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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91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视察工作时，素临银
川南关大寺7拜穆斯林生活状况

2008年5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参加第
十一届奎国人走一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时与堆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亲切交谈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自、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7出席中国伊斯兰教第
^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奎体代表

2009年11月28日．中国伊斯兰教协舍在北京举行古尔邦节招待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女、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全国人大常委套副委女长司马义镘力瓦尔地，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统战邓邵长杜青棘，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女长司马义艾买提
等到会祝贺。



201 O年1f月10 EI，中共中央政治局委Ⅲ，国务-院副总理回盘玉视察

中Ill伊新兰教协会‘中国穆新林)杂志璃辑部

2008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走访慰问中Ill伊斯兰教协会

时，听取蚺会领导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改扩建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



201 o年1 0凡8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未维群．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等在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陈广元会长的l=旨同下参观东四清真寺蕞石刘‘古兰经)



2008年4月，以国謇宗

教局副局长蒋坚永为高级顾
问的中国朝觐事务代表团在
涉特进行工作访问

2010年5月．固李宗教局副局

长齐晓飞等出席王静斋大阿句圮
念碑揭碑担式

2010年11月5日，国享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等前往北京国际机扬为中周穆斯
捧朝巍团递行



驾
蓬
螭
}

瀚
蓬

嘲
i

鬣
霆
镬

雌孽蜷茁舔ho罐州茸牟牟颦七}蜘麟桀巾普，磷曰譬船《田《管辅回．斗。。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盛世修教志 穆民展新颜／I

盛世修教志穆民展新颜

(序言)

陈广元

今逢盛世，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辉煌伟大的时代和中华

民族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这是我们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筒志》的动力，也是

我们启动这项记录中国伊斯兰教历史重大工程的根本原因。感赞万能的真

主给予我们回顾历史、记述过去、晨望将来的机会；感谢为《中国伊斯兰教筒

志》的策划编写付出了辛勤汗水的各位穆斯林兄弟姐妹，用文字把这段宝贵

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祈求真主恩赐你们，阿敏!

政通人和，盛世修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

有写史修志的好传统，这是记录历史，借鉴历史，启发后人的好做法。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把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简志》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摆在协会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

会长余振贵哈吉制定了大纲，指导资料的收集和编写工作，为《中国伊斯兰

教简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志》是一部质而有文，统合古

今的志书。它真实地记录了伊斯兰教在我国传入、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忠实地展示了伊斯兰文化和中目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凝聚的独特智慧，全

面地呈现了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事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简志》字里行间都在向读者说明一个道理：宗教无国界，文化不分地域，伊

斯兰教在中国找到了适合其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和土壤。1300多年后的今



2／中国伊斯兰教简志

天，它已经成为中国10个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成为中华多彩宗教文

化中瑰丽的奇葩，各族穆斯林已经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重要力量。

纵观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1300多年，伊斯兰教始终以其宗教文化的魅

力、深入人心的礼教和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伦理观念，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可和接纳，并获得了发展。回顾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从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发现，这不仅是

两种文化结合的经历，更是两种优秀的文化相互认知、共同发展的经历。在

相互认知的同时又互为伯仲，这是世界宗教文化史、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实

践。

我从事伊斯兰教教务工作60年，一直渴望有一部由穆斯林学者编纂的

中国伊斯兰教志书，客观、真实、专业地记述这段令人追忆、令人叹服的历

史。今天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主持下，《中国伊斯兰教简志》终于编辑出

版了，这是令广大穆斯林庆贺和鼓舞的大事。新一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

领导年轻化、知识化，更加注重伊斯兰文化学术的研究，更加重视发掘整理

伊斯兰文化遗产，更加重视伊斯兰教育，为我国伊斯兰教事业的发展兢兢业

业、勤奋努力地工作着。我在这里代表各族穆斯林兄弟感谢他们。

让我们大家共同携手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

为新中国伊斯兰教事业有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努力奋斗!阿敏!



凡 例

凡 例／1

一、本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力求全面、

客观地记述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方志、图书、报章、杂志、历史文献、口碑

资料和个人提供的资料。

三、本志按照内容分为图照、正文、文献、资料四个部分，下限止于2010

年末，个别材料，下限止于2011年1月。

四、本志分编、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总述、大事记提纲挈领。

五、本志根据“生不列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生平先后为序排列。在

世人物重要事迹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记于有关章节中。

六、本志的人名、地名及有关伊斯兰教的专业名词，均以《中国伊斯兰

百科全书》为准。



总 述

总 述／I

《中国伊斯兰教简志》(以下称《简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伊斯兰

教知识的工具书，由于它穿越于历史与现状，因而也是一部记载中国伊斯兰

教风雨沧桑、发展演变的综合性著述。《简志》的编撰，曾被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视作迈入新世纪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在2000年1月举办的中国伊斯兰

教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确定了要“尽早完成《中国伊斯兰教通志》”的

目标。但是，完全启动这项工程，则是在2002年。经过参编人员的努力与

合作，遂于2010年6月基本完成书稿的编写。

编写志书有利于吸取历史经验，掌握发展规律，承载厚生资源，擘划建

设模式，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升华地方文献，延续文化命脉，因此

是一项运用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活动。《简志》通过考察中国穆斯

林随着环境与社会等方面的演变而与时俱进所做的实录，生动地勾勒出伊

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轨迹，从而可以为政府部门掌握伊斯

兰教情况、管理伊斯兰教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简志》所包纳的丰富

内容，也是深化解经工作，对各族穆斯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适用教材。

《简志》所收录的大量文献和多种多样的资料，为今后拓宽对中国伊斯兰教

的研究提供了厚重的基础。然而，鉴于伊斯兰教志书的内容比较敏感，涉及

的知识领域很广，而目前编写工作仍然属于探索性质，无论从现有教志编写

规划，还是从编写人员专业水平来看，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之悠久、范围

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文献之浩繁、情况之复杂，目前的编写水平尚不够高，

编辑方法和成果有不周全之处，因此编委会遂决定将已汇集的书稿定名为

《中国伊斯兰教简志》，期待今后在此基础上凭藉有识之士来进行补充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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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从而为社会提供一部内容更加完整的《中国伊斯兰教志》。

《简志》的资料堪称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大体来自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档案材料，因此来源可靠性大；亦来自报刊资料，同样提供

了时间、地点、人名等重要线索。还包括新出版的各省宗教志，其中保存着

珍贵的社会与人文资料；此外还包括金石碑刻等资料。《简志》采用图、表、

记、传、志相结合的综合性体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卷首图表序照部分、正

文部分(共五编)、文献部分和资料部分。

第一部分卷首图表序照部分。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为《简志》题

词——“弘扬优良传统，共建和谐社会”，表达了对中国穆斯林的殷切祝愿与

期待。希拉伦丁·陈广元会长给本书作序——《盛世修教志，穆民展新颜》。

同时，卷首还刊印了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穆斯林代表的照片以及

十幅回、维、哈等民族形象图，作为国庆50周年纪念民族大团结的邮票图

案，用在《简志》中，既是该民族的形象代言人，又反映了祖国多民族的历史。

第二部分是正文部分。第一编中，提出伊斯兰教在中国是流而不是源

的看法。关于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大部分中国穆斯

林认为，这首先证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因此

目前教内教外有不少人都倾向永徽二年(651年)传入中国说。

关于伊斯兰教在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及新疆地区的早期传播，绝不

是靠军事征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主要是阿拉伯穆斯林商

人。

关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按人口数来说，先后为回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

塔尔族。《简志》分别介绍了这些民族的人口、分布、语言、族源与社会发展、

经济生活与文学艺术。在中国，人口规模在lO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有

33个，其中就包括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这些

入口较少的民族地处边境或偏远地区，大多聚居在以乡、行政村为单位的农

村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在扩大，贫困人口比重大。现代产业基础和自我发

展能力薄弱，国家已制定了特殊扶持对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

的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一项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的基本政治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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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宪法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

民族地区，我国已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4个地区

级民族自治州：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18个县级自治地方。另外，民族乡是

民族区域制度的重要补充，是散杂居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地区行政事务，依

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基层政权形式。目前我国有1271个民族乡，民

族入口在900万左右，其中穆斯林聚居的民族乡165个。

在正文第二编中，主要阐述伊斯兰教信仰、经典与礼俗。首先介绍伊斯

兰教基本信条——六大信仰(信真主、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后世、信前

定)和五大功修(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然后重点讲述了《古兰经》

及“圣训”的翻译与研究。在《古兰经》翻译方面，突出介绍了最新的几种汉

译本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译本；在“圣训”翻译方面，则介绍了

问世不久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1—4集)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这

在国内都是首次正式出版与穆斯林见面。在《古兰经》与“圣训”研究方面，

《简志》也对相关资料作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对已在出版社印行及在境内

流传有影响的汉文经籍作了介绍。在礼制仪规方面，主要介绍了开经、作

“都阿”、起经名、行割礼、写“伊札布”、站“者那则”、转“费底耶”、游坟、穿衣

挂幛、搬请阿訇、宰牲等礼仪及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及盖德尔夜等节目

习俗。此外，还提出了饮食、服饰、婚姻、丧葬及精神生活方面的禁忌，如严

禁赌博等。

在正文第三编中，主要涉及教派门宦及宗教活动场所。随着伊斯兰教

自身的发展和向各地的传播，代表不同社会思潮、学说和政治利益的集团，

以宗教派别的形式出现于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从政治层面去区分有两大派

别，即逊尼派和什叶派，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只有少数塔吉克

族穆斯林是什叶派中七伊玛目派信众，还有部分是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

派。中国伊斯兰教的派别分化，主要是在“教乘”与“道乘”的体认和实践

上，历史上主要形成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赛来菲耶四个主要教派和虎

菲耶、哲赫林耶、嘎迪林耶、库布林耶等四个主要门宦。新疆地区则有传统

派和伊禅派。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依据其功能，可分为清真寺、拱

北(麻扎)及道堂等。中国清真寺建筑依据其创建时间、风格和地域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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