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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O R D  O F  E V E N T S

港、澳、台穆斯林的

爱国情怀与国际交往
赵 倩   丁 俊

一、港、澳、台穆斯林概况

（一）香港穆斯林概况

香港的穆斯林，主要包括外籍穆斯林和华人穆斯

林两大群体。外籍穆斯林大多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其中印、巴穆斯林占多数；而华人穆斯林在早期多来

自于广东、云南等东南、西南地区，后期逐渐又有来

自内陆各地的穆斯林到港定居。据有关史料记载，最

早来港的穆斯林并非华人，而是被英国殖民者奴役的

印度穆斯林。“160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

香港，随船而来的许多印度籍穆斯林商人和海员，成

为最早踏上香港的穆斯林。”①而华人穆斯林也有可能

在此前就到访或留住过香港，但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详

实的史料佐证。

1832 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成立，并

建起了该洋行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一艘商船②，由此打

开了早期外籍穆斯林定居香港的大门。这些被人称道

的印度穆斯林水手，开始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块区域

安居下来，并于其街坊上举行每周五的主麻聚礼，由

于他们出色的语言技能，备受英国当局的青睐，遂成

为英国人用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得力帮手。

19 世纪 80 年代，穆斯林男子在香港军队和警察中

的突出地位开始改变香港穆斯林的社会结构。这些人

虽然留居香港，但大都与其母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恪

守着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殖民当局对此也表示理解和

支持。③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他们还开发了一些富

有特色的贸易业务，主要集中于九龙清真寺附近。80

年代后，香港华人经济逐渐发达，华人在香港的社会

地位亦有明显提高，香港因此也成为这时期内地华人

谋生赚钱的又一佳地，遂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回族商人

及居住广东的回族纷纷入港，或经商或做工。

一战期间，英国人招募了一个印度旁遮普团来港，

几乎全是穆斯林军人，香港穆斯林数量因此大增。二

战期间，日本人占领香港，但他们保留了印度人看守

监狱的工作。与此同时，内地也有大量回族穆斯林来

到香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广东及内地又有一

部分回族穆斯林入港，包括不少著名阿訇和穆斯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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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著名阿訇有杨瑞生、陈侣姜、张广义、达浦生、

马松亭等；穆斯林商人则主要来自北京和上海，大部

分经营古董和珠宝，20 世纪 50 年代有五、六十家之多，

其中较著名的如金财记、源丰公司、中易公司、长城

公司、玉和商行、林艺公司等。④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当地的华人穆斯林万分

欣喜，庆幸自己终于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香港

了。而一些居港的非华裔穆斯林群体则开始反思自身

的身份归属问题：我们是印度人、英国人还是香港人？

许多年轻的南亚人仍然在护照和居住方面存在问题，

还有一些外籍穆斯林发现自己的身份随着香港主权的

移交而变成了无国籍居民。针对这种问题，中国政府

与特区政府积极回应并出台相关政策，为当地土生的

外籍族裔提供“入籍”政策，使其身份得到确认并保

留他们在香港的居住权。这一政策大大增强了香港非

华裔穆斯林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澳门穆斯林概况

如同香港一样，澳门的伊斯兰教也是该地区的少

数群体宗教，印度、巴基斯坦人是澳门穆斯林的重要

组成部分，华人穆斯林其次，另外，澳门穆斯林中还

有一些东南亚、欧美及葡萄牙的后裔。澳门伊斯兰教

最早是由中东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在明清之际带来的。

明清时期，来澳门进行贸易的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

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地区，如爪哇、印度、巴

基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地的穆斯林商贾，他们有些就

地落户，慢慢形成了穆斯林社群，后来一些当地华人

也受其影响而皈依了伊斯兰教。⑤关于伊斯兰教传入澳

门的确切时间，迄今尚无权威的考证，但学者们大致

推断认为，自澳门开埠之后就已有穆斯林在澳了。西

方文献中将穆斯林称为“摩尔人”，一些中文文献中

则称为“摩啰”。⑥ 1622 年，击退荷兰人进攻的葡萄牙

船长热罗尼莫·卡瓦略，他的妻子就是澳门的一个摩

尔人。⑦据此可以推测，早在 1622 年之前，大概就已

有穆斯林在澳定居。据荷兰方面的档案，1642 年 6 月

20 日，一艘从果阿驶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在马六甲以北

的卡波拉卡多被荷兰人截获，船上就有 9 名摩尔人。⑧ 

到了 19 世纪初，只有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做生意才

属合法，其他在东印度公司船舶上工作的穆斯林均不

得进入澳门，故入澳的印度穆斯林并不多。1887 年 12

月 1 日，葡萄牙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

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以此方式占领澳门并将澳

门辟为其殖民地。在葡萄牙统治澳门期间，有来自葡

萄牙军队中的穆斯林、也有从南亚地区而来的穆斯林

留居澳门。

二战期间，不少内地回族穆斯林从广东逃至澳门

以避战乱。此外，抗战期间，香港有一些回民饭馆资

助抗日、解救广东难胞的事情被汉奸告发，因此香港

的穆斯林尤其是华人穆斯林也遭到日军大规模的报复。

旅港的回族穆斯林为躲避仇杀，也纷纷前往澳门避难，

他们中有部分人因为颠沛流离与缺医少药，在澳门避

难期间去世，葬于澳门嚤啰园。⑨ 抗战结束后，大批在

澳回族穆斯林陆续回到广州，也有部分去了香港，还

有一些人留居澳门，主要的生计就是经商或行医。留

居澳门的穆斯林人数虽少，但清真寺和墓园都保存完

好。1960 年以来，澳门社会不稳，而香港的经济却快

速发展，澳门的穆斯林再次赴港谋生。

21 世纪以来，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工人纷

纷来澳工作，澳门的穆斯林社区人数速增。如今在澳

的华人穆斯林，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迁居而来的各地

穆斯林。现居澳门本地的穆斯林人数比较少，大多为印、

巴裔，他们的相貌虽不似华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粤语，部分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这些外籍劳工与

本地穆斯林一起为澳门社会奉献力量，以自己的方式

融入澳门的社会生活，对中国认同度日趋增强。

（三）台湾穆斯林概况

伊斯兰教在台湾属小众宗教，历史上关于台湾穆

斯林大大小小的移民浪潮共有四次，前两次的移民主体

主要为内地华人穆斯林，而后两次的移民主要为外籍穆

斯林。第一次移民浪潮发生于 1661 年，当时，郑成功

带领两万多名将士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在郑成功带

领的将士中就有一些是穆斯林，这些人被认为是台湾岛

上的第一批穆斯林定居者。⑩清朝以来，内地与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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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变得频繁，不断有内地华人入台定居，一些穆斯林

也随之前往，他们大多分布于台湾西岸各处。

1885 年，台湾被清朝政府划为行省，为了开发台

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入台。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便应招从大陆迁入台湾。 到

1895 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长达 50 年，占领者

竭力要切断台湾中华文化命脉，大力开展向台湾人民

强制灌输日本皇国精神的皇民化运动，除神社外其余

宗教神祇一概严禁奉祀，甚至不准建清真寺，也不准

穆斯林进行社团活动 ；日本占领者还禁止穆斯林在台

宰杀牛羊，禁止从大陆聘请阿訇，企图完全割断台湾

穆斯林同大陆及世界各地穆斯林的联系。

第二波穆斯林移民发生在 20 世纪中国解放战争结

束之时。这时期，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以

及许多担任国民政府的军政要职的人员迁居台湾，台

湾伊斯兰教再度兴起。这部分穆斯林群体曾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参与创办穆斯林报刊、建立伊斯兰新式学

校与推广伊斯兰基础教育等活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和 60 年代，台当局因对外交往需求，恢复了回教协会，

并支持筹建清真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来自缅甸和泰国的数千

名穆斯林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举家迁台，这些人构成

了台湾第三波穆斯林移民。这批穆斯林虽从泰、缅来台，

但其祖籍多为中国云南等地，相当于外籍华裔穆斯林。

19 世纪，曾有部分云南穆斯林因经商或躲避战乱陆续

进入泰、缅发展定居，在当地逐渐建立自己的清真寺

与社群，因此他们又被称为“云南穆斯林” 。20 世纪

80 年代时，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期，他们看到了台湾的

发展机会，便携家眷迁居台湾谋生发展。

台湾第四波穆斯林移民的主体为印度尼西亚穆斯

林。20 世纪 90 年代后，台湾地区来自印尼的穆斯林人

口日益增多。1996 年，“台湾印尼穆斯林社团”成立，

主要为外籍穆斯林提供服务，进行有效组织管理。在

高雄清真寺，印尼穆斯林每个月定期举行固定聚会，

凝聚来台印尼穆斯林情感，并协商相关事务。

二、港、澳、台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一）香港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香港华人穆斯林具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他们

始终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抗战胜利

后，来自京、沪等地的穆斯林涌入香港，香港华人穆

斯林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得到增强。50 年代初期，

又有大量内地的穆斯林移居香港。自此之后，香港华

人穆斯林在人数上超过了外籍穆斯林。 香港华人穆斯

林虽生活在与内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始终具有强

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维护着祖

国的尊严和利益。 其中较为知名的如香港穆斯林楷模

脱维善，作为香港回教博爱社前主席，一生践行博爱

精神，不仅尽心为在港教胞服务，而且心怀祖国，心

系同胞，自 1950 年起，联众牵手，扶贫济困，持续为

大陆贫困百姓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香港穆斯林向来心系国事，为国喜忧。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第一枚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同期另有

其它领域成就，当时香港穆斯林刊物《回民通讯》便

刊登了题为《欢呼祖国建设成就》的专文以表热烈庆贺：

“新中国成立以来，致力于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短短

十年中能制造出这样高水平的机械仪器来，不但能自

给，而且能够输出国外，不得不说难能可贵。外国人

能做的事，中国人也能做，说不定有些地方还会做得

更好……这样的核爆炸，使中国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

了，世界人民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外国的朋友

欢呼，中国的炸弹是一颗人民的炸弹，是一种威力强

大的炸弹。”

多年来，香港各大伊斯兰团体每年都要组织多次

访问团、旅游团、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访，而内地穆

斯林访港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在香港以保护工人权益而闻名，

该协会在 1949 年即正式成立，当时，为了响应新中国

的成立，该协会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香港宗教

界第一个支持新中国的宗教团体。改革开放以来，内

地与香港伊斯兰教界间的交往交流日趋密切，互访不

断，对加强香港穆斯林对祖国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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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3 月，应中国伊协邀请，香港中国回教协会主

席白建中先生一行访问了北京、陕西、甘肃等地，将

内地穆斯林的生活及大陆改革开放的信息带到香港，

传到世界。1990 年 11 月，应中国伊协邀请，由香港伊

斯兰联会会长玛尔卡姆·塔利克·斐祺先生率领的代

表团对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是香港伊斯兰联会首

次组团到内地访问。199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7 日，以

中国伊协会长安士伟为团长的中国伊协代表团应香港

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会、香港伊斯兰联

会和澳门伊斯兰联会的邀请赴香港、澳门访问。在 21

世纪初的不少港刊中，不仅有《广州市伊协访问团来

港参观访问》的记载，更有内地代表团与香港伊斯兰

教界的联络书信。例如在 2003 年，甘肃慈善总会穆斯

林扶贫助教工作委员会来港访问座谈，受到了香港中

国回教协会的热情款待，甘方秘书长写给港方的感谢

信也刊登在《回民通讯》上。

2017 年 7 月，应香港伊斯兰联会邀请，中国伊协

会长杨发明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伊斯兰与一带一路”

研讨会，发表题为“发挥伊斯兰文化在“一带一路”

中的积极作用”的主旨演讲，希望充分发挥中国伊斯

兰教和穆斯林群众在促进“民心相通”中的重要作用，

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相遇相知的人心基础。同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杨发明会长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香港。期间，出席了“六

宗教庆祝香港回顾 20 周年暨领袖座谈会成立 40 周年

庆典”，广泛接触香港宗教界人士，与香港佛教联合会、

香港道教联合会、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华人基督教

联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香港聖公会、孔教学院及

香港友好协进会座谈，交流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

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019 年 9 月，

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拜访中国伊协，大家表示各宗

教应加强合作，让香港与内地各宗教和谐共处，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11 月，香港

伊斯兰教组织联合代表团拜访中国伊协。通过交流和

考察，代表团表示要将祖国内地的发展成就和穆斯林

享用的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真相告诉香港穆斯林同胞，

让香港穆斯林与内地穆斯林团结起来，为伟大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积极努力。

在香港回归前的五、六十年里，香港华人穆斯林

靠着自己的毅力，在港英政府频频压制以及社会总体

舆论不予理解的境况下，依旧秉承着“爱国爱教”的

传统，成功协助统战事业，助力回归大业，为伊斯兰

教事业在香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日益强化着

这样的共识：香港既是一个多元文化荟萃交融的地区，

也是与祖国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一部分。1997 年 7

月 1 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香港回归中国。对于旅港

多年的华人穆斯林而言，无比振奋人心，因为他们一

直希望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香港生活下去。 香港回

归后，香港穆斯林更以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致力于维

护国家统一事业，为一国两制的践行做出了独特贡献。

2002 年 7 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香港中华回教

博爱社主席脱志贤先生“铜紫荆星章”，以表彰他和

他所代表的香港穆斯林为香港发展做出的贡献。

（二）澳门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澳门穆斯林虽人数较少，但其爱国之迹出处可寻。

抗日战争时期，旅居香港的穆斯林前往澳门避难，但

曾在澳门执掌伊斯兰教务的杨瑞生阿訇于 1939 年归真，

马志超阿訇勇于担责，成为澳门的阿訇，并在 3 年的

时间内写出《伊斯兰三字经》，用中国文化帮助穆斯

林理解教义，并极力团结海内外教胞，马志超阿訇将

热忱的爱国情怀与凝聚信众的使命感相融合，成为澳

门伊斯兰教界的楷模与爱国的典范。  

澳门与香港命运相似，都有与祖国大陆分割的惨

痛经历，也正是如此境遇，使港、澳同胞有着近乎相同

的盼归之心，而两地之间更多一份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

两地同胞对待彼此的手足之情亦是其爱国情怀的表现之

一。20 世纪 50 年代末，香港教胞曾呼吁对澳门清真寺

的修缮予以捐助：“澳门清真寺，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对澳门教胞集合礼拜有很大的便利，就是本港教胞在香

港沦陷时也不少曾往那里避难。顷接本港坟场管理委员

会通知，附下澳门礼拜寺来函，由于该寺年久失修，现

决定进行修理，约需经费二万五千元，望大家协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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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社为发扬本教互助精神与美德，希望教胞予以协助，

不论捐助多少均所欢迎。” 在 1999 年葡萄牙将澳门的

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前，香港伊斯兰联会曾提供约 15 万

港币对澳门的穆斯林社区予以支持。 可见，香港与澳

门伊斯兰教界之间关系密切，心系彼此，又时刻关注并

积极响应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另外，澳门伊斯兰教界在维系着与港教胞深厚情

谊的同时，也积极地关注着与内地教胞的交流与合作。

2003 年 2 月，《回民通讯》就刊登了题为“中国伊斯

兰教协会港澳访问团团长陈广元盼加强内地港澳交流

合作”的报道，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香港、澳门访

问团于年前应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

会、香港伊斯兰联会和澳门伊斯兰联会的邀请前来港

澳访问。”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杨发明会长

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澳

门。期间，与澳门宗教界代表的座谈交流，加深了两

地宗教界的了解和情谊。多年来，这样的互访与互动

交流络绎不绝，这是澳门穆斯林与内地穆斯林同胞血

脉相连、心系祖国的生动体现。

（三）台湾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台湾穆斯林的爱国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突出体

现。抗战初始，曾有大陆和台湾的穆斯林团体出访印

度、伊朗、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向出访国家

介绍我国国情并阐述抗战原因，获得中近东国家的普

遍支持与声援。同期，台湾穆斯林亦组织南洋访问团

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访问，

宣传抗日。台湾穆斯林代表团的此类出访活动使其在

这些地区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与形象，也为抗日事业

争取了更多来自域外的支持。

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台湾同胞历来重视侨务，这是

其爱国情怀的又一表现，从台湾及大陆走向海外的侨

胞遍布世界各地。在促进与世界各地侨胞的联系中，

台湾的回教团体及穆斯林朝觐团作为连接国内与海外

侨胞的重要桥梁，一直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例

如，台湾穆斯林朝觐团在往返沙特的行程中，必有安

排拜会侨社的活动，以互通信息，增强联谊。旅居沙

特的侨胞早年多数聚居于其西部地区，尤其是塔伊夫、

麦加、麦地那与吉达等城市，这些侨胞多为来自青海、

甘肃、宁夏的回族、撒拉族；还有一些维吾尔、哈萨克、

乌孜别克等族的穆斯林。 台湾朝觐团早年的慰问侨胞

活动包括专程前往距离吉达 160 公里的侨胞聚居地塔

伊夫探视侨胞，此举受到了海外侨胞们的欢迎，他们

尽其所能地款待远道而来的朝觐团。 这对于凝聚侨心

的力量及密切与中国的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 21 世纪，两岸穆斯林间的往来日渐增多，两

岸一家亲的价值认同在两岸穆斯林中不断强化。2005

年 5 月，应中国伊协的邀请，以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

事长倪国安为团长的台湾中国回教协会访问团来大陆

进行访问，在京期间受到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

的亲切接见，访问团还赴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参观

访问。5 月 31 日，代表团一行取道香港返回台湾。两

岸伊斯兰教界间这样的互访与互动交流一直延续着，

2019 年 11 月，由中国伊协副会长、上海市伊协会长金

宏伟为团长的上海市穆斯林访问团访问台湾，参访台

北、高雄等地清真寺，与当地穆斯林进行交流，共叙

两岸穆斯林同胞心心相连的情谊。

三、港、澳、台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一）港、澳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香港伊斯兰教界与域外国家很早就有了交往互动。

在香港 20 世纪 30 年代创办的杂志《穆士林》中，有

《留埃学生之详讯》一文，记载了离港学生初到埃及

的经历：“别后十一月二十七抵西贡停泊；四日初三

日，过新嘉坡；八日过锡兰可仑坡；十五日过亚丁港；

十六日过红海；二十日晨，安抵波赛，是日晚进开罗，

此二十七日海程之大概也。抵开罗后，蒙校长另眼看

待，优遇非常，埃人以第等不远万里而来，颇表同情，

旬日之内，便烘动全国，每人月给津贴二金磅，伙食

零用，以差堪维持。现校长并允沙先生之要求，拟再

增加中国学生名额，并将为中国学生专设一宿舍，以

供住宿之用，此为中国之幸事，亦即中国回教振兴之

预兆……” 这段史料反映出诸多重要信息：第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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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香港与北非国家的交往路线主要是海上路线，大体

上还是延续着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经东南亚诸

国、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等地；第

二，这批被派往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引起了埃及

高层的热烈关注，埃方对自港而来的留学生态度积极，

表现出与香港和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第三，这种派

遣留学生的形式客观上促进了香港与埃及穆斯林间的

良性互动，为日后交往互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至 20 世纪后半叶，香港穆斯林与域外国家在伊斯

兰教界的交往互动日渐频繁。在 1978 年的香港《回民

通讯》中有关于“世界伊斯兰青年联会举行东南亚区

会议”的记载：“世界伊斯兰青年联会东南亚地区会议，

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香港艺术中心音乐

厅举行。参加会议地区有香港、日本、菲律宾、南朝

鲜及世界伊斯兰青年联会代表等。” 此类伊斯兰国际

会议汇集各国代表于香港，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穆

斯林间的情谊，同时也使得香港及中国内地伊斯兰教

以更加良好的形象展示于国际社会。

近年来，香港伊斯兰教界与域外伊斯兰国家展开

更为频繁的良性互动，积极开展交往交流，且形式渐

趋多样，其中包括教界会议、学术研讨、文艺活动及

民间互访等多种形式。如在 2015 年 11 月，世界穆斯林

联盟在港举办“对话及和平共存”国际会议，出席者

除本港伊斯兰团体及各宗教代表外，还有来自新加坡、

文莱、巴基斯坦、泰国、斯里兰卡、印度、日本、韩

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学者； 2018 年 3 月，香港中文大学

举办了“伊斯兰在环中国海区域”国际学术研讨会，

有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沙特、阿联酋、以色列、英国、

意大利、丹麦、美国等国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研究的主题包括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传播、伊斯兰的发

展和本土化，以及穆斯林“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和

跨文化相互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伊斯兰教在澳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扮演着相对微弱的角色，因此很少有资料来佐证澳门

穆斯林与外界穆斯林具有规模的交流互动。在澳门伊

斯兰教的发展与穆斯林的迁移过程中，香港穆斯林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较少看到域外伊斯兰国家的身影。

就有限的资料来看，澳门的伊斯兰史与阿拉伯国家确

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大多体现在早期伊

斯兰教的传入过程中。例如前文所述，人们普遍认为

澳门的伊斯兰教是由中东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带入的。

而在明清时期，来澳门进行贸易的商人中就有来自阿

拉伯半岛等地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有些就地落户，还

逐渐形成了穆斯林社群，甚至后来一些当地华人也受

其影响而皈依了伊斯兰。

（二）台湾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台湾穆斯林很早就与域外穆斯林有了交往交流。

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台湾的朝觐代表团利用旅途

转机机会，赴访诸如黎巴嫩、约旦、马来西亚、泰国、

新加坡等地的穆斯林团体。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时任台北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时子周先生率领朝觐

团于朝觐完毕之后又顺访约旦、土耳其、马来西亚三国；

1954 年的朝觐团还赴访埃及，并且拜访了当时的埃及

总统纳赛尔。 1965 年，台湾朝觐团在沙特朝觐后，又

先后以“回教中东访问团”名义赴访了西亚北非的多

个伊斯兰国家。

另外，由于伊斯兰世界联盟等伊斯兰非政府组织

大多设于沙特境内，这些机构也会成为台湾朝觐团赴

访的对象，且与台北中国回教协会多年维持着交往与

互动，开展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活动。 伊斯兰世

界联盟与台湾穆斯林团体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为推动

双方以及东亚、东南亚区域的文明对话与学术研讨，

联盟与台北中国回教协会合作，并在相关机构、大学

等积极促成下，曾 3 次在台湾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

促进了国际穆斯林同胞间的交流与学术研究。

四、结语

历史上，在港、澳、台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群体的

发展过程中，皆可见华人穆斯林与外籍穆斯林的共同

身影，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和谐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对于三地的华人穆斯林而言，他们更是自始便

怀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感，并对祖国内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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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天然的归属感，爱国之心与爱国之情在他们与

内地及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中处处得以彰显，不言而

喻。在心系祖国的同时，港、澳、台穆斯林群体也兼

具国际视野与胸怀，与域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积极良

好的交往互动。概言之，港、澳、台三地穆斯林与域

外伊斯兰国家间的交往，是中国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对于促进中

国穆斯林与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发挥着十

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许多尚不广为人知的贡献。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

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研究”（16JJDGJW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赵倩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丁俊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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