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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
对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上)

2 0 1 9 年 5 月 ， 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 式 上 ， 习 近 平 主
席指出，“从历史上
的佛教东传、‘伊儒
会通’，到近代以来
的‘西学东渐’、新
文化运动、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
入中国，再到改革开
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
放，中华文明始终在
兼 收 并 蓄 中 历 久 弥
新。”

“伊儒会通”是
文明互鉴的典范，也
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
具体实践，它增进了
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
同。“伊儒会通”对
文明互鉴有何意义？
近日，“道中华”专
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桂萍，就此进行了
解读。

记者：什么是“
伊儒会通”？如何正
确理解“伊儒会通”
的概念？　　

杨桂萍：“伊儒
会通”是指发生于明

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
期中国穆斯林先贤的
文化自觉活动，他们
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
华文化的丰富资源，
以汉语为母语、以儒
学概念、术语和范畴
构建中国伊斯兰教思
想体系，体现了中华
文化的“多元通和”
精神。

伊斯兰教在中国
的发展过程，实际上
是寻求与以儒家为代
表的中华文化认同的
过程。明朝中后期，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迅
速发展起来，努力将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
化进行对接，并取得
很大成绩。

在山东、江苏及
云南等地，王岱舆、
刘智、马注、马德新
等学者著书立说，他
们用汉语介绍伊斯兰
教的教义、教规、礼
俗、哲理，积极寻求
伊斯兰教与官方正统
意识形态——儒家文
化相通的部分，以便

得到主流社会和主流
文化的认可。他们一
方面用儒家思想阐释
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功
修；另一方面又把伊
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
儒家的纲常伦理相契
合，从理论上阐明伊
斯兰教与儒家的相通
之处。

记者：伊斯兰文
化与儒家文化为何能
汇通？　　

杨 桂 萍 ： 王 岱
舆、刘智、马注、马
德新等先辈学者准确
把握伊斯兰文化与儒
家文化在世界观、人
生观及认识领域的差
异与互补，主动促进
两种文化互鉴融通，
并 掀 起 了 “ 以 儒 诠
经”运动，援用儒家
理学的核心概念汉译
伊斯兰典籍。他们基
本把握了儒家文化重
视现实人生、重视人
伦道德的主旨，积极
认同儒家主流思想。
他们所建构的本土伊
斯 兰 教 的 思 想 体 系

将“天道五功”与“
人道五典”的伦理思
想相结合，为伊斯兰
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沟
通架起了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伊
斯兰教著名学者马德
新(1794—1874年)，
他继承先辈学者的思
想，将对自身文化的
反思及对儒家思想的
总体认识提到了一个
新 的 高 度 。 他 清 楚
地看到儒家文化和伊
斯兰文化的共性、互
相认同的可能性，阐
释了天道与人道的关
系。他说，“伊斯兰
文化与儒家文化各有
所长，各有不可偏废
的一面，认为二者可
相资为用。”

记者：“天道”
与“人道”有哪些共
性，伊斯兰文化和儒
家文化又是如何就此
实现交流和相通的？
　　杨桂萍：马德新
认为伊斯兰文化与儒
家文化在各有侧重的
同时，还充分肯定它

们有相通之处。
儒家主流派不否

定宗教，把发挥宗教
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
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儒家典
籍不讳言“天”的地
位，统治者一直保留
着宗教祭祀典制与活
动，以发挥神道的道
德教化功能。儒家在
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
同时，并不否定“天
道”或“天命”。儒
家所说的“天道”，
多指人类价值的最高
源头。

在 早 期 ， “ 天
神”源于初民的自然
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成
为至上神，被认为能
够主宰自然、人类以
及社会的命运。“天
命”常常被理解为天
神、上帝的意志或命
令。

夏、商、周三代
以后，天、天命的神
学色彩日益淡化，天
命被理解为不可抗拒
的外在力量。孔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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