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于中 国穆斯林的族 谱
,

研究者共

少
,

学 术界共 至有人怀 疑这类族谱的存

在
。

金吉伴
一

先生在 《中国回教史研究》 第

三 令谈到 了今后中国伊斯兰 教史的研究
,

并论述了史料的搜集方法及
“

i跨
·

帐
” ,

他

认为 : “

i片为族i阵
,

氏族志之所从 出也
’ 。

这

呢明
:
他 已注意到 了族语的 玉要性 (1 00

页、
。

该书末尾 2 21 页的引用书日中有 《三

和J芦庄何 氏族 谱》
,

该书第一 众第 二冷为
“

回教 民族说在历史上的证据
” ,

认为今 日

的 回民
,

其先祖 为外国人 (25 页 )
,

并

言 : “

三河芦庄何 氏族 i普
,

明叙其先为蒙古

人
,

其太始祖某在明初随成祖靖难有功
,

卒葬于平西三里河
,

子孙蕃庶
,

遍 于平东

南
. “

(39 页)桑 田六郎在 《游礼拜寺》 (载

《东 洋学 报》 1 6一 1) 一文 曾论及北京三里

河的回民聚居区
,

至今仍是这种
J

睛况
,

1 9 3 7 年
,

李士厚在 昆明刊布了 《郑和

家谱考释》
,

反 映了学术界对于族谱的重

视
。

抗 日战争时期
,

岩村忍曾在内蒙古调

查
,

后 著 《中国回教让会的构造》 一书
,

内言 : 从我观察的范围而言
,

回教社会的

血缘结合大体止于家族范围
,

不存在与汉

人社会所常见的亲族姻戚关系那样的宗族

制度
。

回教是严重地禁止偶像崇拜的仪礼

的
,

所 以类似的礼堂
、

家庙是不存在的
,

作为 广范 日队缘结合的象征的家谱
.

族谱

类也全然不存在
。

(厂册 21 页)

1 9 3 3 年
,

东洋文库 召开 了
“

东洋文化

套汉
” ,

下汁寸在会上作了
“

伊期兰之家
”

的讲

演
,

又重 ,
}l

一

了内蒙古不有在穆斯林家讯及

族 语的观点 (见会议所编 《东洋之家和官

燎》一书 10 7 页)
口

但在岩村的讲演后守屋

美都 雄 言在太 原 曾见 到很大 的穆斯林家

庭
,

还 有从 明代传下来的系谱
。

岩村认

为 : 这恐怕是云南穆斯林的迁人者(122 页

)

就放 潜而言
: 以华中及华南为多

,

而

川
、

滇
、

黔及衅 北较少
。

近 日在北京 图书

馆善木那访得三 部江南穆斯林的族 ‘}穿
,

现

略述如
一

下
。

一
、

《米 氏宗 i寸写》

说
厂

;}含 29 0 3 鉴l: (光绪 2 9 ) 刊了
几

镇 江
,

另一种为 《忍陵沙氏币辑族 i寥擎》
,

18 2。 年

(进 光 9) 刊 丁昆陵 (常州 )
,

又有 3 0 年后

泊 飞3 5 叮哎 卜 9 ) 年 的 币刊 卞
。

《米氏宗

i片》 为 3 2 K 20 厘 米
,

二 卷二册
,

属小塑宗

潜
,

第一
二

卷
一

首为 日录
, 一

卜
’

书
“

天开地阔之

图
,

圣沟广训
,

西来宗谱
”

字样 编纂者为

五代裔孙米俊明
, 一

仃其光绪 29 年序
。

下有
一

教门 根源 修辑椒要 八则
,

凡 例主卜仁瓦

条
、

图系考凡例
、

宗戒
、

家训
、

凡例引
、

凡例二十则
,

家规引
、

家规十六条
。

还有

光绪 29 年步金鉴所撰 《米顺有公传》
、

步

瑞松撰 《俊明翁与花氏孺人赞》
,

下为 jl十系

小引
,

世系图最后记录了第
-
一一 九 {{卜

。

第二卷年表引后
,

题为
“

城南米 氏重修

宗谱年表卷之二
” ,

从始祖国玉追述川代
、

续 柄
、

先段年
,

妻之 姓及 生段 年
、

士喂葬

地
,

子女一人记一页
。

年表的六统
、

民国

时期为加笔
,

显系重修
。

该 i普凡例
、

家规

类内容颇丰
,

另有俊明父顺有简传
、

赞
,

还言及儒人 花氏
,

但无旧序
,

俊明序言
:

始祖国 反于康服年间从山东东昌府济南县

米家大庄经京 口 (镇江) 迁来
。

他生于康

熙 59 年
,

所以如不是被他人携带
,

便是成

年后迁来的
。

在该谱中没有关于宗放结合精神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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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的记载
,

表明米氏家族是信奉伊斯兰教

这一一神教的
。

族谱 中对族长的选举权没

有规定
,

也无祭 田
、

义庄这样的族产制度

的记载
,

表明米 氏的宗族结合颇弱
,

是一

种有名无实的存在
,

俊明是受了周围汉人

社会 的影 响而试着编纂族谱的
,

如前所

述
,

谱中凡例
、

宗戒
、

家规
、

家训之类颇

丰
,

这是否要在一定程度上对族人产生拘

束力尚属疑 问
,

谱中从整体看是缺乏伊斯

兰教色彩的
,

反之却对中国的儒教颇 为注

意
。

据 《至顺镇江志》 载
,

元代此地为南

北交通 的要地
,

也 有许多穆斯林在此居

住
,

到了清代仍人数不少
,

从《 (光绪) 丹

徒县志》 卷六寺观条可见
,

城内治安坊剪

子巷和西城外 111巷是有清真寺的
。

葫子巷

清典寺唐贞观二年建于仁安坊草民街
,

明

万历三十年迁此
,

但这种记载难 以令人相

信
。

前引桑 田文言其曾访问 了西 门外清真

寺
,

或许即西城外山巷清典寺
。

田中逸平
一

言刘竹的 《天方至圣实录》 的原版为该寺

所藏
,

桑 田言该寺 出版 了 《天方三字经》

等中国伊斯兰教文献
,

北京 图书馆有一部

《西来宗谱》
,

封面有
“

镇江西城外清真寺存

板
” ,

表明该寺在江南伊斯兰教文化史上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跋轮回辩
、

戒溺风水说
.

其中有五种是有

关伊斯兰教的文献
。

版心有
“

清真醒世
”

的

二
、

《砚陵沙氏重辑族 i肾》

如前所述
: 《米 氏宗谱》 的记载事项

少
,

可信度不高
,

史料价值也较低
,

可供

研究之处也不多
。

而 《沙谱》 的记载事项

就丰富了
,

有一些其它书中所未载的令人

感兴趣的史料
,

值得研究之处也不少
。

该

谱为道光版
,

2 9. 5 x ls 厘米
,

比 《米谱》

小
,

六册
,

属中型族谱
,

一卷一册
,

共六

卷
.

第一 卷首为道光九年何晋升序
,

下为

同四年的胡逊
、

伍康伯
,

同五年的十四世

的沙婿序
.

在沙氏族人中
,

沙给为编纂事

业的中心人物
,

而何晋升为该族招聘的实

际编纂者
.

再下为浩救志
、

御制百字赞
、

日次
,

还有清真论
、

五功词序
、

轮 回辩
、

字样
。

再下为沙氏先世考
、

修谱要言计三十

则
、

凡例
、

增例四条
、

续集家规十条
、

古

礼五宗图
、

五宗图说
、

服制图
、

义井记
、

答缨志
、

者寿志
、

里居志
、

贞节志
。

卷二

为世系总序
、

世表总序
、

第一世世荣至十

世有统宗 世系图及同世表
,

六世应佑的子

孙为大分世
,

应佑的次第应祥的子孙为 二

分
一

吐
。

十一 世以降分
一

世系图和世表
.

世表

记载的事项多少有些出人
。

字多省
,

并略

记续柄
、

生残年
、

妻的姓和生段年
、

埋葬

地及子女
.

卷三为应佑的三弟应瑞的长子文汉的

子孙三分大房的
一

世系 图及同世表
。

卷 四为

文瑛之弟文浦的子孙三分二房的 世系图及

同世 表
。

十世的羽 丰所作始祖 以下 十二

赞
,

十四世的之奖晋所作续修十五赞
、

纂修

考
、

给 i普编号
.

卷五为列传志
,

为始祖 了

座公世荣以下历代主要人物及孺人传
、

行

状
、

行述
.

卷六 为坟莹志
、

赠述 志
、

家

集
、

墓志铭
、

通族坟垫记
、

坟图
、

族人赠

序
、

族人所作诗钞集
,

最后为后跋
。

该潜另有三十年后咸丰九年(1 85 9) 的

重修本
,

同为六册
,

但分二十卷
.

首为咸

丰九年赵 振柞序
,

下 为 口录
、

原序
、

凡

例
、

攒修芳名录
.

卷一为浩救志
、

御制百

字赞
、

清真论及前揭五种伊斯兰教文献
, ’

还有五宗图说
、

服制图
.

卷二为贻训
.

卷

三 为替缨 志
、

舍寿志
、

里居记
、

义井记
、

贞节志
.

卷四为统宗世系图及 同世表
。

卷

五 为大分世系图及同世表
。

卷六
、

卷七为

二分世系图及同世表
.

卷八至卷十为三分

大房世系图及同世表
,

卷十一为三分二房

世系图及同世表
。

卷十二为赞
.

卷十三至

卷十六为列传志
.

卷十七为坟全志
.

卷十

八
、

十九为赠述志
.

卷二十为家集志
.

卷

尾有谱成记
、

后跋
、

历代纂修考
、

给谱编

号
,

最后补了续刊的序
、

传及墓志铭
。

咸

丰年间所集记事多少有些 出人
,

但揭载顺

序与道光谱几乎相同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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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谱的纂修考
:
道光九年为第三次

编纂
。

第一 次为康熙 四十一年(17 02 )
,

成

于 十世羽 丰手
。

第二 次为乾隆三十五年

(l 7 70)
,

成于十三世沙西来手
。

沙 氏于元末 因避乱从西 安迁居昆 陵
,

是为 世荣始祖第一代
.

道光谱卷一先世考

言 : “

五代
,

彦阉 公为云州节度使
,

政尚清

简
,

治绩光于史册
,

至今犹载 口碑
。

承赞

公寄籍渤海
,

为人有清操
,

贞洁明时
,

以

才名登科
.

宋
,

世坚公素号武刃
,

为宜州

保障
,

著绩最多
。 · ·

一 白嘉靖十四年九月

被焚失谱
,

而 了垦公以上传异瓜无据
,

此为

宦绩著称得志其大略焉
。 ”

这说明
: 以上三

人的传记可能录白史书
。

道光谱卷一沙羽丰所作修谱要言计三

十则中第二十九则有如下记载
: “

以予沙为

高皇赐姓之沙
,

予搜阅残编
,

得沙杨顾辛

四 氏赐 姓源 流
.

一
、

意 哈 耶 (Ih y江?) 为

杨
,

名重明
。

二
、

舍阿把 (S h a’ban )为沙
,

名在明
。

三
、

古尔菩(Q 盯b? ) 为顾
,

名启

明
.

其四 为辛
,

散处金 牛
,

原姓名则 忘

之
.

Sh a’b a n
为 阿 拉 伯人 名

。

意 哈 耶

仃h y五?)可能为 111
一

海亚(Y a h ya
)
。

高皇即洪武

帝
,

可见沙 氏的汉姓得 白明初
,

而始祖世

荣 为元末人
,

另 三位先祖为五 代至宋时

人
,

可见不通
.

显然是谬托祖先
,

但也可

见沙氏在搜辑史料上的苦心
。

唐代林宝的 《元和姓纂》 卷五
一

言
: “

今

东莞有沙氏
,

风俗通晋有沙广
,

又
一

百济八

族其一 口 沙族 (氏族略 )
. “

南宋邓 名氏的

《古今姓氏书辩证》 卷十二
“

沙
”

条言
: “

姓苑

云 :
东莞人

,

风俗通晋有沙广
,

又康百济

大 臣八族一日沙氏
、

梁贞明中有渤海沙承

赞登第
,

近世吴兴多此姓
。 ”

这些沙姓显然

不是穆斯林的姓
,

尽管在唐代穆斯林 已进

人 中国
.

米姓非汉姓
,

为胡姓
。

百济亦与

穆斯林无关
。

金吉堂称沙姓为准回姓
,

原

为汉姓
,

但现 在 回教 徒姓 沙的多 于汉人

(上引书 2 4一37 页)
。

清代汪碗的 《尧峰文

钞》 卷二十六有吴县 《沙氏族谱序》
。

李兆

洛的 《养一斋文集》 卷五有江阴的 《沙氏

谱序》
,

这些均非穆斯林
。

《国朝省献类征

初编》 卷 3 48 忠义条有沙亮 (冠县人)
,

卷

4 3 6 文艺条有沙维构 (长洲人 ) 传
。

《中国

画家人名大 辞典》 及 《中国文学 家大辞

典》 有几位姓沙的
,

还有沙千里这样的名

人
,

但均不能证明为穆斯林
。

道光谱卷六 (成丰谱卷十七 ) 收入了

万历十三年李应异所撰 《映芳公 (七世的

文瑛) 墓志铭》
,

内言
: “

常郡礼拜
一

寺始 犷洪

武初
,

高皇赐姓有沙在明等捐 资创 建
,

然

规模狭隘
,

为屋 三间
,

但足 以 客礼拜而

已
,

至庄皇帝已二百载
,

倾记不堪
,

公独

捐己资
,

高大其殿宇
,

步幻“其楼房
,

重建

约数百金
,

郡守马公讳成龙
,

额应 日 真教

寺
.

白此修人郡 邑诗书
。 ”

此墓志铭有万历

十三年以后争
,

显系后人增改
。

《 (光绪)

武进县阳湖县志》 卷 29 杂事 志 寺观条有
“

典教寺
” ,

注为
: “

在池 广巷
,

明初建
,

万

历 间知府马化龙重 修
。 ”

《 (康熙) 常州府

志》 卷 13 职官表言
: 马化龙 j

二

万历十七至

十八年任常州知府
,

但无马成龙之名
。

墓

志铭 言文幸股于万历十二年
,

故马化龙此

时尚未任知府
.

铭文言文琪继妻残 J
几

万历

乙未 (二十三年)
,

故铭文为后人攻纂
。

化

龙可能为成龙之讹
。

道光谱例言记载
: “

传琳井井木」 汝任

叔祖 世i普一编
,

然 llt i普一编太简
。

止记某

生某 已耳
,

兹从细述 备举生年
,

庶得快

然
。

二 世祖 良佐公 累迁间卿
,

亦本汝爪 叔

祖而谕
,

非臆见也
。 ”

此为修潜经过
。

卷 五列传志 记载
: “

了赓公 (始 tll l!t

荣 ) 传
,

嘉靖三十九年黄元敬撰
。

光弼公

(二世 良佐) 传
,

嘉靖十
一

二年沙文三赢 (
一

七

世 ) 撰
。

海山公 (三世 ) 传
,

嘉靖四十一

年马天禄撰
.

南轩公 (六 !l上应瑞 ) 行状
,

嘉靖三十四 年周孔道撰
. ” “

卷六坟 全志 记

载 :
。

映芳公 (七世文拼) 墓志铭
,

万历 十

三年李应异撰
。 ”

除光弼公传外
,

其余均 为

嘉靖十 四年系谱烧失后作
。

即使光弼传
,

亦为 1 50 年后子孙补 记
,

史料价仇不高
.

从世系
、

世表来看
,

五世以前的诸人传十

分暖昧
。

值得注意 的是 : 六世应佑
、

应

祥
、

应瑞 三兄弟的
一

子孙
,

其后 世族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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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只记一
、

二 代
,

表明顺治
、

康熙 时的

第一次编纂之际
,

相互 已音信断绝
。

卷六 《通族坟全记》
一

言
: “

洪武初
,

始

祖 随荣公 白陕迁常
,

置坟 于金牛转水河
,

白始 t段世荣历二 世良佐
、

三世福
、

四 If上显

祖
,

悉安葬 J
几

此
,

白嘉靖十四 年九月祖龙

煽虐
,

宗支 i爵碟灰烬无遗
,

认世数计之则

百有 二十年间
,

约略先灵有九家十三穴
,

此金 产}转水 河 荧实先灵 之所凭依也
. ”

从

《南补J陆家巷内沙氏通族公坟图》来看 : 五

世沙广 (应佑三兄之父 ) 及其弟沙浩之坟

为报古
。

例 言已 对 谬托 祖 先表 示 了怀 疑
,

故
,

’

f:
“

陕西迁常本 于汝 f毛叔祖 世i普
,

但与御

赐四 姓不肯天渊
,

此书原以征信
,

姑咒闭

疑
。 “

族潜的沙 氏 一 世 亡沈确 为常州 出身
,

从洪武元年至四年任江西省新犷 县知 县
.

《 (康熙 ) 常州府志》 卷 23
、

《 (乾隆 ) 武

进县志》 卷 9 及《 (康熙 ) 新城县志》 卷 8

有其 简传
,

但未言其为穆斯林
。

《沙氏族

i污》
.
’

;
‘

其官至很 高的太仆寺正卿
,

但其是

否真为沙氏先祖还很难说
。

彦殉
、

承赞及

111
一

坚则异系假洗
。

《册府元龟
·

外巨
一

部》卷

”9 言
: “

清泰二年十二月
,

云州沙彦王句奏
-

十年前与契丹市则例
。 ”

《宋史》 卷 4 95 蛮

夷 了抚水州条广西路铃辖有沙世坚名
,

但

未言其为穆斯林
.

如前所述
,

沙承赞已见

于宋代姓 氏书
。

《养一斋文集》 卷 14 有江

阴人 沙且亩力(字赞周
,

号岱峰 ) 传
,

言
:

“

沙氏于古无可考
,

宋有宜州太守1止坚
,

始

著于史
,

明洪武中武略将军袭千户 日原德

者
,

知江阴军
,

遂家焉
. ”

道光潜卷一有沙结所作增例四条有
“

立

祭田
”

项
,

但沙氏也没有宗庙
,

显然江南的

穆斯林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彩响的
。

令

三
、

从族 i普看江南的穆斯林社会

江南穆斯林的社会反 映在婚姻
、

继承

方式及 日常 生活等方而
.

穆斯林不娶 同

姓
,

反对与非穆斯林通娇
.

《米氏宗谱》 凡

例二 十则第十七言
: “

同姓不 能为娇
。

礼

日 : 买妾不知其姓
,

则 卜之
。

人 口 :
同姓

百 世不婚
,

重人伦也
. ”

这当然与中华古风

相符
。

下而是米 氏通娇 i普
:

米米氏娶妻妇三三 杨杨 金金 花花 童童 完完 谈谈 马马 张张 」:... 陈陈 华华 林林 吴吴 贡贡 法法

米米氏嫁女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

共共 计计 1 444 1 666 555 555 666 111 444 333 333 111 333 222 222 111 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444444 } 333 444 T
-

- - 一一一 111

OOO 444 OOO lll lll 333 000 OOO

⋯
。。 111 222

lllll 888
{ 一一一

{ 33333
.

555555555555555555555
11111111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99999999 } 999 , 888 66666 444 444 4 一一 444 333 222 222 222 222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张
一

马
州一

忆产曰厅
!

l
一
4

一

J
马一nU一月�1�4亡

、�

东与科
l!·!l卜

!
.
卜1
.

1

一�

5�3一8
一

此外
,

米氏还与徐满刘夏段载常高诸 韩邹等四 十二姓有过七 次以下的婚姻关

沙沙娶妻妻 杨 一一周周
’

沈
’’

屠屠 马马 蒋蒋 赵赵 徐徐
.

法法 李李 高高 孙孙 吉吉 位位 张张 顾顾
沙沙嫁女女 9 7 111 9 444 3 666666666666666 , 朱朱朱朱朱朱朱朱

共共 计计
- 一 一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88888 5 1111111 2 666 2 444 j 2444 2 222 1444 1 555 1 222 888 777 888 777 666 777 777

111115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333333 5
’’

777 444 444 222 222 444 2
...

444 666 333 111 222 } 333 lll 111

1111111 2999 飞333 3OOO 2 888

⋯
2 666 2 444 1888 1 777 1 666 1444

⋯
1。。 999 999 999 888 888

米 氏与杨姓
、

沙氏与杨
、

周姓在娇姻

上 : ’汀l之倒多数
,

从穆斯林一般不与非穆斯

林通娇的背景推定
,

这两姓在当地为穆斯

林大姓
。

这 也表明
:
当地穆斯林 的通娇范

围相对来 说是狄窄的
.

迸光谱卷五有沙羽

丰所撰 《先考您公府君 (九叶沙友云 ) 暨

先姚章孺人行述》
,

内言 :
“

教籍男女角难配

偶
,

联姻外教礼有未安
,

同教缔盟又苦女

多男少
,

穷其弊
,

有同祖姊妹而姊为祖

姑
、

妹为孙媳者
,

有甥婚母姨者
,

有主仆

为娇姻者
,

有主仆为姻娅者
,

有同姓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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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经常倒 置
,

名分乖违
,

君深恶痛绝
,

一概摈斥
。 ”

这也反映了当时江南穆斯林在

实际娇姻上的宗教性苦恼
。

有云的墓志铭

宗其生 于万历丙 年(1 6 0 6) 年
,

残 于康熙庚

戊 (1 6 7 0 )年
。

据 伊 斯 兰 法 (Sh盯i’a)
,

养 子是 禁 止

的
。

但可将婴儿作穆斯林收养
。

中国的穆

斯林有 收养贫困汉人 于女的现象
,

这不免

受到 识者的指摘
,

《米氏宗 i普》宗戒部 言
:

“

无子者必照继择继之例
,

不许私抚养异

姓
,

以乱宗族
. ”

凡例计十五第十四言
: “

潜

法 明族属
,

尚同姓无 中
,

倘有异 姓之子
,

从 幼过房养育为嗣
,

有 此等者
,

必须 除

去
。 “

但沙氏族谱无相应规定
。

只在咸 丰i普

修潜条疑补遗 中言
: “

旧例继子原准人 i普
,

倘有来历不明者
,

不得询情录人
口 ”

但这种

继子 也可能是同族过继
,

异姓 (也 , l丁能是

同民) 子不会太多
,

道光谱卷二十分世表
‘

十叹 世至德条言
: “

娶祁氏
,

继朱姓 广水年

为嗣
。

朱 姓为 沙 氏通娇姓
, , J能亦为 回

民
.

三分大房的十二 世惠容
,

实 子启英近

四十无嗣
,

虽认启仲为继子
,

启 仲三于俊

明
“

仍归张姓宗 为后
” ,

故启 仲原为张姓
,

张姓亦为沙氏通娇姓
。

七 世文言J
一

以杨姓汝

贤为继子
。

十五 世书品认妻马氏内娃用安

为继子
。

二分 1迁的又祥认马姓为继
,

均说

明过继是在姻亲范围内进行的
。

沙氏一族有墓地
。

《米 i普》无坟全志
,

港二年表言始祖国玉
“

葬北门外馒首山山主

蔡常顺
,

可见为共同墓地
。

沙氏道光 i普卷

六
、

咸丰谱卷十七有坟全志
,

有通族坟全

记及坟图
,

可见有私有墓地
,

祖全 (金牛

转水河 ) 还有 护坟 田
,

尽管中国风俗颇

强
,

但与汉人相异处在于 不采墓相
: 卷 6

坟莹志言
: “

里陵沙氏族教尚清直
,

而山向

一准子午
,

不为青鸟家言所惑
” 。

道
、

佛两教对 沙氏家族是有影响的
,

道光谱卷二的
一

二分 l止系图十五 !!上鸿书条有
“

从释
”

之注
。

同世表父朝宗栏言
“

鸿书出家

为僧
” 。

同谱卷三的三分大房世系图下的十

四 !!上裕源条有
“

出家为道
”

之注
,

同 1比表下

其父龙占栏 言
“

裕源 自幼出家河庄州上为道

士
” 。

在族 i普中不加批判地记述这种背教行

为
,

表明当 IJ寸的沙 氏宗族对道
、

佛两教是

肯定 的
。

但并 不是 说该族 不热 心伊斯兰

教
,

道光谱卷二统宗世表记载
: “

(十1!t羽

圣 ) 幼习儒书
,

长学经史
,

受业金 陵
,

进

益马师
,

为郡西寺掌教
. ”

卷二的二分 世表

则
‘认

’ “

(十二 Ilt 天锦) 幼学诗书
,

长遵父

训
,

习清典经史
,

博学善书
,

天性诚实
,

众推为本部西寺掌教
。 ”

义 言
: “

(十三 1比延

压 ) 于鲁省成清真道学
,

众留传说
,

不数

年病卒
,

于彼众亲厚葬
. ”

这说明沙氏一族

文化程度较高
,

特另}J是在十三世前 出了一

些 当地
,

伊斯兰教的佼佼者
,

但十匹 叶开始

有子弟研究佛
、

道经典
,

遂倾心版 依
,

开

始沉迷释道
,

遂有为僧人道之举
,

但族中

并不指斥
,

或许还认为是学道学佛有得之

举了
。

道光 i普卷五周人 九所撰 《宗法公 (十

三 !!!:大时 ) 传》 言
: “

曾有祖全扩坟 田苦干

(被 卡族) 私黔异姓
,

公倡率同族数人
,

捐

资归赎
,

为春秋渴墓之需
,

尝节西郊礼拜

寺事
,

其一切经营硕画宏说
,

摩不尽善
,

于六方 典礼
,

谨守洛遵
,

终身不懈
. ’

沙大

时是当时常州穆斯林的领袖人物
.

沙氏一

族除一 世始祖世荣
、

二 UI良佐
、

三世海 l匕

外
,

立身仕途
、

官至荣显者共罕
,

仅 ll: J
二

登什
.

郎
。

但 自七 }}l:文条以来
,

子孙 中名氏

辈 {}}
。

十 l比羽丰所撰修i普要 扩f计三十则第二

十四 记载
: “

教育须在童年先习 经典
,

一二

年急宜出就外传
,

以通经术
。 ”

第 二十六 也

表示 : “

愿 以经典为守教 匕木
,

儒书为亡叶

之原
。

二者并行不悖
,

斯积之矣
。 ”

从 i普中

也可肴出沙氏对 于濡学的崇拜
,

这是汉代

的一个重要因素
。

咸丰谱修 i普条款补遗第

一认为 : “

子孙如能荣耀显扬
,

固属吾宗之

幸
,

即不能如此
,

亦宜清白传家
,

以留祖

宗清真一脉之传
。 ”

这是 1二述持论的发挥
.

四
、

《屠氏昆陵支 {2身》

北京图书馆
一

善木部还藏有一部 《屠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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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陵支谱》
,

为 30 .5 x 18 厘米
,

十六 卷
,

共十六册
,

咸丰五年 (1 85 5) 编纂
.

又有光

绪三十年 (1 904 )重修木
,

二十卷
,

共二十

册
.

咸丰谱有成化丁酉 (l 47 7)
、

嘉靖丙辰

。5 5 6)
、

万历庚戌(一6 10)及嘉庆九年(一8 0 4)

四序
.

此谱与汉人族谱相似之处在于避免

内容的详述
。

据卷首世系记及记闻录
: 屠

氏原居沐京
,

靖康之变随宋朝南迁浙江
,

元末 因避乱
,

始祖屠 明迁来常州
,

但他并

非穆斯林
,

因为咸丰谱新增凡例记载 :
“

九

世祖尚鲁公奉西教
,

不食家肉
,

祀于敬齐

堂之右
,

其木支子孙在教育柑祀于此
,

出

教者仍归正祭
,

旧谱未载
,

今特增人
. ’

这

说明
,

该族 白尚鲁公始奉伊斯兰教
。

卷十

二文达公分 世表屠三铡兰记载
: 。

(缴) 卒于

道光廿九年十一月初二 日
,

葬茶山路清真

教公坟
” ,

可见后
一

世仍奉清真教
,

屠氏与沙

氏白尚鲁公后 子孙联姻较多
,

谱中有不少
“

娶沙氏
” 、 “

女适沙氏
”

之语
,

这在沙谱中也

可印证
.

敬齐堂为屠 氏宗庙
,

尚鲁公子孙

有奉清典 者则在宗庙正完昭穆位左右庆致

祭
,

并有
“

西教祠
” ,

咸丰 i普卷二祠位志记

载 : 西教祠的正完相同
,

有
“

讳尚鲁
,

心怀

公神位
” ,

祭器项言有
“

神台壹张
,

黑油祭

桌一
,

拜垫一
,

祭品祭器本祠 子孙承值
. ’

正完的祭器比较简单
,

与教子庙和 节妇祠

相仿
。

伊斯兰教是一神教
,

不应有穆圣以

外的祠位
,

而家庙也不应于堂右奉异教
,

这是江南伊斯兰教与汉人的祖先祟拜相妥

协的折衷产物
。

尚鲁的子孙也不奉清真的
,

故西教祠

无其名
, “

仍归正祭
” ,

这 样的人有十二名
,

即十四世翰仙
,

其予影
、

淦
、

浚
、

淳
,

光

燮及其子 文 或七人
。

十四世宗华 子脚
、

滓
、

晓沦及邓别
、
佩力仔五人

。

尚鲁生段年谱中不载
,

只知长子之龙

生于万历二十年 (1 592 )
,

前推三十年为嘉

靖四十年前后
,

如其幼小改宗
,

则 为隆庆

至万历年间
。

其改宗原因不清
,

如其因与

穆斯林女成婚而改宗
,

为何从他的九世到

十 四世方有子孙与沙氏联姻
,

也许是潜中

失载
。

但至少表明沙氏承认 了他的子孙是

穆斯林
。

乡

〔本文作者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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