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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回族经堂教育
回族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其历史可以追

溯到 1 6 世纪，“明代中叶，回回人口不断繁衍，清真寺普遍
设立，同时回族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得在清真寺内培养宗教接班人
有了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于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随之应
运而生了。”（冯今源 17 8）它以清真寺为中心，以中国“大
杂居，小聚居”的内地回族等穆斯林社区寺坊为依托，将阿拉
伯传统的清真寺教育方式与中国私塾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教育方式。其基本的教育模式是由阿訇招收若干名学员，口
授讲经，代代沿袭，传习伊斯兰教的各种经典和功课，从而培
养出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的人才。

伴随着经堂教育的普遍开设，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
的经学学派，例如“注重学问“精而专”的陕西学派，强调
学识“博而熟”的山东学派，以及一些较小的学派，比如学
风严谨的兰州学派，汉文化水平很高的东南学派和兼有陕西和山
东学派之长的云南学派等。”(冯今源 181)这些学派各有所长，
都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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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乃至在中国回族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源于阿拉伯的早期伊斯兰教育，同时
又带有中国的风格和特色,培养了众多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经学家和穆斯林学者，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对伊斯兰教知识在中
国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史上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此外，经堂教育推动回族穆斯林形成了以清真寺
为中心的独特的宗教教育体制，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和传播，经堂教育的模式也一直保留、沿用至今。

经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有别于官方阿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颇具特点，各个地区的经堂教学中使用的教不尽相同，但各地都

会选取内容涉及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的“十三本经”（十三本教材），本文介绍的《连五本》  即为其中一本。该书作

为传统的阿拉伯语语法教材，在经堂阿语教育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本文将对《连五本》  的内容、结构以及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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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堂教育的兴起，对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建设和传
承影响巨大而深远，有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和独特的价值。这不仅
仅体现在它培养了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具有深厚阿拉伯语、波斯语
功底的伊斯兰教经学家，使得伊斯兰文化虽屡经磨难而不失本色，
还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穆斯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
对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群体起到了整合的作用。“经堂教育培养
了一大批穆斯林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创制了适合中国汉
语语境的“经堂语”、“小儿锦”话语体系，传播了伊斯兰文化，巩
固和延续了伊斯兰信仰，促进中阿间的文化交流。”（高占福 53）
同时经堂教育还保存了大量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古典文献，有些
典籍就是在今天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很难见到的珍贵版本。“它还
使得回族穆斯林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独特的宗教教育体制，
伊斯兰教从而在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和传播，经堂教育的模式也随
之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发光发热。”（杨占武 94）。

1.2　阿拉伯语语法变字学
阿拉伯语法变字学，是重点对阿拉伯语中的词法，即词型变

换规则及其特点进行研究的学科，旨在对阿拉伯语的名词、动词
和虚词这三大类词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分析与归纳。因为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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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汇及语句表达的特点是由上述三类词，尤其是动词的变形、
变格以及音符变化来表达不同含义并承担不同的语法格位，从而
表达不同的语句意义。阿拉伯语词型变换丰富庞杂，细致零碎，但
与此同时，因阿拉伯语的书面语一般不标音符，想要正确地读出
或理解一句话，乃至理解文章的含义，必先掌握基本词法和句法
知识，熟悉语法格位的变化规则和特点。这是阿拉伯语入门学习
的重中之重，掌握了阿拉伯语语法变字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阿
拉伯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回族经堂教育的学制及教材
2.1　经堂教育的学制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源于阿拉伯的早期伊斯兰教育，又带有

中国的风格和特色，以清真寺为中心，是阿拉伯传统的清真寺
教育方式与中国私塾教育方式的一种结合。

经堂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宗教人才，基本教育模式是口授讲
经，不用动手记写，言传口授，代代沿袭。经堂教育的教师
叫开学阿訇，或称“统教”，某些地方俗称为“阿訇老”，
是被聘任的外地或外坊有一定宗教学识的阿訇。“他的任务是：
开学授课，培养宗教的接班人；带领坊民礼拜；为本坊教民主
持各种宗教礼仪和宣讲教义。经堂教育的学员被称作“海里
凡”或“满拉”。”（冯今源 1 8 4 ）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各
种宗教知识，以便成为一名宗教职业者。

经堂教育的学员从开始学经到毕业，没有固定的年限，教
制分为小学部和大学部两个学部。小学部对青少年进行启蒙教
育，同时也为大学部培养学员。课程分初级阿拉伯语和宗教常
识两大类，小学部没有严格的淘汰制度，不分级别班次，随来随
学，无固定的期限，学完小学部全部课程，成绩优异者，可以升
入大学部继续学习。大学部所设课程分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
基础课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字法学、语法学、修辞学等。专
业课包括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等。

经堂教育的教学时间相对来讲比较自由，同时教学制度一般
也无严格周密的计划，教学内容往往取决于教师的专长，学员的学
习情况完全靠自己勤奋与否，修业时间的长短也靠个人的努力程度
而定。至于经堂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本坊教民的供给和施舍。

2.2　经堂教育的教材
经堂教育的读本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其地域、学派治学风

格以及产生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有些学派注重伊斯兰
教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些教派长于波斯文法，阿拉伯文与波斯
文兼授，还有一些学派学通儒、释、道、伊斯兰诸教，以汉文注
释伊斯兰教经学等，所以经堂教育的教材无一定式，但有十三种
读本是各地经堂和各个学派基本上都采用的，在中国已流传了几
百年，俗称“十三本经”。这十三种教材是：“（1）《连五本》，是
回族穆斯林对《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
来》、《米斯巴哈》五卷书的统称，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的
基础语法教材。（2）《遭五·米斯巴哈》，是对上述提到的语法教
材《米斯巴哈》的详细诠释本。（3）《满俩》，是对埃及学者伊本·
哈吉布所著语法著作《卡菲》的诠释本，是阿拉伯语法理论的经
典著作之一。（4）《白亚尼》，是阿拉伯文修辞学名著。（5）《阿戛
伊德·伊斯俩目》，信仰著作。（6）《舍莱哈·伟戛耶》，是哈乃斐
学派的教法著作。（7）《虎托布》，是对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本。

（8）《艾尔白欧》，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本。（9）《米尔萨
德》，波斯文哲学著作。（10）《艾什阿·莱麦阿特》，波斯文认主
学著作。（11）《海瓦依·米诺哈吉》，波斯文语法著作。（12）《古
洛司汤》即《真境花园》，波斯语诗文相间的文学著作。（13）《古
兰经》，伊斯兰教经典。”（丁俊 3 4 ）

一般来讲，俗称“十三本经”的这十三种读本是各地经堂和

各个学派基本上都采用的，其中《连五本》 是最基

础的阿拉伯语语法入门教材，“它分五部分详细地讲解了阿语语法

中最基本的词法和语法，以介绍阿拉伯语的语法变字学为主，
引导阿语初学者入门，是一本在民间经堂教育中广为流传的教
材。”(冯今源 188)

3 　《连五本》 结构安排与特点

3.1　《连五本》 的结构安排

《连五本》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

共五卷，原名为《艾萨苏·欧鲁姆》 ，意为“基

础知识”，卷一《素尔夫》 ，即阿拉伯语词法，简单介

绍了阿拉伯语词的分类、基本词型和基本派生规律；卷二《穆尔

则》 ，讲解动词的门类、词型及其变格规律；卷三《咱

加尼》 ，详细解释单词中字母以及音符的变换规律；卷

四《米额台·阿米来》 ，意为“一百个职能词汇”，是
对语言学家阿卜杜·戛西尔所拟定的阿拉伯语一百个职能虚词、
名词和动词表的详细注释，属于语法的范畴；卷五《米斯巴哈》

，意为“语法明灯”，是根据以上提到的语言学家阿

卜杜·戛西尔的语法著作择编，专门讲解了阿拉伯语基本句法规
律，以及词语和语句的语法地位的变化。

以上五卷书有杨仲明（1870—1952）阿訇简译中文本，名为
《中阿初婚》，以及虎嵩山（1880—1955）阿訇的原文修订版本，
名为《文学基础》。

3.2　《连五本》 的结构特点

《连五本》 作为传统的阿拉伯语语法教材，在

经堂教育史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一旦将这些传统而晦
涩难懂的阿拉伯语语法原典教材领会贯通，会在翻译理解伊斯兰
阿拉伯语经典著作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本书是将五个单行本内容汇集成一部书，五本即五卷，前三
卷可总结归纳为对词法的讲析，后两卷则细讲句法，从内容到形
式，都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点后面，配合协调，浑然一体，
同时伴着不同的单词实例，让学生能形象理解，深刻记忆，切合
教学实际的优秀初级语法课本。

4　《连五本》 的内容特点与不足

4.1　《连五本》 的内容特点

初级语法教材课本《连五本》 ，是五个单行本

汇集而成的一本书，五本既是五卷，前三卷讲词法，后两卷讲句

法， 卷一名为《素尔夫》 ，意为词法。该卷题材

简单精炼，通俗易懂，词型举例较为单一，巧借音韵编排，便于

学生背诵记忆。从内容上看，《素尔夫》  连接、贯

穿全书的五卷，是决定整套《连五本》的总纲，是学好《连
五本》的关键和基础。卷一中开章明义所提及的基础语法概念
与知识点在该书的卷二和卷三中均为详细明确的提及，然而卷一
开门见山，提出了三类词，派生词和派生的顺序，这样，既
给读者学习词法所需的总体概念，又巧妙的弥补了卷二和卷三的
不足之处，使得这三卷书前后呼应，互相补充。同时又提到后
卷中所讲的“职能词汇”，为后卷学习做了很好的铺垫，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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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下。加之所引述的议题和语法概念又照应于卷五的内容中，
前后连贯，统筹兼顾。

第二卷《穆尔则》 ，该卷分四章，共二十一篇，内

容大致包括动词七个类型，动词的时态以及命令式动词的特点等。

这些内容大大超过了第一卷《素尔夫》  ，特别是关于

动词变形的原因和方法，讲的条理清晰，形象分明，精炼而又经
典，结合生动的具体单词实例，使得非常难以掌握的阿拉伯语的
动词变形变得条理分明，深入简出的介绍十分便于读者理解。在
讲解处理动词变化时，关于字母的调换以及增减的问题更是采取
了创新、启发的方式，以简练的文字诱发读者的思考和学习兴趣。
该卷的最后一部分，将各种动词的代词后缀分为十四种，精炼的
归纳引导读者系统、完整的认识掌握动词在语句中的变化。

第三卷《咱加尼》 ，主要讲词的变化的问题，详细

而生动的讲解介绍了词法中非常常见而又重要的动词变形，不仅
如此，该卷还对名词的变化也进行了重点解释，借助详尽的单词
实例和简明扼要的分析，使得读者通过学习该卷，能够掌握从而
进一步应用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词法知识。

在经堂教育中，通过前三卷的学习，要求读者或学生对所
学的词法知识熟读背诵，以至于能够做到脱口而出，同时要学
着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通常大多数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
就为进一步学习阿拉伯语句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卷《米额台·阿米来》 ，意为“一百个职
能”，是作者根据语言学家阿卜杜·戛西尔所拟定的阿拉伯语
句法入门书。该书以虚词、名词、动词自身的职能为主线，借
以支配词为辅，引导读者和学生缓缓步入阿拉伯语句法的学习之
中。开宗明义，同时简单精炼的具体介绍了包括虚词、名词、
动词的就是一个惯用词，七种规范词和两种抽象词的职能，通
过一系列详细生动的解释，能使得读者明白易懂，经过读者的
背诵记忆，理解和应用之后，就可以基本掌握阿拉伯语句法的
规则。

第五卷《米斯巴哈》 ，意为“语法明灯”，“是

作者参考语法家阿卜杜·戛西尔的语法著作《百能词集》、《句法》、
《语法大全》等选编成的一部句法书。”（杨怀中 余振贵 86）结
构清晰，内容丰富，为中国经堂教育初级语法的学习做出了不可
估量的贡献。该卷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一，突出了句法的重
点，讲解抓住要害，用精简的语言介绍了句子的含义和成分，详
细的介绍了动词、名词、虚词在句子中的具体运用。二，讲解了
语法格位的问题，进而阐述虚词、名词和动词所具有的词汇职能
和所承担的反映语法格位的义务。阿拉伯语的书面语一般不标音
符，所以要想准确地读出一句话需要理解该句话乃至文章的内容
大意，除了多读多看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掌握语法格位的
变化规则和特点，唯有如此，才能为阿拉伯语的阅读和写作打下
良好的基础。三，该卷详细的讲解了阿拉伯语的基本句法规则，从
语法格位的出现讲到句子成分，层层递进，细致有条，不但易于
接受，而且很便于读者掌握。内容充实，阐述清晰，确实为句法
学习名副其实的“明灯”，照亮阿拉伯语基础句法学习的道路。

该书的特色还体现在其民间性，虽然没有正式的出版商，也
没有较为标准的印刷版，但在民间十分流行。其原创性体现在前
三卷，作者以自己总结的词法变化规律将其一一总结，归纳，整
理，并辅以实例单词变形派生，全卷虽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律总结
解释和说明，但在学生朗朗上口的朗读中，自己可悟出“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词法细小而微妙的规律，通过熟读和背诵领悟
词法变化规律，从而掌握、应用，精通该书之后，基础语法中的
词型变位等问题迎刃而解。

4.2　《连五本》 的不足

在笔者一系列的介绍与浅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连五本》
虽为阿拉伯语语法变字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教育教材之一，但该
书的安排和逻辑等方面仍有不足的地方。

在学习研究该读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该书的五卷讲解里，
有多处重复、冗叠的知识点讲解，显得庞杂无义，同时该书的
概括性不强，分章断篇不够严谨，并存在一些逻辑安排的问
题，使读者初读该书感觉茫然无头绪，条理感不强，框架不够
清晰明朗。但总体来讲，该书以其详细尽致的讲解，其生动丰
富的具体例词、例句，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阿拉伯语语法变字
学经典教材。

5　结论

《连五本》 一书，作为经堂教育中阿拉伯

语最基础的语法教材，是给每位阿拉伯语语法初学者的金钥匙。
本文从该书的背景经堂教育讲起，详细介绍了该书的全部内容，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试着浅析了《连五本》 这一阿

拉伯语语法变字学经典教材的特色与优点，并斗胆提出自己对
该书所欠缺之处的看法，简要地为读者们介绍了这一读本，试
图展现出该书的特色魅力与其重要价值。但《连五本》

究竟是何年何月，由何人汇编而成，其作者的

详尽信息如何，因为缺乏确切可靠的历史资料，至今为止尚无
定论，有待继续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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