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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宫

北京回民学校的校史，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历史，

它是多所回民学校发展的结果。 有解放前的三所回民

学校，有解放后的回民学院的延续与发展，有中等师

范教育的学校、有普通中学的学校，还有与之连带关

系的小学。 因此，不夸张地说，北京回民学校的校史

是北京市回民教育的缩影。

北京的回民师范教育，要追溯到清光绪 33 年

(1907 年)北京牛街礼拜寺王宽(字浩然)阿句创办

的"回教师范学堂"。 是他在北京首创改革经堂教育，

首倡回民自办学校。 成达师范就是最早的继承王宽阿

句初衷，真正建立起学校组织、汉阿兼校的新型回民

师范学校。

全国最早创办的回民普通中学是由当时任宁夏的

护国军使、回族将军马福祥(字云亭) 1920 年在宁夏

所创办的蒙田中学。 北京最早创办回民普通中学的则

是 1926 年在东四清真寺内创办的清真中学 ， 1928 年

停办;其次就是 1928 年创办的北平清真中学一一西北

中学。 西北中学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回民普通中学中，

是创立最早、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并一直延续

到北京解放以后的学校。



北京的回民小学教育，同样是王宽阿穹最早创办

起来的，他得到马邻翼、孙芝山等人支持，于清走，绪

34 年 (1908 年)创办了"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

(即后来的牛街民族小学〉。该校现，已与宣武回民小学

(原西北中学一带小)合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北京的回民教育已有近百年

的历史，西北京回民学校的历史从办学最早的成达蹄

莲算起在，已有了八十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只不过是极其握暂的一裤，而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单位，

别是非常值得庆贺的。八十年来，北京的回民教育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民间发展到国办、由分散发展

到集中、形成了系列。这是领导的关怀，回回群众的

支持，汉族及各兄弟民族帮助的结果，才使得北京回

民学技成为全国民族基础教育中的一朵奇花。

值此回民学校八十年大庆之际，我们编写校史一

书，其昌的在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回顾历史，

总结经栓;继承传统，创建新颜。有党的正确路线的

揭引，有各级领导的关怀，有广大群众及广大校友的

支持，加之在校师生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成

达师范、西北中学、回民学院沿革发展而来的回民学

校一定能够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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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仿

回民学校的房支vc}革

(1925 年-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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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仿

由民学校的创止时却

(1925 年-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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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达师范学校

(1925 年-1949 年}

成达!那范学校在我国回民教育的历史上，具有两个非常突

出的特点，其一，这所学校的创立，是改革"经堂教育"的产

物，开创了以现代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进有伊斯兰宗教教育

的模式，而又逐渐演变为自民一般师范教育的学校，不论是宗

教教育或回民师盖教育都影确深远;其二，在能够廷续下来时

间最长的回民自办中等学校里，它是全国最早建立的。

追溯成达师范(以下简称成师〉创办的时代背景与办学目

的，必须从清光绪 33 年 (1907)北京牛街礼拜寺王浩然阿

驾①创办回教师莲学堂说起。

王浩然阿驾于光绪 32 年 (1蜘)去阿拉信麦加朝瓢，先岳

到士尔其等国考察，回国后，他"鉴于西方诸国教国多受制于

欧罗己人，与中国之病同，心焉痛之。以为居今之世，非智能

超越，不足与欧人抗衡，乃锐意兴学"，"又以我国各地礼拜寺

院设之经学，教学方法陈旧迂挡，事繁放鲜，与学塾等吻。所

以在光绪 33 年 (1907) 就在牛街礼拜寺包i办了"回教师革学

堂"，由他的弟子达1幸生陌雷授课③，不仅教授《古兰经》及阿

① 王浩然3 名宽"字浩然，以字行. (1848-1919) 道光 28 年 8 月 11 日

生。

② 尹伯清: (三十年来回教文化概况》转引自〈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

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386 页。

③ 达浦生 z 名风轩，字浦生，以字行。 (1874-1965) 先祖西域人，满生同

甸出生于江苏六合， 1894 年从师王宽，是中医著名的大阿旬，曾任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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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斯兰教课程，也兼学汉文学科。虽然该校开办不久就因

师资和经费困难而停办，但是它开辟了改革经堂教育的道路，

播种了经堂教育必须改革的患想。继之丽起的有河南马自成两

甸①于民国 9 年(1920) 在山西晋域清真寺内，把"回文大学"

(即经堂教育的阿文大学)改为中阿兼授，但没有影成为学校:

商继承王浩然同旬初志，真正建立起学校缉毒R形式，汉肉兼授

的新型伊斯兰师范教育，最早的就是成达师范学校。

{一}

成师是民国 14 年(1925 年，以下只写公历) 4 月 24 a在

出东济南创立的。当时正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车门清真寺任

教长的马松亭阿驾②，为改革中国穆斯林伊斯兰教的经堂教

育，与正在任由东济南道道尹的唐柯三③商议创立新学制的

伊斯兰师范学校，得到唐的赞闰和支持，并有当撞乡老法镜

轩、穆华亭、马续生、回疆和等先生的热情协助，取"成德达

才"之意，命名为成达师莲学校。唐任校长，马主持校务。柯

① 马自成:名诚，字自成. (188命-1935) 陕西大荔人，父辈障自参虎抗清，

失败后居平凉，后贸易到洛阳，遂为渭南人。 19 学经.25 岁任阿旬，历任各处阿

旬，在河南办过中间小学. 19去9 年起任成达师范教师，代苦11育主任. 1935 年 5 月

14 a病逝。

② 写法亭: (1895-1992) 名寿龄，字松亭，以字行。北京人. 1895 年 2

月 19 a 生. 9 岁学经. 26 岁 (1921) 挂幡为南旬，曾在河北、北京、山东、重庆

等多处任阿旬，对陌波文经典有较深造诣，对历法、古兰毒草颂学及汉译伊斯兰译

著有独到的研究。"七七事变"前参加了北平各界人士的《抗日宣言}，解放后任

中国回民文化挤进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自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 1992 年 1 月 16 a病逝。

③唐柯三2 名〈音槐)，字柯三，以字行。山东邹县人，毕业于京师大学

堂，曾任山东济南、泰安道尹，蒙藏委员会委员， 1938 年任中园园教救国协会副

会长。 1950 年病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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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虽任职官婿，居地方要职，但成师创立时的一如公文、

章则都由他亲自擎划撰写髓订。初宦目的成9审只是在清真寺内腾

出几i闺房屋，因题就筒，学生食宿、上课、教师办公都局限在

这几间 113房内。经费靠回民捐赔，虽得到不少人热情赞助，然

丽也有人认为这种新型的宗教教育是"异端"，散布非议，因

之广泛募捐遇到障碍，对招收学生也不无影响。鉴于当时回民

子弟能人中学读书的人数很少，第一班原掠招收 20 名学员，

文化程度钗高小毕业，。但援名者只有 12 人，其中高小毕业的

2人，小学没有毕业年己 16 岁的 4 人，读过经商没有上过学

的 2人，其余既未读经、小学也没有毕业，年龄只有 11-12

岁，因此勉强采录了 10 人。学员如此，教材也很困难。阿文

典籍没有课本，过去只凭手按3 中学或师范的汉文教科书又都

不适合学生水平。师资缺乏就更为严重，能够任课的教师自待

遇过于菲薄难于留住，汉文教师曾出现过一天一换的紧张'情

况，处境艰难由此可见。马松亭阿驾在主持清真寺的宗教事务

之外，既是阿文教师，又是学校领导，还兼管学校行政工作，

甚至上课自己摇铃:职员唐籍周、金郁华分任教务和会计，法

镜轩、穆华亭承捏了全部事务性工作，丽这几位先生都是纯属

义务、毫无工资援酬的。学生住校要开伙食，但无炊事人员，

和清真寺的海里元一样，下课自己做饭，当时都是年仅十几岁

的男生，饭菜质量也就不言而喻了。尽管如此艰难，)Á动议招

生，经过数月筹备，这所影响深远、有草路蓝缕之功、国民自

办的成达师范学校，终于在 1925 年的 8 月开学上课了。

成师创立的思'想导园，远者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国势

赢弱，因回民族在政治上受压抑，文化上更为落后，有识之士

力图振兴宗教，建设中华，求得平等地位。有王浩然阿驾也j办

新型伊斯兰师范教育启迪在前，员国初年马邻翼与王浩然领导

中国回教俱进会为兴办教育广为宣传子后"社会上，在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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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前后，孙中山先生倡导汉满蒙自藏五族共和，给予回族有识

之士以很强的号召，成为回族自己兴办教育、力图振兴的契

机。五族共和的"国"，当时虽主要指被称为"自疆>> (薪疆)

的"缠回"，也就是南布缠头的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

教的少数民族，实际是泛指国内穆斯林，内地的回回民族也包

插在内。吕族确实已被提到了与各民族平等的地位，这就极大

地调动了自族人民誓力自强，以贡献力量于国家的积极性。孙

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

族在中国历代所受之压迫最甚，痛苦最多，商革命性亦最强，

故今后亟宜从事于回畏的唤起，使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

因教以历代勇敢而不铛牺牲著名于世，使能唤起回民之觉悟，

将使革命的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总丽言之，中国之民族

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

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马松亭阿驾署名

发表在 1939 年《禹贡》半月刊 5 卷 11 期的《中昌回教与成达

师范学校》一文，在弓i述了中山先生这一段话之后说:"基于

这种教训，我们知道促进园、汉西结，培植国民国家意识，提

高国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之地

位， .......①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

成师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在马松亭阿萄这篇文章中有

明确的酶述"……当然以造就健全师资，发展回教文化，核

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昌的。所以成校

总章第二条: ‘本校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

以造就健全痛资，启发国民智识，阁扬回教文化为宗旨。， ..具

体的培养目标，是按熙办学者"教育兴教，宗教救国"构想而

① 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 (禹贡') 1936 年第 5 卷 11 期，转引

自《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 10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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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所谓兴敦的西教与回族几乎是同义

语，族教不分。文章指出:"所以造成的人才，至少可以捏任

下列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

是上述的阿衡乌教辉是普通领导人才，希望能以教长的地

位，领导全部的回民。 2. 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

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窟迪

工作。 3. 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

成的工作，利用团体力量，来领导国民的种种社会活动。"②

所以引用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或师的培养目标，后来被简称

为"三长制"或"三长教育"，对其中教长与校长没有疑义，

对上文 "3. 社会方面的内容"，曾一度被称为指的是旧社会的

保甲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商这个问题早在 1930 年发表在

《月华:> 2 卷 20 期署名马寿龄(郎马松亭) <宗教师范教育与

理想的阿衡》一文中己做了明确的说明③，具体指的是会长。

该文说z"我的所说的师范教育，是三长教育，就是‘教长'、

‘会长\‘校长'，同时我们理想中的阿衡也就是这样三长兼备

的阿衡。"教长"必须有明白世界大势，适合现代需要的通达

领袖人才，……";对于校长期从引用伊斯兰教经典"有知识

的人与无知识的人岂能平等呢"的警示，隔述提高教撞〈吕

民)地位的"第一要着，便是普及教育"，丽兴办(臣民)教

育事业"要操之于明教理者之手";对于会长，原文说"会长

一一作兴教运动，非严密组织不可，所以吾们欲振兴宗教，必

须本着‘你们共同坚持安拉的修蟹③，你们莫分涯'的使命，

① 罔衡:郎阿驾汉字不同的译音。

② 引文均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 1037-1039 页。

③ 见《月华》第 2卷 20 期第一版. 1930年 7 月 15 日发行。

③ 修缓:长的绳子，这一段话是《古兰经》第三章第 103 节的译文，有译

为"你{门要统统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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