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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千百年来，中外穆

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不绝。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

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成

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精神开

展国际交往，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流布，增进中国穆

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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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种交往，自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断，延续发展，至今不衰。和平精神与爱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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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始终贯穿着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千百年来，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

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往来不绝。中国有 10 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 2300 万。中国

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中外文化特别是

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今天，在中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开

放、着力实施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以更加

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民族精神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与世界各国穆斯林进行多层次、
多形式的交流互动，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提振和释放伊斯兰教正能量，抵御和防

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渗透和传播，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促进中国人

文外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历史的回顾

1300 多年前，伊斯兰教经海、陆丝绸之路和平传入中国。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历史遗

迹以及丰富的中外文献证明，古老的海、陆丝绸之路，是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

国际交往的历史通道。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西安、北京等大都市，迄今犹存的古老清

真寺、穆斯林先贤墓园以及出土的古代碑刻，都是中外穆斯林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高宗

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577~656）遣使来华，这是阿

拉伯方面与中国的首次正式官方联系。“唐王朝经济文化发达，在当时闻名于世。据说伊斯

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名言激励了阿拉伯、波斯穆

斯林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他们频繁往来于贯通东西的海陆交通线上。据中国史籍《旧唐

书》和《册府元龟》记载，自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的 147 年间，仅大食向唐遣使

就达 39 次之多。”①足见唐与阿拉伯之间官方交往的频繁。历史上，特别是唐、宋、元时期，

中外穆斯林友好交往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经贸往来，单纯的宗教交往与互动现象较为少见。
这时期，大量阿拉伯、中亚等地区的国外穆斯林梯山航海，来华经商，许多穆斯林以“蕃客”
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进而逐渐华化，开启了伊斯兰教

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海、陆丝绸之路的繁荣，使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西传，经阿拉

伯而远至欧洲；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在丝路大通道上东渐，穆斯林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

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

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达 242 部之多。②宋人周去非著有《岭外代答》，其中专门有

《大食诸国》一卷，介绍了西亚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还特别描述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形胜。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度远涉重洋（1328~1332；1334~1339），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远

至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所撰《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情形和中、阿交

流状况。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曾来中国游历多年，遍访

泉州、广州、杭州、大都（北京）等通都大邑，在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元代中国

① 《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
② （元）王士点,尚企翁.秘书监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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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中阿交往的历史记载。①
明、清以降，始有中国穆斯林走出国门，或沿海路下西洋，或经陆路出西域，开展与南亚、

中亚、西亚等地区穆斯林的友好交往。明朝初期回族航海家郑和（1371~1435）七下西洋的壮

举举世闻名。郑和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七

次南下西洋，先后到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担任随行通事的马欢、
郭崇礼、费信、哈三、沙班等均为熟知阿拉伯语的穆斯林。马欢、费信和巩珍还分别撰有《瀛涯

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载了郑和所到地区的山川形胜和社会状况，成为

了解明代中外特别是中阿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
中国穆斯林赴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游学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国际交流及中外穆斯林友好交

往的重要内容。早在新疆地区喀拉汗地方王朝（10 世纪初~1212）时期，就有一些维吾尔族伊

斯兰学者前往阿拉伯地区求学，如《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约 1008~
1105）就曾在巴格达等地求学多年，其《突厥语大词典》也是在巴格达求学期间编纂的，完成

后于 1074 年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明清以来，有不少回族穆斯林经师在前往麦加朝

觐的过程中，也大都滞留当地，访学拜师，研习教义。例如，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以及其

后的著名经师马来迟（1681~1766）、马明心（1719~1781）、马德新（1794~1874）、马万福（1849~
1934）等，都曾有在阿拉伯地区游学、开展宗教交流的经历。②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门大开，大量中国人远赴东洋、西
洋，或留学，或考察，中外文化交流蔚然成风，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趋频繁，形式

多样。王皓然（1848~1919）、王静斋（1879~1949）、达浦生（1874~1965）、马松亭（1895~1992）、
庞士谦（1902~1958）等知名阿訇多次深入中东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的考察，拜师访学，了

解伊斯兰世界思想文化新潮及社会发展大势，更有马坚（1906~1978）、纳忠（1910~2008）等一

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留学，系统研习伊斯兰文化，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有力推动了中外

伊斯兰文化的交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族穆斯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往，积极宣传

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正义事业，处处彰显出中国穆斯林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诸多交往事迹

感人至深。例如，1937 年上海沦陷后，64 岁高龄的达浦生阿訇愤慨万分，当他得知中国在中

东地区缺少对抗战事业应有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国家甚至连一张阿拉伯文传单都没有，而日

本却派遣浪人潜入该地区，颠倒黑白，歪曲侵华事实之后，便毅然决定自费前往中东，以自己

的声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事业。1937 年 12 月，达阿訇远赴埃及，晋见国王法鲁克，拜会爱

资哈尔大学校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中国抗日，《金字塔报》
及《埃及邮报》等均予以报道。达阿訇又借朝觐之机赴沙特阿拉伯作更广泛的宣传，多次发表

讲演，力陈日本暴行，还参加了“世界回教大会”，向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传达了中国

抗日的决心。沙特国王伊本·沙特（1880~1953）两次接见阿訇。达阿訇感到仅作口头宣传还不

够，便在麦加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向各国穆斯林散发。复返埃及后，又撰写了《告

全世界回教教友书》，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引起埃及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极大关注。1938年

① 参见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② 参见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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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达浦生.伊斯兰六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② 王曾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自序）［M］.马来西亚吉隆坡再版，1997.9.
③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 3 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原载:重庆《新华日

报》,193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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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达阿訇抵达印度，在德里发表九次演讲，拜见了此后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阿里·真纳

（1876~1948）。真纳表示中国的抗战也是印度各族人民的抗战，他嘱人将阿訇的《告全世界回

教教友书》译为印地文，刊登在《印度时报》和《孟买新闻》上，还在印度穆斯林中募捐资金，买

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持抗战。达浦生阿訇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不辞辛劳，奔走海外，宣传抗

日，历时八个月，取得了巨大成功。1938 年 8 月，他带着各国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和对中国抗战的有力声援，携带几十万法币的捐款取道香港回国。重庆《新华日报》于 1938
年 8 月 8 日和 10 月 3 日以《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和《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等专文报道

了达阿訇的这次出访及其意义。①
再如，中国穆斯林有识之士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等曾组成“中国回教

近东访问团”，于 1938 年 1 月出国西渡，远赴中东各国，宣传中国抗日，取得巨大成功，正如

访问团团长王曾善在《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中所言：“本团使命，在以国民外交之方式，

向近东回教各国宣传我抗战之意义，联络各国回教民族之感情，每至一处，深蒙当地朝野回

教人士热烈同情，收效之巨，多非始料所及。”②留学埃及的马坚、纳忠、林仲明、林兴华等青

年学子更是在尼罗河畔散发传单，作演讲，搞募捐，高唱爱国歌曲，谴责日寇侵华暴行，广泛

宣传抗日。穆斯林青年的爱国热情使到访埃及的陶行知先生感动不已，他在 1938 年 7 月 17
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卅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的文章，对海外中国穆斯林青年的

爱国热情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尼罗河畔夕

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三十一个中国回

教徒留学生工作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古国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
他们所进的学校，是世界最古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了已有九百九十八年

的历史。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十金洋，一切烧饭、洗衣等杂务，都得自己动手。抗战后，对于

祖国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有着极高度的同情和热望，他们在勉强维持的生活费中，还提

出一点钱，在海外对侮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制宣传。”③

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

历史时期，相关国际交往活动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参与和热情关心，

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1952 年 8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新中国第

一个穆斯林朝觐团组成，因为当时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尚未建交，故朝觐团先到巴基斯坦，委

托巴方代为申请签证，但未获准。朝觐团在巴基斯坦滞留期间，先后访问了卡拉奇及拉合尔

等城市，增进了中巴穆斯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1953 年 5 月，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

教组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为有效开展中国伊斯兰教界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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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伊斯兰教界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宗教交往日渐频繁，重要

国际交往活动有：

1955 年 4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达浦生阿訇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顾问参加了

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不忘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宜，亲自向沙特阿拉伯首相费萨

尔亲王提出，希望沙方为中国穆斯林给予朝觐签证，达浦生阿訇也在会议期间会见了埃及宗

教事务部部长，并邀请部长访华。当年 5 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一行即来华访问，周

恩来总理先后两次会见了巴库尔一行，成功掀开了中阿宗教交往的新篇章。7 月，在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穆斯林朝觐的国际通道成功打开，新中国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顺利

成行。以中国伊协副主任达浦生为团长的中国朝觐团在沙特阿拉伯期间，受到沙特国王、首
相的接见和宴请。完成朝觐功课后，朝觐团还访问了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受到各国总

统、元首的接见和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欢迎。
1956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访华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

接见。5 月，巴基斯坦宗教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7 月，中国穆斯

林朝觐团再次顺利赴沙特阿拉伯朝觐，朝觐团团长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清洗天房的盛典。朝

觐结束后，朝觐团还分两路访问了亚、非部分伊斯兰国家，开展友好交往。
1958 年 9、10 月间，以阿比丁博士为团长的阿联叙利亚地区伊斯兰代表团应邀来华访

问，访华期间代表团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

长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9 年 1 月，阿曼国副教长萨拉赫·艾萨·哈尔塞一行应邀来华访

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1960 年 11 月，北也门穆斯林代表团

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3 年 10 月，塞内加尔伊斯兰教协会长老易卜拉欣·尼阿斯

一行应邀来华访问，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易卜拉欣长老一行。1964 年 9 月，苏丹前

宗教大法官阿里·阿布杜拉赫曼应邀来华访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5 年 3 月，中国伊斯兰教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伊斯兰会议”，出席

会议的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966 年 4 月，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苏丹、伊拉克、科威

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基斯坦 6 国。
文革期间，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受阻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外穆斯林宗教交往重新恢

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交往层次不断提升，交往范围日益广泛，交往内容更为丰富。多年来，

中国各族穆斯林国际交往的足迹遍及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及欧美等诸多非伊斯兰国家，前来

中国访问的国际伊斯兰教界领袖及穆斯林友好人士和使团络绎不绝。重要国际交往活动有：

1979 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朝觐活动恢复，中国穆斯林朝觐团 16 人顺利赴沙特

阿拉伯麦加朝觐。7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受到齐亚·哈克总统的接见。
8 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一行应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邀请，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召

开的“第 13 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1980 年 1、2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应邀前往伊朗

参加“伊斯兰革命一周年庆祝活动”，受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接见。1981 年 3 月，北京外

语学院纳忠教授出席了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大会”。5、6 月，以艾

哈迈德·萨拉赫·加姆朱姆为团长的世界伊斯兰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这是世界伊盟组

织的第一个访华团，访问团代表世界伊斯兰联盟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捐赠 50 万美元。1983
年 10、11 月，中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受到了各国有关领

丁 俊·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55— —



导人的接见。11 月，巴基斯坦穆斯林学者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国务委员姬鹏飞会见了全

团。1985 年 11 月，应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的邀请，以司马仪·艾买提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

副朝访问团访问沙特阿拉伯。1986 年 10 月，世界穆斯林大会代表团应邀访华，万里副总理

会见了代表团。1987 年 12 月，在中国有关部门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帮助和支持下，伊斯

兰世界联盟在北京召开了“伊斯兰宣教讨论会”。1988 年 9 月，北京大学教授刘麟瑞应邀出

席在突尼斯召开的“两圣地神圣会议”。1989 年 9 月，以伊朗伊斯兰宣教组织主席阿亚图拉·
贾纳提为团长的伊朗伊斯兰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访问期间，受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

政协主席李先念的接见。1991 年 1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应邀赴伊朗参加伊朗伊斯

兰革命 12 周年庆祝活动，受到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接见。9 月，印度尼西亚

伊斯兰友好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会见了代表团。1994 年 6
月，中国穆斯林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并参加了马来西亚举办的“94 世界伊斯兰文

化节”展览活动。马来西亚国家元首会见了我国代表团，马哈蒂尔总理参观了中国馆的展览，

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9 月，伊斯兰世界联盟赠送新疆地区 30 万册《古兰经》维吾尔语译

本。
2001 年 5、6 月，应埃及宗教基金部部长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

开的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第十三届大会。7 月、8 月，利比亚伊斯兰宣教协会秘书长谢力夫

一行应邀来华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国家宗教局领导分别会见

了代表团。2003 年 12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陈广元会长出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的“伊斯兰世界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与时俱进的中国伊斯兰

教》的论文。2004 年 4 月，应埃及宗教基金部长、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主席邀请，中国伊斯

兰教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6 月，中国大陆穆

斯林代表团赴台湾地区进行考察访问，这是中国伊协首次组团访问台湾地区穆斯林。6 月，

以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穆赫辛·图尔基博士为团长的伊盟代表团

应邀来华访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布都热西

提、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接见了代表团。9 月，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考察团对叙

利亚、摩洛哥、埃及等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2006 年 4 月，应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的邀请，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出席了在麦加召开的首届穆斯林学者论坛暨伊斯兰最高组织

协调委员会大会的第一次会议。8 月，由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联合组成的中国朝

觐工作考察团对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四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2007 年 6 月，沙特麦加禁寺伊玛姆阿布都热合曼·阿布都阿齐兹·苏岱斯长老应邀对我

国进行了访问。8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参加在麦加召开的伊斯兰组织最高协调

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11 月，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谢赫·拉威尔·盖努特金和俄罗斯

伊斯兰文化中心主任尼亚佐夫·阿卜杜勒·瓦赫德·瓦立多维奇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

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会见了盖努特金主席一行。2008 年 10 月，应

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谢赫·拉威尔·盖努特金的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对俄罗

斯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①

① 上述活动内容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简志［M］.北京：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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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世界穆斯林学者联合会主席盖尔达维博士应邀到访中国，参加了“中阿学

者论坛”。中阿学者就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作了专题研讨，盖尔达维就此发表了专题

演讲，呼吁穆斯林彻底摒弃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强调以和平、仁爱、宽容为核心的“中

正和谐之道”才是伊斯兰教的“正道”。盖尔达维还参观访问了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

高校以及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穆斯林社区，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对话”栏
目的专访，就中阿关系、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等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010 年 8 月，应中国伊协邀请，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尼亚佐夫

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10 月，以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图尔基博士为团

长的伊盟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了代表团一行。2011 年 2 月，应土

耳其共和国宗教事务局的邀请，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为团长的中

国伊斯兰教代表团对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6 月，应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土耳其宗教事

务局代表团访问中国，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会见了代表团。2013
年 6 月，沙特麦加禁寺伊玛目萨利赫一行来华访问，国家宗教局领导会见了来访客人。萨利

赫一行还深入到中国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考察访问，受到当地穆斯林的热情欢迎，中国穆斯

林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穆斯林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
年 10 月 13~16 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一行 6 人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的“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穆斯林宗教领袖峰会”，来自 37 个国家的宗教部长、穆斯林宗

教领袖、伊斯兰学者 125 名出席会议。陈广元会长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生

存与发展的体验》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誉和好评。
近年来，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2015 年，共有 1.45 万名中国穆斯林前

往麦加朝觐，中国政府各级有关部门以及沙特朝觐部均为此提供了诸多便利。中沙双方密切

合作，精心组织，使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和安全，广受中外穆斯林的赞誉。
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穆斯林展示爱国爱教爱和平的自身形象，有效开展宗教

交往和人文外交的重要国际活动。
值得称道的是，在上述各项交往活动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联

络、组织作用。多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发展

银行等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际组织及埃及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伊朗伊斯兰文化与关系

联盟等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宗教组织和机构建立起广泛联系，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

首或政要访问中国期间都曾到访过中国伊协。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几乎每年都组织派

遣代表团参加国际伊斯兰宗教活动与学术会议，并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大学、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伊斯兰世界著名高等学府选派和推荐优秀中国穆斯林青

年留学深造，还与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和机构合作，多次举办了旨在增强互信、推进交

流、弘扬“亲诚惠容”人文理念的文化活动。建国初期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中国伊

斯兰教协会，已然成为中外穆斯林开展宗教交往和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新中国外交事

业的奠基者周恩来总理对民间人文外交的关心及其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也由此可见一斑。

出版社,2011；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光荣 60 年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M］.
2013.

丁 俊·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57— —



丁 俊·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三、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现实意义

1.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是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宝贵资源

弘扬和平精神，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是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历史传统，正

是由于中外穆斯林频繁的交往互动，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两大文

明体系的密切交流，中国穆斯林的独特民族文化正是这两大文明交流、交汇、交融的历史成

果。值得称道的是，和平交往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主轴和基本特征，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

历史典范。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倡导和平和谐的价值理念，两大文明丰富的文化

内涵使中外穆斯林能够交而互通、求同存异，包容多样性、特殊性，追求共同性、普遍性，和而

不同，交而不恶。这是历史上中外穆斯林开展文明交往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穆斯林国际交

往能够成为今天中国人文外交重要环节的历史基础。
从清末到民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穆斯林有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鲜明和

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与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国难、致力于中华民族

解放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也大大超越

了历史上固有的以经贸交往为主、以宗教交往为辅的简单模式，开始提升到国民外交的新层

面。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竭力挤压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在此艰难时期，中

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有效发挥了民间人文外交辅佐国家外交的重要作用，在突破西

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

以来，除了朝觐这一重要宗教交往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外，中国穆斯林还在更加宽广的领域

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往交流活动，如组团外出访问考察、举办文化艺术展览、参加《古兰

经》诵读国际比赛及各类国际学术会议等，广泛宣传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客观介绍中国穆

斯林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交流活动均受到各有关国家

相关部门和当地穆斯林团体的热情接待，中国穆斯林访问团成员还多次受到各相关国家领

导人的接见。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家宗教局等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各有关宗教团体、爱资哈尔大学等宗教院校、相关学术机构以及伊斯兰世

界联盟、伊斯兰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交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及世界其他各国的

穆斯林友好人士和使团频繁访华，他们深入全国各地穆斯林社区考察访问，目睹了中国穆斯

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切实感受了中国政府平等、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少来访者还受

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的来访和实地考察，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穆斯林的友

好情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且有效消除了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关于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各

种歪曲宣传。
新中国穆斯林在其国际交往活动中始终拥护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重大国际事件中

频频发声，明确表达中国伊斯兰教界及中国各族穆斯林捍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

战争、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声援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穆斯林

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合法权利的正义斗争。例如，1981 年 12 月 27 日，中国伊协主任张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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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播电台的邀请，就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两周年发表广播讲话，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

霸权主义行径，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1994 年 3 月 1 日，中国伊协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罪行。1999 年 5 月 8 日，中国伊协等

全国五大宗教团体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联合发

表抗议信；同月，中国穆斯林海外留学生在埃及开罗、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地举行游行活动，

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2003 年 3 月 22 日，中国伊协发

表声明，对美国等国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战呼声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表示愤慨和谴责，并

对遭受战争创伤和痛苦的伊拉克人民深表关切和同情。声明表示，中国穆斯林完全拥护中国

政府的原则立场，强烈呼吁美国等国家停止战争。①新中国穆斯林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

动，和风西送，向国际社会有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客观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展示了中国

穆斯林恪守伊斯兰教中正宽容精神、热爱祖国、热爱和平、自信自强、积极进取的良好形象和

风采。
在国家外和万邦、内安百姓、着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新形势下，中国各族穆斯

林开展国际交往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习近平主席讲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

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

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

同、更亲近、更支持。”②显然，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国际交往必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相关领域

的国际交往已然成为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和宝贵资源，在国家的对外友好交往与改革

开放事业中，特别是在促进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日益显著而独特的作用。
2. 中国穆斯林国家交往的良性互动是释放伊斯兰教正能量的有效途径

中国伊斯兰教源在外，流在内，因此，积极推进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与世界各

国穆斯林在国际交往中的良性互动，是有效提振和释放伊斯兰教和平中正、和谐宽容的正能

量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伊斯兰世界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对中国穆斯

林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妄断他人”、曲解“吉哈德”等各种宗教极端主

义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甚至在部分中国穆斯林中也有渗透，这些思想的传播

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也损害了倡导和平、宽容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形象。要引

导广大穆斯林远离各种极端思想的病毒，就必须从思想上去防范、化解和抵御各种极端思想

的侵蚀。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不仅要发出明确的声音，旗帜鲜明地谴责违背伊斯兰

教教义的各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径，更要正确传达和践行伊斯兰教的和平、仁爱精神，

恪守伊斯兰教和平、宽容的中正之道，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敬主爱人、恪守中正的

虔诚之士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忠诚信士，也才能成为合格的中国公民。

①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简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② 人民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 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6／c70731－
25989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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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及时了解、学习国外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思想家们从宗教思想层面防范、抵
御和化解极端主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理论，显得必要而迫切，因为这些思想方法，不仅对阿

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重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伊斯兰教界深入开展解经工作，

对中国穆斯林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构建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和谐社会均具有一定的

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显然，积极开展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与宗教交流，特别是加强

与伊斯兰世界主流思想界的交流互动，将有助于正确阐释和广泛宣传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

最大限度地释放伊斯兰教中正和平、宽容仁爱的正能量，有效防范和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渗

透与传播，弘扬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和平宽容、中正和谐的文化精神。
概言之，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历来是中国开展国际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国际交往中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海、陆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阿

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对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相互

交往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开放、着力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新形势下，秉承历史传统，继往开来，促进中国与丝路沿线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宗教交往的良性互动，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增进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弘扬伊斯兰教中正和谐的普善精神与和平精神，

释放和提振宗教文化正能量，维护世界和平，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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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uslim’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Ding Jun
Abstract: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Muslim has been maintain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
gious relationships with Middle East people and keeping friendly exchanges with them. These friendly relation－
ships and exchanges had taken a new step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da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Muslim’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ith more open and con－
fident attitude will be very significance for preaching the peace spirit of Islam, guard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ex－
treme thoughts, increas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Muslims and world Muslims, and 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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