，

都在广州租了房子。 他们经常给我讲解伊斯兰的知识， 还给我书看。 Yosuf

很关心教门， 参加过宣教， 而且有时候叫中国朋友去他那里一起探讨信仰的

事情。 当时我看不懂 《古兰经》， 但一些小册子可以看懂。 刚开始接触伊斯

兰的时候我受他们和我老公的影响很大。 我老公是河南人， 在河南某阿拉伯

语学校和云南沙甸清真大寺学习过， 现在一家阿拉伯公司当翻译。 我们念了

尼卡哈但还没有领结婚证。

族群身份与信仰抉择： 对于一个汉族来说， 成为穆斯林的确都会经过很

长时间的精神考验。 我是在 “非典” 流行的时候进的教， 当时我还在广州教

育学院读书。 记得第一次戴了盖头去学校时， 我很胆怯，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

排， 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我现在是穆斯林了。 后来大家慢慢

习惯了， 以后我就坐到了最前排。 回到市场上的时候， 大家见了我都不认

识， 很有意思。 （笑） 他们都问我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子， 我经常给他们解释

原因。 去年回家的时候我戴着盖头， 我们家的人中只有我姑姑感觉很奇怪，

她属于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我的父母刚开始听说我要跟一个穆斯林结

婚， 他们反而觉得很好， 认为有信仰的人不错。 他们很尊重我的选择， 我回

家礼拜他们觉得很正常。 我和老公回过一次我们家， 就吃了一顿饭， 但一切

灶具都是新买的， 一共待了两天， 其他几顿饭是在街上的拉面馆吃的。 广州

人对穆斯林很陌生， 其实大部分人不了解伊斯兰教。 刚成为穆斯林的时候，

要给很多人做解释 ， 现在大家都熟悉了 ， 也不觉得奇怪 。 （按 ： 我发现

Asiya 隔壁的台湾老板已经习惯于用 Asi 的昵称来称呼自己的邻居了， 他们

的关系显得不错）

当时我去清真寺要求进教时阿訇没有答应， 由于我是同老外一起去的，

他们说我必须参加一段时间的学习， 然后在清真寺登记才能够举行仪式。 老

外很生气， 我们就回来了。

我眼中的穆斯林： 我觉得现在进教的汉族比回族好。 我认识好多回族女

孩子根本不戴盖头， 有些人出了寺门就将盖头和长袖衣服脱掉。 虽然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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