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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全埠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明都在

这个"地球村"旦进行交汇和碰撞。在世纪之交，我国面对全球化

的发展大潮，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在稳健地、

有步骤地推进着这一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系统工

程，它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协调关系，而且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西部社会发展中各种人民内

部矛盾和各方面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宗

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事关西部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国家

的边防安全，也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西北地区

作为西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大开发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西北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发展、人文状况等客观因素，

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大开发中高度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

尤其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民族，大都集中在西北，加上西

北地区自古以来，形成了伊斯兰教与佛教、藏传佛教相互交汇的多

元宗教文化特色，而且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往往

带有复杂性、多变性、长期性的特点。因此，积极探索伊斯兰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有关问题，与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潮

流相适应，在西北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从理论上认真探讨

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时代特征、时代趋向，在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发展进程中，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时期宗教发展演变的客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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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研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与西北地区社

会、经济、文明进步和发展相适应，这既是西部大开发中，西北地区

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伊斯兰教自身存在发展

的客观，要求，同时，对 21 世纪西北大开发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本书也是国家民委 2∞1 年度重点科研项目"伊斯兰教与社会

主义相适应"的最终成果。这项课题一经提出，受到政府有关部门

的重视，很快批准立项，列入国家民委经济与社会发展重点科研项

目。经过课题组成员的艰苦努力，在新千年的第一年将要结束时，

本书各章节的写作已告完成，展望新的一年，我们能为热心了解伊

斯兰思想文化、关心回族现实问题的国内外广大读者献上一份问

候礼，感到由哀的快慰。

撰著本书的两大思路:

一、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迁，所有国家和社

会都将卷入这场社会变迁中。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所有在遇

到现代化之前的社会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将被破坏。现代化过

程对即有社会模式的破坏使西北回族社会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

择。中国的回族大多居住在西北地区。回族在居住格局上具有聚

居的特点，清真寺成为聚居的中心，因此在中国西北地区很容易就

辨认出回族的社区。历史上宗教文化在西北回族社区中的重要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构成了西北回族社区的灵魂。现代化的结果

之一就是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西北回族社会如

何发展?是逐渐消失还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整合?西北回族

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

果保持原态的回族宗教文化，回族社会难以进步，如果听任现代化

对回族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很可能使回族传统文化逐步丢失，从而

消解回族社区的精神支柱，最终可能使回族社区解体。这是一个



主甘 苦 3 

二难选择。如何能够找到一个既使西北回族社会顺利过渡到现代

社会，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回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是

摆在西北回族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

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体上看，中国伊斯兰教经过上千年

的发展，在宗教信仰、基本教义、礼仪礼俗、修功方式等方面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从具体方面来看，中国伊斯兰教一直跟随时

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变换其形式和内容。在现阶段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日益深入的进程中，要实现回族社会的全面现代

化，首先要实现回族经济的现代化，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反映了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前提下，同时也要兼顾西北回族社会其他领

域的均衡发展，故而，本书从理论探讨上突出了下列内容:

1.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精神价值观的现代化;

2. 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经济的现代化;

3. 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科技的现代化;

4. 伊斯兰思想与回族教育的现代化;

5. 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社会的现代化。

二、伊斯兰思想与当代西北回族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部伊斯兰教史也就是伊斯兰教自身不断发展、变革，既维护

其传统又扩大其影响，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历史。伊斯兰思想

自产生后不久便传入中国，经过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传播

和发展，到现在，中国大约有二千多万穆斯林。唐、宋时期，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信仰者主要是经商的"蕃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规模

还比较小，其教义、制度、思想、文化基本上是舶来品，还没有与中

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结合。到了元代，大量的穆斯林来到中国，并

主要聚居生活在汉文化圈内，一方面融合了一部分汉、蒙古等民

族，形成了较大的力量和规模，另一方面逐渐适应了汉文化氛围，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随着同中国传统文化较深的结合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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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一一回族，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

的基本特点。事实上，从理论与理性上讲，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

真正结合是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

思想理论体系。回族在遵守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基础上以儒学传

西学，"原儒语以明其义"，即一方面借儒家文化阐述伊斯兰教义，

另一方面汲取和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一思想体系中，

伊斯兰基本教义始终得以保持，但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更

加深刻。伊斯兰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融合与自我保持的矛盾

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伴随着整个社会一

同前行。建国以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与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中

国宗教状况的巨大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宗教界在政治上、组织

上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化，都是同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相吻合的，同

时它又有力地保证和推动了社会的安定、进步和发展，这种变化既

有比较激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渐变。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思想在适应快速发

展的现实生活方面也有自身更新的客观要求。

伊斯兰教的学者从伊斯兰教的发展中也认识到:任何一种教

义绝对离不开适应性的原则，因为惟有那自身适应之物，才能自我

更新;一个能自我更新之物，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解释。

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就说过:"时代并不是停滞不前的，穆

斯林必须把这一点看作是他们的一种富有生机的原则，政治体制、

社会思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穆斯

林必须鉴别、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摒弃他们所反恶的东西。"他认

为只有这样的伊斯兰教才能应付挑战，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正是这

种先天的可塑性和适应性赋予伊斯兰教的特点，也就是伊斯兰教

在中国的适应力的具体体现。故而，中国伊斯兰界必然要在不断

地探索中挖掘、阐释、发挥和宣传伊斯兰教中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相一致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伊斯兰



放营 5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党和政府与中国伊斯兰界作双向的调节和努力，

而且，现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这种新的变化，采取更

为主动的调节与努力势在必行。沿着这条思路，本书围绕有关西

北回族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补充了下列重点内容:

1.伊斯兰有关的经济思想:

2. 伊斯兰有关的科学思想:

3. 伊斯兰有关的教育思想;

4. 伊斯兰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5. 有关西北回族社区、经济、人力资源方面的实例研究;

6. 伊斯兰思想与回族在新世纪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伊斯兰思想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回族是伊斯兰文化的

载体，它们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伊斯兰思想文化

在中国的形成过程，也是回族形成的过程。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伊

斯兰思想对西北回族当今社会以及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我们观

察的视野就会开阔起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多一些。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

发展轨道。对于整个西北回族来说，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雄劲

序曲昂首跨入新千年的门槛的。西北回族迎来了其历史上空前的

发展和繁荣的机会。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作为研究回族问

题的工作者，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和责

任心，我们试将西北回族社会现存的主要问题直于伊斯兰思想历

史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格局中，上下求索，用我们的心血为

描绘民族繁荣的壮阔蓝图涂上一笔亮色。

伊斯兰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西北回族当代社会面临的现

实问题纷纭复杂，错综交叉。将这两大课题结合起来择要而论，由

此所获得的探索空间是极为广阔的，由此所获得的历史时段也是

相当漫长的。经过反复酝酿，几经推敲，我们将学术界十分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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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西北回族现实的主要问题作为提军本书编写的要点，以伊斯

兰思想对西北回族的影响为主线，终于形成了现在的撰写体例。

目前，由于此书的选题还属于"拓荒之作"，我们在处理观点和

材料的统一时，感到所需整理的资料很宠杂，论叙的跨度很大，所

泼的一些现实问题笔法也要求精当，而我们的水平还比较有限，难

免会存在一些缺点或不足，希望国内外专家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

的批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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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伊斯兰教爱国主

义思想历史探索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

种最深厚的感情。"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

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华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

表明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巨大精神动力。它同

样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交汇、孕青形成的回族民族精神

和思想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回族民族凝聚力的主体内容。在历

次抗御外侮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伊斯兰教的爱

国主义思想特征与回族民族凝聚力共同奠定了回族与时代同步前

进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

里，更使两者实现了高度整合。

伊斯兰文化作为普世性很强的世界性宗教文化，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环境，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适应性获得了广

泛的生存。在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广大回族穆斯林千百年

来，秉承伊斯兰文化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积极学习儒文化的优

良传统，努力造应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在国难当头的危

急时刻，与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赴国难，始终高举爱

国爱教的大旗，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交响乐中，高奏了一曲动

人心魄的凯歌。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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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50 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工作时就曾指出:"少数民族问题，

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

是西北，一个是西南。……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

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他同时还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

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

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 . . . .而今天我
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

各民族的大团结。"回族数百年来求生存求解放的曲折历程，深刻

反映了回族与其他民族血肉相联，生死与共的历史命运，也从另一

侧面有力地印证了伊斯兰教的爱国主义与邓小平同志的民族团结

理论和民族统一战略理论的整合。

一、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特征形成的精神

文化基础一一伊斯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汇

伊斯兰教在回回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伊斯兰教

义中"从国是天命"、"爱国属于伊玛尼"的思想，从一开始就积淀于

回回民族的心理深层，伴随回回民族求生存、求发展、反侵略、反压

迫的漫长生存与斗争历程而不断得以更新和丰富。伊斯兰文化同

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多内在相似和相沟通的方面。主要

体现于坚持仁义、爱国护民、行善罚恶、抗击罪恶、崇扬道德、团结

和睦等精神教义和行为准则方面。特别是伊斯兰教倡导和要求每

个穆斯林要维护主道，坚持公道，在正义战争中牺牲的穆斯林被称

为"舍希德"(烈士) ，与儒家文化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志士仁

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凛然正气可谓异曲同工。这

些精神价值观念的内容在危难之际很容易起到被唤起、强化、沟

通、融合，推动回汉民族万众一心的作用，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下抗击侵略，维护主权，伸张正义，谋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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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进入中国后，为适应当时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氛

围，在遵守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基础上，"用儒文传西学"，"原儒语

以明其义"，即一方面借儒家文化阐述伊斯兰教义，另一方面汲取

和融合传统文化之精华，形成具有伊斯兰色彩、爱国主义特征的新

的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一一回族文化。明末清初，回族知识分子

掀起了"以儒诠经"、"汉文译著"的回族文化思潮，形成以王岱舆、

马注、刘智等为代表的译著丛出的局面，推进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国

化进程，丰富与扩展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把儒家学说的信天命、

讲忠孝及三纲五常等传统思想纳入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巧妙地

解决了伊斯兰教中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变"一元忠诚"为"二元忠

诚"，认为"忠于主，忠于君，忠于亲是统一的"，①尽管这?学说是

有强烈的封建宗法色彩，但毕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爱国因素。因

此，"中国的回族文化基本上是在世界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

双向多流、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富有特色的一种新文化"，②它

以其特有的民族文化之光，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并成为中华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祖国大地上包容共同文化因子的各族人民，有一种天然的

亲和能力。因而回族文化在与中华传统文化同荣共兴，相互交流

过程中，自然地导致民族感情的融洽，表现出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民

族共同心理，呈现出强烈的"内向性"，@由此孕育回、汉民族及中

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共同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征。而这种爱国主义

精神又作为回、汉民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其巨大

①秦离彬:(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宁夏社会科学)1现年第 4期。

②李佩伦:(回族文化的反思)，(回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③关连吉:{试论回回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甘肃回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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