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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

前言

　　清真寺在阿拉伯语里称为“麦斯吉德”，意为穆斯林礼拜的地点。　　在中国，有回族人的地方
就有清真寺，清真寺犹如芝麻饼上的芝麻粒，星星点点地遍布在大地上，成为了56个民族中最为独特
的景致，而唐朝正是这一万千景象开启的时代。公元618年，大唐帝国建都长安，与此同时亚洲西部的
阿拉伯帝国(大食国)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在阿拉伯半岛实现了迅速崛起。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2年)
，大食国与唐王朝修好。而在这两国修好之前，伊斯兰教已经由大食国商人传入中国，这时的清真寺
已在中国出现。　　大唐帝国有着拥抱世界的胸怀，对于外来文化出奇地包容，那时京城长安的街头
，买卖着世界各地的商品，跨国贸易扩张到了一个更新的领域。那个时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波斯商
人都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番商”“番客”。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夺目的篇章。帝国以军
事为保障，贯通了出河西走廊，经新疆库车沿塔里木河西翻越葱岭抵达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而此
时，另外一条通往阿拉伯国家的通道一以广州港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航线。“我
用瓷器换香料”，商贸的流通使得这两个相隔万里的帝国不再遥远。　　再后来，中国大地对于这些
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体的“番商”来说，逐渐不再陌生。“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
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域的礼俗、服饰、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
。在大唐王朝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背景下，西来的穆斯林番商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
更多的清真寺应运而生。今世，我们称那些在唐代至元代留居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
人为回族先民。　　是成吉思汗西征欧亚归来的蒙古军队，将伊斯兰文明史无前例大规模地带到了中
国。数不清的穆斯林走进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他们留居中国与百族融合，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
下”的景象一以回回人黑迭儿为主设计并主持修建了今日北京的雏形元大都；赛典赤缔造了中国的“
行省制”；赛典赤的后裔郑和七下西洋，惊世骇俗⋯⋯　　明代，是回族男儿张扬个性的时代。这个
时期的回族人开疆拓土、戍边屯垦，他们把灿烂的文明留给了烟波浩渺的海洋、亘古荒芜的边疆，这
时的汉语已经成为了回族人共同的语言。以中国大地为载体，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就这样在光阴流转百
世融合中形成了。深感回族可依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赐建了多座清真寺，并向清真寺赠送《百字赞
》，以增其荣誉。　　继而，伊斯兰文明与传统儒学展开了对话，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个庞大群体，
这个时期的回族人昂扬自信，他们与各民族和睦相处。再后来，孔子回族后裔、藏回回、傣回回、托
茂回回、白回回、菲律宾回回也陆续涌现，百族融合是回族的特性。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天下穆民是一家”，回回人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生存哲学形成了独有的人文
景观，他们早已不离不弃融入了大国的血脉之中。　　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
中，从理论上首次肯定了中国回回人自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这一称谓自此传开。1958年10月
，中国回族人文地域中心一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千年演变，今日中国回族人口已过千万，不变
的是回族人围寺而居的习俗。回族人聚居地的一座座寺院绝非是一处处简单的宗教场所一婚丧嫁娶的
风俗在这里得以延续、经堂教育奉献出了今日中国一所又一所的民族学校、寺院的教场里代代都有习
武弄枪的男儿走出、经济讯息与乡邻友谊在这里联络沟通、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打下烙印⋯⋯
甚至日常的纠纷与诉讼也在这里进行化解。更为离奇的是，如果在中国地图上，把回族古代略微知名
的清真寺用笔勾勒出来，我们的眼前就会闪现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古商道——一座座清真寺连接起来
的商道，因商业而生的回族离不开清真寺，也离不开地理的要冲，大地上的清真寺手手相挽默无言语
地沟通着中国。　　小小的清真寺院涵盖了宗教、文化、历史、’建筑以及人情世故。一千多年来的
历史在这里风起云涌，一千多年的历史画面在这里平铺眼前，一千多年来的民族气质在这里继往开来
。　　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已故国学大师陈垣先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要通过清真寺来向人们介绍回
族的方方面面，不过这是他终生未了的心愿，陈垣之后的近百年来，许多学者也都有此设想，但因种
种困难功败垂成，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仅有1995年吴建伟主编的《中国清真寺综览汇编》一书，以
及为数不多的社科类图书。　　作为回族的孩子，8年前我萌生了“走近清真寺里看回族”的设想，
使得更多的人在阅读中认识并理解回族。这一夙愿在今年得以开始逐渐实践。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张乐琴给予了关怀，感谢李文华先生的无私支持，感谢我的同事王彦林、朱爱华等人，正是有了
大家的努力，才使得这本书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采写、编辑与出版。《宁夏广播电视报》首发后，
《中国民族报》对本书内容进行了连载，全国十多家报刊选发了部分内容，编辑本书时，稿件有所取
舍。　　仓促与匆忙间，书中疏漏与失误难免。如果书中的篇章对您认识回族有所裨益，那我们将是
无比开心与荣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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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

内容概要

《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不只是在谈清真寺，更多的是在讴歌一个民族的精神，诠释一个民族的传奇
，解读一个民族的气质。从大西北到大西南，再从东南折回北方，作者追寻着遍布中国大地的回族聚
居区，在一座座清真寺里，看一处处回族人的家园，听一个个回族人的故事。
在中国大地上，耸立着34000余座清真寺。有回族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有清真寺的地方，就有
许多的故事。
中国的回族穆斯林习惯于居住在清真寺的周围。这既方便他们在清真寺里完成礼拜等宗教功课，也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变得丰富而多元，但无论如何变化，清真寺在
回族穆斯林心中的地位都不会改变。清真寺依然是他们的心灵圣殿。
小小的清真寺涵盖了宗教、文化、历史、建筑以及人情世故。从迁徙到衍生，千年回族史诗般的传说
，被浓缩在这部由50余篇专访合集的专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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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跃，1957年9月出生，回族。1983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字专业，现任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副
书记、副总台长。高级编辑。
    1998年进入广播影视行业，一直分管影视创作，组织拍摄的主要影视作品有《生死腾格里》《英雄
无语》《公家人》《撑起生命的蓝天》《冯志远》《画皮》《大篷车》等。2007年，被任命为中国策
划院宁夏分院副院长，并被聘为高级策划专家。兼任宁夏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
学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视协电视文艺委员会副主任。

Page 5



《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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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可同心的人们依旧念念不忘这些过去的事儿。　　1985年，中国与沙特
尚未建交之前，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率访问团访问巴基斯坦时，经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帮
助，促成了访问团应邀访问沙特之行。访问沙特期间，沙特方面要求黑伯理延长访问，12天时间享受
到了极高的礼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阿拉伯国家陆续建交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6年5月
，中国先是与埃及建交，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　　而在黑伯理
应邀去往沙特之前，沙特阿拉伯也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并向中国表达其国王对于中
国的友好态度。尽管当时沙特与新中国建交面临困难的局面，但双方都在积极努力，寻求突破。　
　1985年，黑伯理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埃及访问期间，还与费萨尔银行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双方共同出
资4000万美元建成了宁夏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和之后成立的伊斯兰信托国际技术合作公司
成为了两座通向世界的桥梁，沙特同时还无偿先后援助建设了同心阿拉伯语学校和宁夏伊斯兰经学院
。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说，1985年的那次出访，直接促进了中国与沙特的建交。　　正是这一年，同心
县有了中国第一座中等阿拉伯语学校，4年后，有了宁夏伊斯兰经学院。对于23年前，原宁夏回族自治
区主席黑伯理应邀访问沙特的经过，宁夏大学王锋博士颇有感触地说，“这是中国省部级领导首次出
访沙特，对于推动宁夏地区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有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沙特，黑伯理是一个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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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

媒体关注与评论

　　清真寺内涵丰富，实质上它是回族人写在大地上的通俗史。作者万里踏访一处处清真寺，理解并
书写着一个民族不朽的传奇。　——谢生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民族报》之所以要连
载《清真寺边的那些事儿》，那是因为我们与作者的设想不谋而合，书中过去的人和事在今天仍有现
实意义。　　　　　　——赵学义/《中国民族报》社长　　什么是清真寺？我的答案是，正如本书序
言里所说的那样：“回族人一千多年来的历史在这里风起云涌，一千多年的历史画面在这里平铺眼前
，一千多年来的民族气质在这里继往开来。”　　　　——姚继德/中国回族学会副秘书长云南大学教
授　　本书鲜活轻快地讲述着回族的艰辛与传奇，乃至对于回族研究多少有些补白的作用。认识回族
，我们不妨从这册通俗读本开始。　　　　——王锋/著名回族学者宁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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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涉及历史，各种错漏。文笔说难听点，有时捉襟见肘。作为资料还有价值。以后继续找清真寺的
指引之一吧。
2、不错，有内容，开阔眼界
3、文笔欠佳，但作者脚踏实地到访过书中所述地方，加分。从书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回族的历史和事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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