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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伊斯兰妇女杂志》为文献基础，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回族知识女性批判封建礼

教，争取女性教育平等与人格独立的女权思想以及广大回族女性投身宗教与国家发展事业的热

情。通过研究文献得出，回族知识女性作为回族新知识群体的一部分，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积极构

建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体现了她们与时俱进的近代宗教思想和对民族与国家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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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6 月，何文玉、陈云采、李马美

英、何玉芬等回族知识女性创办了上海首个

回族女性社团———伊斯兰妇女协会，同时发

行了《伊斯兰妇女杂志》，成为当时中国首个

独立的、由女性创办的回族妇女杂志。刊物

仅发行了一期，就因战争以致会员四散而停

刊。作为一份专门的女性刊物，《伊斯兰妇

女杂志》以“宣扬教义，研究妇女问题，提倡

妇女教育”为宗旨，在唤起回族对民族与国

家认同的前提下，强调回族女性应以平等之

姿态和身份积极参与宗教与社会事务。
《伊斯兰妇女杂志》虽只发行一期，刊载

了 10 篇文章，但集中表达了上海回族知识女

性爱国爱教之觉悟、积极投身宗教文化事业

之热情及为提高女性地位所做的努力，也展

现了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回族精

英发起的回族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积极作用，

体现了回族自身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

一、对时代变迁之认识和对

国家之认同

( 一) 宣传社会进化与变迁思想，构建社

会与宗教同步发展的关系

身处中国当时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上海回族知识女性深刻地认识到“进化”与

“变迁”是社会发展之潮流，她们对社会变迁

有着切身的体会，同时也认识到新时代赋予

了人类新的角色和任务。在《伊斯兰教妇女

杂志》的开场白中，编者写道: “时代的巨轮

不停地向前进辗，永远地向前进辗，由黑暗封

建的环境，而进演到光明自由的世界”，生活

411



从《伊斯兰妇女杂志》看民国上海回族知识女性之觉悟 戴晓琳

在这个时代的回族女性，不仅“再不能重熏

染上丝毫旧封建的遗毒”，反而要以自己的

力量来保护它，“培植”它，如同创造自己一

样，使新的社会具有健全的灵魂。何如认为，

女性应该站在时代之前沿，凭借自身力量与

精神，推动时代巨轮，这也是时代赋予女性的

任务。
认同社会之变迁就要重新构建宗教与社

会之关系，只有将宗教视为社会的一部分，使

两者同步发展，才能使宗教成为“活宗教”。
训之在《我们的目标》中强调宗教不能脱离

社会而独立、隔绝地存在，而“是与时代巨轮

同时推进的”［1］。若忽视这一问题，不加努

力，“伊斯兰教一定会被时代的巨轮辗过远

远的，被 遗 留 在 后 方，终 于 会 被 时 代 淘

汰”［2］。以发展与进化之眼光来看待宗教与

社会之关系，并以此来诠释伊斯兰教之教义，

是近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点，也是回族宗

教思想近代化的体现。
( 二) 宣传爱国思想，尽国民应尽之义务

从“争教不争国”到“保教爱国”思想之

转变体现了回族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历程。自

清末建立回族社团，回族各方积极凝聚力量

发展新式教育，创办刊物宣传宗教思想起，回

族便逐渐形成了民族认同，此过程也唤醒了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对国家之认同。利

用刊物积极宣传爱国思想有力地证明了，国

难之际广大回族群众投身爱国事业之热情。
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建立之时也提出要“为

巩固我中华民族而团结更谋妇女幸福而团

结”［3］。何书筠女士在回顾伊斯兰教过去、
展望未来时，开篇即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她认为“国难到了严重，紧迫的时期，

一息存亡的当儿，为国民的都有爱国的思想，

爱民族爱国家的观念，抱着与国存亡，牺牲的

决心，尽为国民应尽的义务。”［4］不仅如此，

她们还旗帜鲜明地强调，身为国民，享受国民

之权利，就应尽国民之义务。

二、积极参与回族社会发展

之热诚

( 一) 深刻认识回族社会之状况

何书筠、穆常华和训之都在文章中指出，

传统民族政策之桎梏使回族社会闭关自守，

导致了回族群众远离社会，无力以“进化”之

视角研究教义，造成了宣传不畅之局面; 许多

人将自己困于闭塞之世界，“似乎他所传的

宗教，与社会不相关，与人类不相干”，［5］使

宗教失去了活力。教育滞后导致了人才匮

乏，而女子教育不足，更是导致回族女性社会

地位低下，无力承担宗教与社会发展的重任。
在她们看来，观念保守、人才匮乏、宣传不力、
生计 困 顿 无 不 成 为 制 约 回 族 社 会 发 展 之

障碍。
( 二) 积极参与回族事业之发展

作为回族社会的一份子，上海回族知识

女性认识到发展本民族事业是每个回族群众

的义务，不分男女。新时代女性之使命，就是

要“对于宗教本身的理论认识，对于教义，也

应有基本的研究，明白的了解后，才能发生忠

诚笃敬的信仰”，［6］对内推动本民族事业发

展，对外积极宣传教义，使人们广泛了解回族

文化之真谛。“不需要任何过奢的褒奖，也

不怕任何人的指摘，更不畏任何人的蔑视，为

真主而工作”，为宣传教义而工作。从家庭

角色来讲，女性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家教任务，

她们是“最伟大的宣教师，用人类中最伟大

的母性的爱来灌溉那浓厚的宗教思想到幼弱

的小心灵中，给这些可爱的小穆斯林、小回教

徒”，［7］为壮大回族社会之根本力量，提供了

有效的教育基础，是对学校教育强有力的补

充。因此，上海回族知识女性鼓励所有回族

女子积极加入回族社会发展与建设的队伍

511



● 传 媒 文 化

中，发挥她们的优势与作用。

三、呼吁平等之社会权利

批判封建礼教思想、追求平等教育权利、
渴望独立人格是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体现，

也是民国时期回族女性的追求。
( 一) 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之束缚

封建礼教从根本上摧毁了女性独立的人

格，使中国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中国封建

制度的崩溃，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勇敢地

站在时代前沿，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为女性

争取平等地位。何如在《伊斯兰教与妇女》
中写道:“几千年来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

家，从母系社会制度变迁到父系社会以后，由

女性而变为男性中心而渐渐地稳固了，整个

女子的地位是一日一日的堕落下去……日坠

于黑暗的深渊中，恶习层层地束缚着，重压

着，使我们无动弹的可能，微弱的呻吟，亦将

受到他人的蔑视和指摘”; ［8］马秀珍在《伊斯

兰妇女的觉悟》中写道: “四千年余，我国腐

化压迫的牢枷，谁都知道，是在紧紧地锁架在

吾们妇女的颈上……封建礼教的恶心理，是

笼罩了每个男性或女性的灵官，什么真理、圣
谕，他们或她们，全都不注意起来，自由，平

等，根本就无形地消灭了，于是，毒害的遗传，

造成了男性轻藐女性事实，女性甘受玩弄的

虚荣心，结果，吾伊斯兰的妇女，就深深地陷

入了无限的毒窟。”［9］强烈的批判与深刻的

反省，表达了回族知识女性对解放与自由的

期盼，是她们追求平等教育权利与独立人格

的前提和基础。
( 二) 要求平等受教育权利，追求平等和

独立人格

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子开始接受教育最早

的地区，女子受教育数量在全国也属前列。
“五四运动”以后，女权运动越发活跃，一批

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女性，不但引领了上

海社会的新风尚，更成为了全国女性学习的

榜样。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成立之时，回族新

知识群体创办了新式回族学校，亦招收女子

入学就读，为回族女性接受教育创造了机会，

其效果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回族女性积极参

与保教爱国的事业中得到体现。但实际上，

回族女子教育的发展水平、受教育人数均落

后于男子教育，而发展女子教育才是改变社

会地位之根本。她们看到中国社会几千年来

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对女性的残

酷摧残，不仅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更是

禁锢思想，忽视智慧之根源，以至于“国家兴

亡，宗 教 盛 衰，家 庭 安 乐，与 她 们 不 相 问

闻”［10］。《伊斯兰妇女杂志》创刊时，明确指

出刊物任务之一就是要提倡妇女教育，她们

期待通过“打破过去的错误观念，而建立起

我们的新阵线———实行真正的教育平等”，

使女性具有时代要求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技

能，以自身能力投身宗教与社会事业，才能从

根本上改变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履行

作为国民和教民的职责。
上海回族知识女性指出，伊斯兰教向来

提倡男女平等，时代也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

创造了机会，因此新时代女性就应该认清

“自 身 的 地 位，自 由 的 真 谛，平 等 的 原

则”，［11］追求真正的人格独立。何如曾说:

“凡男子们所做的，我们女子也要做，无论是

关于宗教的，国家的，社会的一切事业，这并

不是和男子们争权利，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义务，女子是人，是一个堂堂的人，我

们要做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完全的人，要做

人所做的一切”。［12］这才是所谓独立之真正

意义。
近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量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各少

数民族通过自身觉醒而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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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上海回族社会在近代阿訇、回族新知

识群体及回族商人的不断努力下，通过发展

教育、创办刊物、建立社团等一系列新文化运

动逐步实现了回族的民族认同，并在这个过

程中进一步实现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回族

知识女性作为新知识群体的一部分，一方面

接受了近代社会变迁与进化的思想与理论，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认

识到社会的进步为回族事业的发展和回族女

性的解放带来了契机。因此，她们鼓励广大

回族女性应该在近代社会的潮流中，争取自

身的进步与发展，进而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实现自身人格的完善。抗战爆发后，回族女

性纷纷参与到抗战宣传和难民救助中，在实

际行动中践行了新时代回族女性爱国爱教的

思想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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