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人民出版社



挑妇|：：}醅嫩
宣化冈志

甘肃人民i{：版社

主编＼15闷颈

副主编＼7¨日雄

}i祥麟

乍生荣

r5—1t,j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宣化冈志／马国殡主编．一兰州i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26-03127-2

I．宣⋯ Ⅱ．马⋯ Ⅲ．伊斯兰教史一研究一张家
川县IV．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1419号

责任编辑：卢鸿丽

封面设计：陈 珂

宣化冈志

主编马国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27插页16字数265千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3127—2 定价：56．00元



顾 问：马少珍马靖宇穆启圣

马国玮马国瑜

编委会主任：I马国殡I马家声
编委会成员：马家诵马百龄马庭坚

王小兵李忱虎有泽

马峻德马国强

主 编：I马国续l
副主编：马国雄王祥麟李生荣

马怀玉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琴马怀玉马国雄

马国强马家声马晓燕

马峻德I马振鹏l王小兵

王祥麟李忱李生荣

虎有泽

／多



库一、．

我道祖关川尔则孜(阿拉伯语，尊贵的)老人家在也曼国

求学十六载，回国传播哲赫忍耶教门，至今已近三百年历史。

想当年清王朝欲将哲赫忍耶一举铲除而后快，乾隆下令“剿洗

净尽，永绝根株”。成千上万的朵思塔尼(波斯语，穆斯林)被

屠戮杀害。同治年间再遭劫难，逝者去已，生者被充军发配边

疆烟瘴之地令其自生自灭。但哲赫忍耶学理如春起之苗在大

江南北悄然兴起，历经万般磨难，代代相承，日臻不衰。

云南东沟惨案举家遭洗，伯祖光烈公奉命率弟侄人等星

夜逃逸，背井离乡、亡命江湖，辗转数十载，方定居张家川，建

立“宣化冈”发祥之地。而今逢盛世，政通人和，民族团结，修

书立志，适逢其时。

国埃吾弟生前热情邀请峻德、国雄、祥麟、生荣、怀玉等几

位离退休老干部秉笔编纂《宣化冈志》，历经五年辛勤整理，在

即将出版问世之际他却顺命离我们而去。悲伤之余，所幸几

位志同者并未停笔放弃，偕同有关方家共同努力，几易其稿，

志书终于出版面世，可慰可喜。

《宣化冈志》出版很适时，使广大读者有机会对哲赫忍耶

教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让哲赫忍耶朵思塔尼深刻认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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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后人们仿效学

习。思我先祖光翱公昆仲兄亲弟恭，手足之情、君臣之义，接

物处事俨如_人，毫无芥蒂。先祖光翱公有静室，先伯祖光烈

公题额日“同德斋”。光烈公归真后，先祖十年如一日未曾解

衣就寝，亲躬教务，引经据典，每日召集众多知名阿訇学者研

讨教律经典，杜绝丝毫偏异。先祖于五功立行方面要求极严，

按时按节分秒不移，于个人副功方面终夜不寐，小净从不间

断，数十年如一日。每遇灾荒，先行减食，尽其所有救济饥民。

先祖宏德懿行，非巨册难表万一，借此略举一二，望我道祖后

裔永远铭记，切勿为一己之私毁坏教门声誉，更当铭记先祖遗

训：“尔曹年富力强，正当殚精竭虑刻苦于学，当思乃祖之勤

劳，勿染后进之习气。刻鹄不成庶亦不失为鹜也。若荒嬉失

学，有言无行，从事机巧，炫惑愚昧，近于诗张为幻之!夫是自

暴而自弃也，不亦大可哀哉!”(祖父马元超语)这些格言警句

定当镂诸心版，付诸实际，绳其祖武，重振家声，再创业绩。

吾年过古稀，暮景颓颜，目昏手颤，虽百感交集，然力不从

心，聊书数语，略表衷肠，姑且为序。

马{芬箩

甲申孟冬于金城舍下



虐一骨一

馓序二

中国古籍向以“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著称于世，但若

要从中搜求出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则犹如大海捞

针，难之又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特

殊方式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但同时也与中国历史编纂“非

正统不录”的传统有关。所以长期以来，治中国伊斯兰教史

者莫不因缺乏系统、可靠的资料而深以为憾。正因如此，整

理和抢救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和各种文物资料则成为研究中

国伊斯兰教不可回避的基础工作。

伊斯兰教自唐代进入中国后便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到

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品格，即：中国伊斯兰

教宗教教育制度、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和中国伊斯兰教

教派与学派体系。但长期以来，由于教派与学派自身的特质

及其根深蒂固的神秘性和封闭性特征，中外学术界却难以尽

识其庐山真面目。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勉维霖《宁夏

伊斯兰教派概要》和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

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研究著述的相继问世，

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这块神秘的面纱才得以逐步揭开。这

些积30年之功而成就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从历史和时代的



展示了中国伊斯兰教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地

出苏非学派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及其整体面

貌，同时也为中外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开

辟了一条入门的途径，因而，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的研究

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这20年来在苏非学派研究方面所

取得的成果与中国伊斯兰教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一样，

是近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随着这些研究

成果的问世。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

求。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大小分支四十多个，无论是从历

史渊源、发展过程来追溯，或是从宗教学理、社会组织和社

会功能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仅仅揭开了苏非学派

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未能达到全面准确地反映苏非学派的整

体面貌和揭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的目标。从方法上对苏非学

派进行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全

面系统研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所面对的研

究对象——各苏非学派及其大小分支都还不同程度地缺乏完

备的历史档案的建立和鲜明的宗教学说主张的陈述。从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及其大小分支仍在不同程

度上处于一种神秘状态。鉴于上述原因，整理和恢复全面可

信的历史资料、梳理独特鲜明的宗教学理，仍是今后一个时

期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苏非学派自身主动适应社

会发展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



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

面贯彻落实，一部分教派、学派陆续开始抢救和整理本派的

历史资料，并向社会公布。此外，还有一些教派、学派与专

家、学者们合作，共同挖掘整理本派的历史传统和宗教学

理，展现出一派可喜的发展前景。

呈现在面前的这部《宣化冈志》，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

对苏非学派研究著述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编写始终得到省、

市、县各级领导的关心和财力、物力的支持，从内容到形式

都展示了一种特别的范式。《宣化冈志》编写过程中，既注

意到文献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的搜集和吸收，也重视口碑资

料的抢救和整理。它的出版将是一项极有意义的资料积累和

基础研究工作，必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研

究，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苏非学派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

宣化冈拱北创建于1889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了。宣化冈拱北的建立与发展在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哲赫忍耶学派长期处在不断反抗

又不断被镇压的为殉教而奋斗的悲剧命运之中。而在宣化冈

拱北建立后，哲赫忍耶学派新的领导人马元章没有重蹈前辈

覆辙，他一方面着力改变以往哲赫忍耶学派长期与清政府对

抗的政治格局，重新解释“舍希德”精神的含义，引导教众

走和平复教的道路；另一方面，又重视发展经济、教育，努

力改善政教关系、回汉关系，进退于中国封建政治的漩涡之

中，为哲赫忍耶学派的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空间，成

为哲赫忍耶学派和平发展新时代的起点。哲赫忍耶学派的第



三次复兴在教众心中又点燃了希望的明灯，宣化冈拱北也因

此成为哲赫忍耶学派教众心中的圣地。由于宣化冈在复兴哲

赫忍耶学派的过程中特殊的历史成就，作为哲赫忍耶学派最

大的宗教陵园，其也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而，这部《宣化

冈志>的编写不仅具有别具一格的分量，还启发我们对宗教

读了这部《宣化冈志》，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仍值得

我们迸一步去思考研究：其一，它拓宽了哲赫忍耶学派发展

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吸引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宣化冈

志>吸收和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哲赫忍耶学派的

研究成果，使得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重要的人物和历史事

件更加具体翔实。同时，宣化冈拱北的崛起及其复兴哲赫忍

耶学派的历史功绩，构成了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新的内

容。宣化冈拱北在复兴哲赫忍耶学派的过程中，见证了近代

中国和西北地区的深刻变革，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无

论对研究西北地方史还是对研究苏非学派在中国的发展史都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宣化冈拱北也必然成为苏非

．学派研究新的焦点之一。那么，回顾哲赫忍耶学派的前后两

个阶段的不同历程，对比宣化冈拱北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

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研究呢?宣化冈拱北的崛起又

． 有哪些现实意义呢?其二，《宣化冈志》给我们提供的有关

f 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更为全面清晰，有助于我们深入比

I 较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四大学派的本质和差异。宗教

l 礼仪遵行的差异是中国伊斯兰教分门别派的重要依据之一。

兰4



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

起义前后，不断在各种文献中被零星提起，但长期以来，我

们对哲赫忍耶学派的礼仪遵行一直是一知半解。《宣化冈志》

归纳梳理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使我们对哲赫忍耶学

派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由此，我们应深入比较研究

苏非主义与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学派的异同，以及苏非主

义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回族社会的相结合。其三，在宣化冈拱

北崛起的过程中，马元章的作为不仅使他赢得“虔诚的宗教

家”的赞誉，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的

政治家的素质。他那非凡的政治胆略和机智灵活的处世技巧

以及他对时局高瞻远瞩的把握，对宣化冈拱北崛起和哲赫忍

耶学派的第三次复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使人们不由得

想起近代伊朗巴布教起义失败后，巴哈乌拉那非同寻常的政

治智慧和巴哈教在当今世界兴起的现实意义。那么，如果把

哲赫忍耶学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作一番比较，他们的个人

素质与时代特征的差异对他们的作为有哪些影响呢?从中我

们又能获得那些启示呢?其四，在复兴教门的同时，特殊的

历史机遇和地理环境为宣化冈拱北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独

特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发展经济、兴办教育、

赈济灾民的过程中，宣化冈还积极促进回汉团结，密切与政

府官员的交往，强化了在朝野的影响力，拓展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纵观宣化冈拱北在近现代西北的地域格局中，与中国

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所揭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使我们

对宗教领袖和宗教活动场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域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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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职能又有了深入的理解。透过宣化冈拱北的社会

，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在西部荒凉的土地上，苏非学派

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它给予我们的启示绝不仅仅在于对

现象的理解，更是一种心灵的撞击，张承志的《心灵

可以为证。那么，在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宗教的

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应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应该深入

。

总之，《宣化冈志》的编写对我们积累资料、总结历史

是有益的，对我们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是有帮助的，对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有启发的。宗教的长

、群众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事求是地开展宗教学的科学研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整理编写有关苏非学

志书虽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基础工作，但它是科学研究

础，应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

我本人出生在宣化冈附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曾主持张家，II县政府的工作，特殊的机缘使我对哲赫忍耶学

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部分同志萌发编写本志的时候，

我即鼓励过这种想法。已故的张家川原副县长马国殡先生作

， 为本书的主要发起人，在他临终时亦谆谆嘱托大家要以科学

f 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编撰此志，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参与

I 编撰的相当一部分人几经寒暑，艰苦努力，几易其稿，今亦

垂垂老矣。在书稿付梓之际，我认真读过一遍，深感该志时

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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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跨度大、

中的辛苦可

的纪念，对



概 述

‘

19世纪末，风起云涌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被清朝政府残酷

镇压，回族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起义的先锋——中国伊

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教众几乎被杀戮灭绝，回回民族的生存

面临危机。马元章、马元超兄弟肩负振兴哲赫忍耶学派的使

命，辗转数年，从云南经四川，于同治十三年(1874)秘密潜入

陇东南的张家川，与传说接受了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哲赫忍

耶学派第五代穆勒什德)遗命的李得仓(回民起义军“南八营”

首领)接头，开始复兴和发展哲赫忍耶学派。经过马元章、马

元超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了以宣化冈为中心，以张家川

及周围地区为教民集中分布地区，影响涉及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十余省区的哲赫忍耶

学派体系，实现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再次振兴，开创了哲赫忍耶

学派此后百余年的繁荣发展之路。

宣化冈的建立当以光绪十五年(1898)马元章为马化龙的

陵墓修建八卦圆顶屋为标志。马元章兄弟“度陇寻源会教友，

重宣教化振旧业”(马元章诗)。他们落脚张家川1以后，在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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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得土地，以农耕为生，在李得仓和广大教众的支持下积蓄力

量。光绪八年(1882)，马元章、马元超用重金买回马化龙及其

三弟马成龙、长子马耀帮等人的颅骨，秘密埋葬在张家川北

山。此后，由于清王朝日趋衰败，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哲赫忍

耶学派的监视和控制，北山遂成为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公开讲

经、传教、静修的基地。光绪十五年(1898)，马元章在马化龙

的陵墓上修建了八卦圆顶屋，始称“北山拱北”，民国四年

(1915)，马元章将此地取名为“宣化冈”。民国九年(1920)十

一月初七晚海原大地震，马元章于西吉滩遇难，遗体被运回张

家川，葬于宣化冈。民国十年(1921)，马元超尊其兄马元章遗

命，将被清政府发配汴梁(今开封)而遇难的马进成(马化龙之

孙)的遗体运回张家川，安葬于宣化冈。民国十八年(1929)九

月二十日，马元超逝世，遗体亦安葬于宣化冈。至此，宣化冈

集中了哲赫忍耶学派众多穆勒什德(阿拉伯语，意为导师、引

路人)和先贤的墓庐，成为广大哲赫忍耶学派教民崇敬和仰慕

之地、哲赫忍耶学派著名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成为全国哲赫忍

耶学派最著名的拱北之一。

至新中国成立前，宣化冈已建成有大小院落24处、房屋

三百多间，由“八卦墓庐”、“观光楼”、“别有春”、“留春崖”、

“翠真门”、“省心楼”、“礼拜堂”、“经厅”等建筑组成的建筑

群。各主要建筑物上悬挂有晚清、民国时期政府首脑及各界

名流如慈禧、徐世昌、段祺瑞、袁世凯、吉鸿昌、冯玉祥、胡宗

南、邵力子、杨虎城、朱绍良、邓宝珊、安维峻、哈锐等人书赠的

匾额、诗画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于20世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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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冈并赋诗一首：

振臂一呼此磐疆，河山耕牧势犹强。

早知骑射雄西北，今见威仪视帝王。

万户蒸腾风又雨，一川填咽海还桑。

天荒地变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冈。

宣化冈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哲赫忍耶学派道统的延续。

哲赫忍耶学派传入中国以后，至今约有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在其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穆勒什德

传教制度，共传“两姓三家”，即阶州马——马明心一脉、平凉

穆——穆宪章、灵州马——马达天一脉。从创始人马明心开

始，穆勒什德的传承依次为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马以德、

马化龙、马进成和马元章。

哲赫忍耶学派穆勒什德的传承体现出苏非学派的特点，

即穆勒什德的传承皆由“前定”，由谁来承担穆勒什德的责任

都是“定然”。但从表面上，历史上哲赫忍耶学派的穆勒什德

曾经有两次没有顺利完成交替：一次是第四代穆勒什德马达

天被清政府流放黑龙江，行至吉林船厂而殁，当时未及安排穆

勒什德的接替，其子马化龙便承担了穆勒什德的责任；另一次

是马化龙领导的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以后，马化龙及其家属

三百余IZ／悉数被清军斩杀，当时也未顺利完成穆勒什德的接 I

替，但民l'．-J传说非常明确，即-5化龙早有预言和遗命——道祖 I

马明心的后裔将接替教务。马明心的四世孙马元章从云南出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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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以后，在追认马化龙之孙马进成为第六代穆勒

，他自己承担了第七代穆勒什德的责任。

承担了穆勒什德的责任以后，以“恢复道统、振兴

哲派”为目标，与其弟马元超一起，一方面积极宣教，一方面兴

建宣化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宣化冈终于成为自马化龙

起义失败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最著名的宗教活动

中心。马元章以及宣化冈开始管理全国哲赫忍耶学派宗教事

务。

随着马元章以及宣化冈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和扩大，

使全国广大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在遭受“劫难”以后几近绝望

的心情有了安慰和寄托，宣化冈不仅成为“恢复道统、振兴哲

派”的希望之地，也成为人们的崇敬之地。所以自宣化冈建成

以后，全国各地的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前来上坟者络绎不绝。

马元章以及宣化冈敞开胸怀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

们，无论是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还是非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文人墨客，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无论是

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前来上坟的还是参观游览的，马元章以

及宣化冈都予以热情接待。这样，不仅赢得了上至中央政府、

下至各族各界群众的普遍尊重，也使人们对哲赫忍耶学派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

． 马元章以宣化冈为中心管理哲赫忍耶学派教务的同时，

l 强调要严格遵守道祖马明心所传播的哲赫忍耶学派教义、教

I 理，但对哲赫忍耶学派有关“舍西德”(阿拉伯语，意为殉教者，

I 指为主道而牺牲的人)的教理进行了革新，不仅使哲赫忍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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