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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回 族 的 伊 斯 兰 文 化 与

商 品 经 济

哀 纤 卫 佘 建 明

苏州气候温和湿润
,

物产富饶
,

人文荟萃
,

堪

称鱼米之 乡
、

丝绸之府
、

园林之都
,

从宋时就有
“

上有天堂
,

下有苏杭
”

之称
。

苏州历史上一直是

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

回回民族引以为骄

傲和 自豪的郑和就是从苏州浏家港七下南洋
。

苏州

回族到了 ∃ �� # 年人 口总数仅为 +,− − 人
,

但它独特

的伊斯兰文化
、

发达的商
.
钻经济及从商业资本积琳

转化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在国内回族研究中占有不

可忽视的地位
。

本文 旨在对伊斯兰文化
、

回族经济

两个方而作一论述
,

以求教于学界
。

苏州主体 ∗刃回是从元代〕卜始的
,

主要山两部分

组成
/

一是随荣古军队而来 0 二是经商定居于此
。

元初大兵南下
, “

 ’1江守将迎降
,

府治设江淮行

省
,

提刑司为两浙大都督府
,

置浙西路军民宣抚

司� 。

当时的情况是蒙古人进入中凉后
,

人 「�不足

汉族人的  !
,

为了将 比 自己打∀#有更为先进的经济

文化的汉族人置于被统治地位
,

尤其是江谁大都什

李坦兵变之后
,

忽必烈#∀∃ 始推行色日人政策
。

苏州

此时为江淮行省府治
,

大批回 回人被亚用
,

参与政

事之中
。

至元十二年 % 公元  &∋( 年 )
,

回回人在苏

州当官的共有  ∗ 人
。

其中
,

担任江淮行省平章政

事
、

右左承
、

参知政事的有 鸟马儿等 �%) 人
。

伊斯兰教于公元 ∋ 口+纪初传入 我国即传入江

苏
。 “ #,

,,武德中来朝
,

遂传教
−

�, �对
,

一贤传教广州
,

.

 / &

二贤传教扬州
,

三贤四贤传教泉 州
”0

。

扬州诬成

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伊斯兰教中心
。

隋朝在挖通江南

河伯何叭 又 “
凿太行达苏州通驰道

” 1 这
一

样
.

从

长安经洛阳
、

作州到扬洲
,

然后渡江至润州
、

常

州
、

苏州
,

再延农咧杭
、

越
、

明州等地
。

苏州便因

此居
2

南北要冲
,

运河沿岸
,

成为我国古代大商业城

市之一
。 “

礼拜寺
,

元泰定年间西域人流教至此
,

奉其所尊建
,

初在酉馆桥
”3 。

山此可见
,

元朝 ,)#

年苏州已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于此
。

明清两代
,

甘肃
、

山东一些从事牛羊业的穆斯

林 长期贩运牛羊来苏屠宰而逐渐定居于此
,

也有少

数回民因在此地做官而留居苏州的
。

明朝后期
,

世界上三个主要穆斯林国家

—
奥

斯曼帝国
、

印度莫卧儿帝国
、

波斯萨非王朝彼此之

间产生激烈的教派斗争
,

且时时发生战争
。

教派的

对立
,

造成了伊斯兰 4止界的分裂
。

在此之前
,

蒙古

帝国的崩溃致使东西方陆路交通受阻
,

使
,
卜�叫同穆

斯林 止界的联系中断
,

苏州 ,5卜斯兰教面临着同样的

境况
。

这一时期
,

中国伊  沂竺教的代表人物张中
,

他早年受孺家思想的影响
,

也看过佛学经典
。

他所

交游的人
,

有张少山
、

陆 见子
、

非之 子
、

继 良子

等
,

这些都为他以后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了积极

作川
。

张中师从于有学识渊 博
“

状元巴巴
”

之美称

的张少 山等人
,

多年的认真学习
,

使张中继承和发

展了伊 沂兰教
,

使之经典化 2 师从印度经师阿世洛

更使张中完成 了伊斯兰教义 同中国传统思想的结



从而使穆斯林找到 了与中国现实更和谐的道

掀起了 ∃∀ 世纪中国的伊斯兰思潮
。

苏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

市及八大商业中心城市之一
,

回族穆斯林进入苏州

的时间不同
,

从事的行业不同
,

居住具有大分散
、

小集中的特点
,

从而使建国前人口不过千人的苏州

回族抓有 ∀ 座清真寺
,

大都是建在回族同一行业的

聚居点
。

为南京
、

苏州的珠宝商人和外地来苏州经

营珠宝的回族客商建了铁局弄礼拜寺
。

再如苏州经

营玉器及经营文具百货生意的回民就近置地建了天

库前礼拜寺和玉器公所
,

平时他们在公所吃茶谈生

意
,

到礼拜时就去清真寺
,

既满足了自己的宗教生

活又不误做生意
。

这一点是国内散居在各地回族中

独有的特色
,

是苏州回族人民冲破传统行业向多行

业进展中出现的新现象
,

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强

烈的现实主义
,

是极近社会人情普遍化的宗教
,

说

明伊斯兰教的发展性
。

在 ∀ 座清真寺 2砂皮巷惠敏礼拜寺
、

铁局弄清

真寺 3 天库前清经学
、

丁家巷瑞凝礼拜寺
、

太平坊

清真寺、 宝林寺前清真女学
、

齐门外清真寺 ! 中
,

至今开放的仅有太平坊清真寺 ∃ 座
。

苏州清真寺的穆斯林多年来一直是寥寥无几
,

,− − 多户回民
,

人数约至 +− −−
,

每日五番拜只有一

位掌教礼拜
,

一般穆斯林基本上不履行这一功课
,

每周主麻聚礼也不过三四十人
,

除阿旬外
,

多数为

退休老人及西北的穆斯林商人
。

苏州回族对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也只注重开斋

节
,

全市的回族职工放假一天
,

大多参加庆典
,

人

数多达近千人
。

节日的主要活动是会礼
,

山伊玛 目

领导进行
。

会礼毕
,

穆斯林互43∗ 握手祝贺
,

麦子钱

仍保持着
.

并备节 日食 品油香分发
,

但不再款待

来宾
。

苏州穆斯林生活
5

6有自己的习俗
,

主要体现在

殡葬及饮食习惯 上
。

现在给婴儿起经名
、

割
“

逊

奈
”

的
“

圣 行
” 、

婚礼
, /

∗
/,
272&

“

尼卡 哈
” 、

交往 中的
别

色兰
” 、 “

色了 拭
”

等问候语
,

基本上已绝迹了
。

但当代苏州穆斯林普遍保持土葬习俗
,

并坚持于亡

故后 ∀+ 小时内入土
,

无论生前是否履行宗教功课
,

清真寺设有殡仪室
,

有专用设备办理殡葬事务
。

殡礼
,

苏州穆斯林习惯 以阿拉伯语音称
“

站那

则
”

由于它是站着礼拜
,

替亡者向安拉作祈祷
,

又

以汉语称站礼
,

参加者有家属及穆斯林亲友
,

由阿

旬领礼
。

礼拜时抬出塔布
,

众人面对遗体
,

举行仪

礼
。

安葬
,

多选土质好
,

地势稍高
,

环境安静处为

墓地
,

挖穴 以葬
。

苏州多采用直坑
,

先挖一长 +

米
,

宽 −
.

� 米
,

深 ∃ 米的直坑
,

再在底部挖能容 ∃

人的小坑
,

遗体放入小坑内
.

上盖木板或石板
,

然

后填土
。

一月后家属 再在坑上做长方形土堆及在土

堆竖碑
,

碑上多刻有表明信仰的经文
。

纪念活动
,

苏州穆斯林多是习惯在亡人入土时

请阿旬念下土经
,

三天
、

五天
、

七天以及百 日
、

周

年生忌辰皆要请阿旬开经
,

以油香款待来友 0 也有

将汕香放在清真寺内散发
。

当代由于苏州穆斯林与

汉民通婚日增
,

一些社会上的文明习俗也出现了
/

佩黑纱
、

送花圈
、

丧掉及开追悼会等
。

苏州穆斯林禁食猪肉
、

血
、

自死物及非真主之

名而宰的畜禽
。

副食品以牛肉为主
,

只有在冬季时

吃羊肉 0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河网密布
、

湖泊众多盛

产水禽
,

鸭鹅均为喜爱的食品
。

苏州年老穆斯林仍

能坚守
“
刀 口

” .

年轻人仅能做到的是禁食 猪肉
、

血
、

自死物及江南水乡的螃蟹
、

黄鳝等无鳞无鳍的

水产
。

穆斯林现在开的两个清真餐馆也已售酒
。

合路

苏州的回族经济有 自己的特色
。

8− 年代末有

人在苏 州做 了调查
,

当时 苏州 回 民人 口 总数是

∃+# + 人
,

多数从事工商业
、

家禽
、

牛羊屠宰和饮

食行业 6
。

%一 ) 苏州回族的重点行业是以为本 民族服务

为主的清真菜馆业
、

鸡鸭业
、

点心业和饼馒业
。

苏

州抗战前有 ( 家菜馆
,

解放后至今仍保持 & 家
,

但

规模已大为扩充
。

其中最负盛名的应属二三十年代

开设于石路的申源楼
,

金陵馆也较有名
。

回族菜馆

以牛肉
、

鸡鸭类菜最具特色
,

金陵馆的孙霞彬师傅

技术全而
,

经常翻新菜肴
,

曾在清真菜馆中首创中

菜西吃
。

不少回族厨师从北方
、

西北而来
,

故能荟

萃外地之长
,

加之处于客地
,

力求精益求精
,

终能

在苏州生根立足
。

点心店抗战前有十多家
.

比较有

名的是老德和牛羊肉点心店
、

糜顺兴牛肉店
、

宜和

兴牛肉点心店等
。

牛肉锅贴以附设于金陵馆的马兴

 / 7
.



子牛肉锅贴最有名
。

天库前玉器 公所附近有一批小

吃店
,

经营元宵
、

搪糕
、

油堆
、

炒米团等
。

回族经

营的菜馆
、

点心店以干净
、

味感好
、

精致而著称
,

深受本民族及汉族人的欢迎
,

生意十分红火
。

2二! 苏州古迹荟萃
,

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人

流
。

回民把握住时机
,

大力发展了马及马车业
。

民

国年间
.

马车是苏州最现代化的短途交通工具
,

是

逛虎丘
、

灵岩山等地的最好代步工具
。

回民把马车

打扮得格外漂亮
,

扎上五色彩绸
,

马颈上挂着红绸

大花
,

还系上一串响铃
。

回 民在驾驶中催马加鞭
,

驱车飞驰
,

铃声清脆
,

威风凛澳
。

儿匹马车在一起

你迫我赶煞是好着
,

渐渐成为吴中一景
。

2三 ! 苏州回族经济还体现在刺绣等家庭手工

业上
,

家庭妇女绝大多数从事该行业
,

在国内回族

经济中独树一帜
。

其中有推陈出新
、

独创一派的杰

出刺绣家金补芬
,

致力于刺绣普 及的马郭铜先 2河

南拓城知县夫人! 等
。

金静芬 出身于一个穆斯林珠

宝业家庭
.

∃∋ 岁时拜我 国清末杰出的苏绣大师沈

寿为师
。

沈寿在前人茫础上吸收西画讲究明暗和透

视的优点
,

创造了
“

仿真绣
”

新工艺
。

其代表作是

2∗3∗9 稣像! 和 2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
,

竹被清廷 作

为国礼赠送意大利
.

引起极大轰动
。

金朴芬在为绣

庄做工八年期问打下了恭础
,

学习沈寿的用针
、

设

色等方法
,

第二年就绣出了形神毕肖的 2观音大力

士像!
,

甚有古风
。

她总结刺绣仕女的一些成功经

验与现代刺绣融会贯通形成个人风洛
。

她的绣立轴

2水墨苍松》
、

2猫嬉图》
,

在 ∃� ∃− 年畜寿政府举办的

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 0 《
5

书破仑像 !
、

2仕 女花园》

等 8 副绣
.
钻

,

在巴拿马万 困博览会上获奖章和奖

状
。

解放后金朴芬的 主 要代表作
.

公
/

有 2插 伙图》
、

2菜茶图!
、

2采菱图 !
、

2养鸡图!
、

2红楼梦十二金

钗!
、

2西4栩记! 等
。

以金静芬
、

马郭铜先为代表的苏州回族女性为

中国的传统工艺在世界上威得了荣誉
,

她们继承了

中国穆斯林的传统美德
,

刃于开拓创新
,

不仅创造

了新的刺绣文化
,

而且还把这一文 3七传播到 广大 ∃�∃

汉群众中去
,

既增进了民族团结
,

也为国家留下了

不朽的文化瑰宝
。

2四 ! 漆器业
,

它是我∗3∃ 古代物质文明 的重要

标志之一
,

在这一行业
,

苏州 回族人也有重要地

位
。

在明代曾出现一代漆业大师蒋回回
,

他善于学

∃ − 8

习 ∗
5

�本漆艺
,

能运用金银花片
、

泥金描彩等各种漆

艺制作漆器
,

获得 当∃∃寸人们的高度赞赏
。

蒋回回的

漆艺特点是造
’
9健简 鉴4

, 3
,

川料讲究
、

做工细巧
,

卯桦

精密
,

色彩索净
。

其工艺特点被明清两代应用在园

林建 设中
。

建国后漆器 出 口 为国家换来 了大址

外汇
。

2五 ! 香粉业
,

山 回族 垄断
,

苏州的慕司林等

商号历史久远
。

土要经营玫瑰
、

茉莉香油
、

宫粉
、

鹅蛋粉
、

水 粉
、

香蜜
、

皂角 2洋皂传入前的洗涤

剂!
、

刨花 2浸泡后涂发∗∗& !
。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妇

女的化妆
.
钻

,

全部山回4&: 人经营
,

民国元年 2∃� ∃+

年!
“

生抢华春
”

等开设
,

回 4&突垄断的香粉业被士&
’

破
,

花露水
、

生发汕
、

雪花介
、

香水等产品的上市
,

使

回族经营的传统化妆品逐步被新式比妆品替代
。

2六 ! 珠宝玉器业
。 “

今时俗们&3 专回回能识宝
,

时游闽
、

广
、

金陵问
” 8 。

到明代
,

已有
“

回 回识

宝
”

之说
。

珠宝玉器业经营的 品种有珍珠
、

玉器
、

古玩
、

字画等
。

这是回民的传统行业
,

苏州回民也

不例外
。 “

良玉虽集京师
,

工巧首推苏郡
” 9

。

清代

康熙 % 吴县志 ) 记载
,

苏州出产的玉器
、

水品器
、

玻泊器都很著名
。

雍 正初年
,

宫 廷在造办处设玉

作
,

下令征调苏州回族玉远到宫中供职
,

并令苏州

织造
‘

�了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尔
。

乾隆元年
,

宫廷建

如意馆
,

苏州 回民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
、

玉料
,

还

担负为造办处加工  之器的任务
。

据统计
,

乾隆年间

苏州 回民向宫廷解送玉器 (/ 起
,

品 种有玉佛
、

玉

罄
、

玉宝
、

玉册
、

玉羽 筋
、

玉瓶
、

玉碗
、

玉象棋
、

玉典烟壶等 7 种
,

数虽达 7: ∋ 件
。

苏州 回 民的玉

器业实行专业分
; < ,

制作极为枯巧
。

=

南京回族玉器

商人到 苏州发展
,

在苏州建立金陵玉器公所
.

地址

在天府前
,

离天库前清真寺隔壁的苏州回族玉器公

所很近
。

宣统二年 %  :  / 年 )
,

参 )#�4苏州商务总会

的 玉器商行有苏州 回族的杨源记
、

王复兴等
。

苏州

回茄乏五器务店的玉片在抛光工序选川玛瑙粉
,

使玉

石的光洋反射出来
。

玉器图案丰满
,

虚实
、 4句背呼

应
、

对称
,

艺术品格是在细巧中见浑厚
、

拙朴
。

杨

源记店号因向慈蓓太后贡献一块翡翠而得欢心
,

踢

招牌一块
。

宜统三年
,

杨家从卖旧货的穆斯林老表

那里 买到 一块来 自须甸的
“

角头
. %藏有翡翠的玉

石 )
,

从里而开出一大块上品碧绿翡翠
。

玉器业有
“

三天不开张
.

开张吃三年
” 、 “

早晨没饭吃
.

晚上



有车坐
”

之说
,

苏州回 民凭着自己 的聪明才柳在 这

一行业独执 牛耳
。

从事 玉 器业 的 回 民还 有 ;7& 鉴堂
、

余兰溪
、

王元开
、

马子清
、

叶景章
、

郑清善
、

宗敏

之等
。

产品 内销辽宁
、

吉林
、

黑 龙 江
、

湖北
、

湖

南
、

天津
、

北京
、

陕西
、

福建
、

江 酉
、

安徽等地
。

罗姓穆斯林的古玩店也 同琢工业 一样经历兴衰
。

∃ ∋# − 年 8 月 ∃, 卜�
,

太平年陈秀成部攻克苏

州
,

很多 回民逃到上海
,

他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由经

营皮毛业转向经营珠宝
、

玉器
、

古玩
、

字画业
。

起

初本钱少
、

规模小
,

只在城陛庙茶楼洽谈交易
。

同

治年间
,

苏州 回民珠玉业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南京回

族同行
,

苏州市场开始日渐衰落
。

与此同时
,

上海

止济迅猛发展
,

上海的珠玉市场出现 了新的机遇
。

∃ ∋ ∀ − 年
,

上海新北门附近出现 了首家古玩店

—
天宝斋

,

生意十分的红火
,

苏州玉器业开始向上海

转移
。

三年后
,

苏州苏帮玉业 回民沈时丰
、

陆景廷

等
,

在上海十二铺侯家沂筹建玉器公所
,

说明苏州

苏帮玉业回民 已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苏帮

回族的茶会设在城陛庙著名茶楼
—

罗神殿内
,

气

势非凡
,

足见苏帮回族的财力雄厚
。

民国时期曾有

人这样写道
/ “

吾教商人
,

除少数从事洋货
、

五金
、

颜料及银钱之外
,

其大多数则为珠宝
,

翡翠及古玩

商
。

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
,

二好力庞大
,

堪执沪

市该行业之牛耳
。 ”>

甲午战争后
,

帝 国主 义 在苏州投资额成倍增

长
,

大量的投入控制 了当地 的经济命脉
。

而对 民族

危亡
,

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 时代感的苏州回族

商人在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分子设厂自救的救亡图

存运动领导下
,

开 始把商业资本转 移为产业资本
,

投资于中国的近 代化企业
。

到  :  ? 年
,

第一次世

界大
. 
戊爆发 �讨

,

欧美到中国的航线不畅
,

外国棉纱

输人锐减
,

引起 国内纱市价飞涨
,

国 内出现了地无

分南北
,

#
一

‘

无论大小
,

各纱厂都能获得意外的厚

利≅ 。

回族商人蒋家涂抓住 日寸机在苏州投资的近代

化大型企业有苏纶厂
、

苏丝 厂
, “

皆为中国纱业之

先进
,

亦新工业之 前导也
” Α 。

蒋氏在苏州投资的

这些近代化大型企业使回族同步 于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
。

蒋氏家族 代表 了一批先进的 回族商人把商业资

本转移到工业资本
,

投资于 中国近代化工业中
,

成

为中国 回族 民族 工商业者的先驱
。

同时也产 生 了一

批回族工人
、

无产阶级
,

这是苏州回族经济在 国 内

独具的特色
。

伊斯兰文 明深深地影 响着苏 州的 回族商品经

济
。

解放前商业界往来多 属记帐赊货
, “

三节
”

结

算
,

往往因 天灾人 祸或经背不善发生
“

倒帐
”

情

况
,

在这种
“

多米诺骨牌
”

现象中
,

苏州回族商人

的大笔货款不能收 回
,

别人倒 自己的帐很多
,

但 自

己对特约经销的 厂家
,

绝大多数仍严格按期付款
,

从不拖欠
。

苏州回族商品经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

展
,

在回族人的商品交换 比较发达而封建社会时期

人 口流动量不大等特定的经济
、

社会背景下
,

必然

会过渡到具有适应商业经济的时代性
、

社会性特

征
。

如公平交易
、

互惠互利
、

凭约守信
、

合理竞争

等符合商品交换
.

的 内在规律
,

到 了 &/ 世纪初
,

苏

州回族商人的伊斯兰教商业道德观已经系统化
、

理

论化
。

注释
∃

� % 苏州市 志) 第一 卷
, “

建置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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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何 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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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 叼社会职业与经 营行 业》
。

8 谢肇
∃ % 五 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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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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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代部分 ) 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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