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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U 吕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匾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匾，本作扁 。 《说文解字》说"扁，署也，从户册。 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 "也

就是在门户上方题字，以作标识之用，一般悬于门屏之上，为硬质材料(如

竹、木、瓷、砖)制成、刻有文字的横额。 匾额集书法、文学、雕刻等多种艺术

形式于一体，成为建筑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回族是

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 清真寺匾额无疑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与

融合的结晶。 回族沿袭了传统悬匾挂联的习俗，往往在清真寺落成、重修时

送上精心制作的匾额，来表露信仰的虔诚。 乍一看，这些匾额无论从格式、

形状，还是雕刻工艺、色彩搭配上，都与传统匾额并无二致，唯独的区别就

是匾文的内涵，要是没有伊斯兰文化的背景知识，一方匾文为"最初无称"

"无始元终"的清真寺匾额，就很难明白它的意思。 而且，在清真寺匾额中，

还有一种阿拉伯文匾额，更是独树一帜。 因此，很有必要把具有回族文化特

色的清真寺不同文字的匾额介绍给大家，让它融入传统文化的长河，再现

它的艺术魅力。

鉴于此，笔者很多年前就开始着手搜集清真寺的匾额，足迹遍及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的繁华都市、偏僻乡村，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风风雨雨，始

终坚持不辍。 赖于现代电子技术，笔者拍摄到了大量珍贵的照片，真实地把

中国清真寺匾额的风貌呈现了出来，集中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这部著作

中，共收集到全国各地(包括台湾)清真寺的大约 2600 多方匾额，其中有一

些匾文相同的匾额，譬如汉文的"认主独一"匾和阿拉伯文的"泰斯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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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言"匾，虽然匾文相同，但由于它们所悬挂的清真寺不同，题写者不

同，题写时间也不同，因而艺术特色也不尽相同;特别是这些匾额的集中出

现，很好地再现了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核心思想的准确把握和信仰的虔

诚程度;也有一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匾额和一些清真寺碑刻的碑额，因为它

有清真寺匾额的功能，所以我们连同匾额一道，把它们从各种文献资料中

整理出来，力争从量上有一个突破，以便我们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把握

清真寺匾额，为进一步研究清真寺文化打下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在本书中，我们把收集整理到的清真寺(拱北)的所有匾额，分为十一

个部分，分别为"认主与尊圣""认识伊斯兰""信仰与思想的表述""苏非学

派川歌功颂德川弘教育才川关于清真寺川旁感杂论川圣旨圣谕川阿拉伯

文名匾川匾海拾贝"，每一部分又根据其内容分成若干小类。 对于这些匾

额，我们在大量实物图片的基础上，从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学科的角

度进行了阐释，力争让读者对清真寺匾额的思想与文化内涵有较为全面的

了解，既有资料性和全面性，又有研究性，以小见大，即以匾额"小"文化反

映伊斯兰"大"文化。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至于做到了什么程度，那

就只能让读者评判了 。

清真寺的匾额，多是体现清真寺功能，内容上以反映伊斯兰教文化为

主，装饰也体现伊斯兰文化特色。

第一，清真寺匾额是回族穆斯林在汉语语境中对伊斯兰文化的阐释。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的核心是认主独一，是典型的一神论，即崇拜独一无二

的真主。 回族在匾额上用汉语对伊斯兰文化的核心进行表述"道一而

己"，仅仅四个字，就道明了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凝练、精辟。 这是回族穆

斯林在汉语语境中对伊斯兰教信仰核心的准确表述。 这里的"道"与"一"都

是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但回族穆斯林用它来表述自己的宗教信仰。 "敬主爱

人""两世吉庆"等也都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准确阐述。

第二，表达回族穆斯林对信仰的无比忠诚。在清真寺匾额中，回族穆斯

林说他们对信仰"诚一不二川至诚元息川正心诚意"，并且"实践五功"，做

到"笃信力行" 。

第三，清真寺匾额体现了回族的文化自信与传承民族文化的迫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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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回族多称自己信仰的宗教为"清真古教""开天古教""正教西来""西域

宗风"，而"彰明正教""显扬正教"则表达了弘扬、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迫切心

情;"守我清真""静守清真"也是留住民族文化之根的呼喊。

第四，是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在清真寺匾额中，相当一部分是汉族名

人、书法家题写的，这里体现着民族间的深厚情谊。 匾额"古教可尊"就表达

了对伊斯兰文化的一种尊重。

第五，清真寺匾额也有对为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众多阿旬

和经学大师的赞扬，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作用手和日地f位主 O认

为他们是"正教喉舌

丰相目f传专，"，\O 

第六，爱国爱教是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清真寺匾额"爱国爱教川国

强教盛"等表达了回族穆斯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第七，清真寺匾额也有伦理道德教育的作用。 清真寺本身就是向善之

地，鼓励穆斯林多做有利于公益的事情。 如"乐善可风川急公好义川正心向

善"等匾文，就是对行善者的肯定，也是对穆斯林群众的一种鞭策。

第八，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思想的基本特征。 苏非在中国伊斯兰

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匾额中的"静参玄机川苦履三乘川性命双修"等都带有

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色彩。

方寸天地阔。 回族在匾额的世界里，自由表达着 自己的信仰、，思想与价

值体系，体现了回族特有的审美价值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方式。 因此，研

究清真寺匾额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清

真寺匾额的搜集、整理、研究，有利于提高民间的文物保护意识，有利于抢

救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的文化自信。清真寺

匾额丰富了中国传统匾文化的宝库，从中也可以看出回族在传统文化传承

和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其次，中国清真寺匾额数量巨大，时空分布广泛 ，

民族特色突出，对于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回族文化史、回族民间宗教

思想、中阿文化交流、清真寺历史沿革等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人

们了解回族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最后，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

间的文化交流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等都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喇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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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说过"匾额对联在清真寺(主要是在回族地区)的盛行，恰恰表现了

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回、汉民族间感情上的互相交

融和贴近;无疑，这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吸纳，对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

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因而对于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友谊和团结，从而共同

繁荣、发展、进步，构筑着具有坚实理性内容的思想基础。应当说，回族地区

清真寺汉文匾联的普遍出现和沿用，就包含着这样一层深刻的意蕴，反映

了民族间友好交往和团结进步的历史趋势"①。

总之， {中国清真寺匾额图志》是对清真寺匾额的一次突破性收集和创

新性研究，看上去点多面广，但主题和核心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反映中国伊

斯兰文化的特色和回族穆斯林为继承、发扬伊斯兰文化所做的努力 。 应该

指出的是，本书所选的清真寺匾额，只是中国清真寺匾额的一部分，这一点

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就深有体会。 因此，清真寺匾额肯定会有遗漏，因为

清真寺不仅数量多，而且也十分分散想要尽其所有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是与学术预期有一定的距离，若有引玉之效，

进而引起更多的同志关注和研究清真寺匾额，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则

是莫大的欣慰。

①喇秉德 : {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 清真寺匾联文化琐谈}，载《青海回族}，青海回族研究

会编， 1996 年第 2 期 ， 第 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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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颂真主匾\ 104 万ttt楷模 \120

惟精惟一 \ 104 圣德崇高 \120

感赞真慈\ 105 圣德千秋 \120

维天之命\ 106 教化永存 \ 121 

尊一不二 \ 107 两世引渡 \ 121 

钦若吴天 \ 107 主圣恩点 \ 121 

拜真主 \ 108 虔遵圣制11 \ 122 

时行物生\ 108 畏主敬圣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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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圣训11 \ 122 导源西士 \139

述圣阐微\ 123 风同道一 \ 139 

圣沐穗港 \ 123 道传东士 \140

奉天命遵圣言 \ 123 教遵西域 \140

二 、认识伊斯兰\ 125 
西域真传 \140

崇正剧邪\ 141 

。道教源流匾\ 127 源远流长\ 141 

道原于天\ 127 正教渊源\ 142 

至教真源\ 127 教传真统 \142

至圣传薪\ 128 道明教正 \142

天方正教 \ 128 教崇西域\ 143 

天方古教 \ 130 道自西传\ 145 

天方妙理\ 130 天方真理\ 145 

天方真教 \ 131 教传西域\ 145 

西域高风\ 131 正教西来 \146

默德真传\ 132 道阐天方 \146

率由旧章 \ 132 派衍天方\ 147 

古教古行\ 133 教阐天方\ 147 

正教正行\ 133 道本古初\ 148 

永尊古行\ 134 古教正宗 \ 149 

遵守古行\ 134 穆教正宗\ 149 

遵古正曲\ 134 凭经立教\ 149 

古制口班\ 135 古教真传 \ 150 

遵行古教\ 135 业绪真传\ 150 

守古正道\ 136 道得其真\ 150 

西域古切11 \ 136 正统薪传\ 151 

西域宗风\ 137 正教真宗 \ 151 

西域正教\ 137 据典定章\ 152 

教有正宗\ 138 述丰且穆圣 \152

教衍西睡\ 138 穆圣薪传\ 152 

正教流风\ 139 一脉真传\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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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一脉\ 153 

道源继穆\ 154 

道延正宗\ 154 

道统一脉\ 155 

真教正传\ 155 

道阔西域\ 156 

道统天方\ 156 

脉源西来\ 156 

教传西天\ 157 

道脉真传\ 157 

真脉流传\ 157 

真脉流行\ 158 

西域教宗\ 158 

教同西域\ 159 

敦睦古风\ 159 

古教原根\ 160 

无极真源 \160

理宗原始\ 161 

正教殷勤\ 161 

清真肃静\ 161 

西域流芳 \162

万化正宗 \162

道通西域 \162

清真古教源远流长\ 163 

0 开天古教匾\ 164 

开天古教\ 164 

开天正教 \168

开天立极 \169

古真正教\ 169 

清真古教\ 170 

古教清真\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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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真诠匾\ 174 

正教真诠 \174

道一而已\ 175 

清真\ 175 

真教守中\ 177 

清真无二\ 178 

清真不二\ 180 

清真独一 \ 180 

清真正教\ 180 

纲维二五\ 182 

古兰圣训\ 183 

顺主命\ 184 

遵圣训\ 184 

有教无像\ 185 

两世吉庆\ 185 

两世荣耀\ 186 

功在两世\ 186 

独契真诠\ 187 

教典常昭\ 187 

故世明命\ 188 

却妄归真 \ 189 

道真理彻\ 190 

古教可尊 \190

古今共由\ 191 

真实无妄\ 191 

显仁藏用\ 192 

精一执中\ 193 

允执厥中 \194

道合中庸 \194

道合儒宗\ 195 

道见知洪\ 196 



道贯天人 \196

道统天人\ 197 

洁静精微\ 197 

教隆真一\ 198 

理贯儒宗\ 199 

圣教\ 199 

敦化\ 199 

道参希夷\ 200 

道通乾坤\ 200 

明正教理\ 201 

广大精微\ 202 

极高明\ 202 

极乐真境\ 203 

古训清真\ 203 

古教遗风\ 203 

1去垂元妙 \204

道遵古兰 \204

1青泽永?市\ 205 

正道光明\ 205 

典漠宏远\ 205 

天命之道\ 205 

教崇真宰 \ 206 

至诚之道\ 206 

正教根源\ 206 

圣道贯一\ 207 

圣教全真\ 207 

敬主爱人\ 207 

道合诚明\ 208 

道贯明诫\ 209 

含英咀华\ 209 

明宗衍教\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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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 210 

2三畏四箴\ 210 

2兰畏四勿\ 211 

教合中邦\ 212 

归真要道\ 212 

教本清真\ 212 

道衍精一 \ 213 

教衍真谛\ 213 

古今惟一 \ 214 

先天妙理\ 214 

教思无匮\ 215 

理谈三世\ 215 

历久常新\ 216 

真经永存\ 216 

守正\ 216 

道尊独一\ 217 

思无邪\ 217 

教清道真\ 218 

醒世化民\ 218 

圣教达人\ 218 

和平宗教\ 219 

实行真教\ 220 

咸尊正教\ 220 

道源于天\ 221 

精诚\ 221 

天方国学\ 222 

清真湛静\ 222 

一贯之道\ 222 

包罗宇宙\ 223 

清净光明\ 223 

道统一真\ 224 



德教常新\ 224 。彰明正教匾\ 236 

弘扬吾教\ 224 正教昌明\ 236 

辅翼圣教\ 225 显扬正教\ 237 

理通幽明\ 225 彰明大道\ 238 

清真流芳\ 226 昭明大道\ 239 

教法=乘\ 226 弘扬正教\ 239 

圣道重光\ 227 弘扬正道\ 239 

圣道无疆\ 227 蕃衍清真 \240

天人互发\ 227 宣扬正教\ 240 

清真守理\ 228 宣明正信\ 241 

正大至中\ 228 发扬正教\ 241 

仁履道冠\ 229 阐扬是赖\ 241 

道集大成\ 229 光大正教\ 242 

道原至一 \ 230 彰明正教\ 242 

教宏东亚\ 230 崇阐教言\ 242 

古教圣光\ 230 扬我深奥\ 242 

维持正教\ 231 正学昌明\ 243 

清真正脉\ 231 昌明圣教\ 243 

天道之源\ 231 宏扬正教 \244

教阐清真\ 231 湖赞圣道 \244

咸归正教\ 232 敷文衍道\ 245 

圣道旨明\ 232 阐扬正义\ 245 

教重纲常\ 232 正本宏源\ 245 

万法归宗\ 233 承传正道 \246

教门真i帝\ 233 阐扬真理 \246

功在承先启后\ 233 。伊光永恒匾\ 247 

道本尽人合天\ 234 亘古清真\ 247 
上穷造化天地之奥\ 234 教亘千古\ 248 
忠尽修身恩、在后世\ 234 圣道永光\ 248 
天方典礼教隆真一\ 235 圣道永存\ 248 

清真光明\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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