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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衍生的神秘主义。 本书除在导言部分对苏非主义兴起的

社会历史条件、什么是苏非主义、 苏非主义的发展及其思想分化、 苏非主义在中

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做一概略性的介绍外， 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兴起后，

苏非主义对它的影响， 经堂教育的苏非读本和参考用书的基本内容， 它引发的礼

仪之争和教理之争， 经堂教育的基本特点以及苏非主义与经师和经生的关系，介

绍了从事汉文著述的著名学者、 经师和阿甸， 探讨苏非主义对汉文著述的教义、

功修、 “奇迹
”

和
“
非遵法派

”
的影响， 当前民间流传的汉文著述 ， 对道门兴起

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基本阶段， 道门的道统与教主的教权， 教主教权的传

承， 道门的功修、 祭祀和管理制度， 当今道门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民间参

拜拱北等作了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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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苏非主义在中国》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老年课题的最终成果。
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设想，陆

续有几篇短文见诸刊物。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研究活动的需要，研究转向
有关伊斯兰教与政治关系的课题，关于苏非主义的探讨，未能延续下去。只
是这些短文，并未失去它的价值，成为本课题的基本架构。新疆地区的苏非
主义，与内地 相比，又有其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限千个人未能掌握相关民
族的语言，只能借鉴汉文资料做点表述，似应有专人专题进行研究。本课题
仅涉及苏非主义在中原地区的流传及其 相关的影响，算是管窥之见吧！

作为老年课题， “中国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关系研究 “ 千2005年初酝酿、
申请，同年年底正式立项。从 申请到获准立项，大致有半年的时间，原拟千一

年多的时间内完成课题。在此期间，未曾料到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 与宗教学系
之聘，为该系博士研究生开设专题课，讲授伊斯兰教；翌年春，又为该系招收
并指导博士研究生（分别千2008年和 2009年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学位）。此前，
一度应聘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后任甘肃民族与宗教理论研究基地研究
员。2007年年底，又应约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典志组工作。数年前我承担
的老年课题，成为 ＂ 烫手的山苹 ＂，难以按期完成。只能断断续续从事相关研究。

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资料匮乏是相关 学者的共识。有关 苏非主义在中
国 流传的史料， 更是罕见。研究 难点在此。 早年从多 所图书馆借阅的图书，
在核实原著引文时，花费过多 时间和精力，往往事倍功半；而今，有的巳失
踪迹，只得重起炉灶。 这是申请课题 时，未能预想到的。完成 这一 书稿， 使
我有其特殊的感受。

2011 年春，课题结项。此后，对书稿再次进行梳理。其 中可能存在的欠
缺，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金宜久

201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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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导言 苏非主义在中国的流传

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关系， 是本书的主旨。 对于任何 一 种宗

教现象来说， 探讨它、 深究它， 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把握它。 研究中国伊斯

兰教中苏非主义的影响问题， 特别是苏非主义对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

应持如是观。 元明以来， 特别是明中叶以后， 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兴起

时， 苏非主义对选读课本的影响、 对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影响、 对

这 一 时期从教门中分化出不同称谓的道门（有的著作称为
“

门户
＂

觅目前通

称为
＂

门宦
＂

）的影响， 以及它在民间的一些影响， 等等， 在某些地区、 某些

时刻， 迄今人们仍可深切地感受到它的活生生的存在。 然而， 不可讳言的是，

即使承认苏非主义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存在着影响， 往往被视为历史陈迹而忽

略它， 甚至回避它， 不去探讨它、 深究它。 事实上， 人们感觉或接触到的东

西， 触及的是事物的现象或表层。 只有在理解它的思想真谛、 表现形式及其

鲜活灵魂之后， 人们才能够更深刻地去认识、 把握它的本质或就里， 进而在

更深的层次上去重视它。 因此， 研究苏非主义在历史上、 在现实生活中与中

国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 对人们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脉络、 对苏非主义

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影响的深度、广度、 力度及其发展趋势， 不仅是学术研究

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而且有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

－ 苏非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精神产品。 苏非主义是这 一精神产品的重要内容

0 祁道和：《清真根源集》，《清真根源》 ， 民间流传刊本的复印本 ，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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