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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嵩山思想研究》序一
努尔曼·马贤①

　　狄良川先生的《虎嵩山思想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深感高兴。又受

他的请求为本书作序，感慨颇多，欣然应允。

回想六十多年前在虎老帐下学习之时，虎老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

恍如昨日，历历在目。而今，在虎老归真即将六十周年之际，又有教内外

这么多的学者追思虎老的文章、著作相继问世，作为虎老的学子和晚辈，

我又感到十分的欣慰。

早在２００９年初，就听内弟虎希柏说，宁夏大学的一位汉族教师对虎

老的事迹很感兴趣，并拟以该课题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

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对伊斯兰教和中国回族文化思想研究

的开展，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作为现代西北回族史上最著

名的阿訇和学者之一，虎老自然也就进入了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之中，尤

其是在２００５年纪念虎老归真５０周年活动以及《中国穆斯林》刊印纪念

专辑以来，虎老在教门传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倡导爱国思想等方面

的感人事迹已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因此，也相继有人和我探讨过此类话

①努尔曼·马贤（１９２６－），宁夏固原人，研究员。历任中国伊协副主任、副会长、副会长兼秘书
长，全国政协第七、第八、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伊协顾问、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

员会委员。曾师从于虎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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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尚未发现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后来希柏不时向我谈及良川先生

和他的多次交流及其研究进展，我对他们做出的努力由衷赞赏。２００９

年８月良川先生又不远千里专程来北京拜访我，介绍了他对研究课题的

设想构思。后又听闻我到银川暂居，多次登门请教，其执着精神令人感

动。２０１１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请我和希柏修改，因我年事已高，

视力也不太好，他还将以前正反面打印的文稿专门改为单面打印，并适

当扩大行距，以便于我阅读和修改。我在阅读过程中，就自己所知，在文

稿上写了一些意见，供他修改时做参考。

在这篇２０余万字的文章中，良川先生经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分别

以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爱国思想三大理论体系，对虎老毕生的业绩和贡

献作了较为理性的总结和评述。我长期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并从

事伊斯兰教专业学习和研究，也是最了解虎老晚年经历的人之一。我认

为，良川先生对虎老的这种理性评价和认知，并不为过，只是来得有些晚

了而已。并且难能可贵的是，良川先生还对虎老的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分析和研究，再现了虎老当时对教内有争议的教法问题的见解，也体

现了虎老深厚的经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当然，这篇论文仅是一家之言，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文中对虎老早年

思想和教务活动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阐释还需再作更进一步的调查

和考证。但毕竟这是由一位汉族学者，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和完成的

作品，也是目前为止对虎老研究最为深刻和全面的著作。我也希望，通

过本书的出版，能延续和扩展对像虎老这样优秀的伊斯兰教人物进行更

多、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研究，以展现我国近现代伊斯兰教所走过的艰辛

历程和发展趋势。因而我相信此书的问世定会受到从事伊斯兰教经学

教育和回族文化思想研究的同仁们的关注和欢迎。

是为序。

２０１４年初春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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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嵩山思想研究》序二
虎希柏①

　　先祖父虎嵩山，中国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改革家、社会活

动家。现代研究学者将他与王宽、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庞士

谦、马以愚、马坚及纳训１０人（西北地区仅虎嵩山一人）列为“近代中国

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是居于“宗教与学术前列的一代

高层次文化层面上的知名学者、阿訇”。②

先祖父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及建国初期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的

一生充满了曲折与奋斗，也取得了成功及辉煌，他是一位宁夏伊斯兰教

近现代史中的代表性人物。

先祖父是一位伊斯兰教经学家。他一生潜心研究伊斯兰教经学教

法并著书立说，编辑出版了十多本经学教材辞典注释及研究著作，留下

了上百万字的手稿，这在当时中国西北成千上万的阿訇中是不多见的。

先祖父也是一位穆斯林教育家。他一生大力兴教办学，倡导“中阿并

重”，在宁夏地区率先提出将汉语教学引入经堂教育。他在国民党八十一

①

②

虎希柏（１９４５－），虎嵩山之三孙，１９６８年毕业于兰州大学，高级工程师，已退休。曾任中国
石油宁夏石化公司规划设计处副处长及神华宁煤烯烃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职，著有《父亲的最

后岁月》及《我的父亲虎学良》等书。

见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１４０页，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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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长马鸿宾及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等军政人物的支持下，在宁夏各

地大力兴办中阿学校，广纳省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任教，并大开著书立

说之风，编辑出版了一批经学教材及研究著作。同时他还广收省内外各

地各派青年来帐下求学，培养出了大量中阿兼通的穆斯林人才，使宁夏的

穆斯林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他的学生从江苏到新疆，从北

京到云南，从海内到海外，广泛活跃在教务、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等领域，

其中早年学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马坚、中年学生宁夏著名阿訇马福

龙、晚年学生中国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马贤等都是全国著名学者。

先祖父还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受清末中国伊斯兰教改革派伊赫

瓦尼的影响，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世俗生活中由于受落后风俗影响而产生

的一些不符合教法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多项改革，他倡导“遵经革俗，凭经

立教”，并致力于温和传教，使伊赫瓦尼在宁夏获得迅猛发展，他也成为

宁夏、陇东地区伊赫瓦尼教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先祖父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社会活动家。他因为在朝觐沿途看到

中国人由于国穷民弱受到列强欺辱，加上受“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遂立志并投身回族教育以提高民众素质。抗战期间他呼吁抗日救

亡，支持学生及回族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提出“天下兴亡，穆民有

责”，他编写的“抗日祈祷词”被广为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协助人

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倡导践行民族团结和教派团结，并出任中国回民

文化协进会委员及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

荣，研究和评论先祖父虎嵩山大阿訇的文章书刊也越来越多，据我所见

已有１００多种。这些文章中有虎嵩山的学生及亲友撰写的回忆史料，有

从事地方志及回族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撰写的事迹介绍，有专门从事伊斯

兰教研究的学者撰写的论文，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及其他辞书

编辑单位组织专家撰写的人物条目，也有党政机关编写的名人传记等。

撰写者有个人，有研究单位，有书刊编辑部，也有地方党委；有回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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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和其他民族；有民间老人，也有官方学者和外国学者；出版物有民间

的简易刊印本，也有国家出版社的大部头巨著。

这些文章中，我觉得如下几篇比较重要，应予以说明：

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纪念虎嵩山的文章，当属冶正纲先生（虎嵩山的

学生，时任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于银川召开的首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讨会议上宣读的《宁夏伊赫瓦

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一文，此文在会后收入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１２月出版的《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由于这次会议是“文革”结束

后伊斯兰教研究的第一次大型会议，该论文集也是“文革”结束后伊斯

兰教研究的第一本专论书籍，自然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也在中国

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及回族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最早刊登虎嵩山条目的各种辞典及名人传记中，最重要的辞书典籍

当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该

辞书收入的“虎嵩山”词条，系马贤先生（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卷》编委及伊斯兰教学科主编）撰写。

研究虎嵩山事迹的国外学者的著述，有日本的松木真澄先生著的

《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译本）等。

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编写的介绍虎嵩山事迹的文章，主要有宁夏

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编写的《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

虎嵩山》一文，载《宁夏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辅助读本———宁夏古今

名人故事》。

介绍评论虎嵩山较全面的期刊专辑，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

《中国穆斯林》杂志“纪念虎嵩山大阿訇归真５０周年专辑”，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出版。

这些书刊及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虎嵩山一生的事迹，高度评价

了他在教义研究、经堂教育改革、著书立说、教门革新以及爱国爱教等方

面做出的突出成就，公认他是一位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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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和爱国爱教的社会活动家。

对虎嵩山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汉族学者的注意。如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建平等

人，均相继发表了一些专题文章或在其文章中介绍了虎嵩山的事迹。尽

管如此，比较系统深入地专题研究虎嵩山的思想及其著作的长篇专著尚

未出现。狄良川先生的《虎嵩山思想研究》一书则填补了此项空白，更

可贵的是，它是出自一位汉族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狄良川先生是宁夏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宁夏人，生于斯，长于斯，

耳濡目染，留心学问，对宁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情有独钟，但对于回族

历史人物的涉猎并立意研究尚属首次，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伊斯兰教

教法、历史、语言、风俗等知识繁杂深奥，教内许多人尚且一知半解，何况

教外之人。因此能够立志探求及深入研究并最终写出这样一本２０多万

字的专著来，除了需要具备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的平等对话态度以及

文字写作功力外，还需要谦虚诚恳地学习了解伊斯兰教的许多经典著

作、历史传承、学术流派、语言风俗、民间传说等，其中的甘苦冷暖旁人是

难以理解和感知的。课题确立之初，经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王根明先生

引荐，狄先生曾拜访过我。得知此消息，我深为其精神感动，亦为宁夏大

学能出现这样的汉族学者感到高兴。我觉得汉族学者虽然对此类课题

比较生疏，研究时有一定的难度，但他们的视角视野不同，有自己的独特

优势，可能会更加公正客观，其作品也更容易被汉族读者所接受，在回族

史和伊斯兰教的研究领域一样可以获得成功。我希望他大胆研究放手

写作，并表示愿意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正好我近几年陆续搜集到一些先

祖父和父亲虎学良的遗著及资料，陆续发表过十多篇评述文章，并出版

过一本记述父亲虎学良最后几年遭遇的访谈实录《父亲的最后岁月》①，

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可以给狄先生提供一些必需的基础资料。

①　此书第二版书名改为《我的父亲虎学良》，２０１３年１月出版，内部流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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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狄良川先生终于完成了这本２０余万字的《虎嵩山思想研

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又经三年多的修改补充准备公开出版。这是

他多年呕心沥血的独立之作，是一项严谨求实的学术成果，是一本反映

宁夏回汉各族群众团结互敬、和谐相处，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的象

征之作。

狄良川先生在这本书里除了对虎嵩山一生事迹的介绍和著作文章

的分析外，对虎嵩山的主要思想及其内涵也作了整体性的研究。对虎嵩

山的爱国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逐一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论述，对

其思想的来源也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作了简短的结论，突出强调了虎

嵩山在经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全面系统的教育改革思想以及温和理性的

宗教革新思想等。全书文笔严谨，论述客观，史料可靠，对了解现代伊斯

兰教在宁夏乃至中国的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社会和谐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借此机会向作者狄良川先生表示祝贺，向狄先生的母校宁夏大学

表示感谢，也向关注宁夏回族史及伊斯兰教史研究的读者们郑重推荐这

本书。在这本书里，您可以看到一位出自宁夏山区的穆斯林大师一生的

追求与奋斗，曲折与辉煌，也可以看到中国回族这个群体的信仰与传承

以及历史和今天。这是一本了解宁夏穆斯林、了解中国穆斯林历史和现

状的重要参考之书。

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立意从事伊斯兰教

及回族研究，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２０１３年９月 初稿于宁夏银川

２０１４年２月 二稿于海南三亚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摇 录

绪摇 论 ００１…………………………………………………………………

第一章摇 时代背景 ０１２……………………………………………………

第一节摇 历史背景 ０１２…………………………………………

第二节摇 文化背景 ０２３…………………………………………

第三节摇 民国时期的回族学者型阿訇群体 ０３２………………

第二章摇 虎嵩山的家世、师承、生平和著作 ０３８…………………………

第一节摇 家世 ０３８………………………………………………

第二节摇 师承 ０４２………………………………………………

第三节摇 生平 ０４７………………………………………………

第四节摇 著作 ０５４………………………………………………

第三章摇 虎嵩山的宗教思想 ０６０…………………………………………

第一节摇 伊赫瓦尼的教义思想 ０６１……………………………

第二节摇 虎嵩山对伊赫瓦尼教义思想的传承与修正 ０６４……

第三节摇 虎嵩山倡导的伊赫瓦尼传播方式 ０６８………………

第四节摇 虎嵩山对门宦的批判 ０７１……………………………

第四章摇 虎嵩山的教育思想 ０７６…………………………………………

第一节摇 民国时期宁夏回族教育的现状 ０７６…………………

第二节摇 虎嵩山的办学思想 ０８３………………………………

第三节摇 虎嵩山的教学改革思想 ０８７…………………………

目录

ⅰ



虎嵩山思想研究 Study on Hu Songshan’s thought

书书书

第四节摇 虎嵩山的人才培养思想 ０９０…………………………

第五章摇 虎嵩山的爱国思想 １０２…………………………………………

第一节摇 回族爱国思想溯源 １０２………………………………

第二节摇 虎嵩山的兴教爱国思想 １１３…………………………

第三节摇 虎嵩山的抗日救国思想 １１６…………………………

第四节摇 虎嵩山的民族团结思想 １２１…………………………

第五节摇 虎嵩山的拥护共和思想 １２５…………………………

第六章摇 虎嵩山论拜功 １２８………………………………………………

第一节摇 拜功的地位 １２８………………………………………

第二节摇 虎嵩山论拜功的“敬畏”之理 １３１……………………

第三节摇 虎嵩山论拜功的内涵 １３４……………………………

第四节摇 虎嵩山拜功中的人性理气说 １４２……………………

第七章摇 虎嵩山论新月 １４５………………………………………………

第一节摇 虎嵩山论“寻找新月”的原因 １４６……………………

第二节摇 虎嵩山论“寻找新月”的重要性 １５２…………………

第三节摇 虎嵩山论如何“寻找新月” １５４………………………

第四节摇 虎嵩山与《新月问题的研究》 １５９……………………

第八章摇 虎嵩山思想的来源 １６２…………………………………………

第一节摇 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思想 １６２…………………

第二节摇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思想 １７０…………………

第三节摇 南亚次大陆的冉巴尼改革思想 １７４…………………

第四节摇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１７８………………………………

结语 １８４……………………………………………………………………

参考文献 １８８………………………………………………………………

附录 ２０１……………………………………………………………………

关于家史的一些零星回忆 ２３８……………………………………………

后记 ２８０……………………………………………………………………

ⅱ



书书书

绪　论

一、研究旨意

伊斯兰教自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６５１年）①传入中国以来已有

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也经历了从

形成到发展，再到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交汇的几次革新浪潮②。尤其对

于回族文化来说，明清时期的“回回理学”③汉文译著活动和民国时期的

“回民新文化运动”，成就最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而在这两次文化运动

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领军人物，主要就是回族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和部分进

步、爱国的宗教教职人员—阿訇。

“回回理学”汉文译著活动是指自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末，在长

①

②

③

《唐书·大食传》（卷四）。

杨怀中、余振贵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化曾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突厥

伊斯兰文化的形成（１０世纪至１３世纪初）；第二次高潮，多种文化交相辉映中的元代伊斯兰
文化（１２７１～１３６８）；第三次高潮，明清时代伊斯兰精神文化的建设（１３６８～１９１１）；第四次高
潮，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具体内容详见：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
兰与中国文化［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０７～１４３。
“回回理学”即传统的回族伊斯兰哲学。回回理学是历史上（明清之际）在我国儒家文化的

全面影响之下，在外来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它以糅合

伊斯兰与儒家思想为主要的特征，以从事汉文伊斯兰译著为具体的学术形式。这是我国文

化思想体系中，宋元以后，汉族理学传统之外的又一理学体系，是回回这个外来族群在我国

建立起来的一个理学体系，是其中国化、本土化之最大的成就、最明显的标志。具体内容详

见：孙振玉，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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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回

族学者，采取了以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即以中国传统

文化的术语、概念来翻译注释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原籍，并在进一步吸

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阐发伊斯兰教理，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天

人性命之说，一方面被儒化，另一方面也在化儒。① 其代表人物和作品

主要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问答》；马注的《清真指

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德新的《四典会要》等。回回理

学家们希望通过汉文译著的方式来弘扬伊斯兰教理，并且“以最有效的

方式，如‘以儒诠经’、‘援儒入回’、‘附儒以行’等，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

国化和本土化，推动了历史上回、儒对话，从而推动了回回这个移民群体

对我国的适应中”。② 这次活动“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

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③ 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则说：“此时期为

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④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回族学者希望通过汉文译著的形式，以向中国传

统儒家社会展现伊斯兰文化精髓和奥义的“回回理学”运动，是一种回

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那么，在清末民初以阿訇为代表的宗教界领袖、回

族知识分子等精英人物所发起的以“伊斯兰教维新改良”为主旨的“回

民新文化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回族乃至整个中国伊斯兰教社会、文

化、政治、经济等体制的转型，是一种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表现形式也更

多样化的实践方式。诚如时人所言：“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

之复振，阿訇领导之力也。”⑤并被当时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赞誉为

①

②

③

④

⑤

伍贻业，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１７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Ｃ］，中国回族研究（第一
辑），１９９１（１）：６８～８２。
孙振玉、王岱舆，刘智评传［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４。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５。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１９１１～１９４９）［Ｃ］，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５８４。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Ｊ］，禹贡，１９４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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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新文化运动”。① 在这场维新

运动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阿訇主要有王浩然、王静斋、哈德成、虎嵩山、

马松亭、达浦生、马良骏、庞士谦、纳润章、苏成璋、萧德珍等人。

虎嵩山，就是这一时期，在宁夏地区倡导伊斯兰教改革和回民新文

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虎嵩山（１８７９～１９５５年），名镇林（原名虎万庆），字嵩山，以字行②，

经名赛尔敦丁，宁夏同心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伊斯兰教著名的爱国爱

教大阿訇，杰出的回族教育家、宗教改革家和经学家。

首先，作为一个诵经传道的宗教人士，虎嵩山不仅严格维护着伊斯

兰教的正统信仰，而且真心热爱祖国。正是在麦加朝觐途中，虎嵩山发

现由于当时的国弱民穷，中国人不论回民汉民，处处都遭受外国人的歧

视，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强盛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宗教也

不例外。因此，他首先提倡学习汉文，以谋求穆斯林谋生扩充之能力，努

力消除回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当地民族间的和谐共处。早在１９２７年，

他就曾与本地的回族知名人士合作，在任教的清真寺内成立了“镇戎县

回民自治公会”，目的就是想把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族知识分子组织起

来，进行爱国教育，反对军阀割据，实现祖国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配合全民抗战，虎嵩山利用阿訇职位之便，在各

种传教场合，积极组织进行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以圣训“爱护祖

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为宗旨，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爱国口号，动

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他率领穆斯林在晨礼③后举行升

旗仪式以加强国家意识；他指导学生出版爱国墙报以扩大爱国宣传；他

①

②

③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１９１１～１９４９）［Ｃ］，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９１３。
以字行是“以字行于世”的意思，是一个关于称谓的术语。

晨礼（ＳＡＬＡＴＵ－Ｌ－ＦＡＪＲ），穆斯林做礼拜的五拜中的第一拜（黎明破晓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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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聚礼日的卧尔兹①宣传抗日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其中影响最大和

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就是，虎嵩山亲自用中阿两种文字写成“抗日祈祷

文”，散发到各清真寺，并向全国回族穆斯林倡议道：“国家生死存亡的

关头，我们处在后方的教胞”要以“一种精神之战”②、“同他们在每日五

番拜③后，念这篇祈祷词，同心诚意向真主哀祷吾国胜利，消灭日寇！这

就是我们教胞为国家尽的一点责任。”④因其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而广为

传诵，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其次，虎嵩山又是一个杰出的回族教育家，是宁夏伊斯兰教历史上

提倡中阿并重、兴办新式回民学校的积极倡导者和改革者。

传统的经堂教育，在普及宗教知识、培养专职传教人员、传承伊斯兰

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主要以阿拉伯文

和波斯文授课，培养出来的阿訇，已不能适应日渐发展的社会需要，同时

也不能向穆斯林大众确切地阐述伊斯兰宗教教义。因此，虎嵩山在麦加

朝觐归来之后，首先自己钻研汉文并在其任教寺内给满拉加授汉文，使

汉语首次进入经堂教育，打破了以往回族教内“读书即反教”“读书远教

门”的片面观点，开创了西北乃至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阿并

举”之先河。

为了普及和提高全体穆斯林的文化教育水平，培养不同层次和需要

的伊斯兰学者和人才，虎嵩山积极倡导兴办回民学校。从１９２７年在固

原三营创办的 “中阿小学”，到后来与当局合作开办的“吴忠中阿师范

学校”“高级宗教讲习所”等层次高、规模大、门类全的各级中阿学校，虎

①

②

③

④

卧尔兹（ａ１—Ｗａ‘ｚ），伊斯兰教宣教的一种方式。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劝导”“训诫”“教
诲”“讲道”“说教”。卧尔兹是在一年一度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和每星期一次的“主麻”

聚礼礼拜前，由阿訇在礼拜寺大殿上向前来礼拜的穆斯林讲解教义、教规和劝导大家行善戒

恶的演讲活动。摘自陈广元主编，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１８．
伊麻目兰巴尼曾有“无形之战，胜于有形之战；精神之战，胜于物质之战”之语。

即穆斯林一天进行的五次礼拜。

苏盛华，抗战以来的宁夏穆民［Ｊ］，《突厥》第七卷第九、十期合刊，１９４１年６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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