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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

保廷梁

吾国数年来，唱兴教育之声如风起水涌。独吾教中人视之，如秦人于越人肥瘠，漠然

无所动。于中问之，则曰：“学堂有官立，何待于我？”又曰：“他之私立者亦自不少，我何患

乎？”呜呼！教育之不普及可知矣。欲知识之开通也难矣。独不料同此躯壳，同此精神，同

此资格，又素具勇敢特质，如吾教同人而竟怠忽放弃，退居于不负责任之地位。噫，可怪

已！吾教同人之心理，岂不以官立学堂为可普及教育于吾同教乎？则中国大矣，吾同教亦

众矣，以官力之薄，学堂之少，实不足以负吾之责望也。吾教同人之心理，又岂不以他人私

立学堂可以为吾同教普及教育之地乎？则他私立学堂，虽不分畛域，然为数无多。他子弟

尚有不能普及之憾，何足以普及于吾教？此吾同人欲依赖之以普及我教育者，吾恐徒托理

想，终不足以达吾之目的也。责望于官，非计。依赖于人，亦非计。同人乎！同人乎！其亦

可以兴矣！夫吾教精神之结合，他莫能及也。感情之深厚，亦他莫与比也。彼能兴教育，而

我出其下者何也？一则负责任，一则不负责任而已。噫，吾同人不欲教育普及也则亦已矣。

如其欲之，急起而负此责任，勿推诿，勿犹虞也。虽然予既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予究不

可不告同人以当负责任之理由：

（一）与国家有关系之理由。国家如个人也。组织个人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成其为人

组织。国家亦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名之为国组织。个人之分子，无论其为筋肉、为皮骨、

为心脏、为食管、为气管、为血行系，为神经统系，其所以为组织人身之分子则一。国家之

分子，亦无论其职业之为吏、为军、为商、为士、为工、为农，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

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人何以有精神？何以能活动？集合人身

之分子以为其分子，活动以为活动也。国家何以有精神？何以能活动？集合国家分子精神

以为其精神，活动以为其活动也。是故人身之分子，失其精神，失其活动，则人必死。国家

之分子，失其精神，失其活动，则国必亡。不宁惟是。苟分子中有一部分能力欠缺，在人身

则为病，病则阻碍其身体之发达。在国家则为累，累则障害其国力之伸张。以是而言，则人

民对于国家之关系，其密切与否，已不待辩而自明矣。然则，吾同人亦组织中国国家之分

子也，乌可自弃自外而置分子与国家之关系于不顾耶？虽然分子之对于国家也，既有密切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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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关系，则分子即不能不振作精神，以助长国家之精神。不能不极力活动以集成国家之活

动。助长国家精神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先务也。集成国家活动之道亦有种种，兴教育其

首功也。盖分子有教育，则文化进。分子之文化进，则国家之文化亦与之俱进。分子无教

育，则程度低。分子之程度低，则国家之程度亦与之俱低。以文化进之国家与文化不进之

国家遇，则文化不进之国家立败。以程度低之国家与程度高之国家遇，则程度低之国家而

亦立败。国家之胜败，分子之荣枯系焉，而亦未始不基于分子之精神与活动。是故分子之

振作精神也，莫先于兴教育之精神。分子之极力活动也，亦莫先于兴教育之活动。以是观

之，则分子之振作精神，极力活动，以兴教育也，谓之为国家图进步也可，谓之为己身谋幸

福也亦无不可。此同人当负责任之理由与国家有关系者一也。

（二）与种族有关系之理由。中国人民种族，大抵可分为满、汉、回、蒙、藏及夷苗等。程

度虽不齐一，其关系亦至为复杂。他无论矣，吾教除新疆外，非纯然为一种族。其由满、汉、

蒙、藏、诸夷苗奉教者指不胜屈。宗教之义感人易深，入主出奴遂忘所自，故其初本非一

族，而因奉教之结果，竟与真正回人有同出一源之概矣。虽然，吾教与同国异种之关系，其

最重要者，莫如共同与外界接触及内部互相间二者。何则？种族之区别，不过内部自为畛

域，其对于外界毫无效力之可言。例如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

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

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

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而恶得曰他种族之存亡与我无涉也。

此共同与外界接触之现象，其关系顾不重欤！若夫内部互相间，则一种族能安，他种族亦

与之俱安。一种族多事，各种族亦为之多事。俚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稚调

笑，幺 夫为之破颜。”是故种族之间，莫善于意志结合，有相爱而无相妨。然非易事也，必互

有明了之意识，阔达之脑想，夫而后皆注意于国是，渐忘种族之芥蒂，于是乎同化之功不

期然而自至。此融合种界之法，所以不能不先沦群智也。要之，同国异种之关系，无论其共

同与外界接触及内部互相间，欲使之心理合一共此休戚，无矫然离群怫然相恶者，非兴教

育以转换其心思，无能为役也。此同人当负责任之理由与种族有关系者二也。

（三）与宗教有关系之理由 土耳其以回回教为国教，故其教之衰也，以国力维持之。

中国奉教自由之国也，教之兴衰，全视乎人力。今日中国之回回宗教衰微达于极点，其不

断仅如缕耳。究其来由，何莫非人智不辟，生机日蹙，程度愈趋而愈下，救死之不遑，尚何

有于宗教？且中国之谈回回宗教者，仅知先天后天之说，而于进化保种之道阙焉弗闻。其

所赖以绵延一线者，非果真主眷祐，实则幸有若干士、农、工、商有职业者，以维持于其际

耳。不然，高谈玄理者不事于生产，其次者又拙于谋生之术，使教中而皆若辈也，不惟宗教

之亡可以预期，而人群亦几几乎息灭矣。以是言之，则吾人欲使宗教可尊可贵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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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注重于人类生存发达之道。欲遂其生存发达，又不可不急兴教育。盖教育者生存发

达之阶梯，而维持宗教之基础也。此同人当负责任之理由与宗教有关系者三也。

国家也，种族也，宗教也，有此三大关系之理由，则吾同人对于兴教育之责任，实有不

可不负不能不负之势矣。虽然，责任者与利益相对待之事也，天下未有负责任而无利益，

亦未有安享利益而不负责任。苟责任负矣，其结果，其收效，或直接，或间接，远在儿孙，近

在目前。获利之多，得益之厚，实有出人意料之外而不可以数计者。虽然，但曰利曰益，而

不实指其利益之何若，则同人亦惝恍而无凭，犹豫而鲜据耳。无已，盍略举而告诸同人：

（一）公权上之利益也。凡为国家行政司法之官吏、组织国会而参议政事之议员、整军

经武之将校，皆曰公权。有资格以获此公权者，厥惟民之优秀。夫民一而已，优秀何从别

识？曰别识之于教育。然则，为官吏、为议员、为将校者，必出于教育也明矣。同人乎孰不

爱其子，不希望其子为官吏、议员、将校，以光门闾，以显父母？惟其爱而有希望也，故不能

不使其子受教育，不能不负其责任以兴教育。负责任矣，教育兴矣。异日者，某子为官吏，

某子为议员，某子为将校，冠裳俊叉毕集一堂，夫乃叹今日之获此利益，未始非前日负责

任之效果也。

（二）经济上之利益也。今日者，经济战争时代也。或以商业，或以工业，或以农业，应

用之妙存乎其人。人而智力强也，战于商，战于工，战于农，无所往而不占优胜。人而智力

弱也，为商败，为工败，为农亦败，无所往而不归于劣败。胜败之数决于智力，智力之强弱

源于教育。教育者，开通智力之门径，而经济战争之根基也。吾教中人习于勤劳，敢于冒

险，苟商而加以教育，则懋迁敏捷，商业经济日益活泼矣。工而加以教育，则制造精明，工

业经济日益扩张矣。农而加以教育，则增殖生产，农业经济日益裕如矣。商、工、农业皆发

达，则吾人衣帛食肉，富甲闾阎，生活根据于斯立，社会局面于斯大，岂不美哉，岂不快哉！

虽然，同人欲获此利益，同人究不能不负兴教育之责任。

（三）道德上之利益也。凡兴教育者，无不希望其子孙皆养成贤孝人格。故负责任而弗

辞也。乃其子孙自受教育，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折矩周规，皆中礼节。及其长也，

奋忠爱精神，以从事于国家于社会，人莫不称羡曰“某氏之子”“某氏之孙”，而乃祖乃父亦

莫不自顾而喜曰“贤哉吾子也”“孝哉吾孙也”。初不料吾当日负责任兴教育之利益，其结

果有如是之美也。

（四）身体上之利益也。父之身体弱，子之身体弱，孙之身体而又弱。传种之统系不绝

何待？教育家知其然也，乃于学校设体操焉、讲卫生之术焉。凡所以注意于儿童身体之发

达也。故儿童自入学而后，向之病而瘠者，未几肥而健矣，向之气息奄奄者，未几精力完足

矣。英姿伟干，蓬蓬勃勃，以此承宗祧，不惟可播强盛种子，且得延年益寿，又况进德修业、

兴家报国，非身体康健、能耐劳苦者，必致或作或辍，终陷于不能达其目的之悲耳。噫，父

宗教卷 / 伊斯兰教研究 / 下册 专题研究 / 教育 403



回族历史报刊文选

母之于其子也，忧心忡忡畏其不寿，而卒不能保其必寿者，昧于生理原则也。夭殒绝嗣谁

之咎欤？吾愿同人爱其子者，急以兴教育为己任，而使其子获身体上之利益也可。

以上四端，不过利益之显而易见者耳。此外更有一至大无上之利益以寓乎其中焉，即

程度与他相若，资格与他相若，权利与他相若，齐驱并驾，无或先后，质而言之，即求合于

所遇之境，以卫族存种而已。虽然，负兴教育之责任者，其利益固如是矣。夫所谓责任者，

岂徒见诸笔楮形诸语言而已哉？是必起而实行之，乃足以达其目的获其利益耳。夫实行之

次序，其初莫重于集合资本。苟无资本，是犹荡舟无楫，徒手搏虎，欲其有裨于事实也难

矣。然则集合资本之法，可进为同人一筹之。咱1暂

摘自《醒回篇》1908年 第1号 第40-48页

本卷编者注释：

［1］本文标点由本卷编者拟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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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学校凡穆民必要人人入学论

江苏 石福麟

真主造化人们，至贵的就是穆民。吾人得了真主的大恩，列在极贵的位分上，须知就

有极大的责任和职务在身。因为我们承领伊斯兰的教，就应当知伊斯兰的教义。知了它的

教义，就应当遵守它的职务和责任。这职务和责任，在我穆民无论何人上均有此责，并不

是单独在念经的阿林和掌教上的。我们全负了这个责任和职务，且必要知职务和责任的意

义，决非盲从，更非依赖。惜我人多将自己这个重大的责任轻轻地放在念经阿林和掌教上，

以为教门的事是他们承担的，我们可以赖他们，故有模模糊糊盲然了。伊斯兰教义责任，在

吾人身上较之吃饭尤为切要，万无吃饭使人替吃的。如果使人替吃，则自身一定饿死。可知

切身的责任，决不能依赖他人，此可明者一。

伊斯兰教在职务和责任既有重大关系，故须知其真情真理，而后能负责与称职。如身

任经理，铺内的货物及上下人等在一切均当知详。果有一人来问询铺内货物或人名，如答

不知或含糊，试问可乎？伊斯兰教义在吾人有负重大责任在身，岂能盲然过去？此可明

者二。

伊斯兰教义有切己关系之必要，定欲深知它的真情奥义，则免不了要学而后知。此为

我人任何人上均非学不可的事。所谓如吃饭的不能付托别人的，学是一件急要的当行，更

不可须臾从缓。吾人学而知教义真情，当行可止。遵守职任，庶无盲从之疵矣。在此近代

时光，吾人感受极大痛苦，对伊斯兰教义，内受新老教争说是非，外受教外人穷问。在吾人

大多数抱宗教由祖代遗传：不吃猪肉即是回教要义，所以一见猪肉就生厌恶之恨，殊不知

较不吃猪肉事至大至多的在吾人都知者鲜，而多推在阿林掌教身上，大概有他们负责。故

遇外教穷问，多有所问非所答，正如当经理的不知铺内货物与人名。此无怪教外人讥我

慢我。此感受痛苦极矣！阿林和掌教却立于领袖之中，对于教义当然精一。不期各有私

见，因而有新老教之分出矣。在我人，不学无术，自然盲从，更因而有党派之分。明知而强

辩是非，致使真理永无明时。此感受痛苦者又一也。我人负重大责任，外受极大痛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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