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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
———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李 伟 丁明俊

回族是在我国形成的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少数民

族。在回族形成发展中伊斯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

同时回族又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民族，回族在形成与发展初期就对中

华文化高度认同，并有条件吸收和承载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因子，因此回族经历了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文化

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尤其近现代以来，回族在捍

卫国家主权、反对分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历史上回族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高度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关系。

一、元代回族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唐宋以来中

西交通的开放畅通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分不开。如果说唐宋时期侨居我国东

南沿海及内地的回族先民被称为“蕃客”“胡商”，到了蒙元时期，蒙古

军发动震撼世界的三次西征，大规模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士兵、工匠、商

人、传教士伴随蒙古军进入我国，使我国穆斯林人口剧增，官方和民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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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穆斯林以回回相称。元朝建立，战事结束后，大批回回士兵入社为

民，加入中国国籍，娶汉族女子为妻，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并参与到元

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或经商，或务农，或从政，在许多领域有所建树。元

代是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时期，也是构建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感的主要时期。

文化无优劣之分，但有强弱之别。元朝政权虽然为蒙古人所建，但元

代社会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汉文化博大精深，底蕴十分丰厚，影响力

和穿透力极强，辐射面颇广。因此汉文化要远远胜出同时期的蒙古文化和

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元朝政权建立后，蒙古统治者在构建民族认同、国家

认同时遇到的最大阻力是文化上的认同，即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文化的

高度认同。蒙古人率先学习汉文化中的治国方略、政治措施、礼仪制度、

汉语言文字等国家治理所必需的文化。与蒙古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回回人也

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早在唐宋时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穆

斯林已经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出现过许多诗词作家和书画家。元代东

来的回回人落居中原后，为了在这块儒家文化非常发达的异乡生存下去，

他们在维护自身伊斯兰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汉文化成

分，在文字、语言、姓氏方面华化最为明显。

过去学术界在探讨回族形成时，大多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起了重

要作用或决定性作用，往往忽略了儒家文化在回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两

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汉族是儒家文化的创造者

和传播者，正如陈垣先生所言：“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元代回回人学

习儒家文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向汉族邻居学习。回族是我国分

布最广，与汉族交往接触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回族从元代开始其

居住格局已基本定型，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全国各地的基本格

局，主要与汉族杂居，为他们学习儒家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通过回

汉通婚采借大量汉文化。元代东来的回回士兵、工匠、商人以男性青壮年

为主，他们大多为蒙古军攻略中亚、西亚城池的战俘，携家属东来的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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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他们入中国国籍后娶汉族女子为妻，成家立业。杨志玖先生在《元

代回汉通婚举例》一文中列举大量回汉通婚的事实，认为“回汉通婚所产

生之结果，当甚重要。元代所谓回回，盖泛指今新疆以西之信奉伊斯兰教

诸族而言。其中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种族语言各不相同，而汉人

概以回回人称之。回汉通婚后，回回人血统中又有若干汉族血统成分在

内，汉语之逐渐为回回人共同语言亦当与此有关”①。回汉通婚加速了回

回人的本土化，许多回回人读儒书、习礼训、改汉姓。而值得注意的是元

代的回汉通婚几乎绝大多数为回男娶汉女，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代家庭关

系中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保障，即在采借大量儒家文化的同时又有效

保存了伊斯兰教信仰。三是通过读书入仕，融入主流社会。回回人通过科举

入仕在元代已有之，明清时期表现最为突出，陈垣先生指出“色目人之读

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即平，武力无所用，而

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②。

有学者研究，明清时期全国各地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的回回近 400人③。

元代回回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语言认同。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文化认同的主要标

识。唐宋元以来的回族穆斯林先民逐渐摈弃了原来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

斯语、突厥语及其他语言，采用汉语为本民族交际语言和树立以伊斯兰文

化和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导地位不但加速了回族的形成，而且对进一步强

化回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同。元代广阔的政治舞台为回回政

治家提供了施展治国和理财的才能和机会，许多回回人参与到国家管理层

面，在中央或地方担任宰相、平章政事、达鲁花赤等重要职务，对地方文

化建设和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中亚布哈拉人赛典赤·赡思丁在元

回族史研究

①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第 160页。
②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17页。
③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回族研究》200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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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西征时迎降蒙古军，后回到内地，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

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上任之初，理顺行政机构、建立郡县、大兴水

利、开展屯田，将汉地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带入云南，极大地推进了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兴办学校、改革民

俗，在云南推广儒家文化。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云南俗

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

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祭奠，教民播

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

稍兴。”陈垣先生曾感叹说:“吾甚不解赡思丁以摩诃末嫡裔，而尊孔子若

是，史有溢词，抑果实录也？”然云南孔子庙确为赡思丁所建，赡思丁卒

后，庙田曾为当地僧徒所夺，其子忽辛力争之，事见 《元史·忽辛传》 :

“忽辛，大德九年（1305年） 改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

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

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

教官，文风大兴。”①赡思丁父子不遗余力大力推行儒学。赡思丁作为圣

裔，又是当时云南省最高行政长官，他没有聘请阿訇推行伊斯兰教，而大

力推行儒家文化。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就可能长期延续，明代曾任南京主

事及浙江参事的陆容（1436—1494年） 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江南“回回

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

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之‘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

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见中国人修斋设醮，笑之”②。说明元明时

期回回人在民族构建和国家认同过程中对儒家社会价值规范的高度认同。

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高度发达的文

化艺术，中国的诗文词曲、书法、美术、绘画、建筑及礼俗文化得到元代

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25页。
②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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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回回人的高度认同，如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列举元代

回回儒学世家有赡思丁、忽辛、瞻思、勖实戴，诗词作家有回回人丁鹤

年、萨都剌、鲁至道、买闾，文学家察罕，曲作家马九皋，画家丁野夫、

高克恭，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化，许多作品流传至今，在建筑方面有

元大都设计者之一回回人也黑迭儿，元代回回人在礼俗、丧葬、祭祀、居

处等方面也大量借鉴吸纳儒家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四是在清真寺建筑方面大量吸收传统文化因素。清真寺是回族精神家

园的寄托，传统上回族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清真寺及教职人员，如回

族婴儿出生要请阿訇取经名，死亡后家人要将“埋体”送到清真寺请阿訇

赞“者那子”（殡礼），平时到清真寺参加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聚礼等

活动，回族关于伊斯兰教知识的获得也都是通过清真寺实现的。在价值层

面上，清真寺蕴含与负载着回族人自身存在意义的理性觉知、文化认同、

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同时清真寺也是回族文化的载体和集中体现，许多

清真寺在设计、建筑过程中聘请汉族能工巧匠，所以许多汉文化建筑元素

被移植到清真寺建筑、装饰中。

二、明代民族同化政策及回族的国家认同

明代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加速了回族汉化，也给回族生存带来巨

大压力。明朝建立后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呈现的差异性难以接受，一些汉

族士大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些文人也感叹“惟回回守其国

俗，终不肯变”。对少数民族在语言、生活习俗、服饰等文化方面表现出

的多样性也难以认同，朱元璋一取得政权，就开始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一

是禁止少数民族内部通婚。如史料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为婚

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

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明律集解》卷六） 这条禁令主要针对蒙古

人和回回人，对回族而言“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的禁令又将回汉通婚的范

围扩大化，如果说元代回汉通婚是在回男多回女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

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而明代回回人历经一二百年数代繁衍，男女比例失

回族史研究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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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问题基本解决，这一禁令又促使更大范围的回汉或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

通婚，客观上为回回人口的快速繁衍起了推动作用。元代回汉通婚以回男

娶汉女居多，而明代回汉通婚中又出现大量回女嫁汉男的现象，更进一步

促进了明代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及民族融合。二是禁胡语、胡服、胡姓。

明朝建立，颁诏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

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炫……其乐妓则

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

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明太祖实录》卷三十） 对明朝的同化

政策，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促进了民族融合，模糊了民

族边界，加速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但同时也对回族生存带来巨大挑

战。明政府在政权稳固的前提下采用“用夏变夷”的策略，企图消除外来

民族及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差异，其目的是使各少数民族服从国家至

上和大一统原则，少数民族的身份被有意淡化。曾追随朱元璋，为明朝开

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许多回族将领如胡大海、常遇春、蓝玉、沐英等功臣，

甚至海瑞、李贽等明代政治文化名人在《明史》传记中很难找到其回族或

穆斯林身份的记载，为学者治明代回族史带来许多困难。在明代回族航海

家郑和身上表现出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文化并存的现象，令许多学者费

解。但如果我们联想到明朝禁止回回人内部通婚及大量回汉通婚的事实就

不难理解了。以李贽家族为例，据考证李贽始祖林闾和泉州的穆斯林关系

很好，但林闾的妻子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二世祖林驽“行年卅，遵从

其教，受戒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成了地道的穆斯林，而他的胞弟

林端却“敦诗习礼，卓有儒风”。李贽家族与穆林特殊关系反映明代回汉

通婚普遍性及儒家文化对回族的影响①。

明朝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蒙古族和色目人（回回人），

但在两个民族中产生了不同效果，数百年后散居在中原地区的大部分蒙古族

①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25页。

008



回族史研究

被汉化。明代回族在讲汉语、穿汉服，接受中国儒家文化以后，仍顽强坚

守伊斯兰教信仰，同时切实解决了伊斯兰教信仰中二元忠诚问题，即顺主

忠君问题。君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统治者将

君主视为国家的象征，把忠君视为爱国的标志。明朝历代君主对伊斯兰教

保持尊重，并由朝廷出资在全国各地敕建了许多清真寺。朱元璋关于赞扬

伊斯兰教的《至圣百字赞》给予明代全国各地回族以心理安慰，也说明了

统治者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被雕刻在全国各地清真寺的显要位置，至今

一些古老清真寺还保存着。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清真寺专门开辟一块地方放

置“万岁牌”，上书“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在做完每日五次礼拜的

同时，不忘祈祷国家太平，为当朝皇帝祝寿延年，可以视为忠君及国家认

同的具体表现。同时这种做法也是为了让当政者和汉族对回族及伊斯兰教

认同和保护清真寺不受侵扰。相对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相对

容易一些，特别是当国家政权为回回民众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进身之途及

庇护之所时，国家认同就会自然形成。

明代“汉回”一词出现也耐人寻味，如史料载“汉回在中国甚多，士

农工商，通与汉人相同”。到清初又出现“民回”“熟回”等称谓，与此

相对应的是“生回”“夷回”等。这是因为元以前来华的穆斯林，历经数

百年的发展，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生存环境，但同时明代还有阿拉伯、

中亚、西亚穆斯林通过朝贡、经商等途径不断地进入中国，许多穆斯林长

期滞留不归，或加入中国国籍，被称为“生回”。明代也有大量伊斯兰教

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被各地穆斯林聘为开学阿訇。据白寿彝先生考证，

“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国境内主要礼拜寺仍为外来阿林所主持。而他们在

礼拜寺内所建立的制度，对后来中国礼拜寺有很大影响”①。也就是说明

朝以前全国各地清真寺开学阿訇大多为外籍传教士担任，他们担负着向国

内回回人传播伊斯兰教的重任。但到明朝后期，由于实行闭关政策，中断

①白寿彝：《中国元明（1280—1661）时几个阿林》，《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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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中亚、西亚的联系，伊斯兰教在中国作为一种失去了外来资源的非本

土宗教，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于是一批回回知识精英试图用以儒

诠经和经堂教育来复兴伊斯兰教，发起一场文化自救运动。以王岱舆、刘

智为代表的一批兼通儒、释、道的回族知识分子尝试用汉文化来阐释表达

伊斯兰教义，力求使之与中国主流文化相适应、相协调。他们娴熟地用儒

家思想观念对伊斯兰教加以中国式的阐释改造，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延续发

展。而经堂教育是明末清初陕西经学大师胡登洲等人为解决因宗教职业人

士出现断层问题而创立的一种清真寺教育制度，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外籍传

教士主持国内回回人宗教活动而转向致力于培养回回人内部土生土长的自

己的宗教接班人。

回族在形成过程中主动学习汉文化，但更多的是从汉文化的肌体中寻

找到符合自己民族需要的文化成分，为我所用，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儒诠

经就是明末清初回族知识分子借用儒家语言、哲学概念来阐释伊斯兰教关

于世界观、认主学、人性论、伦理道德等观念，实现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很好对接，加速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同时改变了部分回族

穆斯林对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我国各民族之间之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能和睦相处，这与不同民

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共荣共生有很大关系。然而现实中不论回族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还是历代统治者或汉族主体民族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认同过程都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磨合。在与汉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回

回人在生活及行为方式方面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能消

解他们与汉族共同体之间的基本区别及其对这种区别的自觉认知。

三、清代统治者对回族文化误读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文化认同并非单纯地指一个民族对本己或主体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当

权者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是由 56个民族组成，每一个

民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延续形成的，只有多元文化观念的树

立，才能昭示文化间走向和谐。我国传统文化观中就有“和而不同”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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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其主张就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追求和谐统一。我们树立多元文化

观，就是要倡导人们在理解自己民族文化和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认同本

族文化的基础上，包容、理解、尊重和珍惜他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是多元

文化间和谐的基础。历代统治者只要求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而少数民族文化很难得到统治者的理解和尊重，总认为少数民族是“蛮”

“夷”，文化落后，文化误读就有可能发生。

文化误读是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

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或知识储备不够都是造成文化误读的原

因。回族在接受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力争保存伊斯兰文化。明

朝在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同时，对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给予高度尊重，在

文化整合过程中一般回族民众也能坦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但到清代初期

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发生重大变革：一是国外苏非主义传入在西北产生一系

列教派门宦，引起西北回族等穆斯林内部教派之争而产生一系列矛盾；二

是经堂教育在全国各地的倡兴；三是汉文译著的出现；四是在乾隆年间爆

发两次哲赫忍耶门宦穆斯林起义。对这些变化，统治者始料不及，也缺乏

对处理伊斯兰教问题的知识储备。特别是西北伊斯兰教内部出现教派门宦

之争时，官府往往采取打击新教、保护老教的简单做法。对新出现的教派

门宦，统统定性为“邪教”，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留下许多隐患。一

些地方官员甚至认为伊斯兰教是“不敬天地，不祭神 ，另立宗主，自为

岁年，党羽甚众”的“左道”，指证回族斋月期间夜间上礼拜寺活动是

“夜聚明散，有谋图造反之举”，山东巡抚陈世 向朝廷上奏，要强制回民

“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安徽按察使鲁国华也奏“请令回民遵奉正朔、

服制。一应礼拜寺等，尽行革除，尚怙而不悛，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

律治罪。戴白帽者以违制律治罪。如地方官容隐督抚徇庇，亦一并照律议

处”①。为什么在清代高层内部涌动一股禁绝伊斯兰教的暗流，就连当时

①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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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也不能理解，金天柱在 《清真释疑·自序》 中提出:

“遂有谓不尊正朔，私造宪书，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而群相庆贺者；有谓

异言异服，拣择饮食；甚者谓斋乃如荤，白日何故不饮食；又谓礼拜不知

拜何神，而夜聚明散，男女杂 ；更谓齐髭以毁父母之遗体而庞貌为之异

样者；种种疑案，皆莫能释。”①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和四十九年（1784年） 连续两次爆发哲

赫忍耶门宦穆斯林起义，这两次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

北回族的防范，颁布一系列限制回族宗教活动的法令。在这一背景下全国

各地回民生活更加艰难，回民正常活动受到限制、盘查。如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 的海富润案件就是文化误读的一个典型案例。海富润系广东崖

州三亚村回民，在各地清真寺游学九年，乾隆四十七年在广西境内被当地

官员从其行李箱中查出抄录阿拉伯文经典 21本，又查出清代回族学者刘

智用汉文著《天方至圣实录》 1部 10本，《天方字母解义》 1本，《天方

三字经》 1本，金天柱《清真释疑》 1本，这些书籍全为袁国祚于乾隆四

十三年（1778年） 启承堂印刷刊行。广西巡抚朱椿称各书通系揄扬西域回

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狂悖荒唐之处不

一而足”，对海富润“从重案拟治罪”。两江总督萨载接到通报后又责令所

属江宁府、镇江府、松江府将刻板印刷经书的袁国祚、袁国裕二兄弟，收

藏版片的镇江谭在文，松江府华亭县为《至圣实录》作序的改绍贤及作者

刘智曾孙刘梦义一并缉拿归案，并拟重案治罪。甚至海富润游学期间历经

的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为其传经送饭之人也要追究责任。乾隆帝

接到奏报后对广西巡抚朱椿、两江总督萨载“不行查明，率行申报”，以

致造成全国各地回民恐慌，朱椿被革职留任，并御批：“回民持诵经典，

自唐宋以来早已流传中国，现在相沿旧本在回民中俱家喻户晓，并无毁谤

悖逆之语。则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即与此时僧、道、喇嘛无异，焉能尽其

①金天柱：《清真释疑》，海正忠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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