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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读中外史籍，便知史料多有源于碑记。 古代中国，商铭文之

鼎，周纪迹之碑，秦封禅之碣，诸典谟之石，其文以载道记史，为

国家珍贵历史文物。 至秦汉起，以石代金，汉碑昌兴，赞颂铭箴，

诔表祝盟，皆镌碑石，彰德明道，人文传承，永垂不朽。 世界古国

皆亦然，如巴比伦法典碑、埃及神庙石柱碑、波斯贝希斯敦铭文、

希腊胜利碑、埃塞俄比亚方尖碑以及古罗马十字纪念碑等。两汉

以降，中原寺院多碑铭，以经训寺记为骨鲠，高师祭文昭懿德，上

谕名撰示扶正。 而清真之寺，坊民耳濡目染，相习成俗，回碑渐

兴，史料颇丰。

回族历史，源远流长。 唐宋年间，其先祖自西域文明古国而

来，为遣使、商贾、学者等，留居者繁衍生息，土生土长，渐于东土

形成族群，寺坊流漫于南北，历数百年，遂使回族齐“五族”之列。

然其族在初，惟持勤奋处相安，谨守清真不张扬，史传寺碑不善

书。因读儒书习华俗，至元才多有寺碑记建寺、重修诸事，彰其族

而明其教。明清回碑起云涌，碑类增而具特色，传人记事，昭示后

世，意在流传。现存寺碑中虽有阿拉伯文碑，然其主体多为国文。

这些国文寺碑，记述着西安回族人生活方式，包括其宗教信仰、

道德法治、风俗习惯、哲学历史、语言文字等。 阅读诸寺碑，可使

中国回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特质得以大致梳理。 这一民族文化

中浸透着真善美，凝练着心灵陶冶，洋溢着对完美人生和完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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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的追求。 碑文昭明，回族文化源于西域，因在中国本土发

展，其内在的伊斯兰本性便附于外在的“以儒释回”，与儒释道相

激相荡， 处而不同， 彰显着自己的独创性的民族特质和文化特

质。 如虔诚而自尊，公道而仁义，坚忍而随和，开物而成务，重伦

理而慎终追远，重和谐而具凝聚力。 总体观之，清真寺碑文自守

正道，语意似儒，主旨炳明；名流撰书，文体规范；祝盟甜辞，惟敬

惟诚；颂赞典雅，辞藻浏亮；传体伦序，叙事赅切；箴惟诫励，诔扬

德行；文笔佳作，书法珍品，不乏特色。注释其文，感慨万端，阅碑

文知晓族史，究本真得明源流，感先贤德行智慧，慕族人磊落至

诚，体先辈守道艰辛，敬自强不息端行，扬文明传承清风，鉴历史

族运升恒。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写到：历代贤达，累仁积德，其名

盖世，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

载，阙熟甚焉。而我族先贤，功冠一时，碑记累累，倘若有史不彰，

岂不更为“阙熟甚焉”。

西安文武盛地，人文渊深。汉蒿街唐西市，充斥蕃音，西域各

教荟萃，广设丛林，敕建清真寺院，盛存至今，族间契交共处，沧

桑日新。 今西安各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片和谐之美。 此种

历史现象值得今人研究，寻找其文化根源以发扬光大。当今人类

已处 21 世纪，人们期待“地球村”各国能和谐发展，但“文明冲

突”下的私欲自行其事，使世界仍不太平；而唯我中国力建和谐

社会，力主世界协和。 这种研究有益于为世界和平，人类共处提

供精神给养。 西安清真寺碑文献的研究可为该世界课题的解决

予以启示。

读西安清真寺碑文献，联系西安回族长期之教化，观察其品

行及社区实况，启示颇多。今仅就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两点在此

简略论及。其族人体现的个人道德境界，是与中国儒家之“修身”

相契合的。 《尚书·皋陶谟》言：九德修身“宽而栗，柔而立，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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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这些，不

正是碑铭中所赞诸先贤品格的写照吗？ 其族群体现的社会理想

境界，是与中国儒家之“天下大同”相契合的。儒家讲：“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

不闭，是谓大同。 ”这些不正是普通回民群众日常所践行的基本

伦理道德规范吗？ 这，也许就是回族长期能相融合于中原，并得

以族盛的真谛所在吧。

人常称文章以碑铭为宗，注释其碑文，本为自学，以诸家之

说，悟碑文之赜。 今即已成笔记，索性与大家共享。 拙作的主旨，

仅在于帮助爱好者读通其碑。 讲到研究，只能是抛砖引玉，尝试

推动深入而已。 本辑共选注了 30 篇碑文，皆是西安市城内六个

清真寺现存国文碑中所选取。 在注释中，对撰书者做了介绍，其

内容多出自现手头文献。 设【说明】作导读、扼要评价；因碑文为

文言体，【注释】 多以国学予以解释， 且对常用虚词注释稍详了

些；为达“助以读通”的主旨，选 20 篇碑记正文作了【直译】；为满

足年青热爱者需要，写了个后跋。此作虽尽了力，恐因水平有限，

纰漏难免，诚望指教。古碑年久，多有剥落难辨，几处还需再待考

证识读。我期待着拜读更多有志之士在此方面的研究佳作，以求

共进。

宁夏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王永亮

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的好友高先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

鼓励。 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十分可贵的。 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

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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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清真寺碑记

［唐］王鉷撰

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篆书

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1]；旷百世而相感者，心也[2]。惟圣

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出[3]。

所谓圣人者，此心此道同也。 西域圣

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居天方之

国，其去中国圣人之世之地，不知其

几也 [4]。 译语矛盾而道合符节者，何

也？ 其心一，故道同也[5]。 昔人有言，

千圣一心，万古一理。 信矣[6]！ 但世远

人亡，经书尚存[7]。 得于传闻者而知，

西域圣人生而神灵， 知天地化生之

理，通幽明死生之说 [8]。 如沐浴以洁

身，如寡欲以养心，如斋戒以忍性，

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 如至诚

不欺为感物之本；婚姻则为之相助，

死丧则为之相送； 以至大而纲常伦

理，小而起居食息之类，罔不有道，

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9]。 节目虽繁，

西安清真寺古碑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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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清真寺古碑选注

约之以会其全，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 [10]。 事天之道，可以一

言而尽，不越乎君心之敬而已矣[11]。 殆与尧之钦若昊天，汤之圣

敬日跻，文之昭事上帝，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此其相同之大略

也[12]。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征矣。圣道虽同，但行于西域而

中国未闻焉。 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13]。

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

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14]匠役，创建其寺，以处[15]

其众。 而主其教者，摆都而的也。 其人颇通经书，盖将统领群众，

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而祝延圣寿[16]之有地矣。 是工起于

元年三月吉日，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 的等恐其世远遗忘 [17]，无

所考证，遂立碑为记，以载其事焉。

时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立[18]。

关中万年县石公刻[19]

【注释】
[1]窃：副词，私下，私自，自谦之词。 俟（sì）：等待。 惑：疑惑，迷惑。 《中

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庄子《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

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积，谓积滞不通。 道：天

道，道法，教法，行为准则。 也：此处为句尾语气词，表示判断或肯定；该词也可

表示疑问或反诘、感叹等；句中可作助词，表示语气舒缓或停顿；作副词，译为

“同样”。 [2]旷：空。 相感：相互感应。 心：心灵，心意，信仰，思想感情。 旷

百世：犹旷代，隔世，喻历时长久。 唐韩愈《祭田横墓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

者。”唐白居易《王泽流人心感策》：“泽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3]圣人：指有极高品德和智慧的人。在中国，远有三皇五帝，先秦有百子诸家，

圣贤不绝。 儒家认为，圣者，皆一心敬以“事天”，宣道遵天理，“立教本于正”，教

化“去恶迁善”，为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被穆斯林推崇的圣人除具有

那最高的品级，还得是真主的钦差，《古兰经》中载有先知 28 位，有伊斯兰经注

讲，从阿丹至穆圣共有十二万四千多圣人。 是故：连词，因此，所以。 四海：

指世界各地。 [4]西域：一般泛指我国新疆及中亚、西亚等地。 谟罕默德：即

穆罕默德圣人。 天方：指阿拉伯地区。 《春秋左传》：“天方授楚。 ” 其:指示代

词,相当现代汉语的他(它)的,他们(它们)的，这，那；又作语气词,表示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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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 相当于 “大概”； 又可表示祈使语气和表示强调； 此处作指示代词。

[5]符节：古代遣使调兵的凭据。 何:疑问代词,什么，为什么。 故:因此。

[6]信矣：信呀！ 信：真实，应验。 矣:句尾语气词,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了”

“呀”等。 [7]这两句意思是，只是时间远去，经书仍然存世。 至天宝元年，穆

圣归真已有 111 年，已远去了四五代人；而《古兰经》的定本面世也已 90 年

了，又记载着穆圣传教、立教言行的《圣训》也早已成为教门的法典，留传人间。

但：副词，只，只是。 [8]于：介词,用法主要表示处所和时间（相当现代汉语

的“在”“到”“从”等）、介绍对象（相当现代汉语的“向”“给”“对”等）、表示比较

(相当现代汉语的“比”)、表示被动（放在动词后引入行为的主动者）等。此处可

译为“从”。 而：作连词，可译为“就”“并且”“而且”，或译为“但“却”“然而”“如

果”“假如”“因而”“所以”，此处作副词，可译为“才”。 之：作动词可译为“往”

“到”，作结构助词可译为“的”，作指示代词可译为“此”“这”“这样的”，作人称

代词可译为“他”“他们”，作介词可译为“对于”，此处作助词，可译为“的”。 天

地化生之理：天地化育生长变化的规律。《易·咸》：“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 幽明

死生之说：指阴阳死生的道理。 《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 [9]寡欲：少欲节欲。 养心：修养心神。 儒家认为，清心则

少欲，寡欲以养心。 《孟子·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

存焉者，寡矣。 ” 感物：指感动上天，感化他人。 汉班固《幽通赋》：“精通灵而感

物兮，神动气而入微。 ” 罔：副词，通“无”，“没有”，“不能”。 [10]节目：条

目。 唐刘禹锡《谢恩赐粟麦表》：“臣谨宣赦文节目，彰示兆人。 ”约：简约。 会：领

会。 全：纯粹的，引申为本质。 大率：大致。 以：介词，相当现代汉语的“用”“拿”

或“因”“由于”“于”“在”；或表示凭着某种资格、身份和地位；或相当连词“而”。

此处表示，凭借。 这三句的意思是，条目虽多，简约它领会这本质，大致以化生

万物的上天为主旨。 [11]事天：事奉于上天。 《孟子·尽心》篇中曰，“存其

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乎：助词，句末表示疑问、反问、揣测等，或在句中表

舒缓语气，或表示赞叹，也通介词“于”。此处为表舒缓语气。 “不越”句：意思是，

不超越于“君心之敬”的范围罢了。 儒家认为，恭在外表,敬存内心，心之敬畏，

心之至诚，谨慎以礼；乐知天命，若违天道而为，既祈祷也无用。 孟子讲，事天之

道就得“致敬尽礼”。 君心之敬，就是君主对天道极尽的敬畏。 此句式有东汉徐

干《中论·法象》：“视不离乎结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

爱。 ” [12]殆（dài）：大概，差不多。 钦若昊天：敬顺皇天。 圣敬日跻（jī）：
圣行日隆。 昭事上帝：勤勉侍奉上天。 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这句意思是，

若是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有用。 [13]隋开皇中：指隋朝开皇年间，即公元

590 年至公元 600 年之间。 流衍散漫：流传遍布。 [14]董理：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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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处：居，安排。 [16]祝延圣寿：祈祷圣上长寿。 祝，祷告。 延，延长。 圣，

圣上。寿，寿命。 [17]“的等”句：意思是，意思是，摆都而的等辈恐怕年代久

了被遗忘。 [18]天宝元年：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其元年即公元 742
年。 岁次壬午：年干支为壬午。 仲秋：农历八月。 吉日：吉利的日子，农历每月初

一。 [19]万年县：唐代长安城城廓外以朱雀大街东西分治，东归万年县，西

归长安县，皆隶属京兆府。 公：对人的敬称。

【译文】
私下听说等待百世而能不蔽惑，在于天道；旷远百世而能相

感通，在于心灵。 只有圣人心持独一而道相同，才百世相感通而

不蔽惑。 因此，古往今来，天下四方都出有其圣人。 所谓圣人，就
是能与这样的心这样的道而相同的人。西域圣人穆罕默德，出生

在孔子之后，居住在天方的国家，大概远离中国圣人所处的时代

和所居的地方，不知其中相距有多少时间和里程。虽两者的语言

有所不同而道却相契合。 为何

呢？ 这心持独一，所以道相同。

古人有言： 千圣一心， 万古一

理。 真理呀！ 只是世远人亡，经

书犹存。从传闻得知，西域圣人

生来就是神灵， 知道天地造化

之道理，通晓阴阳死生之学说。

如以沐浴来洁身， 如以寡欲来

养心，如以斋戒来忍性，如以去

恶为善来作为修己的要旨，如

以至诚不自欺为感动上天感化

他人之本；有结婚的，人们就相

助他； 有死丧的， 人们就相送

他。以至于大至纲常伦理，小到

起居饮食休息之类， 以一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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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无不有规矩，无不立教礼，无不敬畏真主。典礼条目虽多，简约

它们领会这本质， 大致以化生万物的上天为主旨。 尊奉真主之

道，可一言以蔽之，不超越于“君心之敬”的范畴就是了。 大概合

乎尧帝的“钦若昊天”，商汤的“圣敬日跻”，周文王的“昭事上

帝”，孔子的“获罪于天无所祷”等，这些是他们相同的大略吧。所
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以验证了。 圣人之道虽相同，只行在西

域而中国未闻吧。 至隋开皇间，其教遂传入到中华，流传散布到

全国。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与中国圣人之道有相

同之处，而且他立教本原在正道，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监管工

匠，创建这个寺，以安置那些教众。 而主持这个寺的掌教是摆都

而的，这人很通经书，大概只统领群众，奉崇圣教，随时礼拜来敬

天。于是祈祷圣上长寿的典礼也就有场所了。这工程开工于元年

三月吉日，完成在本年八月二十日。 摆都而的等人，恐怕这建寺

之事，因世远年湮而被遗忘，无从考证，便立碑志记载这事。

【作者介绍】
王鉷，太原人，名门之后。 唐玄宗朝权臣，兼职颇多，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

二年任户部员外郎，后拜御史中丞，迁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太原县

公，兼殿中监。 天宝十一载，因其弟涉及邢縡谋反案，王鉷被赐自尽，《唐书》其

传称其为奸佞之辈，聚敛之臣。

【说明】
该寺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即公元 742 年（回历 124 年 11 月），为当时主事

蕃务的要员王鉷所篆书。 那时，唐王朝与天方大食国同为当世之强国，且大食

正处拓展时期，波斯、印度及西域诸国均已纳入其版图，其民多已皈依伊斯兰

教。 自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到天宝年间，穆斯林各国遣唐使络绎不绝，留居

长安者为数不少，官府曾统计仅长安其人数竟达数千之众。 《旧唐书》记载：开

元之前，与西域贡输不绝，在贞观、开元，藁街（蕃坊）充斥。 穆斯林重其教功，如

有碑文所言：“聚，则收散合离，百千为群”以敬真主。 起初，入华者可能以自舍

而相聚礼，随之必定要自建礼拜堂。 从永徽二年及天宝元年，时有九十余年，穆

斯林创建清真寺，事在情理。 所以，明冯从吾所撰碑中就写到：清修寺之设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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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矣，创建于唐之天宝；且记载，早在唐中宗时就对穆斯林寺院予以敕赐。

碑文记述了伊斯兰教之来由，赞穆圣，颂其教礼；叙其与中华帝、圣“相同

之大略”，以及穆斯林先民自隋开皇入华，而流衍散漫全国，以至于使当朝皇帝

认定其教“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遂差官员敕赐“创建其寺”，以满足穆斯林信

仰的需要等一系列史实。 同时，记述了当时其寺掌教其人，统领穆斯林群众，奉

教法以礼拜敬主，祝延圣寿的敬事活动。 最后，也明确地记载了该寺创建的开

工和落成时间，以及立碑的原由。 该碑文，颇受魏晋文坛遗风的影响，从论道、

论心、论圣起笔，随着逐一叙说了其该寺所奉教礼的大要。 但从整篇内容看，又

受当时酝酿着的回归儒学道统潮流背景的感染。 总观其文，资乎史才，写实追

虚，事该而要，论简而深，文体伦序，文笔清允，标序盛德，体合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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