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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净觉寺，高大的院墙阻隔
了闹市的喧嚣，清净无染，宛如世
外桃源。迎面屹立着一座高 !"# 米
的精美牌坊。虽是精工雕作，却给
人以朴素无华，宁静致远的情愫，
牌坊正中玉石上镌刻“敕赐”二字
表明了它的不凡来历，系明宣五年
（$%&'）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
前，奏请明宣宗重建净觉寺时所立，
实为牌坊中稀有的精品，引人注目。

出门廊入第二进院落时，但见
庭院内种植的槐树、丹桂、海棠、
腊梅、兰花等植物，四季花开，满
庭溢香。坐北朝南为“思斋轩”
（北讲经堂），轩侧一块场地为“宰
牲”所用，坐南朝北为“慕贤堂”
（南讲经堂）。第四进院落，是净觉
寺的主体建筑礼拜大殿，殿内装饰
古朴、典雅。大殿正门上方挂着
“惟精惟一”的巨幅匾额一方，书法
遒劲有力，于“大清光绪十六岁庚
寅孟夏月吉旦”所立。

('') 年 $$ 月，南京净觉寺大
殿、二殿正式开始大修，为了体现
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施工宗旨，
大殿木结构框架用钢管支撑。每根
立柱基础挖深至 ( 米左右钢混结构
基础，这样无形中挖出 $' 多条探
坑，不仅可以见到明清以来净觉寺
古建筑的基础，而且出土大量与净
觉寺相关的文物。

谈到变化，脱阿訇回忆说，新
中国成立初期，$*+%年，政府出资进
行了一次修整。$*+)年，政府又拨出
巨资修葺一新。(''(年 $'月被定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重新翻
建了“新月楼”，改造了“水房”。

脱阿訇感慨地说，净觉寺迄今已
,('余年了，几百年经历苍桑至新中
国成立前夕，已破烂不堪，新中国成
立后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恢复
宗教活动，改革开放落实民族宗教政
策，古建修复净觉寺修葺焕然一新，
重放异彩。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脱阿訇介绍说，我国不少伊斯
兰教著名学者、经师，如明末清初
“以儒诠经”即“汉文泽著”的先
驱王岱與，主要代表人物伍遵契、
刘智都是在净觉寺进行过宗教著述
活动。这些大师产生了许多将伊斯
兰教教义同儒家文化结合起来，用
伊斯兰思想注释儒家思想的经典；
造就了一批“回儒”；形成了中国
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金陵学

派”，极大地加速了中国
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
程，使外来的伊斯兰教，

打上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刻烙
印。

爱国主
义永远是净

觉寺阿訇们的永恒主题，前辈大师
们的光辉传统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脱阿訇说，这是年轻一代净觉
寺阿訇们当之无愧的时代重任。

教职人员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宗教的形象，阿訇形象直接
影响广大回族同胞的宗教情绪。脱
阿訇介绍说，净觉寺加强阿訇队伍
的建设，主要是抓中青年的培养。
首先是引进人才，从中国伊斯兰教

经学院选聘优秀毕业生充实阿訇队
伍，在政治和业务制订严格的学习
制度；同时还提供学习条件，鼓励
并支持阿訇们学习经学以外的知
识，有条件的可以选学其它学科。
目前在该寺中有不少选学了英语、
计算机、法律等专业科目。

对于中青年考评，一部分是群
众评议，即在寺管会的组织下，邀
请广大穆斯林群众对中青年阿訇的
工作经验和宗教操守进行评价；另
一部分是对阿訇的经学、汉语、时
事政治进行笔试和经典诵读的口
试。

脱阿訇说，目前净觉寺已经成
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性清真寺，
阿訇们肩负的历史任务十分艰巨。

谈到穆斯林的“故乡情结”，脱
阿訇介绍说，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海
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扩大，南京
后来被称为“回回”的中国穆斯林
的先辈的主要中转地。那些分散又
聚集的“回回”是伊斯兰信仰的载
体，也是后来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
思想的传播者，使得古城金陵成为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空
象征，成为后来分散于各地的中国
穆斯林的“故乡情结”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又一个周末的午时到了，地铁
三山街站身穿民族传统服饰的穆斯
林多了起来，顺着人潮往前走，穆
斯林前往同一个地点———净觉寺。
南京市的少数民族群众和在宁的宁
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以及阿
拉伯、非洲等的穆斯林和留学生都
来了。净觉寺内，人潮拥挤，穆斯
林互道色兰，在脱阿訇带领下讲经
礼拜。

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一位来自
巴基斯坦叫罗斯的大学生，他用汉
语介绍说，在南京的南京大学、东
南大学等数个大学里，有许多穆斯
林留学生，一到周末，每个学校都
有专车送这些学生来净觉寺礼拜，
非常喜欢同净觉寺的阿訇们交流宗
教生活方面的情况。

据脱阿訇介绍，目前每当周末
做礼拜时间，都有数千外宾前来，
南京各地的国内穆斯林也都来礼拜，
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来南京旅游、
培训学习、经商的外国穆斯林们。

特别是每年的开斋节和古尔邦
节时，大批来自宁夏、甘肃、青海、
新疆的穆斯林们租了大巴车，专程
来净觉寺举行宗教活动，表达他们
魂牵梦绕的“故乡”情思。

现今的净觉寺，是南京伊斯兰
宗教活动的中心，它在现代社会中
依然焕发出盎然生机，('''年被授
予“全国模范清真寺”称号，继续
发挥着示范作用，是在宁中外穆斯
林过宗教生活必到之处，他们不分
国籍，不分肤色聚集净觉寺交流感
情，增进友谊，同拜一主，使净觉
寺成为国际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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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是中国历史上从南京净觉寺走出来的穆斯林大学
者，著名的金陵学派的最大成就者。

刘智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而这座高峰矗
立于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这也是南京的幸运和荣耀。

今年的一个挥汗如雨的火炉日子里，刚到南京的第二天
下午，南京伊斯兰教协会就专门送我去拜谒刘智墓。我想到
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大众对这位大学者知之不多
吧，而且他的墓不容易找到。

刘智墓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外花神庙街茅家巷穆斯林公
墓，与著名的南京雨花台公园南门只有咫尺之遥。

墓园东向是刘智墓的门阙，两边用楷书书写着“刘介廉
坟墓”。门内甬道有华表一对，上端有石牌坊连接，坊上下
面刻“吾道枢纽”，为金彭寿于光绪二十七年（!"#!年） 撰
书，背面刻“典型在望”，为刘德坤于光绪三十三年 （!"#$
年） 所撰。墓前有石碑一方，上镌“先贤介廉刘公之墓”，
系清末净觉寺掌教刘德坤所立。墓后有弧形大照壁一座，中
央上刻“清代伊斯兰教学者刘智之墓”。照壁两端各镶石碑
一方，左碑刻有桂林白润苍所书“学贯无人”，右碑刻有哲
赫林耶门宦马元章、马元超所书“道学先觉”。右外侧刻有
金鼎写进的《重修刘介廉先生墓碑铭》；左外侧系南京市伊
斯兰教协会于 !"%&年所立碑石，刻有 《重修刘智墓记》 一
文。

徜徉在陵园内，我久久不愿离开，奢侈地享受着那弥漫
在空气中和流淌在心间的圣洁。

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传播模式的转换，刘
智的汉文译著打破了伊斯兰教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儒、释、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使外来的伊斯兰

教不仅最终植根于中国，而
且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
兰教。

我们需要珍惜与伟大逝
者进行短暂心灵交流和感应
的机遇。先贤们留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那沉甸甸的心血之
作，而且是一种立场、智慧
和希望！

据陪我前来拜谒的南京
市伊协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四季，来自祖国大西北的
穆斯林们，不远千里来拜谒刘智先贤。那盖在刘智主墓上的
由这些西北穆斯林们送的层层幕幔，便是佐证。刘智独守这
一方净土和圣域，永久地给奔赴而来的穆斯林后辈以滋养和
鼓舞。

在西北的回回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谚：介廉开花、关川
结果。刘智永远活在穆斯林人的心里。对当今众多
穆斯林学者而言，这是对刘智的最好定位。

正是这些，让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在刘智墓前
流着泪接“都阿”的外地来宁穆斯林
的心境，每次听到他们悠扬的诵经
声，心灵都有震撼之感！这就是穆斯
林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
之根。它就在所有穆斯林
心灵所指的地方，超越了
任何偏狭和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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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南京源远流长。早在元朝（公元

13世纪）就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落户南京。明朝初

期，南京穆斯林人口约10万人，占全市人口近1/10。之后，人口

流动较大，迁徙到全国各地的穆斯林人数较多，但南京一直是我国东南

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城市。

明末清初，南京成为全国伊斯兰教文化中心。有学者指出，写中国伊斯兰教

的历史，一半要写南京。

本报记者慕名前往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南京净觉寺采访，小住数日，特地专访了南

京市伊斯兰协会副会长、南京净觉寺教长脱建明阿訇。

古寺修葺重放异彩

年轻阿訇担当时代重任 “故乡情结”更加浓厚

净觉寺礼拜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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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觉寺大殿

净觉寺坐落于
六朝古都南京三山街

升州路上，东临“十里秦淮
金粉地”的夫子庙的咫尺之遥，

西眺南京穆斯林聚居区“七家湾”。
是中国著名的清真寺，也是南京现存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净觉寺初名为三山街礼拜寺。据资料

推证，净觉寺早在明代以前即有，后被毁。
明洪武二十五年重新建好的净觉寺焚于大火。
回族航海家郑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奏请重建。
明宣宗以“尔为朝廷远使，既以发心，岂废尔
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可于

南京内宫监，或工部支取应用”。重建后的净觉寺，
景象十分可观，面积扩大了一倍多，南临官街，
西至马巷，东临三山街，北达砂珠巷，占地约 %'

亩。仅大殿就有 !$ 间之多。建筑木材为修筑皇
宫所用楠木，屋面皆以琉璃瓦铺就。气势恢弘，
映日生辉。

郑和奏请明皇敕建净觉寺，清《康熙江
宁府志》 记载：“净觉寺在府冶三山门
内，洪武年敕赐，宣德年重修，郑和题
请子孙世守之。”

过去在南京回回老年人中曾
广泛流传朱元璋到三山街礼拜
寺的故事。故事说：朱元

璋的功臣常遇春、
胡大海等回

族将领常在三
山街礼拜寺。一天朱
元璋到三山街礼拜寺，常遇
春、胡大海正在大殿上礼拜，
朱元璋穿着鞋子一脚跨进大殿门槛，
寺役要他脱了鞋子才能进大殿，朱元
璋随即把跨进大殿门槛的那只脚退了回
去。后来朱元璋敕建三山街礼拜寺，就把
“进脚”与“净觉”作为寺名。在普通话中进
（-./）与净（-./0），脚（-.12）与觉（-34）发音
不同。而在南京方言中，前后鼻音不分，“进”
与“净”同音；“脚”与“觉”同音，所以在南
京方言中，“进脚”与“进觉”同音。

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时（$!+&5$!,%），该寺大部
被拆，砖瓦木料大多“移建潘邸”（太平天国东王
府—瞻园，现太平天国纪念馆）。寺内的明代建筑
只留有礼拜大殿的围墙和砖雕牌坊一座。礼拜大
殿的青砖围墙高 *6+ 米，墙面镶有三块碑石，
分别刻有“光绪丁丑三年 （$!))） 桂月重建”
和光绪乙卯五年 （$!)*） 巧月重修”等字
样。该墙至今是南京寺院中最高的围墙，
虽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依旧宏伟壮
观。

净觉寺现存的大部分建筑是清
末重建的。民国初年，南京回族
富绅蒋秀东夫妇出资修造
了中式厅楼和南北讲
堂各一座。

郑和下西洋与净觉寺传说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净觉寺新月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