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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赵世瑜(马维胜两位老师!杨园章(马星宇(张煜(赵凯欣(

A

心怡等同学的悉心帮助)投稿後!又收到两位匿名审稿人认真负责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字与家谱编纂

""")*世纪西北消经 $马氏家谱 %的生成史

马文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

)*世纪末!西北阿訇马玉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方言的消经文

字撰写了#马氏家谱%"该谱是地方宗教文化传统(历史进程与个

人互动的
$

物"因消经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与汉文不同的
3

事

逻辑(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此!对消经#马氏家谱%生成史的

研究!有助於拓展我们对家谱该种文本的认识"

关键词#)*世纪(西北(消经(家谱(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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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些年来!家谱研究发生了一种转向!一些学者把以往被研究者当作史

料的家谱!视作一种文本!提倡在地方的历史文化
"

络中对其进行考察"

!

%

这种视角转
9

凸显了家谱自身的生成史!涉及家谱编纂中的文字书写能力和

文化资源!家谱生成的历史情境!编纂目的与过程!以及最後生成的文本在

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使我们能更立体地认识家谱"

但是!该种把家谱视作文本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用汉文书写的家谱展

开!这在一定程度上
.

也限制了我们关於该文本的认识"因
!

用文字进行书

写时!特定文字
0

含的
3

事逻辑(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都会对书写活动
$

生

规范甚至支配性的影响"因此!文字一方面使表达成
!

可能!另一方面
.

也

限制着表达"

"

%用汉文书写的家谱就是这样"中国有悠久的汉文家谱编纂传

统!到明清时期!该种传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 *套路 +!人们在编纂家谱

时!多沿袭该类家谱的体例和
&

容!以至於在无意或有意中也反映出该类家

谱传达的理念"

#

%这种影响在回族编纂的家谱方面表现的尤
!

明显"目前!

在华南(东南(中南(华北(西北等地均发现了明清时期的回族先民们用汉

文撰写的家谱"

$

%这些家谱在体例上沿袭该时期就已成熟(稳定的汉文家谱

编纂方法!在
&

容上通过侧重姓氏源流和迁徙来源等!以
!

其门第张目"研

究者依据该类文献!普遍认
!

回族家谱体现了*汉儒谱学+*汉文化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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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鸣对此做了归纳!他指出- *中国家谱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趋成熟(完善!体例完

整!

&

容丰富!管收载
&

容有多寡!编纂形式有不同!但一部完整的家谱!大致包含

以下体例(

&

容" +王氏所谓完整家谱包含的体例(

&

容有-谱名(祖先像赞(目
-

(

修谱名目(谱序(凡例(恩荣
-

(谱论(姓氏源流(世系(传记(家法(风俗礼仪(祠

堂(坟茔(祖
$

(契约(艺文(子辈排行(领谱字型大小等&'种"同时!王鹤鸣指出-

*家族世系是家谱的核心
&

容!也是区
*

判断是否
!

家谱文献的唯一标准" +王鹤鸣!

#中国家谱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

关於现存回族家谱的整理状癋!丁明俊有相关的论述!参见丁明俊! /回族家谱文化探

析0!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关於回

族家谱的研究综述!参见饶伟新主编! #族谱研究%!页+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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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训文化(伦理文化+之特色"

%

%这诚然是史实的一部分!但
D

不是其全

部"因
!

就历史时期西北的
D

大多数回民来
%

!他们对已定型的汉文家谱的

体例和
&

容较
!

陌生!

&

%不会也
'

有能力遵照 *汉儒谱学 +来撰写家谱"因

此!由体例化的汉文家谱得出的关於回族家谱的概括性结论!显然有失偏

颇"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对汉文及其书写传统相对陌生的人群而言!他们是

如何编纂家谱以及其家谱是怎样生成的,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年!在今

青海省民和县西沟镇湾子村发现的)*世纪西北回民阿訇马玉&)/&&!)/** '用

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方言的形式撰写的 #马氏家谱 %&格式见文末附

-

) '!

'

%

!

我们讨论该问题提供了可能" #马氏家谱%是目前极
!

少见的一

部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清代的回族家谱"学界多以小儿锦称呼该种用阿拉伯

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但民间把该种文字称作消经"

(

%消经先是使用於

西北的伊斯兰教教育!明清以来!该种文字也在通信(记事等世俗性活动被

应用"

)

%马玉用消经撰写的#马氏家谱 %便是这一
"

络下的
$

物"因消经文

字在一定程度上
0

含着与汉文不同的
3

事逻辑(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

文字与家谱编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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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伟! /回族家谱概述0!载王鹤鸣(王洪治等著! #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丁明俊! /回族家谱文化探析 0! #北方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

学界对历史时期西北回民文化知识的综合性研究较少!而且相关研究容易受到汉文史料

的误导"关於这方面的研究!或可参考89;4D:4; CBU6VQ4;=0&/+%+&'1)'&,2*'3456+3)"'7

"89$3%+/3+, :"');<*3)(;+,& JW@4DDF@4;7 U9;79;LM;65@?<6DG9NX4<:6;YD9; O?@<<=)**.PB

消经#马氏家谱%的发现过程
!

-&')&年!甘肃省广河县火红庄人编写家谱搜集资料

时!在青海省民和县发现了清代火红人马玉用消经撰写的#马氏家谱%!同行的马维胜

先生认识到该谱的重要价值!动员保存者马登邦阿訇翻译该谱"其後!马登邦(马吉云

两位阿訇把该谱译成汉文"马维胜把消经 #马氏家谱 %及翻译的汉文文本分享给了笔

者"笔者在写作时!主要参考了马登邦(马吉云阿訇的译文"在此!笔者向马维胜先生

及马登邦(马吉云两位阿訇!谨致谢忱"

消经(小儿锦还有小经( *忾达尼+文字等名称"本文使用西北民间使用的*消经+该

种称呼"据冯增烈研究!在西北的伊斯兰教教育中!学生称课後习阿拉伯文宗教经典

的举动
!

*消一消 +!消经一词可能由此衍变而来"参见冯增烈! /*小儿锦 +初

探$$$介绍一种阿拉伯的中文拼音文字0! #阿拉伯世界%!)*/&年!第)期!页(."

冯增烈! /*小儿锦+初探$$$介绍一种阿拉伯的中文拼音文字 0!页(.1,."目前!

刘迎胜的三
7

#小儿锦研究%是国
&

关於消经研究最丰富的成果!消经研究的学术史亦

可参见刘迎胜! #小儿锦研究&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页)/1(+)

关於消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书写特色!参见马
#

(郭景芳整理! #心灵的明灯
P

中国

化汉阿波多语料文献转写(翻译与校注%&台北-兰台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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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消经#马氏家谱%生成史的研究!有助於拓展我们对家谱该种文本的

认识"

在进入正文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消经#马氏家谱%做点
%

明"该谱
!

抄

本!共(+页"该谱&见附表) '可分
!

五部分!主体部分由马氏家族六世祖

马玉从光绪初年&)/.- '开始用消经撰写!

&

容主要
!

家族历史)光绪三年

&)/.. '! *子绳先生+&身份已不可考'用汉文
!

马玉所写文本作/马氏

家谱序0!可知至此时!马玉的书写活动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是!在正文空

白部分!马玉还用消经记载了光绪四年 &)/./ '(五年 &)/.* '(十九年

&)/*( '的相关事情!可见光绪三年後!马玉仍在补充家谱
&

容"其中!在

马玉写的正文部分依次夹杂了些马氏家族前五世的汉文世系等的
&

容&该部

分
&

容作者身份不详'"此外!在集成
7

的#马氏家谱%中!还收
-

了两

份关於土地的文件"一份
!

光绪五年马玉请人用汉文书写!另一份是光绪十

三年&)//. '!由马玉用消经书写"光绪二十五年 &)/** '!马玉去世後!

他的後人在其集的文本中!陆续增加了马氏家族六世(七世之世系"附表)

为目前所见#马氏家谱%全貌!本文的
3

述将围绕该文本展开"

二!书写者#地方宗教文化
!

络中的马玉

马玉用消经文字书写家谱的活动受到地方的宗教文化传统和个人知识结

构的影响"本节拟先对马玉所在地区和家庭的宗教文化进行考察!然後讨论

他从该地方宗教文化
"

络中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一 '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影响下的马玉

道光二年&)/&& '!马玉出生於青藏高原东缘的西宁府碾伯县西沟堡湾

子村的一
;

阿訇世家"马氏家族成
!

阿訇世家!是自清前中期以来!在
&

亚

伊斯兰教苏非主义4/170(<A东传与全国性经堂教育网络的双重影响下!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形成的"

明末清初!马玉所在的马氏家族从河州火红庄迁居到碾伯"清代康熙年

间&)++&!).&& '!马氏家族的一员!名马偏胡 &,!).)) '者!定居到碾伯

西沟堡湾子村&属今青海省民和县 '"

*+,

%明清时期的碾伯!由流官与土司分

(/ 马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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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 #马氏家谱%&清代光绪年间抄本!藏青海省民和县西沟镇湾子村'!页)&"

!

"

#

$



*

治理!马偏胡定居的西沟堡!归流官管理"

*+-

%

马偏胡到碾伯西沟堡湾子村後!与当地人一同修建了清真寺"碾伯的宗

教信仰较
!

多元!该地有不少属於不同信仰体系的宗教场所"据康熙#碾伯

所志%记载!清初碾伯有文庙(关帝庙(城隍庙等三座官方祭祀场所!民间

祭祀的则有雷祖庙和真武庙!此外!碾伯还有西来寺等)&座汉传佛教(道教

寺观)藏传佛教在碾伯较
!

兴盛! #碾伯所志%记载了该地的('余座藏传佛

教寺院!

*+.

%其中!清崇德四年&)+(* '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宏善寺就位於马

偏胡所在的西沟堡)

*+/

%碾伯亦有一些穆斯林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当地最早的

清真寺是建於明代洪武十五年&)(/& '的位於米拉沟的五方清真寺!该寺在

回族土司冶土司辖区
&

!

*+0

%距马氏家族迁居的西沟堡湾子村约)-公里"清真

寺是穆斯林社区的核心!一旦某地定居的穆斯林达到一定的数量!他们就将

集资创建清真寺!围绕清真寺形成*寺坊+该种宗教社区!据此展开相关的

宗教(教育等公共活动"马偏胡迁居湾子村後!与当地人共同修建清真寺的

举动表明!

*+1

%至迟在清初!湾子村已有了一些定居的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後

!他们凝聚在清真寺周边!形成湾子村的*寺坊+组织"

修建湾子清真寺的清代前中期!正是
&

亚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东传与全国

性经堂教育网络建立的时期!马氏家族此後的历史受到了该潮流的影响"清

代前中期!

&

亚苏非主义教派的大规模东传影响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

展"

*+2

%苏非主义传入中国西北後!追随者围绕苏非导师4>1&(;0KA形成了不同

的修道(传教等团体"之後!随着教权的承袭(政治势力的支持以及财富的

积累!该种教团演变成以教主
!

核心的门宦制度"西北穆斯林的宗教仪式(

人群组织等行
!

方式由此发生了变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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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碾伯所志%!载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 #青海地方旧志五

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

康熙#碾伯所志%!页)''1)'&"

智观巴.贡
.

乎丹巴绕吉著!

A

均(毛继祖(马世林译! #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

民族出版社!)*/* '!页).-1).+"

青海省伊斯兰协会编! #青海省清真寺概览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页

&)+"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通!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王雪梅和赵秋蒂分
*

梳理了门宦研究的学术史!参见王雪梅! /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

研究综述0! #回族研究%!&')&年!第&期!页)).1)&))赵秋蒂! #临夏宗派-中国

穆斯林的宗教民族学%&台北-政大出版社!&')&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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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偏胡定居碾伯後!育有五子!其中第五子叫马进忠&)+*&!)../ '"马

进忠生活的清代康雍乾三朝!是
&

亚的苏非主义教派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

期"其时的碾伯以及马氏家族!正处於这一浪潮之中")+.)!)+.&年!新疆天

山南路白山派宗教领袖阿帕克和卓 &F78? $;98KV8,又名赫达叶.通拉西!

)+&-!)+*, '在西宁一带传播纳格什班迪耶4W8?(;O8.K0++8A的苏非主义教

理!所收的学生中有一位是碾伯县米拉沟的马太巴巴 8其後!马太巴巴的学

生马来迟&)+/)!).++ '在中国传播虎夫耶教理4$;170++8A!影响深远" 9

*+4

%

由此可见早在马进忠出生之前&'年!碾伯就已受到苏非主义纳格什班迪耶教

团的影响"马进忠曾在家中侍奉过在碾伯传教的两位苏非!他们分
*

是河州

漠泥沟太爷和要太巴巴"其中!漠泥沟太爷与国外联紧密"据
%

他-

在伟俩耶提4 ,X0)8+8;A国土时%在阿里木尼艾尔牙尼

4 ,YZ)8<8)!FY8+[.A学校学习%忽然有人造反%杀拿缴抢%学

校关门了%他跑到了中国)

*+5

%

*伟俩耶提+意
!

神圣的地方!但其具体指什
)

地方!则不清楚" *阿

里木尼艾尔牙尼+意
!

*显贵(名流+!也不清楚它具体指的是什
)

地方"

但从该语判断!漠泥沟太爷应该是随苏非主义东传这一潮流!在国外学习後

回到中国的苏非"到中国後!漠泥沟太爷先在河州漠泥沟一带活动!其後到

碾伯传教"

漠泥沟太爷在碾伯传教期间!马进忠接受了他传播的苏非主义教理"据

载!漠泥沟太爷在碾伯时!向当地人展示了他的 *凯拉麦提 & !

$8)0<8;!奇?'後!观者由此受到震撼!

(

相请求加入漠泥沟太爷传播的教

派"湾子村的韩姓*来到漠泥沟太爷跟前!

%

- 3太爷啊1你给我们给个教

门吧1 4+

*6,

% *教门 +一般解释
!

伊斯兰教!在此可理解
!

宗教信仰(教

,' 马文忠

*+4

*+5

*6,

89<@V: ZBZF@DR:@?=[\:@C4]<:^4;76GG46; C9?D:A@<D!:6;4_=6; KBZB"4; @̀7B=1)$=+*3",

(;+,*3*&,= .3%&/+>.,,*'53+&J>F7@?<:9DLa4?69?SQ=)**-PLVVBbc=)&1),B该文已译成中

文!参见佛莱彻著!赵秋蒂译!张中复(马成俊校! /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迪耶教

团0! #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页//1)'')陈国光! /*回回二十五世到

中原+考$$$关於新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在
&

地传?问题0!载陈国光! #西域人文学

术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页),)1)-,)王雪梅! /关於西北门

宦中*二十五辈圣裔+的考证0! #世界宗教研究%!&')+年!第&期!页)-(1)+&"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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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该语凸显出当地穆斯林向苏非寻求教理的情形"马进忠也在此时接受了

漠泥沟太爷传播的教理"对此!他俩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漠泥沟太爷对五太爷 #按,马进忠 $

!

, / 哎%五爷(你不要

教门吗. 0

五爷
!

, /我是一个不能行的 2?黑里 3 4 ,\[;0)A%我抓

揽你的穗儿%指望你的都哇哩) 0

*6-

*太爷+是教下对苏非导师的尊称" *?黑里+

!

阿拉伯语音译!意
!

*蒙昧(无知+!马进忠用该词形容自己在宗教上的无知!用*抓揽你的穗

儿+比喻自己愿意跟随漠泥沟太爷传播的苏非主义教理" *都哇+

!

祈祷之

意!教下认
!

苏非导师做的祈祷!具有很
#

的效力"由上可知!清初!马氏

家族的马进忠接受了漠泥沟太爷传播的苏非主义教理"

与马进忠交往的另一位苏非是要太巴巴"他去世前!将一些伊斯兰教经

书送给马进忠!要其好好保管!以便马氏家族的子孙们
/

读"苏非的宗教书

籍!可能会包含苏非主义哲理的
&

容"之後!当马氏家族培养出阿訇时!要

太巴巴赠送的书籍便成了他们获取宗教知识的源泉"

马进忠加入苏非主义教派後!马氏家族便一直与苏非保持着比较紧密的

联"该家族的五世祖马成美曾先後加入苏非主义教派嘎德忍耶4T8K0&0+8;A

和虎夫耶的道堂"本文的主角!马氏家族的第六世马玉曾多次前往河州(循

化等地!

!

不同的苏非导师上坟!纪念他们"马氏家族与苏非的该种联!

是清前期以来!

&

亚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东传
$

生的结果"

苏非主义东传前後!中国本土的传播伊斯兰教知识的经堂教育也渐趋成

熟"经堂教育指晚明以来!中国的穆斯林以清真寺
!

依皏!教授和传播伊斯

兰教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宗教教育制度"

*6.

%在经堂教育中!阿訇及学员的

食宿由清真寺所在的 *寺坊 +负责!学员经过不同阶段的学习!举行 *穿

衣+仪式後毕业!应邀到各地清真寺担任阿訇!称之
!

*开学+"经堂教育

最先发源於陕西!其後传播到全国各地"明末清初!河湟地区就已出现了多

位经堂教育的经师!他们在全国各地流动求学!然後到河湟地区*开学+!

文字与家谱编纂 ,)

*6-

*6.

马玉! #马氏家谱%!页/"

关於经堂教育的研究成果!参见丁士仁主编!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

!

"

#

$



影响着当地伊斯兰教的发展"

*6/

%到)/世纪中後期!全国性的经堂教育网络已

经成熟!经堂教育中的教学开始以)(种或),种课本
!

主!循序渐进地展

开!

*60

%不少回民通过该种全国性的教育网络在各地流动求学"

马氏家族成
!

阿訇世家!源於该种全国性经堂教育网络的影响")/世纪

後期!碾伯县一位俗称*京里阿訇+&因
!

曾去北京求学!而有此称'的回

民!曾在北京的经堂教育中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学成毕业後!返回碾伯!在

马氏家族所在的湾子清真寺担任开学阿訇"据
%

京里阿訇*会写经22他的

知识相当丰富!请雨的本领有如奇?" +

*61

%在京里阿訇的教导下!马氏家族

的四世祖马正观&).+(!)/&( '终得*穿衣+毕业!成了阿訇"马正观是该家

族出现的第一位阿訇!自此之後!马氏家族开始朝阿訇世家发展"

马正观之後!他的三个儿子马成义 &)./,!)/&. '(马成美 &).//!

)/+& '和马成功&).*&!)/-( '也成了阿訇"其中!马成功曾在河湟地区的西

宁(循化(河州等地求学(任教!授徒人数达百人!

*62

%成
!

至今仍在河湟各

地闻名的大阿訇"

*63

%马玉作
!

马氏家族的第六世!马成功的独子!和堂兄一

起成了阿訇"三代人的时间中!马氏家族的七位男性中有六位成了阿訇!一

个阿訇世家就此形成"

综上!清初!马氏家族迁居碾伯县西沟堡湾子村後!通过和当地人共同

修建清真寺!形成了一个穆斯林社区"此後!在
&

亚的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东

传和全国性经堂教育网络的双重影响下!马氏家族逐渐发展
!

阿訇世家"马

玉出生於这样一个位於回民社区的拥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家庭"该种宗教背

景!是其书写活动得以展开的背景"

&二 '求学#马玉的知识结构

道光二年&)/&& '出生的马玉!*岁左右开始系统地接受经堂教育!&)岁

,& 马文忠

*6/

*60

*61

*62

*63

赵灿著!杨永昌(马继祖标注! #经学系传谱%&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

.)1.()喇斌德! /青海回族撒拉族经堂教育0!载丁士仁主编!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

育&上'%!页&'*1&)'"

庞士谦! /中国回教寺院之沿革及课本 0!载丁士仁主编!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

&上'%!页))+1)&')丁俊! #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序%!页,(-"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 #民和县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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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穿衣毕业"之後!他在河湟各地的清真寺辗转开学!担任阿訇!直至()

岁"经过该阶段的学习!马玉具备了较
!

坚实稳定的伊斯兰教知识"

河湟地区!穆斯林适龄儿童一般在本村的清真寺接受宗教
5

蒙!以掌握

基本的宗教知识"学者们称该种学习过程
!

经堂教育中的小学教育"马玉也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他
%

-

在笔者九岁或十岁时%开始念艾力夫 # %F)07$ +巴文 # %

U@ $经板子%日日贪耍%不念经)

*64

%

艾力夫(巴文是阿拉伯语辅音字母中
!

首的两个字母!学童从这些字母

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从而
!

朗读(理解阿文书写的#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奠

定基础"这些字母作
!

宗教经典的组成部分!统称
!

*经 +"又因
!

学习

时!阿訇一般把字母写在牛肩胛骨或木板上!故称其
!

*经板子+"

马玉掌握阿拉伯字母後!在))岁时!开始学习关於伊斯兰教基本宗教功

修的课本#耳木代%4 ,YF<K8;A"

*65

%此时的马玉!在湾子村清真寺和家

庭间来回学习!因
!

对他而言!家庭就有能教授他知识的长辈"对学童来

%

!学习完#耳木代%等课本後!基本上拥有了阿文拼读能力!能朗读#古

兰经%!?掌握了基本的宗教知识!拥有独立完成礼拜等宗教功修的能力"

河湟地区的大多数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知便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自此之

後!他们结束在清真寺
&

的学习!转而从事其它的行业"马玉的堂兄苏莱曼

便如此!他在清真寺学习了一段时间後!便回家从事农业等活动"但是!马

玉还是继续学习"

)&岁左右!马玉开始系统地学习伊斯兰教知识"首先!他通过 #素儿

夫%4 ,/8&7A( #莫 尔 则 %4 ,>8Y8:0++A( #咱 加 尼 %

4 ,P8.;8.08A等课本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

*7,

%从)(岁开始!

文字与家谱编纂 ,(

*64

*65

*7,

马玉! #马氏家谱%!页&&"

#耳木代%又称#欧母戴%"主要讲解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宗教功修 &念(礼(斋(

课(朝'"有汉译本"参见马奎麟参订! #汉译耳木代%!收入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编纂委员会编纂! #清真大典%&合肥-

<

山书社!&''- '!第)-

7

!页-'/1-&*)丁

0

辉译述! #欧母戴图络伊斯兰全集%!收入#清真大典%! 第)-

7

!页-('1-+)"

#素儿夫%( #莫尔则%( #咱加尼%!作者不详!是经堂教育中所谓*连五本+经中

的前三部"其中! #素儿夫%简要讲解了阿拉伯语词分类和构词基础知识) #莫尔则%

讲解了阿拉伯语动词的语态(&&种门类!动词代词的),种尾码类型等方面) #咱加尼 %

讲解了阿拉伯语词形变化及发音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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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花了六年的时间从语法学著作 #麦拉海 %4 ,$03[O 8)!>1))[A一直

学习到信仰学著作#阿戛伊德%4 ,YF?[0KA"

*7-

%至此!他掌握了学习伊斯

兰教知识必备的阿拉伯文!进而涉及信仰学著作")/岁时!马玉开始学习伊

斯兰教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学著作 #伟嘎耶 %4 ,/;8&; 8)!

X0?[+8;A)

*7.

%到)*岁!除继续学习#伟嘎耶 %外!他开始接触波斯文著作"

两年时间
&

!马玉学习了以下几种波斯文作品-对,'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本

#呼图白%4 ,$;13O8;A!

*7/

%萨迪&)&''!)&*' '的文学著作#古力斯坦%

4 ,J')0(38.A!

*70

%贾米 &),),!),*& '关於苏非主义哲理的著作 #拉姆阿

特%4 ,H8<8]83A和 #勒瓦一合 %4 ,H89[+0;A"

*71

%至此!他掌握了作

!

一名阿訇所需的知识!从经堂毕业"道光二十二年 &)/,& '!&)岁的马玉

正式成
!

家乡湾子清真寺的开学阿訇"

马玉学习过程中主要跟随在河湟各地清真寺开学的父亲马成功学习"成

!

阿訇後!他在家乡湾子村(碾伯县川城(河州保安等地的清真寺开学时!

也仍旧向其父马成功学习"

*72

%直至咸丰三年&)/-( '!马玉()岁时!其父去

世
!

止"

经过上述学习过程!马玉拥有了较
!

广泛的伊斯兰教知识"如附表&所

示!他在成
!

阿訇之前!曾学习过*种关於伊斯兰教的阿文(波斯文著作!

,, 马文忠

*7-

*7.

*7/

*70

*71

*72

麦拉海又称#舍拉哈.卡非耶 %& '!作者不详!该书
!

伊斯兰世界阿拉伯

语语法理论的盓出代表作" #阿戛伊德%又译
!

#奈赛斐教典诠释%!

!

中世纪伊斯兰

教逊尼派凯拉姆学名著!是赛尔顿丁.台夫塔諸尼
!

欧麦尔.本.穆罕默德 &)'+/$

)),& '所著#奈赛斐教典%&教义学大纲'的注释"马坚译其名
!

#教典诠释%&台夫

塔諸尼著!马坚译! #教典诠释%!载#清真大典%第)/

7

!页(*+1,-) '"

#伟嘎耶%是简称!全称
!

#舍拉哈.伟嘎耶%( #伟嘎耶经解%!是伊斯兰教法学家

赛.沙.欧拜杜拉
!

其祖父马哈茂德所著#伟卡亚教法经%的注释本"王
6

斋(赛生发

等人对该书做过中文选译!该书有完整版中文翻译"赛.沙.欧拜杜拉编著!丁秉全(

师明学译! #伟嘎耶教法经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呼图白%又译作#虎托布%!系是对,'段阿拉伯语圣训的波斯文注解!圣训的编选者

!

伊本.沃德安!波斯文的译注者不详"李虞辰阿訇将其译
!

#圣谕详解%"

#古力斯坦%又音译
!

#古洛司汤%!意
!

蔷薇园"国
&

翻译
!

#真境花园%( #蔷薇

园%等"萨迪著!王
6

斋译! #真境花园%&北京-华文出版社!&'). ')萨迪著!水

建馥译! #蔷薇园%&北京-商务印书馆!&')( '"

#拉姆阿特%!贾米於),/)年用波斯文写成"国
&

称其
!

#费隐经%( #昭元秘诀 %(

#额慎 %( #光辉的射瞃%等!有中译本"见贾米著!阮斌译!康有玺校! #光辉

的射瞃$$$艾施阿特.拉姆阿特%&北京-商务印书馆!&'') '" #勒瓦一合%书名
!

光束之意!该书主要讲解关於苏非主义的各种问题"刘智将其译
!

#真境昭微%"

马玉! #马氏家谱%!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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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涉及语法学(信仰学(教法学(圣训学(认主学(文学乃至伊斯兰教苏

非主义哲理等方面"马玉拥有的丰富学识!可从时人称他
!

*嘎最阿訇+这

一称呼中看到" *嘎最+又有*尕最+*戛锥+*哈的+等写法!是阿拉伯

语 的音译!意
!

伊斯兰教宗教法官"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有#戛锥 %一

书!该书是用阿文撰写的关於#古兰经%的注释"当地人称马玉
!

*嘎最阿

訇+!即源於他精通伊斯兰教教法!擅长讲述#戛锥%一书"据
%

!回民起

义结束後!权倾西北的马占硆&)/('!)//+ '曾向马玉请教过教法知识" #民

和回族来源歌%记载此事曰- *嘎最阿訇名马玉!河州占硆遇难题"凭经无

私出断法!占硆阿訇了他" +

*73

%马玉的学识获得了时人的认可"

从*岁至()岁!马玉一直在清真寺中不间断地学习!由此具备了丰富的

伊斯兰教知识"该种知识结构!是其书写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

三!

"

救赎而写作#大历史中的个人抉择

除地方的宗教文化传统对马玉的书写活动
$

生影响外!他在新疆和回民

起义期间的经历!直接推动了他的书写活动"咸丰五年 &)/-- '!((岁的马

玉前往新疆寻找伯父马成美!十年&)/+' '!从新疆回到碾伯後!西北爆发

了长达十馀年的回民起义!马玉及其家族入其中"由此!个人命运和大历

史纠缠在了一起"光绪初年!回民起义结束後!-(岁的马玉开始用消经展开

书写"

&一 '新疆之旅# (两三股子的杂人的去处))你们後人观看参悟 *

咸丰五年!马玉去新疆寻找伯父马成美!该举不仅使他的生活空间突破

了河湟地区!走向新疆!其眼界也由此得以拓展"

马玉乃至马成美从碾伯到新疆!是基於清前中期以来!河湟地区与新疆

之间在经济和宗教等方面形成的联"河湟地区与新疆在商业方面有着紧密

的联!乾隆初年的两份奏摺提到!康熙五十四年 &).)- '之前!新疆伊

犁(喀什等地的一些回民曾到西宁等地做生意!後来清廷与准噶尔之间的战

文字与家谱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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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了他们的返乡之路!这些回民滞留在了西宁一带"

*74

%这是关於商人在

新疆南北疆与河湟地区间互相往来的较早记载"乾隆二十四年&).-* '!清

廷彻底平定准噶尔後!西北的回民大规模进入新疆"到)*世纪中叶!据佐口

透估计!仅在伊犁河谷活动的回民人数就已达到+万之
:

"

*75

%此时!移居新疆

的回民不仅仅只从事流动性的商业活动!他们通过屯田等方式!已在当地?

根!拥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河湟地区与新疆的另一种联体现在宗教方面"

清前中期以来!新疆的大多数苏非主义教派对河湟地区
$

生过重要影响!

*8,

%

如前文提到的阿帕克和卓!曾到河湟地区传播纳格什班迪的苏非主义教理!

再如河州的北庄门宦!其传教凭证就来自於新疆莎车的苏非主义教派"不仅

如此!清廷彻底平定准噶尔後!

&

地的苏非主义教派*也有3回潮4西域的

现象+!其中! *整个&新疆'南北路回族的虎夫耶派乃是有势力的门宦派

*

" +

*8-

%迁居新疆的回民!围绕清中期以来从
&

地传播到新疆的苏非主义教

派!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门宦组织"

嘉庆二十一年&)/)+ '!马玉的伯父马成美因故离家出走!去了新疆"

先是!马成美加入在河州的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派
*

嘎德忍耶的道堂&*大拱

北+'!沿河西走廊到新疆伊犁河谷)到新疆後!马成美加入到伊犁的虎夫

耶道堂!成了一名阿訇)之後!他定居到新疆达阪城!担任移居该地的回民

组成的*寺坊+的阿訇!?先後娶了两任妻子!育有二女"

*8.

%咸丰五年!马

玉从碾伯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去新疆寻找伯父马成美"

*8/

%几个月後!他

在达阪城找到了马成美"由此!马玉开始了在新疆的一系列?历活动"

新疆给马玉在感官及认知上带来了极大的击"首先!作
!

一名宗教职

业者!新疆的伊斯兰教繁盛之情景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载道- *笔者

,+ 马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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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金丝城(回子城!有缠头的王子(有出判断的阿林&引者按-学者'(开

大学的老师" +

*80

%马玉在与当地的宗教人员往来时!还互相切磋伊斯兰教知

识"光绪三年! *子绳先生 +在 /马氏家谱序 0中提到马玉在新疆的经历

时!以马玉的口吻
%

到- *盖吾平时精研经典!稍有所得!心每快愉之"是

以访学!?至伊犁河!会诸有学文之辈!考其经典!吾始知自颇得其精

微" +

*81

%通过与新疆的伊斯兰教学者的一番较量!马玉
!

所学知识找到了参

照!

!

自己精微的学识感到自得"

其次!新疆形形色色的流动人员丰富了马玉的认知"傅礼初4\'(*D;

)̂*3=;*&A称)/()*世纪的新疆是*冒险家的真正乐园48. 8O(')13*%8)07'&.087'&

8K6*.31&*(A+!

*82

%在新疆?历时!马玉接触到了这些活动在伊犁河谷的各类

*冒险家 +"他记载该地不仅有 *喀什克儿(塔什干(和田(阿克苏的

人+!还有满人(回民(俄国人(鞑靼人(布哈拉人(甘地人"这些人中不

仅有商人(官员!还有 *阿林(阿訇(哈智 &按-指朝觐过麦加的穆斯

林'+等各类宗教人物"

*83

%活动在新疆的各色人等!刺激着马玉!丰富着他

的认知"

最後!沙俄在伊犁河谷的屠杀行
!

又震撼着马玉")/-)!中俄签订 #伊

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後!清廷准许俄国商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

建造仓库(房屋和墓地!进行免
Q

贸易"

*84

%)/--年!新疆的数千民
:

因不安

而焚烧了俄国在塔尔巴哈台的商站仓库))/-+年!俄国派瓦里哈诺夫4%;#

%;#_8)0C;8.'6A至伊犁交涉!要求清廷承担肇事的责任))/-/年!中俄在塔

尔巴哈台正式缔约!清廷除重修被焚
M

的俄国仓库外!还赔偿俄国('-''卢

布!以抵俄国--'箱茶叶的损失"

*85

%中俄交涉期间 &)/-+!)/-/ '!马玉在伊

犁等地?历!因此接触到发生在新疆的一些事- *後来听得八年&按-咸丰

八年!)/-/ '有俄罗斯回来了!在伊犁河市里边!他杀布哈拉和甘地的买卖

人!他们是清朝不管的百姓22各个地方的缠头人!一个连一个的有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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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杀了少的" +

*9,

%布哈拉(甘地的商人作
!

外来人员!不在清廷的管

辖范围
&

!沙俄可能是
!

了消除贸易竞
(

对手而借机杀害他们"

总之!在新疆的种种经历!既开拓了马玉的眼界!又给其带去不安"他

回忆新疆的经历时
%

- *伊犁河是旱码头!两三股子的杂人的去处"笔者

%

- 3这个话是因
!

小事件!你们後人观看参悟" 4+

*9-

% *杂人 +可理解
!

盻杂人等"马玉作
!

自小仅在河湟地区活动!此时性格(知识结构已经定型

的相对保守的宗教人士!面对新疆这样一个入近代世界体系!一个*冒险

家的天堂+(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时!心中感到困惑(不解与不安"因此!

他才会要後人从中*参悟+!以试图解发生在新疆的种种事件"

&二 '回民起义# (回民了逆天+朝廷赐了法外之人 *

带着在新疆?历时的击(困惑与不安!咸丰十年正月!马玉和马成美

返回家乡湾子村"然而此时!一场浩劫正在等待着他们"河湟地区的社会矛

盾蓄势待发!马玉所在的碾伯县成了突的发源地之一"

马玉从新疆返回碾伯县四个月後!青海发生了华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间

的突事件"受虎夫耶教理影响的华寺门宦和穆夫提 &大会'门宦在青海有

很大的势力"其中!华寺门宦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撒拉
&

八工&循化'和外五

工&巴燕戎'地区!穆夫提门宦的势力集中在西宁和丹噶尔厅地区!两个门

宦因
(

夺教下(清真寺等原因!屡次发生
(

执"

*9.

%咸丰十年!华寺门宦教主

马归源&,!)/.( '和穆夫提门宦教主冶承祖在西宁爆发突"之後!马归源

指示教徒马文义&,!)/.) '带领循化(巴燕戎等地的教下攻击西宁等地的穆

夫提教下!时在咸丰十年五月!马玉回忆- *华寺领符违约的事情!西宁府

城打官司!五月眧听到官司输了"本月份撒拉八工派马&按-马文义'打新

教&按-穆夫提门宦'"腊月二十四日!八工打了八赞沟" +

*9/

%身处碾伯的

马玉!密切关注着两个门宦间的突及其走向"

不久!马玉所在的碾伯县也受到门宦
(

的影响!教派突迅速升级
!

,/ 马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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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战
(

"

*90

%咸丰十一年&)/+) '四月!撒拉八工的华寺门宦攻击穆夫

提门宦时!途径碾伯附近的汉人村落!发生了门宦教下抢掠汉民的事情"

*91

%

碾伯的民团由此对回民怀有嫌隙!?不时威胁他们!突蓄势待发"对此!

时任陕甘总督乐斌指出- *此次循化(巴燕戎格撒匪同时滋事!实因西(碾

士民总谓回民必须尽行剿灭!碾伯县民团无端将巴燕戎格打牲回民杀毙三

人!?与番僧勾结!称欲
?

洗米拉沟回民"该回
:

闻风忿恨!遂纠集循化八

工撒匪!与西宁(碾伯两县民团互相
(

!各毙多命" +

*92

%民团与回民间的


(

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十六日达到白热化状态"当地汉(藏(土等民

族在地方士绅(藏传佛教僧人的领导下!分
*

进攻碾伯县马营(巴州(黑山

和柳沙的回民"

*93

%当地的回民和撒拉八工的门宦教下汇合到一起!与民团战

"事态由此扩大
!

反清事件!碾伯县成了青海回民起义的发源地之一"

*94

%

自此之後!回民起义由碾伯县扩展至周边地区!地方就此陷入战
(

的旋涡

中"

战
(

在地方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与破坏!马玉和马氏家族未能癰免"马

玉记载!碾伯县的民团和回民间进行战时! *冶家高崖的回民害怕者
'

敢

动身" +

*95

%可见当时氛围之紧张(人群之恐慌"回民击败民团後!马玉回忆

道- *若不回民得胜的话!一定被番(汉人斩草除根!走白骨显天的

路" +

*:,

%足见当时
(

形势的严峻和惨烈"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碾伯县

民团和回民的
(

达到白热化状态之际!马玉的堂兄苏莱曼*见东岭头开仗

的惊恐!以致同治元年苏莱曼
R

了" +

*:-

%战
(

造成的心理恐惧由此可见一

斑"不独苏莱曼!和马玉从新疆回到碾伯县不到两年的马成美!也因恐慌等

原因!在同治元年&)/+& '十一月去世"

*:.

%战时状态下!马氏家族在一年
&

连续失去了两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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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推进!马玉生活的碾伯县在清廷与反清的回民间来回拉锯"

同治六年&)/+. '!清廷短暂收复碾伯县米拉沟後!马玉堂兄奴力不知何故

去世"之後!他随同周边村落的回民们重修了京里阿訇(祖父马正观等人的

坟墓"同时!处於河湟地区的马玉也得到了南京太平天国与清廷抗
(

的消

息"他记载到- *南京长毛!自势大至力弱!因此乱了十年" +

*:/

%面对这种

全国性的混乱局势!身处其间的马玉!思绪万千"

同治十一年&)/.& '!战
(

基本结束!但清廷的战後安排!

.

令马玉感

到困惑"他记载道- *马占硆带领&循化'八工( &碾伯'米拉(河州东西

南乡!太子寺先开仗(後投诚"总营官陈臬台
T

明厥
%

!左公保奏明皇上!

皇上准其投诚!光要了马匹军械!

'

有要反头一人"各个地方给头人是一手

负责!上了翎顶"回民了逆天!朝廷赐了法外之人" +

*:0

%此处
%

的是马占

硆与清廷对抗!及至同治十一年!马占硆率领循化(碾伯(河州等地的回

民!经左宗棠向清廷投降的事情"只是!清廷对回民的处置出乎马玉意料"

因
!

在他看来!回民反抗清廷是逆天之举!但清廷不但
'

有追究领导者的责

任!反而赏赐了这些*法外之人+"马玉此语!带着些困惑!因*逆天+之

人!竟得善报"

总之!自咸丰五年!马玉进入新疆!到同治十一年!回民向清廷投降
!

止!他彻底入到了大历史中"这).年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带给马玉

极大的击"

&三 '书写#

#

难中的救赎之道

光绪初年!回民起义甫一结束!马玉就开始写作"可见他的书写活动与

战
(

等一系列
U

难有关"

面对大历史时!马玉
$

生的困惑与不安!以及经历的恐慌与死亡!无疑

是种
U

难"他很有可能把这些
U

难与世界末日联到了一起"对作
!

阿訇的

马玉来
%

!他对伊斯兰教经典中关於末日来临时的如下描述?不陌生-如

*光
1

赤身既聋又哑之辈成
!

大地主人 +*穆斯林相互残杀 +*末日来临

时!动乱频仍+*杀人者不知道
!

什
)

杀人!被杀者不知道
!

什
)

被杀+等

-' 马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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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

%经典中的这些描述与马玉亲历的种种事件有不少契合的地方"例如属

於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彼此的
(

和杀害!新疆(河湟各地(甚至在南京

都在发生的血腥屠杀!战
(

期间人与人彼此间的背叛!战後*逆天之人+得

到国家的嘉
V

(取得社会地位等等"在长达).年的时间
&

!该种现象非但
'

有变好!而且似乎在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凡此种种!无疑会给人以末

日来临之感"因此!当马玉面对这些社会道德(规范(秩序颠倒的行
!

时!

视其
!U

难!甚至是末日即将来临的某种?象"

面对
U

难!人该怎
)

办,对穆斯林而言!

U

难是造物主用来警示人类

的"因此!面对
U

难!穆斯林所能做的只有劝善戒恶!加
#

宗教功修!

!

自

己(亲朋等人向造物主做祈祷!以此祈求造物主的宽恕!希冀得到宗教救

赎"马玉作
!

一名回族阿訇!目睹?经历重重
U

难!他在寻求救赎之道"其

中!书写成了救赎之一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玉希望在末日审判时!可以把书写的文本当作人生前行
!

的记

-

!供造物主审判之用"西北的回民中有这样一种文字记
-

在末日审判时可

以作
!

人生前行
!

的见证的看法"清中期以来!受清廷迫害的苏非主义教派

哲合忍耶4\8;0&0++8A的教下!在晚清时写了 #热什哈尔 %一书!?竭力保护

此书"因
!

他们*认
!

既然有了#热什哈尔%!便不仅有了历史!而且有了

後世&按-末日审判'眧和残民的政府 3打官司 4的证据" +

*:2

%哲合忍耶教

下相信文字记
-

可以当作末日审判时的证据!供造物主审判之用"马玉的书

写也有该种意图"在消经文本中!他主要记载的是清初以来马氏家族第五房

的六代十位男性!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姻亲(老师(亲朋等人的良好事矦!尤

其侧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付出与成就"该种选择性的记
-

突出的是造物主认

可乃至喜
I

的行
!

"因此!在末日审判时!造物主依据他的记
-

对相关人员

进行审判!由此可能会饶恕他们"马玉写作的该种意图集中体现在他对记载

妻子家的几位亲人的原因的
%

明上!他
%

- *他们尊奉了笔者!

!

的是指望

文字与家谱编纂 -)

*:1

*:2

穆斯林.本.哈贾吉辑
-

!祁学义译! #穆斯林圣训实
-

全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 '!页,(.(/(.,("

张承志! /序0!载关里爷著!杨万宝(马学凯(张承志译! #热什哈尔%&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年!在甘肃省张家川县宣化岗发现了光

绪八年&)//& '的手抄本#热什哈尔%现已出版"参见关里爷著!马学华译(张承志监

译! #热什哈尔-珍贵的露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前一个

译本
!

纯汉文!该译本
!

阿拉伯文(波斯文(中文对照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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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笔者执掌後世的好处!因此!笔者记写了他们的名字" +

*:3

%在伊斯兰教

中!学者因传播知识而尊贵!

*:4

%尊重学者的人!会得到造物主嘉
V

"马玉妻

家的人因其学者身份尊重他!因此!马玉记
-

了他们的这些行
!

"之所以如

此!是因
!

在末日审判时!这些记
-

作
!

他们生前行
!

的见证!据此可希冀

造物主的饶恕"

第二!马玉的书写活动本身也是种宗教救赎"作
!

宗教学者!马玉在记

-

亲朋优美品行的同时!也在替他们向造物主求情!因
!

造物主比较容易应

答学者或者廉洁之人的祈祷"在书写时!马玉不时
!

提到的人向造物主做祈

祷!文末!他更是以一段祈祷词结束了自己的书写活动"他写到- *主啊1

你饶恕我(我的父(我的母(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叔叔(我的阿姑(

我的阿舅(我的姨娘(我的姊妹(我的弟兄(我的妇人(我的孙子子孙(我

的家族(我的夥伴们)与你饶恕我的老师!因
!

教门而教导知识的老师!与

一切相助教门的人22 +

*:5

%马玉由己身推至马氏家族!再到老师辈!

!

这些

人做祈祷!祈求造物主饶恕他们"

第三!马玉书写的文本!不仅供造物主
/

读!而且也供马氏家族的子孙

们使用!因
!

後人通过
/

读它!可据此行事!从而寻求宗教救赎"在消经文

本中!马玉基本上会记载每一位祖先的墓地和
R

日"同时!他也一再叮嘱後

辈要去探望亡人的坟墓-

哪一个不忘先人%接续骨肉的後人%你们探望她的坟墓者%念

经祭飨者)

她是无生无长的女儿%你们後人探望坟墓的日子者)

*;,

%

*接续骨肉+指善待与父母有血缘关的亲属)

*;-

% *者+

!

语气助词!

无实际意义) *念经+指念诵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 *祭飨+指在家

-& 马文忠

*:3

*:4

*:5

*;,

*;-

马玉! #马氏家谱%!页(&"

#古兰经%载- *安拉
%

- 3你
%

-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识的人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

觉悟4+&(*-* '"由此可见学者的尊贵地位"马坚译! #古兰经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骨肉+

!

阿拉伯语*勒赫姆& '+意译!原意
!

*子
L

+!指以母亲
!

中心的血

缘关!其後引申
!

以父母
!

中心的所有血缘关" *接续骨肉+意即善待父母方的亲

属!在伊斯兰教中!这是一项穆斯林须履行的宗教义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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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
!

亡人念诵经文的人) *无生无长+意
!'

有後代"对回民来
%

! *探

望坟墓的日子+一般在盷五和亡人的
R

日等日期"因
!

盷五是一盷
&

最吉庆

的一日"马玉的上述叮嘱!凸显了後人
!

祖先上坟的重要性"

对穆斯林来
%

!上坟是种对亡人和上坟者都有宗教利益的功修"因
!

对

亡人来
%

!後人通过上坟悼念亡人!

!

他做祈祷!祈求造物主*饶恕他的罪

过!升高他 &在天堂中 '的品级 +)对生者来
%

!则以亡人的死亡作
!

镜

鉴!从而更加珍惜生命!将时间用於有意义的事情上"

*;.

%由此!通过上坟该

种行
!

!马玉希望子孙
!

祖先向造物主祈求饶恕)同时!马氏家族的子孙们

也通过上坟完成宗教功修!拯救自己"後人在
/

读消经文本时!除了上坟

外!还可以
!

祖先以及他们的老师做祈祷"因
!

祖(父辈的老师给他们传授

了知识!使马氏家族成
!

阿訇世家!因此 *给他们做好都哇是我们的责

任" +

*;/

%祈祷也是
!

了宗教救赎"

上述
&

容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光绪初年!目睹?经历了重重
U

难

的马玉!

!

了给自己及亲朋 &乃至後人 '寻求宗教救赎!从而进行书写活

动"

四!从消经文字到 $马氏家谱 %

书写涉及文字和
3

事结构!对此!马玉使用消经文字!以人物
!

中心展

开写作"这是他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作出的选择"

&一 '用什
$

文字写,"""消经与地方书写传统

马玉所处的碾伯县存在多元化的文字和书写传统"该地使用的文字有汉

文(藏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明代!碾伯出现了两位通过国家科举考试

的本地人!

*;0

%能用汉字参加科考?获取功名!可见汉文在明代碾伯已经有了

文字与家谱编纂 -(

*;.

*;/

*;0

清代的回民刘智&)+--1).,- '对回民游坟的意义有如下总结- *

W

祀期!孝子诣坟"

诵经(默祝!以慰亲灵"不知经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亲!不可语及尘

事"附-或问平素?坟之益!曰有二-一益於亡者!一益於生人"亡人得亲人来祈祝!

亡人之灵慰矣"生人视亡人之
:

多!知己身将必
!

眆中人也!则贪世之心顿息!向道之

念油然!其
!

益者大矣" +刘智著!张嘉宾(都永浩点校! #天方典礼%&天津-天津

古籍出版社!)*// '!卷&'! /丧葬篇0!页&)/1&)*"

马玉! #马氏家谱%!页(&"

康熙#碾伯所志%!页))/"两人分
*!

李 和李完"

!

"

#

$



一定的推广"清乾隆十一年&).,+ '(二十四年 &).-* '!碾伯县先後设置

了社学和义学两种通过汉文教学推广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该举无疑扩大了

汉字在当地的使用范围"实际上!自明代以来!汉文在碾伯的社会生活中被

广泛应用!该地除公文(方志等政府层面的汉文文本外!亦有碑刻(家谱等

相对地方性的汉文文献"就目前所知!马玉进行书写活动之际!碾伯县至少

存在两部关於土司承袭的汉文家谱"一部是碾伯县李土司家族的 #李氏宗

谱%&)+-. ')

*;1

%另一部
!

碾伯县冶土司家族的家谱"

*;2

%

汉文之外!藏文在该地也有一定的流通"前已述及!清初的碾伯有('余

座藏传佛教寺院"在这类寺院中!授课(

/

读等活动基本上围绕藏文展开!

寺院中的僧人一般拥有
/

读(书写藏文的能力"藏文作
!

相对独立於汉文的

书写系统!有自身的书写传统!碾伯周边地区流传着一些藏文书写的藏传佛

教寺志和史书!如#佑宁寺志%&)..- '( #塔尔寺志 %&)*'( '和 #青海

史%( #汉蒙藏史略%等"

*;3

%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也主要流通於宗教领域"伊斯兰教的经书主要由阿拉

伯文和波斯文撰写!因此中国的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学习和传承伊

斯兰教知识时!必须要学习阿拉伯文!同时也涉及到波斯文"因此!对接受

过伊斯兰教教育的人来
%

!他们一般都拥有用阿拉伯字母进行简单拼读的能

力&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均用阿拉伯字母'"

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西北等地的回族等民族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

方言!由此
$

生了消经文字"消经最先被应用於宗教领域!清真寺的阿訇等

学者用消经注释(翻译#古兰经%(圣训( #伟嘎耶%等宗教典籍!甚至用

消经编印#克塔尼 %等宗教读物)

*;4

%学员在学习时!亦用消经做笔记"之

後!消经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了世俗领域!回民们用消经从事通信(记事等日

常性活动"据载!晚清回民起义时!西北的回民将消经用於传递情报!记
-

-, 马文忠

*;1

*;2

*;3

*;4

李土司家族的家谱已整理出版!参见李鸿仪编纂! #西夏李氏世谱%&渖阳-辽宁民族

出版社!)**/ '"

清末还能见到碾伯县冶土司家族的家谱!但今已失传"据光绪三十四年#皇清例赠武德

都尉星堂冶府君墓表 %载- *由明迄今!世
X

名家!忠贞世族!谱牒俱在!彰彰可

考" +其後!家谱失传"详细情癋!参见马忠(马小琴! /青海回族土司$$$冶土司评

述0! #回族研究%!)**&年!第(期!页('"

姚继荣(丁宏! #青海史史料学%&北京-西苑出版社!&''. '!页(&)1(&+"

马振武用汉文(阿拉伯文(消经对照的方式!翻译了#古兰经%"参见马振武译! #古

兰经-汉文(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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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经过等!

*;5

%其中!跟随起义军领袖杨文治(白
@

虎起事的普洱马阿洪!

用消经撰写了随军日记 #正大光明 %!两
7

近&''页!记载回民起义的起

因(经过等"

*<,

%此外!一些门宦还用消经记载该组织的教派源流(教主谱系

等
&

容!这方面的文献有晚清以来形成的胡门门宦的 #子老太爷史略及家

谱%&又名#胡门家传史%'!

*<-

%民国时期!马学智用阿文书写哲合忍耶门

宦的道统世系!即#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时!也间或使用一些消经"

*<.

%

此外!阿拉伯字母不仅用来拼写汉语方言!还用於拼写其它语言"与碾

伯县接壤的循化等地&马玉曾到该地?历'!流传着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撒拉

语的形式书写的#杂学本本%一书!该书的完成时间在清代!主要记载与撒

拉族有关的历史(传
%

等
&

容"

*</

%由此可见!明清以来!西北的穆斯林中盛

行着用消经书写的传统!马玉的书写活动!接续的是该传统"

马玉自*岁进入清真寺後!其学习的文字一直围绕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展

开!清真寺
'

有关於汉文及相关著作的课程安排!他缺乏学习汉文的时间和

机会!

'

有掌握汉字&更不可能掌握主要流通於藏传佛教寺院
&

的藏文'"

但是!马玉
.

能
4/

读阿文和波斯文书籍!拥有用阿拉伯字母进行表达和写

作的能力"因此!对他来
%

!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方言的消经文字!是易

於操作的"

与此同时!马氏家族
&

部也存在着用消经进行交流的现象"马玉的伯父

文字与家谱编纂 --

*;5

*<,

*<-

*<.

*</

中国史学会主编! #回民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卷(! /纪事0!

页&(*1&,'"

虎隆(马献喜! /*消经+日记 #正大光明 %与普洱马阿洪 0! #回族研究 %!&''+

年!第(期!页./1/,"可惜#正大光明%还未整理面世!我们无法窥其全貌"

#子老太爷史略及家谱 %!载 #清真大典 %!第)*

7

!页.&)$/.("对该文献的研

究!参见韩中义(唐淑珍! /另一种宗教史$$$小经文献#胡门家传史%与汉文著述比

较略探0! #西北民族论丛%!&'),年!第)'期!页&++1&.+"

马学智著!马忠盓(王有华(苏敦礼摘译! #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 %!载 #清真大

典%!第)*

7

!页-('"此外!需要
%

明的是!我们可以把清代以来记载门宦教主谱系

的相关文献!视
!

另一种形式的家谱"除本文已经提到的#子老太爷史略及家谱%和

#哲合忍耶道统史传%外!还有一些用汉文写作的该类文献!如大拱北门宦六辈道祖祁

道和所撰#清真根源%!後子河门宦七辈道祖杨保元所撰#纲常%!大拱北教下马皍廓

所著#临夏拱北溯源%!以及#哲赫忍耶道统史略%&作者不详'(述源所作#回教蓝

山道派哲赫思叶源流记%(沙沟门宦教主马元章撰写的#沙沟诗草%等"具体
&

容参见

#清真大典%第)*

7

!页(-1.*(&',1&+,((&+1(&/(-.+1.&'"

关於#杂学本本%的相关情癋!参见
S

一之! #青海民族史入门%&西宁-青海人民出

版社!)*/. '!页))'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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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美与祖父马正观之间曾往来通信!

*<0

%马玉也曾写信向父亲马成功请教知

识(询问病情"与马玉一样!其祖父(伯父(父亲也是在经堂教育中接受的

教育!

'

有时间和机会接受汉文!他们掌握的文字应是阿文和波斯文"彼此

往来通信时!使用的也应是消经文字"

西北存在的用消经进行书写的传统!马氏家族的通信现象!以及马玉自

身拥有的拼写能力等!?不能完全解释他选择用消经书写家谱的原因"因
!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看到的!马玉的书写活动快结束时!请人用汉文写了序

言!在其用消经书写的文本上!还有用汉字书写的祖先世系!此外!他还请

人用汉文撰写了与土地有关的文件"可见马玉也有可能请人用汉文进行写

作!但是他
.

选择了消经文字!对此!可能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消经文字具有的象徵意义"王铭铭指出- *文字虽然是人
!

的(

!

人的!可一旦文字起到3通神明之德4( 3类万物之情4的作用!则文字

自身获得了生命与生命的力量!成
!

一种具有魔力的体系" +

*<1

%回民们因其

宗教经典#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因此称阿文
!

*经文+!认
!

阿

文具有沟通造物主的作用!阿文在其心中具有神圣的意义"据笔者的经验!

在西北回民的日常生活中!用阿文写成的纸张不能随意
Y

?!该类废?的纸

张要
)

被置於屋顶!要
)

被焚烧!甚至被嚼食&认
!

此举可以增长嚼食者的

心智'"从回民对阿文的该种审慎态度中不难看出!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本

在他们心中拥有的拟*经典+的地位"马玉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本目前保

存在其後人马登邦阿訇家中!他把该文本和其它伊斯兰教经书一起锁在柜

中!翻
/

时非常谨慎乃至神圣"这种郑重态度显示了该文本所拥有的非同一

般的地位"因此!对
!

宗教救赎而写作的马玉来
%

!阿拉伯字母无疑是*通

神明+的有效途径"

第二!消经文本的保密性"前文提及的#热什哈尔%是用阿文(波斯文

撰写的!该书作者之所以使用这两种文字!目的是
!

了在保存资讯的情癋

下!不让外人读懂该书)

*<2

%清末回民起义期间!回民们
!

了达到保密的效

果!也曾使用消经传递情报"

*<3

%具体到马玉的书写活动!他记载的关於教派

传承(回民起义的
&

容!对战
(

结束後从事*善後+工作的清廷而言!是较

-+ 马文忠

*<0

*<1

*<2

*<3

马玉! #马氏家谱%!页)."

王铭铭! /文字的魔力-关於书写的人类学0!载#人类学讲义稿%!页&(-"

张承志! /序0!关里爷著!杨万宝(马学凯(张承志译! #热什哈尔%!页("

冯增烈! /*小儿锦+初探$$$介绍一种阿拉伯的中文拼音文字0!页(.1,."

!

"

#

$



!

敏感的
&

容"因此!在写作时!他选择使用消经文字!可能也有出於保密

的考虑"因
!

能
/

读消经文本的人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在具有一定的阿

文(波斯文基础上!又须懂西北方言!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能
/

读

马玉书写
&

容的人数就极
!

有限!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文本的保密性"

第三!使用消经能更好地传达马玉的意思"一般来
%

!口头语言转化
!

书写文字时!口语表达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变化"该种变化在口头语

言转化
!

象形文字时!尤其明显"

*<4

%马玉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本保留着西

北方言的特徵!表达较
!

自然"但是如果将该口语转述给代写者!再由代写

者用汉文组织书写!最後形成的汉文文本与马玉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会相去

甚远"因此!与请他人用汉文代写家谱相比!马玉自己用消经进行写作能更

好地表达本人的意思"

第四!节省润笔费"请人用汉文进行书写!除了*词不达意+外!马玉

可能还考虑到润笔费的问题"他的祖(父辈曾饱受贫困之苦!马玉这一辈人

在经济上也不宽裕"他提到堂兄苏莱曼因弟弟在外求学! *同母二人担了家

务的担子+)

*<5

%自己与父亲常年在外!妻子马氏 *同老母亲担了现世的操

心!育儿女成人" +

*=,

%在这样一种困窘的经济条件下!对马玉来
%

!与其花

钱请人代写!还不如自己动手写作!以节省花销"因此!在写作时!他使用

了熟练掌握的阿拉伯字母"

由上可知!马玉在地方的消经书写传统!马氏家族
&

部的书写活动!以

及本人熟练掌握消经的情癋下!在消经所具有的象徵意义(保密性(传递资

讯的准确性以及节省润笔费等具体考虑下!用消经进行写作"

&二 '如何组织材料,"""从资料到 $马氏家谱 %

在
$

生了书写的想法!同时
+

定用消经进行写作的基础上!马玉裁剪相

文字与家谱编纂 -.

*<4

*<5

*=,

目前学界对口传与书写之间的关进行了反思!认
!

一些研究过於
#

调两者间的差?"

但正如彼得.伯克JO@D@?KS?I@P所言- *这些批评意见?
'

有颠覆核心命题!而是有所

限定!意味着谈论数的3文字4或许更有益处!要考虑到字母系统(音节系统和表意

系统之间的差?!以及宗教的(商业的及其他学习文字的不同背景" +参见彼得.伯克

著!李康译!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1).*"

罗新从口语和书写文字间的关出发!对北魏崔浩国史之狱的发生以及鲜卑语#代歌%

与汉文#代记%关所作的解释!值得借鉴"参见罗新! /遗忘的竞
(

0!载罗新!

#有所不
!

的反叛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页&-1-'"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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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资料!依据一定的
3

事结构!开始其书写活动!由此形成文本"

马玉进行书写活动时!利用的资料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口述"在其写

作之前!马氏家族
&

部存在着家族故事通过口头方式传承的传统!

*=-

%马玉对

此有如下表述-

笔者
!

的多的先人的话%是马利克达进忠上传来尊祖的名字%

给笔者的父成功
!

下的话)

*=.

%

马利克是马氏家族的四世祖马正观! *达 +是西北方言!意
!

*从22 +!马进忠是马氏家族的二世祖!尊祖是马氏家族的始迁祖马偏

胡!马玉的父亲马成功乃马氏家族的五世祖"由此!我们看到关於始迁祖马

偏胡的事矦!在马氏家族
&

部经历了如下的口头传播过程-

尊祖
"

马进忠&二世'

"

马利克&四世'

"

马成功&五世'

"

马玉&六

世'

这些口传的
&

容成了马玉写作时的资料依据!在他的书写活动中占了较

大的篇幅"第二类资料是马玉自身的经历"与口传资料一样!其经历在书写

活动中也占了较大的篇幅"马玉生活於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

活动空间包括河湟各地区和新疆的伊犁河谷等西北地方!他记载了不少自己

在该时空范围
&

的经历"

第三类资料是文字记载"马玉记载始迁祖马偏胡移居碾伯县的相关事矦

时!提到- *马偏胡(韩班主二人结拜
!

生死弟兄(立了字样凭证!

&

容-

3立写合同字样人22 4" +

*=/

%在此!合同
&

容成了马玉
3

述的依据)此

外!马玉在书写时!还引用阿文诗歌等抒发情感!比如他在提到父辈间的感

情时!写到*这个阿拉伯的语言来到笔下" +

*=0

%随後便引用了一段阿文诗

歌"该种阿文诗歌源於他日常的
/

读"

第四类资料是实物"这主要包括马氏家族的墓地和马玉平时
/

读的经书

-/ 马文忠

*=-

*=.

*=/

*=0

刘志伟在研究广东地区的族谱时指出!该地编写家谱时!关於明代以前的祖先依据!很

可能来自於家族
&

部口述传承的世系记忆"参见刘志伟! /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

谱中的口述传统0!王鹤鸣(马远良主编! #中华族谱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页(&1,&"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马玉! #马氏家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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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质性资料"马玉记载的大量墓地该类物质性景观及其背後的人!成了他

写作时的素材"除墓地外!马玉身边的经书也成了其记忆的一部分"提及京

里阿訇时!他
%

到- *&他'的三本经22如今在笔者手眧!这都是他的亲

笔!是从北京抄写来的" +

*=1

%在此!马玉由这些物质性的经书!联想到了其

背後的人和事"

以上述四类资料
!

基础!马玉按照时间先後!通过以人物
!

中心的
3

述

方式!展开写作"马玉以人物
!

中心的
3

述方式!颇类似於汉文写作中的

*传记类+文献"但从马玉的知识结构来看!他不懂汉字!更不可能掌握以

汉文
!

基础的书写传统"因此!他的
3

述方式!更有可能受到了
/

读的阿

文(波斯文著作的影响"季桐芳总结道- *阿文(波斯文的宗教哲学著作!

都是从3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4开始的!接着是赞主赞圣!以及一些祈

祷词之类等!然後进入正文!文章的末尾又以祈祷词结束" +

*=2

%马玉用消经

书写的文本!开头直接进入正文!

'

有赞主赞圣的
&

容!但结尾处
.

以较长

篇幅的祈祷词结束"该种
3

述方式!应是马玉
/

读的阿文(波斯文著作影响

之结果"

管如此!马玉在用消经撰写家谱时!汉文仍对其
$

生着隐约的影响"

现存#马氏家谱%中!存在用汉文撰写的马氏家族前五世的世系"在该汉文

世系部分!对马氏家族第一世直至第五世的祖先!依次用宗祖(高祖(曾

祖(祖(父的称呼!可知这是从第六世马玉的角度出发撰写的
&

容"而且在

现存文本中!每位祖先的汉文世系出现在用消经书写的关於该祖先事矦的首

页!同时在从上到下(从右至左书写的汉文世系中!掺入了一些从右至左水

准书写的阿拉伯字母 &具体格式见附
-

) '"从中可以推断!马玉在书写或

誊抄时!先请人在空白页的左上侧用汉文书写了各位祖先的世系!然後在书

写汉文世系的页面空白处以及另起页用消经补充每位祖先的事矦"可见汉文

在他的书写活动中所发挥的影响"

由此出发!马玉使用消经文字!在阿文(波斯文哲学著作
3

事逻辑的影

响下!按照时间先後!通过以人物
!

中心的方式!展开书写"如前所述!

!

了宗教救赎!他在书写时突出家族成员(姻亲(师友等人与伊斯兰教的关

"因此!伊斯兰教与马氏家族的关成了其书写文本中的主瞃"其中!马

文字与家谱编纂 -*

*=1

*=2

马玉! #马氏家谱%!页),"

季桐芳! /论王岱舆对伊斯兰教汉语话语体系的构建及贡献 0! #西北民族研究 %!

&').年!第(期!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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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成员的师承(他们在各地的清真寺中求学(任教的经历!以及亲朋等

人对他们该种活动的支持等活动!构成了消经#马氏家谱%的主要
&

容"

以上即消经#马氏家谱%的生成史"

六!结论

回族自明清以来用汉文撰写了不少家谱!有研究者通过考察这些家谱!

指出它们体现了回族对汉文化传统!尤其是其中的*伦理文化(家训文化+

的接受!

*=3

%这诚然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回族所

拥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时!该种表述就显得过於片面(笼统了"而研究者之所

以会得出如此结论!这与回族用汉文编纂家谱时!汉文对他们书写活动的影

响(规范乃至支配有关"本文对马玉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家谱活动的考察!则

!

我们呈现了与此不同的关於回族家谱的另外一种面貌"

马玉的书写活动是地方的宗教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个人互动的
$

物"

他用消经书写家谱的活动根植於清前期以来!在
&

亚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和全

国性经堂教育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地方性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马玉

在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社区和家庭中出生!自小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具备相

对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该种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养成了他的价值观念!也

!

他用消经文字书写家谱奠定了基础"而马玉在大历史中的经历则直接推动

了他的书写活动"自咸丰五年!马玉进入新疆!到同治十一年!回民起义结

束!在这段时间
&

!他彻底入到了大历史中"他把大历史带来的不安(困

惑与不解视作
U

难!甚至是末日即将来临的?象!由此寻求宗教救赎!其

中!书写成了救赎之一途"通过撰写家谱!马玉把自己(祖先(後辈和造物

主联结到一起!通过记
-

相关人员的良好行
!

以及通过祈祷(上坟等宗教功

修!寻求宗教救赎"

在马玉的具体写作过程中!他之所以使用消经该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方

言的形式撰写家谱!这与地方的书写传统!马氏家族
&

部存在的用消经交流

的现象!以及本人拥有的书写能力有关)同时!这也与消经具有的象徵意

义(保密性(传递资讯的准确性以及节省润笔费等因素有关"写作时!马玉

?用按照时间先後!以人物
!

中心的
3

事结构!把来源不同的材料组合到一

起"该种
3

事与他
/

读的阿文(波斯文宗教哲学著作
$

生的影响有关"可见

+' 马文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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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玉的书写过程中!消经文字及与其有关的伊斯兰教
3

事逻辑(文化传统

和意识形态对其
$

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後成书的#马氏家谱%

0

含着浓厚的

宗教色彩"

总之!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看到!仅就回族而言!马玉用消经文字书

写的家谱!与其他回族用汉文书写的家谱间存在着较大的差?!更不用
%

!

用消经书写的家谱与不同区域的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家谱间存在的更大区
*

"

笔者无意比较这两类家谱谁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只能
%

!用消经书写家谱该

类活动的存在!

!

我们研究(思考家谱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研究家谱时!

即要充分重视文字在编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要意识到汉文家谱表述

的有限性"

&责任编辑-程锦荷)实习编辑-沈
6

宜'

文字与家谱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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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现存 $马氏家谱 %组成部分

名称 撰者 时间 文字 页码

马氏家谱序 子绳先生 光绪三年 汉文 页)!-

土地

%

明

坟地由来 不详 光绪五年 汉文 页+

土地情癋 马玉 光绪十三年 消经 页.

正文 马玉 光绪年间 消经 页/!((((-

世系

前五世世系 不详 光绪年间 汉文
页.(/())()(()-(

).(&)

六世世系 不详 不详 汉文 页&/(&*(('(()

七世世系 不详 不详 汉文 页((((,((+

祈祷词 马玉 光绪年间 消经 页(-

附表&#马玉学习过的阿文!波斯文著作

书名 作者 文字 性质

#耳木代%!又译#欧母戴% 不详 阿文 宗教
5

蒙教材

#素儿夫%#莫尔则%#咱加尼%!统称

*连五本+

不详 阿文
阿拉伯语词法(句法

课本

#麦拉海%!又译#舍拉哈.卡非耶% 不详 阿文 阿拉伯语语法理论著作

#阿戛伊德%!又译#奈赛斐教典诠释% 台夫塔諸尼 阿文 逊尼派凯拉姆学著作

#伟嘎耶%!又译#伟嘎耶经解% 欧拜杜拉 阿文 哈乃斐学派教法学著作

#呼图白%!又译#虎托布% 不详 波斯文 ,'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

#古力斯坦%!又译#真境花园%#蔷薇

园%

萨迪 波斯文 文学著作

#拉姆阿特%!又译#昭元秘诀%等 贾米 波斯文 苏非主义哲理著作

#勒瓦一合%!又译#真境昭微% 贾米 波斯文 苏非主义哲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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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碾伯县西沟马氏家族男性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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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的译文

二世讳进忠!湾子庄五房门的高祖"他的妇人是撒拉尔清水工的女儿!

生一子马德!之後到娘家!不知什
)

原因!再
'

回来!

R

在撒拉尔!埋在娘

家坟上"

马进忠结交了
!

人高贵的要太巴巴!後来!要太巴巴住在他的家中!直

至归真"要太巴巴在归真之前对他
%

- *哎!五爷1你侍奉我贫穷者好多

年!我
'

有得济你!我经常在番番礼拜之後!

!

你忠诚的向真主祈祷"我的

这几本经你好好看守!你的後辈中要出几个阿林" +那时韩(马二姓的坟已

满!把要太爷上边另外埋了!韩家下边另埋了"马家埋在要太爷的
1

下"那

个之後!马家人得名声了"

西宁(河州?玩时人称漠泥沟太爷! *哈祖勒提+的灵魂已经转成神圣

的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住在五太爷的寒苦的家哩"他有很多奇?"

有个光阴!漠泥沟太爷住在五爷家的小楼上!有多人看见晚上通宵灯亮!有

人
%

!这是*哈祖勒提+显的*凯拉麦提+!但韩家人不相信!认
!

这是邪

教!煽动人们驱除"有人
%

- *我们看他究竟在什
)

!然後再
%

" +晚上

他们去偷看!从窗缝往眧看!不见灯盏!老人安
6

的睡着!眉毛上显了一道

光亮!照得满屋通亮"他们才相信*哈祖勒提+的*凯拉麦提+"

第二天!韩家人来到漠泥沟太爷跟前!

%

- *太爷啊1你给我们给个教

门吧1 +太爷
%

- *你们要教门哩吗, +他拿起拐杖时韩家人跑了"

漠泥沟太爷对五太爷
%

- *哎!五爷1你不要教门吗, +

五爷
%

- *我是一个不能行的3?黑里4!我抓揽你的穗儿!指望你

的都哇哩" +这个话
%

得老太爷高兴了"他
%

- *你拿个剪子来" +他剪了

一缕头给了五爷!?
%

- *你看守这个!抓揽我的穗儿!我给你多多做好

都哇" +

这缕头被笔者的伯父马成美出嘉峪关口外时拿去失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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