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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简介

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

〔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

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

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

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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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宗教信仰

发布日期: 2021-07-16  浏览次数：56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  作者：齐金江

在“大统战”的视域下，“传统文化浸润”之作用于“宗教统战”的意义何在？通过研究我们发

现，“宗教统战”就像是可以调节半径的圆规画出的若干个同心圆，“传统文化浸润”就像是那只可

以调节半径的圆规，它固定的一头(A)是我们的政治底线；可以调节的一头(B)即“传统文化浸润和

宗教中国化”，它可以画出包容的多样性的半径。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

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

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

潮影响。”在新时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在文化浸润视域下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支撑和作用机理，进而探索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

实践路径，对于今天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伊斯兰教自元代传入儒家文化发源地济宁，积极开展“以儒诠经”活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宗教，加快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共容、融会贯通，促进了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

程。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逻辑起点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现实，开展了“以儒诠经”活动，用伊儒会通的方式

实现了中国化，为当今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滋养。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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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

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1.基于“人能弘道”，提倡“以文化人”，奠定文化认同的前提。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

化，始终重视“教化”的社会功能，彰显了道德主体性和世俗伦理性，通过“文以化人”的德治实

践，追求“化民成俗”和“以文化天下”的人文境界，体现了在人文教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伊

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主动调整适应中华文化氛围。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

即用中国传统思想阐发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建立了独特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教义学体系。

2.坚持“仁者爱人”，主张“和而不同”，奠定伦理认同的前提。“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古往

今来孜孜以求的身心、人际、社会、文明、自然中多元素和谐的核心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

异”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样式、风俗习惯的集中表达，有效

地化解多种矛盾和冲突，保持了统一体的稳定和健康。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心同

理同” “时异事同”，“五功”不脱离传统“五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

典”尽人道，“五功”尽天道，“五功尽五常，五功全五典”。两者俱为社会伦常，互为补充，不可

分割。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认为，儒家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伊斯兰教“五功”（念礼斋

课朝）的内在依据，前者为前提和基础，后者是表现和发展。

3.立足“敬德保民”，变通“神道设教”，奠定道德认同的前提。中华文明德治思想主要体现

为，其秉承天道，以德治国，“敬德保民”，施行了一种从“克明峻德”到“黎民于变时雍”的德治

治理模式，“仁”“礼”“德”“义”“信”等核心理念得以形成发展。伊斯兰教主张“义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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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与历代中国”项 [ 08-19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 0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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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与中小 [ 05-13 ]

泰山学者“自然与人伦”工 [ 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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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举办“儒学思想 [ 12-22 ]

“儒学与实用主义对话”学 [ 12-22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11-27 ]

合”，“义”要求人们行为要符合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的规范，“利”是现实利益。前者为精神信仰

即“义”，后者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即“利”。伊斯兰教主张今世的幸福既来自于对真主的信仰，也

来自于对今世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使用。

4.着眼“诚意正身”，重视“修身齐家”，奠定修养认同的前提。“修身”见于《墨子》：“远

施周偏，近以修身”。修身即为修养身心，涵养德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具体方法

和途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只有每个人先做到修身立德，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

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树立起道德标杆，通过自身示范来带动家人效仿，从而形成良好家庭风尚。

明清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学习儒家文化及经典，“读儒书，应科目，登皇路，率伦常事，笃乎君父

兄友者，不爽分毫”，“吾辈生长中华，共读儒书”，“所读者本孔孟之书”。其兼有两种文化属

性，即伊斯兰教信仰和儒家文化修养；其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崇儒敬儒，经常引用孔子话语加强自己

的论述。

5.反观“己所不欲”，推及“勿施于人”，奠定做人认同的前提。《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

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可以看做仁道的第三维度、奏“一箭贯穿”之效。“忠恕”之道，忠表于内，乃是诚意，

正心，修身，亦即“明明德”；恕形于外，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新民”。若能把忠恕

一以贯之，能从已身之修，发展到国治天下平，似可渐渐步入“止于至善”。伊斯兰教主张诚信首先

是对自己内在的要求，要求穆斯林从自身做起，尽其在社会中的责任。“敬主爱人”贯穿在伊斯兰价

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对真主的“敬”必然通过崇拜、忠实、顺从和畏惧来完成，在人心中能够产生

“自律”的功效，敬畏真主和惧怕他的威严会使人自觉遵守真主的一切法度，从而处处谨防禁戒。

6.放眼“大道之行”，恪守“天下为公”，奠定理想认同的前提。儒家天下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天

下，其基本特征是和平、和谐，反对通过武力实现天下一体化。就其社会理想而言是天下大同，承认

文化多元，坚持用文化去浸润、去融合，体现了对不同文明兼容并包的态度。《古兰经》说：“你们

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

教，源自伊斯兰教《古兰经》及“圣训”。《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

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圣训”指出：“你们要为真主而互相喜爱、团

结、友好，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光荣，分裂是伊斯兰教的耻辱。”“伊斯兰”的本意就是阿拉伯语崇尚

和平的意思，穆斯林之间见面时的“赛俩目”问候是和平，天堂里有一座天园以和平命名。先知穆罕

默德传播的是和平的伊斯兰教理念。伊斯兰教的本质是和平，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和平，生命终结

时理想的归宿仍然是进入和平的天园。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路径分析

 

济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时间跨度达数百年，时间集中在1662年至1893年的230多年，主要经

历了两个阶段、形成全国瞩目的两座高峰：第一阶段时间在明末清初，地域以当时的大运河重镇济宁

为中心，主要内容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包括宗教信仰“忠君、事亲、认主”等，形成以常志美、李

永寿为代表人物的思想高峰，代表性作品为清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写就的《识认大略》碑文；

第二阶段时间在清代末期，地域从济宁北移到华北地区（今北京地区及周边），主要内容是“清真释

疑”，包括伊斯兰教哲学、历史、人物、论辩等，形成以唐传猷、米协麟等鲁籍寓京学者官员等“同

教诸君子”为代表人物的思想高峰，代表性作品为清代末期光绪六年至十九年间（1880年至1893

年）编撰的《清真释疑补辑》。2016年0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

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

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

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

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山东学派”不仅仅是一个纯教派理论的研究，而是在整个伊斯兰教传播中的

一些重要理念的体现，甚至是一些理念和和儒家理念的结合和升华。

1.以共同生存、和谐生活为目标，做到“问题导向、释疑解惑”。金天柱撰《清真释疑》、唐晋

徽辑《清真释疑补辑》都坚持会通和对话的原则，反对“自说自话”和“无的放矢”，以现实问题为

导向，释疑解惑。清乾隆戊午（1738年）金天柱《清真释疑·自序》中说：《释疑》何为而作也，只缘

中华莫识吾教之经，不究吾教之理，遂蓄疑团于千百年而莫释。致令各教之评论愈多，而物议愈纷，

有谓不遵正朔者，有谓异言异服者，甚而谓斋之不食为矫情，礼拜不知而祀何神，种种疑案久矣莫

释。

2.以同心同德、朴实入世为共识，做到“道德优先、伦理准绳”。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

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

有其地位和功能。清光绪十有九年岁次癸巳（1893年）新春，唐晋徽在《清真释疑补辑·重跋》中说：

闻书中所言，与儒教大同小异。多圣贤理学工夫。所以自古圣人，代天明道。无论中外，相隔数万

里，后先相越数千年，而传心之学，均以身体力行为天下先。甚至于日用饮食之小节，亦载诸《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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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家语》《乡党篇》等书，皆有成法可遵，固望人整躬率物，世世奉行，纳斯民于轨中，尽束身

于民教耳。

3.以求善求真、忠恕包容为尺度，做到“入乡随俗、见贤思齐”。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其关键

是尊重中华文化传统、尊崇孔孟圣贤。王岱舆认为子思《中庸》继承发展了乃祖孔子的天命思想，实

乃“理学大原”。唐晋徽认为：“无论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

不刊之论矣。”将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作了比较之后认为，今世完人是孔子，后世完人是穆罕默德。

4.以互谅互让、将心比心为准则，做到“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礼记》提出了“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概括宇宙和大自然的法则中的理性精神与和合之道，中国穆斯林先贤也

提出了理同道合，认为理是同一个理，道是相互和合的道。如何做到和而不同呢？重要的是要有开放

的心态，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

5.以理同道合，心同理同为前瞻，做到“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理同道合、心同理同”是讲

世界各地的人与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关系，这在孔子那里表述为“天下归仁”，在王岱舆、金天柱等

伊斯兰教学者那里表述为“盖天下之大，心同理同”，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都认为

世界虽大，但人们的心相通、理相同，存在沟通与和平共存的基础。当前，中国多种宗教共存，要建

设积极和谐的宗教关系，建设“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观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天下观的

继承和发扬。

伊斯兰教的天下观与儒家的天下观，虽有所不同，但大体相通。王岱舆在《正教真诠·真诠弁言》

中指出：“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可以揭日月而行中天，可以垂金石而昭来

许，自古无汉书可传，以典籍皆为天房国本，不及译故耳。”金天柱在《清真释疑》中说到：“盖天

下之大，心同理同。”这些理念与儒家的大同世界有相通之处。《清真释疑》的作者金天柱，秉承

伊、儒两家的和平天下观，认为世界虽大，但人们的心相通，理相同，存在沟通与和平共存的基础，

代表了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天下观，是一种和平的天下观。中国穆斯林应该维护社会安定和世界和

平，为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们要因势利导建设“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观念是

对中国优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和发扬。

 

三、中华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内在机理

 

明末清初，以常志美、李永寿等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创立“山东学派”，坚持“会通”为基本

精神，促使伊斯兰教与主动融入融合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阐释经典，积极开展“以儒诠经”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儒家化、中国化，在伊斯兰中国

化进程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1.文化上尊重儒家“文化底色”地位，坚持“伊儒贯通”，全面融入孔孟文化。伊斯兰教“山东

学派”主张“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开展“以儒诠经”活动，在坚持伊斯兰教核心信仰的同

时，吸收儒学的概念、术语、思想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阐释伊斯兰教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

礼制法规等方面的问题，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精髓，又实现了“会通儒学”。在此过程中，穆斯林群众

主动融入当地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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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伊斯兰教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体现了伊斯

兰教在“伊儒会通”上的努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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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禁“掌教世袭”，推崇儒家文化“德学兼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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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斯兰教培养了一批“伊儒会通”的经学人才，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经典，促进伊斯兰教与当时社会相适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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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学派”穆斯林

学者在《经学系传谱·序》中写到：“夫道之在天下者，无存亡，道之寓人心者，有断续，然而人之伦

常至大者，虽盈贯于耳，充塞乎口，而周程诸子摹拟太极以来，未见实迹所谓如何耳。”积极借鉴、

吸纳儒学经典的“人之伦常”，创新发展“太极”“大道”观念，比拟伊斯兰教中的“真主”信仰，

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4.价值理念上吸收儒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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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穆斯林群众始终坚持忠君爱国立场，从明清时期以皇家为荣、以君权护教扬名，到创

办矿业、大兴民族资产企业，到组建回民支队、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再到新时期积极投身经济文化

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不体现了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统。

5.实践上融合儒家“修身明道”，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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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修身讲道”，在讲经解经时

注重教化信教群众。同时，注重“教政分离”和“教众结合”，教职人员不干预、不介入行政事务，

只是在教众有需求的时候，参与婚丧嫁娶等事务，为信教群众提供服务。

6.在标准上推崇儒家“一以贯之”，探索思想层面的会通融合。提出“无论何教，在在以儒律

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不刊之论矣”等观点，促进了伊斯兰教教义理解阐释的与

时俱进，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思想，去阐释中国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思

想，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对儒家文化的主动认同和主动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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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是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大发展、逐步成熟的阶段。具体到济宁地区，明末清初伊斯兰常

志美、李永寿创办经堂教育“山东学派”，授徒上千人，其弟子成为名经师的有上百人，他们学成后

或在山东开学，或返回原籍讲学、或留居他地授徒，对华北、东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

响。“山东学派”提倡“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常志美著作《识认大略》即以儒家观点全方位

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概念，可谓是“以儒诠经”的先行者，后来运河地区其他具有高层次学术素养

的伊斯兰教学者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马德新等人，他们“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

义”相继开展了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的活动，在译注过程将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

对伊斯兰教经典做出了中国特定现实生活化的论证，让伊斯兰教更深层次地贴近中国传统文化，建立

起浓郁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教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运河地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地带，这里产生

了一批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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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处、契合点，聚焦伊斯兰教教义

教规中所蕴含的和合、忠孝、仁爱等理念，进行深入解读和充分论证，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

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引导宗教界认清中华文化和宗教文化一体多元的关系，不断增进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不同的思想

观念、宗教信仰应当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因此，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应该由“向西

看”向“向东看”转变，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和文化自信的自觉，搭建宗

教平等对话的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在宗教思想、宗教道

德、教义教理等方面的借鉴和交流，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形成具有中国品格的宗教思想、宗教精神，

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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