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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我們回教人來說，原是十分陌生的地方，直到七十年前，由於中

國大陸政局的劇變，各省的教胞，乃隨政府播遷台灣，定居台灣，分別居住在

台北、高雄、台中等地，以軍公教商人及眷屬為多，人數有限，隨後第二波滇

緬邊區的穆斯林分別由政府接運或自行申請來台定居者，雖多數居住在台北、

高雄、台中都會區，還是散居各地，當時並無群居形成的條件。其後，由於台

灣經濟發展，政局穩定，返回大陸故里的指望遙遙無期，自然就有定居台灣的

心理與意願。

對於教親來說，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宗教生活所必須，至少，每週有聚禮

之會，乃有清真寺之必要。隨著大陸各省回民來台，就有清真寺的迫切需要。

早期受到經濟條件與心理返回故里的限制，無論台北、高雄或台中等城市，只

有在巷弄中日式民房內充作臨時清真寺，以供主麻日聚禮之用。

其後，隨著教胞經濟好轉，接待伊斯蘭國家元首級國賓來訪，在政府有關

部門協助，教胞捐款及海外教胞解囊，乃有台北清真大寺、台中清真寺、高雄清

真寺先後改建落成。如今台灣由原本對回教陌生之地，而有清真寺超過十所之

多。而最令人稱奇者，若干較偏遠鄉鎮，亦有清真寺出現，更令人稱奇者，少數

還靠個人每日經營小本便當出售積蓄完成。顯示教胞無所不能，只要真誠舉意。

台灣全省教胞，來自中國及海外各地，在中國回教協會領導下，產生「認主

獨一」的大能。台灣由原幾乎沒有清真寺之地，而陸續完成十座以上的清真寺。

由台北清真大寺至桃園大園清真寺，在真主指引下，從北至南，已無城鄉之分。

近八年來，全省回胞已不分東西南北，不分海內海外，開展為教胞服務工

作，展現真主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中國回教協會是代表中國回教教胞最高的決策機構，創立於八年抗戰期

間。其目標在響應蔣委員長的號召，動員全中國回教教胞完成抗戰救國的使

命。在台灣，回協恢復機能後，亦積極配合國策，完成興教建國之使命。回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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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會，每二個星期召開全體常務理事會議一次，對有關回教重大事項，

予以檢討並作成決議，付諸實施。回協常理會，選自回協理事會，其決策機能

很特殊，並無嚴格上下隸屬關係，具有類似獨立性功能。

回顧過去數月以來，回協理事會，除經常工作外，亦有下列重大事項：

一、 清真寺有青少年的參與，日新月盛，尤其週日講經與阿拉伯語文教
學，雙管齊下，至為感人，一掃往昔「老人的清真寺錯覺」。擔任教

學者為自阿拉伯國家留學歸國青年。無論阿拉伯文、國語、為人處

事，均可作為青少年之表率。

二、協會專職工作人員，增聘吾教青年男女加入，展現服務活力。

三、 一年一度朝覲團之組成。在內政部、外交部指導下，以及我駐沙國代
表執行及有關官員全力協助，沙烏地阿拉伯教胞不分晝夜熱心籌劃

下，完成朝覲功課。尤引以為榮者，在駐沙長官策劃安排下，得晉見

沙國國王及有關政要。趁此良機，將中華民國政經發展現況與伊斯蘭

教民在台灣豐足生活，得有所陳述良機。

　　 　　今年朝覲團陣容，更具有特別意義的，就是被選出的團長馬德威
哈智，青年有為，曾留學沙烏地阿拉伯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即

返回台北從事外交與宗教工作，最近被全體教胞選為中國回教協會理

事長。為協會成立六十年來最年輕理事長，深受全體教胞愛戴。

四、 回協積極負責，極具年輕活力。除服務全體回胞外，走訪回教友好國
家。前理事長張明峻哈智，為一成功事業家，行走兩岸，為教門出錢

出力，並勤訪海外穆斯林，如新聞報導土耳其一從事穆斯林事業推廣

團體，有意在台灣增建一座清真寺。張理事長從土國方面得知，即快

速飛往伊斯坦堡與安卡拉二城市，會同中華民國駐土耳其外交館長前

往拜訪，表達感謝與歡迎，並求得共同合作良機。

五、 留學阿國青年學成載譽歸國。無論服務教門或加入外交界，均能展現
才華，成為吾教與國家生力軍。

六、 自泰緬邊區返國穆斯林，定居台灣新北、桃園新竹等地區，增強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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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力量。刻苦自勵，堅守教門，成為龍岡清真寺區，另一股教親集

中力量。甚至還有一對教親以打寒工賣早點，節食縮衣，興建社區清

真寺，以桃園大園這對夫妻作榜樣，均有中南部、東部教友，掀起憑

雙手蓋清真寺熱潮。

七、 在世界地圖上台灣是一微小島嶼，如今由於政治民主、經濟發達，民
生樂利，光耀寰宇。在島內，吾穆斯林教胞，為微小的少數，散居各

地，如今，吸引全球特別是東南亞穆斯林教友，到台灣定居、創業，

成為吾教新興的力量。

趙錫麟與張中復二位學貫中西的博士。趙博士現任台北清真寺教長、世

界回教聯盟常任理事；素為中、阿穆斯林教親與阿、土學術界所敬佩。喜見二

位青年攜手完成《主命的傳承與延續―回教在台灣的發揚和展望》一書。拜

讀之餘，真是感悟良深。全書分成十四章，字字珠璣，值得海內外教親，用心

研讀，力行實踐，必有伊斯蘭在台灣，主恩在每個人身上感受。張中復博士出

身名門，學貫中西，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系主任，對台灣回教活動與發

展，至為熱心，兩位同心合作帶領編寫組完成大作，益增吾教之光彩。

民國107年11月20日寫於台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