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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入和传播

伊斯兰教，原称回教、清真教。是公元

七世纪初，穆罕默德首传于阿拉伯半岛的麦

加城，以后在世界各地获得广泛传播的宗教。

它的基本信条是信奉“安拉”为 “独一真

主”，以《古兰经》为圣典的宗教。信教者

称穆斯林。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

先知、信经典、信前定、信后世)是伊斯兰

教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五大功修(念功、

拜功、斋戒、天课、朝觐)是伊斯兰教的行

动准则。

禹城伊斯兰教为回族穆斯林所信奉。其

传入和传播与回族的迁居和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韩寨老年人回忆《韩氏祖谱》记载：

“回族韩氏迁居禹城始于元末，元顺帝九年
· 1 ·



(1 34 1年)由青海省循化县移民而来，初定

居于城西白庄(今大程乡)，历六十四年，

于明朝永乐二年(1 404年)又迁来韩寨， 后

发展为大族。明清时代，由于经商往来和婚

姻关系，又迁来不少姓氏回族，与当地汉民

交错杂居，到民国初期，已发展为23个聚居

村点，杂居村和城镇亦有，皆零星小户。伊

斯兰教随着回族迁移定居的同时而传入和传

播。
。

第二节 清真寺

回族穆斯林所到之处，都必须履行伊斯

兰教宗教功课，建立礼拜场所，进行宗教生

活，这种礼拜场所称清真寺，也叫礼拜寺或

礼拜堂。禹城穆斯林自明清以来，先后建立

了23坊清真寺。

l、韩寨清真寺 据老年人上溯推算，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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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明朝，清光绪三十年扩建重修，始具规

模。该寺占地约十亩，庭院三进，宽敞明

净。前门五间，日“五朝门”，二门三间，

内f-j一间。前、中门均立有木栅栏和屏风。

院内苍松翠柏，古槐并茂。原建筑有大殿四

十九间，内有明柱22根，殿顶三层，塔形，

四挑角，结顶若亭，上复五色琉璃鸳瓦，风

磨铜园顶直立顶尖，远远望去，如塔涌出，

殿内可容800人礼拜。殿前有厦三间，均系宫

殿式建筑，大殿南、北、东三面都立有木栅

栏。南讲堂九间，北讲堂五间，东西厢房各

三间，沐浴室六间，方形，可容百人做大小

净。大殿前厦和南北讲堂分别悬有“清真古

教” (乾隆)、 “万有根源” (康熙)和

“状元及第” (咸丰”等巨幅匾额，为我县

古建文物之一。 (附原建筑平面图)

但是，该寺从抗日战争以来，逐渐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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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到l 986年，只存有北讲堂五间，西屋三

间(临时沐浴室)，大殿坍塌露天，已不能

使用。

2、韩寨女寺 民国初年，韩寨有女寺一

坊，座落于韩寨庄北韩来瑞的一处小院内，

有南屋三间东屋二间，挂幛阿訇人称杨师

娘。至解放初期，没收汉奸的北屋五间，改

作女寺，有挂幛女阿訇李春芳一人，甫掌教
t们

一人，供韩寨周围等村女穆斯林礼拜用。凡

去礼拜者称女阿訇为师娘。1956年合作化以

后，．归集体占用，现已不存。

3、高庄清真寺 占地约三亩，终建于清

朝初期。建有大殿1 8间，北讲堂五间。I 903

年扩建重修，殿顶三层塔形、四挑角。l 954

年对大殿进行第三次维修，并建沐浴室南讲

堂共九间，1 986年翻修北讲堂四间。

4、后禚清真寺 占地约一亩半。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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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维修房舍和灯油柴炭等零星开支，寺

管委会负责人韩左良。

9、孙东清真寺 占地约一亩，解放后

建，有北屋七间，作大殿和讲堂用。

l 0、桂庄清真寺 占地六亩，始建于清。

1942年集资维修，有大殿i 5间i00平方，南北

讲堂各五间，沐浴室四间，架子房三间，瓦

门庭一间。寺内有横匾两块：一“归真还

补"，此匾是清光绪丙申(1 896)春翰林院

编修，王廷相敬题。二“圣穆宗教”是i 942

年维修清真寺时立，现保存良好。

1 I、麻庄清真寺‘占地约三亩，该村原

属桂庄高目(意即教内由桂庄领导)解放前建

寺，建有大殿三间，北讲堂沐浴室共六间，

现已坍塌损坏，不能使用。

12、张老螽往清真寺 该村原属桂庄高

目，解放后由王春田、王连登、王兰田等共
· 6 。



清朝。解放以后，陆续坍塌，1 982年由仉万升

阿訇和乡老韩同三去东北写钱粮(募捐)和

本村集资重建，建有大殿三间，北讲堂三

问。

5、金庄清真寺 占地约二亩半，始建于

清朝，建有大殿四间，北讲堂和沐浴室共七间，

1 983年对大应进行翻修。挥
6、彭庄清真寺 占地约一亩半。建于民

国初年，有大殿四间，南北讲堂各三间，门

庭一间。1 973年对大殿进行维修。

7、南陈清真寺 解放以后新建，占地约

一亩半。有大殿三间，北讲堂三间。

8、辛寨清真寺 占地约二亩。始建于

清朝，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坍塌。至1 955年，

由群众集资重修，建大殿五间、南讲堂四

间、北讲堂、沐浴室和门庭共八间。寺内有

， 地产九亩，种苹果树80棵，年收入800元，归
· 5 ’o



献地四亩始建清真寺，建有大殿四同，讲堂

沐浴室共六间，保管良好。

1 3、尚庄清真寺 占地约一亩，始建年

代不详，相传该寺兴建时，是一位姓常的阿

訇在此路过，叫常润华，人称常巴巴(意即

修先成道，不是凡人)由他设计并监工修建，

他设计的大殿，修建时全部是整砖垒砌，无

一块半头砖，至今已四百多年了。后因穆斯

林人家减少，无人看管，至1 958年，陆续拆

除，现已不存。

14、豆王清真寺 占地绚三亩，始建年代

不详，建有大殿十五间，1 952年翻修，沐浴室

六间，南北讲堂各三间，周围院墙1986 4手-由本

村乡老韩来富个人捐资修建。

15、小韩清真寺 占地约二亩，始建年代

不详，建有大殿四间，1 968年集资翻修，计

1 00平方米，北讲堂五间，南屋三间、沐浴室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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