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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這兩種外來宗教之間的

關係，可以上溯到元代，然而可以充分體現出文明對話特

質的，那卻要晚到清末民國時期。其時雙方的頭繁接觸，

意見的充分表達，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富於歷史敢發，也

存留了較多的歷史資料，足資探討。

二00九年下半年至二0-0年上半年，我在研究《回

教考略》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2的過程中，注意到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及其創建的尚賢堂( The 

Intem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也與這一時期的回耶對話有

很大的關係，在寫作< {回教考略》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

話> 3一文時，就已經設想以尚賢堂為中心來討論一下清末

民初的回耶對話。近來，有機會閱讀了《尚賢堂紀事》中

1.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專案「近代中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相遇與對話」

(2009JJD730001 )中期成果。又承蒙《道風》雜誌匿名審稿人提出多項修改意見，謹
此致謝!

2. 以「回耶」一詞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係借用自民國時期的用語，當時的一些漢文著作

(譯著)' ，如《回耶雄辯錄:> (1914) 、《回耶辨真:> (1921) 、《回耶談判:> (1925) 
即冠以「回耶J 一詞，前兩部書為伊斯蘭教方面的著述，後一部書為基督教芳面的著述。

而「耶回」一詞當時似未見使用。查到基督教方面有「耶儒」的用詞，如《耶儒月旦》

(1916) 一書。

3. 楊曉春， (<:回教考略》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 ，載南京大學、哈佛 聽京學社編，

《文化理解與文化對話的百年進程第四次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南京，

2010 年 6 月 11-14 日) ，頁 440-457 ;修改稿另載《世界宗教研究}3(2011) ，頁 118-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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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篇文章，也涉獵了一些相關的回族方面的資料，對於

尚賢堂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於是

寫成此文。

我想， <:回教考略〉和尚賢堂，可以看做清末民初四

耶對話最突出的兩個個案。 4但是，這兩個個案發生的背景

是全然不同的。《回教考略》是著意要批評伊斯蘭教的，

而尚賢堂則是倡導宗教對話的，回耶對話是其多宗教對話

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很值得作些比較。

關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發生在中國的回耶對話的研究，

現在大抵還是在起步階段，很有必要就其中的一些個案先

進行探討，然後才可以作出綜合的敘述與評價。本文就是

想在個案研究方面再作一些努力 雖然也只是初步的努

力，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一、傳教士李佳白及其創建的尚賢堂和《尚賢堂紀事》

尚賢堂是美國傳教士、社會活動家李佳白於光緒二十

三年 (1897) 創辦的一個基督教文化團體，由李佳白任總

理，初設於北京。

李佳白出生於美國一個對中國文化深有好感的傳教士

家庭。一八人三年，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授予李佳白神職，李佳白來華傳

教，在山東一共傳教十年。一八九三年，向長老會提出向

中國社會上層傳教的設想不果後，李佳白脫離長老會而成

為獨立傳教士。尚賢堂正是他為實現自己的傳教方式而採

取的一項措施。

4 與尚賢堂相關的回耶對話，發生的時間較與《回教考略》相闋的回耶對話稍魄 3 根據現

有的資料，在民國初年。為了與 q回教考略》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一文相呼應，

本文文題仍用「清末民初」字樣。

68 



尚賢堂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

李佳自非常強調中外友好，並且一度鼓吹維新變法，

在尚賢堂建立之初，便積極聯絡中國社會上層人士，吸納

他們加入成為會員，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光

緒二十六年 (1900) ，尚賢堂活動場所被義和團燒毀。光

緒二十九年 (1903) ，尚賢堂從北京遷到上海。一九一七

年，因為李佳白極力反對中國參戰，經美國駐華公使要求，

李佳白被中國當局驅逐出境，尚賢堂關閉。一九二一年，

李佳白再度來華;一九二二年，在北京恢復尚賢堂。一九

二六年，再遷上海。但此時尚賢堂的影響已經大大減小。

一九二七年，李佳自在上海去世，尚賢堂在他見子李約翰

(John Gilbert Reid) 的經營下稍稍維持了一度時間。後來，

尚賢堂原址被改建為尚賢坊，成為旦弄住宅。 5

宣統三年 (1910) 正月， {尚賢堂晨難錄> (1加 Institute

Record) 在上海創刊，為月刊。吹年，改名為《尚賢堂紀

事》。此後，一直持續到第十三期第十冊 (1922 年 10 月)

李佳白在北京創辦《國際公報> '將此刊並入，而成為其

中的一個欄目， {尚賢堂紀事〉因此停刊。 6

《尚賢堂紀事》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諸多面貌，更

充分反映了李佳白其人對宗教間關係、世界和平、中國的

國際處境等各方面的見解，是研究李佳白和他所處的近代

中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5 有關尚賢堂的一般情況，參詞條「尚賢堂J '載〈維基百科:> (h伽/尪h.wi凶。d旭.orrd

也%直5%BO%9A%E8%B4%A4%E5%AO%82 '瀏覽於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胡家萍，

〈李住自與尚賢堂一-清末民初在華傳教士活動個案研究) ，載《史學月刊:> 9 (2005) , 

頁 57-63 ;胡家萍， <.李佳白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 , 

頁 88-93 ;宋偉， (漫話尚賢堂與尚賢坊) ，載《城建檔案:> 3 (2009) ，頁 18-21 。

6因此前的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則有《尚賢堂月報》的刊行，共出十三本(第三本後

改名《新學月報:>) ，由傳教士丁雇良 (W.A.P.M缸恤， 1827-1916) 任主編。有關此

刊的一般情況，參主文兵， (世俗與屬靈之間:丁建良與《尚賢堂月報})，載《學術

研究:> 3 (2006) ，頁 103-106 。其中對於伊斯蘭教也略有關心，第一本 (1897 年 6 月)

有〈回教盛衰紀略〉一文。參上海園書館編， <.中國近代期刊第目彙錄》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頁 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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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遺憾的是《尚賢堂紀事》現在不能全部查得。中

國收藏近現代期刊最知名的幾家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

分別是: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四川圖

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

其中，國家圖書館、 7上海圖書館8和北京大學圖書館9收藏

了較多的《尚賢堂紀事}> ，1O(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所

載《尚賢堂紀事》部分， 11就是以這三家圖書館的收藏為基

礎彙輯而成的。只是仍有較多缺失，國家圖書館、上海圖

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佔全刊約三分之二的分量。

從後文的敘述可知，有關回耶對話的內容集中在一九一二

至一九一六年，這數年的刊物保存狀況，見表一。

因此，根據現存的《尚賢堂紀事》有關回耶對話的文

章進行研究，估計會有比較多的遺漏。不過，即使如此，

現在所得的資料，也是以反映發生在尚貴堂的回耶對話的

基本狀況，特別是它的特點。

下文將利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中的篇目信息，

主要通過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的查詢，獲取與尚賢堂有關

的回耶對話的基本信息;然後進一步查詢回族方面的資

料，試就尚賢堂與清末民初凹耶對話問題作基本的介紹 9

希望能揭示這一回耶對話的某些特點，也希望對部分回族

學者關於尚賢堂回耶對話的認識問題作些初步的討論。

7. 1{館藏解放前中文期刊目錄} ，藏於北京圖書館第二閱覽室，無出版時間。另見國家圖

書館網站 (ht抽 Ilwww.nlc.2ov.cn)

8. 上海國書館編， {上海圖書給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 2004) 。男兒上海圖書館總站 (htto:llwww.librarv.sh.cn)

9. 見北京大學圖書館網站 (htto:llwww.1ib.pku.edu.cn/portal/ind位 isP)

10. 此外，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也有零星的收藏。

1 1.上海圖書館編，1{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第二卷下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頁 2834-28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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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出版《尚賢堂紀事》

保存狀況12

1912 年 1913 年 1914 年 1915 年 1916 年

第一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一冊 :lt 上、北

第二冊 :lt 1七 上、北

第三冊 1七 北 國、上、北

第四冊 才七 1七 北 上、北

第五冊 才七 北 上、北

第六冊 北 上、北

第七冊 國、北 1七 上、北

第八冊 :lt 上、北

第九冊 上、北

第十冊 北 上、北

第十一冊 才七 才七 1七 上、北

第十一冊 才七 :lt 才七 國、北 上、北

(上:上海圖書館;北: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國家圖書館)

二、尚賢堂倡導的宗教對話中的回耶對話

尚賢堂非常注重文化交流，注重宗教與非宗教之間、

各宗教之問的和諧相處。其章程的第一段第二條為: I本

堂主在廣設善法，調劑於彼此之問，務令中外民教底於和

洽。 J 13成立的各聯合會，其中就有中外教務聯合會。中外

12. <尚賢堂紀事》每年一期，每期十二冊。
13. 李佳白， <尚賢堂章程> (北京尚賢堂鉛印本， 1897) 0 <尚賢堂章程〉又載同年之《萬

國公報> <京師擬創設尚賢堂小記(附章程) > '載《萬國公報》第一0一冊 (1897

年 6 月) ，頁 18-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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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聯合的宗旨是「欲聯絡各教之教徒，而謀彼此之親

善 J ， 14於是吸取了各教人士入會，並且舉行了頻繁的宗教

對話活動。其宗教對話活動，始於宣統二年 (1910) ，而

邀請伊斯蘭教人士參加，是在一九一二年。 15

《尚賢堂紀事》中有關回耶對話的文章，現在能夠讀

到的，共十五篇，集中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可以根

據作者身份的不同，大略分為李佳白和回族伊斯蘭教學者

兩大類。此後，也還有兩方發表文章，但一則數量少，二

則從文章篇題看，基本上和回耶對話關係不大。

這些文章是直接反映發生在尚賢堂的回耶對話實際情

況的主要資料。不過，正因為相關的回耶對話是在尚賢堂

的組織之下，在尚賢堂這一場所展開的，所以我們是可以

估計到其中的對話採取的是一種溫和的、互相讚許式的對

話方式。

1. 李佳自對伊斯蘭教的基本態度

李佳自有關伊斯蘭教的論述較多，他有〈論回教復生

之希望〉、 16 <論外人所以贊成回教之理由〉、 17 <對於回

教經典以恩慈稱真幸之解釋〉、 18 <論回教經典何以稱其宰

為萬代之世主> 19等演講和文章。

李住自對於伊斯蘭教的態度集中地體現在一九一五年

六月二十日及二十七日所作演講〈論外人所以贊成回教之

理由〉之中。演講開宗明義，說「竊謂基督教人，無論何

14. 李佳白， (尚賢堂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半年報告) ，載《國際公報》第二卷第七十八期

(1924 年) 。轉引自胡素萍， (李佳白與尚賢堂) ，頁 60 。

的 〈論清真教理結果之所在(紀四十七J欠教務聯合會事) ) ，載《尚賢堂紀事》第四期第

四冊 (1913 年 4 月)

16. <尚賢堂紀事》第五期第四冊( 1914 年 4 月)

17. {尚賢堂紀事〉第六期第七冊( 1915 年 7 月)

18. {尚賢堂紀事》第七期第五冊( 1916 年 5 月)

19. {尚賢堂紀事》第七期第六冊( 19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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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何系，皆當就回教所發明之真理而表示贊同 J '並稱這

吹演講「亦發乎個人之誠心者」。演講分九個方面具體作

了論述:第一， 1回教先揭明天地萬物之真宰，奉事之為

上主J '由此可以認為猶太教、基督教、回教三教教理本

同，可以合一;第二，穆罕默德是因為當時教法失真，而

希望能夠返回原初的正途;第三，回教的聖人和基督教的

先知相同;第四， 1 回教最敬基督救主，特異於他教也j

第五， 1猶太、基督、清真三教，不但主祈禱，並皆稱除

上帝外，無所用禱J ' 1基教贊成清真，不宵贊成本教矣 J ; 
第六， 1 回教之宜贊成者，在使人常有死後之盼望，以堅

其從善去惡之志意也J ' 1其記述耶穌一生，略與基督教

不同，而使人抱永生之期望，則未嘗不同也J ;第七， 1 回

教重施捨，用以觸發人之善念，至以施捨為常課J ' 1 回

教所居之國，必為善去惡，以愛其政府及其國內之人民，

固無愧於宗教之名稱矣 J ;第八， 1 回教既不肯拂逆眾人

之心，故其勸人尊信彼敦，絕無勉強而聽人自由 J ;第九，

「回教論事戰與和平兩方面之事，最為合乎公理J ' 1 回

教雖不禁戰爭，然甚重合約」。總而吉之，李佳自認為伊

斯蘭教與基督教是有看根本的、多方面的共性的，並且在

宗教發生學上是同源的。所以演講最後說:

綜上所論九條，以第一條尊信上主為總綱，若建造宮室

者，先植極堅因之基礎;其二條至九條，則修造完整之宏規

也。與基督教之內容，其本末必亦同揍，譬之以兩杯飲水 3

同一泉源。觀於回教之不修儀文，惟講誠實、信真理、事上

主，或變或常，無改厥度;其經文每提及信上主、信天地末

日、尊天仙、尊聖人、守聖經、行善事，皆視為本分以內之

要務 3 若捐捨產業、救濟親鄰孤寡及一切患難之人，必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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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怠;且時時祈禱，不離上主，雖遇大災，亦不怨天尤人;

遵守合約，以維平安。俱足徵善念之洋溢。基督教《舊約﹒

彌迦六章》有言曰﹒「但要你行公義，好憐憫，事奉你的上

帝。」此三言，足括回教之宗皆，基督教人尚不足以表示贊

成乎?

其他有關伊斯蘭教的介紹的演講中，李佳白也有表示

他讚許伊斯蘭教的吉辭，如〈對於回教經典以恩慈稱真宰

之解釋> '最後說:

蓋真宰之權，回非世之霸權比也。以是而觀回教，則回

教之原理，必非專尚權勢可知。縱使回教徒中，不免有暴烈

之分子，其經典中亦或有尚力之遺言，然評論其教者，終當

據其大本以為衡斷，而偏倚失中者，自可置之於不論不議之

列。蓋觀於權能、恩惠、慈悲三大誼，該教之所以稱其宰者

在是，而吾人之所以贊成該教者亦在是矣。 20

他對伊斯蘭教祈禱之定時定式、肅靜，也有所讚許。 21

不過，李佳白之贊同伊斯蘭教，並非僅僅是為了讚許

對方而已，他說: 1又表示余為基督教徒，可以贊成回教;

並深望回教徒，亦轉而贊成基督教。 J 22可見一斑。

李佳白對於伊斯蘭教，早有所認識，在〈論外人所以贊

成回教之理由〉中，他提到「溯三十年前，余在山東省濟南、

濟寧兩地旅居，與回教中人嘗以友誼相晉接，因得稍識回教

之內容。及諦審其宗旨，則與基督教禮為同出一源」。此時，

20. 李佳白， <對於回教經典以恩慈稱真宰之解釋> '載《尚賢堂紀事》第七期第五冊 (1916

年 5 月)
21. <諭回教祈禱之真意(紀五十五次教務聯合會事) > '載《尚貴堂紀事》第四期第五冊

(1913 年 5 月)

22. 李佳白， <論外M昨以贊成回教之理由> '載《尚賢堂紀事》第六期第七冊 (19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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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山東傳教。濟南、濟寧兩地，是山東回民最重要的分怖

區，濟寧曾一度是中國東部的伊斯蘭教學術中心。正因為對

伊斯蘭教早有關心，所以李佳白才能在〈論外人所以贊成回

教之理由〉一文中，多吹引用伊斯蘭教經典，以作說明;也

能在馬宜之阿智和馬毆安阿曾因事未能到場的情況下，自己

來演講。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第一百吹教務聯合會，原計

劃由馬宜之演講〈論回教復生之希望> '因伊斯蘭教節日未

到，改由李佳白演講 ;23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六日，原計劃由

馬殿安阿智演講回教經典中用「恩惠」、「慈悲」二語稱呼

真主的解釋，因馬殿安有要事不能來，於是改由李佳白演

講 ;24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李佳白再次代馬毆安阿蔔

演講為何回教經典以萬代之主稱呼真宰。 25

總之，李佳白對於伊斯蘭教的態度是友好而溫和的，

這符合他所倡導的宗教對話的基本取向;更和他對於基督

教、伊斯蘭教同源的認識有極大的關係，他乃至於說到「基

督教贊成清真，不官贊成本教矣」

2. 固族學者參與尚貴堂的宗教對話的總體狀況

因為倡導宗教對話，李佳白邀請了各宗教的代表來尚

賢堂演講，其中受邀的回族學者，現知有王裕三、馬殿安、

馬宜之、馬崑山、王浩然、崔永恩、馬煥章等多人，不止

一人做過多吹演講。

根據現有能夠讀到的《尚賢堂紀事} ，可以列出一九

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回族學者在尚賢堂所作演講的基本

情況，見表二。

23.<論回教復生之希望(紀一百次教務聯合會事抖，載《尚賢堂紀事》第五期第四冊 (1914

年 4 月)

24. 李佳白， <對於回教經典以恩慈稱其宰之解釋〉

25. 李佳白， <論回教經典何以稱其宰為萬代之世主> '載《尚賢堂紀事》第七期第六冊 (19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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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回族學者在尚賢堂所作演講(部分)基本情況表

時間
尚賢堂

演講人 演講人身份 演講題目(主題)
《尚賢堂紀事》

教務會議 的記載

1 
1912 年 第 28 次中外

王裕一 湖北漢口阿衡
論回教最初無稱及 第二期第十一冊，

10 月 27 日 教務聯合會 真一一品之理 1912年 11 月(全文)

2 
1913 年 第 47 次中外

馬殿安 阿衡
論清真教理結果之 第四期第四冊，

3 月 9 日 教務聯合會 所在 1913 年4 月(全文)

1913 年 第 55 次中外
馬宜之 阿衡 回教祈禱之真意

第四期第五冊，
3 

5 月 4 日 教務聯合會 1913 年 5 月(摘要)

1914 年 第 94 吹中外
馬宜之 阿衡 論回教之希望

第五期第二冊，
4 

2 月 1 日 教務聯合會 1914 年2 月(全文)

1914 年 第 113 次中外
馬崑山

雲南阿衡(馬宜 論清真教之理有益 第五期第七冊，
5 

教務聯合會6 月 21 日 之介紹來) 於人世 1914 年 7 月(全文)

1914 年 第 133 次中外
王浩然

北京回教俱進會 論回教之行事如何 第五期第十一冊，
6 

教務聯合會11 月 15 日 會長 有益於人世 1914年 11 月(全文)

講
清
晰



本埠(指上海)
論回教所以能得 第入期第七冊，1915 年

崔永恩 回教俱進會

外人贊成之余旨 1915 年 7 月(全文)
7 

7 月 4 日
阿衡

本埠(指上海)
論回教所以能得 第入期第七冊，1915 年

馬殿安 回教俱進會

外人贊成之余旨 1915 年 7 月(全文)
8 

7 月 4 日
阿衡

論中國各宗教對於
第入期第十冊，1915 年

馬宜之 阿衡 耶穌如何有可以
1915年 10月(全文)

9 
9 月 19 日

贊成之理由

各宗教對於李博士 第入期第十 冊 31915 年
馬煥章 回教

贊成各宗教之意見 1915 年 12月(全文)
10 

11 月 21 日

對於回教經典所稱 第七期第 冊，1916 年
馬殿安 回教阿衡

真宰之解釋 1916 年 3 月(全文)
11 

2 月 27 日

第七期第七冊，1916 年
馬宜之 阿衡 論上帝為審判之主

1916 年 7 月(全文)
12 

6 月 25 日

、品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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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春

回族穆斯林學者在尚賢堂所演講的，一般是有關伊斯

蘭教的基本知識。但往往也表露出他們對於李佳白所倡導

的宗教對話的好感，乃至對基督教的態度。

主題的確定，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某種宗教之外的

人和某種宗教的信仰者對這一宗教的看法。一九一五年五

月三十日及二十七日，李佳白先後演講〈諭外人所以贊成

回教之理由) ，此後的七月四日，則由崔永恩、馬殿安兩

阿詞分別演講〈論回教所以能得外人贊成之余旨〉。這當

然是有意識的安排。一是各宗教的人士針對共同的主題發

表看法。如一九一四年第一百吹教務聯合會姚菊坡演講〈孔

教之理有益於人世〉、第一百一十一吹教務聯合會仰西禪

師、鄧心安居士演講〈論佛教之理有益於人世〉、六月七

日第一百一十二吹教務聯合會包克私牧師演講〈論基督教

之行事有益於人世〉、六月二十一日第一百一十三坎中外

教務聯合會馬崑山阿衡演講〈論清真教之理有益於人世〉、

六月二十八日第一百一十四次中外教務聯合會王振民演講

〈論孔教之行事有益於人世〉、七月五日第一百一十五吹

中外教務聯合會由蘇州道教總會副會長李杏苑演講(朱復

君代) <論道教之行事有益於人世) 0 26這顯然是計劃好的

系列活動，都在談各自宗教的有益於人世。又如一九一五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佛教、猶太教、印度教、回教代表等八

人分別演講〈各宗教對於李博士贊成各宗教之意見) 0 27這

些話題，基本上是由李佳白引導的。

3. 參與肖貴堂宗教對話的回族學者的具體狀況

除了上表所涉及的參與尚賢堂回耶對話的王裕三、馬

26 均載《尚賢堂紀事》第五期第七冊( 1914 年 7 月)

27. {尚賢堂紀事》第六期第十二冊( 19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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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安、馬宜之、馬崑山、王浩然、崔永恩、、馬煥章等七人，

另外還有哈少夫。在此略作介紹。但是馬殿安、崔永恩二

人的情況，暫且不知。

玉裕三

為湖北漢口阿筒。據《上海宗教志) ，民國三年王裕

三擔任福佑路清真寺教長時，曾經朝觀過。 28

馬殿安

為上海回教俱進會阿筒。其他的信息暫未查得。

馬宜之

讀到的《尚賢堂紀事》文章沒有馬宜之阿旬的生平信

息，但說到他曾介紹雲南阿蔔馬崑山到尚賢堂演講，看來

可能也是雲南人。清代後期雲南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馬聯

元坎于馬安義宇宜之，應即在尚賢堂發表演講的馬宜之。

《中國回族大詞典》和《回族人物志》有他的小傳， <:回

族人物志》曰: I安義，字宜之，先後在廣州和上海任教，

晚年在昆明東門講學，學生很多。用阿文著有《男主禮明證》

和《明德實語》二書。 1943 年去世，年七十六歲。 J 29 <:中

國回族大詞典》記其生卒年為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三年，並

提到他曾在上海任教畏。"馬宜之的著作，查得有如下的書

目信息: <:明德實語) ，清光緒三十一年廣濟堂刻本; <:明

源注實) ，民國四年廣濟堂石印本，大連圖書館藏; <:男主

28. {上海宗教志》編籌委員會編，孫金富主編， {上海宗教志> (土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 2001) ，頁 297 。

29 詞條「馬聯元」附「馬安義J '載白壽舞主編， {回族人物志(下) > (銀)I[ :寧夏人

民出版社， 2000) ，頁 1574 。

30. 詞條「馬安義J '載邱樹森主編， {中國回族大詞典> (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 

頁 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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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撮要:> '民國元年淇南石印本; <::西曆要旨:> '民國五

年清真寺石印本，國家圖書館藏， <::回族典藏全書》第 223

冊影印。

馬克山

他是雲南阿旬，與馬宜之相識，由馬宜之介紹到尚賢

堂演講。查得清光緒三十三年 (1907) ，馬崑山等中外穆

斯林在雲南蒙自縣城西門外購地建清真寺。到這一位雲南蒙

白的馬崑山很可能就是參與尚賢堂回耶對話的雲南阿旬馬

崑山。

玉浩然

王浩然 (1848-1916) ，名寬 3 浩然其宇 9 北京人。回

族近代知名阿筍，經堂教育改革家。一九一二年，他發起

組織了中國穆斯林第一個全國性宗教團體 中國回教俱

進會。《回族人物志》有傳。 32一九一四年，他應中國回教

俱進會上海支部之請來福。他作演講時， I教中之人到者

百數十人，對於王君皆極欽佩J 0 33 

王浩然與尚賢堂的關係問題，已有學者注意到。 34

崔永恩

為上海回教俱進會阿旬。其他的信息暫未查得。

31.詞條「蒙自縣J '載《百度百科} (h加//b由ke.haidu.comlview/250日57.h恤，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 0 <蒙自縣志》編集委員會編， <蒙自縣志}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頁 132 0

32 詞條「玉寬J '載白壽葬主編， <回族人物志(下) } ，頁 1600-1602 。
33. (諭回教之行事如何有益於人世(紀一百三十三次教務聯合會事刊，載《尚賢堂紀事》

第五期第十冊(1914 年 11 月)

34. 張巨齡， <讀新發現的王浩然大阿旬兩篇演說詞有感 兼述穆斯林的宗教與社會責

任> '載《中國穆斯林} 1 (2008) ，頁 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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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煥章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活動。查得馬良駿阿曾有一弟子名

馬煥章 (1893-1977) ，人稱二馬阿筒。一九二一年，二十

人歲的二馬阿蔔由馬良駿阿蔔在伊寧大寺穿衣，此後馬煥

章活動在新疆。35似乎不應是參與尚賢堂回耶對話的馬煥章

阿筒。又查德清光緒十二年 (1885) ，由馬煥章主持在漸

江麗水城內高井弄修建清真寺。清真寺大毆正門兩邊掛著

一副木牌對聯: I允敬允誠道本一中羅萬象，無聲無臭禮

原二氣貫三才。」並署: I光緒十有二年歲吹丙成仲秋月

穀且，掌教西蜀馬煥章監立。 J 36這一位馬煥章很有可能是

參與尚賢堂回耶對話的馬煥章阿筒。

哈少夫

哈少夫 (1856-1934) ，江蘇南京人，名唐，宇少甫，

別署觀津，是上海著名的金石書畫收藏家。宣統元年

(1909) ，曾參與發起成立種斯林團體，在上海清真董事

會中擔任總協董(相當於副會長) ，並主持董事會日常事

務。宣統二年 (1910) 三月，哈少夫應邀參加尚賢堂的宗

教對話，他還撰有〈應尚賢堂民教相安論〉一文。 37據《上

海清真寺成立董事會志》所載〈應尚賢堂民教相安論〉一

文文前按語所述，此文「已經尚賢堂刊刻《晨雛錄》中J

35 哈知 黃登武， <中國經堂教育與映學阿旬)載《平涼回族在線》

(h伽 //xzs.2000v.comlmb/2IRe叫News.asn?N開sID固45092 ，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

36 詞條「高井弄J ，載《百度百科:> (hm﹒//b位ke.baidu.comlvÌew/3241313.h卸的fromTa，，1帥，

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 0 {麗水市志》編黨委員會編，葉兆雄主編， {麗水市志》

(杭州新江人民出版社， 1994) ，頁"。

37. 哈少夫， <應尚賢堂民教相安論) ，載《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會志(卷上):> (宣統二

年鉛印本) ;又收入王建平編、著， {近代上海伊斯蘭文化存j照一一美國哈佛大學所藏

相關資料及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附錄，頁 141-143 。另參阮仁澤、

高振農主編， <:上海宗教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頁 524-525 ;主建平，

〈哈少夫在尚賢堂與各宗教對話) ，載王建平編、著， {近代上海伊斯蘭文化存照> ' 

頁 66-6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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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經刊佈在《尚賢堂紀事》的前身《尚賢堂晨雞錄》中，

但翻檢《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未見此文的信息。 38

所謂民教相安，應是針對晚清基督教迅速在華傳播後

出現的民教矛盾而育的。哈少夫在〈應尚賢堂民教相安論〉

中首先提出， I惟能公平相處 3 交際自可安寧J ' I尤要

者勿長教友之氣焰，無侵國家之主權，一以道教規、守法

度 9 及平等待人、和藹接物為首"J '如此則民教相安。還

以入華回教為例，說明民教相安的情況。最後再吹說明，

「必使整肅教中規則，勿侵中國主權，無論何項教民，統

繫華民，當令謹守教規，遵循禮法，待士民以公道，處交

際以和平，彼此毋詐毋虞，自然群相敬服，雖擠身大同之

化，亦屬無難同歸。 J 39強調了中國各宗教徒的中國公民身

份，強調應當遵守國家法度，不得侵犯國家主權。為如何

處理一國之內眾宗教徒之間的關僚，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4. 參與肖賢堂宗教對話的回族學者對李佳自所倡導的宗教對話

及基督教的認可

在參與對話的回族學者的演講中，表達了他們對於李

佳白所倡導的宗教對話的認可，如馬煥章說:

基督、回田、猶太三教，本出一門，第其儀文規例，後

各不同，其在西方，且不免有戰爭仇殺之禍。然所崇奉者終

屬合一，是固足以促三教之反省者。李博士以贊成各教，故

屢誇敝教之所長，敝教同人感激之餘，因亦不勝其傾仰之

私，可知為各教互相親睦計，因以贊成各教為先導，實具有

至理深意於其間。且各教由此，既可有親陸之望，則基、田、

38. 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第二卷下冊，頁 2834-2836 。

"王建平編、著， <近代上海伊斯蘭文化存照) ，附錄，頁 142-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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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三教之更易親睦，尤勢所必至，故對於贊成各教之法，頗

抱樂觀云。 40

與李佳自一樣，馬煥章也強調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

同源。

回族學者也表達了他們對基督教的讚許，如馬宜之演

講對於耶穌的贊成，稱耶穌為大聖人，稱「吾聖(指穆罕

默德)與耶穌係一祖之派J '又稱「耶聖由天而降，仍傳

認主獨一之大道。耶穌生平拜主、認主，並喚世人照例行

之，斯為吾教贊成耶里之理由也J '還從耶穌有母無父、

能活泥烏等一些奇蹟， ["證明耶聖之感應J 0 41所描述的耶

穌，有的地方是伊斯蘭教所固有的一般認識，但也強調了

耶穌所行符合主道。而且是在「論中國各宗教對於耶穌如

何有可以贊成之理由 j 一題下演講，顯然也是有對基督教

讚許的意味在內的。

回族學者除了有多人直接參與對話，還曾把李住白的

演講文字刊登在回族報刊上，現知有李佳自〈諭外人所以

贊成回教之理由〉一文，題作〈基督教李佳白博士贊成回

教之理由 > (目錄中作〈贊成回教之理由>) ，刊登在一

九一七年王寬創辦的《清真學理譯著》第一年第一期上， 42

可見回族穆斯林對此文的重視，對李佳白的好感。文前有

按語云:

李佳白博士，美人，篤行基督教，素持博愛大同主義。

甲寅(民國三年， 1914) 夏，因宗教聯合會事來京，僕以友

40. <各宗教對於李博士贊成各宗教之意見) ，載《尚賣空紀事》第六期第十二冊 (1915

年 12 月)
41. <論中國各宗教對於耶穌如何有可以贊成之理由一) ，載《尚賢堂紀事》第六期第十冊

(1915 年 10 月)
42. <清真大典》第 18 冊，影民國六年北京伊斯蘭教務討論會鉛印線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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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紹介，得瞻豐儀，並聆偉論。博士於各教教理，多有稱許，

而對我清真教，尤讚揚不置;近更以宣之於口者，筆之於書，

題目《贊成回教之理由> '此可見博士大公無我，潔咬之懷

矣。雖然 3 僕於博士「余為基督信徒，而可以贊成回教;而

深望回教信徒，亦當轉而贊成基督。庶幾向日隔膜，從此消

釋」數語，尚有不能巳於言者也。蓋清真教徒，於基督原經，

未嘗不表贊成，對於基督教正派信徒，尤未嘗不引為友生兄

弟;因不待人贊成我，而我始贊成人;尤不必以人贊成我者，

轉而贊成人也。由此論之，清真教徒，既素贊成基督矣;而

基督教徒，今亦贊成清真矣。僕深企雨教信徒，誠如李博士

之言，以兄弟友生之交際，浪卻形勢之競爭，互相聯絡，互

相提攜，共致真正一神教於發達，庶不負李博士提倡聯合之

苦心矣。 穆罕默德後生教徒燕翼孫繩武謹志。

當然是讚許李佳白的，但也強調了現在伊斯蘭教之讚

許基督教，並非是因為基督教先贊成了伊斯蘭教，而是因

為伊斯蘭教向來是讚許基督教的。撰文者孫繩武

(1896-1975) ，宇燕翼，北京人。是民國年間回族界的知

名人士，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安徽省政府財政廳長等，

同時也是很關心伊斯蘭教文化發展的一位學者，早年曾任

中國回教俱進會理事。 43孫繩武在《回教論壇》發表有多篇

文章。

李佳白此文能夠在《清真學理譯著》刊發，應與此刊

是王寬所辦有極大的關懷。

三、其他的回族穆斯林學者對尚賢堂的反應

除了參與尚賢堂宗教對話的回族學者對李佳白及其宗

的調條「張繩武J '載邱樹森主編， <:中國回族大詞典> '頁 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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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對話頗具好感外，有一些沒有參加對話的回族學者對李

佳白及其倡導的宗教對話也有好感;值梅注意的是，還有

回族學者是持批評態度的。如此的差異，是何原因，值得

探討。

1. 其他回族學者對李佳自所倡導的宗教對話的認可

藍宗魯

民國初年藍宗魯撰《回教臆說} I宗教一統」條云:

穆德與摩西、耶蘇，不獨世統上有密切之關係，即道統

上亦有極密切關係，既如前說矣。抖是故前數年西儒李佳白

氏，特集合三教學者，於尚賢堂開會討論，意蓋欲貫穿三教，

合而一之，為宗教界上發一異彩，淘宏誓大願 3 空前絕後之

事業也。惜各教學者非不能自明其教之本源，即拘守一家之

言，各自私其創教之主，不能觀其會通，以求天下之大公，

卒至其討論無驚人之結果，是誠可慨也。......李佳白氏蓋亦

有見乎此， 45故有尚賢堂三教討論之舉。然李氏之舉，是宗

教中一統之事，未有小一統，連為中一統，宜其不能有驚人

之結果也。 46

藍宗魯肯定李佳白的宗教對話活動，但也認為他的成

果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藍宗魯也認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是岡源的，這樣的看法對他關於尚賢堂的認識應有所影響。

藍宗魯，湖南長沙人，生平不詳，所著《回教臆說》

中有一些零星的信息，民國七年已經謝世。另查得一九一

44. 此條前有「穆德世統與摩西、耶穌之關係」、「穆德道統與摩西、耶穌之關係j 二條。

45. 指作者所持各宗教終將一統，而大一統之前，先有小一統的認識。

46. <:回族典藏全書》第 45 冊，影民國八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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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一九一七年，有一位同名人物任閩海常關暫代監督，衍

生活時代亦正切合，或即一人。

馬善亭

馬善亭 (1884-1942) ，名德實，善亭其字，北京牛衛

人。與基督教多有接觸，和李佳白也有過接觸。一九二一

年李佳白的《國際公報》創刊後，一直給馬善亭贈送，一

九二五年馬善亭在他編譯的《中阿要語合璧》中特別用阿

拉伯語寫了〈謝李佳白贈國際公報函> '表達了對李佳白

的敬意，肯定了李佳白在聯合各宗教相互交流方面所發揮

的作用。一九三0年四月三十日，應時任華北協和華語學

校校長裴德士 (Wi11iam Bacon Pettus) 的邀請，馬善亭赴

基督教美以美會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傳教士

創辦的慕貞女校為廣大師生作題為〈對於宗教的觀察〉的

演講，並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尖銳問題，該會創辦的《慕貞

半月刊》對此吹演講作了報道，穆斯林創辦的《月華》雜

誌也全文刊登該演講的內容以及問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受裴德士的邀請，馬善亭赴華北協和華語學校作

{回教五功之所以然〉的演講，英文稿在《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上發表。一九三二年受北京基督教育年

會的邀請，馬善亭作了關於伊斯蘭教的主題的演講。年底，

受邀請在宗教美術展覽會上作題為〈說回教〉的演講，受

到一致好評。一九三五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開展「宗教生

活運動大會J '邀請三義莊清真寺的安靜軒阿曾作演講，

安阿蔔因年事已高，就委託馬善亭代表自己出席，為基督

教青年會作〈回教與人生〉的主題演講，該文後出單行本

47.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海闕， <:福州海關志:> (廈門.鷺江出版社， 199 1) ，頁的。福
州市地主T誌編書籌委員會編， <:福州市志(第五冊):>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頁

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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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斯林中流傳。馬善亭在演講中除了介紹伊斯蘭教，還

涉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關係。 48

一九一四年王寬因教務來到上海時，由馬善亭陪同(馬

善亭是王寬的學生) ，對於王寬在尚賢堂的演講以及尚賢

堂所倡導的宗教對話，馬善亭應當也有所認識。而此後多

吹參與基督教方面的活動 s 受邀演講，大約可以估計馬善

亭對李佳自所倡導的宗教對話是抱有一些好感的。

48 馬景， <宗教對話中的馬善亭阿旬> '載《世界宗教文化》第 1 期 (2009) ，頁 14-17 。

馬善亭編、譚， {中阿要語合璧} ， 1925 年馬宅自印本，影印收入《中國伊斯蘭

教典籍選》第 6 冊、《回族典藏全書〉第 235 冊。〈對於宗教的觀察〉的演講，載《月

華》第三卷第十六期( 1931 年 6 月 5 日)第三卷第十七期( 1931 年 6 月 15 日) ;第

三卷第十八期 (1931 年 6 月 25 日)第三卷第二十期(1931 年 7 月 15 日)第三卷

第二十二期( 1931 年 8 月 5 日) 0 <回教五功之所以然〉的演講，題作“Reasons for 

Exercising 也e Five Articles ofthe Mohammedan Faith" ，刊於《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的 1 [Jan. 1932])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馬善亭在北平基督教育年會
主的演講詞，題作〈說回教在北平基督教青年會議演> '由當時最為著名的回族出版

機構清真書報社出版。一九三五年馬善亭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演講，總題目為「回教

與人生J '單行本稱為《馬善亭大阿衡講演錄} ，當年由北平成達師範出版部出版。(參

考余振貴、楊懷中， {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3) 

「馬善亭大阿衡講演錄」條，頁 230-232 0 ) 

馬景先生文中稱傳教士胡佛 (Lyman Hoover) 將〈回教五功之所以然〉一文翻譯成

英文，按《教務雜誌〉注明的譯者為亨利 (J. H. Ingram) ;而《教務雜誌〉第六十四卷

第十期 (1933 年 10 月)刊發的馬松亭 (MA Sung Ting) 的演講英文稿，譯者為 John P. 

Ts'ai 和 Lyman Hoover (胡繽明)。此外，“Reasons for Exercising the Five Articles of the 

Mohannnedan Faith" 一文原署作者為「馬阿旬 J (Ma Ahung) ，無具體名字，但介紹

是北京花市清真寺的阿旬。 Kathleen L. Lodwi仗， {教務雜誌索引 一八六七至一九四

一年在亞洲的基督教宣教導引} (The Chinese Recorder lndex: a Guide 的 Christian

Missions inAsia, 1867-19衍，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nrces 11芯， 1986) 把「馬阿旬」判
定為馬松亭，然而馬松亭此時並不在花市清真寺擔任阿旬，而馬善亭則長時間在花市清

真寺擔任何筒。(馬松亭阿智的生平 9 參考馮今源， <五大阿旬傳略馬松亭> '載氏

著， {三元集 馮今源宗教學術論著文選(上冊)} (北京宗教出版社， 2002) 

頁 225-231 。馬善亭阿甸的生平，參考白壽勢， <馬德寶馬誠哈國禎> '載《中國

穆斯林} 3 (1984) 詞條「馬德寶J '載邱樹森主編， {中國回族大詞典} ，頁 964 0 )

馬景先生文中又稱馬善亭在天津基督教育年會的演講「刊登於《月華》雜誌J '查

《回族近現代報刊目錄提要》所載一九三五年《月華〉目錄未得(雷曉靜主編， {回族

近現代報刊目錄提要(上)}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257-267) ，或有

誤處。又查一九三三年馬松亭阿旬曾受邀北平基督教青年會參加宗教生活運動，演講〈回

教與人生> '載《月華》第五卷第三十五期(回教與人生特號) (1933 年 12 月 15 日)

另外，單行本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由北平成達師範出版部出版 3 書名題作《周教與人生} , 

包括馬松亭〈回教與人生〉在內的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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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回族學者對李佳自及其倡導的宗教對話的批評

詐友義

宣統三年 (1911) ，河南阿筍許友義作《回教辨真》

專駁《回教考略J> ， 49其< <:回教辨真》自序〉曰:

宣統辛亥三月間，上海老北門內清真寺教長、首事與中

外清真寺發信，言上海廣學會與尚賢者(堂)忽生事端，去

年某月日由煙台來信二次;言福音教挑剔回教不是處，出言

已與中圓人所集之《辟邪紀實》瑕在耶蘇教 3 言詞相似。關

後，福音教大牧師季理非撰出《回教考略〉一冊，駁回教典

禮教條，更為乖謬。 50

序中提到宣統三年間引發伊斯蘭教學者對基督教反駁

的有兩件事，一是上海廣學會和尚賢堂主動挑事， í挑剔

回教不是處J '一是季理非(季理斐)的《回教考略》對

伊斯蘭教的批駁，又以後者為主要原因。許友義當然主要

是針對廣學會及其出版的《回教考略J> ' 但是卻把尚賢堂

也連帶上了。可見在有些回族學者，心目中，尚賢堂與出版

對伊斯蘭教多有批評的《回教考略》一書的廣學會，具有

同樣的立場。

哈德、成

民國三十三年( 1944) 白壽葬撰〈哈德成阿衡基表〉

記載了哈德成任職上海漸江路禮拜寺時注意到《回教考略》

的情況，同時也涉及尚賢堂:

49. 具體的狀況，請參考楊曉春， < <:回教考略》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
鉤，許友義， <:回教辨真》卷首，民國八年北京牛街萬全堂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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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何，寺中推阿衡任副教長之職。阿衡以是時耶教會印

行《回教考略》一書，語多誣蟻，群情激憤，而教士李佳白

方設尚賢堂，陽揭協和各教之旨，乃往訪唔，廣徵博引，條

舉書中乖謬諸事。佳白無詞，卒焚書毀板以謝。於是風波頓

息，阿衡之聲譽遂遠播矣。 51

「而教士李佳白方設尚賢堂，陽揭協和各教之旨」的

記載，可以估計是尚賢堂開始進行各宗教對話的時候，時

當宣統二年 (1910) ，與前述許友義< {回教辨真》自序〉

記載的時間一致。《回教考略》書非李佳白著， r佳白無

詞，卒焚書毀根以謝J 云云，或許記載有一些訛誤。

同樣，這也反映了有些回族學者認為在對待伊斯蘭教

的問題上，尚賢堂與廣學會立場相同。

哈德成 (1888-1943) ，名國棋，德成其字，俠西南鄭

(今漠中)人，是民國時期的知名阿筍，長期寓居上海。

哈德成曾與達浦生阿笛一道，為電台草擬宣傳伊斯蘭教的

廣播稿，後以《播音》為名出版。但《播音》分為三組，第

三組為「回教源流考與穆聖非以武力傳教之證據J '第三

組下的第十二播「力辟鬱聖以武力傳教之誣及揭穿此種議

議之由來並引證歐洲諸大著作家公正之批評」、第十三播

「此種誣蠣何時發生何由而起起自何人並以古蘭經字句文

義證明誤會」、第十四播「以古蘭經幫11證明穆聖用兵衛道

而自衛確不是武力傳教」、第十五播「以歷史所載種種證

明穆聖絕不是以武力傳教者J '都是針對基督教批評伊斯

蘭教以武力傳教而作出辯駁的。

51.自壽舞， <哈德成阿衡墓表> '載《中國周教協會會報》第 6卷第 11 、 12 合期 (1944)

載李興華、馮今源編， <: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 (1911-1949):> (上冊) (銀

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頁 636 ;又載余振貴、雷曉靜主編， <:中國回族金石錄》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頁 507 0

52. 達浦生、哈德成， <:播音:> (上海 上海回教經學研究午士，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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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興

楊為仁《南京清真寺簡史》略記:

有許多著名阿筍曾在淨覺寺擔任過教長。清末民初…..

有伊斯蘭教學識相當淵博的金四太爺一一金永興阿鈞(曾與

基督教外國傳教士李嘉白公開辯論宗教而著稱) ..... .53 

其中的李嘉白，當即李佳白。只是對話的詳情不知，

姑且附此。不過，這倒可以說明李佳臼所倡導的宗教對話，

確是對於伊斯蘭教特別的關心，而且也引起了回族伊斯蘭

教界比較普遍的關心。

馬以患

〈馬以愚先生自撰年譜〉譜主二十三歲( 1922) 有如

下的紀事:

夏曆四月 3 值回教齋月，美人李佳白博士於月初來坑，

召開回孔耶佛老五教會議於省教育會，蒞會凡千餘人，博士

為尚賢堂主辦者，嫻習四子之書，譏回教嗜殺人。余以至仁

殺不仁，猶舜之誅四凶也答之。"

基督教方面批評回教殺人，這是《回教考略》中已有

之舉，當時便已引起回族學者的強烈反對。此時李佳白還

持此說，當然也會引起馬以愚的反對。

馬以愚( 1900-1961 ) ，名吉睿，以愚其字，安徽懷寧

(今安慶)人。他是曾撰〈回教考略書後〉的馬介泉的見

53. 楊為仁. <:南京清真寺簡史}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 <:史料還輯〉第五輯(內部發行) (南京， 1984) ，頁 160 。

54. 馬肇曾抄注， <馬以愚先生自撰年譜> '載西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西北第二民族學

院回族研究所編， <:中國回族研究》第二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2) ，頁 l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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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回教考略書後〉之初刊，就是附在馬以愚的《中國

回教史鑒》之後的。我們完全可以估計，馬以愚對於基督

教批評伊斯蘭教的關心是由來已久的，難怪李佳白在蕪湖

的演講中一旦批評伊斯蘭教，他便會起而反駁。

由〈馬以愚先生自撰年譜〉的記載，還可見一九二二

年李佳白恢復尚賢堂之時，仍是熱心於宗教對話的。可惜

缺少這方面的直接的資料。

四、補論

對待尚賢堂宗教對話活動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引人

深思。

回耶對話，深受近代中國社會基本背景的影響，基督

教作為強勢的外來宗教力量，並且對回族體斯林試圖宣教

的不情之舉，這又勢必引起一部分回族學者的反感。

李佳白態度和平，但是他有傳教士的身份一一雖然他

不是當時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代表，並且在倡導宗教對話

時已經基本上脫去傳教士的身份。而基督教從一九二0年

代起常被看成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中國知識階層中的

反基督教運動也有部分是在這樣的認識下而發展起來的。

一九三0年，馬善亭在慕貞女校作〈對於宗教的觀察〉

演講後，回答提間，其中的一則問答如下:

問:開君之言，很是羨慕耶穌的博愛、教道的真確，既

如此言之，而何不奉耶穌教呢?請明以教吾。

答:余所欽佩的耶穌教，是純潔的、不合政治性的、不

仰條約保護的、其主所敕命的、另人未加潤色的真耶穌教 0

余對於為侵略作傀儡的、作工具的耶穌教，實不敢恭維。 55

55. 為善亭， <對於宗教的觀煙葉) ，載《月華》第三卷第三十期 (1931 年 7 月 15 日) ，頁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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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善亭是與基督教方面多有往來的伊斯蘭教阿筍，但

是對於當時的基督教，很大程度上仍是持基督教是帝國主

義侵略工其的看法的。

一九三一年，北平追求學會所辦期刊《正道》刊登了

追求同仁所譯穆罕默德阿黎〈告干事斯霖書〉的中文譯本，

追求學會在最後加上了一段按語:

在這里我們要對基督教會抱歉，因為在這篇譯文里有好

幾個地方說到抵抗基督教會的話，可是一則因為原文如此，

我們不必刪改，二則在世界上好多地方，帝國主義者以基督

教會為工具，對弱小作種種侵略和壓迫，我們在大多數的幸

福的觀點上立論，我們是不能同情於基督教會的。“

這充分表明了穆斯林學者對於基督教的基本態度，即

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

正是有這樣的一般認識，有些回族學者才會將李佳白

倡導的宗教對話看成是要批評伊斯蘭教的，將尚賢堂的行

為和廣學會出版《回教考略》等量齊觀。雖不符合事實，

但我們也已不難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了。

由尚賢堂倡導、包括回耶對話在內的宗教對話，內涵

豐富，至今看來仍使人感受到它的融洽與溫和，這是我們

今天開展文明對話(宗教對話)值得珍視的歷史資源。至

少，對話中處理不同宗教間的差異時那種求同存異的態度

就是可取的。而且，有意識地提供對話的主題等對話中的

具體措施，對我們今天開展的文明對話也有所敢發。

56. 穆罕默德阿黎著 3 追求學會譯， <告穆斯霖書> '載《正道》第一卷第二號 (1931 年 6

月 15 日) ，頁 69 0 並參見華濤 ， < 1930 年代初期北京穆斯林學者關於伊斯蘭教本質的
討論> '載南京大學、哈佛 燕京學社編， <:文化理解與文化對話的百年進程} ，頁

115-126 ;另題(1930 年代初北京穆斯林與基督教傳教士關於伊斯蘭教和平本質的爭

論> '載《世界宗教研究) 5 (2011) ，頁 35-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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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活動，早就淹沒在變化劇烈的民國社會當

中，似乎完全沒有得到社會的注意. 57幾乎不留痕跡，是甚

麼原因?這背後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狀態?

也許可以這麼解釋，宗教對話問題在晚清民國時期主

要面對著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問題的中國而吉，並不是一個

十分重要的問題，自然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就基督教方

面而育，對李佳白所倡導的宗教對話也是少有關注的。一

九一0至四0年代，以海思披 (M缸shal1 Broomhal1) 、梅

益盛 (Isaac Mason) 、畢敬士 (Cloude L. Pickens) 等為代

表的基督教傳教士，曾有計劃地開始對中國回族穆斯林傳

教，但他們對李佳自所倡導的回耶對話工作，似乎全然不

加關心。

於是，我們現在回顧這一股歷史時，只能說李佳白和

參與尚賢堂宗教對話的各宗教人士是有看可貴的先見之

明吧!

關鍵詞:尚賢堂李佳白 回耶對話宗教對話

作者電郵地址: yangxch@nju.edu.cn 

57. 相比李佳白其他的一些主張，尤其可見其影響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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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m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established by Gilbert 

Reid, advocated the religious dialogue activel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invited several Hui Muslim 

scholars to deliver speeches about Islam, such as famous 

ahong Wang Haoran and others. Many Hui Muslim scholars 

had good impression to Christianity, so did Gilbert Reid to 

Islam. The Muslim-Christian dialogues in the Institute were 

ve可 mild and 企iendly， even though, some Hui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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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criticized Gilbert Reid and the Intemationa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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