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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元为穆斯林书写经文陈广元为穆斯林书写经文

陈广元在世界宗教对
话会议上发表演说

陈广元在世界宗教对
话会议上发表演说

最近，因为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

一张“专业只有一人”的毕业“合

影”，北京大学2014届古生物专业毕

业生薛逸凡，连同她的专业一起走红

网络。据薛逸凡毕业的北大元培学院

介绍，“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只有

一名学生的专业。差不多是每个年级

有一个人，还有的年级是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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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在国际中的境遇就像
是一个巨人来到陌生的地球村，大家
都知道巨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体量很
大，但对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却很陌
生，从而产生了恐慌，而这种恐慌是
从文化开始的。

——学者余秋雨这样认为。

●我们这个时代盛行吐槽文化，
大家都在埋怨抱怨，不相信眼见的事
实，怀疑事件后面还有什么猫腻。这
说明我们对于人向下的想象力特别发
达。但是相应的，我们对于人向上的
想象力，对于人是如何崇高，人如何
为自己所信的东西做出选择并且愿意
为此而牺牲并付出代价，对于这些品
质，我们的想象力并不大，有时候甚
至不敢想。

——评论家李敬泽表示。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财富，每个人都有义务把它传承
下去。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需要做
的就是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表
达出来并传递出去。

——学者朱大可认为。

●如今很多主旋律电影内容非常
好，但呈现方式却缺少电影的力量、
电影的魅力，无法抓住观众，自然也
就难以打动观众、感染观众。国产主
旋律电影要坚持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核
心价值观，这绝对没有问题；但与此
同时，这些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
能否有效地传播、有效地打动观众，
同样十分重要。

——电影学者饶曙光说。

●随着媒介方式的变化、文学传播
接受途径的多样化以及大众文化、影视
产业、市场化写作兴起带来的影响，当
代文学的雅俗问题更加复杂，其中的冲
撞更加激烈。我们不能单纯以雅俗来区
分文学高下。雅俗共存是一种需要努力
维护的健康文学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认为。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消费欲
望、成功欲望超越精神欲望的社会。
过去作家的写作动机和现代作家的写
作动机已经出现了巨大差异，今天很
多作家讨论的是怎样让作品帮他走向
成功、知名、挣钱等。因此，恢复真正的
对于文学的信念和动机至关重要。

——作家阿来表示。

●小说对创作者来说，只能管好
属于自己的50%——创作，剩下的50%
全部都由读者来完成。小说是一种复
合体，有多样性和多义性。读者读完
不后悔，觉得没有浪费光阴，有某种
启迪和共鸣，这就是好小说。

——作家刘醒龙认为。

●我们不能总把文学看得过于高
尚，把网络看得过于下流。现在的趋
势，应该是江海交接，是一种相互交
错的状态，文学和网络都在发展，不
能简单下结论。我理解的文学，不是
故意拿出很难的内容，去给简单的人
看，而是以自己的立场和积累，最大

程度去吸引更
多读者，引起
读者关注，慢
慢靠近我所认
为的文学。

——作家
金宇澄认为。

（张彬辑）非常好声音

薛逸凡是个“90 后”女孩，但不喜欢拍照，也
不喜欢晒照片，这一点可能是她和所学专业——
古生物学之间听上去为数不多相契合的地方。

高中时对古生物感兴趣

小时候，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她常装
作大人的模样去和别的同学解释这个是怎么回
事，那个是怎么回事。久而久之，她发现自己
的“理论”说服不了别人，甚至连自己也说服
不了，于是开始寻找答案。而那些最初的答案
都是从纪录片甚至是动画片里看来的。伴随着
她六七岁童年的电视节目还有 《探索》、《荒野
周末》 这样的纪录片。和当时的同龄孩子一
样，薛逸凡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些节目。
但有所不同的是，她的父母从不规定“只能从
几点看到几点”，有时她甚至可以抱着作业本盯
着电视看。尽管她把眼睛看成了高度近视，还
看坏了家里的两台录像机、两台VCD机和一台
DVD机，父母还是依然一如既往地买光盘。

在薛逸凡的描述中，父母从未要求她“该
去干什么”或“不要去干什么”。快 3岁时，她
喜欢上了画画，父母便支持她去学画画。那时
的她说自己想当画家，父母只是点点头说，你
喜欢就好。“就像小孩子，你的手脚想要伸到哪

里的时候，父母没有拿襁褓给你包住，这样你
就伸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坏处，他
们不会过多的干涉，如此便给了我很多空间去
探索。”薛逸凡说。

再到后来，已经踏入高中大门的她，再次
被 BBC 纪录片里的恐龙和水里游动的巨大生
物震撼，她的兴趣“指南针”开始跳动：还是
读古生物学吧。

大学曾经想过换专业

但决定并未因此而做。在高二的一次全国
生物竞赛期间，薛逸凡听说了有关生物专业的
一个细节：学生物的一定要上生物实验课，解
剖动物。听后她就傻了，如果是蚯蚓等无脊椎
动物尚能应付，但面对小白鼠、小兔子这些脊
椎动物，“真是下不了手”。这个因素曾一度让
她“拒绝”古生物学。到了大二，薛逸凡也有
过一次“强烈”的换专业念头。正如她后来在
回中学母校——北京十一学校时所说的，“整
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有着极大的课业压力和
孤独感”。

那天，薛逸凡拿着已经填好的转专业单
子，在北大元培学院的楼外来回踱步。她甚至
已经想好了：“如果换了专业，自己要恶补哪

些课。”同学提醒她：“在大学能知道自己喜欢什
么，还能学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的机会不多，
你干嘛不坚持下去？”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教室。

薛逸凡总结过很多次，为什么自己可以从大
二时的“孤独感”和“巨大的压力”下走出来：
一个是兴趣，另一个也是她更为看重的“独立性
和自主能力”，这是她从高中就培养起来的。

薛逸凡还记得，那个下午的自习课上，整个班
级里没有一个老师，课表上也没安排任何课。课
前，薛逸凡和同学领到了自习任务，而自习的成果
将在后续的课程进行测验。刚开始，薛逸凡也觉得
老师真是既懒又狠：不教她们，还考她们。但久而
久之，她发现所谓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养成。

如今，薛逸凡毕业了，她的选择是，继续攻
读和本科专业相近的计算生物硕士，录取她的学
校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82岁的陈广元大阿訇，是个坚守中道
的穆斯林，这一点，从他和缓平易的待人
接物、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就能看出
来。在与我们 1 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思
路清晰，口齿清楚，温和的谈吐中，透出
的是经年积淀的睿智和果断。

做好“桥梁”和“使者”

1932 年立秋那天，河北文安县大围河
村一个普通回族穆斯林家庭的第 5 个孩子
出生了，父亲请阿訇给他起的经名是“希
拉伦丁”，意思是“宗教的新月”。陈广元
在纸上工整地用汉语和阿拉伯语写下自己
的名字，并为我们释意，“我的汉文名字本
来是陈广缘，父亲希望我能多做善事，广
结善缘，后来才简化为广元二字。”

这样的起名，似乎寓意了他的一生与
宗教的缘分和个人性格的特点。

陈广元 3 岁不幸丧父，从 4 岁开始到清
真寺学经，经历过抗战，在10岁时即用放羊
的鞭子斗过拿枪的汉奸。天生聪颖的他，对
经文学习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在 12 岁时
即进入沈阳清真寺当海里凡（宗教学员）。

在这里，他通过刻苦的学习，打下了
扎实的阿拉伯语功底。阿语被称为世界上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虽然记者不懂阿语，
但陈广元特意当场说了几个发音相似、意
思迥异的阿语词汇，并认真做出解释：“发
音稍不标准，意思就差远了。”

陈广元既受过传统的清真寺教育，也受
过完整的现代伊斯兰教学院教育。1952 年
起，他在北京市回民学院阿语专修班学习了
3年，后来又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了
4年。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昌平清真寺、牛
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任阿訇，并从2000年
起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陈广元总是谦逊地说，他的人生没有
什么特别的，就是学习宗教，然后当阿
訇，“我的一生就是‘桥梁’和‘使者’，
是沟通穆斯林群众和政府的桥梁，是沟通
中外的使者。”

但是，就在他口中的“平凡人生”中，陈
广元从区政协委员起直到全国政协常委，其
间当了 53 年的委员；从区伊斯兰教协会委
员起到担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从1957
年大学生出访代表团中唯一一位穆斯林学
生，到遍访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成为对外
交往的友好使者，其间付出几多努力，可以
想见。

先说“桥梁”，“时常有穆斯林群众来
找我反映情况，有的是清真寺在拆迁中碰
到问题，有的是生活中清真食品发生伪清
真的问题，还有的是扩建穆斯林公墓中遇
到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很具体而复杂，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还有信仰习俗的
差异等，要得到多方面的认可，需要有智
慧地决断处事。我为此费尽心思，做好解
释说服工作并努力帮助群众维护合法利
益。现在看起来，大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
意的。”陈广元说。

再说“使者”，陈广元说，我到现在还
记得1957年第一次参加大学生代表团出访
埃及和叙利亚时的情形，一共 5 个学生，
因为团里就我一个是戴白帽子的，当时外
方就很好奇地询问我关于国内穆斯林的生
活状态，我就以亲身经历向他们做出解
释。在访问埃及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曾经
接见过我，现在我还有当时的珍贵照片。

此后，我参加过3次世界性的宗教会议，5
次国际性的伊斯兰会议，出访过 32 个伊斯
兰国家，还有 21 个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论
走到哪里，我们都现身说法，既向外国友人
学了好多东西，他们也从我们这儿了解到了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形势，这对于加深国家
间的友谊、感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伊斯兰教讲究中道和平

“伊斯兰教是和平、中道的宗教，是发
展的宗教，讲究和谐、爱人，所以说伊斯
兰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和平的意
思。比如说穆斯林间打招呼，互相都说

‘色俩目’（‘祝你和平’）。”在陈广元看
来，伊斯兰教是追求和平的宗教，但是，
当前，宗教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
行恐怖主义之实，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巨
大的危害，还令整个穆斯林群体蒙受误
解，这一点，是最令陈广元气愤的。

目前在中国，穆斯林群众有 2300 万

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
塔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
孜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少
数民族。除了在西部地区人数比较多以
外，穆斯林广泛分散在全国各地。“宗教极
端主义的恶行，使一些人对伊斯兰教产生
了误解，认为伊斯兰教就是恐怖、好斗的
宗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对宗
教极端主义的行为应该坚决制止。”说到这
些事情时，陈广元的态度转而严厉起来。

在陈广元看来，现在中国伊斯兰教的
发展状况很好，穆斯林的生存环境也值得
赞赏，比如中国有 3.5万座清真寺，5万个
伊玛目 （礼拜主持人）、阿訇，还有 10 所
经学院，其中，最大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
院，也是他的母校，正在装修，将来要向
招收 500 个学生的目标发展，使更多伊斯
兰教的接班人才得到培养。

“我们现在还出版了很多的经书，出版
了《古兰经》。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穆斯林
到国外去学习，也有一部分人到外头去经
商，他们在外边干得都不错，为我们中国
穆斯林增了光。”陈广元说。

陈广元说，我总是对穆斯林群众说，
伊斯兰教讲究两世吉庆，“爱国爱教，两世
吉庆”。所谓两世，就是既讲现世，也讲后
世。既然要两世吉庆，我们在现世就要发
展经济，搞好生产工作，求得现世幸福。
另外，我们还要抓紧做自己的宗教功修，
以便求得后世的幸福。

抄写全本30多万字《古兰经》

虽然年事已高，陈广元看上去身体非
常康健，这主要得益于穆斯林良好的生活
习惯。

作为一个谨守中道的穆斯林，陈广元
的饮食很清淡，每天坚持做五时功课。虽
然他近年来已经很少亲自到清真寺的讲台
上讲“卧尔兹”（即讲经讲道），但每周都
到寺做礼拜。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坚持中
道，讲究对人和善。

从2002年到2006年之间，他还利用业
余时间，以极大的毅力用毛笔抄写了全本
30多万字的 《古兰经》，“有时候写着写着
眼睛就花了，或者肩病犯了，我就揉揉眼
睛，活动活动，再接着写。”后来，这本手抄

《古兰经》由来自河北的穆斯林石刻家刻成
528 块、重约 26 吨的石刻《古兰经》，创下了
一项纪录。

陈广元年轻时很喜欢运动健身，各种
球类、游泳等都很在行，打太
极拳的习惯保留至今。“我在经
学院学习时参加过北京市的太
极拳比赛，还得过 1 个茶杯的
奖励呢。”现在，每天，陈广元
都会打一段太极拳，再来一套
自创的拳法，打完之后，身轻
体健，“别人的太极拳打得好不
好，我看看站姿就知道了。”

陈广元最喜欢真主的一句
话：“只有感谢人的人，我才感谢
他。”

“我们作为穆斯林，应该按
照真主对我们教导的精神，来
劝诫所有的人都要爱护自己的
国家，爱护自己的民族，爱护
自己的近邻，这也是我秉承一
生的态度。”陈广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