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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丁慧倩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提要

#冈志%记载了冈上地区明末清初伊斯兰宗教和生活礼仪变革

的论辩和
(

"以连独班之
(!

代表!经学教育系统出身的经师与

清真寺
&

三掌教反复拉锯!直到光绪年间才改冈上礼拜寺
!

独班"

这场旷日持久的
(

反映了从).世纪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礼仪改革

运动!通过经堂教育的发展(清真寺管理机构的重组!重塑了本土

伊斯兰教的面貌!一定程度上统和了跨地域人群的思想和礼仪!划

定了*在教+与*反教+(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推动了*回回+成

!

一个族群"

关键词#中国伊斯兰教(礼仪(族群(冈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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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於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最终形成一个以 *教+

!

纽带的族群!这个过

程中共同礼仪规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界对经堂教育和以儒诠经的

研究涉及了礼仪革新的问题!由於#冈志%中详细记载了明末清初冈上地区

的礼仪之
(

(尤其是连独班之
(

的过程!故#冈志%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李兴华将).世纪前後回回人礼俗的变化放置在教派分化与 *格底木 +

&亦写作格迪目(格迪木等'形成的学术视野下予以讨论"

!

%其後!在李兴

华(秦惠彬(冯今源和沙秋真合作完成的 #中国伊斯兰教史%一书中!延续

了教派分化的讨论路径!将王岱舆对江南地区流行的*?端之学+的批判!

#经学系传谱%对流传於河湟地区(由波斯呼罗珊人失利夫所作 *书字+经

书的批判!以及连独班之
(

看做是).世纪.'年代教派分化的前期?象").世

纪.'年代以後!格底木完善成型!像独班之制这样的新礼仪最终被教
:

接

受"

"

%

华涛的研究立足於早期中国伊斯兰知识的发展"与注目经堂教育和以儒

诠经中知识精英的上层(正规伊斯兰教知识不同!华涛关注生活在寺坊中的

中国穆斯林大
:

传播(应用和
(

论的另外一些伊斯兰教知识"他通过对#冈

志%等文献记述的教
(

事件的研究!观察早期中国伊斯兰知识发展的轨?!

?以此
!

基础回应了对雷德菲尔德 &M'O*&3M*K70*)K '*大传统 +( *小传

统+理论的追问-大小传统之间的关如何"作者认
!

*中国穆斯林社会作

!

伊斯兰世界文化空间的边缘!虽然有 3自造 4的 3小传统 4和被 3小传

统4激起的严重教
(

!但是伊斯兰教核心知识在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传播仍然

是实质性和持续性的+!

#

%受本土文化影响而 *自造 +的伊斯兰知识 &小传

统'?
'

有从根本上背离伊斯兰教的核心知识&大传统'"

既有研究成果总体上都是从宗教信仰出发讨论礼仪改变与教派形成(知

识发展之间的关!切入点从关注知识精英 &包括文人和经师 '的思想动

向!转向教
:

的日常生活"本文的研究力图转
9

立论视角!从人群性质变化

的角度!探讨).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的
$

生背景(社会力量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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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

一!冈上与 $冈志 %

牛街坐落於今北京市西城区$

%!是北京市历史悠久的回族聚居区"成书

於清乾隆初年的#冈志%一书称该地
!

*冈上+"书中对此地的*形胜+做

了如下描述-

俯瞰右安%背拥宣武%西北广宁关
#

京师咽喉)东南衡街%

%乃

衣冠之渊薮)市肆稠蜜%

&

%讴歌相闻%要之区也)

'

%

清代的冈上地区位於京师的外城!外城的右安门在其南!

&

城的宣武门

在其北!西北方是广安门!东南面是
Z

街"由於 *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

耸+!因此称*冈上 +!

(

%民间读
!

*冈儿上 +!或讹称
!

*槁儿上 +(

*阁儿上+"

)

%

#冈志%称明代时冈上*居教人数十家+!且多屠贩之流" *教之仕宦

者!率皆寓城
&

东西牌楼!号曰 3东西两边 4"居两边者!视冈上
!

乡

野" +

*+,

% *东西两边+指的是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明代东四有*敕赐清真

寺+!西四西南面的金城坊
&

有*普寿寺 +!这两座清真寺都拥有敕额"

*+-

%

嘉靖*庚戌之变+後修筑外城!冈上被包入外城!地在南城白纸坊辖
&

"清

初实行*旗民分治+的政策!

&

城居民被
#

行迁出! *居两边者失其所有!

遂尽趋冈儿上+!原来居住於东西牌楼的回回人迁居到冈上!冈上地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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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属北京市宣武区!&')'年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以原

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
!

西城区的行政区域!牛街遂属西城区"

即
Z

街!今南
Z

街"

应
!

密"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 #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0%&北京-北京出版社!)**' '!

页,"本文中该书引文个
*

文字根据#冈志%抄本校改"

另一种观点认
!

*冈上+又称*藁上+( *阁上+!冈(藁(阁均是角字的讹音! *冈

上+之名与南燕角(北燕角&即今南瞃阁(北瞃阁'有关"参见刘东声(刘盛林! #北

京牛街%!页(1,"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 #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0%!页)"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 #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0%!页)"

参见拙文/明清北京城区及关
[

地区的清真寺 0! #回族研究 %!&')-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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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康乾时期! *迩来时移世易!年久贫富变迁!向之茅舍零星者!今

且眕火万家矣" +

*+.

%"按#京师坊巷志稿 %记载!冈上地区在清代属於西城

宣南坊"

*+/

%

冈上的区域范围- *东至愍忠寺!西至宝应寺(峨嵋庵!南至白马寺(

鱼脊庙!北至报国寺(增寿寺!盷十馀里" +

*+0

%包括的街道有(-条-

东街 #俗名轿子躃蘙 $ %西街 # 俗名牛街 $ %大圣安寺街%火

药局%小圣安寺街%贞节坊 #俗名熟肉躃蘙 $ %

<

栏躃蘙%白纸坊

%枣林街%愍忠寺街%瓦街 # 俗名羊肉躃蘙 $ %簪儿躃蘙%麻道躃

蘙%香儿躃蘙%老军地%醋张儿躃蘙%郑家园%甄家穿店%丁家穿

店%史家坑%水平庵%陈家园%穆家园%薛家园%楼房坑%白马寺

坑%旧盝流所%旧象房%邵 4邹 5家夹道%王乡老*+1

%夹道%白家园

%火神庙躃蘙%井巷%糖房躃蘙%乾躃蘙*+2

%

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躃蘙集%一书开列出白纸坊境
&

的街道名称-

石阁儿街南%牛肉躃蘙%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躃蘙%枣

林儿%

=

庙儿%三官庙%燕角儿%土坯营%露泽园 #藏暴尸 $ %保

应寺%乾躃蘙%羊肉躃蘙%礼拜寺%夫营儿%老军地%相国寺%

瓦街儿%纸房躃 4蘙 5 %崇教寺%贾家庙%一条二条躃蘙%

;

土坡

#以上俱坐在新城外 $

*+3

%

从所列地名看!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躃蘙&即轿子躃蘙'(枣林

儿(乾躃蘙(羊肉躃蘙(老军地(瓦街儿等街巷名称与 #冈志 %记载一

致!礼拜寺即今牛街清真寺"在宣南坊境
&

还有史家躃蘙&即史家坑'和悯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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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爵(朱一新! #京师五城坊巷躃蘙集京师坊巷志稿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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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称一般信
:!

*乡老+!多指男性!女性信
:

称*女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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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寺"

*+4

%将#冈志%躃蘙名称与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的记载相比对!有),

条街道名一致!即-醋张躃蘙(簪儿躃蘙(史家躃蘙(教子躃蘙(麻刀躃蘙

&即麻道躃蘙'(熟肉躃蘙(

\

栏躃蘙(圣安寺街(牛街(羊肉躃蘙(糖房

躃蘙(乾躃蘙(白纸坊(枣林街!

*+5

%悯忠寺在雍正时期改
!

法源寺"一些

躃蘙名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躃蘙!也有一些躃蘙消失了!如#京师坊

巷志稿%在*牛街+条目下提到*北小躃蘙曰香儿躃蘙!南小躃蘙曰巴家躃

蘙(目家躃蘙"旧有
A

家桥头条(二条(三条躃蘙!贾家躃蘙(王老躃蘙!

今皆废+"

*6,

%

根据#冈志 %对冈上的记载!对照 #北京历史地图集 %乾隆十五年

&).-' '

*6-

%地图!可以大致描绘出冈上地区的范围!见附图"

附图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冈上地区以礼拜寺*6.

%

!

中心!居民围寺而居"

*6/

%

#冈志%

*60

%一书以冈上
!

写作的地理范围"作者赵士英生活於清朝康雍乾时

期!雍正朝供职於太医院!乾隆三年&).(/ '之後太医院相关档案中不见其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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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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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爵(朱一新! #京师五城坊巷躃蘙集京师坊巷志稿%!页)."

张爵(朱一新! #京师五城坊巷躃蘙集京师坊巷志稿%!页&((1&,&"

张爵(朱一新! #京师五城坊巷躃蘙集京师坊巷志稿%!页&(/"

侯仁之主编! #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页,&"

礼拜寺
&

保存的明代碑刻显示!该寺创修於明宣德二年&),&. '!至成化十年 &),., '

由指挥使詹癉请得敕额*礼拜寺+"俗称大寺(西寺"

相关研究参见周尚意! /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持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

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局思考0! #北京社会科学%!)**.年!第)期!页..1/-"

据学者尹伯清记载!大约在&'世纪&'年代前後!牛街清真寺藏有一部手抄本#冈志%!

被古姓乡老古绍宸借走"解放後!原西北中学校长刘仲泉从古绍宸处借出已经残破的

#冈志%!照抄一本"古氏存本由於太过破旧!今已不存"刘氏过
-

本後被尹伯清借去

抄
-

"因急於归还!最後有几篇
'

有抄!所以尹氏给这个抄本起名#岗上志节本%!现

应收藏於北京东四清真寺"刘氏过
-

本今已不存"但刘仲泉在&'世纪-'年代对#冈志%

抄本进行了整理(批盰和补充
3

述!形成#北京牛街冈上礼拜寺志草稿%&刘东声称其

!

寺存本(补志稿!本文称其
!

草稿本 '")*-*年首都图书馆从牛街清真寺借去草稿

本!照原样过
-

了一本!存於该馆"目前我们看到的草稿本就是这个版本"草稿本中有

刘氏补入的
&

容!但与原文有所区分!易於辨识"与刘氏求得#冈志%抄本同时!张次

溪在/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
-

补0中提到#冈志%有民国十八年&)*&* '誊印本一
7

"

直到)*/.年!其子张叔文在张氏藏书中找到由*燕山沈凤仪抄
-

+的#冈志%手抄本!

即沈抄本"张氏所
%

的)*&*年的#冈志%誊印本至今无??可循"张氏晚年曾对沈抄本

#冈志%进行标点断句和改正讹误!因此其整理本的
&

容与沈抄本无太大出入"刘东声

和刘盛林怀疑沈抄本中几段鬼怪的市井俚
%

和*回教墓葬有五可恨+一节是
*

人加进去

的"之後!刘东声进一步认
!

现存沈抄本不是沈凤仪的原抄本!而是
*

人转抄的! *回

教墓葬有五可恨+一节不是#冈志%作者原稿的
&

容")**'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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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61

% #清真释疑补辑%中收
-

了雍正八年&).(' '七月孙嘉淦代赵士英(

赵廷瑞等所呈谢恩折!可以看出赵士英(赵廷瑞等人都是 *世居辇下 +的

*回民+"

*62

%

现存冈志的两个版本&沈抄本和草稿本'

&

容大部分相同!但均不是全

本!将二者对勘(拼合!似可以看到一个面貌较
!

完整的#冈志%"但目前

我们不知道赵士英是否完成了#冈志%的全稿! #冈志%版本和
&

容的研究

确实尚多缺憾!还需学者进一步爬梳史料!矨清源流"仅就本文讨论的
&

容

主要涉及的沈抄本*教礼仪+条目和草稿本*教礼志略+条目比较!二者的

&

容具有互补性!而且草稿本称*教礼志略!原岗上志云-教礼议!亦可云

岗志序言+!

*63

%可见在刘仲泉所依据#冈志%抄本中*教礼志略+条目原名

就是*教礼议+"

.& 丁慧倩

!

"

#

$

声(刘盛林注释的#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 0%一书"该书收
-

了沈抄本和草稿本

的
&

容!但受刊印方式所限!草稿本中的批盰
'

有刊印出来! *宗教师 +条目下
]

去

了刘仲泉加入的近代十位阿訇"完整的草稿本藏於首都图书馆"草稿本以影印方式收

-

於#清真大典%第&'

7

和#回族典藏全书 %第)'&

7

"但 #清真大典 %第&'

7

第)'.

页到&&(页收
-

的草稿本!从第)&-页之後排序混乱!与首都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对照

後!正确的排序应
!

)&-()(( d)(+()&+ d)(&()(. d)-&()-, d)-.()-(()-/ d

)/&(&&((&&&(&&)(&&'(&)*(&).(&)/(&)+(&)-(&),(&)((&)&(&))(&)'(

&'*(&'/(&'.(&'+(&'-(&',(&'((&'&(&')(&''()**()*/()*.()*+()*-(

)*,()*(()*&()*)()*'()/*()//()/.()/+()/-页"第).)页与第)/(页相同!第

).&与第)/,页相同!因此)/(页和)/,页需
]

除" #回族典藏全书 %第)'&

7

第()(页到

,&*页收
-

的草稿本!从第(()页之後排序混乱!正确的排序应
!

(()(((* d(,&(((& d

((/((,( d(-/((+' d(+(((-*((+, d(//(,&*(,&/(,&.(,&+(,&-(,&((,&,(

,&&(,&)(,&'(,)*(,)/(,).(,)+(,)-(,),(,)((,)&(,))(,)'(,'*(,'/(

,'.(,'+(,'-(,',(,'((,'&(,')(,''((**((*/((*.((*+((*-((*,((*((

(*&((*)页"第(..页与第(/*页相同!第(./与第(*'页相同!因此(/*页和(*'页需
]

除" #清真大典%和#回族典藏全书 %收
-

的草稿本页面前後顺序一致!因此两书使

用的是同一个底本" #冈志 %的版本研究!参见姜纬堂! /#冈志 %初探 0! #北京

史研究%&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页('+!(&*)刘东声(刘盛林!

/关於#冈志%0! #回族研究%!)**&年!第)期!页+/!./)刘东声! /再谈 #北

京牛街志书$$$冈志%0! #北京文史资料 %第+(辑 &北京-北京出版社!&'')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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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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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礼仪+条目和草稿本*教礼志略+条目开篇
&

容大体相同!是一段

类似引言的文字! *教礼仪+条目下仅有*马永和摘误+一个子条目!之後

是作者的一长段评论!其中包含康熙六十年&).&) '作者在乾清
L

当值时与

*西洋人马伟贤+谈论伊斯兰教的一段对话"杨大业考证此马伟贤即天主教

神甫马国贤4>833*' M0D8A"

*64

%草稿本 *教礼志略 +条目下依次
!

*舍云善公

谈性理+( *康熙己卯讲班+( *马君锡
(

座位+( *斋月入斋看月聚论纷

纭+( *马君锡求八字匾额+( *马永和指摘错讹十事+( *枷孙四稳於寺

前+七个子条目!最後是作者的评论" *教礼志略+条目下各子条目的
&

容

均与宗教礼仪的争论有关!?按时间前後顺序排列!以*舍云善公谈性理+

!

第一篇!因
!

康熙年间冈上地区连独班的
(

论是从舍云善到达冈上推行独

班之制开始) *康熙己卯讲班+发生於康熙三十八年&)+** '! *马君锡
(

座位+发生於康熙四十一年&).'& '! *斋月入斋看月聚论纷纭+发生於康

熙五十五年 &).)+ '! *马君锡求八字匾额 +发生於康熙五十七年

&).)/ '! *枷孙四稳於寺前 +发生於康熙五十九年 &).&' '"其中只有

*马永和指摘错讹十事 +没有明确的纪年"已有学者指出沈抄本的篇章混

乱! *教礼议 +後面是 *

U

? +! *

U

? +之後是数篇
&

容差?较大的文

字!包括冈上的姓氏(回教传入沿革(冈上经济兴衰(教中先茔等!中间还

夹杂几条*

U

?+

&

容!之後是嘉庆六年&)/') '金绍纶写的一段对赵士英

的评述和道光十一年&)/() '抄
-

者沈凤仪的题名"在此之後!记述了康熙

五十五年&).)+ '对入斋日期的
(

论!还有*舍公谈性理+和*八字匾+两

篇"最後是一篇与议礼无关的*赵家井+"沈抄本有关入斋日期
(

论的
&

容

比草稿本*斋月入斋看月聚论纷纭+字数更多!

&

容也更完整" *舍公谈性

理+和 *八字匾 +两篇同草稿本 *舍云善公谈性理 +和 *马君锡求八字匾

额+两篇
&

容一样"

刘东声怀疑*原始的 #冈志 %只顺序写到教礼议的第一个自然段 &从

*天下之喜
(

好辩22 +到 *感慨之矣 +'!其他篇章是独立的单篇文

章!尚未抄编入#冈志%!或已列目
-

还
'

有撰写
&

容!或
'

有写全)而现

在见到的两个手抄本&指沈抄本以及草稿本所依据的底本$$$引者盰'都是

後人续抄上去的!因而才出现沈抄本顺序的混乱 +"

*65

%但笔者认
!

*教礼

议+开篇的引言 &即刘东声所
%

的教礼议第一个自然段 '

%

*讲班则聚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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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9经年!看月则纠缠不已+!作者还感慨到*就吾冈地论之!未讲班之

时是非多!既讲班之後是非少!非无是非也!盖由己卯以前!家给人足!饱

暖生事!己卯以後!生意萧条!自顾不赡"睹今日是非少而教礼之议8鲜9

也!感慨之矣" +

*7,

% *教礼议 +作者评论部分也有两处提到连班和独班之

(

"

*7-

%这些很明显指的是讲班(看月等礼仪
(

论和康熙三十八年&)+** '的

讲班事件"在沈抄本*名师+条目下对马君锡的记述中提到马君锡 *勤学好

辨!康熙己卯!以文才折独班诸师!後
!

掌教 +!

*7.

%这与草稿本 *康熙己卯

讲班+和*马君锡
(

座位+所记之事相吻合"另外!草稿本*教礼志略+条

目所记诸多事件发展的时间瞃清晰!情境描述细!人物对话丰富!记述者

应是像赵士英这样的当时当事之人!对礼仪
(

论细节的描述也顺理成章地引

发了作者最後的评论
&

容"由此!笔者倾向於认
!

草稿本*教礼志略+条目

下诸篇是 #冈志 %作者赵士英原稿的
&

容!他在 #冈志 %*教礼议 +条目

下!详细记述了其所经历的康熙年间冈上地区伊斯兰教礼仪的
(

论和改变礼

仪的
(

"

二!连独班之
&

从赵士英的记述看!冈上地区康熙年间*教礼议+的核心
(

议是*连独

班之
(

+" #冈志%对*连独班之
(

+有多处记载"在*寺宇+条目下作者

介绍了冈上地区两座清真寺的历史!第一次提及*连独班之
(

+!?概述了

明清两代*连独班之
(

+的大体情形"

敕赐礼拜寺%在西街路东)11明世奉敕建%俗呼大寺%亦曰

西寺)新礼拜寺%在东街路西)明崇祯年间%因寺改独班%有杨+

李二姓%誓不从独%捐赀创建%仍聚连班之
4

)後西寺复改连班%

此寺遂废)康熙八+九年间%独班渐盛%张+闫等姓复营建之%

#

独班新寺)五十年改封翁奏请%得敕赐永寿寺%俗呼
#

东寺%亦曰

小寺)

*7/

%

., 丁慧倩

*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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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独班之
(

+最早出现在明朝崇祯年间!此前礼拜寺的教
:

应
!

连

班" *连独班之
(

+的
(

论焦点在伊玛目领
:

礼拜时所站的位置!连班是指

*掌教只出一肩足矣!远者违法+!即伊玛目的站位比第一排教
:

稍稍站前

一点)独班则认
!

*前有二义-一(须离从人一班许)二(首班无隙+!伊

玛目要在第一排教
:

之前独成一班!方是站在了*本位+上"

*70

%

礼拜寺在崇祯年间改行独班之後!有部分教
:

不愿改班!因而营建东寺

&即教子躃蘙清真寺'单独礼拜"後来礼拜寺改回连班!教
:

也重回寺
&

"

清康熙初年!独班之制再次兴起!独班教
:

搬至东寺!两派教
:

仍分寺

礼拜"

草稿本#冈志%以*康熙己卯年讲班+

!

题对康熙年间的礼仪之
(

做了

详细的记
-

!文中提到-

京都十寺九
#

独班制%冈上守连班之旧)康熙甲子%冈上东寺

肇改新仪 #独班领拜 $ %从者二三十
2

)冈人恶之%诋
#

/ 独头

蒜 0 )东寺者呼连班人
#

/连络保 0 )迨至辛未以後%连独两坊渐

不和%同席共座常起
>

端%父子兄弟亦各分各派)延及丁丑+戊寅

之岁%其
!

益甚)

*71

%

康熙甲子年!即康熙二十三年 &)+/, '东寺改
!

独班!有教
:

二三十

;

"到康熙三十年&辛未!)+*) '以後!两派教
:

关恶化!势不相容"到

康熙三十六(三十七年&丁丑(戊寅!)+*.()+*/ '!连独班之间的
(

议越

来越大!直接导致了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讲班事件的发生"

*康熙己卯年讲班+事件发生於当年的农五月十日"双方带头的宗教

人士是连班师白世祥和独班师舍云善!讲班地点在改家"白世祥是礼拜寺的

掌教"

*72

%舍云善!通常写作舍
0

善!也作舍云山!讳起灵"舍
0

善师从山东

济宁著名经师常志美&字
0

华'和李永寿&字延龄'"改氏是冈上地区的名

门望族! #冈志%中对改弼廷的生平(事矦多有记述"

*73

%

参与讲班的连班阵营有马君锡(马昆如(刘明亭和马乡老"独班阵营有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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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宇(马心?(鲁腾九和张封翁"马君锡和马昆玉是连班师!王祥宇(马

心?和鲁腾九是独班师!刘明亭(马乡老和张封翁都是乡老"

在这次讲班的过程中!双方分
*

引经据典!论证自己礼仪的正确性"很

明显!独班在经学大师舍
0

善的带领下!在论战中占居了优势"但讲班的结

果
.

是连班大获全胜"

*74

%连班在冈上地区毕竟根基深厚!有相当数量的宗教

人士和教
:

遵循长久以来的礼仪传统!不愿意改成独班"

连独班的
(

论在康熙年间愈演愈烈!冈上地区的居民因所从班制不同而

分成两派! *虽妇人每因
(

论班制而愤愤然"即街巷中酒徒无赖亦
!

班而操

拳!问其所以!则又毫无所知!是以有己卯之讲班焉+"在讲班之前!独班

正处於蓬勃发展的时期!京师多座清真寺都已改行独班"独班在教理上?有

优势!又有舍
0

善这样的知名经师坐镇!连班处於劣势! *在初闻会讲之

谋!皆惴惴不安!白养恒髦羸无策!出入涕泣!师俗昼夜谋於寺中!兼旬不

+

!渐有降意" +但教
:

不肯改班!甚至*有屠贩无赖者!造飞语曰-若改

独班!必以石碎掌教五人之头颅焉+"此时!经师马君锡和马昆如出现在连

班教
:

的视野中!他们提出会努力保持礼拜寺的连班传统"

有马君锡者%经义不甚通%扬声厉语%以好辩雄诸师%乃奋然

而出曰, /事至此%不讲不已%有经典在%何怕人多)彼虽请圣贤

来%有问皆余应之%无预诸公事) 0

4

以手加额曰, /善( 0或难

之曰, /经文无连据%即有亦仿佛模糊%彼若吹毛求疵%师何词以

对. 0马?如挺然曰, /诸公毋忧%我助君锡成此大事)今脸面
#

重%何论经书)纵独班人之言是%我亦曰非-君锡之言非%我亦负

曰是)彼听讲者%皆不知经文%岂能辨其真是+真非也哉( 0

4

喜

曰, /表
?

矣(维持圣教%全赖二师) 0遂罗拜之%且许事平立
#

掌教)

*75

%

独班阵营因舍
0

善的存在而对连班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从马君锡和马昆

如的话里!我们可以听出连班自认论辩不过独班!但礼拜寺
D

不能从独!所

.+ 丁慧倩

*74

*75

草稿本#冈志%对讲班的结果似有不同记载!有一段记载
%

连班辩驳不过独班仓皇而

散"但从後面的记载中看!应是连班获胜"

#北京牛街冈上礼拜寺志草稿%!页&&)(&&'"由於该书页面排序错误!第&&)页
&

容

在前!&&'页
&

容在後"以下该书注释!情癋相同"引文中 *表
+

矣 +一句! *表 +

!

衍字"

!

"

#

$



以即使
#

词夺理也要获胜"当晚杨玉山夜访马君锡!提出*连班之谬!世人

皆知!师
#!

左袒!不忧後世耶1闻彼所致者!皆学通之人!所撷者皆礼法

明经!其选择四十馀条!尽独班之凭据!师岂能操必胜之权乎, +杨玉山的

话
%

明连班也认
!

独班之制有宗教经典的支持!尤其是独班的经师在经学水

准上超过连班!连班
'

有胜算"但马君锡认
!

当前最重要的是脸面! *我京

都大寺!天下连班之所瞻仰!一失足!体面扫地矣+"

*8,

%

连独两派纷
(

多年!摩擦日益频繁!己卯年讲班事件是这一矛盾日趋激

化的
$

物!讲班前冈上
&

部局势紧张"

先一日%酒徒屠贩者百馀人聚谋曰, / 我连班数百年之制%胡

可改也)今日独是%则我先人所
#

皆非矣)吾辈即不肖%忍彰祖父

之过耶(护教门%攻?端%正在今日) 0於是沐浴更衣%留遗嘱於

妻子%各持刀斧挺杖%往候於门外)约,闻若改班矣%即夺门入%

独班人无少长当尽歼之)

*8-

%

不仅连班教
:

早有准备!独班也预感到了讲班活动睶藏危险! *张封翁

率群师至!载一车健卒数十人!列於改家厅事之左 +"不过!连班人多势

:

! *门外林立数百人!皆操刃持斧以待!

Z

癛流血!在俄倾间矣+"因此

当马君锡和马昆如
#

辩之时!独班经师不敢
(

论! *任其胡言!愿善罢以图

结局焉 +"讲班事件最终以连班获胜而告终! *讲班後!连班者互相庆

贺+!马君锡和马昆如也成
!

连班功臣"

*8.

%

三!经学教育与独班之制

*康熙己卯年讲班+事件中独班阵营的舍
0

善是当时知名的经师!他的

生平事矦详见於#经学系传谱%和乾隆六十年&).*- '/重立云山大师舍公

碑文记0中"

舍
0

善本姓魏!名元都!祖籍湖南沅陵" #经学系传谱%称其祖上*明

初有功!封辰州卫世袭都指挥使+!可见魏氏
!

明代军
;

"不过都指挥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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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是流职!不能世袭!这里的记载有误!但魏氏的军
;

身份当无疑义"舍
0

善本不信仰伊斯兰教!也不是回回人"从#经学系传谱%提到舍
0

善童年的

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其信仰和族属的情癋-

先生每入梵宇%见像不拜%偕行者怪之曰, / 君非清真人%何

谓不拜. 0曰, /彼 4 5土木%无益於我%何谓拜哉) 0

*8/

%

#经学系传谱%中舍
0

善的传记详细记载了他改魏姓
!

舍姓以及入伊斯

兰教的因由和过程-

逾九龄%值流寇跳梁%蹂躏全楚%我清继天承运%平定楚属者

#指马公 $ %委标员副戎舍公 #讳应举%号凤山%吾教人也 $ %署

辰州营守府事%及至城驻师%修葺毕%接夫人李氏居辰)李後於会

亲席上 #因公表癙娶辰民之女%故会亲 $ %得晤师祖母
*

氏%谈
@

甚洽)翌晨%李乘舆升堂拜
*

%先生趋
A

而揖%李之初晤先生也%

仪状端雅%甚喜爱之%承嗣之议基焉)十一龄冬%学
!

按临%先生

初试岁考%因衡其文秀而苍古%疑
#

宿儒%故首荐)未及?泮%讵

料五锡公方过新正%因病捐世)先生哀
%

成礼%殓葬祖茔)有寇自

黔滇来%辰民惊慌%舍公令附郭民家入城)师祖母
*

哭於家%夫人

李闻而遣询)

*

曰, / 寒门不幸%小儿新丧%窃恐入城无盝止所

耳) 0李曰, /何伤心乃
!

%敝署乃太夫人之故宅也 # 原指挥衙

署 $ %後有空楼可驻鸾驭) 0

*

允进城寓其楼焉)未几贼至%大

掠%公俟懈%陈兵大破之%贼遁%民未敢出)李谓
*

曰, / 妾膝下

承欢乏嗣%令孙才德素所倾爱%欲求暂解彩衣之
B

可乎.其终身事

尽力当谋%生子两继祖业%敢希俞允) 0

*

曰, /向蒙夫人援救%

不?愚顽%敢不从命)第议婚一事%寒家尚然有力%莫若各
#

娶

姻%生则各从其姓亦可) 0李
C

而申谢之)於是请舍公至%

*

命先

生拜之%舍公夫妇亦拜谢
*

)先生次日进清真教%自觉心地豁然%

如获清光%怡乐自得者数日%改讳起灵%字
D

善焉)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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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0

善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清朝初年的时代背景之下"引文中*平定楚属

者+指的是马蛟麟"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军在西北起事!陕西全境(甘

肃东部和山西西部有大大小小几十支队伍"陕西境
&

的官军尾随农民军进入

湖广"清初湖广
&

有清军(南明军和大顺军三支势力"南明隆武以後!南明

朝廷由*联虏平寇+转
!

联合大顺农民军共同抗清"顺治二年&)+,- '十二

月!南明与大顺联军分兵攻打岳州和荆州"到了次年正月!驻守岳州的马进

忠(王允才(卢鼎(王进才听
%

清军来袭岳州便乘船南逃!时任岳州副将的

马蛟麟降清"据康熙二十四年&)+/- '#岳州府志%记载! *三年丙戌!贝

勒至岳!杀散诸贼!援荆州!败贼一虎!而马蛟麟投诚!以副将委守岳

州+"

*81

%

舍
0

善九岁时应是顺治三年&)+,+ '"舍应举是马蛟麟的部下!驻扎在

辰州"由於舍应举的侄子娶辰州本地女子
!

妻!舍应举妻李氏到达辰州後!

便与姻亲会面!由此结识了舍
0

善的祖母魏门
A

氏"舍应举家与魏氏存在亲

属关!成
!

*承嗣之议+的基础"而且舍应举是已经降清?驻扎辰州的将

领!而魏氏则是辰州本地的前明武官家属!魏氏与舍氏的交往!应对其家族

在已然易代的辰州继续生活带来某些益处"大约两年以後的顺治五年

&)+,/ '!舍
0

善父亲五锡公去世"当年四月!南明与大顺联军攻打辰州和

常德! *辰州一府孤注万山!镇臣马蛟麟困守其中!音信断
D

!吉凶莫知"

所辖沅(黔(麻(

_

(辰(泸等县!

!

土贼姚
5

虞作祟!张先璧(皮熊等乘

机而入!州(县皆不可问 +"

*82

%同年八月 *加湖广辰常总兵官马蛟麟右都

督!以克辰州功也" +

*83

%

%

明至迟到八月辰州之围已解"在地方局势动荡之

际!李氏向
A

氏伸出援手!将
A

氏及其家人接入城中署衙居住!助其家渡过

难关!最终促成了舍
0

善入继舍氏(兼祧两家的结果"

由於舍应举
!

回回人!舍
0

善入继之後 *进清真教 +!?从舍姓"此

後!舍
0

善向舍应举提出 *总习举业!亦乃分
&

事!癋终年汲汲!竟若蠹

鱼!似非洽志耳!无如习经!可窥正道之规!兼探先天之秘!固乃惬意者

也+"

*84

%舍应举应允了舍
0

善学经的请求!将其*送营中杨师&杨建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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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教授+"舍
0

善後来也从军征讨!在马蛟麟军中供职-

值调公 #指舍应举666引者盰 $进剿武陵%与师母胡计%欲先

生随旅以冀纪功%胡诺之)先生以家事付仆%飘然随往%镇台马公

#讳蛟麟者 $ %每见必极称
$

之)先生居旅%每以习经
#

念)公常

获功%加授武陵协都司%驻守其地)

*85

%

此後!舍
0

善得到舍应举的支持!告
*

军旅!到舍应举的家乡陕西渭南

林口镇习经!再辗转至山东济宁!师从常
0

华(李延龄"学成之後!舍
0

善

开学二十馀处"

*9,

%按#经学系传谱 %的记载!舍
0

善在北京多次开学"舍
0

善从渖阳返乡探亲经过北京! *其地当道教亲款留开学+!舍
0

善返乡安顿

家务!於半年後赴京" *及至都门!铁翁差人候请!乃复相约後期!遂赴

辽+"三年後!舍
0

善赴*都门+践约开学" *期年解馆欲返!值东厂
:

亲

留迁以设帐!乃勉从之!开学後!命学长理馆事!遂返襄+"几年後*都门

:

耆复差人恭请至昌平州馆!後迁都门!共授学二年+"

*9-

%

将舍
0

善的传记与#冈志%的记载相对比!可以大致勾勒出舍
0

善在北

京的主要活动" /重立云山大师舍公碑文记 0记载舍
0

善生於明崇祯十一年

&)+(/ '!卒於清康熙四十二年&).'( '!享寿六十七"

*9.

% #冈志 %*舍公

谈性理 +一文提到舍
0

善晚於其同门王允卿来到冈上! *居月馀!礼遇渐

衰!云善遂移居东城+"

*9/

%前揭#经学系传谱 %称舍
0

善在 *都门 +开学一

年後移至 *东厂 +"这个 *都门 +具体指的是冈上! *东厂 +则应
!

*东

城+"舍
0

善到东城後!曾与同门王允卿和安宁宇发生过一次经学论战!这

正是*舍公谈性理+一篇记述的主要
&

容" #经学系传谱%记载舍
0

善在陕

西普陀原设馆二年!当时他年过六十!也就是康熙三十五年&)+*+ '左右"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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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赴陈州二年!再赴昌平州" *康熙己卯年讲班+事件发生於康熙三十

八年&)+** '!应是在舍
0

善到达北京後不久发生的"

连班阵营的白世祥是礼拜寺的掌教"沈抄本#冈志%记载-

白世祥%美丰仪%善谈论%机警多智%声若洪钟)掌教五十馀

年%无老幼皆敬慕之%不?圣贤)享年八十六)

*90

%

草稿本记载了白世祥的字! *白世祥!字养恒+!

*91

%可见#冈志%中多

次出现的白世祥和白养恒是同一个人"

马君锡的生平在#冈志%里也有简要的记载-

马君锡%名承恩%以字行)勤学好辨%康熙己卯%以文才折独

班诸师%後
#

掌教)

*92

%

马君锡的父亲马腾云是礼拜寺的助教!

*93

%

%

明马君锡的经学有家庭基

础"在*康熙己卯年讲班+事件中!马君锡提到 *我师王允卿先生 +!

*94

%可

见他是王允卿的弟子!算是经学教育系统出身"

舍
0

善推行的独班之制可以
%

是经学教育系统的一个标?"草稿本#冈

志%认
!

*吾教连班(独班之
%

!远者不可知矣!近百年前!天下尽连班

也"明万之季!秦中胡(马(海三氏!首倡改独班之议!秦人从违各半"

虽父子兄弟!分连(独!立门
;

!如
`

敌" +

*95

%秦中胡氏和海氏是指经学教育

的创始人胡登洲及其弟子海先生!*马+字可能是*冯+字之误!冯二先生也

是胡登洲的弟子!这三人都是关中人氏!与*秦中+之
%

相合"

*:,

%河南开封东

大寺明万十四年&)-/+ '树立碑石!上书*古制连班永遵+!

%

明连独班的

(

议在万年间确实已经
$

生"#经学系传谱%还记载了云南改班的过程-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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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应
#

/ 地 0 %指云南666引者盰 $ 俗习乏经%初尚连

班)或云,云乔二师至滇%不力改之%故迟至今)近有丽鹤马二

师+白崖马三师遵经%通省俱改独班矣)丽鹤二师%学行兼优%甚

多感应之机%

E

闻其贤%

$

矣哉)但路远%不知俱何传也)

*:-

%

引文中的云乔二师是冯二先生的侄子!也是他的学生"云乔二师到云南

後!

'

有大力推行独班!以致到#经学系传谱%写作之时才由丽鹤马二师(

白崖马三师改
!

独班"这
%

明#经学系传谱%认
!

推行独班之制是胡门弟子

的任务"

舍
0

善师从济宁常
0

华和李延龄!此二人是经学教育山东学派的创始

人!他们也推行独班"

*:.

%

东寺 #即今济宁运河岸上之寺 $ 请常先生设义学%馆於寺之隔

院%五时朝礼未常赴寺 #省去小字666引者盰 $ %因其以连班
#

当

然故耳)约二年%

4

耆固请诣寺%先生反复示以连班不应%其
4

不

从%故解馆)其
4

之半%愿遵先生之训者%修建大寺於西隅%由是

二先生同堂授学%而犹勿赴寺%必伺独班已久%五拜时方往焉)

*:/

%

很明显!常
0

华和李延龄极力推行独班!不与连班同殿礼拜!济宁独班

另建新寺"

经学教育出身的经师?非都积极推广独班之制"如前揭云乔二师就不甚

积极"马君锡的老师王允卿是舍
0

善的同门!师从常
0

华和李延龄!他虽然

认
!

连班
'

有经学依据!但他在礼拜寺时?
'

有推行独班"

连班人刘明亭+马乡老谓张公曰, / 荷公美意%功德无量)耐

师中无好人%王允卿又居连班%未尝指摘)今回乡乃痛诋之%此两

舌小人%何足尽信) 0

*:0

%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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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亭等人所
%

的是王允卿在礼拜寺不仅
'

有推行独班!还和连班一同

礼拜!但离开後仍推崇独班"也许是王允卿对推行独班不甚积极的态度影响

了马君锡!马君锡虽然有山东学派的传承!但坚持连班"马君锡对连班的态

度还可能与其父的身份有关"马君锡父亲马腾云是礼拜寺的助教!从後来马

君锡依仗讲班的功劳与白世祥
(

掌教之位而拒
D

继承父亲的助教职务!最後

获得副掌教之职&其讲班中的助手马昆如获得赞教之职 '看!助教一职是三

掌教之下的其他教职!当时礼拜寺
&

有掌教等五人供职"

白世祥的身份与舍
0

善(马君锡不同!从他的各种记载中看不出他有经

学教育的背景"白世祥在礼拜寺担任掌教五十多年!他去世後由其子白元辅

接任职务"

礼拜寺在明代拥有敕额!寺
&

教职地位最高者是*冠带住持+"万四

十一年&)+)( '碑的碑阴部分开列出住持之下的其他教职! *署协教(署赞

礼(署
!

教+"另据杨永昌所见礼拜寺崇祯三年 &)+(' '諸付记载! *职等

俱回回教门!切遵旧制!原
!

敕建礼拜寺!座落宣南地方!历蒙部给住

持(协教(赞礼各一人!领
:

焚修!祝延圣寿无疆!祈祷地方宁
6

+"

*:1

%看

来到了明朝晚期!礼拜寺
&

较
!

重要的教职有三个!官方称
!

住持(协教(

赞礼!民间的称呼则有所不同!用阿拉伯语称他们
!

伊玛目(海推布(穆安

津!用口语称呼他们
!

掌教"

明代清真寺的掌教之职具有家族世袭的特点!崇祯三年 &)+(' '諸付记

述了许林等人推举新教职人员的过程!便体现了这种世袭性-

今因本寺协教八光祚去年病故%赞礼王永寿师兄白继祖今年病

故%见今王永寿先年已过住持王相之嫡孙%自幼习读经书%深通

教典%乡评雅
4

%精研焚修%身家良善%毫无违碍%堪合顶补已过

师兄白继祖冠带住持名缺%八继德礼合顶补故父八光祚协教名缺%

白汝瑾礼合顶补赞礼王永寿名缺%皆顺挨%?无搀越)

*:2

%

从諸付
&

容上看!王永寿本身是赞礼!但其祖父王相是住持!八继德是

协礼八光祚的儿子!那
)

白汝瑾也应与当年亡故的住持白继祖有血缘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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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祚亡故後协礼之位出缺!白继祖亡故後住持之位出缺!於是许林等人推

荐赞礼王永寿出任住持!因
!

他的祖上本来就是住持!他与白继祖又有同门

之谊!顶补住持之位有所依据"八继德直接顶补其父的协礼之职!而白汝瑾

只能出任赞礼"有学者指出!礼拜寺
&

三掌教职位之
(

一直十分激烈!寺
&

明代碑刻上教职人员的名字被後代刻意挖去!很可能与位次之
(

有关"

白世祥与白汝瑾是否有关!

'

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掌教职务的世袭特点

推断!二人很可能有血缘关"乾隆四十六年 &)./) '碑刻上的掌教白之

爵!或许也是白氏一门的成员"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舍
0

善与白世祥之於清真寺的区
*

!即外来

经师与本地世袭教职人员"舍
0

善一生?历各处!而白世祥终生都在礼拜寺

供职且职位由家族世袭传承"从这个角度
%

!连独班之
(

可以理解
!

外来的

经师推行的宗教礼仪与本地掌教世代沿袭的宗教礼仪之间的纷
(

"

四!经学教育与以儒诠经

经学教育系统与晚明清初兴起的以儒诠经运动有着较
!

密切的关"从

师承上讲!金陵人马君实和常
0

华(李延龄一起受教於张少山门下!而马君

实又是以儒诠经运动第一代代表人物王岱舆的老师"

*:3

%与王岱舆同时代的汉

文译著家张中&字君时'也曾受教於张少山门下"

*:4

%清代云南汉文译著家马

注与各地经师交?的情癋可在其译著 #清真指南%的*海
&

赠言+里窥得一

斑"

*:5

%从地域上来看!

!

#清真指南 %赠诗的北京经师有杨荣业和马化蛟!

杨荣业是舍
0

善的学生!

*;,

%马化蛟是常
0

华(李延龄的弟子)

*;-

%山东经师李

延龄是山东经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王兴文是其与常
0

华的弟子)南京经师

袁汝琦师从其父袁盛之!而袁盛之是张少山的弟子(常
0

华的同门)

*;.

%湖南

经师皇甫经是马明龙的弟子!而马明龙是张少山的同门!二人均
!

冯二先生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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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侄冯伯盭的弟子)

*;/

%陕西经师冯通宇是常
0

华(李延龄的弟子"

*;0

%继马注

之後将汉文译著活动推向高峰的刘智师从经师袁汝琦"

*;1

%

经学教育系统
&

的经师也有汉文译著存世!如马明龙的#认己醒悟%!

马君实的#天方卫真要略%!舍
0

善的#昭元密
+

%#归真必要%#推原正

达%!马伯良的#教款捷要%!米万济的#教款微论%等"管经学教育?

不
#

调*书字+&汉文'译著经籍! *非用汉文固不能
5

大
:

之省悟!纯用

汉文又难合正教之规矩+!

*;2

%但对早已不能使用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
/

读的

教
:

和教外人士来
%

! *书字译经+能
4

起到宣扬教法(规范教
:

的作用"

以儒诠经是回回文人阶层的书面活动!他们对礼仪的书写以宗教规制和

儒家思想
!

指导!将民
:

日常习俗系统化(理论化(书面化"王岱舆(马

注(刘智(金天柱等人在其著作中!对以宗教信仰
!

核心形成的礼仪习俗做

了充分的
%

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一书的/宰牲0/荤素0/博饮0三章

讨论穆斯林的饮食要求和饮酒禁忌!从卫生的角度解释了穆斯林不食
a

肉的

原因"

*;3

% /风水0一章
%

明下葬不用棺睳的原因有二-其一 *自然 +!其二

*清
?

+"人来源於土!复归於土!所以*自然+)人乃血肉之躯!葬於大

地!可化
!

土!所以*清
?

+"

*;4

%

刘智的#天方典礼%

*;5

%一书用儒家伦理学
%

概括和阐发伊斯兰教伦理思

想和教
:

日常行
!

规范"全书二十卷! *始著立教之原!中述
!

教之事!天

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

服食之类!皆略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 +

*<,

%书中的第五至二十卷更
!

系统地讨论了饮食(服饰(婚丧礼仪等问题"以丧葬仪式
!

例!刘智描述了

在人病危时要
&

外安
6

(立遗嘱(让病人头北足南面朝西仰
b

?让病人念清

真言"在病人亡故後!要确立丧主(执丧人!

9

丧服(向亲友报丧! *亲丧

居室三日不宴客!不动炊!由亲友(知交(同事招待饭食+"亲友要前往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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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家吊唁!向丧家赠送财物"丧家
!

亡人准备白布做的殓服!准备放置癛体

的匣子!借用公共的装运癛椟的车子!请人穿穴!还要准备给亡人沐浴的用

具"亡人三天
&

必须埋葬"下葬之日从黎明
!

亡人沐浴开始!

!

亡人穿殓衣

装进癛匣!盖上锦幅或毯子!安置於堂屋西壁"殡礼是*

:

人代癛拜主!以

谢其
>

尘归
?

也 +"将癛匣装入车
&

!由提炉前引去往墓地!途中焚香不

止"到达墓地!丧主下墓查看!洒香料"癛体放入墓穴中後!解开腰带!露

出面部!然後掩起穴口!填平墓穴!此时*主人延掌教祷於眆次+!祷毕封

坟"坟垒呈长方形!南北向"安葬之後便开始宗教仪式活动!礼拜真主(诵

读古兰经(求主*福庇先灵+"不论祀期平时!

!

亡人散钱财物"於安葬

之日(葬後第七天(四十天(一百天(一周年和三周年以及生死日期
!

亡人

*礼拜诵经!施财散+"此外还要服制三载(庐墓(诵经?坟"

*<-

%刘智厘

定的葬仪凸显了回回葬礼的伊斯兰特色!宗教人士主持葬礼仪式!葬礼遵循

土葬(速葬和薄葬!这是整个葬礼的核心
&

容"现有研究表明!刘智厘定的

回回礼仪习俗以经训
!

基础!坚持*正宗+的立场!由*立教之原+出发规

定*

!

教之事+!即礼俗服从经训"对於前代留存下来的各种习俗!如果合

乎伊斯兰教经典和儒家纲常思想!则予以保留*随俗行之+)如果是*反经

?俗+之事要予以革除)如果伊儒相背则折中变通而行"

*<.

%

与以儒诠经的书面活动相配合!经学教育系统的礼仪改革偏重於仪式操

演层面的改变!因
!

经师紧贴教
:

的日常生活!他们可以通过宣讲(示范等

方式更
!

直接地影响(指导教
:

的仪式活动"舍
0

善*按天方拜(诵(婚(

丧诸礼中!稍有不合时宜者!略改十馀条!流传於世 +"

*</

%马超对舍
0

善的

改革
&

容进行了考辩!涉及礼拜(斋月(葬礼(念经(祈祷(饮食(宰牲等

方面"

*<0

%?学於济宁十馀年的冈人马永和指摘教规错讹十事的
&

容*<1

%与舍
0

善的改革多有类似"

草稿本#冈志%中收
-

了与礼拜寺建筑有关的/工程歌0!歌词的最後

一句是*遵守古制站连班+"刘仲泉对这句歌词做了批盰- *俗云扎指(连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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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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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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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老初三"今北京市各清真寺均独班制矣" +

*<2

%

%

明).世纪冈上的宗教礼

仪改革在这三个问题上引发
(

论"

*<3

%连独班之
(

前文已述! *扎指 +是指穆

斯林在礼拜中
c

起食指" #经学系传谱%中最早出现*扎指+的记载是在海

文轩的传记里"海文轩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也是胡登洲弟子海先生的儿

子"海文轩*於领辰时拜後!虽念作证之言!而不扎指!至今人咸遵之!不

敢复改+"因
!

海文轩念作证词时
'

有扎指!教
:

跟随他!也不扎指"但

!

什
)

不扎指! *其时门人未问教律有一定之由 +!从而引发後世的
(

端"

*<4

%另一处对*不扎指+的记载出自袁汝琦&字懋昭!金陵卢妃巷人'的

传记"

先生细考诸经%而乏扎指等条%欲矨政之%值逸蛮阿轰至南

都%亦不扎指%出据立证诸非)及去%先生遂与刘+伍+陈三师共

议禁断%本方之
4

咸遵革之)

*<5

%

袁汝琦出自冯二先生的经学传承!其父袁盛之是张少山的弟子(常
0

华

的同门"袁汝琦对*扎指+的习俗已有质疑!後经域外
&

传的经师逸蛮阿訇

证实!遂引导教
:

革除了*扎指+的习俗"当然!围绕是否*扎指+!南京

的教
:

也有分歧!引发教
(

"冈人马永和的教规错讹十事!第六条是*早晚

拜後!念归正真言!不可出指+"

*=,

%马永和可能是马恒馥的弟子!马恒馥师

从舍
0

善"

*=-

%舍
0

善提出的改革条款中包括不扎指"

*=.

%可见*不扎指 +也是

经学教育系统经师推崇的一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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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初三+是对斋月何时入斋和何时开斋的一种看法"

*=/

%礼拜寺对入斋

开斋时间存在
(

议"前揭马君锡在康熙己卯讲班中帮助连班保住了传统!在

连班教
:

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和掌教白世祥父子就入斋开斋时间
(

论不

休!详文如下-

康熙五十五年*=0

%六月晦%掌教白养恒告
4

於七月初三日入斋)

马君锡倡言曰, /经云,见月入斋%见月开斋%不许推测)今预定

初三日入斋%是重推测之术%而废看月之制也)大戾圣人之道%万

不可遵行%必待见月乃可) 0 於以议论蜂起%君锡之党诋养恒
#

外

道)养恒辞位%

4

固留之)养恒 4 曰 5 , / 初二日%前月之数已

尽%若不於初三日入斋%仍固执看月之法%倘下月初二日见月%则

斋祗二十八日)求月须有经权%算月不可偏废)如是者乃善行圣人

之道者也) 0

4

论稍息)七月初三日入斋%八月初三日开斋%惟君

锡初四日开斋)

*=1

%

白世祥根据农推算月象确定入斋开斋的时间!马君锡则坚持对圣训的

直接理解!见月封斋(见月开斋"康熙五十七年&).)/ '!白世祥之子白元

辅主张初三日入斋!与马君锡的观点突!详文如下-

元辅曰, /初一日丑时合朔%至初二日申酉之刻太阴离太阳已

远%岂有无月之理)癋屡年考较%前月大者合朔早%新月必见於初

二日%前月小者合朔迟%新月必见初三日)此初三日最准%早验之

// 丁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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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穆斯林同样要遇到观测新月来
+

定封斋和开斋日期的问题"一部分人坚持3见

新月封斋!见新月开斋4等有关圣训!被称
!

遵经派"另外!由於中国通行农!使用

定朔!其合朔时刻大致都固定在农初一!月亮大约离开太阳十二度以上才能在日落後

见到新月!亦即需要在合朔以後一昼夜才能见到新月"故合朔在农初一的日落前!则

初二能见到新月)如合朔在日落後!则需初三才能见到新月"由於农月相比较固定!

这就
!

穆斯林确定封斋和开斋的日期提供了方便"有些人甚至不再观看新月便将日期固

定在农的初二或初三!这就是通常所
%

的老初二派和老初三派" +陈久金! #回回天

文学史研究%&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页&.-"

#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0%写作*康熙五十二年+!对照#冈志%手抄本!此处
!

*康熙五十五年+! #北京牛街冈上礼拜寺志草稿%亦作*康熙五十五年+"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 #北京牛街志书$$$ /冈志0%!页,)1,&"

!

"

#

$



法%岂有讹错. 0君锡曰, /经文原
!

见月入斋%见月开斋%?未

许屈指算数)据你所论%是将圣人经训视如故纸%移前补後%行白

氏之家法矣)癋我西域惟以见月
#

始终)合舍而巴尼
#

三十一日

矣%古来亦有三十一日之月乎.癋事有轻重%法有经权%惟斋月
#

重%其前月之多%後月之少%何暇顾矣) 0元辅曰, /天文算法之

学%西域最重%但我辈不习耳)即汝所谓斋月前後不暇计其多寡%

则是西域惟全斋月之数%馀月皆淆乱%何以考年月+授民时%恐圣

人立法不如是之偏僻也) 0所论之言极多%教人惟解君锡语%俱从

君锡)

*=2

%

法推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普通教
:

不甚解!圣训的文意明白更易

接受!所以礼拜寺的教
:

听从了马君锡的意见!以见月
!

依据确定入斋时

间"这一年农七月初三日始见新月!於初四日入斋"但初三日的月亮*体

大而光盛!或谓初三之月也!

:

论嚣然+!对马君锡的
%

法
$

生了质疑"到

定开斋日期时!双方就何日开斋再起
(

执!马君锡坚持*有月开斋!无月不

开斋!此圣人之制!违者
!

外道+!白元辅认
!

*圣人之制有经有权+!马

君锡太过固执"寺
&

乡老孙四稳(张四维(王思道(周思恭等人各有党附"

不仅是礼拜寺!东寺独班掌教与乡老也 *讲月不
+

!欲向察院告状也+"礼

拜寺最终按照白元辅的意见於八月初三日开斋"

*=3

%

).世纪以来由经学教育和以儒诠经推动的宗教礼仪革新皆以 *遵经革

俗+之名!

&

容涉及两方面!一是宗教仪式!一是日用生活的礼仪规范"这

两方面?非泾渭分明!回回人的各种礼仪生活都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

同时宗教需要以日常生活
!

依皏才能被实践!因此宗教思想与生活礼仪相互

影响!书面规范与行动指导相辅相成"

五!礼仪规范与族群边界

无论是回回文人还是宗教经师!对*遵经革俗+的理解都存在各种观点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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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歧!

*=4

%其面对之*俗+也各地各有不同!在推行自己的观点时自然会受

到其他观点的
(

议或本地教
:

的抵制!引起论辩与分歧"李
J

乙在评价舍
0

善的改革引发分歧时
%

- *宋儒朱(陆?同!讲学染党同伐&引者按-原文

!

*代+'?之习"儒术途歧!回学亦犹是" +

*=5

%一语道出礼仪革新过程中

的纷杂观点与诸多
(

议"事实也是如此!移风易俗是一个漫长(动态而杂

的过程!礼拜寺到光绪二十五年&)/** '才施行独班之制!

*>?@

%有关斋月的
(

论到民国年间仍在延续"

*>?A

%

新观念和礼仪的推行需要经师对教
:

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有主导权"但清

真寺在元代以来已然形成一套自己的宗教事务管理体系!掌教之人维持传统

信仰方式$$$ *祖教+代代相传!经学教育系统的经师需要在清真寺
&

确立

自己的地位!新的宗教观念和礼仪形式才能得以推行"

#冈志%记载了经学教育出身的经师王允卿(舍
0

善第一次到礼拜寺讲

学的情形-

山东有常老师者%康熙年人%11受业弟子多所成就%江淮以

北有知名者曰王允卿%曰舍云善%曰安宁宇)允卿通典故%云善熟

性理%宁宇暗 #应
#

谙666引者盰 $文义%其间贯串博雅者%推云

善
#

最)後允卿?学来京%冈人如获珍宝%老少数十人%牵骡策

马%迎於良乡%开寺正门以纳之)馆於殿之北廊%矷食献帛%仰若

神明)虽掌教白世祥齿德兼隆%亦不敢违拂
4

意%俯身降体%执经

门下)允卿讲
!

典故%侈演天堂地狱之
!

%冈人益神之)俄云善亦

来京%迎接之仪亚於允卿)及闻天人性命之理%冈人兴致索然)居

月馀%礼遇渐衰%云善遂移居东城)东城豪富金+张诸姓%扫榻以

候之)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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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春对王岱舆#正教真诠%的研究
%

明回回文人之间存在论
(

"参见杨晓春! /论晚

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
(

$$$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

%

起0!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他

还有更
!

深入的研究!见杨晓春! #早期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

李焕乙! #清真先正言行略%!页,),"

尹伯清! /王浩然阿訇传略0! #中国穆斯林%!)*/&年!第&期!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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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卿(舍
0

善(安宁宇师出同门!都是常
0

华的弟子!属经堂教育山

东学派的传人"王(舍二人到礼拜寺後受到了教
:

的推崇!本地掌教白世祥

即使执教多年*齿德兼隆+!也要屈从*

:

意+*执经门下+"但是後来的

情形是白世祥一直执掌礼拜寺教务!他去世後!教务职权由其子白元辅继

承!舍
0

善所推行的独班之制
.

受到礼拜寺
#

力地抵制"

三掌教世袭制度根基深厚!外来经师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清真寺
&

站稳
1

跟!其地位稳固表现在经学教育与清真寺相结合形成专门培养经师的清真大

学!也就是通常所
%

的*经堂教育+"光绪六年&)//' '北京敕赐普寿寺关

於寺规的碑刻中!部分条款涉及阿訇在清真寺
&

开学的问题-

即设此义学以来%本立掌教
!

至公请阿衡同
4

商议%须择品学

兼优之人%可
#

领拜+开学及婚丧事宜%皆由阿衡经理%永远不准

擅
!

掌教
!

者议罚)

公请阿衡总以一年
#

限%如有外人唆使嫌其进项短少%不愿久

住者%必须一年限满方准告辞)

阿衡到任必先
!

明%不准
F

带子孙随侍%恐惹是非)

阿衡年满%

4

皆
C

服%方许公议再
#

留任%不准独行营谋)

11

阿衡高迁%公议所请%必须同
4

妥商%不许
!

徇亲友情面%各

自私举旧好%以遗口实)

*>?C

%

碑文中的*义学+指由清真寺出资开办的经堂学校!教育後学的职责由

*阿衡+&现写作阿訇'来担任!他不仅是这所经堂学校的主持者!也是清

真寺宗教事务的主持者!即教长" *阿衡+由清真寺
&

管事乡老聘任!有任

期!可延聘" *阿衡+受聘到清真寺
&

主持教务和学务!名
!

*开学+"

民国时期对北平*回教+的调查展现了当时清真寺
&

人员构成和管理结

构-

北平一市%礼拜寺尤多)寺
1

组织%规模较大者%设阿衡一

员%以任讲学%

!

教%领拜之责-设掌教三员%

1

有 / 以吗目 0 一

员%任教寺中政务%及领拜之责- /海推布 0一员%任礼拜司仪之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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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模安津 0一员%任宣赞之职) /海里凡 0自数员至数十员不

等% /海里凡 0训
#

/代位者 0 %实则
#

求学之学员)阿衡及海里

凡%均由寺中供给生活费)大寺?有散班经师%专应回民之聘%负

诵经%

!

教等责)掌教由寺
1

略有供给%教师无给%均仰恃回民

/乜帖 0 )寺中出纳财政%庶务保管各事项%由教民公推管事乡

老666亦名理事666若干员负责%阿衡任期一年或三年%期满得续

聘%管事乡老如之)寺中经费%概恃回教商民等捐助)

*>?D

%

这份调查资料指出!当时北京较大的清真寺拥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开学

阿訇由聘任
$

生!在清真寺
&

领导宗教事务!培养经师学员&即海里凡'"

开学的经费由清真寺筹措"三掌教是本地人!参与寺务!各有职分"开学阿

訇和掌教分担了清真寺的宗教事务!就地位而言!开学阿訇居首"清真寺的

寺务由管事乡老主持!管事乡老是清真寺的经营者!阿訇和海里凡都受其管

理"

清代中後期!经堂教育成
!

获取从事宗教职业资质的唯一途径!三掌教

袭位之前也需要经过经堂教育学习和毕业"原来游离於清真寺之外的经师在

掌握了清真寺最高教职&教长'?负责培养继任者&开学阿訇指导海里凡'

後!他们的思想和行
!

有了较
!

稳定的输出渠道"教
:

受其影响!在宗教思

想和礼仪活动中跟随阿訇!各地回回民
:

对宗教的理解(践行和礼俗生活也

日益趋同"

修撰於民国二十二年&)*(( '的 #沧县志 %对当地回回人群的礼仪风俗

做了详尽的描述-

天方教即回教%回纥种人%自唐时入中国%迄今千年%所以不

变其习俗%不
G

其团结者%天方教之力也)三十
2

以上之聚居%必

创建清真寺以
#

礼拜之所)寺必延阿礧授徒以习可兰经文%其生徒

曰海拉法%所学有成%群推举之
#

阿礧%以待他寺之延请)寺门及

正殿必东向%礼拜必向西%此其心朝麦加不忘教本之意也)人初

死%孝子哭於寺%殓及葬祭均延阿礧诵经)牛羊矱鸭之屠宰%必入

寺倩阿礧唪咒以食)豕
#

大禁%婚丧均不用乐)殓用素布%葬无棺

*& 丁慧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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睳%墓形必方%向用子午)每岁斋戒一月%矱鸣而食%星灿而食%

日间不食也)天方教之荦荦大端如此%其细节详礼俗篇)

*>?E

%

回人礼俗大略已见於宗教篇
1

%其可记者尚多%皍择其善者而

@

之)回人好洁%勤於沐浴)每礼拜寺中必有浴所%以备随时入

浴%其妇女则勤浴於家)禽兽自死%?而不食其肉%以其未去血

也)故食肉必杀%且倩阿礧唪咒%然後杀之)家有丧则不举火%亲

朋邻里皆馈食其家%曰送丧饭)远客来吊%里邻分邀至家%代
#H

留食宿%曰分宾)大旱祷雨%则倩阿礧
#

之)阿礧率海拉法跪烈日

中诵经以祷%晨出夕归%祷三日不雨%则阿礧跪祷於寺%昼夜不

息%必雨乃止)雨降则杀牛大哺於寺)回民不贴春联%书阿拉伯文

於门楣%盖吉祥祷词也)

*>?F

%

地方志描述的礼俗涉及
&

容广泛!包括宗教信仰(清真寺的建筑形制(

经堂教育的结构(日常生活习惯(丧葬(饮食(斋戒(祈雨等方方面面"通

过这些不一样的礼俗!可以将回人和汉人区分开"

方志的作者认
!

回回的礼仪习俗能长期保持不变是 *天方教力也+"这

些礼俗来源於宗教的经典!仪式活动由阿訇主持!违反这些礼仪习俗就有可

能违反了经训的要求!背叛了宗教信仰!也不再是回回了"回回生活在以汉

人
!

主体的社会中!违反礼俗不再是回回的人!就被认
!

变成了汉人! *其

&指回民$$$引者盰'同化於汉人也!曰反教+"

*>?G

% *反教+的诸种表现即

!

族群的边界"

或富或贵%则喜联姻汉族%渐开食豕之禁%此其初步也)继而

门贴春联)继而丧用衣衾+棺睳+祭奉木主%却阿礧而不用)最後

削方墓
#

圆形%始
#

完全同化)

*>?H

%

*反教+的举动包括联姻汉人(开食豕之禁(门贴春联(丧用衣衾棺

睳(祭奉木主(不用阿訇以及削方墓
!

圆形"这些
&

容皆来自於礼俗的禁

).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礼仪革新与族群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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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是衡量*在教+与*出教+的标准!约束群体
&

部成员的行
!

"管宗

教功修所要求的如礼拜(朝觐等信仰实践活动未成
!

衡量是否*反教+的标

准!但关於*反教+的禁忌!或是伊斯兰教对信仰者的直接要求 &如禁食
a

肉(土葬(不崇拜偶像'!或反映了维护宗教信仰的愿望 &如通过回女不嫁

汉男的规定!保证本信仰群体的人员不外流 '"从这一点上看!在回回的日

常生活中伊斯兰教是信仰实践活动与带有
#

烈宗教性的礼仪习俗的结合体"

突破礼俗的边界就背叛了宗教的要求!不宗回教便不是回回人"礼俗划定了

回回人与非回回人的族群边界"

六!结语

*回回+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代表不同
&

涵的人或人群

体"作
!

族群形态存在的回回!能
4

形成跨越地域的组织和认同观念!其背

後促成一体化的诸多机制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世纪以前与之後的中国伊斯兰教在宗教(生活礼仪上
'

有本质的差

?!都是以经训
!

基础!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杂糅了各种思想(仪式和风俗习

惯!形成教
:

认可和遵信的信仰形式和礼仪传统"比如在 *康熙己卯年讲

班+事件中!连班师同样可以举出经籍的记载论证自己遵循 *祖教+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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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学教育和以儒诠经的知识精英们在以 *正道 +

!

武器 *遵经革

俗+时!他们的对立面?非真的*反经?俗+!革新的重点在於*教化+"

#经学系传谱%描述胡登洲的时代伊斯兰教 *其理艺艰传!旨义难悉!

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慢慢长夜而甘醉梦之不

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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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经学发展的角度
%

明明代中後期以 *祖教 +形式存在的伊

斯兰教思想缺乏生机和号召力"当时各个清真寺大多存在具有世袭性的掌

教!宗教活动仍在维持延续!但也出现寺
$

难以维(仪式活动逐渐停止和

改变的情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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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回回+身上附着的宗教含义和礼仪日益模糊(淡化"经

学教育和以儒诠经的出现及其系统化!

#

化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理论和礼仪活

动"正如马注所言*风俗关乎教化+!宗教师*司风化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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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戎吾传谱0!赵灿! #经学系传谱 %!页&&&1&&+"另!明代嘉靖年间前後泉

州陈埭丁氏的*回回+宗教和礼仪含义逐渐消失!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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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通过教化*挽回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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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信仰(维教
:

群体"

如果
%

以儒诠经的活动侧重思想表述和文字书写!那
)

经学教育系统出

身的经师则需要与掌握教
:

宗教生活和仪式活动的传统力量 &三掌教'进行

竞
(

!他们必然会另立旗帜(推陈出新"从).世纪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礼仪

改革运动宣扬以宗教经典
!

依皏革除不合经训的礼俗!通过经堂教育的发

展(清真寺管理机构的重组!持续地向教
:

推广!重塑了本土伊斯兰教的面

貌!一定程度上统和了跨地域人群的思想和礼仪!划定了 *在教 +与 *反

教+(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推动了*回回+成
!

一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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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冈上地区范围图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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