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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说明

一、本丛书是对 1908耀1949年近百种回族报刊的分类辑选整理。全丛书包括
宗教、经济、历史、文化、教育、文学、社团、社会、抗战、特刊 10卷 40余册。2012年
5月已出版了经济卷、教育卷、社团卷、抗战卷和社会卷中的调查与青年部分。本
期出版的是文化卷、特刊卷和宗教卷中的伊斯兰教概论与历史、伊斯兰教研究

部分，社会卷中的公益慈善、妇女儿童部分，以及历史卷第一册，文学卷第一、第

二册。

二、本丛书是历史文献整理，所收录的时政文章，尤其是日伪主办报刊上刊登

的文章、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言论演说，其政治用语、思想倾向有些与当代政治观

点、精神价值观念不同，甚至背道而驰。但为全面反映当时历史和时代特点，便于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汲取历史资料，丛书仍以原貌收录，仅供参考。清末民国时期有

关伊斯兰教教义解释内容保留原貌，望读者辨识阅读。

三、民国时期文献中的“回教”系指当代的伊斯兰教，“回回”“回教人”“回教

徒”泛指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体。

四、各分卷按内容划分大类和小类，小类篇目又根据其内容特点，按照行政区

划或时间顺序进行了编排。

五、为便于阅读使用，本丛书改原文献竖排版为横排版、繁体字为简体字、脚

注为尾注。给《醒回篇》《清真月报》《清真月刊》《明德月报》《回光》等报刊中无标点

的文章添加了标点。原文章注明作者的，在文前目录中如实反映；目录中无作者

的，即原文章佚名。

六、书中标题后缀有“*”号的为编者拟编的标题，如“本会（中国回教救国
协会）妇女工作队出发工作 *”，括号中“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编者后加，故在
该标题上缀“*”。连载文章标题不一致者，以首篇标题为目录标题，内文标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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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

七、文献出处中的时间，刊物以年为界，报纸记录到某日、某版，将“康德”“昭

和”等日伪纪年统一为公元纪年；个别刊物封面名称与内文刊名不一致者，取其封

面名称；报刊体例及文章中层级风格不一致者，保留其原貌及序号使用习惯，只纠

正其重复错漏。

八、有些连载文章结尾注明“未完”，之后再无续文。考虑到该文章是了解研究

某方面的难得史料，故也予以收录。

九、原文献中音译词不一致者，如“巴巴”“爸爸”，“阿洪”“阿訇”“阿衡”，“加拿

大”“坎那达”等，体现了各地方特色，故编者未做统一；原文中无法辨识或已剥落

的字，用“阴”表示，每个“阴”代表一个字，多字无法识读的用“阴……阴”表示；在
阴中填出字，表示原字缺失或模糊不清，系编者根据相关史料或上下文内容拟补
的字；原文明显错误的字，则在其后加“｛｝”，并填入正确的字，以示更正。清末民

国时期文章中一些特定语境表达方式和词语保留原貌。

十、一些报刊文献开辟有很好的专号与系列专栏，但因本丛书是按照各卷分

类进行辑选整理的，致使读者难以体察到原编者的良苦用心，编者对此甚感遗憾，

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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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认识

宗教刍议

天津 黑幼忱

茫茫世界，芸芸众生，非宗教无以维系人心，非法律无以范围现状。宗教者何？即人民

所宗仰之教也。然数千年来宗教之争于今为烈。其何以故？曰有二事焉：古者争教纯为教

争，今者争教则为势争。夫宗教各有本原，其中优劣自能体察焉，又何竞争为？或云近世争

教，非宗教中之意旨，乃争浮世之势力也。然乎？否乎？愚未尽信。按吾清真号曰“古教”，

种种典礼万国咸钦。惜乎文出西域教行亚东，自隋唐之世，虽代有发明，究竟我之事略他

教尚多隔阂，是以明者反晦，晦反得显也。愚尝念，方今世界大同，信教自由，无端演此争

教之暗剧，不但使意见纷乘，且启争斗之渐。由是以财力为形势之争，以教事为文笔之战。

愚闻之修其内足以御其外。若从事竞争借端挑衅，或吹毛以求疵，或画蛇以添足，不遑自

务徒负意气。所谓势争者此也。在海禁未开，中国向无教争之说，其所谓儒、释、道者，既乏

宗教之标题，亦绝无竞争之思想。寝寝相安，各守门墙，修道为教，古有明言。优劣高下，宁

无考究？且宗教既赖以维系人心，借因成果，必当阐发教旨任其趋向。若哓口以争，卖瓜蔽

苦，甚无谓也。

今诸君子组办《清真周刊》，仆则无任欢迎，但期我教旨使天下共闻共见，从兹启聋振

聩解纷息争。吾之翘盼者此也。

至好丑媸妍自有定评，无待喋喋矣。想我《周刊》按期发行，徐图进益，且主持笔政者

尽属我教巨子，俾使古有之教彰明全球，蛮夷化外咸知底蕴。愚虽不敏，有厚望焉。

摘自《清真周刊》1921年 第1卷 第1号 第1-2页

宗教卷 / 伊斯兰教研究 / 上册 文明对话 / 宗教认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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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评

闻梦园

宗教之定义，是修道立教，使人类彻底追究性命与世界之从来，由追究性命世界之从

来，而认识造化性命与世界之真主宰；由认识真主宰，而知顺服真主宰，而能规正处世为

人之行为与思想，目的以为修身齐家安邦祥世界，且走上复命归真光明无上之大道者也。

世界宗教虽夥，然而不能通称为真宗教，盖因称真宗教者，须集有下列各端例件：

一、称真宗教者，须信奉真主宰。所谓真主宰者，即是造化天地万物人类，并执掌万有

生死存亡，独一无二，尊大玄高，原有永活大能，无影无像之真主宰，故世界宗教，凡不信

奉真主宰者，不堪称真宗教也。

二、称真宗教者，由人类元祖阿丹氏，至穆罕默德至圣，计十二万四千余位，皆系人格

高尚，品级超群之圣人，从中尤其是，穆罕默德至圣，德无不备，化无不通，乃是人神源宗，

万世师表，十二万四千余位圣人之领袖也，故世界宗教，凡不信仰真圣人者，不堪称真宗

教也。

三、称真宗教者，须信依真经典，所谓真经典者，即是降自真象，内中所载乃是彻天地

之原始，阐人神之秘密，究性命之从来，明万物之归宿，包括三世一切所有一切，所遇之真

理，确系吉布雷来仙使奉真主宰之命，在二十三年限期内，因事制宜所颁降有穆圣者，名

谓“福励刚”真经，故世界各宗教，凡不信依真经典者，不堪称真宗教也。咱员暂

四、称真宗教者，须定制真法则，所谓真法则者，即是真主宰所规定人类当遵守之法

则也。按人类当遵守之法则有二，天道、人道者，敬事真主宰是也。例如爱道，笃真，知命，

认性，临格，清身，洁心，斋戒，礼拜，纳课，朝觐，时时纪念真主宰，事事体行圣训等，为此

人类敬事真主宰，当尽天道之大略也。

敬事之意义，因真主宰将天地万物人类，由无中而造有，尤其人类享造化之恩最甚，

配以听、观、闻、尝、触五觉，美以形容状态，予以智慧语言，赐给恩典机能，使人为万物之

灵，故当感谢原造之恩，尽为人之礼而敬事。以尽天道者也。

人道者，爱护人生是也，例如孝父母，悌兄弟，恭亲信友，敬老怜贫，扶困阴危，助婚
丧，恤孤寡，忠君国，兴教育，洁饮食，重卫生，讲礼仪，尚协和，遵国法，守教律，敬长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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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以及三纲五德，十大崇尚，十大耻恶，忠王道，利社会，忠恕处世，博爱待人等，此为人

类爱护人生，当尽人道之大略也。

爱护之旨趣，在乎完成智灵，造福社会，治国卫民，安天下以全人道者也，故世界宗

教，凡不定制真法则，天道人道不并论者，不堪称真宗教也。

五、称其真宗教者，须讲三世之真理，所谓三世之真理者，即是三世之底蕴也，既究先

天之理，又论今世之道，且信后世一切之预告者也，故世界宗教，凡不讲三世之真理者，不

堪称真宗教也。咱圆暂

摘自《回教周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五期
至五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九期第二版

本卷编者注释：

［员］以上原载《回教周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五期第二版。
［圆］以上原载《回教周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九期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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