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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 不仅中国社会成功渡过这场民族危机得到锻炼和考验，而

且少数民族与大社会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也遇到难得的历史性契机。本文研究抗战期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建立和活动，指出

回族精英在中华民族的危机中，进一步认识到并展现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分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大社会在民族危机

的关头，也认识到争取回民加入抗战的重要性，为回民这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原本主要关注族内发展的少数民族树立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条件。 文章认为，民族危机催生出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非汉民族在关涉中华民族

共同体重大问题上，与大民族的整体性组织互动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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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上半叶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 不仅中国社会成功
渡过这场民族危机得到锻炼和考验，而且少数民族
与大社会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也遇到难得的历史
性契机。 20 世纪上半叶也是中国回族发展的重要时
期。 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激动下的回民社会，
不仅在早已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推进本民族发展，
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危机中，进一步认识到并展现出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分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
国大社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也认识到争取回民加
入抗战的重要性， 为回民这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
原本主要关注族内发展的少数民族树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条件。 抗战期间中国回教救
国协会的建立和活动不仅突出体现了回民社会与
大社会的互动，而且也展示了中国社会中少数民族
发展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路径。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Hui People for Declaring 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Focus o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Islamic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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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s a vital period for China as a country. It was not only a crucial challenge an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ntegrating the minorities with the society.The paper studied the foundation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Islamic Salv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Islamic elites recognized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member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 and the
whole society got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uniting Hui people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which provided political condition for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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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于 1938 年， 初为时子
周等人在河南建立，后经孙绳武、唐柯三等国内诸
多回民精英协商改组成全国性组织， 并沿用原名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9 年改名为 “中国回教救
国协会”，1942 年又改名为 “中国回教协会”（1942~
1949 年）。 由于该组织成立后最精彩的历史篇章主
要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时期，所以政学各界一般都
使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指代这一组织，而且对协
会的历史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学界特别是回族学者，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有较多的关注。 答振益、丁明俊等对协会的酝酿、成
立、活动、发展等做了较全面的讨论。 [1]宛磊、张嵘、
白友涛、孙颖慧、杜树海等则对协会各省区分支会
的历史做了具体研究。 [2]这些研究都注意到中国回
教救国协会的酝酿、成立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特别
是白崇禧等与蒋介石的关系， 并且随着研究的推
进， 对这种联系的积极意义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
价，即这个由回民高层积极倡导，并得到国民政府
支持而成立的协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全国规模
最大、组织程度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回族抗日社团
组织”，“在组织动员回族全民参与抗战及开展国民
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不过现有研究依靠的基本史料是民国报刊，主
要是当时的回民报刊。 那么国民政府官方文献特别
是档案对协会的成立和活动是否有反映？ 如果有反
映， 是否更有利于了解回民社会与大社会的关系？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利用了档案材料，
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案例，讨论抗战期间回民加
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活动。

一、辛亥革命后回民社团的建立及其与政府
的关系

学界对 20 世纪上半叶回民的社团和组织有较
多讨论，[4] 但是对回民组织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大社
会的关系，注意不够。 中国回民传统上围绕清真寺
居住而形成教坊，清真寺是教坊百姓的社会活动中
心和组织中心。 [5] 全国各地的回民虽然有各种文
化、宗教、学业、商业的联系，但总体而言，清真寺之
间并无隶属性的组织联系。 即便是清代西北形成各
种门宦后，各门宦下的清真寺之间也不存在隶属性
关系。 在教坊内，清真寺阿訇领导和处理宗教事务
和生活礼俗， 有经济实力或有威望的缙绅组织乡老
班子管理坊内的社会事务，如延聘阿訇、修缮寺舍。 [6]

教坊制在回民保持教内婚俗及谋生、 就业方面，也
发挥互助互济功能。 不过随着清朝的瓦解，各种新
思潮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中国的非官方社会组织、民间社团在辛
亥革命前后越来越多，日益活跃。 回民精英注意到
现代社会中社团组织的重要性， 在辛亥革命前后，
借助中国大社会集会结社的浪潮，发起成立了东亚
穆民教育总会等地方性的回民社团。 民国以后，则

进一步成立了回教联合会（1912 年至 20 世纪 30 年
代初）、中国回教俱进会（1912~1936 年）以及南京政
府成立后的中国回民公会（1928~1934 年）。

这些回民组织既有促进回民社会的发展目标，
也有协赞共和的宗旨。 例如，1912 年 5 月成立的回
教联合会以巩固共和、振兴宗教为宗旨。 [7]1912 年 7
月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联合国内回教人民
协赞共和，坚持统一，偕同进化，以期巩固国基，阐
发教义为宗旨”。 [8]王宽等人就曾以中国回教俱进会
的名义，撰写《致回部各王公等处函》，号召中国新
疆、云南等地穆斯林拥护共和政体，后又出面以同
教和阿訇的名义，劝阻马安良攻击临时政府。 [9]不过
总体而言，这些总数“不胜枚举”[10]的团体的实际会
务，主要是关注回民社会内部的发展事宜，包括展
开回族新文化运动，为回民提供新式教育等公共服
务，而且表现不错。 作为一个在封建时代颇易受到
强权欺辱的少数族裔，作为在清代中晚期与清廷抗
争中遭受严酷打击的群体，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
的时代，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关注自身的发展，理所
当然；在此时代成立的社团和组织，以自身发展为
主旨，也合情合理。 当然不能说当时回民精英对大
社会漠不关心。 回民精英如王宽、王静斋、马松亭、
达浦生、哈德成等都关注回民与国家的关系，向中
国穆斯林译介、诠释了“爱国是信德的一部分”，并
亲自有所实践。 [11]但整体而言，回民团体的关注点仍
然是回民社会本身，《月华》 杂志 1938 年以前所刊
内容就是一例。 而涉足大社会的活动，与政府有所
交集，可能成功，也可能陷入困境。 孙绳武曾反思过
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情况，说这个团体成立后，在翊
赞共和、 宣传共和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立不久，
（孙中山）总理偕黄克强陈英士二公北上，该会曾开
盛大欢迎会，总理与黄陈二公，均有极懇挚的演说，
北方回教民众因此接受了革命思想。 ”“甘肃马安
良，回疆各王公，赞成共和，即系该会劝告的效力。 ”
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民四筹安会起， 妄议国
体，不幸我回教团体也卷入漩涡，遂把光荣灿烂、举
国一致的回民组织，沾染极大的污点，经过二十余
年，依旧洗涤不净。 ”[12]

这些回民组织与政府的交集少，政府对其也不
甚关心。 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曾试图介入回民组
织的活动，但因为不熟悉回民事务，介入的结果很
不理想。 例如马良 1934 年发起成立中华回教公会
时，国民政府给予支持。 [13]但是回民社会与国民政府
在马良出任筹备委员会主任问题上， 始终无法达成
共识。 而社会上发生涉及回民的突发事件时，特别是
侮教案发生时，政府主要是消极应对。 总之，抗战爆
发前的各种回民社团和组织，与大社会交集不多。

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建立及回民与
政府的合作、互动

抗战爆发后，回民社会与大社会若即若离的关
系遇到了改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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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加上上海一·二
八事变，回民精英中就有人呼吁建立全国性回民抗
日组织。 《月华》第四卷第 22、23、24 期合刊（1932 年
8 月）上刊登了薛文波文章《回族救国》。 薛文波在文
章中呼吁“统一（全国）回民组织”，“集合整个民族
力量”，“组织回族抗日救国会”，“由各地抗日救国
会分头向各礼拜寺，召集回民，作爱国抗日之演讲。
请各寺阿訇于聚礼日，除宣扬宗教外，更予回民以
民族之意识及国家之意识”。 [14]他说，“举国之中，抗
日救国之组织，继续成立，回族人士，零星于各界，
参加者，当不在少数，然只为极小部分之表见，不能
充分代表我回族之精神也，故在西北与内地，纠合
回族同志，组织回族抗日救国会，集合各会，由代表
成立总会，以统一指导为职责，使其入于轨道，方期
最大之效果。 ”[15]不过从《月华》等回民报刊杂志此后
各期信息看，薛和部分回民精英的类似呼吁当时未
能得到广泛响应。

1937 年 7 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年底已经攻陷
南京，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1938 年初时子周、王
静斋等人在河南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协会成
立宣言说，“处此日寇毒焰方长， 全国一致抗战之
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决意
联合各地教中同志，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一面
发扬教义，阐明我教立场，以促彼丧心病狂者早日
觉悟；一面唤起教胞，参加抗日工作，以保我回教固
有英勇光荣。 ”①与河南一样，各地不同的回民组织
及其代表的回民报刊， 如 《月华》《回教大众》（四
川）、《回民言论》（《回教论坛》， 重庆）、《清真铎报》
（云南）等，不论是否新创，都将刊文重点转移到抗
战上来。 更重要的是，回民中与政府高层有密切关
系的上层人士认识到将回民组织起来参与抗战的
重要性。

协会成立很关键的回民人物白崇禧是国民党
桂系军人， 是桂系与蒋介石矛盾的核心人物之一。
虽然矛盾诸多，但 1937 年抗战爆发后，白马上宣布
响应蒋的号召，飞赴南京，不久被任命为副参谋总
长，是抗战中蒋倚重的将领之一。 后来白崇禧回忆
说，“自抗战以来，全民为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正义
而奋斗， 不容回教教胞之精神散漫与组织脆弱，亟
应团结起来，成立一全国性，有系统和活动能力之
组织，来担当救国救教之重大使命。 在苏州作战的
时候（指 1937 年淞沪会战）和几位教胞见面，谈到
教胞的活动，便觉得有两种事项，最为切要，第一是
统一回教组织，第二是造就回胞之军事政治人才”。 [16]

白崇禧并未提及他们当时就此有所决定， 究其原
因，不仅是战事正异常紧张，无暇他顾，而且还可能
是这些回民高层与政府更高层领导人的沟通仍在
进行。 而这也应该是时子周、王静斋等人于 1937 年
底在河南筹组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并“呈请中央备
案，可是该会进行，障碍重重”[17]的重要原因。

日本军事上的威胁，加上抗战爆发后日本对中
国民族问题的各种利用，如侵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

“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在河南新乡招收体格健全的
回民青年送北平“中国回教青年团”受训，[18]在察哈
尔和绥远地区成立了“西北回教总联合会”等亲日
回教政权，不仅促使回民社会倍感反制日本人分化
的紧迫性，也让国民政府最高层认识到争取回民参
加抗战的必要性。 据白崇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委
员长见我， 把日本军阀分化我民族回教等事同我
谈，问我中国回教有无组织，我对他说民国元年时
中国有个回教促进会，……局限于甘肃河北等一部
分教民参加，效果不大。 委员长认为有组织的必要，
组织起来可以防止敌人的分化，进一步也可产生力
量。 ”白崇禧说自己当时就联系国内著名教长和活
动人士来武汉商议此事。 [19]在《访问记录》另一处，白
将蒋介石的指示放到武汉后。 [20]而《中国回民救国协
会通告》 第 14 号 （1938 年 11 月 18 日复刊后第一
号）《复刊词》说 [21]，“是以客岁（1937 年）十月间，淞
沪战役正酣之际，白副总长曾秉承蒋委员长团结全
国回民共御外侮之意，与孙绳武先生会商组织全国
回民抗敌后援会事宜。 卒因淞沪我军转移阵地，首
都沦陷，白副总长在前线指挥愈忙，孙先生亦奉委
员长命前往西北……”。 所以蒋介石最初与白崇禧
谈组织回民的时间大致在 1937 年 9 月或 10 月上
旬，后在武汉又再次提出。 总之，七七事变后不久，
蒋介石就表达了支持回民建立全国性组织的意见。
1938 年春白崇禧关于 “知道教胞之组织再不可缓
了”的表态[22]，和此后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于 5 月的正
式成立，都应与此有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后，立即致函国民政府
中央和各省政府， 请求对成立分支区会给予支持。
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的态度和作用，在档案里有详
细的表述。

1938 年 8 月具有双重身份的白崇禧以协会理
事长名义，向福建省政府发出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
的第一份公函，请求省政府予以支持：[23]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公函（会字第一号）：案查，
本会同仁以拥护抗战，勉尽天职，爰组织斯会，以期
稍有贡献。 前在汉倡办伊始，当经分别呈准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备案有卷，惟以抗战期间所有中央驻汉各机关既
已多数遵令迁地办公， 本会为谋推进会务便利，计
亦于本月上旬随同移渝，暂觅定重庆青年会第二一
七号房为本会临时会址， 并于本月二十日启用印
记，开始办公。 嗣后关于各省市县组织回民救国分
会暨各种回民工作服务团事宜， 务请贵府慨切指
导，多予协助，无任祷盼，除呈报并分函外，相应函
达希即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至级公谊，此致，
福建省政府。

理事长白崇禧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
1938 年 9 月 14 日， 福建省政府函复中国回民

救国协会：“自应照办”，[24]并于当日命令福建各县政
府对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建立分会予以协助、指导。 [25]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在收到相同内容的公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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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1 月 25 日发布命令，要求河南各地协助成
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分会。 [26]在河南省政府的支持
下，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 1939 年底就已经成立了
河南省寿阳县、遂平县、叶县、罗山县、陕县、洛宁
县、槐店等多个支会。 [27]

根据国民政府普通人民团体组织程序规定，成
立社会团体需要先行请领许可证，而且即使在抗战
时期， 国民党党务系统还在严格执行该项程序。
1939 年，万县回民致函救国协会四川省分会，要求
四川省分会转请四川省国民党党部和省政府，“请
准筹设县支会或乡镇区会时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
以省繁牍而利筹设。 ”为此，兼理四川省主席的蒋介
石于 1939 年 11 月致电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请准免
请领许可证手续：[28]

案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总字第八八号公函为
据四川省分会函，据万县支会函报遵章成立，惟未
依照普通人民团体组织程序， 先行请领许可证，请
转函省党部暨省政府， 分饬万县党部暨县政府，认
该会为合法成立，并通令全省各县政府，嗣后对于
本省回胞根据本会组织通则，请准筹设县支会或乡
镇区会时，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以省繁牍而利筹
设等情一案，转函查照办理见复等由。 准此，查原函
中曾叙该会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汉经法定手续，备
具章则，分呈贵部核准成立，惟本府对于该会此项
请求，以无法令可资依据，无法核办准函，前由所请
转令万县县政府对该支会成立，认为合法备案暨准
免请领许可证手续是否可行，除分函外，相应函请
贵部查核见复，以凭办理为荷。 此致，中国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

兼理主席蒋介石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
12 月 13 日，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函复四川省政

府，同意该会万县支会既已成立，姑准予通融，饬其
补报备案，同时表示“至该会所组织之乡镇区会可
免去申请许可手续，但仍须将筹办经过情形，报请
主管党政机关备查相应复请。 ”[29]

总之，福建、河南、四川等档案说明，应该是在
国民政府高层的直接支持下，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国
回民救国协会的建设给予了支持。 有些地方大员对
情况不清楚时，还会主动询问中央。 1939 年 9 月 4
日傅作义致电社会部就是一例：

重庆中央社会部，敌人利用绥籍回民破坏抗建
工作，寒午临时电达中央秘书处，有案查绥西回民
散居甚多，急应集中为国出力，惟人民团体组织法
令中无命令规定，近阅《中央周刊》一卷二十六七两
期“抗战与宗教”文，内载有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之组
织，究应如何进行……。

绥远省执行委员会傅作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九月四日[30]

现有研究对抗战期间日本在华北的 “回教工
作”有较详细研究。 王珂利用日本陆军档案和外交
档案，对日本特务机构在中国回民聚居区分化回民
工作进行了系统考察。 [31]傅作义电询的背景应该就

是日本的“回教工作”。 傅作义电询后一个月左右，
社会部于 1939 年 10 月 13 日发出 《致中国回教救
国协会训令》[32]：

训令，令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准绥远省执行委
员会电“为敌人利用绥籍回民破坏抗建工作，绥西
回民散居甚多，急应集中为国出力，请电示回民组
织如何进行等由；查该会分会支会组织通则，早经
核准实行，各地分会支会，亟宜筹组成立，绥远情形
复杂，急应遴派干员，积极筹组该地分会，以免敌伪
乘机利用，而增抗建力量，除电复外，仰即遵办具报
为要。 此令。 ”

10 月 17 日白崇禧回复：
等因奉此，自应遵办。 查本会除已成立分支会，

各省份业经派员视察指导会务进行，并完成各该省
县市支区会组织，以期增加抗战力量外，所有尚未
成立分会之省份，靡不积极推动，绥远等省亦正在
遴派适当人员前往筹备，人员派定，立即出发。 [33]

10 月 30 日社会部又来函催促。 [34]11 月 1 日，白
崇禧回复社会部，已经“遴派冯万才、赵德贵二人前
往绥远筹备组织分会，饬其克日北上。 ”[35]

1939 年 11 月，绥远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日军
在绥远、包头训练青年千余人，并试图以此为基础
成立回民军队，向甘宁发展，同时利用西北回教联
合会等八个团体设立亲日回民政权。 1939 年 12 月
8 日，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致电社会部， 告知上述情
况：[36]

据察哈尔蒙旗特派员马鹤天本年十一月艳电
称：“探闻敌人在绥远包头训练青年千余人，将以此
为基本而成立回民军队向甘宁发展，现利用西北回
教联合会等八团体，企图分化汉回，树立伪回政权，
主持者为吴桐、吴耀宸等……”等情到院。 除饬知内
政、军政两部外，相应函连查照。

为此，社会部于 12 月 15 日再次命令“回协”速
筹应付办法。 [37]12 月 20 日， 白崇禧回复社会部：[38]

“本会嗣以绥省分会特别重要， 复加派干事任振华
趱程前往，协同办理，以期该省分会迅速成立，早收
实效，奉令前因，除再録案密饬该筹备员等，一面纠
合同志迅筹分会，一面斟酌情形，妥谋对策。 ”

档案反映， 最终于 1940 年成立的协会绥远分
会正是中国回教协会与国民政府合作与互动的结
果。 而政府档案中关于各地分支会成立后与政府的
合作的材料更多。 社会部档案中的《中国回教救国
协会拟具防止日寇反对西北回民之阴谋计划草案
及敌伪活动等情报》（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8 月）
卷宗就是合作的例证。 如该卷宗中收入的 1939 年
12 月协会向社会部转送的山西分会的报告， ②1940
年协会专门制定的《防止敌人对西北回民之阴谋计
划（草案）》，都是协会随时向政府报告抗日行动的
文件。 其中《计划（草案）》第一部分“敌人对西北回
民之阴谋”总结了日本人的渗透方式，如树立伪组
织，主要是在北平绥远交通线上组织中国回教总联
合会分会，在归绥设西北回教联合会，包头设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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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造伪舆论，即故意宣传往事并捏造成不和谐
之形势；扶植奸商，建立特务机关，收买回民人心，
麻醉回民青年等等。 而第二部分包含了各种具体
“对策”：

甲、加强本会绥宁分支区会之组织并积极展开
工作。 本会绥宁两省分会已先后成立，境内县村镇
之支区会亦多分别组成。 为严密组织起见更发动战
时服务团，以期各村镇乡堡回民人人能参加抗战工
作，人人能在抗战期间尽其职责，绥远之陕堤五原
临河等处均经组织成立， 宁夏境内各县亦筹划组
织。 关于侦察工作绥远分会尤特别注意甚至每晚查
店， 各回民如遇亲友借住亦须报告分会予以调查，
经允许后方能借宿。 乙、注意敌后工作。 丙、布置周
密之侦察通讯网。 丁、举办各种训练。 1.干部工作人
员之训练。 2.商民驼夫之训练。 3.一般民众之训练。
戊、积极发动经济游击队。 [39]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得到
大社会的认可与赞扬。 协会成立后，除了蒋介石多
次接见回民抗日活动代表， 参加回民抗日会议，国
民政府其他高层人士也在各种公开场合支持统一
的回民组织。 如 1939 年夏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召开
全体会员代表大会，邵力子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
讲话。 会后，叶楚伧、陈树人、张厉生、朱家骅、陈诚
等国民党大佬假中央党部宣传部欢宴中国回教救
国协会理监事及各省代表， 叶楚伧发表热情的讲
话，赞扬、鼓励回民的抗战活动。 [40]

总之，围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各地分支会的
成立与抗日活动，回民精英与政府有了辛亥革命以
来第一次成功的组织互动与合作。

三、抗战期间回民组织活动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
展的重要时刻。 “中华民族”一词作为中国大地上诸
族之总称，虽然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使用，虽然辛亥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马上打出了“五族共和”的旗帜，
坚持中华一体中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但是日本侵华
之前，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议题仍然是汉
人社会的政治统一、文化改造和经济发展，当然还
有军事上国民党的打击和共产党的抗争。 ③中国作
为一个有特点的多民族国家，大民族和小民族对中
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特别是对非汉民族加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发挥共同体一员责任的路径
的思考和实践，仍然有待历史契机。 日本全面侵华
带来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大社会在民族危机的关
头，认识到争取包括非汉人群在内的全国人民加入
抗战的重要性。 回族是中国的一个独特族类群体，
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杂环境中， 虽然也有翊赞共和、
宣传共和的爱国行动和宣传，但总体而言，回民社
会的组织和个人关注的主要是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全面抗战爆发后，回民精英抓住形势的变化（包括
蒋介石提出组织回民抗战等），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危亡放在第一位，在与大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中成

功组织起全国性组织，不仅在回民社会内表现出组
织的成功 [41]，而且以整体性的非汉民族姿态参与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中。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民族危机催生出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辛亥
革命后中国非汉民族在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
问题上， 与大民族的第一次整体性组织互动与合
作。 这一互动与合作，不仅促成中国第一个全国性
回民团体的成功建立和发展，为各地回民在这一全
国性组织的领导下， 为抗战胜利发挥出积极作用，
而且为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篇
章，展现出可行的路径。 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延安的
中国共产党也对这一重要的篇章给予了积极的肯
定和支持。

注释：
①《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宣言》，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

第一号，1938 年 1 月 10 日，第 1 页。宣言说，之前大家对马良
不甚了解，参加了他筹办的中华回教公会，而马良“竟受敌方
利用，有参加山东伪组织之说”；另外，“又闻”天津北平有“少
数无知分子”可能成立亲日回教组织。

②参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呈社会部函《中国回教救国协
会拟具防止日寇反对西北回民之阴谋计划草案及敌伪活动
等情报 （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8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号：十一-（2）-2059：“据报日寇侵占各县设有回教联合
会，如曲沃、新绛、运城、河津、太原、大同各地均发现此种组
织，每月集中开会一次，一切费用皆有日寇发给，此种麻醉手
段实堪畏惧，除曲沃、绛州、河津、运城距此稍近，派人前往劝
令解散外，大同、太原距此甚远，应请总会设法办理。 ”

③黄兴涛在讨论“中华民族复兴”论时说，“不过 1931 年
以前，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
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
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 九·一八事变
之后，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
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其抗战意图、救
亡诉求及其功能更加凸显和强化，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
流。 ”参见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
研究》，2014 年第 4 期；华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
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关于长征及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研究》，《民族研究》，2016 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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