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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盖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

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它是以

超人间力量的形式为特点反映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宗教观念的最

初产生，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法解释，

也无法抗御的社会里就已产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比自

然灾害更为深重的苦难。在人们尚未认识这种痛苦的社会根源之前，便把自己

的命运寄托在祈求“神灵”的保佑和赐福的敬拜之上。剥削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

治地位，则需要利用宗教作为“教化”和控制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他们便

进一步把这种观念加以人格化系统化并逐步丰富完善起来。各种宗教都是这样

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

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因此，宗教又是同一思想信仰的人们

结成的一种社会实体。

早在秦汉以前，桂林与苍梧一带，就已有神仙方术和帝舜葬于苍梧之野及

方士何候隐遁苍梧山的传说。东汉未年苍梧郡人牟子(一称牟子博)，已在苍

梧著有弘杨佛教兼论儒、道的《理惑论》。可见与苍梧一江相通的桂林，受

佛、道教的影响甚早。佛、道教传人桂林时间，虽尚未获准确记载，然据现已

瞻集到的历史资料，至迟也在东晋年间(即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之间，早可

追溯到东汉末年。伊斯兰教传人桂林时间则稍迟一些，约在宋末元初之间，是

随着信奉伊斯兰教游宦桂林之官吏和他们的部属亲眷带人。天主教和基督教传

入桂林则更迟，仅近百年之事，它们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而传

人。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又是一定形态的文化，即宗教文化。桂林的

各种宗教也同全国各地的宗教一样，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又同各种传统文化的

关系极为密切。它们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



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桂林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丰富文物和文献中，许多又都与桂林的宗教密

切相连。正确对待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发掘、继承祖国文化精华和优良传

统，以弘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

宗教，它既是同一思想信仰的人们所虔心信仰的对象，又是历代剥削阶级

用以“教化”控制人民的工具之一。在旧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桂林的各种宗教和全国各地的宗教一样，都曾被统治阶

级所控制和利用。国内地主阶段、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动军阀，主要是控制佛

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后来的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

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无数历史事实又充分

证明，桂林市宗教界人士和广大教徒则是爱国的，尽管他们对各自的宗教信仰

不同，而爱国之心却是相通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

我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尤

其在抗Et战争中，他们坚决反对Et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利用各种形

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全力宣传团结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援抗

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尽了公民应尽的责任。

纵观历史，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和控制宗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则是他们的

基本政策。但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他们为巩固其自身统治的需要，对

各种不同宗教及其信徒，则又采取了不同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桂林历史上曾出

现过的“兴道抑佛”或“兴佛抑道”以及近代的“优渥洋教摧抑佛道”等现象，这都

是他们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策略的体现。因此，进而又导致

各种宗教和各教教派之间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以

达到其相互抑制，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目的。所以，在旧中国，宗教信仰问

题，不可能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对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本着“政治上求大同，思想信仰上存小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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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待。从而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而且

在宗教信仰上也真正得到了自由选择。为了帮助各个宗教摆脱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利用，为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

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市人民政府还支持帮助天主教和基督教清

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方

针，使两教长期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变成为中国教

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支持伊斯兰教实行了宗教制度改革，使之逐步适应社会主

义前进的步伐；支持佛教清除混进来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之摆

脱反动势力的控制；道教在解放前虽早已名存实亡，．但人民政府对过去存留下

来的六名正一派道土(实际上其中五人在解放前就早已改行转业)，仍做了大

量的团结教育工作。长期以来，市人民政府还始终坚持执行了对宗教界人士首

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贡献各自的才智和办量。他们中许多人还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有的被评

为区、市先进生产工作者，有的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总之，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市各宗教的基本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

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宗教信仰问题，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事务

不再受国际反动势力的支配和控制，各种宗教已经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办的宗

教事业。人民政府对宗教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1966年开始

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

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根本否定党和

人民政府对宗教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取消了对宗教的工作；许多宗教界人士受到

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市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正常教务及正常宗教生活一度

被迫停止。所有这些，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旋涡而已。1978年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市人民政府坚持拨乱反正，全面落实了对

宗教的各项政策，迅速恢复了各教的正常教务活动及宗教生活，平反了冤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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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宗教界爱国人士及广大信徒重新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充分享受到公民应

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现在，我市已经形成一个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信这

种教和信那种教的群众，都能携起手来，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的大好形势。广大宗教界人士及

信徒同全市各族人民一道，正不断为我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作出最大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桂林市宗教志》如实地记述了上述各宗教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记述了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各宗教的兴衰及大事，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桂林地方政府对宗

教施行的政策及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志资料收集到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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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宗教沿革、信仰和组织

第一节 伊斯兰教

一、沿 革一、，口 旱

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伊斯兰”一词系阿

拉伯文的音译，原意为“顺服”，指顺服“真主——安拉’’的旨意。它是七世纪

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创立的一神教。

史学家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七世纪中叶开始传人中国。即唐高宗永徽二

年(651)八月二十五日，穆罕默德的第三任哈里发(继承人)欧斯曼派使节

来到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作为该教传人的标志。

伊斯兰教传人桂林，约在宋末元初间，系游宦桂林信奉伊斯兰教的官吏及

其部属带人。据《宋史》记载，公元1277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

有宋将马暨留守静江(今桂林)，元平章阿里海牙率兵来攻得胜。马暨甘肃宕

昌(今岷州)人，虽未能确认是否为伊斯兰教徒；然阿里海牙系维吾尔族人，

他本人及其部属多系伊斯兰教徒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游宦桂林信仰伊斯兰教

之官吏的最早记载。随着元军攻占桂林，统一广西之后，游宦桂林信奉伊斯兰

教的官吏也日益增多。据《广西通志·职官志》记载，当时在广西及桂林任知

县和相当知县的官吏中，可以辨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

多。他们的部属及亲属均多系伊斯兰教信徒，后来不少人又定居桂林，逐步形

成聚居区和建立了清真寺。相传桂林伊斯兰教最早的聚居区和清真寺是在穿山

一带，大约在元初，是屯戍那里的伊斯兰教官兵所建。元至元三年(1337)任

广西肃政廉访副使的伯笃鲁丁，先祖是波斯人，后定居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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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徒，他年老致仕回籍后，其孙永龄携弟永清、永秀于明洪武十三年

(1380)来桂做官，定居桂林。明太祖朱元璋颁旨禁用外国姓氏，才改“伯”为

“白”姓，今桂林市及临桂县白氏族人，均系其后裔。张姓始祖名架尔，直隶顺

天府(今北京)良乡县张飞店人士，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宦游梧州。永乐

九年(1411)，其孙洪献任桂林中卫侍官，后在桂落籍，形成张氏穆斯林一

支。马姓始祖有多支，马明德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人，明嘉靖年间宦游桂林，落

籍于桂林附近之池头村，故称之为“池头马”；马福肇原住四川成都为官，于明

万历七年(1579)移居桂林；马昆岗河北宛城人，明末游移桂林，初定居临桂

旧村，后迁桂林，成为马姓几支穆斯林。傅弘烈先祖是阿拉伯人，明末出任广

西提督军门，殉职后葬于临桂境内之滚狮岭，后裔定居临桂IH卡,t，成为傅姓一

支穆斯林。何德隆，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广东南雄来桂经商，后定居

桂林，成为何姓一支穆斯林。阿拉伯人以振宸任都指挥使同知，后任义宁(今

临桂五通)协戍，定居桂林，形成以氏穆斯林一支。等等。

元末明初及以后，外来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穆斯林在桂定居的人数日

益增多。他们长期在桂与汉、壮等民族人民问的交往或通婚，以及他们子孙的

繁衍发展，桂林之穆斯林人数亦相应增多；加之长期问在政治、经济、语言、

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桂林便由此而逐步形

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即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共同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的稳定共同体”的单一民族——回

族。他们的子孙后代便在本民族内部代代相传地信奉着伊斯兰教。数百年来，

伊斯兰教便成为桂林回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一种宗教。

在清代，由于清兵在攻占桂林的战斗中，遭到明军官兵中之穆斯林官兵的

抵抗，桂林穿山清真寺因之而遭兵燹，阿訇马公驷及教徒十三人横遭杀戮；康

熙年间有广西提督马雄(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曾追随吴三桂起事反清；乾隆

年间有震惊朝野的甘肃苏四十三为首的伊斯兰教新派举事反清；咸丰年间有云

南回族领袖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以及太平军攻打桂林时，在西门外清真古

寺内有穆斯林群众参与制造攻城用的“侣公车”，在攻城战中又有三十多名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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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牺牲等因素的影响，因之桂林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穆斯林，长期以来均不同程

度地受地方官吏的歧视和压迫，被视为不服朝制的“逆番”；就连各种版本的

《广西通志》、《省志》、《临桂县志》，均不予记载伊斯兰教及清真寺史实的只言

片语。桂林穆斯林为了适应历史环境以求自保，被迫违背不崇拜偶像及牌位的

根本信仰，在各清真寺大殿上设立“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长生牌位，进行自

我“掩护。”

民国时期，桂林伊斯兰教徒的处境和地位才稍有改变。尤其在抗日战争

中，全国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由白崇禧(临桂县人，时任国民党军委

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等职)担任理事长十多年；广西成立了分会，先后由白

崇禧岳丈名绅马健卿、广西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张君度、广西省会警察局长马启

邦担任分会理事长，以及成达师范学校由北平(今北京)迁桂办学以后，伊斯

兰教在桂林的地位才有了提高，教办事业才有所发展，抗日救国活动也较活

跃。1944年秋桂林沦为日军之手，全市居民房屋被焚百分之九十以上，九间

清真寺被全毁七间，所剩两间亦损坏严重，教办事业全被毁坏。1945年日寇

投降后，全市穆斯林处于无家可归之中，他们一面要设法重建家园，一面又要

设法集资重建被毁清真寺，境况十分艰难。到1948年，全市被毁清真寺先后

重建了六间，加上原剩两间，合共八间，直到1949年桂林解放前夕仍如此

数。教办学校恢复了西城路、通泉巷两间清真小学和民族路穆斯林小学以及西

外女寺阿文女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制定了一系列尊重和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政策法令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风

俗习惯的政策法令，从而保障了桂林广大穆斯林真正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

利。尽管在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

破坏，清真寺正常活动经费造成一定困难，但中共桂林市委会仍责成有关部门

按月给予适当补助，广大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动亦受到保护，清真寺未受到冲

击，教务活动从未中断。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各

项政策，清退了全部冻结停付的房租，发还了私房改造中清真寺被改造的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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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国家拨出巨款重建了频临倒塌的码坪清真寺及西外清真古寺，全面维修

了崇善路清真寺，1979年还将崇善路寺立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

全市穆斯林正满怀信心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1990年全市人口统计，本市回族人教共计10997人(不含临桂、阳朔)；

有清真寺5间，即西外古寺、崇善路清真寺、西巷清真寺、码坪清真寺(现在

七星公园内)，西内女寺；有阿訇5人。

二、信仰、教义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及教义为“六信”，llp：信安拉(桂林又称信真主)，

造化宇宙万物，独一无--；信诸天使(桂林又称信天仙)；信《古兰经》及其

之前的诸经典(1lp：《讨拉特》、《则逋尔》、《引支勒》为“天启”经文)；信穆罕

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之前的诸使者(阿丹、努海、易卜拉欣、尔撤等，桂林

称为信圣人)；信死后复活及末日审判(桂林又称为信后世)；信一切皆由安拉

前定(桂林又称为信定然)。

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为《古兰经》。一译为《可兰经》，桂林穆斯林又称之

为“天经”。“古兰”一词是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诵读”。全经分为“麦加篇章”

和“麦地那篇章”两大部分。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及基本功课，其中特

别强调安拉独一、顺从、忍耐、行善、施舍和宿命；有对阿拉伯半岛社会的种

种主张和伦理规范；有为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确立的宗教、政治、经济、社

会、军事和法律制度；有与多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徒进行辩论的记述，有流

传于阿拉伯半岛的故事传说和谚语等。全经共30卷，114章，6，200余节。

三、宗教制度、宗教生活

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基本上有五项，即：念、礼、斋、课、朝、简称“五

功”

念，就是“作证”。一称“清真言语”，或称“作证言语”，(即：“我证一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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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每个信徒在念“清真言语”

时，都要读出声来，故称为念。

礼，就是礼拜。礼拜共分为：①每天有五次礼拜，桂林穆斯林称之为“五番

拜”，即：清晨破晓前、中午后、El偏西后、黄昏、夜晚五个时间内举行；②每

周星期五一次聚礼，桂林称之为礼“主麻”拜，．时间在这天午后拜的时间举行；

③每年两次会礼，分别在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举行；④每年斋月

之夜的礼拜。上述四种礼拜除第一种每日五番拜可以单独进行外，其他一律要

求在清真寺集体举行。妇文提倡单独礼拜。此外还有各宗教职业者及无事可做

之人的副功拜。每个穆斯林在礼拜前必须沐浴和换上洁净衣裤。沐浴，又分为

大净和小净两种。作大净(桂林称之为“用大水”)，就是用净水冲洗全身，并

嗽口和洗鼻孔；小净(桂林称之为“用小水”)，是在没有破坏大净的情况下

(所谓破坏大净指信徒在房事后及妇女在月经后必须大净)，作为宗教活动而进

行的一种盥嗽仪式，就是用水冲洗身上容易污染的部位，即依次洗手、洗脸、

洗肘、嗽口、洗鼻孔、用湿手抹头、洗下体和冲洗双足。在无水的沙漠地区，

也可以砂或土代水作象征性的代净。

斋，即斋戒(桂林称为“把斋”)伊斯兰教将希吉拉历(亦称教历，全年按

354天计，无闰月)每年的九月(即“莱麦丹”月)规定为“斋月”(传说这是颁

降天启《古兰经》经文之月)。斋月内每个成年信徒，不论男女都得在黎明前

到日落这段时间内不许吃喝全月禁性交，也不许干宗教认为非礼的事情。日落

后开斋。依照其教规，旅客、乳母、孕妇、病人等根据情况可以不“把斋”。

课，即“天课”或“课税”，亦称“课功”。规定商品和现金交2．5％，农产品

由人力灌溉的交5％，由自然灌溉的交10％，牲畜如牛、羊、骆驼和矿藏亦各

有不同规定。这些课税作为宗教活动经费和社会救济之用。桂林伊斯兰教解放

后则将此改变为一种自由乐捐。

朝，即朝觐。规定凡身体健康、有往返路费、旅途平安的穆斯林，无论男

女，一生中至少要去沙特阿拉伯麦加城朝见“天房”卡尔白(一译克尔白)一

次。桂林穆斯林称为“朝汉值”。大朝时间在希吉拉历十二月九日举行。



四、习俗、禁忌

1、禁食食物，《古兰经》规定禁食的东西有：猪肉、自死动物、血、没有

经赞诵安拉之名而杀的动物、酒。同时还说“因形势所迫并非自甘背叛”，对以

上禁食物“如食不过量者也不为罪”。桂林穆斯林把经赞诵安拉之名而屠的可食

动物称之为“宰”，反之称之为“杀”，故他们忌称经过阿訇所“宰”之物为“杀”。

2、取经名，信徒的婴儿出生后不久，即请阿訇(教长)施行洗礼，并按

宗教“先贤”的名讳给婴儿取一个教名叫做“取经名”。男的多用穆罕默德、母

撒、阿里、哈桑、侯赛因等；女的多用赫蒂彻、法蒂玛、阿以莎等。

3、割礼，凡男孩出生后，一般在五、六岁左右，即要请教中专人在孩子

阴茎包皮上割一刀，阿文音译为“海特乃”。桂林伊斯兰教在解放前就已逐步取

消了这一习俗。

4、婚配，穆斯林在结婚时要请阿訇念经证婚，称为念“依扎布”(系阿文

音译，意为“确定”)。桂林俗称“念配”；写婚书，称为写“依扎布”。解放后人

民政府有了专门的婚姻登记机关，许多回族男女青年结婚时，就不再请阿訇念

“依扎布”了。如结婚男女双方自愿要求念“依扎布”也不干涉。

5、丧葬，穆斯林去世后要洗大净，穿上“克凡”(阿文音译，是指用白布

做成包裹亡人的卧单)，男人三件，女人五件，不准用针缝。举行殡葬仪式时

(桂林称之为站“者那值”系阿文音译，意为“殡礼”)，由阿訇念经、土葬。整个

丧葬过程桂林又统称为“送买梯”或称“发送”。

五、节 日血、印 口

伊斯兰教的节Et主要有三个，桂林称之为三大节Et。

l、开斋节，阿文音译为“尔德·菲图尔”，故亦称“尔德节”。伊斯兰教规

定穆斯林在希吉拉历(教历)九月份内斋戒，斋月最后一天寻看新月(月

牙)，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这天为开斋节，并举行会礼，(桂林称之为“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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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庆祝活动。如未见月则继续斋戒，开斋节顺延，一般不超过三天。在

节前每个有条件的家庭成员都要向穷人发放“开斋捐”。中国新疆地区称开斋节

为“肉孜节”(肉孜，是波斯文的音译，意为“斋戒”)。

“开斋捐”是阿拉伯文的意译，规定在开斋会礼前，每一个有条件的人，按

当地中等生活水准一人一天的生活费交纳给清真寺，施济贫困者。桂林习惯按

每人二斤四两小麦或四斤八两大麦折合现金交纳清真寺，故又称“交麦子钱”。

1958年后改为自由乐捐。

2、古尔邦节，是阿文的音译，意为“献牲”，即宰牲节，亦称“忠孝节”。

时间在希吉拉历十二月十Et，即开斋节后七十天为古尔邦节。

3、圣纪节，是阿拉伯文的意译。为希吉拉历的三月十二日为穆罕默德的

诞辰纪念Et，相传穆罕默德也于这天逝世，故又把这天称为“圣忌”。桂林穆斯

林习惯把两者合并纪念，称为“做圣纪”。这天节日活动主要举行诵经、赞圣和

讲述穆罕默德生平事迹，并做“油香”(油饼)或聚餐以资纪念。

～年内除上述三大节El外，伊斯兰教还有以下四次节El性的纪念日，1j11：

登宵，阿文的音译为“米尔拉吉”，原意为“阶梯”或“上升”，特指神奇传说

中穆罕默德“升天之行”。时间是每年希吉拉历的七月十七日为登宵纪念日，穆

斯林在是日晚举行礼拜、祈祷以示纪念。

拜拉特夜，每年希吉拉历八月十五夜，是伊斯兰教传说中安拉的特赦之

夜。

盖德尔夜，是伊斯兰教传说中，“安拉颁降《古兰经》之夜”。时间在希吉

拉历九月廿七El(即斋月中)。桂林穆斯林在这夜增加拜功，彻夜不眠。

阿舒拉，是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第十”。一般指希吉拉历的～月十日。

据伊斯兰教相传是该教的先贤遇难得救的日子。桂林穆斯林在是日有的除举行

诵经、祈祷外，还特意吃稀饭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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