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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如何相蕴相生？(下)齐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如何相蕴相生？(下)
相 比 ， 具 有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 体 现 为 人
处 世 、 关 系 个 人 修
养、“忠君、事亲、
认主”一体、坚持“
学以致用”等鲜明特
点。

自元代到明末清
初，为山东学派的济
宁区域初创时期。伊
斯兰教随穆斯林客商
沿 着 大 运 河 落 户 济
宁，在京杭运河港口
码头修建了东大寺、
西大寺等清真寺，一
批具有远见卓识的

伊斯兰教学者如
常志美、李永寿等外
出学习、返任阿訇，
改革旧有制度，创新
管 理 办 法 ， 讲 经 布
道，身体力行，深入
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
化。

1662年撰成的《
识 认 大 略 》 是 常 志
美“以儒诠经”工作
中“认主学”的总体
纲要，其行文风格与
儒学典籍《大学》《
太极图说》等相似，
与 儒 家 文 化 贯 穿 相
通。

正如李兴华先生
表述的，山东学派学
术的基本精神就是“
贯通”二字：常志美
编著波斯文法使讲授
的波斯文经典得以贯
通；常杰的《波阿字
典》，使讲授的波斯
文经典和阿拉伯文经
典得以贯通；山东学
派使山东本地的经学
传统与陕西学派、金
陵学派、云南学派的
经学传统和长处得以
贯通。

自清代中末期到
民国时期，山东学派
涌 现 出 一 批 数 量 可
观、影响深远、承前
启后的教职人员、穆
斯林学者和教外研究
学者的庞大群体。“
成达师范学校”成为
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
和活动场所。济南成
达师范学校(始于1929
年 ) 及 其 搬 迁 的 北 京
成 达 师 范 学 校 ( 始 于
1 9 3 9 年 ) ， 为 山 东 学
派的现代转型。唐柯
三、马松亭、王静斋
等人以学校为载体，
以儒诠经，成为中国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力
行者。

记者：“山东学
派”的主要突出贡献
有哪些？为今天中国
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带来哪些启示？

齐金江：回顾总
结“山东学派”的主
要突出贡献，要之有
三：

首先是提出中华
无 论 主 流 和 支 流 ，
都 理 同 道 合 、 百 川
归海。历史上形成了
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
化主流和传统，这是
各族人民、诸家文化
共同创造、共同认可
的。在“伊儒会通”
的历史进程中，穆斯
林学者诗云：“惟有
孔门真实事，眼前无
日不春风”。

其二，中华民族
无 论 哪 个 群 体 ， 都
要 摆 正 位 置 、 扎 根
土壤，乐群爱国、赤
胆忠心。马注在《清

真 指 南 · 教 条 》 写
道：“入籍版图，为
朝廷之赤子矣。”即
表达中华民族要融为
一体，每一个中国人
都要修身进阶，要有
主 人 意 识 、 大 局 意
识。

其三，中华民族
无论何教、何圣，都
要 主 动 趋 向 “ 大 一
统”。

“山东学派”为
今天中国的伊斯兰教
中国化、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带来了很多
的启示：

在文化观念上尊
重儒家“文化底色”
地位，全面融入优秀
传 统 。 山 东 学 派 主
张“义以穆为主，文
以孔为用”，主动融
入当地社会氛围，在
清真寺建筑、服装语
言、民风民俗、饮食
习惯、学习教育等方
面，顺应当地儒家文
化的选择，与当地群
众和睦相处、和合相
生。

在人才培养上依
据儒家“德学兼优”
标准，培养伊儒会通
的经学人才。在教职
人员培养选择上，山
东学派率先永禁“掌
教世袭”，推崇儒家
文化“德学兼优”的
标准，依据“有学、
有传、有德、有言、
有守”的“五有”标
准选择教职人员，培
养了一批经学人才。

在理论体系上借
鉴儒家“纲常伦理”
，构建伊斯兰教中国
化的理论基础。吸收

儒 家 “ 仁 义 ” “ 忠
孝”思想，形成爱国
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
统。山东学派从“五
大功修”中引发“仁
义”“忠孝”思想，
与儒家伦理相联系，
促进了伊斯兰教扎根
中国儒学土壤。

在 自 身 实 践 上
融 合 儒 家 “ 修 身 明
道”“知行合一”，
注重信教群众教化，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山东学派认为讲经本
身就是修行，且修行
不离日常生活。

记者：在民族宗
教工作领域，应该如
何传承“伊儒会通”
的历史经验和智慧，
使其更好地时代化？

齐金江：“文化
浸 润 ” 是 实 现 宗 教
中 国 化 非 常 有 效 的
路径。坚持中国化方
向，推动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

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浸润宗教，关键
任务就在于激活伊斯
兰教教义教理、宗教
道德和宗教文化中的
积 极 因 素 和 时 代 价
值，深入挖掘聚焦伊
斯兰文化与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相 通 之
处、契合之点，聚焦
伊斯兰教义教规中蕴
含的和合、忠孝、仁
爱等理念，作出符合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
求的阐释，不断增进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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