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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平等的成员，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

明。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沐浴着中华文明的

历史风雨，秉承“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美美与共”、团

结进步的文化理想与信念，铸造了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个性。

当代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又为每一个民族注入了新

的时代营养和发展动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谐共进

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着各个兄弟民族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

提升民族品格、强化民族素质，逐步迈向一个精神刚健、思想

包容、心灵自由、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时代水准

与高尚境界。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年轻有为、充

满活力、勤劳朴实的民族，是一个吃苦耐劳、昂扬向上的民族，

也是一个注重今世、向往后世、追求“两世吉庆”的民族。她

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丰厚营养，又承载着世界性的大

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两大古老而伟大的东方文明

之河交汇，共同哺育了回族人民，塑造了回族独有的民族气质、

序
张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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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和文化内涵。回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回族的民族精神

血脉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共通因子，传承着

两大文明中最具文明底色的基质。

作为一个世居中国的少数民族，回族历史地形成了散居中

华大地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居住格局。从浩瀚南海的

天涯海角到祖国最北的齐齐哈尔山村，从苍茫天山脚下到水天

相接的鼓浪屿渔村，从冰雪皑皑的青藏高原腹地到郁郁葱葱的

东海之滨，都有回族人世代居住和生活于此。回族人民历来与

汉族等兄弟民族比邻而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相濡以沫，互通有无。在历史上，回族与各个兄弟民族的前

途命运息息相通，与中华民族同兴衰、共荣辱。特别是近代自

1840 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

国的大门以后，无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久经历史考验与磨炼的回族人民，与无数中华

英烈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甘洒热血，无私无畏，高奏了

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书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

史上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回族人民虽经岁月冲蚀，饱经沧

桑，但爱国爱教的精神长存，信仰坚定、刚毅进取、奋发有

为、与兄弟民族团结奋斗的风范永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族人民进

入了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阶段，回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在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回族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了民族

区域自治，回族人民在祖国的怀抱中，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积

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回

族杰出儿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乐于奉

献，为祖国的建设，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为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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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作出了宝贵而杰出的贡献。

1958 年我国唯一的省级回族区域自治地方———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成立翻开了回族历史长卷上崭新的一页，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民族宗教政策的巨大魅力。五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和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历届自治区党

委、政府带领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奋发努力，勇于实践，开拓

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科技教育卫生文

化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宁夏社会科

学院努力发挥地方优势和民族特色，与兄弟科研单位和高等院

校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为创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域特

色、民族特色的回族学而不断探索奋斗，在回族学研究方面推

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奉献了一些叫响宁夏、享誉全国的

精品力作，在区内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回族学研究成为

宁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园地和窗口。

在全区上下共同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

为了提高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水平，充分展

现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总结经验，继往开来，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具有民族

特色、地方特色的回族学研究，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亲

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宁夏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向自治区五十大

庆文化献礼工程———《中国回族历史文化》 丛书的撰写任务。

经过编委会和承担这一任务的全体作者的辛勤工作，该丛书即

将与读者见面。

《中国回族历史文化》丛书的作者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

回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为主，吸收了区内的学者参加。该丛书

主要涉及回族文化、回族艺术、西方学术界对回族的研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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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回族思想、回族文学、回族商业经济等领域，撰稿者

大都是宁夏社会科学院该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学有专

攻，有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开拓性，是对回族学研究领

域的拓展和丰富。当然，囿于主客观条件，写作时间较短，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回族学是一个多学科、宽领域、多层面的新兴学科，需要

我们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知难而进，勇于进取，善于创新。当

这套丛书面世时，我希望这既是对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学研究

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新的起点，今后的路更长，也更艰巨和

更富有挑战性。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中，作

出更大的努力，迈出更快更好的步伐。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

春光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张克洪对本丛书的编写出版给予了具体指导，宁夏社会

科学院原任院长吴海鹰教授作为本丛书的策划者，在前期做了

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自治区五十大庆办公室、自治区财政厅

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宁夏人民出版社为本丛书的

编辑出版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二○○八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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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

1932 年，在时为经济和文化中心

的上海，接连发生了两起侮教案，即 9

月份的“《南华文艺》侮教案”（以下

简称“南华案”） 和紧随其后即 10 月份

的“北新书局侮教案”（以下简称“北

新案”）。历史在这一刻似乎也具备了意

志和情感，它不给与闻其中的人们任何

喘息的机会和思考的余地，就发出了一

连串的质询和考验：它考验回族民众和回族知识分子的理性，

也考验彼时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从回族方面

来说，经过了清朝统治者的思想禁锢和经济压迫，文化、经济

等停滞不前，民族地位卑微，民族心理亦因之而敏感、脆弱。

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性时机，创办报刊，提倡学术，发

展新式教育，充分利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回族于各方面

能够健康发展，可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侮教案再次发生了。这

类事件不只深深伤害回族民众的心灵，也往往影响民族正常发

展的进程。于此多事之秋，回族民众和回族知识分子，他们将

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呢？

鲁迅书信中关于回族的议论

鲁
迅
书
信
中
关
于
回
族
的
议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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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的两封书信

1932年11月11日，鲁迅到上海北火车站，乘坐沪宁车，前

往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在京逗留半月时间；11月 28日由北京

返沪。非常巧合，鲁迅乘坐的这列火车抵达南京车站时，适逢

回民护教团的代表登车返沪，他们结束了在南京的请愿任务，

数百回民到车站送行，那场面表面上颇为壮观。鲁迅无意中看

到了这一幕。一个文化巨人和一个他可能很少关注的弱小民

族，在如此不平静的场合相遇了；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鲁迅当时

的心情，但是他信中所描述送行者“气势甚盛”，可以想见当时

的现场气氛，一定给了他某种触动，令他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

不过，即便如此，鲁迅似乎也不打算公开说话，不公开发

表文字表示自己的看法。北新案案发两个月之后，鲁迅致书局

老板李小峰信中说，他颇为关心北新的境况，北新“灾难多”，

而且好像已不为读书界所重视，以多年来的辛苦经营，却致如

此结果，“也实在可惜”，可因自己是“局外人”，所以“不便

多说”①。

鲁迅所示“不便多说”者，是指他与北新的密切关系。北

新书局成立于 1924 年，是一家主要以出版新文艺作品为主业

的书局，开业伊始，即得到鲁迅的帮助，他将自己刚刚翻译的

《苦闷的象征》交付出版，以为支持，而书局老板李小峰又是

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可以说，鲁迅与北新是相互依

存的关系：北新借鲁迅作品来扩大影响，而鲁迅自定居上海以

后，北新每月支付的版税则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李小峰后来写

①《鲁迅全集》第 12卷，第 1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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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篇题为 《鲁迅与北新书

局》的回忆文章，文中说，鲁

迅来沪后，北新书局每月支付

版税 300 元，作为生活费用。

北京的北新书局复业后，另送

100 元给鲁迅的母亲鲁瑞，做

家庭开支用。据李小峰说，当

时鲁迅的作品正值畅销期，书

局支付的版税实际上不止上述

数目。1928 年，因书局长期拖欠版税，鲁迅拟请律师以法律手

段追回欠款，后经调解，由律师向书局结算一次，除每月应付

款项外，尚欠 8200 元，商定从 9 月份起分四期归还，前两个

月付 2200 元，后两个月付 1900 元①。陈明远在他那本产生过

较大影响的、研究文人经济生活的书中，计算过鲁迅在北新的

版税：1929 年的 4 个月内付清历年积欠旧款 8300 元 （李小峰

计算为 8200 元，误差不大），折合今人民币 29 万元；1930 年

又继续追回欠款 1 万元，折合今人民币 40 万元———这是李小

峰文章中没好意思讲出来的一宗巨款。与北新此次不愉快的纠

纷中，鲁迅付给律师杨铿手续费 2000 元，折合今人民币 4 万

元。陈明远查阅了《鲁迅日记》，他做了一个统计，从 1923～

1936 年，鲁迅和李小峰见面、通信、联系，14 年间总共达到

704 次之多，平均每年 50 次，也即大约每周就有一次，由此可

见他们的关系之密切，远非一般性的书商与作者关系。这些联

①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 2期。

青年时期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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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主要内容均为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

题。陈明远归纳《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文字记载模式多

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 （或：得小峰信并） 版税及编辑费若干

银圆 ①。

这并不是说，鲁迅离开北新书局就无法生活，但是一旦书

局发生变故，肯定会影响鲁迅个人的生计，如 1934 年国民党

江苏省高等法院查封了一批上海书店，北新也在查封之列，鲁

迅在给他的学生李秉中的信中，就说过“于生计颇感恐慌”的

话②。鲁迅如此倚重北新，要他对书局的错误公开加以批评，

依常情而言，确实存在苦衷，更何况以鲁迅在知识界的地位和

威望，任何批评性话语都会给北新带来新的压力。

鲁迅之为文化巨人，即在于他能分清公、私。虽然北新是

他生计的主要来源，涉及大是大非问题，鲁迅秉持了一个现代

知识分子的公

德、良知，以

真理、正义为

标的，不徇私

情，不以利益

为重，于私人

书信中为他可

能不是十分了

解的回族人民

① 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第 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7年。
②《鲁迅全集》第 12卷，第 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与年轻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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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道话。

当然，对回族的一些基本的习俗，鲁迅还是了解的，这在

他的日记中有所反映。例如 1913 年 11 月 2 日日记：“午后王

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仪式为

之。”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中对此条日记作过考释：

“这是民国二年的事。当时能够以新式婚礼结婚，是很时髦的

了。但所谓新式，也就是不跪拜，改鞠躬；不拜天地，改证婚

人证婚；不坐花轿，改坐扎彩双马四轮大马车而已。又‘参回

教仪式为之’，可见这婚礼之前，斟酌计划是十分周密的。按

过去一般回汉不通婚，如男人要娶回教女子为妻，据传须至清

真寺举行仪式，入赘女家，按回教风俗行事。这位王仲猷先生

结婚，不知男女双方都是清真，抑或只有一面是清真。所说回

教仪式，自然是请清真寺阿訇为之”①。

鲁迅致老友许寿裳的私人书信，第一封作于 1932 年 11 月

3 日（节录）：

“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

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

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北新所出小

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

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

经心，视一切如儿戏，其误一也。及被回人代表诘责，弟以为惟

有直捷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而彼局又延宕

①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第 220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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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致许寿裳信

数日 （有事置之不理，是北新老手段，弟前年之几与涉讼，即为

此），迨遭重创，始于报上登载启事，其误二也。此后如何，盖不

可知。北新为绍介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

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

第二封书信作于同年 12 月 2 日（节录）：

“此次南来时，适与护教团代表同车，见送者数百人，气势甚

盛，然则此事似尚未了，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

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①

这两封书信主要针对北新而发，尽管无只字提到“南华

案”，但此案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鲁迅对此不可

能不加以关注，故而他在谈到北新对待回族的方式上，如传播

不实之词、喜用“秽语”、由此制造不必要的矛盾，等等，实

际上也包含有对

《南华文艺》 的批

评，尤其第二封信

中专意谈及回族的

文字，即可视为对

两案并置思考以后

的观点。

① 这两封信收录在《鲁迅全集》第 12卷（第 115~116页、第 128页）。鲁
迅是重情义之人，他曾讲过自己与北新书局不是“势利之交”（1933 年 1 月 2
日致李小峰信中语）。给许寿裳的信在当时并没有发表。我们今天阅读鲁迅

的书信，一方面了解当时鲁迅的态度，另一方面须了解后来的研究者们如何

释读这两封信，这在文化史或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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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迅与主流知识分子对两次侮教案的反应和

评价

1932 年 9 月，上海嘤嘤书屋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文艺刊物

《南华文艺》 （第一卷第 4 期） 上发表了娄子匡的一篇文章①，

侮辱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上海回民推举哈少夫为代表前往嘤嘤

书屋交涉。其后北平回民组成华北护教团，赴南京请愿。9 月

28 日，又举行大会，决议聘请吴凯声律师为上海清真董事会常

年法律顾问，以保障穆斯林合法权益。11 月 8 日，国民政府行

政院明令《南华文艺》停刊。但《南华文艺》位于法租界内，

查封命令并未执行。1932 年 10 月，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小册

子，内有侮辱穆斯林祖先的文字②。上海回民代表前往书局交

鲁迅致许寿裳信

① 娄子匡（1914~2005 年），浙江人，民俗学家。1949 年去台湾。曾编辑、
出版过不少民俗学刊物和民俗学丛书。该文题目为《回教徒怎么不吃猪肉底》。

② 小册子名为《小猪八戒》，是多篇故事合集，由林兰（李小峰笔名）主

编、朱善扬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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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被强行逐出书局。上海回民成立华南护教团，赴南京与先

期到达的华北护教团一道，联合向国民政府申诉南华、北新两

案情由。11 月 9 日，行政院明令查封北新书局。北新书局同

《南华文艺》一样，均处租界内，行政院的批文并未得到执行。

经过律师吴凯声与租界当局的交涉，北新停业三天，随后更名

青光书局，一年后恢复原名①。

“南华案”和“北新案”发生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反应

与回族知识分子的反应截然不同。前者基本上保持了沉默态度，

见不到他们对此事件的评论，或许为私下议论，如以私人书信方

式表达意见。沉默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当一个

弱势民族遭受到无端欺凌时，

他们并没有像传统的士大夫那

样，条件反射般地将罪责推到

受害者身上，这就使他们与士

大夫有了本质区别。严格地

说，鲁迅的书信也属于私人性

质，它对回族人民道义上的支

持，它所发挥的影响力等，是

在很多年后，也即被收录进全

集并公开出版以后，才让人们

① 李小峰夫人蔡漱六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北新书局简史》，其中

有一段文字：“1932 年冬因小猪八戒事件发生纠纷，又托人走门路说情，有关

当局说做生意人吃点亏吧，给回族人点面子，为此北新书局把招牌改为青光

书局。一年余后，再恢复北新书局。”可为参照。蔡文载《出版史料》199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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