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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马坚的学术成就

白寿彝①

马坚教授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学术

兴趣甚为广泛。他翻译出版的书，种类很多。大概说来，

他的学术成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伊斯兰经典的

译;第二，是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第三，是关于历

史文献的考订。

关于伊斯兰经典的翻译，主要是对于《古兰经》的翻

译。马坚翻译《古兰经)，最初是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发

起的，伍特公、沙善余、哈德成参与其事。在翻译过程中，

参考了一些著名的《古兰经》注和印度著名学者穆罕默

德·阿里的英译本飞穆罕默德·郁速镇的英译本，经过不断

讨论修改，对一字一句，都下了很细微的功夫。此后，沙、

哈、伍三位前辈去世，马坚教授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后，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同其它的《古兰经》译本比较起

①白寿彝: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通史》、《回族人

物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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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有独到之处的。我们研究《古兰经)，应该以这个译

本为起步，要认真学习其优点，克服不足。前几年，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再版了马坚教授翻译的《教典诠释)，也是

经过他屡次修改的一部精心翻译的作品。他在这部译本

的序言中，详细论述了《教典诠释》在各国流传的情况，反

映了译者学识之渊博和治学精神。

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马坚教授的工作是多方

面的。他翻译了《回教真相机《回教哲学)，还翻译了《回

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书的种类不算多，但方面相当

广。这些书又都是名家的作品。他还翻译了《阿拉伯简

史》和《阿拉伯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工作中，还是新开拓

的领域。

马坚教授对于历史文献很有兴趣，他曾搜集到回族

历史人物的多种家谱。他关于历史文献考订的文章散在

各处，可惜我不能完全记忆。他有一篇关于元代札马剌

丁至元四年所进天文仪器译名的考订，收在《回历纲要》

里，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解决了数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

题。记得，他还有一篇讲伊拉克枣的文章，发表在《人民

日报》上，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

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

究教典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这两个

方面，恰好在马坚教授身上都有所体现。

在明末清初，用汉文讲解教典的风气相当盛行。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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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有名的三个大师是王岱舆、马注和刘智。马注是云

南永昌人，著有《清真指南}，这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伊斯兰

教义的大书。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又出了一位大师，

即马复初，是太和人。他在政治上的功过，可另行评论。

他在宗教学术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用汉文、阿拉伯文、

波斯文写的书有二三十种，(四典要会》是其中主要的著

作。他还译了《古兰经》的前五卷，称作《宝命真经直解》。

他的弟子马开科、马学礼帮助他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清

朝末年，云南新兴县人马致本(联元)，也是一位经学大

师，他有汉文和阿拉伯文的著作，他的阿拉伯文著作是在

印度出版的。他亲手刊刻了《古兰经》的全文。云南有两

部木刻《古兰经}，杜文秀刻了一部，马致本刻了一部。杜

刻版早已被毁，杜版的印刷本，我见到两部。我自己有一

部，送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保存。马版现仍完好，保存在

昆明正义路礼拜寺内。除上述各位外，云南建水还出了

一位大师，姓马，不知其名，大家称他作"黑云南"。当时

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

天。""王"是王龙，"周"是周老爷，"黑云"就是黑云南。从

这谚语里可以看出，黑云南在当时经学界的重要地位。

他大概也是清中叶以后的人物。

云南穆斯林学习汉文化，可上溯到元代。当时，赛典

赤·赌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兴办学校。他所兴办的学

校，就是关于汉文化的教育，当有穆斯林参加。不过，还

没有明文可考。明代，孙继鲁，昆明人，博学多才，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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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碗集》、《松山集》。马继龙，永昌人，著有《梅樵集)，以
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练见称。问继迪，保山人，著

有《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诸集。他的儿子仲俨、仲

俩，都著有诗文集。仲伺的集子称《鹤和篇)，为《四库全

书总目》所著录。继迪的族人闪应雷，也有诗文传世。寻

甸人马上捷，著有《拾芥轩集》。新兴人马明阳，著有《马

异野文集》。清代有马汝为，著有《悔斋集》。沙琛，著有

《点苍山人诗抄》。赛屿，著有《梦整山人集》。明清两代

云南穆斯林的这些著作，在当时云南的文坛上，都是相当

有地位的。马汝为还以书法见称，他的墨迹为人所珍视。

对于以上这些人物，(回族人物志》都有他们的传记。马

坚教授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有相当的深度。他所译各书，

都有大家风范。

马坚教授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不仅仅由于他的个

人努力。我们必须看到，他与云南穆斯林学术传统的密

切关系。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某些方面，他有超越前

人的地方。马坚教授是沙甸人。沙甸是云南文化水平比

较高的村庄，和马坚教授同时在埃及留学的，就有 4 个沙

甸人。自亮诚哈吉对沙甸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马坚教授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政治活动多了起来，与之相应的社会活动

也多了起来，马坚教授并未因此而搁下他的学术工作，他

的古兰翻译就是在百忙中断断续续完成的。他勤奋的治

学精神是很感人的。

一-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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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子实教授去世后，夫人马存真女士就忙着为

他组织传记，但因资料散在各处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十几

年过去了，传记硬是写不出来。现在能看到这部稿本，非

常高兴，希望能早日出版，使马坚教授的业绩能更广泛地

传播下去，为后学之楷模。这部传记可能有遗漏及欠妥

之处，这不要紧，还可以随时修改嘛!

赛俩姆

1994.12.2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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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缅怀马坚先生

沙鹏等呈①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定会受到穆斯林大众和喜爱

伊斯兰文化的朋友的欢迎，因为这是介绍和研究穆斯林的一

位著名学者马坚先生光辉人生的一本难得的好书。

这本书，李振中教授写得很苦、很累，同时写得异常

精彩。马先生的大名在全国穆斯林同胞中如雷贯耳

凡是读过汉译全本《古兰经》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坚的名

字 3为进一步了解自己先民们的生活、渴望知道自己母族

的历史，读过《阿拉伯通史》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先生的名

字:对伊斯兰的教义、义理、哲学和文化史感兴趣的人们，

读过《回教真相》、《回教哲学》的同胞们会记住马先生的

名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马先生是位著作等身的大学

者，一生著述颇丰，教出的学生也遍布华夏，甚至在海外

也有马先生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写这本传记的李

①沙鹏程:中国少数民族企业家，西安三宝双要集团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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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中教授就是马先生的学生。我本人不敢高攀为马先生

的学生，但我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举意说，我从十三四岁

便读着马先生的译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我的教诲是

让我终生受益的。

这篇文章本来是应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老师的约

稿而写。马老师收集一些缅怀先生的文章汇集一本书。

当时觉着想写这文章，便答应了。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

因而拖了下来，久久难以成文，于是这文章成了断片式思

维，以我近年来的习惯，每日晨礼后坐下读约一个小时

书，记些断片式的笔记。

20 年前，我拜见过马坚先生口当时世事艰难，生计也

艰辛。我无职业，在做临时工，每月工资 37 元 5 角。每天

辛勤工作之后，就去清真寺做礼拜，学习经书和阿拉伯

语。我在整个青少年时代，总是做着当学者的梦。

从我刚记事起，便受父亲的影响，在清真寺里学经。

今天仍在世的坊间阿旬，还记得我小时候爱提些关于宗

教的疑团。我八九岁时，即 ω年代中期，便开始了文化革

命。坊间的几位受穆斯林敬重的阿旬们，对我的一些疑

团不便回答，因此，这些疑团只能在自己脑子里存在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穆斯林朋友手中借到了马坚

先生翻译的著作《回教真相比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读这

本书里的情景:我一个人提一瓶开水，拿些干粮，来到了

我儿时居住的北岭上，坐在庄稼地里读这本书。现在这

处北岭已由日本人联合陕西投资开发，它原来是唐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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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宫的含元殿遗址。伊斯兰教也正是在唐代开始传入中

国。这是一种偶然巧合，我是坐在当时异常荒芜而在唐

代又是异常繁华的含元殿遗址处读着一本关于伊斯兰哲

学的书，这书中所讲述的理论深入浅出，让一个穆斯林读

后即可感觉到你已经是一个雄辩家了。但是这种雄辩只

是自已脑子里的"侯昆买晒来"(阿语中的一问一答) .我

能强烈地感觉到我当时读书时自己的一问一答。我更能

强烈地感觉到，坐在唐代的一处荒芜的宫殿遗址之上，读

着一位大学者翻译的作品，让人联想万端……可能就是

在我坐着的黄土庄稼地里，唐高宗大开国门迎来了伊斯

兰传入，大批从水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

的穆斯林们，开始了在汉文明异常发达的东方古国生息

繁衍，伊斯兰文化逐渐形成。但过了几代人之后，穆斯林

的母语渐渐消失，一代代阿拉伯、波斯人的后裔全成了操

汉语、讲汉话，同时又代代坚守着"伊玛尼"的民族。信仰

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中国有了回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历经

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磨捞，伊斯兰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一个分支。同时，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又孕育了

一批大学者，马坚先生便是当代伊斯兰文化中的一颗引

人注目的巨星。

《回教真相》这本书是 30 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书很旧，

但直到今天我仍保存得完好。这 20 年来，我困惑时总是

要翻看这本书。书页翻烂处全贴着透明胶带纸。后来我

又买到了建国之后商务印书馆 1951 年出版的《回教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相)，这本书从印刷到装订都很精致，对照之后， 1951 年的

版本比 30 年代的版本只多出一篇序言，这序言歌颂予毛

主席和中国的抗战胜利。

在我 M 岁时，想到了去拜访马坚教授。我当时想的

是什么呢?理不清了。只觉得我从小进清真寺，八九岁

就生出些让学问大得很的阿旬们不便回答的疑团，到了

十三四岁时，读了一本《回教真相机这些疑团便全解了。

我就是想见见马先生，一了心中的愿望!几个同在寺里

念经学阿文的伙伴们为我凑了些去北京的盘缠，我为马

坚先生带了一丁点极微薄的礼品一一一包松花变蛋。那

一年火车上很挤，我没有更多的钱买什么卧铺，困了就睡

在火车的座位底下。现在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见到马先生

的一切细节一一我当时衣着寒伦，提着干粮，外表上肯定

是难堪的，但内心里又充溢着敬重和压抑不住的冲动，就

那样冒昧地闯入了北京并直接去了马先生的家!到了马

先生家之后，先在外面看到先生在午休，于是我就蹲在先

生的院子里。那一年，北京天气炎热，我在先生的院子里

蹲着的两个多小时，脑子里仍在反复思考着先生的书。

见到先生之后，我的心头忐忑不安。但马先生和夫人异

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能忆起先生那时身体已经极不

好，在书房和我说话时直盯盯地看我，我拿去的一些请教

问题是记在笔记本上的，他却放在离眼睛几寸的地方拿

着放大镜看。后来我从资料中知道了当时马先生已经重

病缠身，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只能借助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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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东西，同时马先生也患有糖尿病、肝炎和其它疾病，行

动已经异常困难。那一天马先生和我谈了大约一下午，
说的多是鼓励我的话。对一个完全陌生又来自大西北的

我，马先生给予了太多的鞭策。为我带去的一包松花变

蛋，马先生还回赠了我一包云南沱茶。在我从北京马先

生府上回到西安的两个多月后，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

了马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晚的宵礼，我跪在寺里的大殿

上，止不住地流泪，我在心里为马先生的归真念了讨白，

祝先生后世得福。

马先生归真 20 年了。 20 年后，我事业有成，创建了

自己的集团公司。但 20 年前拜访马先生的一幕却总也难

以忘却。 20 年后，我又一次去拜访马夫人，马夫人提到李

振中教授写了这本纪念缅怀先生的传记。我读了之后很

激动。毛主席在一首诗中曾经形容过几十年为"弹指一

挥间"，这形容放入历史长河中，真是大让人感慨了。

唐代至宋代，从阿拉伯、波斯及东南亚来中国的穆斯

林，多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贾，他们散居于东南沿海

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诸港埠和长安、开封等都城重

地，被当时的汉人称为"蕃客"或"胡客"，穆斯林居住的地

方称为"坊"。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对中国的经济做出过历

史贡献，但他们一直是外国的侨民。元朝是穆斯林移居

中国最多之时。由于成吉思汗之孙三次大的西征，被签

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

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



匠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行各业
的劳作，是中国回回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

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先锋。后又被派去镇戍边关要塞，

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这是中国回

族、东乡族等先民最早的农民队伍。

中国的穆斯林同胞们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磨难，历经

了无数朝代无数封建皇帝的压迫残害，始终坚守着属于

自己的伊玛尼。这是大难得的血性和大难得的精神境界

了。尤其是清朝，百万回族反抗大清王朝的残暴，又受到

了血腥杀戮，中国的回族遇到了自唐代以来最艰险的历

史时期。但是，也就是在明末清初时代，出现了中国穆斯

林的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是从经堂教育入

手，一代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担起了译经、释经的重任。

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马先生艰辛可敬的一生。

马先生 9 岁便跟着家乡的阿旬读经书，开始接触伊

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16 岁时先生的父亲从麦加朝现归

来，带回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原著经典，坚定了马先生学习

伊斯兰教知识的决心。在战火纷乱的 20 年代，马先生投

奔到了甘肃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阿旬虎篱山

帐下学习。当年固原大旱，赤地千里，许多人背井离乡，

外出逃荒要饭，马先生却是坚持学习，忍饥受饿。后来终

于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文班。因为在这个班上学

习突出，马先生经陕西南郑的大阿旬哈德成等推荐，由上

海的回族资本家马晋卿资助，被派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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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哈尔大学学习了 8 年，成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和阿

拉伯语言文学的大学者。马先生在埃及学习时便节衣缩

食，利用自己坚实深厚的阿拉伯语功底，翻译了《回教真

相》寄回国内，在上海出版;又利用自己从小熟读的古汉

语功底，把中国的儒学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直

到今天，开罗的国家图书馆仍珍藏着他的阿拉伯文版《论

语》。马先生在年轻时就已经是中阿交流的文化使者。

马先生学成归国后，可以选择当教授、当官、做外交使节

等仕途，但他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从 30 年代末期便开始了

艰难的翻译《古兰经》的汉文全本的工作。 40 年代，中国

一片混乱，上海沦陷，马先生再次面临他的人生选择。国

民党当局希望他为政府工作，自崇禧甚至为他买好了去·

重庆的机票，他仍拒绝了。他回到家乡云南沙甸，在寒舍

中继续翻译经典。那时他常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但

无论在防空洞中还是家里的微弱的菜油灯下，他总是抢

出一切时间翻译着经典。为养家糊口，他还得授课教书，

在一所中学和云南大学当着教师。我现在想，马先生晚

年身体罹患多种疾病，确实是他年轻时大艰涩的日子积

劳所致。 40 年代，马先生出版了《回教哲学史》、《伊斯兰

教育史》、《古兰经》一至八卷白话本和{(古兰经〉简介》等

著译。在他 40 岁时，便当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的教授。

建国后，马先生致力于教学，并担任了第一届至第五届

全国人大代表。由于政策上的种种原因，马先生的著译在他



生前等不到出版机会。他的全本《古兰经》及《阿拉伯通史》

等经典译著，全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马先生一直坚持工作，他逝世的前一天仍在做着《古兰经》的

最后注释，他的光辉一生实在堪称后学之楷模。

这本书的作者李振中教授，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

虔诚的穆斯林。李教授毕业于开罗大学，归国后在北京

大学阿拉伯语言教研室任教，和马先生共事十余年。这

本书可以说是资料翔实，文采绚丽，叙述生动，感人至深。

结束这篇短文，仍是开篇的话:，我希望这本书会受到

穆斯林同胞和喜爱伊斯兰文化的读者的欢迎!

我本人则会终生记住并缅怀马先生的一生!

1998 年 9 月 27 日

→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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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烈①

李振中教授 9 月来函，嘱为《学者的追求》一书撰序，

令我既喜悦，又惶恐。喜悦者，他为这本约 20 万字篇幅的

马坚先生传记躬耕多年，终于完成，读者通过它，可以了

解马坚先生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对我国阿拉伯

学作出的贡献，从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惶恐者，论辈分，马

坚先生和李振中教授都是我的授业老师，学生替老师的

作品作序介评只怕有懵越之嫌，招致物议岂非徒添烦恼。

然而，想到马坚先生毕竟是我国 20 世纪阿拉伯语教学界

的一位名师，想到马师母马存真女士已几次邀我写点文

章，在已经望得见新世纪曙光的今天，为继往开来，召唤

更多投身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年青同道同仁，恭敬不

如从命，勉力一试。

马坚先生是我国的著名学者，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

①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约旦皇家研究院通讯

院士，<阿拉伯世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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