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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字母會因設計需要而做了鏡像處理。

封面字體設計理念

在本書冊封面的標題設計中，設計師將

一些阿拉伯字母嵌入到中文字體中，寓

意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通和融合。讀

者可嘗試從標題的中文字體中找出其中

的阿拉伯字母。（提示：「絲路與灣區」

有 5 個阿拉伯字母、「大灣區伊斯蘭」

有 7 個阿拉伯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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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Since the rise of Islam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in the seventh centur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t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relig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Muslims) accounts for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Unfortunately, the general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Islamic culture is still very limited.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whenever Islam or Muslims are mentioned, many people only 
think of it as the religion of South Asians and Arabs. In fact, Islam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Today, there are ten Muslim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omprising 
a population of over 22 million. Islamic culture has long been a par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o Hong Kong society should not be unfamiliar with 
Islam.

The "Belt and Road" and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s have made 
everyone's focus and resources back o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former Silk Road. And these countries are home to nearly half of the 
world's Muslims. If Hong Kong wants to export its advanced products, 
technologies or talents to these countries, it must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and living habits of the local people.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slamic Cultu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honored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 launch "Silk Road and Greater Bay Area: Encounter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mic and Chinese Cultures --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grammein PSHE for S.1-3". This has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Islamic culture with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llowed them 
to experience and explore Islamic culture, 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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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que, and further into the Muslim community, up close and persona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our eight Collaborating Schools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we present here are only start-up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hanging rapidly, especially after the epidemic, as all countries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innovations and seek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re are more than 1.8 billion Muslims in the world, mainly living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Muslim communities in 
places such as Europ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According 
to the forecast of a leading market analysis company, the global halal 
market is worth more than USD 2 trillion, and it is expected to grow to 
USD 2.8 trill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1 The potential of the halal market 
cannot be ignored.

We hope to continue this project in the future, leading the academia 
and the Hong Kong society at large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Islamic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o integrate the uniqueness of these two cultures with 
an open, interactive, cooperative and respectful attitude,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

James Frankel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slamic Cul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Statista. "Global halal market - Statistics & Facts." Accessed 9 March 2023, https://
www.statista.com/topics/4428/global-halal-market/#topicOverview.



伊斯蘭教自七世紀於阿拉伯半島興起後，隨著時間的推進，
至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宗教，信徒（穆斯林）人數約佔世界人
口的四分之一。遺憾的是，社會大眾對伊斯蘭文化的認識仍然
非常有限。尤其在香港，每當提到伊斯蘭教或穆斯林時，很多
人都只會想到這是南亞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事實上，伊斯蘭
教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一千多年前已傳入中國。現今，
中國有十個少數民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人口超過 2,200 萬。 
中華文明裡早已蘊含伊斯蘭文化的元素，因此，香港社會不應
對之感到陌生。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倡議，令大家把注意力和資
源再次投放在昔日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和地區上。而這些國家
裡面生活著全球近半数數的穆斯林。如果香港要把先進的產品、
技術或是人才輸出到這些國家，就必須對當地人民的文化及生
活習慣有所了解。 

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很榮幸獲得優質教育基
金的資助，展開「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
流——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
計劃」，讓我們有機會與中學生分享伊斯蘭文化。學生透過體
驗及探究的學習方式，從課室走到清真寺，並深入穆斯林社群，
近距離接觸伊斯蘭文化。我在此衷心感謝我們八間夥伴學校師
生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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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数在此展示的只是初步成果。数當前國際形勢複雜数多變，
尤其是新冠疫情後，各國都在積極尋求創新和發展機遇。世界
上有超過 18 億穆斯林人口，主要生活在亞洲、中東和非洲，而
在歐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也存在不少的穆斯林社群。
根據權威市場分析公司的估計，現時全球清真市場價值超過 2
萬億美元，預計未來幾年將增長到 2.8 萬億美元。1 清真市場的
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我們希望日後能夠延續這個計劃，帶領香港學術界和社會
整體從多角度了解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並以開放、互動、合作和尊重的態度，作出文化融合的嘗試，
從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傅健士
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1 Statista. "Global halal market - Statistics & Facts." 瀏 覽 於 2023.3.9, https://www.
statista.com/topics/4428/global-halal-market/#topicOverview.



序二

唐代開始，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由海路、陸路進入中
國東南沿海城市及內地貿易經商。尤其是海上交通路線到了宋代
更成為了當時世界交往的主要路徑，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從波斯
灣、紅海等地出發，穿過印度洋，進入太平洋邊数緣的馬來群島，
經馬六甲海峽北上到達南中國海，在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及揚
州等港口城市上岸，逐漸進入內陸，正因如此，中國著名的伊斯
蘭教四大古寺就是於唐宋年間於這些沿海城市興建的。這些清真
寺的歷史，不僅說明當時的華人社會內已經住有外來的「蕃客」，
更重要的是表明當時的朝廷和人民對「蕃客」本身的文化和生活
方式的理解和尊重，充分體現了中國禮義之邦的風度。

絲綢之路上的華人與「蕃客」交往時都存在著語言不通、
文化差異等問題，但仍能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為人
類文明的進步作出巨大貢獻。歷史足以證明《古蘭經》中所宣
揚的真理，真主說：

「眾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為許
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在真主看來，你們中最尊
貴者，是你們中最敬畏者。真主確是全知的，確是徹知的。」(《古
蘭經》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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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依據上述經文中「人類共同體」及「和而不同」、「互
相理解」的指導精神，演繹出與其他不同信仰宗教的族群之間
彼此包容的相處之道。

我期盼「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
能成為中學師生認識伊斯蘭文化與穆斯林生活的開端，並為推
動香港伊斯蘭教的研究與文化交流奠定基礎。

楊興文
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



編者言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現今兩個重要的
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自然與兩者關係密切。
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直接參與內地
的龐大市場，同時與世界接軌，成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
這兩個重要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成為
港府近年來重點推動和拓展的領域之一。然而，也許很多人沒
有意識到，伊斯蘭教與這兩大發展戰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帶一路」與伊斯蘭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一帶一路」
沿綫 65 個國家當中有 30 個是穆斯林國家。因而，我們談與「一
帶一路」沿綫國家的合作，就無可避免地與穆斯林打交道。推
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需要先瞭解這些國家的文化
習俗，亦即先瞭解伊斯蘭文化。

伊斯蘭教早於 7 世紀經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傳入
中國。海上貿易將當時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即「蕃商」）
帶到中國東南沿海。蕃商抵達中土的第一站便是廣州，即今日
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這些遠航來華的穆斯林商人在
廣州建立了中國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懷聖寺。屹立於寺內
的千年光塔見證了當時海上絲路貿易的繁盛，也見證了伊斯蘭
文明與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交流史。可以說，廣州在中國伊斯
蘭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非常重要和特殊。 

經過 1300 多年的發展，在今日的廣州以至大灣區內各個城
市，都可見到穆斯林的足跡。大灣區為數眾多的穆斯林有著多
元背景，其中珠三角九個城市的穆斯林當中包括本土的回族，
來自全國各地南下務工、經商的內地各族穆斯林，以及從事外
貿生意的外國穆斯林等。至於香港和澳門，因各自獨特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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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吸引不同地區穆斯林到來，其中包括大量印尼和南亞穆斯
林。由於伊斯蘭文化的特殊性，穆斯林生活於大灣區，必然存
在其對清真寺、清真餐飲以及伊斯蘭式殯葬的需求。這三個方
面的探討和實踐正可為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互動提供
實例。

    
由上可見，當我們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時，離不

開對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群體的探討。然而，香港人對兩者均
比較陌生。近年，香港初中歷史科加入伊斯蘭文明課題，正是
為了填補長期以來本地學生對伊斯蘭文明認知上的不足，讓香
港新一代對伊斯蘭歷史和文化有所瞭解。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中一
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以伊
斯蘭教為切入點，將往昔的絲綢之路與現今的「一帶一路」和
大灣區兩個國家發展策略相連接，由古至今，講述大灣區穆斯
林的發展足跡，更擴及今日的伊斯蘭世界，更特別介紹「一帶
一路」沿綫的穆斯林國家。換句話說，該計劃是以國家發展策
略為軸心，把學生同時帶進縱深的歷史和廣袤的地域，可謂現
實意義重大。

在實踐層面，該計劃分為課堂教學和學生體驗及探究式學
習兩個方面。課堂教學部分，該計劃撰寫了四套相關教材，供
老師教學之用；四套教材獨立發佈。學生活動部分，包括本地
和大灣區兩個類別。遺憾的是，受疫情影響，計劃中的大灣區
之旅不得不取消。而本地的學生活動雖亦受疫情影響，但總算
順利進行，包括實地考察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場所（如清真寺、
清真肉檔或餐廳）、到校族群口述歷史訓練及多元工作坊。關
於本地考察活動，共有三條路綫，分別是中環、尖沙咀和灣仔。
本書冊標示了三條考察路綫圖，讓大家一目瞭然。至於其他兩
類活動，我們在本書冊中呈現了參與學校的學生習作成果。

本書冊的編寫，便是為了呈現該計劃學生活動部分的成果，



除了作為記錄，更重要的是為老師提供教學資源。日後，老師
可參照本書冊的介紹，自行設計或安排相關體驗及探究式活動，
讓學生在真情實境中學習，以提高學習效果。

另外，本書冊對大灣區穆斯林群體做了較為詳細的專題介
紹，尤其是廣州、肇慶、深圳、香港和澳門的伊斯蘭歷史和現況。
相信這些最新資料能夠幫助老師掌握大灣區穆斯林群體的具體
情況，從而在策劃體驗式活動時，設計合適的考察路綫。

本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提出及執行，
並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共有 8 間夥伴學校參與。計劃的順
利完成，離不開各方的鼎力支持。首先，我們感謝 8 間夥伴學
校的校長、老師和同學們，他們克服疫情期間的種種困難，參
與計劃的各項活動。此外，本地穆斯林團體及個人在考察和訪
談活動中給予了大力的協助。在掌故編寫中，我們得到了廣州、
肇慶、深圳、香港、澳門等大灣區穆斯林團體及個人的幫助。
我們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今年適逢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在剛剛舉行
的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特別增加了中東專場，探討
與中東海灣國家的合作機會，足見港府對伊斯蘭世界市場日益
重視。希望本計劃能成為香港學生瞭解伊斯蘭文化與穆斯林世
界的窗口，以期幫助青年學生開闊視野，把握未來更多機遇。

無疑，本計劃只是拋磚引玉，相信在教育界各位同仁的努
力下，相關的學習活動將會進一步得到優化。

                           
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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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驗及探究策略

周頴頴進、張嘉樂
多元學習坊

香港的教育改革已推動了十多年。但近年面對新時代的轉
變和需要，全球教育趨勢和發展亦正經歷巨變，各種新教育倡
議正方興未艾。在此處境下，香港教育如何在立足過去教改的
基礎上，因應和融入新時代的需要，幫助學生面對轉變急速和
劇烈的未來，實是一大要務。

是次計劃提出利用伊斯蘭群體透過「一帶一路」到大灣區
進行貿易、定居以至當中所產生的經貿和文化互動作為體驗和
探究主題，其焦點為伊斯蘭群體及其文化如何自唐代以來，經
由「一帶一路」傳播至廣州 ( 大灣區內 ) 至今的相互交流、狀況
及所帶來的各種發展和變化。這正能作為香港教改成果和新教
育倡議的連結點，讓新時代教育需要融入後香港教改的課程和
全方位學習活動中。當中特別適切將全球素養、跨文化及文化
敏感度等新近教育倡議融入其中，讓學生透過體驗和探究伊斯
蘭群體在大灣區內與當地社會和中華文化的互動，體察和了解
當中的跨國連繫、文化間的相互交流融合，以及彼此的文化差
異，從而擴闊和轉化自己對於伊斯蘭群體及大灣區連結的視野。
本文將嘗試整合是次經驗，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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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改重點與新時代需要

讓我們先審視香港教改和新時代教育趨勢的大背景。香港
教育改革自推動以來，被視為教育界的重大「範式轉移」。當
中最重要的是從以「教師」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在教
學內容與方法上的調整。( 參附表一 ) 按照有關模式，整個學校
教育也作出了巨大的轉變。

傳統模式 範式轉移

課　　程 單線、進深
網狀、貫穿

跨科

教育方法
講授為主、單向

以教師為中心

善用活動教育、
專題研習
重視互動

以學生為中心

另一方面，近年社會的急速轉變，特別是資訊科技、人工
智能等科技發展，為未來社會帶來了不少變數，讓未來變得不
確定和充滿挑戰。在此情況下，不少教育學者乃至機構開始提
倡未來的教育需要幫助學生培養充足和針對性的能力，以應付
未來不可知的狀況。這正是本文所指出的新時代教育需要，也



是 21 世紀技能、未來教育，以及聯合國及 OECD 等國際組織提
出的「教育 2030」等新近教育倡議的關切和重要精神：現今的
學生長大後，將面對與今日完全不同的境況，教學內容和重點
不能再重複昔日成功的要訣，他們任職的工作可能尚未出現。
如此，現今教育要給予甚麼內容、怎樣的培訓才適合他們將來
的成長呢？

近年積極提倡的 STEM 及創新能力等，都被視為學生因應未
來發展而必須培養的核心能力。而針對新時代的教育需要，是
次計劃正正提出了全球素養、跨文化能力及文化敏感度等新技
能。它們的解釋各自為：

1. 全球素養 (global competency)：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 (OECD) 於 2017 年 12 月與哈佛大學零點項目 (Project 
Zero) 共同發布，作為 2018 年 PISA 有關評估基礎的《PISA
全球素養框架》(PISA Global Competence Framework)，全
球素養是指個人能夠分析當地、全球和跨文化的問題；
理解和欣賞他人的觀點和世界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進行開放、得體和有效的互動；以及為集體福祉和可持
續發展採取行動的能力。

2. 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apability)：這即是指當個人進
入不同乃至多元文化環境中，因應所面對的文化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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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出調適，從而能夠有效和合宜地與來自不同文化
背景、具有各種認知、情感和行為差異的人互動的過
程 (Spitzberg & Chagnon, 2009)。這包括：(1) 對多元文
化的愛好 (2) 對文化差異的敏感 (3) 喜愛探索不同文化 
(4) 尊重不同文化的人 (5) 傾聽和觀察不同文化的人 (6) 
運用不同語言的能力 (7) 與不同文化的人建立關係等 
(Black & Gregersen,1991; Earley & Ang, 2003)。

3. 文化敏感度 (cultural sensitivity)：這亦可被視為跨文化能
力的其中一環，即個人能意識到自己和自身所屬群體以
外的他者及世界其他不同觀點的存在；它們和自身之間
的差異；以及因而對這些有別於自己的群體和文化產生
好奇心和參與的意欲。

以上三種能力，都指向在全球化處境中，加上科技發展帶
來極高速溝通和連結模式下，學生如何跳出自己的文化舒適圈，
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甚至接納不同文化，最終甚至能融合不同
文化，創造出新事物，例如拜占庭藝術就融合了羅馬晚期和東
方藝術形式，加以發展而成。

我們也可以參考現時關於未來人才的觀點，作進一步討論。
在 2000 年後，全球各地因應社會急速變化、科技發展等因素，
於課程改革方面均以核心素養為重點。綜觀國際不同例子，雖



然所臚列的核心素養有所不同，但都不約而同地將全球素養納
入其中一個重要方向。例如牛津經濟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在《2021 全球人才》(Global Talent 2021) 中，便將全球運作技
巧 (global operating skills) 和關係建立 (relationship building) 作為未
來人才的必要條件；美國的 21 世紀技能夥伴 (P21) 將全球意
識 (global awareness) 納入為 21 世紀技能的一大要素；亞洲協
會 (Asia Society) 更直接提出全球素養作為 21 世紀技能的核心，
涵蓋探索世界 (investigate the world)、承認不同觀點 (recognize 
perspectives)、 溝 通 想 法 (communicate ideas) 和 作 出 行 動 (take 
action) 等元素。這些不同的教育倡議所納入的人才能力指標均
顯示，在未來，學生有必要具備與不同背景的人「溝通」、「協
作」的能力，從而能「迎向全球」，方此才能成為新一代的人才。
如何與世界不同國家、文化和種族人士相處、交流和一起工作，
將成為國際人才的挑戰。

當然，筆者認為香港在上一輪教改中，其實已完成了基本
的教育範式轉移過程。而面對以上的教育新趨勢，所要做的革
新，其實就是在教改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如何將上一輪教改中
未有或者未被重視的技能，如 STEM、解難，或上文所提出的全
球素養、跨文化能力、文化敏感度等，融入學校教育中，以讓
原有教改成果升級，從而與國際間「教育 2030」、「未來教育」
等趨勢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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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策略：融入「體驗、探究歷程與全球素養、跨文化能力、
文化敏感度」等技能

然而，說到要將新時代倡導的教育技能融入現今學校教育
中，到底該融入到甚麼位置較好呢？筆者認為如果融入到「全
方位學習活動」中，教學空間和效能會較高一點，而且在學校
編排上亦較具靈活度。是次計劃正建議學校可藉一連串體驗及
探究活動，讓學生從體驗到經驗整合，形成有關知識、技能與
價值觀，從中提升學生的全球素養、跨文化能力和文化敏感度。
以下將說明計劃內如何利用體驗學習和探究式學習等學習歷程，
幫助學生在全方位學習活動中，培養全球素養等技能。

在進入計劃的活動和相關策略前，先簡述何謂體驗學習
和探究式學習。所謂體驗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即強調學
習以學生的經驗為起點，過程中透過分享和反省，將自身經驗
作處理和轉化，從而建構相關知識、技能和價值。一個理想
的體驗過程，會建立起學習循環，包括了：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 觀 察 及 反 省 (observation & reflection)、 總 結 經 驗
(forming abstract concepts) 和 實 踐 應 用 (testing in new situations) 
(Kolb, 1984) 四個部分。

而探究式學習 (inquiry-based learning) 則是指學生通過搜集及
研習資料過程中建構知識，令學生掌握到概念和原理。過程中，



老師提供基礎知識、事例、資料，以至讓學生設計研究方法，
搜集資料，通過閱讀、觀察、實驗、思考、討論、聽講等途徑
去探究出問題答案。大概過程包括：(1) 提出問題 (2) 定出假設 
(3) 驗證過程 (4) 獲得結論。這種方法不單可用於科學學習，也
可應用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啟迪學生思維。

是次計劃正結合體驗和探究式學習，提供由實地考察與體
驗開始，至寫作掌故完成的一個完整學習歷程，讓參與學生能
夠從經驗開始，到發掘問題，學習以不同方法找尋答案，最後
藉著寫作掌故，將所學知識和親身經歷體會加以整合，成為屬
於學生自己的見解。下表茲闡述計劃內各項學習活動及相應的
體驗和探究式學習策略：

學習活動
對應的體驗和

探究式學習元素
內容概述

所培養的
技能

實地考察
與體驗

具體接觸
與觀察

本計劃分別設有中環、
尖沙咀及灣仔三條行
程，讓學生了解伊斯蘭
群體在香港的歷史、文
化及族群生活現況。

跨文化能力
文化敏感度

口述歷史 探究與反省 讓學生掌握及學習不同
探究策略，學生透過
體驗發掘各種問題，可
以運用這些方法，嘗試
找出答案及進行思辨討
論。

全球素養
檔案分析 探究與反省

訪　　談 探究與反省

社區調查 探究與反省

寫作掌故
整合、總結

與實踐

整合體驗與探究得到的
種種想法，轉化成自己
的見解。同時引導學生
思索並在生活中實踐當
中的一些體會。

跨文化能力
文化敏感度

全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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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課程貫連：穿梭時、地、人

透過上述策略，本計劃有助學生去探討以及在體驗中，意
識到以下關鍵問題：

• 数伊斯蘭文化有何特徵？具體是怎樣呈現出來的？
• 数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間有何分別？
• 数你對這些文化有何感受和體會？應該持什麼態度去面對

自己文化圈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呢？
• 数伊斯蘭群體對中華文化及香港社會有何看法？
• 数面對主流社會文化環境，伊斯蘭群體怎樣自我調適？

透過體驗與探究過程，學生能有效地意識到伊斯蘭和中華
文化間的相異之處，以及在導師引導下，洞察自己面對這些文
化的態度和發掘出伊斯蘭族群如何身處其中。這些問題的發掘
過程及答案，最終會指向及培養學生形成對其他文化的敏感度、
跨文化間的尊重和全球素養。下表茲臚列出這些問題背後涉及
的具體知識範疇，以及如何與課程內容相融合，讓老師能通過
本計劃中的教材，幫助學生紮穩知識基礎，從而在探究中獲得
更大的成果。



時 地 人

• 唐代以後，伊斯蘭群
體、文化及貨品藉絲
綢之路來到大灣區的
狀況 ( 原訂到廣州實
地考察遺址 / 古蹟，
因疫情取消 )

• 廣州至香港間伊斯蘭
群 體、 文 化 及 貨 物
間的流動 ( 原訂到廣
州實地考察遺址 / 古
蹟，因疫情取消 )

• 香港發展成港口後至
今，伊斯蘭群體、文
化及貨品在港的情況

• 「一帶一路」
接通中東一帶
至 大 灣 區 ( 廣
州、香港 )

• 廣州至香港間
遷移與交流

• 以 香 港 中 環、
尖沙咀及灣仔
作 為 個 案， 探
究當地穆斯林
社群在社區中
的聚集地與生
活狀況

• 伊斯蘭建築及
空間特色

• 伊斯蘭群體的
生活狀況，如
信仰、衣著等

• 伊斯蘭群體在
貿易上的角色
及貢獻

• 伊斯蘭群體面
對中華文化與
香港社會的感
受及調適

面對新時代的社會轉變和教育需要，如何因應這些狀況，
將新的教育觀點和議程融合於現今學校教育中，培養學生成為
具備未來所需技能的人才，正日益成為學校教育的應有之義。
本文所闡述是次計劃的經驗，正可作為一次具意義的嘗試，帶
出如何通過體驗和探究式學習，從具體和較具空間的位置切入，
為學生帶來具學習成效的學習經歷，同時從中培養未來技能。
希望本文以及是次計劃經驗能收拋磚引玉之效，為學界往後的
相關嘗試，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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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概覽

計劃名稱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
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

計劃時間 2021.12 - 2023.10

宗旨

以伊斯蘭教為切入點，將「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兩大國家發展戰略結合起來，為學生們講
述兩者如何與伊斯蘭文明產生關聯，伊斯蘭和中華文
化在過去悠長歲月裡又如何相遇、如何交流。藉此幫
助同學開闊視野、認識不同文化，並進一步加強對自
身文化的認同。

學生活動 本地活動

實地考察（三條路綫）：

1. 中環：些利街清真寺、大館

2. 尖沙咀：九龍清真寺、重慶大廈、海
防道街市清真肉檔

3. 灣仔：跑馬地回教墳場、愛群清真寺暨
林士德伊斯蘭中心、中華回教博愛社

到校族群口述歷史訓練

聯校多元工作坊：
檔案翻查、訪談技巧、社區調查、掌故編寫

大灣區追索之旅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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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
體驗與探究學習計劃

教師活動 培訓與分享

出版

《跨科專題課程教材》

單元一 
海上貿易與交通的前世今生：伊斯蘭文化東來與香港
人走出去

單元二 
文化與傳承：落戶大灣區的伊斯蘭群體怎樣面對新環境？

單元三  
社群發展：伊斯蘭群體與華人社群間的平行與交錯

單元四 
接通世界：香港與大灣區的未來

《學生體驗及探究策略手冊暨
大灣區伊斯蘭群體發展掌故》

網站 https://www.cuhk.edu.hk/rih/c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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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



懷聖寺

懷聖寺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光塔路 56 號，始建於唐朝，是歷
史上「蕃坊」的中心。為紀念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該寺取
名懷聖寺。因寺內建有光塔，又稱光塔寺。該寺與泉州的清淨
寺、杭州的鳳凰寺、揚州的仙鶴寺並稱為中國沿海伊斯蘭教四
大古寺。它是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建築史與中國伊斯蘭教宗
教史的重要實例。

海外交通史

阿拉伯旅行家、商人蘇萊曼（ Suleyman ）在 851 年（唐宣
宗大中五年）《印度中國見聞錄》中記述：「中國商埠為阿拉
伯人麋集者，曰康府（即廣州）。該處有伊斯蘭掌教一人、教
堂一所。」 這裡提到的教堂，指的就是清真寺，很可能就是今
天的廣州懷聖寺，這是史料中最早記載的中國伊斯蘭教建築。

懷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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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西亞的大食、波斯商人和傳教士經由兩條路線
來華：陸路自伊拉克、波斯、中亞，經由我國新疆到達長安等
地的「絲綢之路」；海路由紅海，經阿拉伯海，入印度洋，或
由波斯灣入印度洋，然後經斯里蘭卡，入孟加拉灣，繞過馬來
半島，抵南中國海，最終航行至中國東南沿岸的港口城市，如
廣州、泉州、揚州等，稱為「海上絲綢之路」。而伊斯蘭教沿
海路傳入中國的第一站便是廣州，相傳阿拉伯傳教士艾比·宛
葛素與僑居廣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捐資修建了懷聖寺，被認
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

寺內西南角高聳的光塔



學術界基本上以唐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阿拉伯）首
次遣使來華朝貢，作為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標誌。但大多
數學者認可伊斯蘭教在唐永徽二年（651 年）前的唐初，就已
傳入中國、傳入廣州這一觀點。

位於寺內西南角高聳的宣禮塔，俗稱「光塔」，古時稱作
「蕃塔」。光塔建於唐代，是唐朝時廣州重要的標誌性建築。
一般來說，宣禮塔是清真寺的基本組成部分。古時每次禮拜前，
喚禮員登上塔樓用阿拉伯語高喊「喚禮詞」，呼喚穆斯林放下
手中事情，齊集到寺禮拜。除做宣禮塔，光塔具有重要的導航
功能。在久遠的年代，光塔為遠航而至的商船起著燈塔的作用。
唐時，光塔是珠江北岸邊上最高的建築物，晚上塔頂懸燈，為
來往的船隻指引航向。中外商船見到光塔，便知已到廣州。後
來，珠江航道南移，其導航作用不再。懷聖寺和光塔屹立於珠
江古航道北岸，是古代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重要歷
史遺跡，見證了廣州海外貿易繁榮的歷史，為研究海上絲綢之
路提供了有益的價值。光塔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遺
產點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建築史

懷聖寺建於唐代，後歷經火災、失修而進行多次重修及重
建。現存的建築，只有光塔建於唐代，其餘主要是明清時期或
其後所建。懷聖寺採用中國傳統的縱軸式院落佈局，寺院坐北
向南，南北向的軸綫上設大門、二門、望月樓、天井和禮拜大殿。
穆斯林不論身處何處，禮拜時均朝向阿拉伯半島上麥加城禁寺

禮拜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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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天房。因此，懷聖寺禮拜大殿的西牆設有壁龕，即教長領
拜時站立的位置。現存的禮拜大殿是 1935 年重建的建築，屋頂
舖綠色琉璃瓦，屬仿古建築風格。

懷聖寺的光塔樣式獨特，為國內僅有。塔高 36.6 米，用磚
石砌成。光塔有著明顯的阿拉伯風格，與中國古塔的形制、顏
色、材料均不同。中國古代高塔多數是以木材或石材而建的佛
教寶塔，且多為帶飛簷與底座的樓閣式與密簷式。光塔風格迴
異，塔整體為純白的圓柱形，塔底寬闊，底徑有 8.85 米，塔身
逐漸微微向上收窄。塔身由上至下拉斜綫地開了幾個狹長的小
窗。塔內設螺旋形石梯可登至塔頂的露天平臺。平臺正中豎立
了一座小圓柱，近柱頂處的圓周邊上，飾有兩層大小不一的八
角形環翼，襯托著柱尖的葫蘆数頂。柱頂原本設有一隻金雞，可
隨風旋轉以測風向，明朝年間，受颶風所破壞，因而改為現今
所見的葫蘆形寶頂。

光塔是中國伊斯蘭教現存建
築時間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跡，
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座
拔地而起、相當於十多層高的建
築，從唐代矗立至今，歷經風雨，
一直屹立不倒，堪稱世界建築史
上一個奇跡，具有重要的歷史研
究價值。光塔建築風格簡約，卻
不單調，別具特色。它與周圍的
市街僅一墻之隔，因鮮明的阿拉
伯特色而成為獨特的路標，引人
注目。光塔前面的道路，唐宋時
期被稱為大食巷，今日則取名光
塔路。

懷聖寺融合了中阿兩種不同風格的建築，既有典型阿拉伯
風格的光塔，也有中國宮殿式的禮拜殿和望月樓，體現了兩種
建築風格的和諧統一。 

葫蘆形寶頂



中國伊斯蘭教宗教史

唐宋時期，廣州設立了蕃坊，以安置與管理來華外籍商人。
這些商人大多來自西亞——即當時的大食和波斯，當中很大部
分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因此蕃坊可以看作是穆斯林聚居
區，是中國伊斯蘭教最早的穆斯林組織形式。蕃坊設有蕃長，
管理坊中事務。根據史料記載，懷聖寺既是清真寺，也是蕃長
的官邸。唐時，蕃長不只是蕃商居留地之行政領袖，還是法律
和宗教方面的領袖。因此，現在我們看唐宋時的懷聖寺，要明
白它不但是宗教場所，亦是蕃長的辦事處，同時處理行政、司
法和宗教事務。

懷聖寺前的光塔路路牌

唐宋時期的蕃坊範圍
( 圖片來源：保延忠《廣州伊斯蘭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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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考證，唐宋時期的蕃坊範圍，以光塔路懷聖寺為中心，
南是當時的珠江之濱 （現福惠西路），東以米市路、朝天路為
界，西至人民路，北到中山六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在懷
聖寺附近，也就是當時的蕃坊，看到與阿拉伯語有關的街名或
地名，如擢甲里，「擢甲」是阿拉伯語「小巷」之意。此外，
從今日懷聖寺附近的瑪瑙巷、朝天路等街名，可知當時的蕃坊
活動。瑪瑙巷意指當時阿拉伯、波斯商人賣珍珠瑪瑙；朝天路
意為「歸天、朝天房」，是穆斯林出殯的必經之路。

至明清時期，廣州回族的主體是回族軍士，他們依然居住
在以懷聖寺為中心的唐宋時期的蕃坊範圍，並在周圍建立了濠
畔、南勝、小東營三座清真寺。這一時期廣州已開始興辦經堂
教育，据記載，廣州第一間經學堂是乾隆年間在懷聖寺內開辦
的。1 今日的懷聖寺仍然是廣州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的主要場
所，是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所在地。可見，懷聖寺從建立至今，
1000 多年來見證了伊斯蘭教在廣州落地生根與發展，在中國伊
斯蘭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有關懷聖寺和光塔的建築年份和歷史背景的研究，一直以
來備受學術界關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懷聖寺和光塔與中
國伊斯蘭教的溯源問題密切相關。儘管仍有一些討論尚未形成
共識，但相信隨著歷史考證的深入，有關懷聖寺和光塔的來源
問題會更加清晰。無疑，懷聖寺和光塔對中國伊斯蘭教史的研
究，尤其是早期歷史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參考資料

吳琼、陳昌勇，〈廣州懷聖寺風貌研究〉，《建築與文化》，5（2022），頁 46-47。

陸琦，〈廣州懷聖寺〉，《廣東園林》，6（2019），頁 96-100。

保延忠，《廣州伊斯蘭教史》，廣州：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廣州市回族歷史
文化研究會，2014。

1 今位於解放中路的廣州市回民小學，是由原設在懷聖寺內的經學堂發展
而成。



先賢古墓

先賢古墓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桂花崗，即解放北路蘭圃西側，
是一座專為穆斯林而設的園林式墓園。先賢古墓始建於唐朝，
因早期來華穆斯林先賢艾比﹒宛葛素葬於此，而得「先賢」之
名，又俗稱「大人墳」。穆斯林從元代開始被稱為「回回」，
故先賢古墓亦稱「回回墳」。至明清時期，伊斯蘭教被稱為清
真教，因而該墓地也被稱作「清真先賢古墓」。

先賢古墓，亦即先賢清真寺，是廣州現有的四座清真寺之
一。1 據考證，先賢古墓內原有一座頗具規模的清真寺，稱為先
賢古寺，亦俗稱大北門外清真寺，現已不復存在。現有的禮拜
大殿是 2010 年復建的。

先賢古墓南門

1 廣州現有的四座清真寺分別是：懷聖寺、先賢清真寺、濠畔街清真寺及小東
營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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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先賢古墓之始建離不開自唐朝開始大批從西亞遠航
東來的「蕃商」。如果說懷聖寺體現了「蕃客」在世時的宗教
需要，那麼，先賢古墓則反映了這些異鄉客走到人生盡頭時的
宗教需要，即「入土為安」。因此，先賢古墓與懷聖寺一樣，
均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遺跡，見證了伊斯蘭教沿海路傳
入中國的悠久歷史。

寺內的先賢井，井水清冽甘甜。



從墓園看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在地化

自唐以來的千多年，根據考古資料，桂花崗一帶有回回墓
十數萬座，是廣州回民墓葬的核心分佈區。20 世紀 80 年代以
來，桂花崗一帶陸續有一些古代墓碑出土，當中有阿拉伯文「哈
馬德墓碑」伊斯蘭曆 712 年（西元 1312 年）及中阿文「剌馬丹
墓碑」伊斯蘭曆 751 年（西元 1350 年）等墓碑，年代可追溯至
元代。而且墓碑多寫有「異鄉者，已成為殉教烈士了」的內容，
可見他們都是異鄉人。

最早有關廣州蕃客墳墓的記載是南宋時，方信孺《南海百
詠》中廣州的「蕃人塚」「在城西裏，累累數千，皆南首向西」，
顯示當時來華蕃客人數眾多，此時的墓地被稱為「蕃人塚」。
到了元代，大量穆斯林從西亞、中亞地區遷徙中華大地。色目
人中的穆斯林，加上蕃客後裔及通婚入教者，遂形成中華大地
上的新民族——「回回」，此時的宛葛素墓被稱為「回回墳」。

明朝下半葉開始，東西海上貿易逐漸改由歐洲人主導甚至
稱霸，原本活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穆斯林商人漸漸被邊緣化，
蕃客數量減少。另一方面，定居於中土的蕃客後裔逐漸華化。
明朝起，伊斯蘭教經歷了本土化、中國化的過程。在這個歷史
進程中，廣州的穆斯林主體也逐漸從「蕃客」轉化為「回回」。
而清真先賢古墓便默默地訴說著當中的演變軌跡：從南宋時期
的「蕃人塚」到元明清時期「先賢」的「回回墳」，以至近現
代的「回教公共墳場」、「回族墳場」。可以說，清真先賢古
墓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在地化歷史過程的折射與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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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古墓園入口

走進墓園 探索回族歷史

先賢古墓是一座陵園式建築，佔地面積逾 24,000 平方米，
足足有三個國際標準足球場大，古墓內樹木繁茂，四周有青磚
砌成的牆壁環繞。除最為核心的宛葛素墓室，古墓內還有大量
伊斯蘭教歷史古跡。



墓園外的墓道有南北兩個入口，南端入口是寫有「先賢古
墓道」的石牌坊，上有對聯：「遠涉重洋蒞臨東土先哲畢生傳
聖教，闡揚經訓理通西域穆民萬世仰高風」。穿過石牌坊，可
以見到 1942 年廣東省長廖仲愷題寫的有關保護回教墳場的「数数省数
公署布告第五数」。

繼續沿著古墓道往前走便是「一門忠孝」牌坊、清真寺禮
拜殿，之後便進入墓園。墓園分南北院，由「高風仰止」牌坊
隔開。南院築有門樓、廂房、方亭、牌坊，襯以楹聯、匾数、碑

先賢古墓道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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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等文物，具有典型的明清嶺南建築風格。北院則有歷代知名
中外穆斯林的墓葬，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宛葛素墓室。宛葛素墓
室為磚砌正方形，寬深約 6 米。墓室外形上圓下方，頂部貌如
穹窿，東西兩面牆上各開了一個小窗，室內中央是宛葛素的石
棺。人們在墓室說話或誦經時會聽見回聲，因此宛葛素墓室又
被稱為「響墳」。

宛葛素墓室外觀

宛葛素墓室內



艾比﹒宛葛素被認為是先知穆罕默德派遣來華宣揚伊斯蘭
教的第一人。回族內部有說法稱，艾比﹒宛葛素是先知穆罕默
德的舅父，但此說並未得到證實。古墓聞名中外，被部分穆斯
林視為伊斯蘭教的「小聖地」，每年吸引大量國內外穆斯林前
來瞻仰、数数祈禱。為紀念先賢宛葛素，廣州穆斯林每年會在他的
忌日，即伊斯蘭曆的 11 月 27 日在先賢清真寺舉行「大人忌」2

活動，這是廣州穆斯林特有的節日。

在古墓園的東側有著名的「回教三忠墓」和「三忠亭」。
所謂三忠，指的是明末抗清的回族烈士羽鳳麒、撒之浮、馬承
祖三人。他們因抗拒清兵，誓死捍衛廣州孤城，最後壯烈犧牲。
為紀念這三位回族烈士，在其衣冠冢附近建有「三忠亭」。

作為大型園林式墓園，先賢古墓古樸莊重，植被鬱鬱葱葱，
置身其中令人心曠神怡。園林中央有以石板鋪成的古墓道，可
由先賢古墓的北門或南門通向墓園。古墓保存有大量歷代碑碣、
匾額、楹聯、牌坊等，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漫步墓園中，
不禁讓人緬懷回族綿遠悠長的歷史。先賢古墓於 2013 年被列入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忠亭回教三忠墓

2 「大人」，是廣州穆斯林對先賢宛葛素的尊稱。先賢古墓又名「大人墳」，
也是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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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古墓北門

進入 2000 年代，廣州的外來穆斯林數目大增，原有的禮拜
場所已無法滿足需求。同時為接待 2010 年廣州亞運會的穆斯林
運動員和遊客，作為亞運會重點工程之一，先賢古墓於 2010 年
復建了可容納 3,000 人的禮拜殿，加上新開闢的廣場和草地，
共可容納 15,000 多人同時做禮拜，成為廣東省最大的清真寺。

先賢清真寺禮拜殿外懸掛的
「大人忌」活動橫幅



廣州穆斯林：過去和現在

廣州穆斯林的歷史，源遠流長，自古以來就與中國的海外
貿易息息相關，即便到了今天，依然離不開這個格局。

伊斯蘭教信徒有善於經商的傳統，在 8-15 世紀，穆斯林掌
握了世界貿易的命脈。那時候，伊斯蘭國度繁榮發達，從世界
範圍看，穆斯林群體既是重要的生產者，也是舉足輕重的消費
者和貿易經營者。不論是亞洲東西兩端之間的區間貿易，抑或
是亞洲與歐、非之間的洲際貿易，均由穆斯林商人主導。到了
16-20 世紀，伊斯蘭世界與歐美的勢力此消彼長，世界貿易的主
控權才轉移到西方人手上。

懷聖寺附近的進步里小區，在曾經的蕃坊區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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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回即今天的回民、回族。回族，是在特定歷史條
件下形成的一個傳承伊斯蘭信仰文化的中國本土民
族。中國有十個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回族人數最
多，其次是維吾爾族。伊斯蘭教是跨民族的普世宗
教，在中國也有其他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如漢族、藏
族等。

廣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唐宋時期吸引了大批
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前來經商 数数数，他們被稱為「蕃客」。隨著蕃
客日益增多，為了便於管理，當地政府特別為他們劃出一塊聚
居區，稱為「蕃坊」，位置也就是今天廣州懷聖寺附近一帶。
當時的穆斯林商人依靠季風遠航，他們抵達廣州後需要居住一
段時間才可再次揚帆起航，稱為「住唐」。唐宋時期生活在廣
州的蕃商人數眾多。根據史料，唐末黃巢之亂時，被殺的伊斯
蘭教徒、猶太人、基督徒等多達 12 萬。相信這其中穆斯林佔很
大比重，可以推斷當時蕃商數目之多。他們在蕃坊数居住、經商
及進行宗教活動，生活富裕。在唐宋時期的對外貿易中，穆斯
林商人貢獻最大。現今蕃坊的遺存——懷聖寺和光塔，見證了
唐宋時期中國和阿拉伯世界商貿往來的繁榮，以及中華文明與
伊斯蘭文明源遠流長的友好交往史。

住唐的蕃客中，有些落地生根。他們與當地人通婚、雜居，
並且學習中國文化，於是逐漸華化。他們的後裔被稱為「土生
蕃客」或「五世蕃客」，成為廣州穆斯林先民的組成部分。

到了元代，中國穆斯林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新
的民族「回回」 。13 世紀，蒙古帝國建立的過程中，蒙古人首
先往西吞併中亞和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其後才南下滅宋，建立
元朝。當時中亞（花剌子模和西遼）和西亞（阿巴斯王朝）的
穆斯林有亡國之痛，他們的家鄉慘遭蒙古鐵蹄蹂躪，於是他們
大批地遷徙中國，包括波斯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明史》
記載：「元時回回滿天下」，「回回」就是指由中亞、西亞遷
居中國並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當蒙古
人在中國建立元朝，回回便在各地駐軍屯牧，又或者以工匠、
商人、學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佈在中華大地。元朝時，
穆斯林被泛稱為「回回」，廣州穆斯林則被稱為「南蕃回回」。
當時回回有自己的語言——古波斯語，后經明清兩代數百年的
雙語（華文和波斯文）時期，到清末波斯語逐漸從回回中消亡。



儘管元時伊斯蘭教在全國範圍內有了很大的發展，並產生
了新的民族「回回」，然而伊斯蘭教在廣州的發展相對緩慢。
這一時期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通道由海路轉為陸路，即是說，
穆斯林從中亞、西亞經陸路遷入中土，其後散佈全國各地。另
外，元朝時期，泉州取代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原住廣
州的蕃客也大多東遷泉州。加之民族融合和遷徙，到元末明初，
廣州穆斯林已所剩無幾。時至今日，在廣州很難找到昔日蕃商
的後裔。2

 
與唐宋元時期自由開放的海外貿易政策不同，明朝實行閉關

海禁政策。儘管到 1567 年海禁取消，但由於這一時期西歐諸國
開始涉足東西海上貿易，並逐漸執掌其牛耳，穆斯林從此不再在
國際貿易中擔當要角，於是蕃商不再。此時，卻有新一批穆斯林
遷入廣州，他們主要是從全國各地來廣州駐防的回回軍士，廣州
穆斯林的結構因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回回軍士依然聚居於唐
宋的蕃坊區域及周圍地帶，即現今越秀區範圍內。當時除了駐戎
軍士，還有回回工匠、商人、宗教職業者等，他們的後代構成了
今日廣州本土穆斯林的主體。明清期間，回族穆斯林從軍從政者
居多，湧現出了不少近代史上有影響的穆斯林人物，如明末著名
抗清將領「回教三忠」——羽鳳麒、撒之浮、馬承祖及曾任六國
公使的外交官楊樞 （1847-1919）。

新中國成立后，廣交會 3 落戶廣州，穆斯林外商再次踏足穗
城。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后，作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

2 據調查考證，廣州黃埔區珠崗村和白雲區蒲村的兩處蒲姓人氏屬唐宋時期蕃
客的後裔血脈，但他們已不再保留穆斯林信仰習俗。現今廣州穆斯林構成裏面
已經沒有蕃客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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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陣地，千年商都廣州再次綻放它的商業魅力，吸引大量善於
經商的國內外穆斯林。以最近幾屆廣交會為例，每屆接待穆斯林
國家 / 地區的到會客商数佔總人数的四分之一 4。為方便到會的大量
穆斯林外商，展館特別設有清真餐廳和禮拜室。千年流轉，往日
的絲綢、瓷器、茶葉已經被服裝、電子產品、日用品取代。來自
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的穆斯林外商看好廣州的營商環
境，有的選擇留在廣州開公司、辦工廠。

3 「廣交會」即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有「中國第
一展」之稱，每年在廣州舉行兩次，1957 年至 2023
年春，已經舉辦 133 屆。
4  h t t p : / / j i n g j i . c n t v . c n / 2 0 1 3 / 1 0 / 1 5 /
ARTI1381795391353762.shtml。瀏覽於 2023.6.16。

2023 年 5 月舉行的第 133 屆廣交會馬來西亞展館

位於小北登峰村的外貿公司，經常接待非洲客商。



位於小北的清真美食街——数寶漢直街上的新疆餐廳

隨著穆斯林外商增多，1990 年代末起，來自中國西北、西
南、中原等地的阿拉伯語學校、清真寺或經學院的畢業生，或者
留學歸國的穆斯林，陸續來到廣州工作。他們利用通曉阿拉伯語
的優勢，為外國客戶做翻譯，當中有不少後來自己開外貿公司，
做老闆。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阿語翻譯為廣州穆斯林社群注入新
血，成数廣州穆斯林新移民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估算，廣州穆
斯林開辦的外貿公司達 1000 多家，多數是 2003 年後中國經濟
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開辦的。

此外，還有從全國各地來廣州做生意的回族、維吾爾族等
穆斯林，他們有的從事傳統餐飲業，有的辦企業、開工廠，也有
的從事小商販生意。從小北雲集的新疆、青海、雲南、山東等地
域風味的清真餐廳，可以感受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穆斯林在廣州的
足跡。位於越秀區的小北，距離懷聖寺和先賢古墓都只有 4 公里
左右，這裏不僅聚集了眾多國內各族穆斯林，還有大量從事外貿
生意的非洲人，他們中有很多是穆斯林，因而小北又有「巧克力
城」、「小非洲」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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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穆斯林在懷聖寺慶祝開齋節

 總括來說，今日廣州穆斯林的構成大致可以分為：1. 廣州
本地回族；2. 來自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經商的外國
穆斯林； 3. 在廣州從事阿語翻譯或開外貿公司的穆斯林；4. 來
自全國各地如西北、西南、中原、東北等地從事餐飲行業，及
開工廠、辦企業、開商店的各族穆斯林；4. 在企業、政府部門
工作的工薪階層；5. 在廣州讀書的中外穆斯林學生。

由於廣州穆斯林的流動性比較大，兩大節日會禮（開齋節
和宰牲節）人數是估算廣州穆斯林人口的重要參考。根據廣州
市伊斯蘭教協會提供的數據，2015 年廣州宰牲節會禮人數達到
了歷年來峰值——逾 35,000 人。2023 年宰牲節會禮人數超過
10,000 人。這其中通常有一半是外籍穆斯林。穆斯林的聚居地
也因不同籍貫、國籍、工種而有所區分，例如陳田村在 2000-
2005 年期間居住了大量穆斯林翻譯，因此有人稱之為翻譯社區，
還有瑤台河南回族的皮革社區、青海拉麵社區、小北的經貿社
區等。



從唐宋時期的蕃客，到今日中外穆斯林共同構成的多元社
群，穆斯林商人一直是廣州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群體。延續
了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在今日「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
使廣州再次成為穆斯林跨國商貿的中心，帶動了廣州穆斯林多
元群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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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東營清真寺集體開齋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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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環

些利街清真寺 

些利街清真寺（Jamia Masjid/Mosque），正式名稱為「回教
清真禮拜總堂」，位於中環些利街，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清真
寺。現存的清真寺建於 1915 年至 1916 年間，由孟買商人哈吉．
穆罕默德．埃薩克．埃里亞斯（Haji Mohamed Essack Elias）捐款
興建，以取代原址的舊清真寺。該寺自 19 世紀已經存在，與香
港開埠史息息相關。

些利街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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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開始殖民統治香港。當
時隨英國軍艦來港的印度士兵，被編入駐港英軍，在中環附近
駐紮。英國殖民者控制香港後，首先籌建裁判司署和監獄，以
便執行法律和維護治安。1844 年殖民地警隊成立。至 1864 年，
現時位於荷里活道的大館歷史建築群，當時集警署、裁判司署
和監獄於一地，成為本港執法和司法的核心。此時的士兵、警
察和獄卒主要是印度人，其中不少是穆斯林。此外，又有印度
穆斯林船員和商人留駐香港。無論是何種職業，印度穆斯林的
生活場域均集中於殖民政府的中樞所在——中環。

今日中環的摩羅上街（Upper Lascar Row）和摩羅下街（Lower 
Lascar Row），便是因香港開埠初期的印度穆斯林而得名。英文
Lascar 是一個屬於歐洲殖民主義時代的詞語，指來自印度的船員
或士兵。早年本地華人習慣把印度人稱為「摩羅」（亦寫作「嚤
囉」），印度人聚居、聚集之處便稱為摩羅街，其宗教場所被
稱為「摩羅廟」，墓園則稱作「摩羅園」。

摩羅廟街 （Mosque Street）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947 年印巴分治地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應當注意的是，當時所指的印度，涵蓋今天的印度、巴基
斯坦和孟加拉三國。19 世紀中期，英國對其時的印度實行殖民
統治。1947 年，英國治下的印度分裂和獨立為印度和巴基斯坦
兩個國家。巴基斯坦的版圖原屬印度的穆斯林聚居區，包括東、
西兩部分，分別處於印度次大陸的東西兩端。1971 年，東巴基
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國。

伊斯蘭教的宗教場所是清真寺。有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通
常都設有清真寺，因為伊斯蘭教信徒需要履行一天 5 次禮拜的
宗教義務。印度穆斯林立足香港不久，即向政府申請土地興建
清真寺。申請獲批，由 1849 年 12 月 3 日起，港府把鄰近摩
羅街的些利街上一片土地租借予穆斯林社群興建清真寺，為期
999 年。這便是些利街清真寺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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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開埠早期來港的印度族群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伊
斯蘭教以外，主要有錫克教和印度教。在這三個來自印度的宗
教族群中，穆斯林最早獲政府批出土地，建設其宗教場所——
首先是些利街清真寺（1849 年），其後有尖沙咀威菲路軍營
（Whitfield Barracks）內、於 1896 年建成的清真寺，即九龍清真
寺前身。錫克教徒直到 1901 年建成位於灣仔的錫克廟，而對印
度教徒而言，位於跑馬地的印度廟在 1953 年才落成啟用。穆斯
林比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要早半至一個世紀獲政府撥地興建宗
教場所。我們或許可以由此推論，香港殖民地歷史早期立足本
港的印度人中，穆斯林人數之多。而根據香港政府 1911 年發佈
的人口報告，在印度裔人口宗教信仰分佈中，人數最多的也是
穆斯林。

鳥瞰些利街清真寺



2022 年 5 月，政府刊憲將中環的回教清真禮拜總堂和香港
大會堂，以及旺角的雷生春列為法定古蹟，可謂穆斯林正式被
納入香港歷史部分的一個標誌，其意義重大。

些利街清真寺位於中環繁華商業區的邊緣，中環至半山自
動扶梯可以直達。自從成為法定古蹟後，漸漸廣為人知。作為
本地歷史悠久的清真寺，它高聳的宣禮塔、禮拜殿中央的八邊
形圓拱頂、多葉形尖拱門和窗、朝西的圓拱形壁龕以及墻上的
阿拉伯書法，無不展現著濃厚的伊斯蘭建築特色，成為該區的
一個標誌性建築。

禮拜殿內的壁龕 (Mihrab)，即集體禮拜時，教長帶
領眾人禮拜站立之處，朝向沙特阿拉伯的麥加。
（圖片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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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街清真寺入口的宣傳資訊

很多香港市民認為清真寺是個神秘的地方，或有無名的隔
閡感。其實清真寺歡迎大家前來參觀，重要的是參觀者須對伊
斯蘭教及其文化表示尊重。每逢星期日下午，些利街清真寺都
會有免費導賞活動，為來訪者介紹清真寺和伊斯蘭文化。

穆斯林義工在禮拜殿內
為訪客介紹伊斯蘭文化



大館

位於荷李活道的大館，是近年中環其中一個著名旅遊景點。
大館集 16 座經保育活化的歷史建築——包括前中區警署、中央
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以及兩棟由名家設計的當代建築，
該處既是法定古蹟，亦是新穎的藝術館。

今日的大館，即昔日的警署、裁判司署和監獄，早期當中
大部分警察和獄卒是印度人，包括印度穆斯林。大館離些利街
清真寺不遠，對在大館工作的穆斯林來而言，甚為方便。

19 世紀末，華人警察數目開始增加，漸次成為警隊裏的
主力。來自多個族群的警隊成員，以不同字母識別，分別是
ABCD，依次代表歐裔、印度裔、本地華人及山東威海衛警員。
印度人和華人有不同的飲食習慣，印度警員有專屬餐廳。即使
在監獄裏，不同族裔的囚犯也有專屬的餐單。華人囚犯的餐單
每星期有豬肉，而穆斯林囚犯則有清真羊肉。當時監獄裏也有
不同語言的告示，如烏都語及越南語等。凡此種種，皆為有助
於多元種族和諧共處的措施。

大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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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

九龍清真寺

今日的九龍清真寺和九龍公園所在，昔日是英軍的威菲路
軍營（Whitfield Barracks），俗稱「摩羅兵房」，因第二次鴉片戰
爭（1860 年）後，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士兵派駐該處，以
防衛維多利亞港和九龍半島，而得此名。

伊斯蘭教信徒的信仰生活，最大的特色是禮拜。威菲路軍
營的伊斯蘭教軍人向上級指揮官表達訴求，希望擁有一個可以
容納數百名穆斯林禮拜的地方，以便逢星期五進行「聚禮」，
以及每年「開齋節」、「宰牲節」時做「會禮」。他們的請求
得到了批准，先在軍營內搭建了一所臨時清真寺。及至 1896 年，
建成了正式的清真寺，這是九龍半島的第一座清真寺，也就是
今日九龍清真寺的前身。

九龍清真寺的前身：位於威菲路軍營內
的清真寺，此圖攝於 1900 年代。



早期的九龍清真寺，從 1896 年落成啟用，一直沿用到
1970 年代末。清真寺本來是為軍營內的穆斯林士兵而建，其
後，開放給在附近工作和生活的穆斯林。隨著香港不斷發展，
尤其是尖沙咀逐漸變為觀光購物區，區內的穆斯林數目大增。
1960 和 1970 年代，不少來自華中、華北的回族商人及來自南
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尖沙咀開設店鋪和辦公室，經營古董、玉
器和寶石生意。1961 年底落成的重慶大廈，亦漸次有更多南亞
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士遷入，當中有部分是穆斯林。與此同時，
香港穆斯林的職業變得多元化，在尖沙咀工作而前往九龍清真
寺禮拜的穆斯林從事不同行業，包括警察、保安、銀行文員和
商人等。

重慶大廈內的清真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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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地下鐵路公司在尖沙咀展開鐵路工程。位於尖沙
咀站旁的九龍清真寺受到爆破工程影響成為危樓，不得不拆卸
重建。1984 年 5 月，新的清真寺落成啟用，命名為「九龍清真
寺暨伊斯蘭中心」，此即今日聳立在彌敦道上、具有鮮明伊斯
蘭建築風格的九龍清真寺。

現時的九龍清真寺，不僅僅是香港最大的伊斯蘭教宗教場
所，它更成為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裏各種膚色、國籍的穆斯林之
精神家園。位於九龍清真寺附近的重慶大廈，聚集了來自不同
國家，尤其是南亞和非洲的商人。他們購入大量中國製造的各

九龍清真寺鳥瞰圖

九龍清真寺禮拜殿



週五聚禮后，穆斯林離開清真寺。

清真寺教長在禮拜殿向參觀團體介紹伊斯蘭文化

種商品如服裝和電子產品等，經香港中轉至南亞和非洲諸國。
這些商人中，穆斯林佔有一定的比例。他們或長期或短暫留駐
重慶大廈，經常前往九龍清真寺參加集體禮拜。每到週五聚禮，
九龍清真寺總是擁擠不堪，除了可以見到本地土生土長的華裔
和非華裔穆斯林外，還有在清真寺周圍商廈做生意，來自世界
各地不同種族的穆斯林。身處異鄉的他們會在聚禮日這天，身
穿整潔的民族服裝，前往九龍清真寺進行每週一次的大型集體
禮拜。此情此景，多少能夠體現伊斯蘭信仰教導人類不分膚色、
種族、語言、貧富、出身等先天或後天因素，皆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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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九龍清真寺坐落於旺區和主幹道上，大多數本地華人
卻對之感到陌生和疏離。究其原因，長年以來，華人和少數族
裔之間猶如河水不犯井水，互不相干。大家生活在同一城市，
彼此卻有不同的生活場域，操不同的語言。這固然是英國殖民
統治下有意無意的種族分離政策所致；另一方面，華人和少數
族群雙方，大多均缺乏認識對方文化的興趣，也是事實。及至
2000 年後，這種疏離的情況出現明顯改變。近年，多元文化、
種族共融成為香港打造國際城市形象而倡導的價值觀。在這個
新時代背景下，九龍清真寺每年接待大量前來參觀的本港市民。
清真寺還成立了專門小組，負責推動與社會大眾的互動，比如
定期開辦介紹伊斯蘭文化的課程，每年安排清真寺開放日等。

九龍清真寺 2023 年開放日海報



海防道街市清真肉檔

伊斯蘭教有獨特的飲食文化，其中一個主要元素是清真肉
食。因此，穆斯林不隨便買肉，只會光顧清真肉檔或肉店，抑
或在一般店鋪購買有清真標識的肉類。建有清真寺的地方，附
近通常會有清真肉檔或肉店，以方便穆斯林購買。九龍清真寺
毗鄰海防道，接近碼頭一邊的海防道有個臨時街市。說是臨時
街市，卻有 40 多年歷史。海防道臨時街市內有多個清真肉檔，
檔主皆為南亞裔穆斯林。這裏是本港清真肉檔最為集中的地方，
前來光顧的穆斯林，並不一定住在尖沙咀。畢竟不是每區都有
清真肉檔，對穆斯林來說，跨區購買肉食非常平常。

海防道街市清真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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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跑馬地回教墳場

伊斯蘭教的殯葬規定獨特而簡單，信徒必須土葬，卻不用
棺木。遺體經清洗後，以 3-5 層白棉布包裹，由親友為其進行
殯禮後，直接放進墓穴，再用泥土覆蓋。過程中沒有任何祭品
或陪葬品。墳墓的設計盡量簡單，甚至可以省去墓碑。墳前不
放任何鮮花或祭品。伊斯蘭教鼓勵穆斯林常去墳前記念先人，
不叫「掃墓」，卻稱作「遊墳」，一則為亡者向真主祈求饒恕，
二則可提醒生者生命無常，人人隨時回歸真主（造物主）的懷
抱，故此應當抓緊時間，信道並行善。

跑馬地回教墳場



香港有兩個回教墳場，位於跑馬地的回教墳場建於 1870
年，第二個是建於 1963 年的柴灣墳場，位於柴灣哥連臣角。香
港地少人多，或許大家會好奇，墳地不夠用的話，穆斯林怎麼
辦？伊斯蘭教可以說是個環保的宗教，伊斯蘭教時時刻刻提醒
信徒保護環境，愛惜大自然所有的生命。穆斯林的墳地可以循
環再用，沒有任何忌諱。

穆斯林自香港開埠初年便落地生根，生生不息。多元種族
的穆斯林社群經歷了多代人的傳承，時至今日，跑馬地回教墳
場已經「滿額」，柴灣墳場則有較多空間。不過，由於跑馬地
靠近市中心、交通方便，穆斯林的殯禮通常都在跑馬地回教墳
場進行。殯禮過後，遺體再送往柴灣墳場下葬。

穆斯林遊墳做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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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群清真寺暨
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跑馬地回教墳場原本建有一座小型清真寺。1970 年代中，
政府興建香港仔隧道，因修建通往新隧道的道路而徵用了跑馬
地墳場部分土地，清真寺被迫拆卸。穆斯林社群與政府多番交
涉後，最終藉以地償地的方式獲得賠償，並於 1981 年 9 月在新
劃撥的土地上建成愛群清真寺。

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六樓圖書館

二樓男士禮拜殿

位於灣仔愛群道的清真寺，全名是「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
伊斯蘭中心」，俗稱灣仔清真寺。有別於本港其他 4 間清真寺
（些利街清真寺、九龍清真寺、赤柱清真寺、柴灣清真寺），
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是一座綜合性建築物。大廈樓
高 8 層，除清真寺的基本設施禮拜殿和水房外，還設有餐廳、
課室、圖書館、醫療室和活動室等。香港 3 個主要伊斯蘭組織（香
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香港伊斯蘭聯會、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
的辦公室亦設於其中。因此，該處是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主要活
動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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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群清真寺也是本港唯一任用華人教長的清真寺，而且有
不少華人工作人員。或許是這個緣故，愛群清真寺與社會各界
有較多的聯繫。不但前來參觀的團體數目可以媲美九龍清真寺，
而且與其他組織的互動往來也較多。

大樓內的伊斯蘭餐廳，是全港唯一提供清真粵式點心的食
肆。不僅香港旅遊發展局為吸引外地穆斯林遊客而廣為宣傳，
不少外國傳媒也有所報道，其名聲可謂不小。每逢主麻日和節
假日，餐廳座無虛席，甚至有時要大排長龍。光顧餐廳的穆斯
林除本地的華裔、南亞裔和印尼傭工外，也有來自中國內地及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遊客。

五樓清真粵菜餐廳



中華回教博愛社

大多數香港人以為本地穆斯林都是南亞裔，殊不知香港也
有不少華人穆斯林。本地華人穆斯林的歷史，雖然不像南亞裔
穆斯林可以回溯到香港開埠初年那麼長，卻也不短。有文獻記
錄的，也達百年之久，而沒有記錄的歷史很有可能更長。

「中華回教博愛社」是香港第一個華人穆斯林團體，成立於
1918 年，1927 年獲正式註冊。2018 年，曾慶祝成立百週年。其社
址設於灣仔陳東里，鄰近愛群清真寺。

早期的博愛社圖片

博愛社成立百年紀念專刊封面
（1918-2018）



70

一戰前後，廣東省肇慶、廣州的許多回族穆斯林來到香港
謀生，他們多聚居於灣仔一帶。早期來港的回民，一般文化程
度較低，普遍不懂英語，而當時社會上層則以英文為主要溝通
媒介。因此華人穆斯林只能找到較低微職業，其社會地位與印
度穆斯林差距較大。博愛社的成立，使華人穆斯林凝聚在一起。
博愛社主要照顧回民的宗教生活所需，除舉辦宗教活動，如集
體禮拜、宗教節慶，還興辦教育，教授《古蘭經》、伊斯蘭宗
教知識和普通學科。博愛社自成立之初便非常重視回族子弟的
教育問題，先後創辦多間學校。現今由博愛社辦學的學校有 2
間幼稚園、2 間小學和 1 間中學。

二次大戰結束後，於香港淪陷時期遷回內地的廣東穆斯林
陸續返港，大家重新聚居於灣仔一帶。 當時香港流行「擔保人

位於柴灣的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是香港唯一一 間伊斯蘭教背景
的中學，由中華回教博愛社於 1970 年創辦。



齋戒月，齊集在博愛社開齋的華人穆斯林。

制度」， 已經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即今天摩理臣山道南洋酒
店的位置） 和香港電車公司（即今天時代廣場的位置） 工作的
華人穆斯林，因利成便促成了更多華人穆斯林在這兩間公司工
作。因著工作和宗教生活的便利，加之同族人的緊密聯繫，灣
仔作為華人穆斯林聚居地的角色更加得到鞏固。及後，隨著香
港城市規模大幅擴展，相繼形成很多新的生活區。與此同時，
華人穆斯林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新一代多從事各種專業工作
和公務員。在主客觀條件雙重改變下，華人穆斯林逐漸遷離灣
仔。然而，時至今日，灣仔的博愛社和愛群清真寺，依然是華
人穆斯林的主要宗教活動場所 。

愛群清真寺和博愛社附近是香港穆斯林在港島的主要聚集
區之一，這裏集中了不少清真食肆和商店。



72

香港穆斯林
現況

 前面關於中環、尖沙咀和灣仔三區清真寺的介紹，已經涉
及香港穆斯林的歷史。這裏，我們主要就 2000 年後香港穆斯林
的情況，稍作補充。

首先，香港現時有多少穆斯林？根據 2022 年的香港年報，
香港穆斯林總人口約 30 萬，主要集中在三大族群：印尼（15
萬）、華人（5 萬）、巴基斯坦（3 萬），這三個族群以外的穆
斯林（7 萬 ) 則來自印度、孟加拉、馬來西亞，以及中亞、中東、
非洲等地區。

本地人大多不知道有華人穆斯林。戴頭巾的華人穆斯林女
性，經常被誤認為是印尼傭工，或者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穆斯林
遊客。華人穆斯林，即回族，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到 19 世紀末。

香港穆斯林人口 
（數據來源：2022 年香港年報）



早期遷港定居的回族大多數來自廣州和肇慶。1949 年前後，有
一批穆斯林從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遷徙來港，這些北方回族
穆斯林大部分是從事古董和玉石生意的商人。

除了回族，也有本地華人成為穆斯林。定居香港的南亞穆
斯林中，有些與華人通婚，這些華人婦女如果不是穆斯林，通
常都會在結婚前先入教，成為穆斯林後才結婚。南亞穆斯林與
華人女子結婚後所生的下一代，往往亦會是穆斯林。這些同時
有南亞人和華人血統的穆斯林被稱為「本地仔」。此外，也有
少數本地華人純粹因宗教認同而信仰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

兩位不同族裔的穆斯林女青年一起禮拜，左為回
族，右為巴基斯坦裔與華裔混血。
（圖片來源：HK01）

星期日，在愛群清真寺禮拜殿學習的印尼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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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穆斯林學生星期五聚禮，
學生來自十多個國家。

在香港 155 年的殖民地歷史中，南亞穆斯林和華人穆斯林
構成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主要部分。此外，還有少數來自東南亞、
中東和非洲等地的穆斯林。

到 1990 年代後期，香港開始從印尼輸入家庭傭工，且其人
數不斷激增。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來港工作
的印尼傭工絕大部分信奉伊斯蘭教。她們大量移入香港，很快
便成為本地穆斯林社群中的大多數，在人數上遠遠超越南亞穆
斯林和華人穆斯林。

及至最近十多年，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本地各
間大學招收了不少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國際學生，主要包括南亞、
中亞和阿拉伯地區。這些穆斯林學生有讀本科、碩士和博士的，
其中博士生數目較多。他們當中有不少畢業後留港就業，參與
香港的創科發展。類似情況也見諸中國回族，過去數十年，內
地人口不斷遷入香港，其中包括回族。他們有的是先入讀本地
高校，畢業后留港發展；有的是企業外派來港工作；也有的是
透過其他人才計劃來港，如最新的「高才通計劃」等。不論是
外籍穆斯林還是內地的回族，這批最新來港的穆斯林往往學歷
較高，或者是專業人士，或者是科研人才，正是香港政府「搶
人才」的對象。

無論是早期移民香港的穆斯林，還是印尼傭工，抑或是近
些年的穆斯林新移民，他們的到來豐富了香港穆斯林社群，促
進了香港多元文化的發展，同時也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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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
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市。
其中，廣東省的九個城市又被稱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珠
三角經濟開放，以及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尤其是進入 2000 年代
後，全国各地南下務工經商人群逐漸增多，穆斯林群體也跟隨
改革開放的大潮來到經濟發達的南方沿海地區。改革開放前，
珠三角地區除廣州和肇慶外，其他城市幾乎沒有穆斯林存在。
穆斯林外來人口的遷入，讓這些城市的穆斯林社區從無到有，
帶動了大灣區伊斯蘭教的新發展。  

珠三角的外來穆斯林有不同的來源，主要是從西北、西南、
中原等地前來經商、工作、求學的穆斯林，以及從事外貿生意
的外籍穆斯林。蘭州拉麵店（或稱西北拉麵店），是 20 世紀 90
年代起西北穆斯林在全國各地開的清真餐廳 ，經過 20 多年的發
展已遍佈內地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進軍海外，形成了穆斯林獨

遍佈內地城市的清真蘭州拉麵店



具品牌特色的「拉麵經濟」。蘭州拉麵，又稱蘭州牛肉麵，是一
種來自西北的麵食，有「中華第一面」之美譽，與沙縣小吃、黃
燜鷄米飯并稱為中國快餐界的三大巨頭。現如今廣東省的拉麵店
星羅棋佈，總數約 4000 家，經營者主要是來自青海、甘肅的穆
斯林，以青海化隆籍回族居多。拉麵店從業人員是珠三角地區外
來穆斯林的主要構成之一。此外，東莞、珠海等城市集中了大量
電子企業，其員工中含有不少來自內地北方的穆斯林。這些穆斯
林流動人口有的在當地定居下來，成為常住人口。隨著人數日趨
增多，隨之而來的是他們對清真寺、清真餐飲以及伊斯蘭式殯葬
的需求。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精神家園。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珠三角穆
斯林對清真寺的依賴更是顯而易見的。廣東省現有 7 座清真寺
分佈於 3 個城市，其中廣州 4 座、肇慶 2 座及深圳 1 座。清真
寺數目已無法滿足當地穆斯林的需求。於是，廣東省在國內率
先設立「臨時宗教活動場所」。目前，廣州、深圳、東莞、珠
海等城市均有臨時禮拜點，這些禮拜點主要是由經營拉麵店的
老板籌資租用，大大解决了他們在異地的信仰需求。

東莞市萬江禮拜點
( 圖片來源：高德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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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往往對其居住地的首要需求是清真寺和清真餐飲，
這些都源於穆斯林深刻的文化基因。無疑，臨時禮拜點的設立
滿足了穆斯林的信仰需求，遍佈各地的清真拉麵店解決了「吃
飯難」的問題，這些都為南下工作、經商、求學的穆斯林同胞
創造了便利的生活環境。

按照伊斯蘭教的喪葬要求，穆斯林實行土葬。廣東省的回
族公共墳場有 3 處，分佈在廣州、肇慶和深圳。而隨著近年珠
海、惠州、東莞等地的穆斯林增多，「歸真」（即去世）後的
安葬成了問題。據了解，廣東省政府也在積極採取措施，幫助
外來穆斯林解決殯葬問題。

原居廣州、肇慶多代的本土回族人數較少，且信仰意識淡
化。外來穆斯林的流入，豐富並活躍了當地的穆斯林社群。而深
圳、珠海、惠州、東莞等城市也因著改革開放，穆斯林群體從無
到有，且不斷發展。穆斯林從內陸省份來到南方沿海新環境難免
遇到各種挑戰，如文化、習俗等方面適應問題。而珠三角相對開
放寬鬆的社會氛圍，在幫助外來穆斯林適應環境及融入生活方面
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促進了大灣區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廣州和香港是大灣區伊斯蘭教發展中兼具歷史和規模的兩
個城市，前面已介紹過他們的歷史和現況。另外兩個具伊斯蘭
歷史底蘊的灣區城市是肇慶和澳門。深圳作為新興移民城市，
其開放的社會環境和迅猛的發展速度吸引了全國各地年輕、高
素質的穆斯林遷入，形成新生、朝氣勃勃的伊斯蘭群體。



肇慶

歷史文化名城肇慶，是大灣區較早有穆斯林居住的城市之
一。肇慶穆斯林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由各地到肇慶駐紮
的回回軍士。肇慶是西江流域重鎮，溝通兩廣的要衛。明清時
期，從陝西、山東、浙江等地派往肇慶駐防的官兵中，就包括
了回族。為方便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民族生活，朝廷在肇慶城
特設回回營，供回族軍士居住。回回營是肇慶最早的回族聚居
區，也是繼廣州以蕃坊為基礎的聚居區外，廣東省第二個回族
聚居區，至道光年間荒廢。早期的肇慶穆斯林除了回族軍士外，
還有從各省來肇慶經商或任官職的回回。

肇慶有清真寺兩座，均位於端州區，分別是建於明末清初
的城東清真寺和建於乾隆 32 年的城西清真寺，這兩座清真寺都
已被認定為肇慶市文物保護單位。城東清真寺在 1946 年起便開
設經堂教育，後發展成為清真小學，招收回漢子弟，也就是今
日的肇慶市第 17 小學前身。距離城東清真寺 2 公里外的城西清
真寺，面積是城東清真寺的近 3 倍，每星期的主麻及每年的開

肇慶城東清真寺禮拜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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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節、古爾邦節會禮都會在這裏舉行。來肇慶旅遊的穆斯林通
常都要到這兩座歷史悠久的清真寺看一看，另外還會到西江邊
上的肇慶清真飯店品嚐當地特色清真美食。肇慶清真飯店是肇
慶市唯一的本土清真餐廳，已經有 60 多年的歷史。當地其他清
真餐廳均為西北穆斯林開的拉麵店，有 60 餘家。  

廣東回族穆斯林有「先到肇慶，後往廣州」之說。由於歷
史原因，不少肇慶回族遷到廣州，例如 19 世紀中葉，兩廣交界
處社會動盪，部分肇慶回族開始往廣州和香港遷移。三地穆斯
林之間親緣關係緊密，時有互動往來，一些香港穆斯林家族有
肇慶或廣州背景， 例如現居廣州和香港的薩氏家族便是由肇慶
遷徙而來。如今，肇慶穆斯林的構成中，包括本土穆斯林，即
劉、羅、董、王、李、薩等家族約 250 戶 780 人，還有一些來
自西北等地經商的穆斯林，以從事拉麵生意的青海穆斯林為主。
據了解，近年來肇慶兩大節慶會禮人數都在 400 人左右。

肇慶城西清真寺禮拜殿



澳門

澳門是繼廣州和肇慶之後，大灣區內早於明朝就有穆斯林
足跡的城市。据明朝史籍記載，明萬曆年間阿拉伯半島和馬來
半島等地區的穆斯林皆前來中國進行朝貢貿易，其船舶駛至澳
門，這是穆斯林出現於澳門的最早記錄。與此同時，葡萄牙作
為第一個沿海路繞過非洲好望角，越印度洋前來亞洲尋找商機
的歐洲王國，於 16 世紀中向明朝租借了澳門，將其打造成國際
貿易港，亦為澳門帶來了異地的穆斯林。當時葡萄牙在東非海
岸、印度西岸和馬來半島上的殖民地，當地居民不少信奉伊斯
蘭教，因此，相信葡萄牙從這幾處帶到澳門的士兵、水手和奴
隸中包括穆斯林，而後來隨其他西歐國家商船到達澳門的船員
亦多為印度穆斯林。

至 19 世紀中，印度西部古吉拉特（Gujurat）地區的穆斯林
前來澳門經商，不少落地生根。他們於 1880 年代籌建了俗稱「摩

澳門港務局大樓，前稱「摩爾軍營」。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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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園」的澳門清真寺和穆斯林墳場。幾年前被列為澳門文化遺
產的「穆薩家族房屋」，即為 19 世紀後期印度穆斯林商人留居
澳門的見證。此外，19-20 世紀期間，葡澳政府多次從南亞和其
他地區招募警察，其中不少也是穆斯林。今日，澳門歷史城區
內的港務局大樓，前稱「摩爾軍營」，建於 1874 年，是當年從
印度果阿招募到澳門的一批穆斯林海事警察之營房。19-20 世紀
來到澳門的南亞穆斯林商人和警察大多就地扎根，成為了澳門
的本土穆斯林。澳門清真寺俗稱「摩羅園」或「嚤囉園」，位
於澳門花地瑪堂區，是澳門現存的唯一一座清真寺。

清真寺入口高大的拱門上方分別用中、阿、葡、英四種文
字書寫著：「澳門伊斯蘭墳場及清真寺」。清真寺旁邊就是穆
斯林墳場，整個墓地分為三層，裏面有 120 多闕墳墓，其中
約一半埋葬的是華人穆斯林。著名廣州籍外交官楊佑（1882-
1943）便是在抗戰時期來澳門避難期間病逝，安葬於此。

澳門清真寺



清真寺数內的墳場

 20 世紀 30-40 年代，不少廣東和香港的回族穆斯林為躲避
戰禍，遷居澳門。抗戰勝利后，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相繼返回廣
東和香港。廣州的楊棠阿訇在《廣州穆斯林澳門旅遊紀實》中
記錄了 1991 年廣州穆斯林訪問澳門，成員中多數都是當年為躲
避日軍戰火而暫居澳門的回族老人。時至今日，澳門華人穆斯
林人數已非常少，主要是改革開放後，從內地來澳門經商、求
學的回族。

現時，在澳門工作、經商、求學的穆斯林不足萬人，來自
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區，以印尼傭工數目最多。澳門穆斯
林規模雖小，但來源複雜，體現了澳門伊斯蘭社群的多樣性特
點。2023 年 2 月，《千里同風》——澳門六宗教文化及文物展
在澳門舉辦，澳門伊斯蘭會作為參與方之一，准備了豐富的活
動，包括講座、穆斯林書畫及文物展等。這是相關活動首次在
澳門公開舉辦，讓澳門市民有機會直觀的了解伊斯蘭文化及其
在澳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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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是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移民城市，吸納了來自全國各
地的拓荒者和建設者。在這片年輕土地上耕耘的形形色色建設
者中，就包括了穆斯林群體。

深圳沒有世居本土的穆斯林。1979 年深圳設市，1980 年
成為經濟特區，此時穆斯林只有寥寥數人。1986 年，甘肅臨夏
回族自治州政府在深圳羅湖區文錦南路創辦穆斯林賓館（現更
名為「河州賓館」），賓館的圓形頂樓被開闢為禮拜點，成為

位於羅湖區文錦南路的河州賓館
（原穆斯林賓館）



深圳最早的伊斯蘭教活動場所。穆斯林賓館集餐飲、住宿、宗
教活動於一體，是來深出差旅行的中外穆斯林首選。圍繞穆斯
林賓館，附近開始出現清真餐廳、超市、牛羊肉店，吸引了不
少外來穆斯林在該區域居住，形成深圳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地。
穆斯林賓館是深圳伊斯蘭教發展史上的一座文化地標，見證了
伊斯蘭教在深圳生根、發芽。

隨著來深穆斯林逐漸增多，建設清真寺的呼聲愈來愈高。
有賴於年輕深圳開放的社會環境，加之穆斯林先輩們的努力，

極具現代風格的深圳市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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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初，深圳伊斯蘭教協會成立，隨後，政府在福田區上梅
林批出一塊地，建了臨時清真寺。2014 年，深圳政府出資 3 千
萬元，外加穆斯林自籌 2 千萬元，拆掉原有清真寺，在原址建
了新寺。新清真寺於 2017 年建成並投入使用，其外觀別具一格，
融合伊斯蘭建築文化藝術與現代城市精神，與深圳國際化都市
形象相適應。清真寺功能設施配套齊全，除男女禮拜殿、水房
外，設有圖書室、展覽廳、活動室、演講廳、餐廳等，屬綜合
性的伊斯蘭中心。

隨著新清真寺落成，深圳穆斯林聚居地也逐漸轉移到現在
福田區梅林路的清真寺附近。相應地，清真餐飲、超市也開始
集中於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選擇住在清真寺附近。
穆斯林素有「圍寺而居」的傳統，儘管深圳尚未形成這種寺坊
規模，但已具備了「小聚居」的格局。除深圳清真寺外，在坂田、
沙井等區域設有臨時禮拜點。 

深圳作為科創、金融及文化產業中心，吸引了來自全國各
地的優秀人才。2000 年起，各地的高校穆斯林畢業生陸續來到
這座新移民城市工作。在陌生的大都市裏，他們因共同的民族
和信仰建立聯繫，透過舉辦活動建立圈子。隨著來深穆斯林青
年增多，逐步發展成穩定的穆斯林社區。這些青年有知識和素
養，是深穆群體中的重要力量。 



深穆社區以清真寺為依託，開展了豐富的活動。為解決穆
斯林青年婚嫁問題，清真寺設有婚介服務，每年舉辦相親會，
擁有由義工組成的婚禮策劃服務團隊，加之清真寺提供的婚禮
場地，可謂「一條龍」服務。此外，還有清真寺的免費義診活
動等，這些都令身處異鄉的穆斯林教胞感受到家一般的溫暖。

在深圳清真寺舉行的伊斯蘭式婚禮



88

改革開放 40 年來，深圳穆斯林社群從無到有。現如今，深
圳有穆斯林戶籍人口 2.5 萬人，加上流動人口，總人口預計在 6
萬左右，成為大灣區穆斯林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其人員結構，
同其他珠三角城市相似，拉麵店等清真餐飲從業人員占比較大。
此外，還有從事外貿生意的國內外穆斯林、企業經營者、務工
人員等，再就是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員較多，例如在華為和
騰訊公司都有一定數量的穆斯林員工。相信深圳包容、和諧的
穆斯林氛圍會更加吸引人才來深就業、求學，安家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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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到現時「一帶一路」，珠三角地區的
作用都不容小視。唐朝時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
帶到廣州。不少唐宋蕃商在踏足中土後便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形成了中國早期的穆斯林社群。廣州懷聖寺、先賢古墓兩處伊
斯蘭教古跡，可謂伊斯蘭文明融入中華文明歷史積澱的體現。
21 世紀的「一帶一路」，再一次把穆斯林外商帶到珠三角地區。
外國穆斯林，加上粵港澳的本土穆斯林，以及從全國各地遷入
的穆斯林，形塑著今日大灣區內朝氣勃勃的新型穆斯林群體。

我們希望「絲路與灣區：伊斯蘭與中華文化的相遇與交
流——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體驗與探究學習
計劃」，能夠帶領香港教育界探索本地以至整個大灣區內的穆
斯林群體，從而認識伊斯蘭文化。在香港生活著為數不少的穆
斯林，最為顯著的，要算印尼傭工和南亞裔穆斯林，他們與華
人在生活不同場域，包括家中、學校、工作間等，都有密切的
接觸。放眼世界，穆斯林幾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並且分佈世
界各地。在所謂地球村的 21 世紀，文化認知、跨文化適應能力
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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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日的年青一代而言数，對伊斯蘭文化的認知已屬不可或
缺的素養。同時，學生在認識其他文化的同時，亦會進一步加
強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時代不斷演變，不斷提出各種訴求。該計劃可說是我們對
當前時代需要的一種回應。



附録一

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地圖
（圖片來源：海上絲綢之路協會，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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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二

粵港澳大灣區地圖
中國

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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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

肇慶

江門

廣州

中山

佛山

惠州

東莞

深圳

澳門
香港

珠海



附録三

大灣區清真寺分佈圖

肇慶

江門

佛山
城西清真寺

城東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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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

中山

佛山

惠州

東莞

深圳

澳門

香港

珠海

濠畔街清真寺
懷聖寺

小東營清真寺
先賢清真寺

深圳市清真寺

澳門清真寺

些利街清真寺
愛群清真寺

柴灣清真寺
九龍清真寺

赤柱清真寺



附録四

大灣區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數目

穆斯林人口

總人口

穆斯林
佔總
人口

百分比

清真寺
座數本地 /

戶籍
外來 合共

廣州 約 2 萬 約 5 萬 約 7 萬 1881 萬 0.37 4

肇慶 約 800 約 500 約 1300 413 萬 0.03 2

深圳 2.5 萬
約 3.5

萬
約 6 萬 1768 萬 0.4 1

香港

10 萬 
（主要包
括華人與
南亞裔穆

斯林）

20 萬
( 包括印
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
穆斯林 )

30 萬 733 萬 4.1 5

澳門

約 300
（主要包
括華人與
南亞裔穆

斯林）

約 7700
( 包括印
尼傭工及
其他外籍
穆斯林 )

約 8000 67 萬 1.2 1

大灣區
（9+2
城市）

約 15 萬
約 41

萬
約 56

萬
8662 萬 0.64 13

注：由於大灣區数各城市均缺乏穆斯林人口統計數字（印尼傭工除外），此表有
關數據是穆斯林群體內部人士的估算，並非準確數字，目的是讓讀者有粗略認
知。至於各地的總人口數字，則摘自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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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五

夥伴學校 ( 排名不分先後 )
學校 校長 執行老師

中華基金中學 何廸信校長 羅舒琪老師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馮雅詩校長 黃德正老師、張俊賢老師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莫瑞祺校長 李冠智老師

裘錦秋 ( 屯門 ) 中學 陳月平校長 唐煒僖老師

香港航海學校 陳道沛校長 趙文浩副校長、黃飛老師

孔聖堂中學 楊永漢校長 ( 博士 ) 蘇鈺寶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歐陽麗琼校長 魏文輝老師

天主教培聖中學 郭富華校長 杜展周老師

中華基金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香港航海學校

孔聖堂中學 裘錦秋 ( 屯門 ) 中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附録六 學生報告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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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3D 13 高健朗
自從參加這個計劃後，令我深入地了解伊斯蘭文化及其在

香港的發展情況。這個計劃分数了兩個星期，我們參加了多個工
作坊、體驗和課堂，讓我對伊斯蘭文化更加了解和尊重，也汲
取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和知識。

伊斯蘭文化是一個豐富和多元的文化，有它自己的信仰、
法律、習俗和節日。在香港，我們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穆斯林社
區，他們積極參與香港的各種活動和文化交流，豐富了香港多
元文化的面貌。

作為香港青少年，我們也可以參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的建設和發展。我們可以加入相應的組織或社區，參與相關的
活動和項目，對於中國和亞洲的發展有較深入的了解和參與。
同時，我們也需要學習和了解多元文化，以更開放和包容的態
度和更多元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總之，透過深入了解伊斯蘭文化和參與「一帶一路」和大
灣區發展，我們可以擁有更多的機會和技能去推動和促進亞洲
的發展，也可以有更豐富的經歷和更開闊的視野去理解和欣賞
不同文化的魅力。

3B 01 陳珮詩
經過了兩個工作坊的學習，我逐漸了解穆斯林及伊斯蘭文

化的發展，例如他們見面時的禮儀，進食時要注意什麼，亦知
道他們在香港有宗教活動場所——清真寺。而對於穆斯林，我
亦有初步的了解，例如他們在食物方面的限制，香港人對於穆
斯林的態度等等。而關於伊斯蘭教及穆斯林，我也做了一份問
卷及一本小冊子。通過講座及實踐我了解到二者的不同。作為
香港青少年，我認為我要積極去認識伊斯蘭文化及穆斯林，要
多參加與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有關的活動，推動「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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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02 黎雅盈
在此次工作坊我學到了如何製作問卷，而因製作問卷的內

容是有關伊斯蘭教的，因此亦加深了我對伊斯蘭文化的認識，
例如他們的禁忌和他們的宗教場所—清真寺，而進行問卷調查
亦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和說話技巧，獲益良多。此外，我作為香
港青少年，我可以參與一些政府推行的計劃，例如「故宮博物
院青年實習計劃」、「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青年實習計
劃」，這些活動分別讓粵港澳三地和粵港兩地的青年參加，促
進大灣區青年互動交流，亦可以培養相關的專業知識、視野和
才能。

3B 13 周盼盼 
在以前的香港，伊斯蘭文化和本地穆斯林一直都是一個比

較「冷門」的領域，本地居民也相對少了解這一類的知識。而
近幾年，人們經過了不同的事情，漸漸開始對這一類文化感到
好奇，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通過學校這次舉辦的活動，我對伊斯蘭以及穆斯林有了更
多的了解。此次活動中，我們的任務是製作有關伊斯蘭和穆斯
林的問卷，再隨機尋找中文大學裏的同學們做訪問。活動相關
的老師細心地講解和介紹了有關的文化，並教我們如何製作問
卷，像是選擇適合的題目類型，多用是非題、少用長問答題等
等，我們都有很大的收獲。在後來的訪問中，我們也通過問卷
得悉現今人們對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的了解和看法。再者，這
個活動也讓作為香港學生的我，更加看好「一帶一路」的積極
發展，也有了努力參與其中的想法。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兩次清真寺考察之經歷                            
學生 : 梁梓峻

在香港，由於人們較少接觸伊斯蘭文化，因此對其是非常
陌生，甚至出現誤解。在上一個學年，我有幸參與香港中文大
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考察活動，有機會走入平日難以
踏足的地方，深入認識伊斯蘭文化，改變了我對其的看法，故
此我希望分享自己兩次考察的經歷與感想。

考察清真寺讓我了解到伊斯蘭教在香港的發展史，以及本
地的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在兩次考察中，我分別有機會參觀到
些利街清真寺及九龍清真寺，前者現時是香港的法定古蹟（建
於 1849 年，重建於 1915 年），後者則是全港最大的清真寺（建
於 1896 年，重建於 1984 年）。最初建立可以追溯到英國的管
治歷史。由於港英政府早期聘用了大批穆斯林出任軍人、警察、
獄警，以及穆斯林又來到香港經商，令到穆斯林社區開始形成。
為了滿足穆斯林禮拜的需要，就開始募捐興建清真寺。清真寺
對穆斯林非常重要，除了是宗教場所外，同時發揮一個類似社
區會堂的功能，例如教徒可以在其中舉行婚禮、筵席、展覽、
會議、演講、教學、樂施公益、慈善救濟及每年齋戒月的開齋
等等活動，再一次印證了伊斯蘭教重視入世、信仰與生活互相
交融的特點。另外，在參觀過程中，我們亦發現不少年青及年
幼的穆斯林非常虔誠學習《古蘭經》，可見他們對宗教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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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穆斯林團體歡迎不同群體認識他們。在過去，不
少人對穆斯林社區都存有偏見，他們可能會「排他」，未必
歡迎其他人參觀清真寺或認識他們的社區。然而，兩次考察
接觸到的穆斯林都非常熱心接待我們，教長又細心介紹伊斯
蘭教的特點及解答我們的問題。另外，清真寺對我們這些「非
信徒」的參觀者，服飾要求亦不完全嚴格。在清真寺內，我
們都有發現穆斯林不一定是阿拉伯人，亦有華人，可見其多
元性。在九龍清真寺參觀時，教長告訴我們：成為教長的條
件是必須接受長年的伊斯蘭教法律及宗教學的訓練，血統或
族群並不是考慮條件。

我相信不少人只會經過九龍清真寺，未有機會進去，但若
有時間，不妨入內參觀。清真寺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參觀的地
方，但記得必須尊重穆斯林一切的宗教活動。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裘錦秋中學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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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培聖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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