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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北京阿訇马魁麟及其子创办的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是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规 

模最大的中国穆斯林出版社，历时了半个多世纪，编印和出版了百余种伊斯兰教珍贵典籍、经字画、招贴 

画、海报等，为印刷和整理中国伊斯兰古籍、译著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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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阿瑟 ·萨克勒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几十张弥足珍贵的中国伊斯兰招贴画及海报，它是美国圣公会传教 

士毕敬士在临终前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后转交阿瑟 ·萨克勒博物馆保存。这些招贴画和海报大多数是民国 

时期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下文简称书报社)印制的。书报社是北平地区创社最早、规模最大的清真出版社，由北 

京阿訇马魁麟及其子创办并经营，其宗旨是“传播伊斯兰文化，扩大穆斯林知识视野”⋯。其书刊远销海内外，颇具 

影响，为回族穆斯林攻读伊斯兰知识、传播伊斯兰文化、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魁麟 ，字星泉 ，北京牛街世居回民，生于 1878年，卒于 1940年 J，享年 63岁。台湾回族学者贾福康称，马魁 

麟的“先祖传为明太祖原配皇后马娘娘(又称大脚马皇后)之族人，任明朝皇宫禁卫军指挥，在北京城内以‘侍卫马 

家 ’著称，奉钦命其后裔得在清真寺任教化之职，其祖先甚多任职牛街清真寺阿訇” _( ’，由此可知马魁麟出生于 

宗教世家。 

马魁麟家族原居南京，祖上曾在明朝宫廷里担任过大内侍卫武官，故得名“侍卫马”。清末民初时，牛街有过一 

位教义精深、品格端正的大阿訇马善亭，就是“侍卫马”的后裔。“侍卫马”的另一支后裔就是马魁麟家族。马魁麟 

及其父都因从事宗教职业，其家族又被称为“师傅马”。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马魁麟家办了“清真书报社”，故在 

牛街又被称作“书铺马”l4 。马魁麟之父名叫马旺，字玉山，是一名精通伊斯兰教法的阿訇。马魁麟 自幼秉承庭训， 

耳濡目染，对伊斯兰教造诣很深。早年在家设立私塾 ，召集周围的学龄儿童，教授穆斯林必备的宗教基础知识，“循 

序诱导，桃李盈门”l2 J。马魁麟追随父亲的职业做阿訇。他除了教街坊里的教民有关伊斯兰教知识以外，还认真地 

要求自己子女学习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教典籍。 

在现代印刷术流行于中国经堂教育体系以前，中国穆斯林师生们都习惯于用竹笔和绵纸抄经。手抄的典籍时 

问一长就容易被磨损、虫蛀或发生残缺。为了将残破书籍修复成新 ，马魁麟在担任教职的同时还 自行研制了一套 

整旧如新的技术 ，无论怎样破旧的经书典籍 ，一经修补，便可如新。“友好之藏经破碎者，多请阿訇为之修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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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求学者提供方便，他经常带着儿子奔走于北京各清真寺，收集各种破旧经书，回到家后予以修补，再送到每个学 

员手中，博得众人的好评。因此在北京他以“粘经阿訇”著称 。 

马魁麟的=i子马明道在回忆巾如此描述父亲早期“粘经”的情形：“先父在世时，将北平城郊的四十一座清真寺 

(除去女寺五座不计外)，区分成若干路线 ，每有整妥之经卷数卷，或十数卷时，辄循一条路线前进，走遍沿线各清真 

寺，一条路线复一条路线 ，一年岁月复一年岁月，周而复始，直至年老衰竭时，始行放弃此项周而复始之循行活动 

每到一唑清真寺时，；I己行拜访阿衡，次访诸经生——海里凡，展示整新作品，然后以新品换1日品，视新1日品大小厚薄 

之差别，然后贴 或贴人若干铜板，以作教材费，将换得之旧品，携回舍问，利用闲BEret问予以修整，修整妥善后 ，再 

循仃另一条路线，沿线访问各清真寺并交换新旧品。” 在长期的修补宗教典籍的丁作中，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马魁麟萌发了办一个有关回族教义书籍的印刷机构 ，以解广大经学生及回回民众缺乏知识读物之闲 。 

对于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成立的具体时问，尽管几则资料认为是 1920年至 1922年前后时期 ，也有人认为是清 

朝末年 ，还有具体确定在 1905年的。但总体而言 ，清真书报社的经营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即2O世纪 20 

年代初至30年代末，为它的鼎盛时期。当时书报社的印刷地点设在牛街西北，即广安 门大街以北的“中华禅林 

寺”．．书报社租用了该寺临街t间屋子西头一间，约有 l2平方米 ，作了印刷“车间”_8“ 。当时，书报社印了不少 

经堂教 育所用的教材和穆斯林学者的著述。一般较畅销的是经堂教育专用教材，一年能售 上千册，而一些古籍、 

哲学方面的 籍 ，因销量不大，一年只印几十本 J。 

书报社所售书不_L}j一般的明码标价的办法，而是不定期地将售书价格印制成价目表，根据情况随时调整。经 

堂教育的初级教材一般是2至10个铜板一本，古籍价钱昂贵些，一般为1至2个现大洋。门市由马魁麟主持，视情 

况或优惠或赠送 ，故 托报社的早期经营具有义务传播伊斯兰教文化的性质。书报社的销售范围除北京地区外，还 

远及人两北，尤以兰州、宁夏为主。同时还向出国人员经销，把同内印刷的经本作为礼品带到国外交流，亦将留学 

人员从国外带回的原版经本翻译后}1』版印刷 ，在国内销售。据说 ，大约在 1922年书报社销售门市部才打 了蓝布 

横幅“北平清真书报社”，字是当时的宁夏督统马福祥所题，它既作招牌又做广告 j。至于书报社印刷书籍的装帧， 

就古籍和精品书而言 ，一般采用木板线装代布甬套，单册书及教材一般用石印线装的装订形式。 

由于书报社是民间创办的私营企业 ，其经费基本上靠 白养。回族上层人士马福祥曾资助印了一些伊斯兰教书 

籍让书报社代售外，也对它很少关注。因此，书报社初期经费十分紧张。马魁麟便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一是募 

捐 ，即到各清真寺讲经，或被人宴请到家中念经，以此挣些报酬，书报社还经常得到牛街回民的微薄捐助。二是以 

书养书，靠代售书籍。 是销售宗教用品，以⋯售香饼、礼拜帽和芭兰香等来积累资金。当书报社购置了石 印机 

后，印刷 版和销售业务有所扩大，经费逐渐好转，事业遂兴旺一段时间 。 

有人描述那时书报社的情况：(它)坐落在牛街寿刘胡同，其规模很小，就是两问平房绿色门面，又印刷 版，又 

销售书刊的一个小书店，别看它小 ，却名扬海内外。叙述者在西北学校读书时几乎每天路过此店进去看书，室内四 

罔图书柜架布满 r中、阿、波各类书刊，墙壁上方贴满很多绘画、挂图，题材有：克尔白图、阿里宝剑图、奴海船图(即 

挪业厅舟)、至圣避难洞图、五十代传光罔以及阿拉伯国家纪念邮票等。伊斯兰文化气氛很浓 。书报社 书种类 

电较繁多，其印刷、m版和经销的经书包括《古兰经》及圣训选译本和有关伊斯兰教义、教法、哲学、历史、文学、伦 

理 、常识及语言、修辞等各类经书刊物，尤以明清以来著名的汉文译著所占比重较大 ”l( 。 

马魁麟生前经理书报社时，曾得到其几个儿子的辅助。长子马宏道跟随工静斋阿訇学经，他与马魁麟 1921年 

初创办《清真周刊》杂志，马魁麟任经理，马宏道任发行人及编辑部主任，从事伊斯兰教义与教理的宣传。后来，马 

宏道又随工静斋到麦加朝觐，途中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 ，后又转到土耳其留学 ，获得伊斯兰哲学硕士学位后返 

归占殳里，他协助父亲继续经营书报社。他还参与了《正道》杂志的 版和发行工作。马宏道那时在书店中为 版和 

经销伊斯兰经书勤奋T作 ，颇有成绩⋯ 。 

if马明道离开成达师范学校之后，返同家中协助父亲经营书报社。他小时曾陪同父亲经常到北京各清真寺 

去回收破旧残缺的经书带回家修补粘贴。他还到牛街清真寺教大家念经，并创办过一所临时性小学，专教牛街穷 

苦人家的男女儿童念初级教材连 本，在学校门口放一个笸箩，凡是来念连l一本的孩子就扔一个铜板进笸箩，以资 

丰}报社⋯ 。马明道凭借 自己坚实的经汉两通的知识，为出版和发行伊斯兰经书，传播伊斯兰文化尽心T作。后 

来他到土耳其留学军事，学成同同后投人抗战。再后来在民国政府中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后旅居台湾 ，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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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学的土耳其语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成果颇丰 。 

马魁麟的次子马光道也经常帮助父亲经营书报社。马魁麟去世后 ，他又帮助弟弟马中道经营管理清真书报 

社，付 了不少心血。抗战期间及国共内战时期书报社一度萧条。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国半壁江山的痛心局势对马 

魁麟的身体状况有很大影响。1940年 l2月马魁麟无常归真，书报社经理由四子马中道继任。马中道在二哥马光 

道的配合下，继续经营着书报社。此时的书报社已是“落 日余晖”，不再大量印刷书籍，只是守着原来的老家底 ，勉 

力支撑着局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 ，次年，马中道向人民政府申请了营业执照和出版执照，但情景不看好，书报社 

陷于困境，甚至濒临破产，后来出版了马崇义的《穆罕默德的生平》而稍有转机。1956年公私合营，书报社加入宣 

武新华书店，马中道本人成为新华书店职员，遂将书报社积存的全部版本交给宣武新华书店，由政府给他支付一笔 

报酬。历时半个世纪的“北平清真书报社”经营至此结束。然而，交给宣武书店的书籍版本至今下落不明。1966 

年“文革”开始，马中道本人收藏的书报社印刷的书籍孤本也被迫交出，又被强令烧毁 I。由此马魁麟开创的中国 

民间伊斯兰出版机构的典型代表——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正式落下了历史帷幕，这真是件令人十分痛惜的事。 

四 

据不完全统计，书报社数十年刊印的书籍大概有近百种。最早以书报社名义刊印(或代销)的书是光绪三十一 

年(1905年)的《四篇要道》(张中)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刊印的《归真总义》(张中)以及宣统三年(1911年) 

出版的《清真释疑》(金天柱)。1913年已出现了以书报社的名义出版的书籍，出版了中国穆斯林先贤的很多著述， 

如刘智的《天方三字经》《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孙可庵的《清真教考》，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正 

教真诠 ·清真大学》《归真总义》，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四典要会 ·大化总归》，蓝子羲的《天方正学》等。 

1930年至 1931年间书报社出版追求学会丛书：《穆斯林的祈祷》《和平的宗教》《穆罕默德》(前三本书系穆罕 

默德 ·阿里著，追求学会的会员翻译)、《问答》(曼祖勒 ·义洛赫著，追求学会会员译 )、《追求 中的真宰》(傅统 

先)、《追求中的伊斯兰教》(作者也许是追求学会会员)、《至圣先知言行录》(嘉玛鲁丁著，周沛华、汤伟烈译)。出 

版了汉译的伊斯兰经典，如铁铮译的《汉译古兰经》，陈克礼编译的《圣训经》，王静斋译著的《真境花园》等。此外， 

书报社还代销国外进口的精装阿文《古兰经》。 

值得注意的是 ，书报社还影印了一些伊斯兰教招贴画、经字画、海报、日历等，比如“小历⋯‘封、开斋节时刻表” 

“五时定刻表”“开尔白图⋯‘阿里巴巴仙剑图”“奴海船图”“避难洞⋯‘炉瓶三设”“海水赞圣⋯‘清真书目一览表” 

等 ，还有独具特色的阿文经字书法中堂和对联等。 

以上各种书籍在改革开放后为民间翻印和影印，而北平清真书报社刊印的老版本书册今天在一些旧书店的网 

上被列为稀有资料，出售标价高达数千元。 

五 

自明末清初到民国时期 ，先后相继涌现 很多回族穆斯林学者，他们将有关伊斯兰文化的古籍进行了整理和 

编译，流传至今，成就极大，在保存宗教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他们著作译述的问世得益于一些出版者、刻印社或清 

真寺支持和赞助。这些 版团体中的佼佼者如江苏镇江山巷清真寺长年刻经印书、余昭文(字海亭)在成都创办的 

宝真堂及其子余泽洲后来与人合办的爱伯书局、马魁麟创办的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唐柯三和马松亭创办的成达 

师范学校出版部、买俊三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回教书局 、达静轩在上海创办的穆民经书社 、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教长 

沙平安成立的天方书局 ，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也参与翻印和出版活动。它们印制和 版了不少中阿文的经 

堂教育课本和伊斯兰教典籍、学术著作、译著、学术刊物等。 

在以上民间的中国穆斯林出版社中，北平清真书报社是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规模堪称最大的一家，北平清真 

书报社在印刷复制和整理中国伊斯兰古籍、译著中起到的继承和传播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尹伯清评价书报社总经 

理马魁麟时说 ：“自印暨转贩之书，岁以万卷计 ，行销遍于各地。因之而明晓教义者，又不知若十人也。阿衡宏扬圣 

教 ，霜溉后学之功之效，可不谓大且溥耶?”{2j运子薇则认为，清真书报社的出现“是回回民众白发的民间 版机构 ， 

它带着淳朴、务实的大众本色登上历史舞台，是回回民族时代觉悟的具体体现，也是回回民族追求文明 自强的精神 

代表⋯⋯它是早期回族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颗耀眼明珠” 。 

回首历史，“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大浩劫将历史文物尤其是宗教文化出版物包括牛街清真书报社 版印 

刷的许多典籍、招贴画、经字画、阿文对联等资料在中华大地上摧毁殆尽，要想寻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真是艰难 

啊!未曾想到的是，毕敬士，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将书报社在民国时期出版刊印的伊斯兰教资料中的许多保存了 

下来。它们被珍藏于大洋彼岸的美 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十函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的中阿典籍)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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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 ·萨克勒博物馆里(有数十张牛街清真书报社印制的经字画、招贴画等)。如果已故的马魁麟及其后人得知他们 

创立的书报社所印刷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经字画等被完好地保留下来的话，他们一定感到无比欣慰。 

我们现在将这一段令人垂泪的历史故事挖掘出来，不仅重温中国伊斯兰文化 自觉运动的历史 ，而且亦是见证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对话和交流。马魁麟和毕敬士也许从未谋面(可能通过书信，因为毕敬士收集这些书 

籍、经字画和招贴画等肯定要写信并汇寄邮资和定单到北京，而马魁麟及马中道、马光道也不时将 目录和书籍资料 

寄给在汉口的毕敬士)。但坚贞的信仰却将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心灵联结起来 ，他们虽然远隔大洋、 

相隔半世纪 ，却在保存文化精品这个愿望方面是心心相印的。这些典籍 、彩色经字画、阿文对联和海报的问世及重 

新介绍表明了马魁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实践者、引领者、弘扬者、宣传者和捍卫者；而这些回族文化精品能够历 

经七八十年而在世界另一个角落里幸存下来，也间接证明毕敬士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忠实采集者、观察者、记录 

者、保存者和研究者。优秀文化具有跨越种族、跨越地域、跨越信仰、跨越思想藩篱和政治界限的生生不息之力量。 

它 之于中国社会及其培育的中国文化具有包容不同宗教文化的宽广胸怀和博大精神。就是凭着这股坚韧精神， 

我们祖国历经沧桑和艰辛而在七八十年之后建设了一个文明和谐社会，并将国力提高到世界前列。无数代中国穆 

斯林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把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融会贯通而形成的传统中国伊斯兰文化是抵御宗教极端 

思潮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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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hund Ma Klli-lin and Islamic Publication House Oil Oxen Street in Beijing 

WANG Jian—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the Islamic Publication House on Oxen Street in Beijing which was founded and run by Akhund Ma Kuilin 

and his sons in the Republic has endure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has printed，published about 100 titles of the Islamic 

books，calligraphies，posters bearing Chinese Islamic characteristics．However，due to the wars and politic movements， 

many of them have been lost．Fortunately，lot of them was kept by Rev．Claude Pickens，an American Christian missionar— 

Y．The survived Islamic books，posters etc．publication materials jointly maintained by Akhund Ma and Rev．Piekens are 

the excellent Islamic cultural masterpieces．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slam which has been forumd by Chinese Muslims in 

many generations through integrating Islamic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thousand years is very pow— 

erful guarantor in defending against the religious extremist tide． 

Key words：Ma Kuilin；the Islamic Publication House Oil Oxen Street in BeUing；Islamic Pub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