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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明清时期，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出现了文化创新活

动，这一活动通常被人们称作“汉文译著活动”。对于此活动的

实践与倡导的先贤们暨“汉文译著家”文化倾向或文化认同问

题研究，特别是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

在现实中；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无论是穆斯林知识

分子，还是非穆斯林知识分子；无论是西北学者，还是南方学

者，都把它当成回族学或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时髦”论题来看

待，新的论文及著作不断问世，新的思想火花不断产生，成为与

回族有关的学术会议及“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回佛对谈”等

会议的重要议题，也为现代“金陵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文化

“基因”。这些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汉文译著活动含义及意义研

究的深入。笔者以汉文译著活动的奠基人王岱舆为研究对象，

从其所涉及的微观的命题、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出发，研究他

与儒学的关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希望能有所

发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儒学在诸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

面对此种形势，作为一名旨在“用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

的伊斯兰学者，王岱舆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与其他非儒学的外来

世界性宗教学者在儒学背景下如何阐述“教门”“正道”“奥义”

一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王岱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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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儒学等中国传统学问过程中，并没有绕开儒学而谈自己的

“正道”。他对儒学所探讨的问题及探讨问题的方式公开地表明

自己的立场，且在这种表明中表达了自己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

人身份的认同立场。这是更富有智慧的探讨。

根据对其智慧的反思与理解，可以肯定地说，伊斯兰思想

与儒学思想在王岱舆身上均有所显现。如何理解这种显现呢？

在显现中，王岱舆是更认同伊斯兰呢，还是儒学呢？笔者从批

判、认同与借用三个方面解释伊斯兰思想与儒学在王岱舆身上

的显现，发现“异而同，同而异”是王岱舆思想的重要特征，即认

为王岱舆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仅从所运用的伊斯兰

教与儒学这两种文化资源出发。尽管王岱舆主要运用了两种文

化资源———伊斯兰教与儒学，但他的思想体系本身仍然属于伊

斯兰思想体系，故他的思想与儒学本身相比，仍是相异的，对儒

学的批判也就在所难免。同时，在批判中也有对其部分因子的

认同立场。

另外，王岱舆的思想与儒学又有相同的地方，表现在他对

儒学的认同方面。若仔细分析王岱舆对儒学的认同，可以发现，

他对儒学的认同更多的是对其理想、观念及理念的认同，这也

是伊斯兰所强调或不反对的。他的这种认同可以被看作是儒学

与伊斯兰这两大文化体系在同一问题上的自然汇通，更重要

的是他的这种认同体现了在传统中国语境下伊斯兰内涵以儒

学方式表达的精神及与儒家文化寻求“文化理解”的主观愿

望。由于伊儒两种文化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价值取舍上并不

完全相同，故他对儒学的认同仍是有所保留的。

更为关键的是，王岱舆对儒学还有借用的方面，即借用儒

学的一些范畴来表述伊斯兰教的相关思想与观点。此借用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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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能表达其思想的伊斯兰文化立场及与儒学思想之间的相

异性，其借用中亦有对儒学的认同与批判之处。

上述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就是：由异到同，由同到异，其

中前异是否定，同乃肯定，后异是否定之否定；同中有异，异中

有同。

不管怎样解释或理解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都要明白，王

岱舆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将其所代表或力主的伊斯兰文化体系

与传统儒学尖锐地对立起来，他努力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和而

不同”，希望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及这两种文化的载体———

回汉两个民族能够相互理解与尊重，平等、和谐相处。

对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即由异到同，

由同到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就是王

岱舆思想与儒学关系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也能表明伊斯兰思

想与儒学思想在王岱舆身上显现的真实性。

统而言之，从具体的观点出发，分析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

不仅仅只是为了去解释王岱舆对儒学进行批判、认同与借用的

原因、过程与论据，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回族文化或伊斯兰文

化与儒学的异同，理解王岱舆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

由单纯地对儒学某部经典或整个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文本”

的“字面解释”工作，发展到了对其“文化意义”的“理解”地步，

在这种变化中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文化的认同观并没有发生根

本的变化，他们还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体、为魂，

中国传统文化为用、为形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生态体系，这

个全新的文化生态体系的建立是回族历史发展的一种总结，并

为其将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动力。同样，这种变化或发展

亦表明汉文译著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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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宦在西北发展的另外一条路径，当然也是一条有意义的路

径。不难理解，汉文译著与门宦这两条“意义路径”能在历史及

现实条件下自发地发生联系，且此联系程度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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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关于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背景

儒学指尊崇孔子学说的文化学派。在儒学诞生伊始，它只

是中国诸多的文化学派之一，并无多少优势可言，可在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渐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

和理论基础。唐李世民确定的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

度则进一步确认了儒学在中华文化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中，它作为一种文化心态、道德伦理、社会习俗、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通过特有的文化遗传机制，在一代代人中间

传递，影响着人们，以及社会中其他异质文化形态。异质文化，

特别是外来文化，要想不被儒学所吞噬或孤立，并稳定、有生命

力、长期地传承下去，就要同儒学保持有距离的接触政策，而非

孤立政策。可以说，在传统中国，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大

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要把处理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当作

头等大事对待，任何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或逃避的做法都是不

明智的，其后果也极其严重。在中国历史上，世界三大宗教都

因为直面且不反对儒学才能进入中国且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伊斯兰教于公元 7世纪发源于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三大宗

教中最为晚出的一神论宗教，同时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发展最

为迅速的一神论宗教。至于它何时传入中国，现有的关于中国

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虽有所论及，却少有说服众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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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论据。然而，不可忽视与达成共识的是，在中华文化辉煌的

唐宋时期，就有大量的穆斯林商人、旅行家、使者、军士等各阶

层的人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来到异域中国，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了下来，居住于特定的被人们称为“蕃坊”

的区域。虽然生活在“异域”，可这些回族先民视“异域”为祖国，

同时仍然保持着伊斯兰信仰，保持着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伊斯

兰教就这样和平而平缓地进入中国。

至明王朝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在这漫长却又短暂的历史瞬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

的速度极其迅猛，信仰人口不断增加，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在神州大地，阿訇及经师人才辈出，教义教学思想活跃。引人

注目的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仅将一种信仰、一种

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科技成功传入中华大地，而且还催生

了许多新兴民族的诞生，回族就是其中之一。①

回族的形成离不开与周围群体的交往，可他们在交往过程

中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伊斯兰文化是其母体文化，

但伊斯兰文化并不是其文化的全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

于，回族文化是在一种开放—冲突的环境下形成的，而不是在

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形成的。回族文化始终是在其母体文化———

伊斯兰文化与异质文化的长期交流与互动中形成的，并保持鲜

明而独立的特性。回族文化从来不是一座文化孤岛。回族在保

持着伊斯兰信仰的同时，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

吸收着大量异质文化的因子，这些异质文化因子至少包括了

①关于回族的形成，详见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
社，1996年；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7年。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儒、道、释三家，其中以儒学为主。

在现实生活中，回族穿汉服，用汉姓，与汉族通婚，讲汉语，

用汉字；学习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积极入仕参与社会政

治、军事生活；回族的清真寺、拱北及道堂的建筑风格逐步吸收

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回族在丧葬中纪念亡人名称有的与

汉族纪念亡人的名称相同；回族还对儒学许多理论学说，如“纲

常理论”“修齐治平”“中和”等表示认同；对儒家哲学中的阴阳

等理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等等。总之，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

到，回族是在与汉族所力主的儒学的接触、交往中形成了自己

的文化符号，在表证着自我；而他们精神信仰的核心伊斯兰教

及其表达方式或表述方式也逐步地发生着变化。

这种变化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为大部分回族人所

坚持的。这些人尽管吸收了如此多的儒学因子，可他们并没有

被儒学汹涌的浪涛所吞噬，他们仍然将伊斯兰教当成自己精神

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核心，坚持着伊斯兰信仰的表达方式及伊斯

兰的生活方式，坚守着伊斯兰的信仰阵地；而且可喜的是他们

还向不了解伊斯兰的人士阐明伊斯兰的道理，扩大了伊斯兰教

的影响，获得了教外人士的尊重与理解。另外一种趋势是少数

回族人所实行的。这些人由于受儒学的影响，走上了“离经叛

俗”的道路，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及信仰表达方式也许只有自己

清楚，他人已经很难分得清了，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饮食禁忌

都已放弃，也不希望他人提起自己的回族身份，至多是在临终

时向子孙交代，自己要用伊斯兰的方式入土为安，却又得不到

其子孙的理解。这类人数量虽不多，却对整个回族的形象及未

来走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回顾伊斯兰教发展历史，面对强势异质文化的影响，伊斯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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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曾有过成功的经验。“四大哈里发”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

伴随着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加快，穆斯林接触到比自

己“先进”的各种文化形态，诸如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

文化等。伊斯兰文化在面对这些异质文化形态时，对其世俗的

或理论的或哲学的、科学的“先进文化形态”，采取了积极的态

度，吸收了先进的异质文化因子，从而形成灿烂的对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及对以后欧洲文艺复兴起到关键作用的中世纪阿

拉伯—伊斯兰文化。然而，自拿破仑率领侵略军进入埃及以后，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就长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种种压力。面对

这种压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不同的态度，有提倡学习西

方的改革派，也有基要主义者，而后者提出的变革方式为“一切

回到《古兰经》里去”，希望用复古传统的方式使阿拉伯穆斯林

社会的一致性得以保持与发展。

那么，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应该如何处理与有

影响力的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呢？特别是在自己并不占主流地

位的环境里，如何处理与最有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学派暨儒学之

间的关系呢？对于坚守伊斯兰信仰的回族而言，又应该如何对

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呢？是与主流文化学派断然决

裂，顽固地退守到自己的宗教信仰里，也提出类似于古典或现

代伊斯兰基要主义诸如“一切回到《古兰经》里去”的口号，或提

出“遵经革俗”的变革方式呢，还是完全地抛弃伊斯兰信仰，完

全地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获得统治者的青睐，攫取各种“好

处”呢？在传统中国社会，这些是摆在回族知识精英们面前的重

大课题，也是回族知识精英们必须认真思考并正确回答的重要

问题。

让人欣慰的是，王岱舆作为回族的“操心之人”“道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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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以其独到的眼光，敏锐的视角，超人的气魄与胆识，勇敢地

担当了这项历史使命，对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

研究与探讨，作出了对整个回族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回答。

尽管他在研究与探讨中，由于工作的开拓性，在某些方面还需

要再发展，可毫无疑问，他的尝试及其尝试的结果是前无古人、

成绩斐然、影响巨大的。

王岱舆在以回族知识分子的身份阐述中国伊斯兰教的观

点、理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吸收了儒学的诸多观点、理论；同

时，他还坚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观点、理论，从而达到了向不明

经文的回族穆斯林群众及其他不知或不理解伊斯兰教的非穆

斯林传播一般性伊斯兰教知识的目的。他为回族建立起精巧的

形而上学理论提供了成功的雏形，使得回族能够挺立起来。他

的努力及其成就是成功的，故有教内人士对他衷心地称赞与拥

护。他也能在穆斯林知识分子界及整个中国文化界保持住其

作为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而非理学家的身份与地位。

同时，由于他在论述中国伊斯兰观点、理论的过程中，虽对

儒学有或含蓄或严肃的批判，可他还是尽量强调伊斯兰文化与

儒学的共同点，尽量吸收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与命题，并积极

地与儒学人士进行沟通与论辩，以此来阐述伊斯兰教的观点。

他的这种做法以及主动、自信的文化心态，也能使他在儒学人

士中及整个中国文化界获得由衷的称赞。这可以从其著作及后

学的研究与论述中发现。

二、关于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由于王岱舆等汉文译著家们在从事汉文译著活动中运用

的文化资源，既有以儒学为中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以伊斯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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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故对于在此活动中涌现的人物暨

汉文译著家的文化倾向问题或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即王岱舆

在运用两种文化资源过程中到底是倾向、认同儒学，还是倾

向、认同伊斯兰文化？他被儒化了吗？他是“回儒”呢，还是

“儒回”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存

在争议。

首先，王岱舆本人是怎么来看这一问题的。他在《清真大

学·弁言》里对于为什么写作“清真”《大学》即伊斯兰的“大学”

的道理进行了解释。他说：“参兹《大学》义理，精详直达本原，特

明真一。显正道之光明，驱异端之讹谬；静则具于胸中，用则弥

于宇宙；贯微尘而不细，括天地而不广。扫除臣相，劈破空无，本

因全复明德之源，导引归真之路，由此则脱离幻海，复回来岸，较

之宏道兴伦纲常大典，孰有愈于此乎？果欲演说清真，阐斯元妙，

非其人必不能解，不应受，亦不能受，诚得斯人，始宏斯道。……

但期正人君子体念忠诚，参求至道，明心胸而大眼界，熔俗见而

扫臆说，践迹真传，方有正得，似此磋磨，始知极大之证明，顿悟

当身之古册，庶几不负作者之婆心，更阐清真之至道矣。”①可以

看出，王岱舆所认同或倾向的文化是伊斯兰教，因为，他指出，

他参照儒学的经典《大学》而写作《清真大学》，其目的不在于

“附儒以行”，它真正的“婆心”就是阐扬“清真之至道”，即伊斯

兰“正道”。

王岱舆还在《正教真诠·自叙》中阐释了自己学习儒学的经

历，阐述了对自己“本来”不敢有忘，及让儒者见到“清真之书”

①（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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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6~17页。

导

论

的迫切心情，及宣传伊斯兰“天下公理”的愿望。这说明了他写

作的真实原因，或曰他的真实文化目的性，或曰“文化本能”是

伊斯兰。他说：“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

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末，帝心

欣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

免徭役，与国始终。三百年来，虽于此习熟之久，然而溯本推原，

不敢有忘也。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

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

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觉其议乖道异，各相 牾，揆之清真，

悬殊霄壤。不自揣度，谬欲立言明厥至理。或晤诸家多滋辩论，

彼恒不竞，为予理屈，于是诸君子之悦服者，每以不得全览正教

之书为恨。予时有动于中，归而取所论记之，更于闲时漫然有

作，集之数载，纸墨遂多，存要芟芜，得四十篇。其中理道悉本尊

经，参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发增损。……虽然论著固予一

人之私，而理则天下之公，若以谦让之虚美而使天下公理废而

不传，实非予之初心也。抑更有说焉，清真之书，儒者罕见。或因

予之未备，而使后之有志者益畅其说，未必非予开之先也。又或

者予祖以论订天文而得圣主之欣悦；予不佞亦得以阐发至道，

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不负予祖之

西来，与历代高曾克承正学之德，是亦予绳祖武之一端也欤！爰

于篇首叙次其始末焉。”①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关键内容：其

一，王岱舆认为诸家的学问都有其不足的方面。他在与诸家辩

论时提出“至道”的道理时，诸家都表达了了解王岱舆阐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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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道理的心情与愿望。其二，王岱舆也是从“悉本尊经，参

以典籍”，即从伊斯兰文化的立场出发进行著述，且认为伊斯兰

的道理也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其三，王岱舆觉得自己应该秉承

先祖传历法于“中土”的道义，正面地阐述伊斯兰教的道理，改

变“清真之书，儒者罕见”的局面，并使后学能因此而使伊斯兰

发扬光大。其四，王岱舆在自叙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先

见”或“前理解”。他一出生就降生在回族的历史文化中，启蒙教

育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且把伊斯兰文化当成自己的本原，不敢有

丝毫的忘记。“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等学问是他后来

才学习的，且学习了这些后并没有改变他的“先见”或“前理解”。

可贵的是，他还自信地认为“清真”文化较其他文化都有优势。

在王岱舆书中提供的序言、弁言等中，不同的人在看待王

岱舆的文化倾向、文化认同问题时虽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学者

都认为王岱舆的文化倾向或认同的文化是伊斯兰教。《希真正

答·弁言》中说：“夫道一也，二则歧矣，道无容言也，歧则百家诸

子三教九流纷然杂出，各标其新奇可喜之论，以眩世人之耳目，

而惑乱其心志，有识者忧之，则不能已于言矣。……道一也，无

则乱，二则乱也。若大千世界，而必有一至尊无偶者以为之主，

此断断无疑者也。乃迷者则歧于理气空无之论。……而其造化

之几微，隐显之体用，性命之玄旨，以及条律教戒之文，圣智凡

愚之别，万物精粗之理，不容诬也。而世之由焉而不知，知焉而

不察者，或歧于毫厘千里之误，盖人百其知知百，其用少，涉臆

见则流于左道而不觉，此又不能已于言也。往日岱舆王子，每与

予言及，则未尝不三叹也。于是或有问者，必正言答之，不惮反

复明晓之，同人为之笔记，得若干则。伍君连城有心斯道者也，

爰为参订，而以问序于予，予读之曰：是可使歧者一，而惑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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