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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统的文化表述

一、民国大势与粤港回族文化活动

清末民初，中国历经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社会动荡，国势飘摇。这一时期，也是中

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受到各种冲击最为激烈的时代。千余年封建帝制瓦

解于旦夕之间，打碎了“天子”家天下的君权神授思想，皇权至上的观

念从此在国人的记忆中淡出，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如

期而至，促发一批批满怀大义，寻求强国富民和发展图存的理想之士

激流勇进。 值此风雨飘摇之秋，也是思想荟萃，民智渐开之时。 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各地，特别是地处政治、文化中心，或沿海交通便

利之地的回族深受其影响，创办各类刊物近300种。 ①

民国时期广东回族主要分布在广州、肇庆、崖县（海南建省前归广

东管辖，称琼崖或琼州，回族主要分布在三亚）三地。 三亚回族与粤方

言回族在语言和地域文化方面差距较大，加之地理区隔联系很少。 广

州为伊斯兰教初传中国之地，伊斯兰文化年湮代远，世代守替；血脉流

行，根深叶茂。因清末社会动荡，广州、肇庆回族辗转于粤港之间，百年

间已经发展成为香港诸多穆斯林社团中特色鲜明的回族社团。

值此社会动荡、国势飘摇、思想碰撞、民智渐开之时，民国时期粤

① 马博忠：《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报刊统计表》，载《回族研究》，2008（4）。 截至目前，该

文统计最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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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回族也成立社团、组织义学、创办报刊、投身公益、兴办实业等以启

迪民智，改革民风，挽教门于狂澜即倒，救民族于水深火热。 在许多仁

人志士的努力下，粤港回族以不多之人口，却为后人留下了十余种珍

贵的报刊资料。 这些文本从不同角度论及广东的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

的社会生活，是研究民国时期整个广东乃至香港、澳门等地穆斯林活

动的重要文献。

因刊物交流、编辑互动、作者和读者关心，粤港回族在民国时期表

现较为活跃，备受国内回族诸多报刊的关注，其社会史料也发现于国

内各地诸多报刊。 长期以来，因处于边缘、小传统和非主流之故，这种

被体制内媒体视为“不入流”、“不重要”的文本与图书馆基本绝缘，大

多散落于回族民间团体和个人之手。 长期以来，西北回族多视阿拉伯

文字的出版物为“经典”，对类似汉文小报小刊往往弃之不藏，因而民

间珍视收藏者亦极为贫乏。 20世纪，国人多遭政治和文化运动之浩劫，

大多数类似资料历遭没收或销毁，或被某些个人据为己有，完整收藏

成套报刊的情况难得一见。 就国内收藏情况而言，国家图书馆、宁夏社

科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个别省市的地方文

献部通过坚持不懈的搜集有适量收藏， 但各种刊物的保存状况堪忧，

有些可能是孤本、绝版的报刊至今仍未进行缩微和影印等保护工作。

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 民国时期粤港回族所办刊物有十余种，大

多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年代左右， 有些停刊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只

有《怀圣》创办时间较晚，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对于这些

刊物，《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广州宗教志》、《广东省志·宗教志》

等书中有简要介绍，但不乏错漏。 ①2004年，笔者编辑出版了《民国时期

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 主要对广东省文献馆所藏民国广东回族

期刊进行了梳理和编目。 ②由于经费和时间所限，没有对散见于其他地

方的粤港回族创办报刊，以及民国其他各地回族刊物中记录的粤港回

族社会史料进行整理，始终感觉遗憾。 现根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广州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61页；广东省

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宗教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53页。

②马强：《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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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献部、国家图书馆珍藏文献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所藏，及笔者

从香港、西安等地收集到的民国时期粤港回族所办几种报刊，以及当

时国内其他回族报刊中所涉及粤港回族社会史料编辑成册，为日后研

究做一铺垫。

二、民国粤港回族出版报刊情况

1. 《天方学理月刊》

月刊。 创刊于1928年10月，由广州濠畔街回教堂《天方学理月刊》

社主办，是当时任濠畔寺教长的马瑞图同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创办的

文化宣传刊物，主编马瑞图。 开辟有论坛、译丛、译海新潮、杂俎、革俗、

特载、问答、鸟瞰、小评、论著、逻辑、笔记、常识顾问、中外新闻、回教青

年、文艺、小说、零金碎玉、教理测验等栏目，是民国时期广州创办最早

的刊物，主笔者有马瑞图（玉龙）、杨瑞生、陈焕文、马德康、吴事勤、山

国庆、易司马仪等。 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该刊可能于1936年3月七卷
二号时停刊，共出版七十四期。 仅从出版数量和持续年限来看，民国回

族报刊中只有 《月华》、《伊光》、《震宗报》、《成师校刊》、《突厥》、《中国

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为数不多的几份刊物可与之媲美。 现中山图书

馆特藏部藏有第八、九、十、十一、十五、二十、二周年纪念号、三卷三

号、四卷七号、八号。

2. 《晨光周刊》

周报。 1925年创刊于广州，具体情况不详。 ①

3. 《广州回教青年会月刊》

月刊。 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广州回教青年会编印，内容以

阐扬教理、报导回族青年活动情况等为主。 ②

4. 《穆士林》

期刊。 1930年9月创刊于香港，代理发行处为香港下环湾仔道陈东

里中华回教博爱社，承印者广州市西湖街岐兴阁。 第三刊时编辑兼发

① 就笔者所见资料，仅在上引《广州宗教志》第161页中提及，是否确有此刊，笔者不敢

断言。

② 刘方如：《广州回教青年会组织活动情况追忆》， 载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资料研

究组编印：《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内部资料，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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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者为广东《穆士林》书报社，中华回教博爱社成为代理处，在广州市

西门长庚路宁家里湖洞新巷第一号设有代派处，到第七期才由中华回

教博爱社《穆士林》刊社编辑发行，广州市小北湛家二巷六号《穆民》月

报编辑部代订。 因而本刊早期也可视为是广州回族参与创办的刊物，

其实后来的主办者也主要是旅居香港的广东回族。 主要开辟有论坛、

译丛、要闻、宗教、布告、翻译、文海、鸟瞰、特载、言论、教义、事件、社

务、来函照录等栏目，其中第十一期除正式栏目外还收编了《护教汇

闻》，详细辑录了《南华文艺》等报刊刊载的侮辱伊斯兰教的文章，并附

有英文翻译提要，对这一事件的始由叙述得很清楚，内容涉及教案、电

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并对教案提及的侮辱性言词进行了批驳和反

击。 该社主要成员及主笔者有马敬之、马受百、马慎康、杨一飞、白珩、

马达五（野谷）等人。 此外《穆民》和《天方学理月刊》的作者也经常投

稿。 该刊是研究香港华人穆斯林社群社会和宗教生活，以及该社群同

广州等国内各地回族社会互动的珍贵资料。 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

三、四、五六合刊、七、八九合刊、十一期。

5. 《穆民》

月刊。 1931年元月创刊于广州小东营回教礼拜堂穆民月报社。 主

编陈焕文，编辑通讯处在广州小北湛家2巷6号。 开辟有穆民言论、翻译

经典、穆民文艺、天方故事、东鳞西爪、穆民消息、教义研究、穆民金玉、

医学常识、统计调查等栏目，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为“贵月号”，专门介绍

并讨论穆斯林斋月的宗教礼仪和活动；第一卷第四期为“婚丧专号”，

专门介绍了婚姻和丧葬方面的有关知识。 主笔人主要有山国庆、吴事

勤、陈应琨、白珩、杨瑞生、易司马仪、野谷、马之骥、纳子嘉（纳忠）等

人。本刊的出版起因于《天方学理月刊》因刊登念经受酬问题内部发生

纠纷，主张废除“海迪叶”（馈赠）的部分编辑和作者退出另办期刊。 其

内容和风格基本与《天方学理月刊》保持一致，作者群基本上也一样。

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贵月号、第一卷第四期、八九期合刊（婚丧专

号）、十期。

6. 《塔光》

不定期刊物。 创刊于1935年11月25日，筹备人为张耀汉、杨汉光、

马志鹏、杨孔德、马兴亮，邀请著名文人李健儿作序。 社址在光塔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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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①事见《香港〈清真教刊〉已出版》，载《晨熹》第2卷第11期，1936年11月15日。 同载于《月

华》第8卷第36期，1936年12月30日。

② 事见《广东编印<回声>月刊》，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4卷第9－12期合刊，1942
年12月。

③ 参阅《广州回协》，1948年1月，“第十八次理事会会议记录”。

十六号清真小学内，初期分为四个栏目：教义、论坛、文艺、消息，后来

又增加了论著、特载、杂俎、编后语等栏目。 撰稿人除马瑞图、周善之、

杨瑞生等人外，其余均采用笔名，有幽莲、亮公、宝塔、巍峨、凌云、怀

圣、塔影等。 现共发现4期，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创刊号及第二、四

期。 卢沟桥事变后， 该刊部分编辑和作者投笔从戎， 刊物陷于停顿。

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后曾一度冒名出版，情况不详。

7. 《清真教刊》

不定期刊物。 1936年创刊于香港，原定为月刊，初定名为《清真月

报》，后因香港对于定期刊物必须立案，手续繁琐，改为不定期出版，免

费索取，地址为香港湾仔道陈东里回教博爱社转，熊振宗任主编。 ①具

体出版期数不详。开辟有论说、教义、文艺、杂俎、消息、编后语等栏目。

8. 《回教青年会刊》

不定期刊物。创刊于1937年斋月，由香港中华回教青年会主办，社

址在香港铜锣湾糖街25号2楼。 办刊宗旨是：为抗战呐喊宣传，联络沟

通民众情感，健全教胞爱国为教之精神。 内容主要包括教义、教育、抗

战宣传、活动及会务报告、消息等。开设了教义、论坛、文艺、本地消息、

编后语等栏目。

9. 《回声》

月刊。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东省肇庆支会创刊于1941年，邬白泳

主编，函索地址为：广东肇庆水师营三十三号。 ②

10. 《广州回协》

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会刊。 1947年时曾经出版过八版新闻报纸
一张，主要报导广州支会会务。 1947年12月第十八次理事会聘请杨汉
光、杨殿镶为编辑。 ③估计于1948年1月出版一期后停刊，内容多为广州

回族伊斯兰教事务。

11. 《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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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 创刊于1948年7月5日，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光塔寺（怀

圣寺）文化部主办，社址在光塔路56号，总编辑为熊振宗。 开辟有教义

讲座、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介绍、各地伊斯兰动态、文

艺、家庭与卫生、学术园地、伊斯兰圣地游记、教义问答、消息、通讯、经

文译解等栏目。 本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其他各刊因抗战、经

费、人员流动等各种原因相继停办以后仅存的出版物，目的是阐扬教

义，扩大宣传，延续办刊传统。 由于熊振宗是归国留学生，具有扎实的

阿拉伯语基础和丰富的教义学知识，与国内外学术界沟通广泛，因而

本刊登载了一些反应国外伊斯兰教情况和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执笔

者主要有郑师许、陈克礼、岑家悟、熊振宗、马肇选、马景廉等。 估计共

出12期，中山图书馆特藏部现藏有第二、三、四、五、六、十、十二号。

三、办刊宗旨及服务对象

上述刊物的主办者主要是广州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

们针对当时伊斯兰教衰微不振，回民大多不懂教义，信仰滑坡；外人猜

测，肆意曲解；国势飘摇，民心离散的状况，力图阐扬教义，振奋民心，

挽救教门，为增加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而办。 其作者

群和读者群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广州的阿訇、社会贤达、文人学者、在校

学生等，多数都是近代以来才入居广州者，且以外地人暂居者较多。 他

们深受全国各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感召，在外地来粤开学阿訇的倡

议下，联合各清真寺乡老和学董中的有识之士，走文化救族、振奋民心

及复兴宗教之路。 这一特点在各刊物中都有反映。

《天方学理月刊》宗旨为“用显浅和有趣的文字，纠正教俗相沿的

错误，以科学理解表扬真理，使阅者咸具教理卓识，提倡教育和传达消

息，促进穆民信仰的思想”。

《穆民》的征文规约中有“本报以阐扬教理，振兴宗教，提倡实业，

研究学术，促进建设，指导穆民爱国爱教为宗旨”。

《塔光》发刊词为：“溯我教传入中国，业有悠久历史，徒以闭关自

守，不尚宣传，教外人难明奥义，咸以神秘目我，传闻悬揣，误会滋多，

而好事者又推波助澜，以讹传讹，于是谤毁杂茁，数见不鲜，近数年来

所发生之侮教案，其动机半由于此，言之能不痛心哉。 敝社同仁，有鉴

及斯，乃不揣鄙陋，创组是刊……纯以阐扬我教真理为宗旨，以期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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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劝告”、“告诫”，是懂得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人根据《古兰经》和圣

训，在宗教节日或宗教集会中的演讲词，主要内容是劝善戒恶。

教徒天职……”

刊物的发行范围主要在粤港地区， 此外还辐射到北京、 上海、昆

明、重庆等办有穆斯林民间刊物的地方。广州穆斯林免费索取，外地来

函付邮资即寄。从编辑来往信函看，其读者量虽不算大，但流布的范围

还是非常广泛，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些外地读者也献言献策，关心刊

物的生存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怀圣》报还与广州市政府

电台广播形成良性互动，每周邀请精通教义的知名人士在电台做专题

讲座，之后又发表到《怀圣》上，这一做法对消除非穆斯林的误解，促进

各文化间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避免了侮教案的发生。 可以说电

台的听众也是读者的一部分。

四、报刊内容分类及简评

虽然各刊物内容不尽一致，但就其主要栏目，可以将文本内容大

致概括为以下几种：

1. 伊斯兰教义方面：宣传教义是各个刊物的重点，也是针对性比

较强的栏目，通过介绍伊斯兰教的信仰总纲和宗教礼仪、活动、实践，

以期达到在回族中普及信仰知识的目的。因而这一方面文章的执笔者

往往是清真寺的伊玛目或懂得教义学、教法学的人。他们引经据典，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讲解教义，其实类似于清真寺聚礼时阿

訇的演说词，是教人行善，止人作恶，传播教义的书面表达。 因此还有

人专门记录阿訇的“卧尔兹”，①经过加工整理发表在刊物上。 作者中，

马瑞图、穆吉瑞、周善之、马达五、杨瑞生、杨竹平、刘传根、金廷瑄、张

广义、张鸿韬、马仁峰、熊振宗等都是当时粤港地区的著名阿訇，其他

诸位一般有过念经的背景， 对较细致的教法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

究，有些人对一神教系列各大宗教也有比较研究，反映了当时外国基

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日增，他们利用经济优势和广州已有的传媒进行

宣传，可能对伊斯兰教教义学方面多有误解，为了澄清真相，释疑解

惑，许多回族学人也开始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

2. 论坛栏目及其主题：这一栏目是各个报刊的生命力所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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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两种翻译都是《古兰经》章节的节选本，一般选取短小易记，穆斯林日常生活中

念诵的章节。

反映当时回族社会宗教信仰状况的真实写照。 内容涉及婚姻、宗教教

育、宣传、刊物、妇女解放、风俗改良、抗日等多个方面，涉猎面十分宽

泛。 重点在于讨论如何挽救伊斯兰信仰，兴办教育，改革陋习，扩大宣

传，激发广大穆斯林青年爱国爱教的热情，关注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

发展，注重对伊斯兰教的学习。同时报刊还关注时事，思考当时的社会

问题并联系广州回族的现实生活。 文章既有理论方面的关注，也有可

操作性的方法探讨。 回溯各刊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呼吁宣传抗日，凝聚民心，唤醒民众是这

些刊物的一个共同特征。 也有些文章偏重于介绍伊斯兰教历史，宣传

伊斯兰文明，不失为很好的学术文章。

3. 翻译栏目： 主要由懂得阿拉伯语的作者翻译伊斯兰教典籍、教

义学著作及圣训。当时《古兰经》虽有清代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行

世，但刊行有限，流布不广，许多回族文化人士都参阅散见于明末清初

以儒诠经学派作品中的零星翻译。 20世纪30年代虽然有铁铮、姬觉弥、

王静斋的翻译本问世， 但前两种本子为汉族人由日文和英文转译过

来，不易在民间获得认可。此外当时刊印经书流通渠道不畅，都没有在

民间形成大的影响。 广州地区虽然有1929年番禺白铭庵遗著《汉译古

罗伽尼骇听真经》，抗战前也有木板印刷《哈庭》，①但因节选的经文过

于短小，不能起到全面了解经文的作用，因而广州穆斯林知识分子非

常重视经典的翻译。 对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运动也有介绍，

从中可以看出境外伊斯兰思潮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及时人的认识。鉴

于其对瓦哈比运动持否定态度，可以推断当时广州穆斯林完全遵从大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教法，教派隶属上基本上是格底目（老派），虽有

伊赫瓦尼思潮的流布， 但大体上延续着广州开天古教的教门传统，在

思想意识方面对发生在伊斯兰教圣地的宗教革新运动并不认同；对圣

训的翻译也格外重视，说明当时穆斯林社会急需要教义教规的知识和

规范，借助伊斯兰教的两大法律源泉《古兰经》和圣训教导普通大众的

愿望较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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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事：这一部分内容比较零乱，有些文章内容与论坛栏目有重

复，但主要采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虽然没有论坛

栏目一言直中要害之痛切，但读来使人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是从不

同角度了解广东伊斯兰教的窗口。 栏目的设置有利于读者扩大知识

面，培养后备作者队伍，其革俗部分也是对其它栏目内容的补充。

5. 特载：各个报刊基本上都选取一些当时反映比较强烈和敏感的

问题专门约稿，例如《天方学理月刊》1929年8月的“贵圣专号”主要内

容有介绍先知的品行、历史、圣纪等。 1929年12月的“回耶辩真专号”专

门针对基督教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曲解进行辨析，详述了伊斯兰教对犹

太教和基督教的态度，分析了产生误会的缘由，批驳了原罪说，介绍了

伊斯兰教关于前定和个人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并发出了两种宗教对

话的声音。 这种辩论有时形成笔战，穆斯林往往以上述几种刊物作为

文化阵地，对基督教媒体的言论进行笔伐，可惜的是没有形成很好的

学术讨论环境。 1930年6月的“妇女专号”主要内容有伊斯兰教与妇女、

离婚、平等、当代妇女问题等。

1931年9月出版的《穆民》“婚丧专号”专门讨论婚姻和丧葬，其实

都属于伊斯兰教法学研究的范围， 目的是提供合法婚姻的教法解释，

从婚龄、聘礼、仪式、卫生、夫妻责任、离婚谈到当时广东的大操大办、

奢侈成风的婚姻陋俗及其对穆斯林生活形成的影响，内容详尽。 丧葬

问题中，从料理死者到伊斯兰教的速葬、薄葬、土葬、丧制、游坟、纪念

亡人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针对当时许多回族子弟放弃了伊斯兰

教信仰，不懂得具体丧葬过程和方法，因而有特意传播有关知识的良

苦用心，同时也是对非穆斯林群众的宣传。 1931年2月份出版的《穆民》

“贵月号”就是借穆斯林斋月之际，专门就封斋开斋等有关斋戒问题集

中刊出，便于穆斯林学习和实践。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利

用专辑的形式出版便于信教群众查阅和学习。

《穆士林》1932年12月出版的第十、十一期合刊专门记录了《南华

文艺》侮教案始末，并号召粤港穆斯林团体或清真寺团结一致，声援护

教运动，同声谴责侮教事件，内容翔实，是研究侮教案不可多得的资

料，其护教汇闻包括教案、电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内容。

6. 鸟瞰及消息：刊物报道了国内外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及粤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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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41页。

② 《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8页。

穆斯林的活动情况，内容比较庞杂，尤其是有关清真寺办学、修建、宗

教活动场所变迁、各种社团活动、各地穆斯林的来往、流动、清真寺举

办的各项活动等，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是研究民国时期粤港回

族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尤其是某些对外界的报道，如《穆士林》刊

载的《甘肃临潭县通讯》，虽然寥寥数语，但对当时发生在甘肃临潭县

土司对当地回族的仇杀叙述清楚，成为了解这一事件真相不可多得的

材料。对于揭开历史谜团，还历史以公允意义非凡。对国外的报道主要

围绕伊斯兰国家发生的事件，很少述及其他国际政治，对伊斯兰教认

同的价值取向很明显。 《怀圣》刊登的《筹备怀圣同学会启事》、《濠畔寺

筹办濠光小学》、《肇庆清真小学校近况》 等文章对了解回族当时的民

间办学情况及其成就很有帮助。

8. 其他：文艺、医学常识、笔记、来函照录、社务、布告

由于各个刊物划分栏目的标准并不一致，因而有些文章很难进行

分类，足见其涉猎面之宽泛。尽管对有些内容的记载稍嫌简略，但寥寥

数语仍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参阅的资料。用文学的语言宣传伊斯兰教可

以说是这一时代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对后来刊物的风格影响较大。 民

国以前回族知识分子一般只注重典籍的翻译和阐释，忽视文学翻译和

创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但发轫于民国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文

学作品，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本资源本土化的一大特征，这种本土化

尝试具有一定的开创精神。有些文章以充满激情的言辞，援引经训，号

召回族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保家卫国，反映了穆斯林热爱祖国，关

注整个中华民族前途， 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精神和国家意识，

这种爱国热情有助于澄清历史上因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

策而导致回汉两族隔膜甚至仇杀之真相，就此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很

高的评价：“回族在中国历代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

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 ” “回族向

以勇敢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

一绝大之保障。 ”①鲁迅先生也说：“每当历代世衰，回教徒必有动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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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富润是崖州人，历史上属于广东府管辖，他缠上官司，自然会对整个广东穆斯林形

成很大影响。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

版社，1994，206页。

此外还有纪念穆斯林文化名人的文章，如多篇文章纪念当时入教成为

穆斯林的吴事勤，他本人在几个刊物都发表了较有见地的文章，去世

后很多笔友都写了悼念性的文章。 纵观文艺类栏目，仅体裁就有诗歌、

小说、随笔、散文、祝词等，风格多样，以适合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史料的学术价值

中国穆斯林历来不太注重资料的记录和收藏，广州虽然是穆斯林

来华最早的地方，但有关唐宋元三朝先民的活动情况仅有只言片语散

见于正史、地方志及各种笔记文集中，完全由穆斯林辑录的资料几乎

付之阙如。 由于历史久远以及广州文化地理变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的碑铭、石刻、墓志等也有遗失或遭到破坏，现在保存下来汇编出版的

古籍资料中，有关唐宋元三朝的寥寥无几，对后人研究造成极大困难。

明末清初的回族学人在翻译经典， 促进宗教本土化方面既有开创之

功，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本资源，但主要内容

是“以儒诠经”和有关教义学、苏非修持及宗教实践方面的学问，缺乏

有分量的史学资料。 有清一代，一则受西北、西南回民起义的影响，满

汉统治阶级人为制造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中国伊斯兰教势力遭受

重创，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其次，清朝实行文字狱后，民间对于出版事

业谨小慎微。 就伊斯兰教而言，乾隆时期（1781年）曾发生于广西的海

富润事件，①虽然几经周折得到妥善解决，但给民间造成很大恐慌，更

加限制了经书的刊印和流传。

这种被动局面在民国时期获得很大改观，回族深受五四运动民主

和科学精神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也积极展开唤醒民众，激

发宗教热情，复兴伊斯兰文化之路，一改历史传统中不对外宣传的封

闭心理，兴办文化实体，出版期刊报纸，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珍贵

文本。 就上述创办于粤港地区的几种文本而言，可以说在粤港伊斯兰

教历史上是空前的， 它极大地丰富了广东通史和地方志中缺乏的内

容，是小传统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自我表述的产物，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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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价值。

1. 能够多角度了解粤港地区当时的民族关系、宗教互动及穆斯林

的生活状况。 诸如广州回汉文人当时良好的交往关系，回应基督教传

教士对伊斯兰教的反面宣传，反驳侮教案的肆意歪曲等。

2. 研究广州伊斯兰文化变迁的有益材料。文本中记录了大量文化

变迁的内容，最典型的如婚姻方面，有异族通婚、奢侈风气、婚俗礼仪

变迁等内容，便于做历史人类学的考察。通过当时对穆斯林在斋月、开

斋节和宰牲节、圣纪、大人纪、开经等活动的记载，可以了解粤港地区

穆斯林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3. 研究民国广东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第一手资料。

4. 了解民国时期回族文人心理和穆斯林社会状况的窗口。

5. 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6. 撰写回族思想史、回族人物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余言

相较于民国整个大传统社会，粤港回族只是具有地域特征的回族

社会，因中国局势的动荡亦多受冲击。从行世至今的资料看，这一时期

堪称广州伊斯兰教历史上学人荟萃，经学昌明的时代，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同时也因时局不稳，外敌入侵；时代交替，新旧交锋；人心涣散，

精英离走等，使辉煌一时的文化活动随俗沉浮，小传统始终被裹挟进

大传统的洪流而翕动。 不过时人家国两依，国教并重的拳拳之心荫及

后人，其百年树人之功至今犹存。

本次辑录，因国内保存资料很少且非常分散，以及个人精力和时

间所限，仍留下很多遗憾，如没有对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梳

理，很难说此辑录穷尽了资料；部分期刊如《回教青年会刊》和《清真教

刊》因收藏极少而难以全部查阅，而《怀圣》报虽经多方努力，亦未能找

到创刊号及缺失各期，而香港回族创办的《穆士林》和《回教青年会刊》

的收藏情况尤为堪忧。俱往矣！时间虽只有六十余秋，但作为粤港回族

的珍贵文本，似乎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很难发现并找到其踪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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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与说明

一、本书收录资料以民国时期回族报刊所载粤港地区回族及伊斯

兰教资料为主，主要涉及广州、香港、肇庆、海南三亚等地。

二、 本书查阅报刊种类达十余种， 主要有 《天方学理月刊》、《穆

民》、《穆士林》、《塔光》、《怀圣》、《月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

《清真铎报》、《晨熹》、《回教论坛》、《月华周报》（曾一度更名为 《月华》

六日刊， 辑录时使用原名）、《伊斯兰青年》、《伊理月刊》、《中国回教青

年学会会报》、《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回光》、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等。

这些资料散存于广东省中山文献馆、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中

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资料室，以及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

图书馆。 个别资料来自民间收藏者，如北京张巨麟先生、马博忠先生、

西安陈晓平先生、香港马光琬小姐等。

二、对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以便于查阅。 文章编排

基本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对于部分可以特殊归类的资料，如“清

真寺重修专题”中有关各地为怀圣寺捐款的名单、函件等，编排时统一

进行了归类。

三、对原文别字、缺字、增字等，收录校对时在文中做了处理，注明

“应为某字”、“疑脱某字”、“疑衍某字”等，对存疑的字句以“（？ ）”注明。

四、对原文没有标点的电文、信函等予以标点。将原文中标点改为

目前通行符号，如对书刊名一律不用原文的“『』”，而用“《》”，文中的引

文符号不采用括号，而改为引号。

五、对一些重复出现的标题，根据其发表时间顺序加编了“之一”、

“之二”等，便于参考引用。个别从各类通讯中截取的材料，收录时增加

了与内容相符的标题以便阅读，如“马达五阿訇在桂林”。

六、原文中模糊不辨的字，均以“■”标明字数。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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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民国时期回族所办刊物的梳理，系统整理

了散见于三十余种刊物中有关广东和香港回族的社会史料，根据这些

史料内容共编为广东伊斯兰教概况；伊斯兰文化教育专题；宗教场所

专题；社团、组织（宗族）及其活动；消息、通讯、启事、章程、言论等；人

物；刊物社务、启事、信函、布告、简章、消息七个部分。 这是研究民国时

期粤港回族历史、民俗、教育、宗教、仪式、社团、人物、活动等的第一手

资料，具有珍贵的价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