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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新疆回疆的回部社会以 “回”的伊斯兰风俗命名，回疆经历前期的军府制和晚期的行省制，清

王朝在新疆的中华礼治不改回疆风俗。儒释道庙宇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随着清朝新疆治理体系的建置

渐次遍布回疆的各级城镇，造成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的长期文化共生。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通过儒释道庙宇的风

教一以贯之，借助信仰风俗的共存与交流，产生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明会通，实属统合 “因俗而治”的中华政

教文明统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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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回疆儒释道庙宇的存在

中古以降，欧亚内陆腹地发生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两项相互交织的重大历史进程，突厥语与伊斯兰文化逐

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历史文化面貌。明末清初的中国西域天山以北为信仰喇嘛教的卫拉特蒙古诸部落游牧聚居，

形成准噶尔汗国，天山以南主要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聚居，是为叶尔羌汗国。魏源总称之为 “南回北

准”，① 实际上即嘉庆年间重修 《大清一统志》新疆统部疆域概括的 “北为旧准噶尔部，南为回部”，② 也反

映出天山以北喇嘛教文化和天山以南伊斯兰教文化的历史空间分野。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中国历代王朝自汉、唐、元统一西域以来，中央政权恢复
西域的重新统一。清朝统一西域后逐渐以新疆定名，施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最高军政长官为伊犁将

军，驻扎伊犁地区。另外，又设置归伊犁将军节制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和总理回疆事务

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驻扎乌鲁木齐满城巩宁，统辖东从巴里坤、哈密，西到乌苏，南至吐鲁番地区驻

防的满、汉、回、蒙古等八旗绿营军队，并兼管镇迪道事务。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部塔里木

盆地边缘各绿洲，“天山以南是为回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城八”，③ 总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

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八城事务，④ 改革回疆传统伯克制度，成为清廷对回疆 “因

俗而治”的基本体制。清代新疆治理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即为遍布天山南北的城池设置，其表征即为

“城池为官守之责，庙宇亦风教之征”，⑤ 儒释道庙宇及其承载的文化逐渐交融于新疆天山南北。儒释道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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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儒家坛闦、祠庙、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以及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各种民间信仰庙宇。回疆维吾尔人逐

渐熟悉儒释道庙宇及其社会文化形态，只与清真寺相互区别，一概认知为偶像庙宇，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

西提·阿洪德指出崇拜偶像的人 “用木头、泥土、铜、铁、石头和黄铜建造各种模仿人、动物和鸟类的偶像，

并对它们顶礼膜拜”，“有时，他们会把神像抬到城市的街道上，当神像穿过 （所有）通道过境，在城市中流

传时，它就会对 （城市）有益”，把庙宇演戏描述为 “自古以来，在 （中国）皇帝的国家里，偶像崇拜者就

有这种被称为 ‘唱戏’（戏剧表演）的习俗，它类似于穆斯林的说书人和在集市上游荡布道的毛拉”。① 儒释

道信仰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人文世俗性创造了与伊斯兰信仰相互尊重习俗的社区环境，共处同一宽容的社会

空间。②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重的陆海边疆危机向内地蔓延，社会矛盾持续激化，

同治年间的陕甘民变波及新疆。随后新疆的大规模民变交织着域外浩罕、英国、沙俄势力的侵略，清王朝在

新疆的军府统治体系崩溃瓦解，儒释道庙宇同样遭到破坏。清廷面对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危机的同时爆发，

统治集团最终通过左宗棠为代表的应对方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③ 维护整体的国家安全。

左宗棠统率军队收复新疆之际，指出军府制时期 “新疆地方因俗施治、政教各异”，总结新疆治乱的经验教

训，推动实施郡县制打破回疆隔离体制，“渐以华风，望其长治久安”。④ 清廷虽然收复新疆主权，但是 “承

平年间旧制，乱后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固舍增设郡县，别无良策”。⑤ 清廷最终决

定改变新疆藩部军府旧制，在新疆施行行省制度，于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正式建立新疆行省制度。新疆建省在
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者抛弃民族牵制的思想和民族隔离的政策，鼓励和支持

中华文化，以便强化边疆居民的国家意识。⑥ 晚清新疆省重建社会秩序，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于 “各处城

池衙署，庙宇河渠”，⑦ 新疆儒释道庙宇及其文化渐次恢复。清王朝回疆治理的域内儒释道庙宇历史延续性与

域外国家表征在回疆区域可谓交织并进。

有清一代，新疆历史可划分为军府制的前期和行省制的晚期。军府制时期的新疆形成伊犁将军就近管辖

的伊塔地区、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新疆东部地区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八城地区。

这三大治理区域到新疆省演变为伊塔道、镇迪道、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四道行政区划。⑧ 其中，总理回疆事

务参赞大臣管辖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八城地区总称 “回疆”，属于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约定俗成的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和军政区域，与省制时期的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行政区域前后相承。国外学界典范的历史认识是

把清代回疆当作典型的穆斯林文化区，⑨ 但回疆拥有坛闦、寺观和祠庙等各种形态的儒释道庙宇，这一史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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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 “内陆亚洲史观”的清史历史理论基础。① 国内学界对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有整体的研究，证实清代

至民初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镇迪道广泛分布儒家系统的坛庙祠堂和民众广泛参与的佛寺道观庙宇，② 指出清代

新疆广布内地坛庙与神癨，③ 但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天山以南回疆社会呈现何种儒释道文化形态，儒释道与伊

斯兰风俗之间的共存格局尚有待于揭橥。据此，本文在学术界关于清王朝边疆治理的 “因俗而治”和 “同文

之治”历史认知之外，④ 提出清代中国回疆治理 “风同道一”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二、灵镇岩疆：远迈汉唐的阿克苏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二十四年起，回疆东四城先后设立办事大臣驻扎体制。乾隆三十年至五十年，乌什一度成为总理回

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地。光绪八年，新疆回疆东四城设巡道一员，驻扎阿克苏，全称 “分巡甘肃新疆阿克苏等

处地方兵备道”，简称阿克苏道。原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的办事大臣体制渐次裁撤，转设为府二、

厅一、直隶州一、县六、分县一，即温宿府、焉耆府，库车直隶州、乌什直隶厅，温宿县、拜城县、沙雅县、

新平县、若羌县、轮台县、柯坪分县。阿克苏道的治所驻扎于温宿。阿克苏 “地在冲要，为西至各回城及回

疆各城，北往伊犁四达必由之孔道。以故内地商民及外藩人等，鳞集星萃，街市交错，茶坊、酒肆、旅店，

莫不整洁”。⑤ 阿克苏道属地区的儒释道庙宇主要集中在城镇及城关附近，乡村庙宇罕见，典礼祭祀与民间香

火庙会遍布四季。

（一）温宿府的儒释道庙宇

温宿府即旧阿克苏回城，乾隆二十二年名阿克苏，后在回城西边建驻防新城；乾隆四十四年移乌什领队

大臣来驻；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改办事大臣，隶属于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迁建
新城，光绪十年裁改直隶州；光绪二十八年升府，领县二。温宿县，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筑城，设巡检司巡
检，二十八年改置。拜城县，光绪十年设置。

乾隆年间至嘉庆九年，阿克苏城有 ４座庙宇，包括北城楼观音阁、关帝庙、万寿宫、风雨神庙。⑥ 关帝庙
位于阿克苏城西门外，风雨神庙位于东门外。嘉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１７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阿克苏办事
大臣阳春保请求把关帝庙和风雨神庙列入地方官府春秋祀典，⑦ 嘉庆帝准予每年春秋两季遣官祭祀关帝庙和

风雨神祠。⑧ 道光七年，清军在阿克苏重创张格尔叛军，伊犁将军长龄为宣扬国威，神化战神事迹，归结为

“仰赖关帝威灵显赫”，“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⑨ 道光帝据此 “加 ‘威显’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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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代王朝更替并非静态的轮替，而是长时段的动态演化，清王朝的时代特点不仅仅有效统治多元藩部边疆地区，更在于中华

政教在广阔边疆区域内达到一个高峰。“汉化论”与 “内亚论”的抗辩本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清史历史演绎理论逻辑的争论，“新清

史”是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研究中的产物，其学术逻辑有蔓延到历代中国王朝的趋势，并溢出到国内学术界，超越的

根基还在于史实的检验标准。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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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① 阿克苏关帝的神迹上升为 “大一统”的礼仪政治，颁行全国。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伊犁参赞大臣
景廉奉命前往阿克苏查办私设盐课事件，途径阿克苏境内噶克察哈尔海军台，关帝庙 “有石佛一尊，俨然石

也，而灵应如响”，流传的神灵故事说 “有防兵旋伊，在冰岭迷途，遇老叟，语之曰：‘予知路，特衰朽不能

动履，子盍负我以行，我且为若指迷。’兵从之，因得出山，至军台，觉肩背甚重，力不能胜，置之地，则巨

石耳，遂顶礼供奉，至今香火不绝”，景廉 “过此亦展谒焉”。② 景廉到达塔玛哈塔什军台，又看见一座关帝

庙，并记录山东人董作模所写的对联：“此地望凌山，叹鬼斧神工，现万种奇形变态；何人骋游辔，经冰梯雪

窖，定一般动魄惊魂。”③ 据此可见，回疆台站道路系统多有关帝庙，成为保佑交通安全畅通的路神。

晚清温宿府城的庙宇总计有 ９座，包括万寿宫、文庙、社稷坛、神癨坛、武庙、城隍庙、龙神祠、刘猛
将军祠、方神庙。④ 光绪十三年，关帝庙建于城西门，二十一年，文昌庙建于关帝庙内；光绪十八年，城隍庙

建于城南门，昭忠祠建在城隍庙；光绪二十四年，龙王庙建于城南郊，刘猛将军祠则建于龙王庙；光绪三十

四年，社稷坛建于城西郊，文庙建于城南门，神癨坛建于城西郊。⑤ 阿克苏还有一座白云观，只有祖籍天津的

金纶撰写的一副楹联流传，“廿年萧塞慕神仙，是何时法雨西来，忆否黄鹤楼中吹玉笛，谱清萧，落尽梅花增

客恨；十载天涯劳薄宦，趁此日乘风东去，好向天津桥畔解金貂，换美酒，醉呼明月澄身前”。⑥ １９２２年，英
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斯科拉因游历阿克苏，自称 “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国 （道教）的白云观”，得知 “白云

之神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或者说直到最近还在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自从 １２年前两位天津商人
离开后，神就再也没有向他的信徒们传达过任何书法信息”，认为 “阿克苏的白云圣地却是一个宁静和令人

肃然起敬的地方，与喀什噶尔所能引以为豪的肮脏、庸俗的庙宇截然不同”。⑦ 晚清阿克苏白云观得到天津商

民的赞助，一度成为香火及风景胜地。

晚清温宿县城的庙宇总计有 ８座，包括万寿宫、文庙、武庙、文昌宫、城隍庙、龙王庙、马王庙、方神
庙。马王庙在县城西，方神庙在县城城外东南。⑧ 光绪二十九年，社稷坛建于城西门外，神癨坛建于城西门

外；光绪三十一年，先农坛建于城东郊四里；光绪二十七年，龙王庙建于城北门外温泉之上，光绪三十三年

重修；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城隍庙建于城西北隅。⑨ 晚清拜城县的庙宇总计有 ７座，包括万寿宫、文武庙、龙
王庙、城隍庙、社稷神癨坛、昭忠祠、方神祠。瑏瑠 光绪十三年，文庙、关帝庙、文昌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十

六年，城隍庙建于城西街；光绪二十四年，龙王庙建于城西街。瑏瑡 柯坪分县有先师和先农庙两座庙宇，光绪

三十年建于县丞署东南的文庙。

（二）焉耆府的儒释道庙宇

焉耆府即旧喀喇沙尔回城，乾隆二十二年定名喀喇沙尔，二十三年建城。光绪八年裁办事大臣，设喀喇

沙尔直隶厅，二十四年升府，易名焉耆，领县三。新平县，旧名罗布淖尔，属吐鲁番鲁克沁回王。光绪十一

年设局蒲昌城，职掌屯防，二十四年置县。轮台县，旧设布古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光绪八年设布古尔巡检司

巡检，二十八年以布古尔置县。羌县，光绪二十四年设卡克里克县丞，二十八年置县。

乾隆年间，喀喇沙尔有 ３座官修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和龙神庙。瑏瑢 焉耆最早的儒释道庙宇属于官
修，民间的参与令庙宇的世俗活动成为常态。其中比较活跃的是山西商人，山西人每于一地经商，一经发迹，

先修关帝庙。焉耆在道光年间已由山西人集资在老城西南角修建一座关帝庙。瑏瑣 道光八年，焉耆重建协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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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栏、５２６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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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庙宇随之兴起，或官兵共同集资修建，或商民捐资私修，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内地一些城镇。民间历

史记忆指出，乾隆年间修建的有关帝庙、龙王庙、八蜡庙、山神庙、财神庙，嘉庆年间修建的有马王庙，鲁

班庙，道光至光绪年间陆续修建的有城隍庙、娘娘庙、方神庙、观音阁、文昌阁、文庙等。① １９世纪下半叶
２０世纪初的拜城县赛里木人毛拉木萨·赛拉米用察合台文记载 “以前张格尔和卓占领七城时，从北京派来的

名叫阿依将军 （Ａｙ Ｊｉａｎｇｊｕｎ）的人从张格尔手里夺取了七城”，道光帝 “为了表彰阿依将军的功劳，以他的名

义在乌什塔拉建立了寺庙并塑造了阿依将军的雕像”。② 伊犁将军长龄主持平定张格尔之乱，道光七年之后和

硕乌什塔拉所建的祠庙当为长龄祠。毛拉木萨·赛拉米还指出当时中央政府规定 “所有要迁往七城的官员必

须在这里扫墓”，而且 “不论官吏、商人或从北京方面来的路过者到达这里后，住宿一夜，按照他们的习惯

烧纸、叩头，求其保佑，然后才起程赶道”，由此朝廷任命的回疆伯克称其为 “伟大的房子”，“这些伯克的

后裔也自称是 ‘伟大房子之主的后裔’”。③ 和硕乌什塔拉长龄祠位于塔里木盆地与吐鲁番盆地的交界地带，

此一祭祀忠烈贤良的政令与祭拜风俗主要面向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回疆。

而晚清焉耆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 ９座，包括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圣庙、文昌阁、
刘猛将军、方神祠、文庙。④ 光绪十一年，龙王庙建于城南开都河水岸；光绪二十六年，关帝庙建于参将署西

偏；城隍庙有两座，一座位于府署西偏，光绪二十六年建；还有一座城隍庙位于城南一百四十里库尔勒庄，

社稷坛、神癨坛和先农坛位于城东郊一里；光绪三十四年，文庙建于府署东偏。⑤ 土著化的汉人来自关内各

地，按其各自地域习俗信奉多种儒释道神灵。宣统元年一月二十二日 （１９０９年 ２月 １２日），日本大谷探险队
成员野村荣三郎到达焉耆，考察 “城内有府县衙门与庙”，特别注意 “渡口有龙王庙”，⑥ 敏锐观察到地方风

俗景观。直到近现代，焉耆尚存有大部分庙宇遗迹，龙王庙的旧址位于秦剧团所在地，财神庙则在粮食局面

粉厂地方，其余的大多数都在城内。

晚清羌县的庙宇总计有 ４座，包括庆祝宫、社稷坛、城隍庙、定湘王庙。⑦ 光绪十三年，社稷坛、神癨
坛建于城东郊。光绪三十二年，城隍庙建于城中大街。晚清新平县的庙宇总计有 ４座，包括龙王庙、刘猛将
军庙、关帝庙、城隍庙。⑧ 光绪十六年，龙王庙和城隍庙建于县署东南隅。晚清轮台县的庙宇总计有 ４座，包
括武庙、城隍庙、龙王庙 （两座）。⑨ 光绪四年，关帝庙建于县署西偏；光绪三十一年，城隍庙建于县署西

偏，一座龙王庙建于县署西偏，另一座龙王庙建于城东九十里洋萨尔镇西街；宣统二年，先农坛建于城东门

外一里。⑩

（三）库车直隶州的儒释道庙宇

库车直隶州所在地域于乾隆二十三年定名库车，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光绪十年裁撤办事大臣，设置直

隶州知州一人，下辖沙雅县。沙雅县，乾隆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光绪十年裁撤，二十九年置县。

乾隆年间，库车有两座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和关帝庙。瑏瑡 沙雅县有一座三尊庙。瑏瑢 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

（１９０９年 ３月 ６日），野村荣三郎在沙雅发现三尊庙 “祭孔子、文昌、关帝”。瑏瑣 晚清库车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

９座，包括万寿宫、圣庙、文昌阁、关帝庙、城隍庙、刘猛将军庙、昭忠祠、龙王庙、方神祠。瑏瑤 光绪四年，
关帝庙、城隍庙建于城中大街；光绪二十六年，文庙建于城南大街，龙王庙、文昌庙 （文昌阁）建于城中大

街。瑏瑥 方神祠位于城北，不仅在库车民间社会香火兴盛，影响力遍及回疆。库车地方社会流传的故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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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神原湖南善化人，姓黄名桂芳，道光间官喀什，偏裨黑水之围，张逆等灌城急独，慨然忠义愤激，投城

赴水誓以身殉，须臾下流缺口，开城保无虞民，德而祠祀之，辄祈祷无不灵验。南路各城汉缠争奉香火，地

方官朔望行香，亦为民请命之意也。”① 方神信仰的背后有着道光年间平定和卓后裔张格尔入卡作乱的历史记

忆和现实的灵验传说，融合儒释道信仰三教杂糅的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了方神民间信仰，成为儒释道文化回

疆在地化的显著社会事实。

（四）乌什直隶厅的儒释道庙宇

乌什原名图尔瑞，乾隆二十年内属改名乌什，二十三年设办事大臣、参将。乾隆三十年，乾隆帝谕令

“各城驻扎大臣，当以乌什为总汇之地”，② 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由喀什噶尔迁往乌什。总理回疆事务参

赞大臣驻扎乌什 ２０年，又迁回喀什噶尔。光绪九年设置直隶厅。
乾隆年间，乌什城有 ７座庙宇，集中在韦陀山，包括万寿宫、山川社稷坛、关帝庙、马祖殿、火神殿、

观音阁、韦驮殿。③ 嘉庆年间，又增修城隍殿。城外东关路北重修乾隆年间的一座关帝庙，殿后建玉皇阁、菩

萨阁，殿前两侧建火神、马王、山神、土地、财神、龙王、风神、城隍、魁星等殿。④ 韦陀山上关帝庙大殿有

乾隆御笔题写的匾额 “灵镇岩疆”，对联为 “轶伦名炳千秋日，靖远威行万里风”，⑤ 文治武功的治理融入关

帝神灵的边疆化。嘉庆十年，晋昌至新疆任乌什办事大臣，《永宁城纪事》的诗句 “旗开朝谒庙”，⑥ 显示告

庙仪式是清代回疆官员职事的自觉行为。嘉庆十五年，松筠在京城奏请将遣戍新兵王文龙等从乌什 “调往伊

犁”，王文龙等 “诣关帝庙求签，如此去不利，即在彼起事，抗不遵调”，结果 “乃三次俱获上吉，始相率就

道，因得执法惩办，而该处回民亦均得宁戢相安”。⑦ 关帝庙对于稳定回疆军政秩序确实发挥着信仰的力量。

道光三十年，麟魁以副都统衔充任乌什办事大臣，其诗句 “白柳丛中杂杏花，短墙近接梵王家”反映乌什的

佛教信仰，并指出 “西偏即韦陀山，下有泉出，上有庙宇”，韦驮殿即坐落于韦陀山上。⑧ 咸丰元年，春熙接

任麟魁任乌什办事大臣，作诗句 “云霞艳艳笼山庙，杨柳依依荫使衙”，不但对山庙记忆犹新，更是认识到

“几讶尉头非绝域，却从天外望中华”，⑨ 追溯乌什汉唐旧名尉头，乌什早已经成为中华疆域。“韦陀山”即为

当今的燕子山，仍然是地方风景名胜，可谓承载了千年不绝的儒释道文化内核。

晚清乌什直隶厅的庙宇总计有 ６ 座，包括万寿宫、文庙、城隍庙、关帝庙、龙神祠、昭忠祠。瑏瑠 光绪五
年，关帝庙建于城东关北头；光绪十年，城隍庙建于城东门；光绪十三年，龙王庙 （龙神祠）建于城东关北

头，昭忠祠建于城东关北头；光绪三十三年，文庙建于城东门。瑏瑡 晚清乌什韦陀山又称乌赤山，韦陀山的命名

源于儒释道庙宇群的上山，持续有清一代，山上刻有石碑，刻字 “继超追宪”和 “远迈汉唐”，瑏瑢 中华传统的

文化遗迹铸就地方胜景。

三、神佑西疆：德被群生的喀什噶尔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清廷正式任命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乾隆上谕 “工部侍郎纳世通著授为参赞大臣，

在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瑏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从此形成定制。瑏瑤 回疆西四城的喀什噶尔参

赞大臣总管回疆，驻扎于徕宁城，英吉沙尔设领队大臣，叶尔羌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和阗设办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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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大臣。乾嘉时期，大批的满汉驻防官兵成为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扎地儒释道的主要信众。

至道光后期，喀什噶尔 “新旧城并各乡庄共贸易民人 １９６８名，年年续次来喀者，约计数千余人”，① 内地商民
更多成为喀什噶尔儒释道文化的实践群体。光绪八年，新疆回疆西四城设巡道一员，驻扎喀什噶尔回城，全

称 “分巡甘肃新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兵备道”，简称喀什噶尔道。喀什噶尔道，治疏附县，转设为府二、厅

一、分防厅一、州一、直隶州一、县六，即疏勒府、莎车府，英吉沙尔直隶厅、蒲犁分防厅，巴楚州、和阗

直隶州，疏附县、伽师县、叶城县、皮山县、于阗县、洛浦县。喀什噶尔道地区的儒释道庙宇也主要集中在

城镇及城关附近，典礼祭祀与民间香火庙会同样风行四季。

（一）疏勒府的儒释道庙宇

喀什噶尔于乾隆二十四年始设参赞大臣，逐渐职掌总办八城事务。疏勒即道光年新城恢武城，光绪九年

裁参赞、协办，设置直隶州，二十九年升府，领县二。疏附即旧城回城与徕宁城逐渐连为一体，疏附县于光

绪九年划乌兰乌苏河上游十一庄设置。伽师县，光绪二十九年以牌素巴特回庄设置。

乾隆年间，喀什噶尔徕宁城有两座庙宇，即万寿宫和关帝庙。② 地方官员个人纂修方志记载道光年间喀

什噶尔城内庙宇已经有 ５座，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和昭忠祠。③ 清季疏勒府乡土志记载的
庙宇有 ８座，包括庆祝宫、城隍庙、文庙、武庙、忠义祠、方神庙、观音阁、刘襄勤祠。④ 光绪四年，忠义祠
建于城北街；光绪十年，社稷坛、神癨坛建于城西八里，先农坛建于城北三里，关帝庙建于城西街，城隍庙

建于城南街；光绪十五年，文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二十二年，刘襄勤祠建于城西北二里；光绪三十一年，

府属八屯乡约及户民募资，龙王庙建于城北三里。⑤ 刘襄勤祠即刘锦棠祠，斯坦因于 １９００年 ８月参观刘锦棠
祠，称之为 “一座雄伟的综合性建筑”，指出 “毗连大门面向最里层院子的是一座精致的木构戏楼”，纪念祠

的主体大厅 “左、右两边的整个墙壁上贴满了一系列描述刘锦棠的胜利历程、政治活动及个人生活的大幅绘

画”，并与祠堂祭司交谈并拍照。⑥ 中国儒教庙宇给斯坦因留下深刻印象，直观感受到中华古典文明的情调。

事实上疏勒的儒释道庙宇众多，近现代疏勒县城文物遗迹及地方口碑流传的历史记忆表明，至 １９世纪初疏
勒城庙宇林立，号称有十大庙宇。城隍庙坐北向南，灰瓦装顶，古雅壮观，位于南江春招待所后院，占地 ５亩
多。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城隍庙庙会日，官府祭典，百姓焚香祈福。财神庙，供奉天官、寿官、福禄，位于南疆

军区后勤部昆仑经营部所在地，占地不足 １亩。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为财神庙庙会日，商号饭馆等商业店铺的开市
日。观音阁坐西向东，土木结构，主神为观世音菩萨，两边十八罗汉像，左侧为火神殿，两厢为雷公、电母、牛

马王、土地神等，位于原南疆军区招待所旧址，占地 ６亩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为观音阁庙会日，并有火神游
街仪式。方神庙坐北朝南，木架结构，殿堂雄伟，庙前小广场为庙会空间，位于县医院住院病房和后勤部家属

院，占地 １０亩左右。文庙，殿堂上供奉孔圣人牌位，位于第二小学院内。武庙即关帝庙，又称三圣庙，正殿牌
位正中关羽，左侧周仓，右侧关平，位于县医院门诊部地址。娘娘庙以送子信仰著称，位于县粮仓院内，占地 ４
亩左右，农历四月初八为庙会日。龙王庙设四海龙王画像，祈求风调雨顺的乡民居多，位于古勒苏坦小河旁，占

地 ５亩余，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为庙会日。药王庙，庙址位于原军区警卫连驻处。鬼王庙，又称地藏王庙，主
事丧葬，超度亡灵鬼魂，位于修造厂。⑦ 晚清伽师县有一座城隍庙，光绪二十九年建于城中八栅 （巴扎）。

晚清疏附县的庙宇有 ７座，包括社稷坛、先农坛、神癨坛、文昌庙、龙王庙、城隍庙、庆公祠。光绪九
年，社稷坛、先农坛和神癨坛建于城东南五里；光绪十一年，城隍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二十四年，文昌庙、

龙王庙建于城东北隅；光绪三十年，庆公祠建于城北三里。⑧ 清末民初瑞典传教团的传教士陶伦奎斯特是一

位摄影大师，他敏锐地捕捉到喀什噶尔一座古庙院内大殿的横幅上书 “德被群生”，⑨ 昭示着庙宇承载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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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喀什噶尔回城疏附有一座耿公祠，建于光绪七年，位于东北方位高台，现在归属亚瓦格街道办事处布

拉克贝希居委会地面。耿公祠是纪念东汉明帝的西域戊己校尉耿恭的祠堂，属于典型的儒家纪念性文化形态。

耿公祠由一座大殿和一座小楼组成，殿堂为耿公彩色塑像，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为庙会纪念日。晚清民

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耿公祠的主持一直为道士。耿公祠附近有泉水带出露，水池小溪相连流入吐曼河，

相继建有佛寺、茶馆、旅店，民间俗称九龙泉，又称为耿公泉或耿公井，成为喀什噶尔回城疏附的儒释道风

土胜景。① １９１５年接替休假的马继业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赛克斯和他的妹妹伊拉·赛克斯游览耿公
祠，熟悉了中国东汉班超都护西域的历史典故，称之为班超祠。赛克斯兄妹 “第一次来到中国人为这位英雄

修建的风景如画的庙宇”，主持道士指给他们 “看那些神龛里的神灵，这些神灵都是真人大小的石膏像，穿

着华丽的丝绸长袍”，他们看到 “所有的神灵面前都有供奉台，供奉者可以在上面焚香”，“这里有一个古雅

的学生之神的形象，他拿着一根威风凛凛的手杖”。② 耿公祠当是耿恭与班超合祀的祠庙，学生之神应当是指

文昌帝君，儒释道庙宇一般供奉主神外，都会配祀多种神癨。光绪十八年，游幕新疆十余年的萧雄叙写新疆

组诗，其中有一首 《香娘娘庙》： “庙貌巍峨水绕廊，纷纷女伴谒香娘。抒诚泣捧金蟾锁，密祷心中愿未

偿。”③ 萧雄记叙维吾尔妇女在庙前新开巴扎，被当地 “汉人呼为阴八杂”，以儒释道民间信仰的文化形态指

称香娘娘 “甚著灵异，凡妇人求子、女子择婿，或夫妇不睦者，皆于八杂日虔诚祈祷”。④ 光绪三十三年，伯

希和率领法国西域科考探险队入境喀什噶尔，记录了阿帕克和卓麻扎的香妃传说，称 “这里汉人称之为 ‘娘

娘庙’”。⑤ 喀什的阿帕克和卓麻扎又称 “哈兹拉特麻扎 （圣者之墓）”“和卓坟”，墓旁 “枯木一株，千余年

矣，呼为神树”，⑥ 是新疆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麻扎，乾隆的容妃被民间传说为香妃并葬于此，却被赋予道教

的娘娘信仰文化，形成道教与伊斯兰教的复合文化形态。

（二）莎车府的儒释道庙宇

莎车即旧叶尔羌回城，乾隆二十六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兼领队事务、副将等。道光十一年，清政府

又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称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光绪九年，裁办事、领队大臣，二十四年筑

新城，设直隶州，二十八年升府。莎车府领厅一、州一、县二。蒲犁厅即旧色勒库尔地，光绪二十八年设置。

巴楚州，道光十二年筑城并设粮员，光绪九年设置玛喇巴什直隶厅，设水利抚民通判，二十九年改置州，治

巴尔楚克，易名巴楚。叶城县旧名哈哈里克，光绪九年设置。皮山县旧名固玛回庄，光绪二十八年于苏各庄

置泽普县，随后又移至固玛，易名皮山县。

乾隆年间，叶尔羌城有 ５座庙宇，包括万寿宫、显忠祠、关帝庙 （两座）、龙王庙。⑦ 叶尔羌是回疆大

城，曾经是总理回疆参赞大臣驻地，“内地商民，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各携货资，购觅宝玉，以至其地，

故店铺馆舍辉煌齐整”。⑧ 万寿宫中建有碑亭，所刻立的碑正是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之碑”，而显忠

祠对阵亡满汉官兵的崇德报功，都明确树立清王朝国家统治权合法性的祭祀文化标识。叶尔羌城内有一座关

帝庙，乾隆二十四年驻防官员、兵丁、贸易民人共同集资捐建。龙王庙位于城外五十里叶尔羌河旁，乾隆四

十二年修建，匾额为乾隆书写的 “神佑疆”。另一座关帝庙位于叶尔羌城东南七十里的洗泊地方，乾隆二

十四年由兆惠修建，乾隆书写了两块匾额，即 “显佑寺”和 “永镇西”。⑨ 光绪年间 《新疆地舆总图》大概

反映乾隆年间的新疆舆地，其中的叶尔羌地区图幅绘有洗泊庙，瑏瑠 当是这座关帝庙。叶尔羌办事大臣的衙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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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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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玛罕默特和卓花园，北面建有一座观音阁。叶尔羌城东南还有一座土神庙，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土神庙

中有一颗神树，被指认为 “此昔日大将军捍御之树”，并有庙记指为 “福地”。① 嘉庆二十一年，徐松实地考

察黑水营故地，“至洗泊，旁建显佑寺，北为后土祠，中一枯树，合十数人抱，枝柯朽秃，砖石之”。② 土

神庙被徐松称为后土祠，民间信仰的土地神被提升为总司土地神的国家土地最尊之神的祠庙。

晚清莎车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 ７座，包括万寿宫、武庙、火神庙、龙神祠、昭忠祠、城隍庙、方
神庙。③ 更详细的记载表明，光绪七年，城中关帝庙 （武庙）重修；光绪十八年，文昌庙、城隍庙建于城中；

光绪二十四年，昭忠祠建于城中；光绪二十八年，龙王庙 （龙神祠）、火神庙建于城中；光绪三十四年，修建

神癨坛于城中。④ 城中官府主导的儒家坛庙逐渐完备，光绪十八年修建文庙；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社稷坛；宣统

二年重修先农坛。⑤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一日 （１９０６年 １０月 １８日），沙俄军官马达汉到叶尔羌 “参观了两座中

国庙宇”，⑥ 并了解到一座庙宇边的巨大白杨神树被赋予神圣的灵气保佑世人。马达汉十月五日 （１１月 ２０日）
离开叶尔羌之前，考察了一座古老的中国庙宇，照片显示为关帝庙，⑦ 正是光绪七年重修关帝庙，也即是乾

隆二十四年所修最早的关帝庙。

事实上莎车庙宇数量更多，根据白合提亚尔的采访口述与历史记忆，莎车有 １４座儒释道庙宇。玉皇庙又
称玉皇阁，建于嘉庆年间，坐落于灰瓦朱墙的三合庙院，正殿三间 “玉皇大帝”神位，左右配殿各有风神、

雷神、电神等的牌位，位于粮食局粮仓后慢坡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阳日庙会，香火兴盛。三官庙又叫三

清宫，供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位于粮食局院内。文庙又称孔庙，庙正殿供奉孔子神位及塑像，

位于粮食局办公楼处。火神庙，供奉罗煊神像，属于铸造业和煤炭业行业人员的神癨，位于柴草局背后。药

王庙，供奉孙思邈真人神像，位于粮食局街道内，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诞辰日庙会。土地庙，供奉土地

爷塑像，位于政府西南角家属院与粮食局路口。财神庙又叫财神楼子，坐落于灰瓦朱墙的四合庙院，位于政

府家属院。王爷庙即定湘王庙，当为上述方神庙，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定湘王诞辰日庙会。庙内有楹联：“家

山回首两波臣，怅汨罗江上清风，三迭阳关度杨柳；流水知音一骚客，间采石矶头明月，几行醉客寄梅花。

捐一身砥柱万丈洪涛，破贼胆，完喀城，景仰刚忠，足征气贯斗牛，灵钟衡岳；经上帝封为百砥主宰，解灾

祸，扶疾病，馨香祀事，讵逊名重竹帛，像画云台。”观音庙又称观音阁，位于政府对面家属院内。娘娘庙，

供奉云霄、琼霄、碧霄三位娘娘，以及眼光娘娘、送子娘娘，位于五一电影院。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为庙会日，妇

女祭祀求子的香火兴旺，成为城内最热闹的庙会。马王庙，供奉殷郊神像，两侧塑有马像，属于畜养骡马、骆驼

和车马旅店行业人员的神癨，位于娘娘庙邻侧。龙王庙，殿宇宏伟堂皇，配置戏楼，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庙会

日。城隍庙，供奉省、府、县三级城隍，正殿城隍爷神像，后院阎王殿，两侧墙壁画塑十八层地狱和天堂，每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庙会日。关岳庙又称武庙，大殿内供奉关羽神像，配置戏楼，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庙会日。⑧

晚清巴楚州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 ５座，包括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文武庙、昭忠祠。⑨ 光绪四年，
关帝庙 （武庙）建于城东门；光绪六年，龙王庙 （龙神庙）建于城南一百六十里老五台；光绪二十一年，城隍

庙建于城南门；光绪二十五年，刘猛将军祠建于城东门；光绪二十九年，忠义祠 （昭忠祠）建于城南门。⑩ 晚清

蒲犁厅的庙宇总计有 ４座，包括武圣庙、城隍庙、风神庙、龙神祠。瑏瑡 光绪三十年，龙王庙 （龙神祠）建于城南

郊，风神庙建于城西郊。晚清叶城县的庙宇总计有 ５座，包括武圣庙、文庙、文昌庙、城隍庙、方神庙。瑏瑢 晚清
皮山县有两座庙宇，龙王庙位于城南郊，光绪三十三年修建；火神庙位于城北大街，光绪三十四年修建。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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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回疆儒释道庙宇的中华政教

（三）英吉沙尔直隶厅与和阗直隶州的儒释道庙宇

英吉沙尔直隶厅驻地原为英阿杂尔回城，乾隆二十四年筑城以 “新城”定名，设总兵，三十一年设领队

大臣。光绪九年裁领队，设置直隶厅。和阗即伊里齐回城，乾隆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光绪九年

裁，设直隶州，领县二。于阗县，光绪九年设置，治哈拉哈什，随后移治克里雅。洛浦县，光绪二十八年析

和阗东境玉河以东、于阗西境一根栏干以西地区设置。

乾隆年间，英吉沙尔有 ４座庙宇，包括万寿宫、关帝庙 （两座）、廒神庙。① 晚清英吉沙尔直隶厅乡土志

记载的庙宇总计有 ６座，包括关圣庙、龙王庙、万寿宫、城隍庙、方神庙、托公祠。② 光绪十一年，社稷坛、
神癨坛建于城东关外一里，文昌庙、关帝庙建于城东北隅，龙王庙、昭忠祠建于城东南隅，城隍庙建于城西

南隅；光绪十九年，托公祠建于城东南隅。③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１９０６年 １０月 ９日），沙俄军官马
达汉在英吉沙尔城内看到其中的两座庙宇，④ 但没有指明名称。

晚清和阗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 １１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癨坛、龙神祠、昭
忠祠、先农坛、刘猛将军庙、方神庙。⑤ 光绪三年，社稷坛、神癨坛建于汉城西门外，先农坛建于汉城东门外

东南隅；光绪四年，文庙、关帝庙建于回城；光绪十六年，城隍庙建于汉城北街。⑥ 斯科拉因 １９２２ 年发现
“和阗城并不大，但却繁华热闹，让旅行者充分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和阗新城里 “有官府衙门、兵营和弹药

库、道观和几条商店街”。⑦ 斯科拉因对回疆道观有清醒认知，专门数次记载。方神庙于回疆民间社会神明卓

著，和阗方神庙 “庙貌偏南疆，推当日御患之功”，以至于地方官员认为 “似在应升祀典之列”。⑧ 和阗地方

“至民间善举，惟额籍汉民建有方神庙，集公费千余金。奉神外，兼施棺木及中元属祭等事”，⑨ 和阗方神庙

成为地方社会慈善活动的民间重要力量。

晚清洛浦县乡土志记载只有一座大庙，供奉的牌位包括先师、文昌、关帝、龙神、城隍、社稷、先农、

神癨。瑏瑠 光绪三十一年，文庙修建于城西门口；光绪三十四年，文庙内陆续修建社稷坛、神癨坛，再供奉各种

神位；随后又在城东郊单独修建先农坛。瑏瑡 晚清于阗县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有 ３ 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
庙。瑏瑢 光绪十一年，关帝庙 （武庙）、城隍庙建于县署东偏；宣统二年，龙王庙建于县治东乡下恰鲁克庄。瑏瑣

四、结语：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化共生

“回”属于中国元明清时期对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的专称，其定名原则依据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风俗。

清代新疆回疆社会的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清真寺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社区中心，呈现出伊斯兰文化的

整体面貌。伊斯兰教在清朝被称为 “回教”，清代新疆的穆斯林社会据此被称为 “回部”，天山南部八城所在

地域被称为 “回疆”。伊斯兰教对回疆维吾尔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产生全面影响。西

域第一部方志 《西域图志》为清王朝所修，是清代统一治理西域的亲身经历者实录，其中专列一卷 “寻风询

俗”的 “风俗”。瑏瑤 清代回疆 “每城设礼拜寺”，维吾尔居民 “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

论贵贱贫富皆然”。瑏瑥 《西域图志》编纂者以儒释道的文化经验描述 “回人通经典者曰阿浑，为人诵经以攘灾

迎福”，信仰伊斯兰教的 “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瑏瑦 清真寺为清代回疆普遍的社会景观，规定着

穆斯林的生产与生活节律。清代在作为大一统王朝重要表征的意义上继承了中国历史中的 “礼治”传统，瑏瑧

特别强调跨越语言与族群界域的同文之治。瑏瑨 清王朝确立对西域新疆的合法统治，随之建立起军府制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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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撰，孙文杰整理：《回疆通志》卷 ７，第 １６１页。
黎炳光编：《英吉沙尔厅乡土志》，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 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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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⑨　 易荣鼎编：《和阗直隶州乡土志》，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 ３９４、３９４、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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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于阗县乡土志》，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 ４２４页。

瑏瑥瑏瑦　 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 ５１０页。
贾益：《礼仪文教与边疆治理：德化政治中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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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其治理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① 充分尊重回疆伊斯兰风俗，追求

“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的礼治。② 毛拉木萨·赛拉米一生主要活动于回疆，见到过各种宰牲仪

式，他所列举的 “除了真主为别的目的来宰牲”就有 “为某个人的荣誉宰牲，即为克尔白、穆罕默德、神

仙、麻扎、佛家、帝王和官吏等”，③ 其中就包括了儒释道为对象的祭拜。龚自珍洞察清王朝的边疆治理，指

明 “我朝之有天下，声教号令，由回部以达于葱岭”，④ “声教”正是中华政教文明的样式。清王朝在新疆的

中华礼治首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城池与儒释道庙宇由此遍及回疆，儒释道庙宇成为中华政教文明的标识

性载体，构成与葱岭 （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绿洲穆斯林文化区的根本区别，造成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

半世纪的文化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宋代以后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 “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佛教和道教在清

代以来作为制度性宗教日趋衰落，佛教表现为僧团的衰落，道教则表现为向民间社会的文化扩散。⑤ 清代新疆

回疆儒释道庙宇主要分布于驻防城镇、军台、道府州县城市和交通驿站等空间要地，数量有限，远不及遍布

城乡的伊斯兰清真寺数量级，但其包容开放的信仰风俗与国家政教的双重属性在回疆具有较高的社会显示度。

清代新疆回疆与清真寺共存的儒释道信仰习俗是三教混融的，具体表现为围绕庙宇为载体的社会空间文化形

态，伊斯兰与儒释道风俗的碰撞、交流就此发生。西方学者的域外观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西部的省区

新疆是汉文化和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处，这种交汇使具有各自文化 （特别是在戏剧方面）分野特点

的两种宗教系统发生了冲撞。⑥ 清代新疆回疆喀什噶尔城 “为各部落之首，其设大小伯克，及座次之先后，

各城皆无及于喀什噶尔之经全准绳也”。⑦ 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首重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驻地比

较稳定地设在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徕宁城 “既具庙之丹碧与城池之庄严，俨然为回疆之一都会矣”。⑧ 儒释道

庙宇成为回疆都会的标志性表征。中古以降伊斯兰化大规模东进的历史进程至清代一统新疆结束，清王朝

“大一统”的中华礼治又把回疆融入中华文明体系，重塑了内陆欧亚的文明版图，葱岭 （帕米尔高原）成为

清代以降中华文明体系与域外文明的分野。清朝军府制时期道光中叶以前的新疆回疆虽有实行汉回隔离政

策，⑨ 回疆城镇的演变则主要表现为 “旧城”“新城”而非突出 “回城”“满城”“汉城”的相互隔离，瑏瑠 但清

王朝中华礼治的社会治理穿透了回疆的族群隔离政策是确定无疑的。清代回疆社会经历英国与沙俄的渗透及

阿古柏侵略的战乱破坏，发生军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而儒释道庙宇得到重建并进一步发展。回疆儒释道庙

宇军府制时期以官修为先，逐渐向民间社会弥散，行省制时期的则以民修为主，祭祀仪式以及庙会尤其是演

戏酬神等社会活动构成多种族群共享的社会交流空间。

毛拉木萨·赛拉米特别记载库尔勒附近的罗布人，“说他们是穆斯林，他们没有清真寺；说他们是卡菲

尔，他们没有寺庙”，瑏瑡 生动反映回疆清真寺与儒释道庙宇共存的社会事实。毛拉木萨·赛拉米同样熟悉儒释

道中的灵魂投胎转世信仰，记述 “他们的信仰中把这种死亡后再生的现象称为 ‘投胎’”。瑏瑢 毛拉木萨·赛拉

米认为清代中国 “国强地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与秦可汗实行的爱民和公正政策是分不开的”，尤其认为 “他们

绝不勉强让别人学习自己的习惯，允许宗教信仰和教派林立。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会让你改

宗”。瑏瑣 毛拉木萨·赛拉米对清代中国爱民政策、疆域和宗教政策的叙述反映出中华政教的文明特性，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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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回疆儒释道庙宇的中华政教

度上可以代表其时一般穆斯林民众的国家认同。光绪二年至三年，库罗帕特金奉沙俄命令前往新疆回疆与阿

古伯伪政权谈判缔约，搜集情报，完成详细的喀什噶尔综合考察报告。库罗帕特金发现 “在对异教的宽容方

面，中国人表现的十分仁慈”，回疆城镇 “清真寺和菩萨庙并存”。① １９世纪末，瑞典传教团进入回疆传播基
督教，瑞典传教士发现儒释道庙宇中经常有戏剧表演，观众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西

提·阿洪德经常去儒释道庙宇参观祭祀仪式，并观看戏剧表演。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基于伊斯兰教禁止

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他用察合台文详细描写儒释道庙宇及其神像和所进行的祭祀仪式，理性上对内地宗教、

寺庙及戏剧表演基本上持不赞成的看法。② 贡纳尔·雅林指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的反应是一位正统的受

过教育的穆斯林的反应，一般的穆斯林很显然对儒释道庙宇及宗教中的 “不敬神”行为不大在乎，相反充满

了好奇心。③ 由此表明，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共生已经产生交融与对话的文明会通。中国人

的高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乃至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都要依赖民间祭祀信仰基

础，与之沟通、融合，并在民间社会层面实践本土化。④ 伊斯兰教与儒释道都在回疆产生各自的民间风俗形

态，正是普遍的民间风俗实践促成儒释道的回疆在地化。清代新疆回疆的儒释道与伊斯兰风俗在民间社会文

化层面实现长期的互动与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明会通道路。清代新疆回疆的社会运行经历军

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儒释道庙宇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命运与共，成为清王朝 “大一统”边疆治理秩序社会

风俗交融的公共基础设施。清王朝面对广阔疆域和多元族群的 “大一统”政局，“因俗而治”不是孤立的治

理体制，而是与儒释道庙宇承载的风教共同结构成整体的中华政教，“风同道一”⑤ 的回疆治理呈现的是整体

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本文系四川大学创新 ２０３５先导计划 “区域历史与考古文明”资助成果、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清

代新疆中华传统民间信仰研究”（２０１９ＡＨＷＨ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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