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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刘智及金陵学派思想

研讨会”综述
□　金 强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中国伊斯兰教

传承与发展——先贤刘智及金陵学派思想研讨

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净觉寺召开。

一、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先贤刘智，弘扬

伊斯兰教中正思想，传承金陵学派伊斯兰教中

国化传统，展现当代爱国爱教精神”，会议由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和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主

办，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承办。

会期两天，70余位代表参会，共收到参会

论文52篇，论文围绕六个议题展开，重点议题

为刘智伊斯兰哲学思想及身世生平研究、金陵

学派及相关代表人物研究、回儒对话研究、中

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研

究等。

会议上，与会代表深入学习了习近平主席

7月19日在宁夏银川与宁夏伊斯兰教人士交流

时的讲话，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伊斯兰教界

人士继续发扬爱国爱教传统，在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道路上更多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号召，

并就落实好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既念好

《古兰经》，又念好致富经，为国家发展营造

和谐的环境等方面作了深入讨论。

23日晚，博联社总裁、北京外国语大学马

晓霖教授作了“当代中东恐怖主义流变——从

‘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武装’”的学术报

告，深入剖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东乱局根源以及对“恐怖

主义”的定性、划分及危害等问题。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贯

彻中央相关重要会议精神，挖掘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和学术思想，发扬爱国爱教传统，创新工

作思路的一次积极尝试。

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和代表有来自中国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宁夏社科院、河南社

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

云南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西北民

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北方民族大学等

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还有来自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伊斯兰教经学

院、上海伊斯兰教协会、江苏省伊斯兰教协

会、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镇江市伊斯兰教协

会等宗教团体和院校的，此外，还有来自甘肃

临潭伊斯兰教西道堂、南京郑和研究会、《回

族研究》、江苏省菱塘回族乡等方面的。

				

二、会议发言要点

此次会议共有47名代表交流了自己的观点。				

（一）针对“金陵学派对伊斯兰教本土化

的影响”，召开了两场研讨会。第一场由马平研

究员主持，丁俊教授点评，发言人依次为：高占

福、金贵、姚继德、李伟、张崇宁、伍贻业。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高占福研究员的论

文《从〈天方典礼〉展示的“以儒诠经”思

想——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全文重

点介绍了《天方典礼》所表述的基本宗教原则

以及汉文表达方式，认为《天方典礼》是一个

赢得了回族穆斯林社会广泛尊重的“汉克塔

布”，为穆斯林认主立身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并借用了儒家学说来阐扬正道，具有鲜明的时

代意义和开创精神。

会议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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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所金贵副研究员的论

文《试析王岱舆的伦理道德观》，从伊斯兰文

化与儒家文化在伦理道德上的比较出发，重点

探讨了王岱舆的伦理道德观，认为王岱舆坚持

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互动，突破了一般

宗教人士的视野，并自信于和坚持穆斯林知识

分子立场。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姚继德教授的论文

《云南学派与金陵学派》，主要讲述了马注与

金陵学派经师的交往以及云南刊刻的金陵学派

著作，云南学派对金陵学派经师著作进行纂辑

刊刻的主要有马复初、马如龙、马联元等。该

文认为，中国回族伊斯兰社会的三大教育中心

与四大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本

土化的基本完成，同时该文还展示了云南清末

纂译刊印的金陵学派学者的部分著作图片。

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李伟参事、北京大学

哲学系博士生吴丹的论文《诠释学视域下清代回

族学者刘智的汉译经典解读》，认为回族学者刘

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通过

对宋明理学的概念、术语、命题、思想加以改

造，使之与伊斯兰精神相融合，从而建构回族的

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体系的视角和方法。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硕士研究生张崇宁的论

文《试论马邻翼〈伊斯兰教概论〉对“金陵学

派”的继承与发展》,从民国时期汉文伊斯兰

教译著的发展入手，以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

论》为例，从一个侧面窥探民国时期汉文译著

对金陵学派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场由华涛教授主持，沙宗平副教授

点评，发言人依次为：仇王军、杨桂萍、韩中

义、马超、孙俊萍、马景。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仇王军副教授的

论文《由佛入伊：清代诗人俞楷个人信仰的转

变》，认为清代诗人俞楷和伊斯兰教汉文译著

家刘智交往密切，曾为刘智的《天方性理》

《五功释义》撰写序言，点订刘智《天方典

礼》的前三卷，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俞楷是回

族，乃至俞楷所在的江苏泰州俞氏家族是回

族。俞楷信仰上由佛入伊的变化历程，反映了

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思想对非穆斯林知识分子的

影响，也表现了中国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一

种互动。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杨桂

萍教授和研究生王伟的论文《刘智哲学的两

个关键概念——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理”和

“性”》，认为回儒集大成者刘智运用儒学的

概念术语来阐述伊斯兰思想，构建了独树一帜

的中国伊斯兰哲学形态。论文以刘智《天方性

理》为立足点，探讨了刘智哲学的两个关键概

念“理”和“性”在伊斯兰思想中的来源，并

与儒家有关性理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韩中义教

授的论文《刘智精神与文化再理解》，其核心观

点为刘智的文化使命感，通过著述来表达“道不

同理则同”的主张，即将伊斯兰文化纳入到儒释

道相提并论的体系中。文章认为应该用宽容的视

野看待不同的文化，并学会用欣赏的态度理解不

同的文化，最终用合适的方式来传扬自己的文

化，这便是对刘智精神的最大弘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马超的论

文《经学大师舍蕴善若干问题考述》，认为舍

蕴善是清初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其在经堂

教育、汉文译著、遵经改俗等方面均产生了深

远影响。

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所孙俊萍研究员的

论文《刘智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理论创新原因探

讨》，认为刘智的伊斯兰哲学思想理论是一种

创新性理论，代表了伊斯兰宗教思想在中国发

展的最高水平，并为中伊文明实现强强联合提

供了统一的思想内容和实践基础。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景副研究员

的论文《金陵学人金天柱研究的几个问题》，

认为南京著名的穆斯林学人金天柱，作为翰林

院四译馆序班，继承了金陵学人王岱舆、刘智

等人的思想，撰写了《清真释疑》，向外界就

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教理、礼俗作了全面的

阐释和说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第二组由杨桂萍教授主持，金强副

教授点评，主题为“先贤刘智思想研究”，发言

人依次为：周燮藩、敏承喜、王希、马正峰。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燮藩研究

员的论文《重新认识和全面评价刘智的历史地

位》，认为至今学界仍未对刘智作出全面评价

的一致结论，并从发现的1944年马明仁所写的

《撰集中华清真道统论》一文展开论述，认为

西道堂对于刘智的评价值得关注，尤其是引述

马明仁对于刘智的评价，“在穆圣之后，继吾

教之道统于中国，共吾教之真理于中国者，唯

介廉先生一人而已”。

伊斯兰西道堂管委会主任敏承喜、兰州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张建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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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学派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宗教实

践意义》，认为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创建

和发展是传承并实践金陵学派思想价值的主

要载体，在西道堂100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致

力于将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文化相结合，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发扬伊

斯兰教教义，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兴办教

育，走出了一条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健康发展

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希副

研究员的论文《刘智“真一说”的苏菲哲学解

读》，认为《天方性理》中的“真一说”是刘

智哲学体系的基石。相关论述主要围绕着真宰

或真主的体、用、为而展开。论文参照伊本·

阿拉比学派后期苏菲哲学或理论灵知学传统的

规范性论述，对刘智的“真一说”进行了哲学

解读。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马正峰的论文

《从一多之辩到有无之辩——〈天方性理〉本

体论问题意识的转变》，认为刘智《天方性

理》图传的“最初无称图”中设了三个问题，

并以三个问题的逻辑推进为线索解释苏非认主

学的最高本体论原则“最初”或“真体”，即

绝对存在、本体。

（三）第三组由高占福研究员主持，丁

明俊研究员点评，主题为“明清时期伊斯兰教

研究”，发言人依次为：马平、张雪松、丁士

仁、韩丹、郭成美、薛龙和、穆卫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的论文

《冈志研究——〈白话冈志〉导读》,谈及了

《冈志》作者及相关问题，《冈志》的写作时

间、流传情况以及《白话冈志》的编写说明，

《冈志》所记北京牛街的回民人物与职业生

活，《冈志》中的宗教思想以及《冈志》中涉

及的北京穆斯林的大事记。

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丁士仁教授的

论文《经堂教育与中国伊斯兰教》，认为伊斯

兰传入中国始于初唐，直到近代还有络绎不绝

的境外传教士涌入。期间，各地区、各民族、

各教派、各学派的传教士都贡献过自己的知识

和智慧，塑造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色。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哈宝玉教授、

博士生韩丹的论文《〈教典诠释〉与经堂教

育》，认为《教典诠释》对中国伊斯兰经堂教

育教义学有深刻的影响，而其能在中国社会长

期存在，在于它所阐发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思想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矛盾，这充分说明伊

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回族学会理事郭成美的论文《万历两

通清真寺碑及明末译经与否的论争》，认为嘉

兴、泉州清真寺的万历碑刻记述了明末伊斯兰

教的衰微现象，对伊斯兰经典的翻译分别提出

“译”与“不译”的不同观点，而历史选择了

译经。

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薛龙和副会长的论文	

《“春风化雨		乡师惠泽”——纪念镇江穆源

小学建校110周年》，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面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穆斯林知识分

子们清醒地认识到单一的经堂教育已不能满足

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更不能适应社

会前进的步伐，惟有“建学校、办报刊、创社

团、搞学术”，方能“启民智、兴舆论、聚

人心、促交流”，极力鼓吹和推崇“教育救

国”“科技救国”。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穆卫宾的论文

《浅析刘智〈天方典礼〉有关朝觐能力的论

述》，提示刘智先生根据朝觐的至高目标，将

朝觐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居家之朝、在境之

朝、当体之朝、至切之朝，这四种朝觐，是对

天方朝觐内容的补充及其内涵的无限延伸。

（四）第四组由中国伊协原副秘书长张广

林主持，潘世杰研究员点评，主题为“中国伊

斯兰教思想研究”，发言人依次为：冯今源、

白友涛、铁国玺、金宏伟、金强、脱建明、冯

保全。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冯今源研究员

的论文《读〈天方典礼择要解·自序〉的几点

思考》，认为这篇序文继承先人遗志，弘扬伊

斯兰教文明，同时着眼于阐释正教、普及和弘

扬正道，千方百计方便读者，最后该序文强调

“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引导人们遵

习“天方之礼”，做一个懂礼、有礼之人。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白友涛教授

的论文《中国伊斯兰的“学”与“派”》，认

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学可以分为两大

“派”：经堂教育学派和金陵学派，两大学派

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经堂教育学派以教学

为主，阿文、波斯文为媒介，师徒相传，口授

笔录，规范的课程和教材是主流，重在“传

承”——理解经训原文培养伊斯兰经师；金陵

学派重视与教外沟通，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

对话，个人的思考与创作是主流，重在“变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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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使伊斯兰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更能够

扎根中国社会。

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铁国玺副院长的论文

《当代伊斯兰教育的几点思考》，认为伊斯兰

教教育有两个途径，一是经学院教育，二是清

真寺的经堂教育。此外还有业余教育，包括网

络教育等。

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金宏伟会长的论文	

《先贤刘智与民国时期上海伊斯兰教教育发展

的关系》，认为上海伊斯兰教教育成功的发展

动力是人才、社团、创新和经济。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金强副教授的论文

《中伊学术交往新建构与回族穆斯林学者再定

位》，认为中伊文明交往历时越千年，虽历经

朝代更迭与统治者政策起伏，始终具有吸引对

方交往的魅力和保持和平交往势头的能力。地

缘政治相近也好，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也好，伊

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应该且可以保持高水平和

深层次交往。

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脱建明副会长的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先驱——刘智》，认

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在刘智等人的开辟下形成

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冯保全副会长的论文

《刘介廉 辑经书目研究初探》，根据中国经

堂教育现存的文献资料,	考证了阿拉伯文文献

并对有关研究进行了探索。

（五）第五组由白贵教授主持，李林副

研究员点评，主题为“东南沿海伊斯兰文化研

究”，发言人依次为：金基厚、薛怀国、马

斌、张志诚。

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金基厚副会长的论文

《宁镇扬地区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认

为南京、镇江和扬州（并称宁镇扬地区）是伊

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这三个城市

的伊斯兰教传入几乎是同一时间，并在唐宋时

期留下了有价值的伊斯兰文化遗存。

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薛怀国副会长的论文

《从金陵学派“以儒诠经”运动背景浅谈当今怎

样做一名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阿訇》，提出应做

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阿訇，才符合时代要求。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研究生马斌的论文	

《马天民及其〈信仰问答〉研究》，认为马天

民阿訇著书立说，推行教育改革，对中国伊斯

兰经堂教育做出了贡献，其代表作《信仰问

答》是一本伊斯兰教基础读物，也是研究小经

文字、经堂语、西北方言等的珍贵资料。

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原秘书长张志诚的文

章《会通诸家以阐扬伊斯兰文化——敬谒刘智

先贤墓随想》，体悟了以刘智为代表的中国伊

斯兰教哲学思想、汉文典籍的历史意义和文化

遗产价值。

（六）第七组由姚继德教授主持，丁士

仁教授点评，主题为“刘智思想对当代社会的

意义”，发言人依次为：张广林、华涛、丁明

俊、丁俊、王锡奎、马文军、郑自海、金存

浩、薛元金、沙宗平、安建龙。

张广林副秘书长的论文《传承中国伊斯兰

文化传统——保护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认

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悠久，中国伊斯兰文化源

远流长，宣传中国伊斯兰文化传统，保护中国

伊斯兰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穆斯林的责任，也

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南京大学历史系华涛教授的论文《中国回

儒文明对话十五年回顾》，首先解释了中国学

术界对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不敏感的原因；列举

了2000年以来作者所参加的相关文明对话会议

及其呈现的特点。论文结尾作者提出，一是促

进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家关注回儒对话，二是

维吾尔族群体尚未被吸收进对话群体，三是缺

乏更为成熟的学术设计。

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丁明俊研究

员、马建福副教授的论文《从“清真”一词演

变看回族伊斯兰文化重构与再造》，论及“清

真”在中国的广泛使用以及“清真教”名称出

现，阐释了明清时期回族穆斯林学者赋予“清

真”新的文化内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丁俊教授的论文《论伊

斯兰教中国化的“时代性”问题》，认为把握

时代精神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核心意

涵，认为秉承爱国爱教传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

的正确方向。坚持中国化的方向，既是伊斯兰

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千余年的历史经验，也是伊

斯兰教今后顺利发展的客观需要。

扬州市伊斯兰教协会王锡奎副秘书长的论

文《唤醒责任意识	 激发担当精神——“金陵

学派”思想在扬州》，从著名经师张中在扬州

的宗教业绩谈起，认为张中和刘智学贯中西，

以儒释经，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

使外来的伊斯兰教最终打上了中国本土化和民

族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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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庄书院马文军的论文《刍议中国穆斯林

文化道统的传承与开新》，以汉语语境的中国

穆斯林为例，梳理了中国穆斯林文化道统的源

流与传承，力求对当下的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

林群体的发展有所裨益。

江苏郑和研究会郑自海副秘书长的论文

《清代丝绸之路研究学者刘智》，认为在《天

方至圣实录》第19卷中刘智介绍了20个丝绸之

路上的穆斯林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为

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满足了广

大穆斯林对穆斯林世界的了解，应该重新认识

刘智开阔的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念。

南京吉兆营清真寺金存浩阿訇的论文《就

金陵学派拯救困境中的伊斯兰教可能性之浅

析》，认为从金陵学派的学术精神中可以寻找

解决个别穆斯林具有的排他性与极端性的“良

药”。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委薛元金的论文

《秉承•继承•传承——浅谈伊斯兰教“五

典”在回族乡镇社会治理中的“德化”作

用》，认为强化道德约束、发挥宗教作用，是

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

北京大学哲学系沙宗平副教授的论文《从

〈天方三字经幼义〉看金陵学派的宗教文化建

构》,认为刘智获益于金陵地区深厚多元的历

史文化传统，上承陕西学派、山东学派等经学

传统，创建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与中国伊斯兰哲

学，完成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历史建构。

南京伊斯兰教协会安建龙副秘书长的论

文《浅析先贤刘介廉的修养论——以〈天方性

理〉为例》,认为刘智借用孔门学说论述了生

活中的穆斯林的修养和功修的渐进程序，不断

地在生活中修炼，使修养和功修成为了生活的

一部分。

此次会议收到了多篇来自清真寺阿訇的论

文，多位阿訇也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展现了新

时期阿訇良好的学术水平和交往能力。

与会代表在刘智墓前举行了“南京伊斯兰

教刘智学院”的揭牌仪式。

人民网、中国网、东方网、凤凰网、搜

狐、网易等媒体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大学伊斯

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坊上人”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本刊讯】西安坊上人清真餐饮有限公司继荣获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称号后，近日再传喜讯。国家民委命名全国146家县级以下单位为第三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示范单位”，“坊上人”榜上有名。

陕西省民委主任张宁岗、西安市民委主任李社民、副主任平丽等领导专程亲临西安坊上人饭庄文景店，

代表国家民委举行庄重的授牌仪式，宣读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三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的

决定》，向西安坊上人清真餐饮有限公司颁发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铜牌。

张宁岗主任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坊上

人”创业近二十年来坚持不懈投身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大量先进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坊上

人”是全省乃至全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典范，

勉励“坊上人”进一步发挥好全省第一家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企业的模范作用，不断总结

经验，再接再厉，做出新的更大成绩，衷心祝愿

“坊上人”越办越好。                   　

　　　                        　(盛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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