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穗港澳伊斯兰教视频会发言稿 

尊敬的汪局长、李处长、侯处长、王会长、各位领导、朋友们、穆斯林兄

弟姊妹 

Assalaamu Alaikum 

光陰似箭，上次在广州举办的穗港伊斯兰教领䄂交流会转眼己過三

年。全球疫情自 2020 年爆發至今我們還未有机会見面，今日的穗港澳視

頻会议極之难能可貴。唯主想，疫情过後三地穆斯林可开始為共建大湾区

而努力。今日出席香港分场代表刚己介绍过我就直入会议主题：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経过数千年的交流碰撞，有血有

淚，点点滴滴编织而成的。今天国家 14 亿人口 56 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

和谐、公正、進步的社会实来之不易，大家要珍惜，愛国爱港，团结一心，

就是我们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请牢牢记着。建国 70 多年來不論是政治、

経济或民生、国家都堅持要有中国特色；任何政策或制度尤其是外来的，

必须合乎国情（广州话：服水土）宗教亦不例外，因此坚持伊斯兰中国化

是理所当然的事。 

以下容我分享一些个人及集体回憶来見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認知

过程： 

1) 七十年代留美学成回來与父亲一起工作，除打理家族生意外还要帮

父亲做点社会工作，他很長时间（卅多年）當博爱社主席而博爱社

与新华社是近鄰。所谓近朱者赤，因此啟蒙了几代社员对祖国的認

识与情怀，脫維善父子自不例外：经常聽父亲提起上世纪五、六年

代在陳東里茶餘飯后常与祁烽先生乘凉談天，久而久之两老成为世

交，父亲歸真后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和祁伯仍保持着联系，经常见面。 

1976 年我和太太以“海歸”学者身份应全国数理化学会邀请往广州、

上海及北京觀光和考察并与著名爱国学者錢学深教授会面，所谓聽

君一席话勝讀十年書，而那份“同出師門”的亲切感亦没有因为加

州理工与加州大学不同系统而減少。 

2) 八十年代加入培华教育基金会开始了卅多年來少数民族培训工作，

令我体会到民族与宗教的重要关系。1987 年首次派出任务去新疆、



烏魯木齐办維吾爾族干部培訓班，遇上同姓穆斯林兄弟的熱情接待，

認识到回族脱姓与維族托姓是相通的，欣然逗留多几天遊篇北疆，

有回家的感觉，很温馨。 

 

3) 九十年代为父亲未完成的心愿继续在民宗委事务上努力并得到社会

認同。1994 年叄加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獲个人榮誉；

1996 年筹备中国伊协访問团往马来西亞并陪同黑白理、马賢等前輩

獲马王亲切款侍；主麻日在吉隆坡大清真寺与马王一同领（民衆）

拜礼成后回皇宫午餐。 

 

4) 千禧年代叄加西部大开发工程并在石河子、成都及昆明开展环保项

目。2000 年中联办安排培华再去西部考察包括新疆、甘肅、寧夏、

四川等地，身为少数民族我特别想在穆斯林地区做点实事。 

 

5) 过去十年踏上尋根問祖之路，疫情来前走遍南江大北，拜訪各地宗

亲、收集包括赛典赤、脱脱及郑和族谱材料，認真学習回回历史并

研究它与”一带一路”的微妙关系。 

Allahumdulillah!  唯主恩賜上述経历令我们体会到国家民宗政策之开

明及牢牢铸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化，广州怀圣寺是最好的

见证。中阿共融的建筑与海湾六国的清真寺就大有不同，中华民族与阿拉

伯/波斯人交往还早过伊斯兰教面世，故此一帶一路见证中阿友谊是两千

多年，经历朝少数民族漢化后融入主流社会，大部份形成今天的回族。至

于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如维吾爾和哈薩克等，我认为情况也大同

小异祗是漢化程度深浅不一。元末明初有句名言：天下回回半金陵、就是

说全国的回回一半就生活在南京而且當官的就有百多人，四品以上的都有

廿三人，这就充份說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事实。时至今天廿一世紀中国化

仍在進行，我们要坚持方向，与时俱进！谢谢。 

 

 

脱瑞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