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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伊斯兰教历7 7 0
.

年碑
、 ,

7 30 年碑考

郭成美 部群美

(一 )

白寿彝教 授 1 9 3 6年 在 《禹贡》 发 表 了

《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 贤墓 碑 拓片 (一 )

(二 ) 》
。

拓片 (一 ) 系伊斯兰教历 707 年

墓碑铭 (简称 7 0 7年碑 )
,

白先生在附文中

说 “ 碑文不甚可解 ” 。

拓片 (二 ) 系伊斯兰

教历 730 年墓碑铭 (简称 7 30 年碑 )
,

马志

祥先生的汉译文附其后
。

白文不长
,

转录如

下
: “ 近年杭州拆城

,

城下发现阿拉伯文 及

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
,

其总数至少

当在百件以上
。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考古组
,

近在杭州凤凰寺得其阿拉伯文碑拓

片十四幅
,

其中有图案一
,

碑头一
,

碑文重复

者一
,

实计共碑文十一幅
。

十一幅中有年月

可循者仅两幅
。

此幅所记年月
,

系回历七 O

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

碑文不甚可解
。

后幅记

有回历七三 O 年十月二十一 日时期
,

已经马

志祥先生译 出
,

今刊其译文于其 碑 拓 片 之

后
。

杭州此项发现
,

关系于中国回教史之研

究者甚大
,

惜吾人对此事之经过
,

知之不详
,

而所得之拓片
,

数量亦嫌过少
。

此二拓片间

世后
,

.

甚望教内外贤达
,

多多赐教 也
。 ” ①这

两幅拓片披露以后的半个多世纪
,

尚未见对

其有进一步的研究
。

近年
,

我们有幸 看 到 包 括 707 年碑
、

73 。年碑在内的数 10 方杭州 古 代 阿 拉 伯 文

,

; 芍
.

波斯文墓碑之拓片
。

1 9 9 1年秋
,

笔者之一郭

成美在杭州凤凰寺参加
“
东南沿海地区第 四

次伊斯兰教文史座谈会
” 期间

,

承蒙寺管会

提供方便
,

对 707 年碑
、

73 0年碑两方原碑进

行了考察
。

据杭州凤凰寺寺管会愿负责人冯金良先

生和浙江考古专家王士伦研究员介绍
,

杭州

出土的阿拉伯文古墓碑
,

以前散落在凤凰寺

各个角落
,

特别是寺后的几间屋子
,

堆放着

废旧物资
,

不少墓碑混在里面
。

1 9 7 4年
,

他

们将这些碑石收集起来
,

进行整理修补
,

在

寺北侧建造碑廊
,

存放碑石
。

碑廊内存有墓

碑 19 方
:
前排上下各 7 方

,

计 14 方
,

后墙上

砌入 5 方
。

另有 1 方裸露在碑廊外
。

凤凰寺现

共存阿拉伯文墓碑 20 方
。

707 年碑即碑廊前

排上面左数第 1 方
,

7 30 年碑即前排下面左

数第 4 方
。

7 30 年碑铭比白寿彝教授 1 9 3 6年

发表的那幅拓片 (二 )
,

少最后一行文字
,

被修复的水泥糊住了
。

(二 )

70 7年碑
,

油页岩雕琢 而 成
。

碑高 82 厘

米
,

宽 60 厘米
,

厚 15 厘米
,

尖状拱形顶
,

内

外两围宽约 5厘米花卉
、

连枝图案雕刻边框
,

两侧面镌刻连枝图案
。

文字部分高 59 厘米
,

宽 37
.

5厘米
,

双面铭文
。

碑正面即白寿彝教

授早年披露的拓片 (一 )
,

阴刻 1 3行阿拉伯



女
,

试译如卞
:

“ 至尊至大的 (安拉 ) 说
:

我们确是真

主所有的
,
·

我们必定只归依他
。

引证昭德者
,

强大主宰的使者
,

光荣的

先知穆罕默德 (愿全能的独一无 二 的 安拉

赐福于他 ) 说
:
死于异乡者

,

便是殉教
。

他

(愿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 又说
:
异乡人之

死
,

即殉教
。

他已离别腐朽的世界
,

迁居 永 恒 的 住

所 , 他抛弃了虚幻的今世
,

而择取永久的后

世 , 舍却现世而选择后世
。

他向至高无上的

安拉仔悔
,

乞望养主的恩惠和宽恕
,
饶恕他

的罪行与过错
,

企望养主伸展赐恩的手掌
,

宽肴他的怜逆
。

在游历了一些国度后
,

欢偷

地抵达至尊至大安拉所定的窝所
,

享受安拉

的恩泽
。

他是一位最荣耀
、

杰出
、

忠诚
、

可

敬的青年
。

他公正廉洁
、

慷慨大方
、

善待兄

弟
,

是当代最优秀者 , 是一位深受阿拉伯人

喜爱
,

具有崇高美德和 良好德行者 ; 乐善好

施
,

是学者和贫弱之士的供养者
。

他是幸福

的
、

为宗教而献身的
、

受慈悯的
、

被宽恕的

和加
·

祖撒姆丁
·

本
·

和加
·

福尔伊玛
。

勒

伊库里人
。

求至尊至大的安拉慈悯他
、

喜悦他
、

使

之永居最高乐园
。

他于伊斯兰教历 707 年 4 月 2 9日亡故
。 ”

7 0 7年碑反面阴刻 1 1行阿拉 伯 文
,

白寿

彝教授 当年未 曾提及
。

今译如下
:

“ 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
除他的本体外

,

万物都要毁灭
。

安拉的使者
、

先知 (愿安拉

赐福于他及他的家属
,

并 使 之 平 安 ) 说
:

他已离别腐朽的今世
,

迁居 永 恒 的 后

世
。

他是一位最荣耀
、

高贵的青年
,

当代最

优秀者
,

获得了至尊的安拉的援助和恩赐
。

他乐善好施
,

供养一些学者
,

善待有德行者

和异乡人
。

他是和加
·

祖撒姆丁
,

勒伊库里
.

入
。

求安拉慈悯他
、

喜悦他
、

使 之 永 居 乐

园
。

他于伊斯兰教厉70 7年 4 月2必跳亡 故
。

太阳照耀着… … ,

你们争相使他的住所

芬芳
,

… …安拉延长你们的寿命
, … …渐渐

离去而死亡
,

安拉将饶恕你们的罪行
· · ·

一
求安拉怜悯宽恕亡故者

,

接受先知穆罕

默德 (愿安拉赐福于他 ) 替亡者的祈求
,

慈

悯一切善行公正者
,

并赐他们平安
。 ”

7 3 0年碑
,

油页岩雕琢 而 成
。

碑高 77 厘

米
,

宽 58 厘米
,

厚 19 厘米
,

尖状拱形顶
,

中

间有裂痕
。

碑正面即白寿彝教授早年披露的

拓片 (二 )
,

内外两围宽约 5 厘米花卉图案

雕刻边框
,

外边框部分毁损
,

阴刻 9 行阿拉

伯文
。

其反面无字
,

连枝图案雕刻边框
,

内

镌刻一对双耳花瓶和一只三足香炉
,

鲜花朵

乳 香烟缭绕
,

白寿彝教授当年对此也未有

介绍
。

730 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为
:

“
真主说

:
万物 都 要 灭 亡

,

惟有主宰

(不朽坏 ) , 他是最精妙者
,

使你们都归于

他 (死亡 )
。

他 (死者 ) 从朽坏的寓所迁移至永存的

居宅
。

他并选择未来之住所于现在之住所
,

又选择后世于今世
。

选择寓所是最相宜
、

至

应当的
。

他求慈悯其所妄为者
,

痛悔 其所过 失

者
,

而联接于真宰的恩惠
。

他是仁义而伟大的官长
,

其名为
: 阿米

勒布黑武亚与克
,

系相克尼克里人
,

是培植

一切学者
、

善待一般贫士的人
。

他是阿米勒

阿奴尼克米勒堵德之子
,

布哈拉的官长欧默

耳之孙
。

求主照耀他的坟墓
,

·

并使他的面额光明

灿烂
。

他是为扶育一般贫弱而寿终了
。

他在

离乡时代曾埋没了他美丽 的青春
。

他的死时

在至圣迁都七百三十年十月二十一 日
。 ” ①

穆斯林杨敬修先生曾译 730 年碑
。

民国

10 年 ( 1 9 2 1年 ) 8 月上海清真董事会案卷元

册载其文
:

“
教旅 卜合提亚儿墓志铭



菜亩卜合提亚儿者
,

中亚 卜哈刺人
。

自

其祖欧墨儿仕显
,

世为名族
。

_

父艾 卜白克为

官时
,

·

最喜汲引士 类
,

扶 持 微 弱
,

德施烂

然
,

卓著声称
。
卜氏素性好善

,

颇 有 父 祖

风
。

恒栖牲己身
,

急人之难
。

,

施行异地者
,

多赖其口口自慰离思
。

以故所在相率为之感

羡而翼戴之
。

询所谓元宗克 家 子也
。

既来

华
,

驻杭
,

王积昭然可继
,

实垂光大之统
,

饮水思源
,

是在吾人
。

,

公生 00 年
,

若干岁于

是卒而葬诸西城垣下
。

时我穆圣迁坛七百册

年绍蛙来 (斋后月名 ) 之二十二日
,

即元帝

O年 0月O日
。

铭日
:

伊何人暂
,

在彼天方
,
厌弃尘世

,

乐归

帝乡
。

浮生一梦
,

长流古芳
,

前不朽兮
,

后

克昌宅
。

安其仁顶
,

圆其光口永命兮
。

托主

护 以无疆
,

,

谁谓潜德终幽兮
,

载奕世竞
,

相

得而益彰
。

经云
:
除真宰

,

凡 物 皆 毁 兮
。

春思潜涕觉中情其不自己者
,

徒令悲感而共

伤
。 ” ①

对于 7 30 年碑
,

我们译为
:

“
赞颂至尊至大的安拉

,

他说
:
除他的

本体外
,

万物都要毁灭
。

判决只 由他作出
,

你们只被召归于他
。

他巳由腐朽的住所迁居永恒的寓所 , 他

选择了永久的后世而抛弃虚幻的现世 ; 选择

后世而舍却今世
。

因为选择寓所是最相宜
、

最首要的
。

他已抵达安拉的慈 恩 之 下
,

祈 求 (安

拉 ) 饶恕他的罪过
,

宽肴他的件逆
。

他是仁

慈而尊贵的官长
:
艾米尔

·

卜合提亚尔
·

赛

罗西亚
·

那罗尼亚
·

伊本— 威严而大度的

官长
,

培植一些学者和善待贫弱之士一
一艾

米尔
·

艾奴尼克米尔堵德
·

本
·

赛南库尼
·

本
·

艾米尔
·

欧默尔
。

布哈拉人
。

求安拉照亮他的坟墓
,

使他 的 面 额 生

光
,

他是为扶育贫弱之人而献身
,

… …
。

他 于 伊 斯 兰 教 历 7 30 年 10 月 21 日亡

故 … …
。 ”

(三 )

1
.

年代 7 0 7年碑亡者 的 确切死亡 日期

应为伊斯兰教历 7 07 年 4 月 29 日 (公元 13 0 7年

10 月 2 8日)
,

时值元朝大德十一年
,

而不是

《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 墓 碑 拓 片 (一 )

(二 ) 》 所言
“
所记年度

,

系回历七 O七年

十一月二十 日
” 。

7 30 年碑亡者 的 死 亡 日

期
,

马志祥先生 译 的 不 错
,

为伊斯兰教厉

7 3 0年 10月 2 1日 (公元 1 3 2 9年 8月 6 日 )
,

时

值元朝天历二年
。

杨敬修先生译的年
、

月均

对
,

22 日不对了
。

7 0 7
、

7 30 年两碑距今均已

6加余年
。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
,

杭州阿

拉伯文墓碑铭所记年代
,

包括凤凰寺珍藏的

20 方墓碑 (部分碑铭模糊不可 辩认 )
,

7盯

年碑大概是最早的
。

2
.

文字 杭州古代阿拉伯文墓碑铭
,

往

往掺杂着波斯文
,

为叙述简便
,

本文统称阿

拉伯文墓碑铭
。

碑文书写为波斯体
,

排列十

分紧密
。

用词华丽
,

特别是 707 年碑其中一

面还有八句赞美诗
,

使碑文更具艺术性
。

两

方碑铭文首句均为 《古兰经 》 文
,

系古代阿

拉伯墓碑铭的通 常写法
,

与泉州
、

扬州等地

同时期阿拉伯墓碑铭是基本一致的
。

707 年

碑正面首句
: “ 至尊至大的 (安拉 ) 说

:

我

们确是真主所有的
,

我们必定只归依他
。 ”
最

后一个阿文字母 别 致 地 大写在碑顶端
,

上

刻伊斯兰新月标记
,

并以 彩 云 烘 托
,

构 思

奇特
。

3
.

雕刻图案 两方碑均有花卉
、

连枝等

图案边框和侧面连枝雕刻
,

镌工 细腻
,

使墓碑

显得很华丽
。

泉州近百方墓碑铭中
,

仅有一

方雕刻卷云纹图案内框④ ,

但较杭州 70 7年

碑
、

7 30 年碑
,

雕刻粗糙
、

简单
。

73 0年碑其

中一面无字
,

中间刻有三足香炉
,

两旁各一

双耳花瓶
,

刀法简炼
,

画面生动
。

整块碑面
,

雕刻图画
,

这在泉州
、

广州
、

扬州和杭州其

他阿拉伯文摹碑中
,

实属少见
。

,

; e
,



73 0年碑雕刻的三是香炉
,

使我们 联 想

到如今杭州穆斯林焚香礼拜的情景
。

每逢伊

斯兰教开斋节等节日
,

杭州穆斯 林 沐 浴 盛

装
,

双手持香
,
口念

“
安拉 至 大

”
等 赞 颂

词
,

在教长带领下
,

步入凤凰寺礼拜大殿
,

把香插入殿内的香炉里
,

然后会礼
。

宋元时

期
,

广州穆斯林有祈风祭海的习 惯⑥
。

泉州

灵山圣墓有郑和行香碑
,

云
“ 钦差总兵太监

郑和
,

、

前住西洋忽鲁漠厮等 国公干
,

永乐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
,

望灵圣庇枯
” ,

祈求远航顺利平安
。

行香
,

不会 没有香 炉

吧 ? 泉州涂门街清净寺内就有一只精致的香

炉
。

杭州是古代海港
,

宋元曾设市舶司
,

对

外贸易
,

阿拉伯人波斯人很多
。

7 30 年碑上

的三足香炉
,

是否是杭州古代穆斯林行香礼

拜或祈风祭海的迹象呢 ?

4
。

蕊主 707 年 碑墓主为和加
·

祖撒姆

丁
.

本
·

和加
·

福尔伊玛
。 “
和加

”
K h w a j a,

波斯文 音 译
,

意 为
“
显 贵

” 、 “
富有者

” ,

伊斯兰教对圣裔和学者的一种尊称 , 中亚
、

西亚等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上 层
,

为 显 示出

身高贵
,

享有特权
,

也往往以 此 自称
。

祖

撒姆丁是墓 主 的 名字
,

阿 拉 伯 文
,

意 为
“
宗教的伟人

” 。

他是福尔伊玛的儿子
,

勒

伊库里人
。

墓主祖撒姆丁是个富 有 的 波 斯

人
,

他乐善好施
,

供养学者
,

善待有德行者

和异乡人
。

勒伊库里可能是波斯 (今伊 朗 )

的某个城镇
。

73 0年碑墓主为艾米尔
·

卜合提亚 尔
·

赛罗尼亚
·

那罗尼克
。 “

艾 米 尔
” A m i r

阿

拉伯文音译
,

意为
“
官长

” 、 “
亲王

”
等

。

墓主叫 卜合提亚尔
,

系布哈拉人
。

其父名
:

艾奴尼克米尔堵德
,

祖父名
:

赛南库尼
,

曾

祖父名
:

欧默尔
,

世代为官
。

布哈拉系中亚

古城和该地 区伊斯兰教的中心
。

杭州清波门

外建有
“
天方先贤墓

,, 。

宁夏马福祥勒石题

词云
: “

杭州拆城时出古墓三家
,

据阿刺伯

客碑为天方先哲 卜合提亚氏及二从者之基
。

当道拨清波门外隙地付邑绅改葬
,

丁卯厦余

游西湖为捐金以落其成于九月偕内子书城重

来敬题三绝
,

付孙君云士
、

金君敬秋
、

马君承

杰刊之石
,

以志景仰
。
陇右马福祥拜记

。

尹

丁卯
,

当 指 民 国 16 年 ( 1 9 2 7年 )
。

三绝名
“题夭方先哲 卜合提亚氏墓

” ,

曰 : 哟陇安

自古察华地
,

南渡君臣一瞬间 , 七百年来王

气歇
,

独留荒家对青山
。 ” “

穆教千年万化

宗
,

宣扬经典肆布封
; 清波门外西湖路

,

却

胜骊山几万重
。 ” “

天方先哲留三家
,

其产

出自中亚西 , 阿刺伯文传姓字
,

不烦冥漠为

君题
。 ”

该墓一穴三坟
,

中间大两边小
,

均

为青石砌造
, “

外围以铁栏
,

石棺堆立
,

花

纹极细
,

古意盎然
” @

,

杭州穆斯林 称 其为
“
爸爸坟

” ,

后迁留下
,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

毁
,

马福祥碑已不复存在
。

1 9 0 0年杭州伊斯

兰教协会在清波门原址修复 卜合提亚尔墓
,

按照拓片复制了马福 祥
“
三 绝 ” 碑

。

从 7功

年碑铭文分析
,

卜合提亚尔是个穆斯林爱戴

的官长
,

而不是传说 中的 一 位 阿 拉 伯 名

医功
。

碑文亦未记 卜合提亚尔有二从
,

因此
,

二从之说值得怀疑
,

尚待探讨
。

5
。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宋元时期
,

杭州

伊斯兰教已具一定规模
。 “

宋室徙眸
,

西 域

夷人安插中原者
,

多从驾而 南
。

元 时 内 附

者
,

又往往编管江
、

浙
、

闽
、

广之间
,

而杭

州尤多
,

号色 目种
” ⑧ 。 “

真教寺在西文锦

坊南
,

元延枯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
” ⑧ 。

众多的穆斯林中
,

主要是阿拉伯 人和 波 斯

人
。

《伊本
·

白图泰游记》 称埃及人鄂拖受

在杭州建寺
。

自图泰说
:
在杭州

“
我居住在

埃及人鄂拖曼的后代家里
。

鄂拖曼是一位大

商人
,

他很喜欢此地
,

所以才定居下来
。

从

此该城也因他而出名
。

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

声誉和信仰
,

遵照他的善行扶贫救困
。

他们

还创建了一所道堂
,

叫做鄂拖曼尼亚道堂
。

道堂建筑华丽
,

经费充足
。

道堂中有一批修

士
。

鄂拖曼在城市中创建清真大寺
,

并为寺
、

如
,



堂捐助大量经费
,

故城内穆斯林很多” 心
。

阿拉伯人建清真大 寺
,

还 建 道 堂@
,

可 见

为数不少
。 7 30 年碑墓主 卜合提 亚 尔 即 阿

拉伯人
。

波斯人亦很多
,

707 年碑墓主祖撒

姆丁即波斯人
。

我们从杭州数 10 方阿拉伯文

墓碑铭中发现
,

象祖撒姆丁享有
“ 和加

”
身

份的有好几个 , 祖籍波斯的
,

如名城伊斯法

罕人就有两个
。

碑铭的文字也能表明死者的

国度
。

阿拉伯文在伊斯兰称中具 有 特 殊 地
位

。

波斯阪依伊斯兰教后
,

波斯穆斯林的墓碑

铭
,

在使用阿拉伯文的同时
,

往往掺杂使用

波斯文
。

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中
,

夹杂波斯

文的不少
,

有的碑铭是整段整段的波斯文
。

属此种墓碑的死者国度
,

可判断为波斯
。

阿拉伯人多属逊尼派
,

波斯则是什叶派

的大本营
。

不同的地域
、

国家
、

语言
、

教派

的人居集一起
,

难免发生冲突
。

元末
,

不同

教派的穆斯林曾在泉州 展开了一 场 旷 日持

久
、

相互残杀的
“
亦思巴 奚

” 战乱@
。

杭州

的情况如何呢 ? 7 07 年碑铭文中还特别称赞

死者祖撒姆丁是一个
“
深受阿拉伯人喜爱

”

的人
。

由此可见
,

彼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似

乎和平相处
。

方志稗史中我们尚未见杭州 曾

出现类似泉州
“

亦思巴奚
” 战乱那样的纷争

。

(四 )

综上所述
,

我们介绍了杭州伊斯兰教历

70 7年碑
、 、

7 30 年碑的以 往研究
,

主要是白寿

彝教授的 《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

(一 ) (二 ) 》
。

此外
,

我们汉译了 7 07 年

碑铭 (双面 )
,

重译了 730 年碑铭
,
并就这

二方墓碑所涉及的年代
、

文字
、

雕刻图案
、

墓主有关情况等等
,

进行了初步探讨
。

杭州阿拉伯文墓碑出土颇丰
,

虽逊 于泉

州
,

但多于扬州
、

广州等
。

对于杭州阿拉伯文

墓碑铭的研究
,

除半个多世纪前的《杭州 出土

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 (一 ) (二 ) 》 外
,

专

门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
,

基本是空白
。

这些墓

碑的重要性
,

正如白寿彝教授所言
: “
关系于

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者甚大
。 ” 0 我们抛砖引

玉
,

希望对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的研究能够

深入开展下去
。

注释
:

①②L白寿彝 : 《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

墓 碑 拓 片 ( 一 ) (二 ) 》
,

载 《禹贡》

1 9 3 6年第 5 卷第 1 1期
。

③民国 1 0年 8 月上海清真 董事会案卷
,

现藏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
。

④陈达生 :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 图

板” 7 1
。

⑧岳坷
:

((1 呈史》
“
番禺海撩分 , 方信

浦
: 《南海百咏》

“
番塔

” 。

⑥白云居士 : 《游杭快览》
。

⑦郭成美
: 《杭州回回坟考》

,

载 《中

国穆斯林》 1 9 8 6年第 4期
。

⑧⑨田汝成 : 《西湖游览记》
。

L马金鹏译 : 《伊本
·

白图泰游记》
。

@ 道堂
,

阿拉伯文
“
杂威耶

”
的意译

。

清真大寺以外不设讲 演 台
,

不
’

举 行

聚礼的寺
。

详 见马金鹏 《 “
伊本

·

白

图泰游记
”
译后记》

,

载 《阿拉伯世

界》 19 8 3年第 3期
。

L陈达生: 《泉州伊新兰教派与元末亦

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
,

载 《海交史

研究》 1 9 8 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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