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回族抗日救亡活动概述

胡云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中说:“卢沟

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

尽力捐助以裕军需, 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

在此民族国家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

现,不特博得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

以自慰者也。”¹ 蒋介石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

国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

贡献。本文旨就其抗日救亡活动做一概述,以求抛砖引玉,使回族

史界对回族抗日史予以注意和研究。

一　回族抗日救亡活动的形式

　　七七事变后, 回族人民抗战情绪十分高涨, 回族人民以各种方

式进行抗日斗争, 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七七事变后, 在抗战前线的北平回民迅速组织“北平回民守土

后援会”, 发表抗日宣言,提出要发扬“勇于牺牲, 坚于团结”的精

神,与侵略者斗争到底,“在教为教中基础, 在国为国家干城”º ,显

示了回族人民爱教爱族爱国相一致的思想品德。1937年 10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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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地区回民组织“西北回民救国会”, 发表强烈谴责日寇侵占包头、

绥远的《告西北回民》书,号召回民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战, “来

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¹ 。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 回民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掀起了

高潮。1938年 5月各地回族在汉口组织成立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组

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表动员全国回民抗日救亡的宣言,

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 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后人;

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 保持我回教之荣

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º 该会在总部下设三大职

权组织和五种业务,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为旨,

并先后在各省建立分会。总会还谱写了一支《中国穆斯林抗敌曲》

战歌,词曰:“起来吧!中国的穆士林, 举起我们的宝剑,发出我们的

吼声,贯彻爱国的品德,负起保族的使命,认清我们的敌人日本。它

施放无情的炮火,它残杀我国的国民, 要把中华一口并吞, 我们决

不受它的侵凌。穆士林! 前进! 前进!”» 它表达了广大回族人民

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

　　此外,各地回族也纷纷成立抗敌组织。1939年 1月, 云南全省

五十余县的回族代表齐集昆明, 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云南省分

会”的民间抗日组织,协会的宗旨是:“一方面促进回胞认识当前抗

战之意义,一方面发挥回胞固有的优良民族传统,以加强我们整个

民族抗战力量,予敌以严重打击。”¼ 协会发表宣言指出:“我中国

回胞自国难发生以来, 坚决拥护团结抗日的主张,站在全中国革命

战争的立场上,做了许多救亡工作。无论敌人对回胞怎样地利诱威

胁, 怎样地侮辱惨杀, 而回民总是纯洁无私, 效忠祖国, 毫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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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¹ 宣言最后号召全省回民, “在这救亡图存保卫国家的光荣战

争中, 我们要遵循圣训经典之指示,来尽我们应尽的使命, 那才算

是忠实的一个穆民,才算一个伊斯兰信徒”。º 云南回民救国协会

宣言的发表, 是云南回族抗日战争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西安市,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

会”,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张贴反日标语, 抵制日货, 宣传爱国

思想,声援东北将领马占山率领部队抗日的爱国行动。继之, 陕西

又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七七事变后,西安成立“西安回民

抗敌后援分会”和“西安回教学生抗敌后援支会”、“西安回民青年

服务团”等。1938年在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时,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 表示“本市回民愿作政府后盾,卫国御侮”。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陕西分会”成立后,不断选送回族知识青年前

往西安、兰州等地军事学校和机关受训,以培养抗战人才。协会发

表通电,“国家存亡,休戚相关,全国回胞,欲免沦亡, 只有抵抗倭寇

的侵略。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只有在救亡的大路上勇迈前

进”。» 它于1939年9月 21日在西安举行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抗战

献旗大会”,表示坚决拥护、支援抗战的决心。

　　在兰州, 抗敌组织有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回民救国

协会等,出版了《回声》、《回民青年》等宣传抗战的刊物。回民救国

协会多次发出通告,号召抗战。1937年 12月, 四川成立回民抗敌

后援会(后改为中国回民救国会四川分会)。河南、湖北、广西、湖南

等省的回民也有抗日救国协会、抗敌后援会、回民青年战地服务

团、回民青年救国会等, 这些组织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

捐活动。

　　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也领导和帮助回族人民建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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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日救国组织。1937年底开始,冀中各地回民先后建立了“回民

抗日救国会”或“回民公会”。1938年 8月,统一建立为“冀中区回

民抗战建国联合会”,各区设分会, 各县设支会。后又统一建立了

“晋察冀边区各界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冀鲁边区于 1938年建立

“回民救国联合会”, 1940年 5 月改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各县

设分会。1940年 3月,延安成立“回教救国协会”, 发表《告全边区

回民同胞书》,强调“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 粉碎敌人的欺骗诱

惑阴谋”¹ ,扩大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影响。同年 10月,中国

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在延安成

立。º 1941年春,关中、陇东、三边成立回协支会,在从事发展生产、

文化教育、组织抗日武装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2. 建立武装组织,直接对日作战。

　　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 全国回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道,纷纷拿

起武器,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组织抗日武装,投入

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华北地区回民于 1937年 10月 1日成立津

南回民抗日救国会,组织回民抗日救国军, 打击日军。此后,各地回

民武装纷纷建立,其中以冀中回民支队和山东渤海回民支队最为

突出。

　　冀中回民支队是中共领导的一支回民武装。1937年 12月河

北定县回民成立“回民队”, 1938年 1月, “回民队”改为“回民干部

教导队”,又合并孟庆山的“回民教导队”和献县东辛庄的回民教导

队。7月,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为总队长,下设两大队,

总计 400余人。1939年改称“回民支队”, 马本斋任司令员。随后,

冀中军区又派郭陆顺为政治委员。经过整军,“回民支队”初步成为

一支正规化、野战化的部队。1940年初至 1942年 6月是回民支队

发展壮大的阶段。回支纵横驰骋,南北征战,从潴龙河、滹沱河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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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河、大运河,从石法路沿线至白洋淀北岸,足迹遍于冀中平原。回

支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 870余次,歼敌、伪

及反动武装共 36000余人¹ ,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被毛

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º 。1943年, 回支调至陕北后,留

下一个连在冀中坚持斗争, 并发展成一个伊斯兰支队, 后又在献

县、河间一带与当地部分回民武装合并,建立了八分区回民支队。

此外,任丘、肃宁、文安、雄县、霸县、武清、永清等县亦有回民支队。

　　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是津南鲁北的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七七

事变后,孟村的回民与汉民迅速组织抗日救国军,与敌作战。1940

年 8月 1日, 在沧县东南新县镇(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 , 津南六分

区回民支队宣告成立, 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这是中共

领导下冀鲁边区的第一支回族抗日武装。1941年 9月,该部编为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 1943年又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到 1945

年 9月, 回支已壮大到 2300多人。从 1940年建立,到 1945年日军

投降, 与日伪军作战 100余次,歼敌 2500 余人, 缴获长短枪 3600

多支,机枪 10多挺,各种炮 20多门, 其它战利品不计其数。»

　　山东还有以枣庄回民矿工为主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枣庄一

带和微山湖上,战功卓著,闻名全国。鲁中回支是以太西回民大队、

益都回民大队、泰安王庄院回民营、章邱和楼往一带回民中队、分

队合编的一支部队,活跃在泰山地区、沂蒙山区、益都等地。沂水县

的伊光大队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兵工厂的警卫部队, 曾在保

卫兵工厂、反扫荡的战斗中作出贡献。

　　在西北陕甘宁边区,广大回民也组织了自己的抗日武装, 得到

了中共的支持。1940年 4月, 由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起草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规定:“帮助回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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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强大抗日武装组织, 以充实国防力量。为此目的, 必须: 1. 回族

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 2. 改善兵役制度;

3. 提高官兵抗战建国的政治认识; 4. 扶助民众抗日武装。”¹ 第二

次国内战争时期在关中分区成立的回民自卫军连,在抗战时期改

为回民支队。1941年宁夏海固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起义军领导

人之一的马思义任团长,西北局任命杨静仁为党代表。其他地区,

在山西有壶关回民游击队, 长治县有回民营;新四军根据地安徽定

远县二龙乡有清真大支队。

　　除中共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外, 还有回民自发的抗日武装。在

河南,南阳回族群众自发组织“回族救国会”,建立武装,运用“游击

术”,采取“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的斗争策略, 不断消灭日本侵略

者的“尾巴部队”。黄池陂回民村的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日军虽

三次组织力量向其发动进攻,均遭失败。在豫北博爱及商丘、洛阳

等地也都有伊斯兰大队。

　　在云南, 1939年,云南回民救国会号召全省高中二年级以上

的回族青年学生报考军校为国效力, 立即得到广泛响应。经考核,

有 150多名被中央军官学校南宁分校录取,后与全国其它地区被

录取的回族青年学生编为一个回民大队。1939年 11月, 日军在钦

州登陆, 此回民大队的全体回族学生即赴疆场, 他们订立《爱国抗

敌公约》, 集体誓师杀敌。1942年,又有 120余名回族青年学生被

中央军校桂林分校录取,在学习受训期间,即被编入部队, 参加了

湖南永明、桃川和广西龙关等战役。1944年,有许多云南回族青年

应征报考军校第二十期。据载:“民国三十三年, 当桂林战局失利

时,因大军他调,他们曾参加过有名的虎牢关战役,以较少的人数,

枵胶赤足,苦战数日,竟阻住了近万敌军之进攻,直到大军赴援,才

扭转了战局……写下军校学生抗战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也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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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穆民的忠勇战斗精神。”¹

　　在抗战中,回族官兵浴血奋战,可歌可泣。震惊中外的台儿庄

战役中, 云南回族健儿血洒疆场,回族副旅长马继武战功卓著。º

泉州回民郭志雄,在日寇进犯福州时任副团长,率部抗日, 不幸身

亡。其他为国捐躯的还有, 如榆关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安德馨营

长,山西忻口会战中为国捐躯的杨玉麟营长等等。回族旅长马秉忠

在河南对日作战中牺牲,当时《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会刊》赞誉他:

“发扬回教精神,捍卫国土, 予敌重创,致遭殉国,英勇牺牲,实足表

现我国回胞一致忠勇爱国之精神。”» 东北“一些回族群众直接参

加了抗日联军,浴血奋战在白山林海, 流血牺牲, 用鲜血和躯体铺

在解放中国的道路上, 绝大多数成为无名烈士”。¼

　　3. 抗日爱国外交活动

　　回族人民利用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素有的联系

和传统友谊这一优势,在国外积极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11月 23

日,日寇利用回民开斋节齐集清真寺会礼之机, 派飞机对西安的清

真寺狂轰滥炸,“投弹八十余枚, 回胞伤亡一百三十多名, 炸毁清真

寺四座”。½ 此屠杀事件后,各地回民纷纷声讨日寇罪行。中国回民

救国协会也发表了《为暴敌惨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同胞告世界伊斯

兰兄弟书》,指出日寇“高唱的扶植宗教等政策, 只是用以掩蔽其屠

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分子伊斯兰兄弟,和毁坏真宰的朝堂麦斯之

德 (清真寺)的烟幕”。文告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兄弟提出“抵制日

货”,“扩大援华”, “加强世界伊斯兰兄弟之团结”等希望。¾

　　抗战爆发后, 云南留埃及学生马坚、纳忠、林仲明等, 积极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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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和当地人民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揭露日本侵略

者的暴行,以广播和书面等形式,在开罗积极进行宣传, 揭穿敌人

散布的谣言, 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日本组成朝觐团

到麦加进行宣传活动, 云南留埃及学生受国内回胞委托, 组成了以

马坚为代表的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到麦加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当时《埃及人报》、《埃及邮报》和《妇女周报》等报刊, 曾多

次刊载他们的抗战文章和图片资料,博得了阿拉伯国家和各国穆

斯林人民的普遍关注和同情,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宣传骗

局。他们还把七七事变后,北平达浦生阿訇出国访问宣传时在埃及

撰写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等文章译成阿拉伯文在开罗广为散

发,文章历述数年来的日本侵华罪行,以及中国穆斯林可歌可泣的

抗战事迹,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国家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此举在阿

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揭露日寇在近东和南洋各国穆斯林兄弟中进行的欺骗伎

俩,争得国际力量援华抗日,回族人民先后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

访问团”和“远征南洋回教访问团”等,走出国门,“与无耻的敌人作

了一次英勇的宣传战, 敌人的卑鄙手段,被揭露无遗”¹ ,争取了近

东和南洋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 1月,由王增善任团长,以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

世明为团员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由香港出国, 遍访印度、埃

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 10

余国,行程近五万公里。除拜见各国政府当局要人外,还会晤各国

名流 60余人, 出席欢迎大会 19 次, 宴会和茶话会 23次, 接触了

11 个重要的党派团体, 参观了 18 个高等学府, 发表公开讲演 43

次,参加清真寺聚礼并作讲演 16次,还以阿、土、英三种文字编写

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广为散发,并在国

外报刊如《孟买新闻》、《伊拉克泰晤士报》、《印度星报》、《伊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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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上面发表宣传文章。¹ 他们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

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企图煽动西北回民独立,挑拨中国伊

斯兰教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的阴谋,赢得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

同情和支持。如在印度, 访问团受到了穆斯林领袖真纳的热情接

待。真纳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奋斗, 有五千万

兄弟们是其中的战斗员,我们得到安慰,回教世界都得到安慰,我

们的精神,已贯注到中国教胞身上,我们同情中国的抗战。”º

　　1938 年 10月,维吾尔族人士艾沙与新疆回族马赋良组团往

中东诸国外交联络。他们先赴印度会晤穆斯林领袖真纳等人, 又与

甘地等国大党领袖会谈。印度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他们带去的传单。

后转赴麦加,同日伪派出的华北朝觐团展开斗争。1939年5月,又

从埃及到达土耳其,会晤了土耳其的总统、总理、外长、议长等政

要。随后又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所

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叙利亚报纸于显著位置呼吁:“叙利亚穆

斯林应随时勿忘日本飞机轰炸下的中国兄弟,对日本应作有效的

制裁。”»

　　1938年秋,一支由甘、宁、青省穆斯林组成的近 100人的西北

回教朝觐团从西宁出发,取道西藏、印度,前往麦加。当抵达麦加,

得知日本侵略者出资派遣的“华北回民朝觐团”也至麦加时,他们

十分愤怒。这些本是抱着宗教的热忱来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课的穆

斯林,在特殊形势和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主动与留埃学生朝觐团和

马赋良等团结一致,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同情。其代表在一次有 15

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驳斥了敌人的宣传,用大量事实说明日寇的残

暴、非人的侵略行为,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同情。朝觐团团长马云

后来说:“鬼子在麦加的宣传,是完全失败了。”西北回教朝觐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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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没有惊天动地的影响, 但却符合人心, 被当时大后方人民称为

“一个民间的国际宣传队”¹。

　　1940年, 由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组成的“南洋访问团”, 出

访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六个多月中,访问了大小93处市镇,散

发了《中国之回教》图片册, 揭露了日寇暴行,介绍了中国回族的抗

战热情。代表团的到访,引起了东南亚穆斯林的关注。1940年秋,

访问团归国时,马来西亚已基本上没有人卖日货了。稍后,东南亚

穆斯林亦组织起南洋回教赴华亲善访华团, 前来中国桂、滇、黔、

川、陕、甘、宁、青等省进行参观慰问。º

　　上述回族的抗日爱国活动, 不仅符合回族人民的愿望,也代表

了全国各民族穆斯林的抗日愿望, 这些外交活动产生了一定的作

用,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赢得了亚洲大多

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体现了中国回族和中国全体穆斯林对祖国

的忠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在抗战救亡立场上的团结一致。

　　4. 踊跃进行支前活动。

　　回族人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1937年,南宁

军校招生时, 当即有 100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甘宁青三省的回族

同胞入伍的比例同当地汉族一样,总数达数万人。回族还有许多人

参加了各种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

回族妇女们在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极为繁重,除此她们还要担

负宣传鼓动、走访慰问、炊事运输等工作。1937年 12月, 昆明回族

女青年马少良、沙英华等人,一起参加了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

“随军抗日,同滇南健儿一道浴血抗战,从 1938年到 1942 年这些

岁月里,甘冒枪林弹雨,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

华北回民在一次群众性募鞋运动中,原定募一千双, 结果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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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双;在一次募集铜铁时, 仅任丘一县就募得一万七千余斤。

1937 年 11月 27日《包头日报》中报道说:“包头回民此次踊跃助

救国捐。”

　　不少回族上层爱国人士,集中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支

援抗日部队, 不仅出资创办进步刊物,从事唤起民众的宣传鼓动工

作,还不断汇寄巨款,捐献战马, 支援抗战。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

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坚决表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

本,我们要一致抗日。我虽然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朽, 我愿意率领全

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¹

　　1937年, 滇缅公路动工,在征用人力方面, 沿线回族人民首当

其冲。政府当局特增派一些回族官员参与负责筑路或出任地方长

官,省公路总局局长兼工程督办杨文清(回族)奉派长驻漾濞县主

持修路工作, 回族绅士杨问梅为全县民工总指挥,漾濞县建设局长

回族马崇先为副总指挥,领导和组织漾濞及邻近巍山、永平、下关

等地的回族民工, 修筑了自下关至永平段 122公里的路面。当滇缅

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后,擅长马帮运输的滇西回族, 遂成为政府进

行滇西驿运的主要依靠力量。据统计,回民参加驿运者, 占当时参

加驿运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们以板车千余辆、驮马万

余匹, 坚持驿运达半年之久,运程达五十万公里, 运送战备物资一

千二百余吨,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

　　5. 其他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时期,各地回民还自发地以其他形式打击日寇。1938年2

月 2日,山东济宁附近回民因日寇勒逼他们杀猪,起而反抗,当场

杀死日军二百多名。º

　　北平回民强烈反抗日本迁移阜成门外的回民墓地, 并宣言:

“誓以北平十七万回民生命,保卫五百年祖宗坟墓,任何牺牲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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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日本要买回回营清真寺的地面扩大建伪衙门,阿訇坚决不

允。牛羊行业是北平回民的传统行业,日本搞“牛羊组合”,宰、贩、

卖全归“组合”统办,回民奋起反抗,回民青年持刀割去“组合”者的

耳朵,挖去其眼,大快人心, 被誉为“民族英雄”。“无论那一方清真

寺的沐浴室里,随时可以见着手提着汤瓶的须发斑白的教胞, 彼此

互以有关抗战的消息来交换”。阿訇宣讲圣谕,引《古兰经》上的话:

“我们不要着急, 宁静着精神, 不久便到黎明了”, 寄托了渴望解放

的情绪。¹

　　日寇对华北占领区的回民实行所谓徽章捐政策,将回民划分

为甲、乙、丙、丁四等,相应地发给甲、乙、丙、丁四级徽章一枚。凡接

到甲级徽章每年交纳三千元以上捐款,乙级交纳两千元以上, 丙级

一千元以上, 丁级五百元以上。此外,还有所谓飞机捐以及献金运

动等,但都遭到回民群众的拒绝,使日寇“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流

产。

　　日寇曾筹划华北回民集体移民的阴谋,欲每年移民一千至五

千户, 且强令华北占领区的回民“承认情愿移民满洲”º ,广大回民

强烈反对,终未实现。在华北地区,由于回民支队等回族抗日组织

的风起云涌, 日寇面对这种局面,筹划“募集”回教军两千人,以“剿

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教大队”, 实现其“以回制回”的政策, 这一阴

谋当即遭到敌占区回民的揭露和坚决反对。

二　回族抗日救亡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回族的抗日活动是回族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参加

人数最多的反侵略斗争,它不仅弘扬了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传统。回族的抗日救亡活动呈现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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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民族特点。

　　第一,回族的抗日救亡活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日寇

在对回族人民进行军事杀戮的同时, 又装出伪善面孔,玩弄政治手

腕,挑拨回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寻觅与制造所能利用的傀儡。

早在 1914年, 日本浪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

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浪人村田率日

兵强占沈阳清真寺, 自为阿訇, 附设阿訇养成所, 制造大批亲日分

子,派遣到西北活动。华北事变后,阿拉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

宁等地均有日寇特务机关。日寇尽可能地挑拨回汉关系,说“回回

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¹ 日敌列举有

清以来西北仇杀之事件,挑拨民族情感,故意扩大回汉民族矛盾,

高唱“抗战是为了汉人”,并以“帮助回民自治”, 成立“回回国”的宣

传欺骗诱惑回民去感激日寇所谓的“援助复兴回教”º。日寇还分

化穆斯林内部, “在包头把回教划成两派:一是天山派, 一是长城

派;天山派是指新疆省的回教人口,长城派是指甘宁青一带的回教

人,特为这两派人,组织两个会体”。» 日本还在东京成立一个“回

教问题考究所”, 调查研究亚洲各伊斯兰教国家的情况, 并修建清

真寺,除印度、埃及外, 广邀各伊斯兰国家代表来日参加落成典礼。

它借此缘由, 宣扬日本的伪善政策,诬蔑中国抗战,孤立中国抗战,

并派遣“华北回民朝觐团”前往麦加, 企图在伊斯兰国家和国际舆

论界制造“华北人民安居乐业”, “宗教信仰自由”的谎言。然则,大

多数回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

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组织救亡团体及

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民众,已参加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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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际宣传, 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

战。”¹ 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遏制了日寇建立“回回国”,“以回

制回”的计划的实施,彻底粉碎了日寇分化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阴谋。回族人民的抗战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国内诸民族绝

对不可分, 惟有团结一致, 牺牲奋斗, 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

的”。º

　　第二,中共在回族抗日救亡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日寇深知中

共和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因此, 日本分裂回族最恶毒的

阴谋,是挑拨煽动回族“防共反共”。日寇所组织的伪“中国回教联

合会”的宗旨,便是“对外主张日、中、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

产主义”。日寇回奸的刊物《回教》,更是充满了“防共”的言论:“防

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

其挑拨煽惑防共的理由是共产党反对宗教,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

之一, 亦在被反对之列;共产党不允许私有制,回教则主张人民的

私产私有。» 针对这种情况, 中共制定相应的统战政策,把回族拉

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¼ 中共明确地指出:“回族解放的历史

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

但这三个历史任务的解决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可分

离,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

抗日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½ 中共帮助回族人民

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抗日武装,培养回族干部,并将“尊重回族

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发扬回教的美德,提

倡抗日回教, 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辱与轻视回教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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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¹ 写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共的正确的回族抗

日民族政策, 为回族人民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 指出了正确的斗争

方向, 回族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回族人民和我国其

他民族人民共同的敌人;认识到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坚决反对

日寇的侵略, 是回族人民求得解放的唯一出路。

　　第三,回族抗日救亡活动明显地带有伊斯兰教色彩。回族抗日

救亡团体的建立, 本身就是宗教团体,抗日外交活动也是利用伊斯

兰教来进行的。抗日武装的建立也是伊斯兰教这一纽带而组合到

一起的。冀中回支大合唱中曰:“伊斯兰的教胞们挥起战斗的臂

膀。”º 伊斯兰教的“舍希德”精神鼓舞着回民战斗。正如中共中央

西北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说:“伊斯兰

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还“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

活的组成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 研究中国回族的抗战

史,应该正确地理解和注意到这一点。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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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李维汉:《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回族文学》创刊号。

李维汉:《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