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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2013年2月5日，中国当代伊斯兰教育家黄万钧阿訇归真，享年96岁。

作为与黄万钧阿訇同村的孙玉安哈吉，几年前就开始着手收集、整理黄万钧

的相关资料，历经4年多的时间，辗转十几个城市、采访了上百个熟悉黄万钧阿訇

的当事人，终于完成了《一诺万钧———黄万钧阿訇传记》一书的写作。这既是诺

言，又是使命。

本书大致以黄万钧一生的经历为顺序，勾勒出一幅伊斯兰教育家、阿訇的人

生图谱，既展现出主人公的感人事迹，也再现了黄万钧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同时或许能够让读者了解他徘徊时的迷茫与思考，拼搏时的艰辛与努力，收获时

的喜悦与欢欣。在叙事上，采用散文体，在记述事件中随时插入弟子、家人、朋友

对其记忆和评价，或引《古兰经》①内容或为作者自身的部分感悟。

黄万钧阿訇的主要影响在于：他在多地担任阿訇讲经、教学的过程中，总结

出了一套快速学习阿拉伯语的先进方法，并亲自培养了上千名优秀学生。

作为教育家，黄万钧竭力推广新式的伊斯兰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长

期迫害的黄万钧以不变的信念，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自己家中组织“炕头学习

班”，教授呼和浩特市部分回族青年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之后，他带领弟

子，在呼和浩特小寺创办了在清真寺中附属的全日制学校。改革开放后，他每到

一个清真寺做阿訇，就会在那里开办一所伊斯兰学校，将培育阿訇与传播宗教融

为一体。

黄万钧将北京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法语的经验融入教学中，开创了快速学习

淤本书所引用《古兰经》均为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诺

万

钧

︱
︱︱
黄
万
钧
阿
訇
传
记

阿拉伯语的新方法———直呼拼音法。学生背诵28个阿拉伯字母后，就开始直接教

授单词拼写、拼读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不失时机地插进一段《古兰经》或“圣

训”，让人熟记单词的同时，慢慢开拓更宽的知识面。同时，在教授课程时，也会潜

移默化地融入信仰、教法、故事、案例，以奠定各种知识基础。一些领悟力较强的

学生，在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传统教学法数年才能达到的水平。马恩信阿訇认为：

“黄万钧与王乃文的教学与我们这里教学的最大区别是，他们不专门用学到的阿

拉伯语拼读方法、语法使用技巧用在学习阿拉伯语上，而是重点使用在学习《古

兰经》、‘圣训’及教法中。”

在传播伊斯兰的过程中，黄万钧还经常借助各种媒介。在备考北京大学期

间，他与同学们积极参与《月华》杂志的幕后服务。他在呼和浩特小寺主办的清真

寺内部刊物《学习与交流》及主编的民间刊物《使命》，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后，鲜

有的伊斯兰文化刊物。他还较早带领弟子采用磁带这种新兴、超前的媒介，传播

正确的阿拉伯语发音及普及信仰工作。他的著作《穆圣颂》《伊斯兰信德释义》多

次印行，影响颇大。

最为感人的是，他与师弟陈克礼的诺言，成为他一生坚贞不渝的追求和使命。

作为阿訇，黄万钧在“文化大革命”后多方斡旋，组织参与，使呼和浩特大寺

得以开放，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首创。此后，他辗转河南和全国许多清

真寺，传道、解惑、办学，为解决当时国内阿訇奇缺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

径。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多数是阿訇，他们服务于民族宗教事业，延续着黄万钧

为伊斯兰奉献的使命。

本书也正是沿着这条轨迹，使我们全面认识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个体。

“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就是我的责任。”这句话也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黄万钧阿訇用这些文字表达出来的，也许会让读者感动、敬仰。然而，与其鲜活的

生命，与其为伊斯兰奉献终身相比，文字又是那么乏力、苍白。

希望本书能够延续黄万钧阿訇的精神，使众读者有所感悟，让从事伊斯兰教

工作的阿訇们得到心灵震撼，真正能够举义为当代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吕金虎

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驻马店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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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黄万钧阿訇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实施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大胆实践者、

认真执行者。他与同时代的战友们一样，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挺身而

出，带领群众，打开了呼和浩特大寺的大门，筹办了第一个炕头学习班，第一次在

民间印刷、传播伊斯兰书籍、录音磁带，打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伊

斯兰的“哲玛尔提”①小寺，办起了第一个运用新式方法培养学生的中阿学校。

在真主的佑助下，他每时每刻都在忧患着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他扎根中

原，走访云南，游学西北，以点带面，与马恩信、白志信阿訇默契配合，心有灵犀地

形成了传播文化、培养新人的“三驾马车”，将伊斯兰教育的火种传遍全中国。

他甘当铺路石，只想做一个开启回族心智的先锋。在极“左”势力的恐吓、压

制、迫害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他劈荆斩棘的胆略、永不放弃的精神、坚忍不拔

的毅力、身体力行的表率，影响、带动、培养了一大批热心教育的穆斯林志士和伊

斯兰文化的传承者。

在回民聚集区，他重视教育、先抓思想的办学理念，简单、快速、实用的学习

阿拉伯语入门方法，在当时甚至在今天，对于清真寺培养阿訇、学校教授学生，都

是务实的良方。

他以自己的言行，感染着身后每一位同仁、弟子，为迈向同一个目标：培养更

多信仰坚定、德才兼备的继承者铺平了道路。

伟大的行为来源于崇高的心灵和虔敬的信仰。他总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

种就是我的责任。”

黄万钧虽然称不上“体制内”耀眼中华的大师，在当代穆斯林社会，却显得平

①哲玛尔提：阿拉伯语音译 ,意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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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而伟大。

将他的生平经历与业绩展示给大家，是一件艰巨的使命、无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更是一次享受心灵净化的过程。一个普通的人，短暂的一生究竟能够做些

什么？值得每个人反思。

黄万钧阿訇走过的道路，以及他终身为伊斯兰事业所表达的思想与言行，值

得我们每个读者思考。

黄万钧毕竟是个普通的人，了解他生活中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同时，我

们也毫不避讳地将他身上的一些性情、缺点展示给大家，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一位

阿訇徘徊时的迷茫与思考、拼搏时的艰辛与努力、收获时的喜悦与欢欣。我们坚

信：他生活中的某些不足，并不会影响他对中国伊斯兰基础教育的巨大贡献。

看过黄万钧阿訇走过的坎坷道路及艰辛的奋斗史，但愿每个阿訇，能够从中

反思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操守、寻找自己的职责、提升自己的信心。

黄万钧的时代已经过去。如同张承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万钧阿訇的辞

世，象征着由虔诚的圣职者率领的时代的结束。艰难将是日课、奋斗将更

加孤独。”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学到的，是一种坚持和奉献的精神。每一个有志于从

事伊斯兰事业的人，有责任接过前人的旗帜，运用新知识、新思维、新方法，站在

“黄万钧们”的肩膀上，以一种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先进传播方式，将中国伊斯兰文

化传承、弘扬。

我们回族理所应当用自己的笔墨，来表述自己；放开自己的歌喉，来歌唱

自己。

从举义要完成这个善功，就仿佛进入一个尘封的宫殿。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

程，的确夹杂着一份痛苦和无奈。曾经与几位讲述者回忆那难忘的岁月时，一同

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一个准确时间需要往返考证多次；数次在写作时被黄万钧阿

訇那种朴实的奉献精神打动而掩卷而泣。然而，这些过程之中享受的愉悦和获得

的心灵感化，却是任何局外人都难以体味的。

感赞安拉！黄万钧阿訇在弥留之际，尽管思维已经模糊，记忆力严重下降，还

是为我们整理资料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素材。令我遗憾和惭愧的是，虽然经历了四

年多、往返十几个城市、对上百人的采访，实在不可能将黄阿訇的事迹全面地展

现给读者。这不仅仅是表述能力有限，其中还有诸多因素。特别是我们大多数穆

斯林不重视文化的保护与收藏，加上我们许多人的确忽视了历史资料的珍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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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钧阿訇与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无法超越真主制定的寿限，他在淡然、平

静中复命归真。他完成了这个时代阿訇的使命。不过，他的确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享受到了一位草根学者的最高荣誉。

一位民间阿訇，一名宗教教育家，在中国民间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不能

不说是人格魅力的体现。来自全国各地 230多坊教众为他送行及虔敬的祈求，足

以说明了这一切。

我坚信，黄万钧阿訇播下那些大爱的种子，生长、蔓延在中国的广阔天地间，

等待着无数传承者接力。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新型阿訇、学者，踏着前人的脚

步，合着时代的步伐，用更加宽容、超前的心态，来适应中国社会。

儒家文化将“立言、立功、立德”称为文化人一生追求的所谓的“三不朽”。穆

斯林追求的则是伟大的至圣穆罕默德的教导：“如果人一旦死亡，其工作将中止，

唯有三件例外：清廉的儿女为其祈求，川流不息的施舍或益人的知识。”

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对于黄万钧阿訇，既是生活、生命、信仰，又是一种终极

关怀。

穆可发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安微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合肥市清真寺阿訇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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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苦涩童年

我日思夜想：

我来自何方，

来此何为？

我没有头绪，

我的灵魂来自他处，

这一点毫无疑问。

既如此，

我也打算终老于我从来之处。

———鲁米

每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于他一生的成长，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1917年 1月 17日，在豫中回族乡村白寨，一个平凡的生命诞生了。

黄万钧来到了这个世界。

白寨，在中原史册上找不出半点历史痕迹的回族小村，清末时期，被冷漠地

夹在四周浓重的汉族文化中，村庄显得格外破落、寒酸。

没有村史著述，没有官方地方志的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从黄万钧的自述录音

中，多多少少了解他的童年生活及启蒙教育，才有可能朦胧地想象着，走回那个

遥远的年代———

小时候，记得俺爷从祖上继承了一门绝门医术。他是专业治疗毒疮

的民间大夫，还有一点祖传的秘方，在周围乡村中，小有名气。多年下来，

我们家族在白寨村，算的上是小殷之家。

俺爹共有弟兄三个。大伯得到爷爷的真传，医术高明，加上天生真

诚、不讲瞎话，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在村里、村外落了个好人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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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虽然科考落第，却天生机灵、善言。尽管医术一般，反而上门寻

医的人络绎不绝，收入自然最好。他称得上俺家族里最殷实的有钱户。

俺爹没有读过一天书，憨厚老实，只会在家中干力气活、做杂工，啥

时候俺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不过那时候，一家父子三个医生，都是方圆几十里村民争相求医的

大夫。没有多久，家境逐渐富裕起来，盖起了白寨当年最早的一处小四合

院楼。俺这个穷家也跟着沾光了，分了两间房子。日子还算是过得去。

清末是个混乱的时代，人多地少的白寨，想脱贫特别难，于是，就有

人“挑杆”①做起了土匪。俺爹没头脑，啥也不想，就鬼迷心窍地开始跟着

本村“蹚将”②（土话）混饭。

先开始，他们这些人不断骚扰四面村邻，后来，胆子越来越大，逐渐

引起了众多民愤。当时的官家，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百姓更无奈，

只能忍受。

一些地主、“高户们”③着急了，他们联合起来向当时势力大、不要命

的“红枪会”求援，并决定出钱雇他们报仇。之后，不少人不断放出风：要

血洗白寨，把这个回民村杀个鸡犬不留。

紧邻的张庄村有个姓张的武举人，村里人对他格外高看。一个地主

事先将收拾白寨报仇的计划告诉他，还想邀请他参与。张举人并不说话，

伸手从粮食罐里抓了一把绿豆，又抓了一把芝麻放在一起。然后看着大

家说：“我们四村的汉民就像是绿豆，白寨的回民等于是芝麻。”接着，他

将芝麻、绿豆混在一起，抓在手里用力一握，这时候大家发现虽然芝麻有

一大部分被压碎了，另一少部分绿豆也同样有破碎的。

他接着说：“凭着我们汉民人多，暂时是可以杀掉一部分回民。那些

留下人的亲戚、朋友，那些冤枉的家属，难道不报仇吗？人家不会再雇人

来杀我们吗？你们急于报仇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杀来杀去有啥好

处？你们最多去吓吓他们，但绝不能滥杀无辜。否则，那将会后患无穷！”

众人听从了这番话。跟着红枪会的人冲进白寨后，只是选择最好的

几处宅子烧掉，打伤了一些人。实际上，在这之前，白寨的土匪头早跑了。

就这样，我们家的一个院子被大火一呼啦烧光，白白成了土匪干坏事的

牺牲品。

父亲最终还是被人举报后抓走了。少不了严刑拷打，身上还被火烙

①挑杆：与揭竿意同。当地比喻土匪头子。

②蹚将：小土匪。

③高户：有钱人、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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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烧的全是癞疤瘌，好长时间都起不了床。

当时，我亲眼看见家里房子全部被烧着了，母亲赶紧拉着我和妹妹，

跑到了村北外坡地土沟里，才躲过了这一场大灾难。那一年，我才 6岁。

“红枪会”走后，在俺姑还有几家亲戚、邻居的帮忙下，大家用废砖头

蛋垒了一间简陋小屋，俺一家三口才有了藏身之处。不过没有多长时间，

由于惊吓加上劳累、生气，母亲在半夜里含恨离我们而去。在那种情景

下，也真的不知道是咋走过来了？

随之而来的考验一个接一个在等待着我。不久，最疼爱我的大姑也

无常①了。基本的生活都是问题了，这双重打击，对我来讲可真是雪上加霜。

冬天，特别冷。我没有棉鞋穿，破单鞋又不囫囵，两只脚全部是冻疮，

看着就像是烂柿子，连路也走不成。一直到现在，我脚面上还留有深浅不

一的冻痕。

穿的破烂些、单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都不是最难过的。缺少父

母疼爱的孤独，是啥东西都没法弥补的缺失。后来，靠着亲戚们不断帮

衬，日子慢慢能过得去了。

1924年的斋月，我记得可清楚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白寨清真寺学

习。启蒙老师是郏县来白寨当阿訇的买永新教长。那个年代，在清真寺跟

随阿訇学习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子。老师并不凶，

我们在嘻嘻哈哈的环境下，慢慢地打下了一些教门基础。

当年的买阿訇特别受村里人尊重，也格外有权力。村中大小纠纷、民

事，大家都自愿地交给阿訇全权处理。真正解决不了的，才会再交给保

长、乡长处理。那时候，能进寺当上“海里凡②”，就好像跳出了火炕。真哩！

黄万钧时常对人说，是恩师买永新的启蒙，引领他走上伊斯兰的道路。

一生辛勤耕耘、桃李天下的买永新阿訇曾对后人说过：“真正的信士，应该用

自己点点滴滴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做个好公民，这是信仰的一部分。”这句话

对黄万钧影响深远。在买永新阿訇的弟子中，黄万钧、潘家修、马明真、杜尚慈、铁

运来、韩志德等人，之后都成了近代的河南知名阿訇。

时间不久，在买永新老师到期离任后，黄万钧白天放羊、割草，晚上跟着后来

赴任的张老阿訇学习、背诵《古兰经》。半年后，由于村里供养不足，张阿訇也被迫

离开了白寨。

①无常：回族日常生活用语。穆斯林将死亡叫做无常。

②海里凡：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学生、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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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钧的老师买永新晚年照

贫穷能够给人磨砺，也能培养一个人终生

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

黄万钧继续平静地回忆着童年生活：

大伯、二伯两家人毕竟都有医术在

身，日子过得不错。俺爹虽然之后改邪

归正了，可是他没有啥手艺，只能担着

挑子，靠卖洋油、兔毛条、洋火、糖果杂

货勉强维持生活。我的生活多亏二姑、大

伯和堂哥等人的接济。

那时候，白天我要帮助大伯家放

羊，因为他常常照顾俺家，我是自愿替

他们干点活。放羊时，张庄的汉族小孩们，看见我穿着补丁连着补丁的破

衣裳、个子又小，就几个人合伙辱骂我，还用砖头蛋砸我。

我一个人往往要与四五个小孩对打。最后，尽管我身上受了伤，基本

上都是他们被我打跑。从小我就不服输。

说到这里，老人开心得哈哈大笑。

越是家里生活困难，我就越争气。无论念经，还是帮家里干农活，都

没有落后过。

自从“红枪会”烧过村子后，白寨的名声不太好了，加上大殿也烧毁

了、阿訇也走掉了，好长一段时间，白寨到处请不来阿訇了。

我记得 10岁那年，有一个西北回民军人，只记着他的小名叫马革

弟。他带的大部队当时驻在许昌，估计他可能是师长。这个人是个有胆

量、有信仰的穆斯林。

他不知道怎么听说白寨好长时间没有阿訇，就不吭不哼地从西北请

来了一个叫李维堂的人，他出钱出粮，让李维堂到白寨当阿訇。

那一天可真热闹。从许昌到白寨几十里地的路上，好多人排着队、吹

着号、打着鼓，浩浩荡荡。他故意兴师动众地把阿訇送到白寨。

后来我才明白，他这么做是让周围四村汉民看看，显示一点“回回穆

民”的威风。果然，从那一年起，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欺负白寨人了。

那时候咱白寨的教门还算是比较肤浅。阿訇只有借一些重大节日，

才将一部分人聚在一起，讲一点宗教知识，吃一顿饭。与当今的现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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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乜帖：译音。舍散给人钱或请人吃饭。

②尔林：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知识、学问。

③卧尔兹：是阿拉伯语音译，一般泛指在清真寺对群众的演讲词。

相比。

他接着说：

我还是忘不了我的恩师买永新阿訇。他坚持办基础教育的精神，一

直鼓舞着我的一生。他对我们这几个学生特别好。当时，村里生活普遍困

难，他将人们给他的‘乜帖’①，大部分匀给学生，一小部分用来维持家人

的生活。他不断让师娘蒸包子、炖羊肉，把乡老、学生都叫到一起吃。感谢主！

1931年夏天，14岁的黄万钧被村里大乡老介绍到了许昌艾庄，跟随范振江

阿訇学习，这是李维堂阿訇之后他的第四个老师。

一年之后，他又辗转到河南方城县马庄清真寺，跟随刘金跃阿訇学习了半年。

1936年初，黄万钧再一次转学到了河南襄城县，跟随尚希贤大阿訇学习。

尚希贤（1884—1959年）在河南可谓是赫赫有名的大阿訇。他又名尚德珍，

经名穆罕默德，河南开封人。他曾就学开封、博爱、周口、西安大皮院等清真寺。自

1909年起，先后在河南济源、许昌、郑州阜民里、驻马店、襄县等地执教。被尊称

为“民国河南四大阿訇”之一。

尚阿訇不仅“尔林”②扎实、“卧尔兹”③讲得好，并且以开明、大度闻名。他知识

渊博、口才出众，对弟子疼爱有加，如同己出。以招收学生要求严格而闻名。

这是黄万钧人生发生转变的开端，就是这段时期，他与志同道合的 7位同

学，约盟为异姓兄弟。

讲起当年的一些细节，连黄万钧也回忆不起来是谁先提出倡议，他们以约盟

取代结拜仪式，成为穆斯林异姓兄弟。

“在一起学习、生活的感情越来越深。谁都明白人各有志，慢慢地都必将奔赴

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岗位上。建立的这种深情，应当倍加珍惜。成为穆斯林把兄弟，

能永远成为知己，这是不约而同的共识。”

志同道合的心有灵犀，才可能一拍即合。

当天，他们选了一个休息日，并未敢告知恩师，8个人洗了大净，由黄万钧带

领大家礼了两拜感谢真主的副功拜，共同举意宣誓：

5



一

诺

万

钧

︱
︱︱
黄
万
钧
阿
訇
传
记

“终身认主独一，为伊斯兰事业奋斗终生。众兄弟将互相帮助，不断勉励，齐

心协力，永不变心。”

之后，按年龄大小排顺序。

黄万钧最大，理所应当为大哥，接下来依次是杜尚慈、马明珍、陈克礼、龚定

远、丁小甲、龚清志、虎有山。

今天看来，此事的确不简单，这是一场罕见而独特的宗教盟约。这 8个兄弟，

之后走过的路，果然全凭当时的举意，都行走伊斯兰之道，况且，每个人都一直坚

守在阿訇这个重要的岗位上。

更为重要的是，黄万钧和陈克礼相遇、相知、相惜、相助，一生中无数次的相

互鼓励，相互督促，共同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史上成绩卓越的阿訇。

1938年，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到许昌招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黄万钧

兴奋无比。在尚老师的鼓励下，他与几个同学，早早地赶到了考试点。

我找到了与黄万钧当年一同参加考试、目前 90多岁长期居住在许昌的孙松

岭老人，不妨听听他的回忆。

“由于万钧个子小、穿戴破旧、貌不惊人，一开始就被来招考的铁子芳老师当

场拒绝让他报名。万钧急了，就和白寨来的一个乡老，一遍又一遍地求情表决心，

最后，铁老师才答应先考万钧一下。想不到，随便一试，他的成绩很优秀，提的问

题几乎难不倒他，最后破格把他作为自费生带走了。”

说起这段故事，黄万钧颇为感慨：

“唉！那时候，他们招收学生还是只看外表，只挑个子高、长相好的。那些人只

要愿意去，都被选上了。唯独把我一个人撇下，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下急得两眼

通红，连礼拜鞠躬时，两眼都憋得特别痛，根本受不了。”

“知感主 !最后他们看我成绩好，作为自带伙食的特殊学生让我跟他们

去了。”

之后，爱才的铁子芳阿訇格外喜欢黄万钧，并当场给黄万钧起了“黄淼”这个

名字，希望他将来的知识如同浩瀚大海。

迈出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黄万钧说：

“记得是 1938年的秋天，我们兴冲冲地要奔赴学校，从许昌到郑州的路上，

正好遇到小日本准备进犯中原，疯狂侵略的初期。坐在车上，我们亲身遇到了日

寇飞机飞过来狂轰滥炸。不能走了，火车只好马上停下来。大家赶快跳下车，钻

到路边的玉米地里，头顶上飞机的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嘟嘟’叫，离我的脚只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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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远。唉！感谢真主！真可是有惊无险。”

黄万钧一行人，辗转好多次才到达西安，入住在

城边的清真寺里。西安到平凉的铁路被炸，要等一个

月才能够坐车。由于大家急着去上学，他们天天像热

锅上的蚂蚁，日子过得焦急而漫长。

“天天在寺里闲着没事干。有一天，与铁子芳阿

訇熟悉的清真寺张教长，提出要考考我们这批学生

到底怎么样。没想到，招来的几十个学生，大部分连

最简单的基础知识都不会。甚至有两个人连一个阿

拉伯字母也不认识。出于面子，也可能是急中生智，

铁子芳阿訇把我叫过来，张阿訇连续问了我好多知识，巧了，这些我都不慌不忙

地一一做出了回答，他们自己说是问不倒我。到了这时候，才算是给铁阿訇争回

了一点面子，他公开说：‘这一回把万钧带来，可算带对了。’”

等了半个月，铁子芳阿訇决定徒步从西安向平凉走，总共跋涉了 200多公里

的山路。黄万钧继续回忆：

“学校对于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举行任何欢迎仪式。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

上课了。

“当时，达浦生阿訇被聘请到伊斯兰师范任校长。我清楚地记得，他上课很

严肃，主要教授马坚翻译的《论语》（上、下），另一位张老师教授《古兰经》。

“学校规定每天只教授一堂阿拉伯语课。完全是按照新式教学法。另外，也学

习一些简单的数学、国文、历史。说实在的，我不适应。我觉得我在这里太浪费时

间了。

“在家的时候，我曾经用两年的业余时间，自习过中、阿拉伯语课本 12册，到

底还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明显感觉到他们

的进度太慢了，吃不饱。”

黄万钧幽默地讲述了刚到师范时遇到

的一个笑话：

“说来挺可笑的。当年，从全国招收的

学生中，还真有不认识几个字的文盲。那

时，在上课期间学生想要去厕所时，要走过

去取一个‘出恭’签，回来后，再交还给平凉中山桥清真寺

达浦生阿訇早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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