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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回 族古籍丛书 》 出版前言
    

回族在我国 5 6 个民族 中人 口 居第三位 , 地域分布仅次于汉


族 , 经济文化也 比较发达 。 作 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 在漫长的 历史


进程中 , 回 族和其他兄弟 民族一起 , 共同创造 了祖国 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 , 对丰富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宝库 , 作 出 了重


要的贡献 。
    

回族人民在开发祖国边疆的 事业 中 ,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


特别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革命斗争 中 , 也都发挥过重大的作


用 。
    

广泛搜集并整理回族的历史资料 , 对全面深入地研究 回族历


史 , 正确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 , 加强 民族团结 , 调动 回族人 民投身祖


国 “ 四化”大业的积极性 ,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而且 , 大量 回族历史


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 , 对增进我 国与世界伊斯兰各 国和地区之 间


的友谊和了解 , 实行对外开放 , 促进我 国与上述 国家 、 地区之 间 的


经济文化交流 , 也有积极作用 。
    

从学术上看 , 开展对回族古籍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出版和研究 ,


对了解 中国 民族关系的发展 , 了解伊斯兰教在中 国 的传播 、发展和


演变 , 正确理解民族和宗教 的关系 , 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我国信仰伊


斯兰教各民族的关系 , 探索中 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撰写中 国 回族


史 、 中 国伊斯兰教史 、 中 国 民族关系史 、 中 国思想史 以及 中 外文化


交流史等 , 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
    

中国 回族历史上的文字资料几乎遍及全 国各地 , 加之在清代


历 次回 民大起义 中散失又 比较严重 , 从而 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


不便和困难 。 因此 , 为了抢救和保存回族历史资料 , 宁夏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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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回族古籍丛书》 出 版前言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 内 系统地搜集有关回族历

史的 中文 、 阿拉伯 文 、波斯文 以及其他各种文本的资料和 口 碑资

料 , 其内容包括 回族历史典籍 、人物传记 、 家系谱牒 、 文物 、碑刻 、有

代表性的 伊斯兰教研究资料 、 门宦教派资料以及近代 回族报刊等

等 。 所收资料的年限 , 上起唐宋时期 , 下 至 1 9 4 9 年建国前 。 对这

些资料 , 我们将进行统一编 目 、鉴定 , 然后择其精华 , 分别做校勘 、

标点 、 汇编 、 注释等工作 , 组织出版一套《中 国回族古籍丛书》 。    

中 国 回族古籍的 内容非常丰 富 , 但限于我们的力量和水平 , 只

能一步一步地分阶段进行整理和出 版 。 近几年内 , 我们打算集 中

力量先整理出一批有影响的 回族历史文献 , 争取早 日 出版 , 以飨读

者 。    

在为这套丛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 我们得到 了甘肃省 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 、西北 民族学院图 书馆 、西北师范大学 图 书馆 、 兰州大

学图 书馆 、 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 、 北京 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 北京大

学图 书馆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 书馆 、 中 央民族大学图 书馆 、 中 国

科学院图书馆 、 民族文化宫图 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 、 中 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 、 宁夏 图书馆 、 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 许多关心和从事 回族及中 国伊斯兰教

研究工作 的同 志 , 包括我区许多党政领导同 志 , 也对这项工作提供

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实际帮助 ; 特别是宁夏社会科学院 、宁夏人民 出

版社和宁夏 回族自 治区财政厅 , 对这套丛书 的编选 、 整理和出版发

行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 。 在此 , 我们 向 上述单位和 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王正伟    

1 9 9 8 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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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为了弘扬伊斯兰文化 , 向海 内外各界人士宣传介绍伊斯兰教

教义教理 , 新加坡穆斯林皈伊协会马嘉辉副会长热心策划委托大

陆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 将王岱舆先生的《正教真诠 · 清真大学 ·

希真正答》 翻译成现代汉语白 话文 , 并加 以注释 。 1 9 9 5 年 9 月 , 经

原宁夏伊斯兰经学院院长刘景隆哈吉推荐 , 该书的点校者 、 宁夏社

会科学院院长阿里 ·余振贵教授欣然表示愿意承担此项工作 , 以对

穆斯林文化事业作出 贡献 。 经刘景隆哈吉沟通联系 , 马嘉辉副会

长与阿里 · 余振贵教授于 1 9 9 5 年末签署 了 《关于翻译 < 正教 真诠 ·

清真大学 · 希真正答 > 的协议书》 ( 以下简称 《协议》 ) 。 随之 , 马嘉辉

副会长又提供了 翻译工作 启 动费 , 足见新加坡皈伊协会朵斯梯们

的诚挚与信任 。    

肩 负着穆斯林同胞期 盼的重任 , 在作 了各方面准备后 , 全书的

现代汉语白话文翻译工作于 1 9 9 5 年底正式开始 。 为了 保证译稿

质量 , 加快工作进度 , 全书首先 由 达乌德 · 铁大钧 ( 张兴 ) 先生译出

初稿 , 再由 阿里 · 余振贵进行精译和补译 , 然后交刘景隆哈吉审订 。

然而 , 由 于先贤王岱舆品学兼优 , 才识超人 , 通晓儒 、 佛 、道等各种

学问 , 其作品既然能在中 国 明朝末年就訇然问世 , 开中国穆斯林汉

文诠经活动之先河 , 如今要用现代 白 话文确切地表达出其作 品 的

丰富内容与深邃意境 , 其翻译难度大大超出 了译者 当初 的估计 , 从

而影响 了工作进度 。 按 《协议 》规定 , 全书的 白话文初稿 ( 包括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译 者 序

释 ) 应于 1 9 9 6 年秋交付马嘉辉先生 , 但直至 当年 11 月 上旬 , 才完

成初译 。 鉴于当 时刘景隆哈吉临时迁居北京 , 译稿无人审订 , 经达

乌德 · 铁大钧与阿里 · 余振贵商议 , 为了保证译稿的水平 , 需再用 3

至 4 个月 时间认真修订 , 并写 信获得马嘉辉副会长的同意 。 但是

在修改过程 中 , 又发现了 不少必须解决的学术难题 , 因而再次推迟

了交稿时间 。 在此期间 , 马嘉辉副会长曾来电询 问 并表示 问候 。

此时 , 刘景隆哈吉也从北京返 回宁夏 , 因 此 , 全部译稿都经他本人

审阅 。 此外 , 他还对《清真大学》等部分章节进行了 重译 。 关于延

误交稿的原因 , 刘景隆哈吉 也向 马嘉辉副会长致 函进行了 解释 。

译者亦向马嘉辉副会长寄送了数页样稿和工作照片 。  

译者考虑到今后读者阅读的方便 , 又将书稿进行了分段处理 ,

即将原作的长篇文章划分成若干段落 , 每段正文后加 以注释 , 再附

上译文 。 由 于全部书稿篇幅较多 , 容易 出现错误和遗漏 , 译者又聘

请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雷晓静女士 , 负责全书

内容责编 、版式设计 ; 聘请 《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敬军女士 , 负 责

书稿的文字校对 。 尽管译者心焦如火 , 准备于 1 9 9 8 年元月 寄送书

稿时 , 不料电脑感染了 病毒 , 竟在修改时把书稿全部冲洗一空 。 在

这样的境况下 , 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 译者唯有配合编校人员 定

下心神 , 重新校订并打印 出新的 一份书稿 。    

1 9 9 8 年 3 月 , 当全部现代白话文稿 ( 包括注释 ) 、 王岱舆先生

生平介绍 、墓志铭全部完成并即将寄送新加坡朵斯梯之际 , 译者一

方面因为延误时间 向马嘉辉副会长和新加坡皈伊协会朵斯梯们表

示深深的歉意 ; 另一方面 , 则诚挚地感赞安拉 。 是安拉襄成了 这一

件工作 , 没有安拉 , 单凭译者浅薄的才智 , 确实难以完成这件艰难

的文化工程 。 我们恳切地希望通过这本书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



的发行 , 能将中 国 回教先贤们的功业介绍给广大穆斯林同 胞和非


穆斯林朋友 , 能使伊斯兰教 的理智和学识为各方面人士所了解 。


1 9 9 8 年下半年 , 宁夏人 民出版社政史编辑室主任汤晓芳女士建议
  

本书同 时在国 内 出版 , 并提供了多方面 的帮助 , 使这种心愿很快变
  

成了现实 。 作为本书的译注者 , 我们既为王岱舆的 思想能为更多
  

的读者知悉而感到欣慰 , 同 时 , 也为将有机会能从更多的有识之士


那里聆听到批评指教 , 以便修订或改正译注中产生 的种种失误而


觉得庆幸 , 我们对此深怀期待 。
    

阿里 · 余振贵


1 9 9 9 年 2 月 5 日 于银川




正  教  真  诠

真回老人著

天壤逋民阅

清 嘉庆 六年广 州 清真 堂刊 本



希  真  正  答  

金陵真回老人王岱舆著    

弟子伍连城等参订

1 9 25 年北京清 真书 报社刊 本



粤东城南重刻 《正教真诠 》序    

曾思 道① 有所由 明 , 教②有所 由 著 , 此必然之理也 。

窃观夫《正教③真诠 》一书 , 纂于岱舆王君 , 引经据典 , 规

条固甚详明 , 指事类情 , 比例尤为剀切 , 洵乎 , 其为吾教之

指南乎 ! 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 , 识经典者必不能通

汉文 , 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 。 自 《正教真诠》出 , 遂 以中

土之汉文 , 展天房④之奥义 , 故开卷了然 , 瀹我心源 , 发人

聋聩 。 阅其条款 , 而黄童 白 叟知所钦遵 , 览厥遗规 , 即 黑

汉村愚亦思所恪守 , 则圣道借以 阐 明 , 正教赖 以表著 , 有

裨于吾教不浅矣 。 但此书板藏于江宁⑤ , 闻 已遭 回禄⑥ ,

恐 日 久篇断简残 , 有负岱舆王君维持正教至意 。 今将原

书缮写校核 , 重付梨枣⑦ , 庶不致澌灭失传云尔 。 刊成板

藏于城南清真寺内 , 如有 同好者或 自 备纸张印刷 , 以广流

传观览可也 。 是为叙 。旹

⑧    

嘉庆岁次辛酉小春中 浣谷穀旦    

城 南 值 事 等 拜 题 敬 刊

[ 注释 ]    

①道 : 本意是路径 , 后引 申指道理 。 是中 国古代哲学经常运用 的重要名

词 , 泛指宇宙万物的规律 、原理或原本 、 本体 。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也常 以道指

一定的人生观 、 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 如 : 《论语 · 公冶长 》 : “ 道不行 , 乘桴浮

于海 。 ”    

②教 : 原义为训诲 、 教育 , 如《 荀子 · 大略》 : “ 《 诗》 曰 : ‘ 饮之食之 , 教之诲

之。’ ” 又转引 为宗教 , 如伊斯兰教 、 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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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正教 :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尊称 。 《古兰经 》云 : “他 已 为 你们制 定正

教 , 就是他所命令努哈 的 , 他所启示你的 , 他命令易 卜 拉欣 、穆萨 和尔 撒的 宗

教 。 ” ( 42 : 1 3 ) 明末清初 , 中 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曾为 显正道之光明 , 驱异端

之讹谬 , 特著 《正教真诠 》 , “大明正教之理” 。 其书专辟 《正 教》一章 , 阐 明伊斯

兰教是“认主独一” 、力行宗教义务与纲常 的“ 正教 ” : “是故正教也者 , 论其始 ,

则知 自 己之从来 ; 论其终 , 则悟此 身之归 宿 ; 论其法 , 皆指 示成人之至理 。 ” 该

章还阐明 : “ ' 正教之道 , 惟忠诚而 已 也 。 ' 推其理 , 真久不偏谓之正 , 惟精独一

谓之忠 , 纯洁无染谓之诚 。 其他太过则寂灭 空无 , 不及则 眼前一段 , 岂云正

哉 。 ”该章还劝 谕世人 : “凡有志修德立善者 , 不 由正教 , 虽竭尽心力 , 不足克己

而归真 , 犹鱼网之不能御寒也 。 ”    

④天房 : 阿拉伯语 “克尔 白 ” 的意译 , 系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 向 和 朝觐中

心 , 原义为 “ 立方体房屋 ” , 专指 “安拉 的房屋 ” 。 它坐落在沙特阿拉伯 麦加城

内禁寺中央 , 是阿拉伯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圣地 , 中 国穆斯林称之为“天 房” 。

清代中国穆斯林学者刘智 《天方典礼 》 中说 : “天 阙即朝堂 , 又 曰天房 , 盖造物

设之以作万方朝 向 者也。 ”据伊斯兰教传说 , 克尔 白天房 由人祖阿丹依天 上原

型而建 , 后先知易 卜拉欣与其子伊斯玛仪曾 重建 。 公元 62 3 年穆罕默德奉真

主 “启示”改定克尔白 为礼拜朝 向 , 6 28 年宣布朝觐克尔 白 是伊斯 兰教的五大

“ 天命 ”之一 , 6 30 年穆罕默德光复麦加后 , 克尔 白 天房遂成为全世界穆斯林

朝拜的 中心 。    

⑤江宁 : 中国著名古都所在地 , 五代南唐由 金陵府改置 , 建都于此。 明代

称应天府 , 清初复改为江宁府 , 辖境相 当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及江宁 、 六合 、 江

浦 、 溧水 、 高淳 、句 容等县地 。 1 9 1 2 年废 。    

⑥回禄 : 在中国古籍中 专指上古传说中 的 火神 、 火官 , 又名祝融 、 吴 回 。

后来民间用它代指火灾。    

⑦梨枣 : 旧 时刻书 的书简多用梨木或枣木制成 , 故后人 以 “ 梨枣” 代指书

的版本 。  

⑧旹 : 义为 “时值 ” 。

[ 译文 ]    

曾 经有 人作过这样的 思考 : 世事 万 物 的 原理要说清其发展 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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