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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半岛逐渐向外传播的过程中, 也完成了区域宗教跃升为世界宗教的辉煌历程, 并以 /随寺传

播0的基本形式派生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中国清真寺文化是伊儒文明

有机融合的产物, 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全球清真寺发展极具参考价值,但也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 中国经验;全球清真寺;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 B9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586( 2008) 02– 0111- 05

一、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

公元 610) 632年, 先知穆罕默德历经 22年的

传教, 创建了以 /乌玛 0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穆斯林

政权,用伊斯兰信仰整合了半岛的部落意识,伊斯兰

教也成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自 632年以来,

伊斯兰世界通过不断的经商往来、文化交流、人口流

动等多种途径而广泛传播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也

由区域单一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多民族信

仰的宗教。其中, 7世纪中期, 伊斯兰教通过海陆

/丝绸之路 0传入中国。 10世纪后, 伊斯兰教在非

洲、亚洲和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多是通过经贸往来、文

化交流和圣门弟子的传教等实现的。自 20世纪起,

又由穆斯林移民、劳工、商人和学者将伊斯兰教传入

西欧和北美,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由

区域宗教跃为世界宗教相伴而生的则是世界各地清

真寺的不断出现, 并以 /随寺传播 0的基本形式派生

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 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

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伊斯兰教自唐宋之际传

入中国后,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蕃客胡商便开始在广

州、泉州、长安等地兴建了中国首批清真寺。中国清

真寺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融合

的产物,中国清真寺的成功发展即为明证,其发展经

验值得总结与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清真寺不仅是进行 /儒伊文明对话 0

的重要沟通平台,也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对话文明

范式的特殊纽带。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 在普通穆斯林民众与

穆斯林知识精英之间形成了 /儒伊文明对话0的两

个平台:随着广州怀圣寺等首批中国清真寺的出现,

逐渐形成以清真寺阿洪为主讲者、礼拜殿为教室、

5古兰经 6和圣训为教材的经堂教育传统, 并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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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和传播伊斯兰教义中实现了伊斯兰文明在

宗教领域中国化的艰巨任务; 推动伊斯兰文明在学

术领域中国化的中坚力量则是一批既深谙儒学之

道、又熟知伊斯兰文化的回儒,如刘智、王岱舆、马坚

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穆斯林知

识分子还掀起了一场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反思

儒伊文明的关系, 探索一种积极的文明对话行为。

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积极

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尤其是 /回儒对话 0, 大力倡导

/对话0文明。在他看来,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是聆

听和承认对方,通过对话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反

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他还特别

强调宗教学界之间的对话, 主张宗教学界应该发展

出两种语言 (两套话语 ) ,也就是两种文化的表现形

式,宗教领袖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世界公民的责任和

义务,积极致力于宗教界的对话文明。相比较而言,

前一个对话平台是后一个对话平台的基础与保障,

后一个对话平台是前一个的提高与升华。其中, 清

真寺与两个对话平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或精神

联系,也因此联系了穆斯林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自

下而上、彼此关联的、居于体制内外的互补性的 /儒
伊文明对话 0主体, 形成既传播教义、又著书立说的

中国式的对话文明范式。对此种对话文明范式的总

结与梳理又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明格局的形成极

具参考性。作为同源异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完全

有可能在解决共同面临的地球问题中寻找共融与合

作的空间,伊斯兰宗教领袖尤其应充分利用清真寺

这一文化场域开展教内外对话: 宣传和平、宽容的伊

斯兰本质,抵制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妥善处理宣教

与对话的关系, 力争成为构建世界多元宗教版图与

多元文明格局的建设力量。其实, 中国清真寺的伊

玛目 (教长 )素有在清真寺整理儒伊文化典籍而达

/以儒释经0目的的学术传统, 也有立足世情与国情

的卧尔兹 (宣讲 )的布道传统, 在清真寺实现了从学

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的 /儒伊文明对话 0, 完成了伊
斯兰文明自下而上的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显然, 清

真寺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话文明实践中发挥了

特殊纽带的作用, 尤其是清真寺伊玛目的卧尔兹极

富感染力,在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义中的和谐思想

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

设、加强各族穆斯林的沟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

的作用。

第二,中国清真寺不仅是弘扬 /爱国爱教 0传统
的重要实践平台, 也是穆斯林多重身份认同的整

合场。

在中国穆斯林 /大分散、小聚居 0的生存态势

中, /围寺而居0成为穆斯林社区最鲜明特征之一。

对于穆斯林这一信仰群体的管理, 除国家管理体制

的行政划分外,民间还存在一套自我运行体系, 以解

决俗权与教权分离的问题, 亦即国家与民间双重管

理体系作用于穆斯林社会。历史证明, 中华民族的

兴衰与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10个少数民族发展休

戚相关、荣辱与共。中国著名清真寺的发展历史又

往往成为不同时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

展的某种折射,如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

凰寺、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临夏南

关清真寺、兰州西关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宁夏

同心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寺以及新疆喀什的艾提

卡尔清真寺等均如此。因此,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重要成员, 中国穆斯林深知国兴则族兴、族兴则教

存、教存则寺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尤其在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马本斋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

高举 /爱国爱教0的伟大旗帜, 与中华民族不共戴天

的仇敌殊死搏斗, 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不仅如此,

在陕西和四川等革命根据地还出现了红色清真寺,

为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毋庸讳言, 中

国穆斯林也存在着协调多重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

但因 /爱国爱教0传统和 /信仰自由 0的宗教政策, 再

加上伊斯兰教的 /两世吉庆0理念和 /爱国即爱教 0

的经训思想, 中国穆斯林大多借助清真寺这一特殊

的社会文化场域既弘扬了 /爱国爱教 0传统, 又完成

了多重身份的协调与整合, 成为一群有信仰的中国

人,并成为儒伊文明成功融合的重要产物之一。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日益

凸现, / 9# 110后更如此 [ 1]
。从某种意义上看, 美欧

之所以出现穆斯林移民问题,原因固然复杂多样, 但

恐怕更折射出伊斯兰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相互疏离、

彼此猜忌甚至敌意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处境。特别是

在 / 9# 110后美欧穆斯林成了 /问题移民 0, 在全球
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 他们开始聚集在伊斯兰教

旗帜下,力图从宗教符号中获得身份认同,宗教归属

成为身份认同的标记, 出现了美欧穆斯林移民 /重返

清真寺 0现象,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外显。在全球
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穆斯林移民问题在欧洲格

外突出,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公开抵制伊斯兰宗教符

号,如反对戴头巾和修建清真寺,甚至认为清真寺的

宣礼塔都是一种文化的示威。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

强调,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只有在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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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 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

为。 /重返清真寺 0的美欧穆斯林移民并未彻底解

决自我身份危机, 或将清真寺视为缓解社会压力与

生存困境的 /避风港0 (大多数人 ) ,或将清真寺作为

反对美欧不公平中东政策的宣泄场 (少数人 ), 伦敦

连环大爆炸后出现的美欧本土圣战者也是美欧穆斯

林移民问题的派生物之一, 美欧清真寺也因此成为

美英等国警方怀疑与严查的重要场所。显然, 清真

寺在穆斯林身份建构中发挥了提供精神归宿与物质

庇护的双重作用,中国清真寺更因 /爱国爱教 0传统

的弘扬与实践而使穆斯林成功确立了自我身份, 与

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第三,中国清真寺不仅坚持 /以寺养寺 0的独立
生存原则,还成为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探

索者。

伊斯兰著名经济学家阿卜杜 # 哈南教授在

1982年为世界伊斯兰银行职员培训班开设伊斯兰

经济学课程时,依据 5古兰经6和圣训﹐并引证大量

历史数据,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伊斯兰经济的基本原

理,强调伊斯兰以社会公正与互助为目标的经济思

想﹐例如禁止利息剥削和强行课税﹐尊重个人的自

由和志愿如则卡特制度和生产经营﹐关心弱势群体

如孤寡病老和贫困户﹐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鼓

励生产和物质交流反对破坏性暴殄天物﹐在一切经

济领域中特别强调伊斯兰的哈俩利与赫拉姆道德界

限。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民间慈善团体和清真寺﹐

都有力所能及的扶贫和慈善规划﹐帮助国内外的穆

斯林弟兄。扶贫和慈善是伊斯兰经济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志愿课税制度主要是

在清真寺组织实施的﹐多用在社会扶贫和帮助提高

弱势群体生活能力等方面﹐体现了伊斯兰的社会公

正与利益均衡
¹
。因为, 真主的恩典要降赐给那些

在 /大地上受欺负的人0 ( 28: 5) 6) [ 2]。中国清真寺

坚持 /以寺养寺0的独立生存原则, 寺院经济在中国

历史上产生了独特作用和影响,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清真寺为城乡经济繁荣、调动穆斯林群众从

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经济收

入与支出也因广大穆斯林群众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不断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 中国经济

建设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 而经济全球化也加速了

商品、服务及资本等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在此冲击面

前,我国清真寺如何既能遵循 /独立自主自办 0原

则,又能在 /以寺养寺 0中获得发展并有机融入国家
经济建设,这是中国清真寺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党

和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更高目标。十七大报告提

出,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团结信教群

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0; 同时, /坚持把发展公

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

径 0。但是,如何能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变革

相适应,伊斯兰经济又如何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协调,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之一,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只能在发展

中加以解决。事实上, 中国清真寺一直是融入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探索者, 寺院经济活动及其发

展模式,不仅为伊斯兰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

案例,还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式的

丰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均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

响。尤其是依托清真寺所开展的各类慈善公益事业

已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均衡提供

了直接的服务,如关爱弱势群体、因地制宜地开展公

益活动等,都有助于整合利益结构,化解社会矛盾,

并协调社会关系。

也正是由于中国清真寺在其数千年发展中积累

的成功经验, 尤其是 /爱国爱教 0与 /以寺养寺0解决

了穆斯林的精神归属与生存基础等重大而切实的问

题,并在 /政教分离0的原则下形成了中国清真寺的

基本发展模式。

二、中国清真寺发展的现实挑战

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是一个 /包含着特殊性
的普遍化和普遍性的特殊化的双重过程0, 国际社会

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 这就为解决不断

涌现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化既非同

质化,亦非西方化,而是人类面临问题和未来命运日

趋共性化,各国关系渐密切且利益复杂交织;全球化

也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 具有影响世界但同

时也被世界不同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双重作用。因

此,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

政府提出 /构建和谐世界0的全球化主张, 并明确了
具体因应目标: 政治上,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向民主、

协作、和睦等方向发展; 经济上, 共同推进经济全球

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文化上, 相互借

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

的繁荣进步; 安全上, 加强互信与合作, 坚持用和平

而非武力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与稳定;环保上, 互助与协作, 共同呵护地球家园。

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 宗教在全球化进程

中地位日显, 西方学者提出了 /宗教与全球化 0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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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思考不同宗教文化如何在 /和而不同0中实现共

存的现实问题。同样, 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全球化

进程中应该、怎样、实际情状如何等都直接关乎中国

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因此, 如何使伊斯兰这一文化

软因子成为实现 /和谐中国 0的积极力量则是中国

清真寺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要包括以下几

方面。

第一,中国清真寺面临着如何发掘和利用中国

民间外交文化资源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挑战。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包括国家形象在内

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损益评估

的结果,而国家利益就包括美誉度和国际形象。为

此,在塑造 /和谐中国 0的国际形象时, 除继续加强

政府行为体的对外宣传外, 还应加强民间团体的对

外交流,特别是在处理中阿关系时, 既要继续贯彻以

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还应深化传统友

谊,扩大务实合作。亦即:中国应借助中东大舞台来

构建 /和谐中国0形象, 在中东热点问题的处理上扩

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拓展中国软实力发展寻找

新的突破口。中国清真寺要想在发掘和利用中国民

间外交资源上有所作为,恐怕首先就得积极协助地

方伊协抓好朝觐工作,逐步提高朝觐穆斯林的整体

文化素质,组织政界、商界、学界、传媒等穆斯林精英

去沙特朝觐,借机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全面交流与合

作,并借朝觐这一特殊宗教礼仪情景从务实和务虚

两方面积极推介 /和谐中国0形象, 在充分发掘宗教

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密切中阿特殊外交情谊, 积极回

应沙特等海湾国家 /向东看0的对外新战略, 逐步增

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中国清真寺面临如何抵制 /疆独势力 0蓄

意渗透 /基地 0意识以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不可否认,巴基斯坦的 /红色清真寺风波 0既冲

击了巴境内的社会稳定,又影响了巴在国际上的形

象与声誉。若将此次事件 /所暴露出的极端主义问
题加以解剖,则其中最关键的三大问题是圣战问题、

经文学校问题和部落问题。目前, -红色清真寺 .危

机虽暂时平息, 但这一事件却折射出当前巴基斯坦

极端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0 [ 3]。巴基斯坦极
端主义问题甚至出现 /外溢0趋势, 尤其是打着 /圣

战 0旗号来反西方、以色列、亲美政府甚至世俗政府

的 /新圣战文化0被 /疆独0分子利用后, 他们竭力向

在清真寺礼拜的中国穆斯林加以兜售和宣传, 我国

西北边疆地区的清真寺就面临着抵制 /基地 0意识

渗透以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因此, 我

国政府应积极引导中国清真寺管理机构与中东清真

寺温和派伊玛目加强民间往来与沟通, 以拓展特殊

形式的反恐合作空间。目前, 中国面临着暴力恐怖

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宗教极端势力等 /三股势

力 0的威胁,西方一些媒体又打着 /人权 0、/民族 0和

/宗教0等幌子竭力将 /北京奥运政治化0,欲借歪曲

中国的宗教形象来诋毁 /和谐中国 0。因此, 中国清
真寺在坚持 /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自主自办以及政教

分离0等原则的前提下,也肩负着维护国家非传统安

全的特殊使命与社会责任。

第三,中国清真寺面临如何应对外籍穆斯林身

份重构的挑战。

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突出的地表建筑、最永

恒的人文精神象征和最基本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场

域。 /如果从它的外在形式上看,它代表着伊斯兰教

建筑的独特风貌,体现着一种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

神韵,从内在内容上看,它确实构成伊斯兰文化的一

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融伊斯兰教的宗教、艺术、建筑

为一体。它为穆斯林在场言说提供了平台, 而穆斯

林在清真寺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 从而标志着穆斯

林自身的身份或位格, 使它们在现世的载体与自我

得以统一,消除了在尘世间迷失自我或丧失自我的

可能性。0 [ 4]换言之,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是在不断

满足穆斯林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双重纬度上的归属诉

求的过程中, 几乎同步地完成了穆斯林的自我身份

构建。因此, /穆斯林不能没有它, 它也不能离开穆

斯林,一旦穆斯林弃它而去,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

义,而穆斯林也就成为无家可归者,所以伊斯兰信仰

把穆斯林与清真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0 [ 4]。自 622

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迁往麦地那成为 /迁士0起就
诞生了实际意义上的首批穆斯林移民, 而这批穆斯

林围寺而居他乡的生存方式又一直影响着后代穆斯

林移民社区的建立,并累积形成穆斯林移民的 /追寺

情怀0。面对全球范围的穆斯林移民潮,我国义乌等
沿海开放城市中的清真寺也面临着外籍穆斯林身份

重构的现实挑战, 亦即,清真寺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

场域资源优势, 积极而有效地协助政府引导来华穆

斯林尽快融入国家经济建设, 以帮助外籍穆斯林在

新环境中重构自我认同。

总之,将清真寺的发展问题置于我国构建内外

和谐的大战略与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中

来定位和研究, 力争使中国穆斯林成为我党确立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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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一支

积极力量。

三、全球清真寺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快, 宗教的国际性日益突

出,有数以万计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形成了跨国

性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倡议网络, 特别是鉴于 / 9#
110后宗教多与国际政治冲突相纠葛的现实,宗教非

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公共平台, 展开宗

教间对话,在求同存异中起到抑制极端主义维护世

界安全与稳定的作用,体现出全球治理体系中多重

治理的价值观, 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

广泛性和民主性。但是, 也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

渗透和传播,其活动的内容、过程、拓展方式以及对

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 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

的审慎关注。

尽管清真寺组织在开放性与透明度上不同于严

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但在美欧各大城市已出现

了以清真寺为依托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针对伊斯兰

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召集清真寺的集

体祈祷,力促世界穆斯林大会形成解决问题的决议,

直接参与调解、谈判和解救人质,开展慈善救济与国

际人道援助等; 积极投身穆斯林移民社会的各类公

益事业, 尤其在穆斯林移民的外语、计算机等职业技

能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凸显出社会多重服务功

能;实施 /走出去宣教0策略, 与其他宗教组织进行

对话和交流, 不定期举办 /清真寺开放日 0, 正面宣

传伊斯兰教,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伊斯兰教的神秘

色彩,有助于澄清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歪曲性炒

作,有利于形成清真寺内外的沟通与和谐,,这是

美欧清真寺发展中出现的可喜势头, 其成功与否有

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因此,在积极管理与有效利用的前提下,可充分

利用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宗教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跨

国性等自身的资源优势, 依托清真寺形成非严格意

义上的宗教非政府组织。这, 不仅是伊斯兰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伊斯兰因应 /宗教与全

球化 0这一挑战的可行性举措。其中, 增强沟通功

能、回归宗教本性、奉献人道情怀等将是全球清真寺

发展路径选择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又是基于中东清

真寺发展的现实挑战、美欧清真寺发展的新势头尤

其是中国清真寺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学理性预

判,前景值得期许。

注释:

  ¹ 见 http: / /www. ch ina774. com /A rticle/ read. asp? id=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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