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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伊斯蘭教為世界第二大宗教，歷史上曾經橫跨歐亞非三大路，阿拉伯帝國時

期(632-1258 年)曾抵達 西邊的西班牙。伊斯蘭教約在唐代開始傳入中國，在明代

逐漸漢化，明鄭時期傳入台灣，至今這些回族後代，與漢人幾乎沒有太大的分別，

除了形式上不使用豬肉祭拜的習俗以外，幾乎已經遺失其宗教儀式，而對台灣影

響 深的，還是 1949 年之後，隨者國民黨軍移民至臺灣的雲南、泰國穆斯林，座

落於桃園市中壢區的龍岡清真寺，便是因這些人口而建立的。龍岡清真寺也因近

年臺灣外籍移工增加，加上臺灣近年多元包容、友善穆斯林政策，前往清真寺的

穆斯林不乏印尼、泰國的外籍人士，豐富了龍岡週邊的文化，因此本文想探討在

這之前的臺灣當地穆斯林，在政府尚未推廣多元文化政策之前的生活樣貌，而至

今是否依然尚存明顯的宗教形式，又或因第一代移民皆已過世，面臨如同閩南回

族後代漸漸遺忘宗教之情形？ 

 

 

關鍵字：穆斯林、回族、龍岡清真寺、忠貞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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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因「新南向政策」，大力推動種族與文化多元包

容得各項政策，臺北市更是以「穆斯林友善城市」為目標，於 2018 年舉辦首次穆

斯林嘉年華，特別關懷了大量來自泰國、印尼等新住民在臺灣的生活品質，臺灣

也於 2011 年成立了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並獲得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三國之書面認可，與清真寺和中國回教協會合作，專門負責臺灣的清真認證

核可。不僅令筆者回憶起同樣曾居住於忠貞新村的回族鄰居，筆者曾在大學時期，

同年齡的回族後代告知自己不再信仰伊斯蘭教，因為生活太不方便，在臺灣的穆

斯林人口以外籍移工或新住民為大宗，「華人穆斯林」的人口少之又少，本文想經

由訪問忠貞新村華人穆斯林，了解在推動多元文化政策前，臺灣的穆斯林生活上

之困難，以及往後發展，又是什麼原因改變了臺灣的回族後代的心態？ 

 

二、研究方法 

筆者實際訪問當時由泰北美斯樂遷移來臺的回族後代，將錄音檔整理成逐字

稿，並與文獻內容核對，以確保其可信度。以訪問個人生平方式，整理出龍岡華

人穆斯林社群之過去與現在之生活模式與未來展望。 

 

貳、 文獻回顧 

 

台灣目前共有 10 座清真寺，分別是台北清真寺（初立於 1947, 改建於 1960）、

高雄清真寺（初立於 1949, 改建於 1992）、台北文化清真寺（初立於 1950, 改建於

1982）、台中清真寺（1990）、龍岡清真寺（初立於 1967, 改建於 1989）、台南清真

寺（初立於 1951, 改建於 1990）、大園清真寺（2013）、巴特爾穆斯林清真寺（2014）、

東港清真寺（2018）、花蓮清真寺（2018）（全國宗教資訊網）。 

伊斯蘭教為世界第二大宗教，歷史上曾經橫跨歐亞非三大路，阿拉伯帝國時



 3 

期(632-1258 年)曾抵達 西邊的西班牙。伊斯蘭教約在唐代開始傳入中國，歷經一

千多年的歷史，其也有「回教」之稱，而穆斯林則有「蕃客」、「色目人」、「回回」

之名稱，直到現今的「回族」（于嘉明, 2011）。而臺灣的伊斯蘭教可追溯至 1661

年鄭成功軍隊渡海來台，當中的穆斯林軍士，在台灣西部沿海一帶形成「閩南穆

斯林村」，這些集中於鹿港一代，也以丁姓與郭姓為大宗，但隨者時間過去，加上

回漢之間的衝突與當時的械鬥，與明代實施的民族政策，造成穆斯林人口大量漢

化，使用漢名、漢性，且不再公開穆斯林身份，後代也漸漸遺忘原本的宗教背景，

只留有形式上祭拜時不使用豬肉的習慣（郭雅喻, 2001。）。 

對台灣影響 深的，還是 1949 年之後，隨者國民黨軍移民至臺灣的雲南、泰

國穆斯林，當時國民黨軍隊自滇緬邊境撤回的游擊隊之中，也包含了雲南的穆斯

林族群，也包括了民國七十年以後來臺求學的華僑（林長寬, 2013），而中壢龍岡

清真寺社群，便是由這些穆斯林人口建立起來的。 

 

 

參、 正文 

 

一、 伊斯蘭教與中國回族 

 

伊斯蘭教約於唐代開始，隨著商旅與蒙古西遷，由伊朗、阿拉伯一代傳入中

國，歷史上有「蕃客」、「色目人」、「回回」等稱呼，分布於中國西部新疆、甘肅、

青海、寧夏與雲南一代（于嘉明, 2011），一直到中國共產黨掌權後，給予穆斯林

人口各族正式稱號，其中，回族是目前中國信仰伊斯蘭教人口 多之少數民族，

並且設立回族自治區，元代開始，泉州便成為貿易大港，許多穆斯林商人在此生

活，形成了泉州回族社群，這些也成為往後明清時期來臺的回族人口的主要來源，

其後代聚集於鹿港一代，居住於中國的穆斯林人口，也因回漢衝突與明代時的民

族政策，開始使用漢名、漢性，並且不再公開自己穆斯林的身份；而移居至台灣

鹿港的穆斯林，也因械鬥衝突，面臨相同的命運，漸漸漢化、融入漢人習俗與文

化，其後代幾乎只知道祖先是回族，而本身不再信守伊斯蘭教義（丁世宗, 2012。

郭雅瑜, 2001。李昭容, 2010）。 

撒光漢先生提及臺灣穆斯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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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來看，台灣啊他的跟回教、跟穆斯林有關非常薄弱，如果歷史上

你去看清朝乾隆康熙… 被皇帝派來台灣當關，你要去想說，這些人我們只

能說有回教徒、回族來過台灣待過幾年，他來講，他很辛苦啦！他來台灣

當官，他有他的職責，自己的生活就很不方便了… 光是吃得他就很不方便

了，那他能做什麼，他有什麼辦法建立清真寺？或是回教文化做推廣？不

可能的…這是最早的。 

… 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我們現在知道，他裡面是有外籍傭兵，這些外籍傭

兵聽說是穆斯林，所以這個故事到現在台南有些地方的人… 祭拜祖先不拜

豬肉的，這些回族，現在還有啊，也有這一塊，這些流落在…鹿港… 回族

要有所堅持，要有人主導，不主導很快經過生活也好、婚姻也好工作也好，

就慢慢變調，後代只知道說祖先是回教徒，有留下可蘭經，不能隨便摸的

身體不乾淨不能摸放高高的地方、或放在樑上，回教徒禮拜五本來要做禮

拜，但是我們不做禮拜，但是我們禮拜五不吃豬肉，這些都變調啦，就是

明朝清朝的時候。 

 

二、 泰北美斯樂回族 

 

雲南回族移居至泰緬， 早起源於明末清初時期的馬幫商人定居，再來是

1870 年代，杜文秀帶領回民反清復明失敗後移入，隨後逃離清代回族屠殺而逃離

至緬甸之難民，1942 年後日本佔領緬甸，又一大批難民逃離至泰北地區，再加上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李彌所帶領反共軍的移入（梁洁, 2014），1962 年國民黨大二次

撤軍，其中由李文煥帶領之第三軍與段希文領導之第五軍依然不願撤退至臺灣，

留守泰緬邊境成為所謂的「孤軍」（何庭仙, 2014），其中多數為雲南籍華人，留守

當地之孤軍曾一度沒有國籍，直到 1983 年，泰國政府才開始發放身分證給這些人

（何庭仙, 2014）。而位於泰北美斯樂的第五軍，更因雲南穆斯林華人人數聚集，

而有了當地的華人村、華人學校等等，在環境複雜的泰北地區形成強烈特色的華

人社群（邊心宇, 2014）。本文受訪者便是在美斯樂出生、完成中學教育後才來臺

求學。 

 

三、 忠貞新村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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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桃園市平鎮區（當時為桃園縣平鎮市）的忠貞新村，其居民多為雲南籍，

主要為當時撤退至泰緬邊境的第五軍，依照不同時期，一共分三個時期且各有不

同稱號：「中華民國復興部隊」、「雲南反共救國軍」與「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段

承恩, 2004。邊心宇, 2014）。 

 

（一）游擊隊撤軍來台 

1953 至 1954 年間，國民黨第一次「名義上」由滇緬撤軍，多數精壯軍士依

然留守於滇緬邊境。1961 年第二次撤軍時，第五軍段希文將軍又接獲蔣介石密

令，僅撤老弱，剩餘留守泰北美斯樂一代，成為歷史上所稱的「孤軍」。忠貞新

村多為當時第一批撤軍人口，共七千多人，建立眷舍共 503 戶（也有 530 戶之說），

並為讚揚游擊隊忠貞精神，命名忠貞新村（黃琇美, 2012。撒光漢。） 

 

（二）求學依親來台 

第二次撤臺後，一部分軍隊至寮國作戰，一部份隨段希文、李文煥進入泰

北，在美斯樂形成華人村，其中有少數雲南及穆斯林在當地生活，美斯樂也因當

地華人數量較多，自力更生地建立了學校以及其管理制度，以替將來的反攻大業

做準備。而其中就有些許後代以「華僑」身份來台求學。 

撒光漢先生也提及： 

到了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就是你爺爺奶奶回來的時候，這裡面有很

多眷屬跟軍人是回教徒，所以才有龍岡清真寺嘛！我奶奶是四個建寺發

起人之一，所以你去看，可以看到薩李如貴，那就是我奶奶，她們（指

受訪者女兒）的阿祖…慢慢台灣也穩定下來，就是要講到我們這些（穆

斯林），我們這些來台灣的方式，第一個讀書、第二個直接回來依親、第

三個婚姻，這些方式回來的就包括像我們家嘛！我們是依親回來，我自

己就是讀書回來嘛…. 回來一個拉一個，整窩拉回來、好多…  

我是(民國)70 年，我是以學生身份來，來了我才安排，民國 72 年我爸

媽、我妹妹才來到忠貞… 

我爸爸那邊是回教徒，是世襲的，我們就是大陸的流落到泰北，從我爺

爺， 爺爺奶奶是從緬甸泰國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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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龍岡清真寺 

（一）創立 

清真寺為當時居住於忠貞新村的雲南回族，因當時臺灣只有臺北清真

寺，距離較遠，無法常常至清真寺做禮拜，而合作籌錢創立，由居民發起，

起初購地 392 坪，並自行號招同樣是回族的材料商與建築師傅，慢慢搭建

而成， 早見於 1962 年，並於 1982 年再發起募捐活動重建，於 1989 年改

建完成，且持續擴建，新增女叫袍禮拜殿、地下室、天花板安裝等等工程，

以及 2016 年薪間綜合大樓，供行政事務與讀經班使用，目前總佔地面積 432

坪。 

 

（二）初期華人教親參與 

清真寺管理與經營，起初皆是由居住附近的雲南回族穆斯林負責，一

開始人數並不多，來參拜之教親幾乎都是親戚，忠貞新村里主要姓馬與撒

之人家皆是穆斯林。 

像大部分是我們家的親戚啊以前包括周邊，龍岡清真寺請客，我有去幫

忙… 那時候清真寺辦活動，大概就是三桌，最早大不了六桌，例如說我

結婚的時候，大大小小請了十桌，你現在要請客，請大家都來，可能要

五六十桌… 

 

（三）外籍穆斯林人數增加 

臺灣 1990 年代以後，流入大量外籍勞工，其中以泰國、印尼為大宗，

人口也包含了眾多信奉伊斯蘭教人口。再加上政府於 2016 年推廣「新南向

政策」計畫，東南亞國家之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皆有大量

穆斯林人口，因此也積極打造臺灣穆斯林友善環境，其 為明顯地辨識龍

岡清真寺參與開齋節禮拜的人口數，一年比一年多，禮拜更要分成兩次，

才有辦法讓所有參與的人有足夠的空間行拜禮，讓曾經清淨的龍岡清真寺，

而且龍崗穆斯林社群，又因多了許多來自穆斯林國家的虔誠教親，自然又

多了更多可以一起合作維持穆斯林社群的人力，對信仰的維持與文化的傳

承，其實是正面的影響。 

撒光漢先生在談論此事時，更是以樂觀的態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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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有啊開齋節，四五十桌做啊！大家一起… 後來變成說，拿

一筆錢，給印尼的這些人，他們有些人也是很熱心啊！例如說，清

真寺給他們三萬塊錢做便當，幾百個一千個，自己弄自己發… 我

們就是禮完拜就離開了… 以前一起禮拜，現在開齋節… 都分兩次

禮拜，我們主要那次是八點鐘到八點半鐘做禮拜，可是印尼的他們

有的人要上班，跟人太多，他們可能六點半就禮一批啊… 所以那

個跟你們以前小時候不一樣的… 

（筆者問）禮拜會不會不方便？因為太多人了？ 

一天禮五次拜，可以在家禮，也可以到清真寺禮…我們平常有個人

禮拜，還有聚禮，就是禮拜五裡的拜… 主麻拜，禮拜五很多外勞

上班，只有休假的會來，所以還好，如果真的不夠，就在外面… 在

室外或是在旁邊再鋪起來禮拜，所以還是可以解決。到了開齋節就

不得了了，那真的一席之地都找不到，所以要早一點去，外面擠得

滿滿的… 

 

（四）穆斯林下一代 

雲南回族後代，於臺灣出生的穆斯林，成長過程當中依然都會參與

宗教儀式，不過，因經文當中有較不符合現代平等觀念的內容，難免造

成年輕一代的回族後裔產生信仰上的挑戰，其也多是重要伊斯蘭節日時，

與家人志清真寺參拜，雖不致於完全脫離伊斯蘭教，但於身份認同上的

連結似乎較無上一代深刻，值得更深入進行訪談。 

其中筆者有幸短暫訪問一位匿名女性回族後代，受訪者表示： 

我長大之後覺得…有讀過書、受過教育之後，你回頭去看這些，

好像當初有一些堅持，對女生來說是有缺點的… 這信仰明顯對

女生是有歧視的，像是古蘭經就有女性歧視的經文，他其中有

一段真的是這樣寫：「若你的妻子反抗，你可以打她。」但是如

果是女生的話，你的丈夫對你做了不好的事，你要原諒他，光

是那一點，我覺得現代的女性有誰可以接受？ 

但是撒光漢先生反而有其他的見解： 

信仰都要傳承，小時候會給他們打基礎，但因為我們不是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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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讀國中以後就很難了！他們只能偶爾參與或偶爾參與，

信仰有根基，年紀大自然會回到這一塊，那階段對他們來說根

本沒有心，他要忙他的功課，都是一樣，當年我們哪有時間？

現在就可以。 

 

肆、 結論 

 

筆者雖成長於跟受訪者相同的眷村，卻因年齡與家庭間生活習慣不同之誤會，

錯失熟悉文化的 佳時機，訪談後也有幸簡短訪問目前較年輕一代穆斯林，下一

代在台灣出生的穆斯林，對於教義上產生質疑與信仰上的挑戰，值得往後進一步

訪談與探討，畢竟目前只歷經一代的差異，童年時期依然隨父母進入清真寺禮拜、

參與清真寺事宜、獎學金發放等，即使知道下一代明顯有較低的參與力，受訪者

依然持以樂觀的態度看待，畢竟信仰已有傳承，並非如更早之前的回族後代，因

回漢衝突等暴力因素，必須將自己的信仰隱藏起來，如此才會是文化消失的開始。

目前龍岡清真寺，從移工與新住民穆斯林的加入受益，不但多了人力，更也為了

促進觀光開始接受政府支持，周邊的清真餐廳更是越來越多，並不像筆者一開始

推測的凋零未來、漸漸遺失，而是借助了目前多元文化政策的推廣，幫助保留了

我們以為將消逝的雲南回族穆斯林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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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匿名，女性。雲南回族、忠貞新村第二代，臺灣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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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訪問逐字稿 

一、撒光漢先生，雲南回族，泰北美斯樂華人第三代，忠貞新村第一代 

現在我們講你比較在意的小故事，那這個你剛講的也是有講到一先重點現況，其

實我們這樣講，從歷史上來看，台灣啊他的跟回教、跟穆斯林有關非常薄弱，如

果歷史上你去看清朝乾隆康熙，有派官員，就是高考，考上的，被皇帝派來台灣

當官，你要去想說，這些人我們只能說有回教徒、回族來過台灣待過幾年，他來

講，他很辛苦啦，他來台灣當官，他有他的職責，自己的生活就很不方便了，人

家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回教、什麼是回族？光是吃得他就很不方便了，那他能做什

麼，他有什麼辦法建立清真寺？或是回教文化做推廣？不可能的… 我整理過，來

過的有好幾個，這些人來講，來過的有沒有待，他對這邊沒有影響也沒辦法做什

麼事情，時間到就趕快回去啦！這是最早的。 

 

明朝末年的時候，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我們現在知道，他裡面是有外籍傭兵，這

些外籍傭兵聽說是穆斯林，所以這個故事到現在台南有些地方的人，他們長相也

好、祭拜祖先不拜豬肉的，這些回族，現在還有啊，也有這一塊，這些流落在…

鹿港，鹿港來講，因為回族要有所堅持，要有人主導，不主導很快經過生活也好、

婚姻也好工作也好，就慢慢變調 後代只知道說祖先是回教徒 留下可蘭經 不能隨

便摸的身體不乾淨不能摸放高高的地方、或放在樑上 回教徒禮拜五本來要做禮拜，

但是我們不做禮拜，但是我們禮拜五不吃豬肉，這些都變調啦，就是明朝清朝的

時候。 

 

那個龍岡，也有曹淑萍的奶奶啊，我也跟她聊過，她是小琉球的人，沒有想到說

她是回族的後人，她是郭子儀的後人，你看，郭子儀是回教徒，不曉得多少代以

後的，她又嫁了她先生做了回教徒，所以是回族的後人，她就嫁了大陸的回族，

她的故事也很有趣，她媽媽說她脾氣太大，不能嫁有公公婆婆的，他就嫁了大陸

的軍人，沒想到後來公公婆婆，從大陸逃到香港來到台灣，她的婆婆跟我奶奶很

好，也是裹小腳，你們要叫阿祖的，繡花鞋送來送去的。 

那我們從 1949，所謂六十萬大軍來到台灣，很多人本來是… 例如我們雲南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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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去北伐時又去外省，抗戰的時候，雲南、四川變大後方，後來再反攻的時候

抗日的時候又打仗去了，最後又回到雲南四川等等，所以他是進進出出、來來去

去的嗎，所以我們很多人會到各省去，各省的人也都來到台灣，所以台灣就是小

中國。 

 

包括我們的保阿公，他也是雲南回族，但他不是從緬甸回來，而是從大陸搭船來

到台灣的，第一我們要說的就是 1949 從大陸來的，裡面有各省的回教徒，他個別

落在台灣各地，有的自己守著，有的沒有講得很清楚，所以後代就變了。就像曾

經有一個跟我一樣姓撒的，三個人，像那個薩中鼎，我們兩個很清楚是回族，另

外一個住彰化，爸爸是大陸來的，但是爸爸從來沒跟他說他是回族，所以我們判

斷他變調了。就是說，回族要聚在一起，生活才方便、禮拜才方便，有力量才有

清真寺嗎！所以我們龍崗才有清真寺。 

 

下一個階段，就是到了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就是你爺爺奶奶回來的時候，這

裡面有很多眷屬跟軍人是回教徒，所以才有龍崗清真寺嘛！我奶奶是四個建寺發

起人之一，所以你去看，可以看到薩李如貴，那就是我奶奶，她們（受訪者女兒）

的阿祖，所以清真寺怎麼起家我很清楚的，我還有去訪問，很多人講不清楚的。 

像是前龍街，現在是黃金店面，以前一坪 27、28 塊錢，尤其靠龍東路口，以前是

丟垃圾死貓死狗那種地，我奶奶以前也幫忙介紹買賣，所以買到便宜一點那時候

買到 64 號，後來又募了一點錢買了清真寺這塊地，三百多坪，就是我奶奶他們想

辦法的，後來蓋清真寺根本沒錢，還好我們這附近有營造廠老闆，也是大陸來，

姓鐵，金銀銅鐵的鐵，鐵老闆，第一他有信仰、第二也願意配合… 所以他有廢料

就送，送給清真寺，還有蓋房子的師傅也配合，反正你有料他就來做，沒有料他

就做別的… 所以龍岡清真寺是這樣蓋起來的，那時候兩百多三百多坪，所以我有

歷史性的講給你聽，所以說到了民國四十幾年還是五十年才蓋的龍岡清真寺嘛，

這個清真寺蓋了以後呢… 這個階段，所以有了規模，多一個禮拜的地方… 台北

就不去扯了，我們就講龍崗這裡，以前包刮台北，現在包括新竹什麼要禮拜了就

來這裡。所以這是第一次撤軍。第二次撤軍回來  

民國五十年撤軍的時候，又回來一些，但是這些人都散在各地了清境三個農場，

三個村… 那裡面也有幾個，但是都零零落落，包括龍潭的岡城武村也有幾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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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慢慢的嘛有個基礎，有些人退休買房子在附近，但是，我所知道第二次撤軍，

回來的穆斯林不多… 

 

慢慢台灣也穩定下來，就是要講到我們這些（穆斯林），我們這些來台灣的方式，

第一個讀書，第二個直接回來依親，第三個婚姻，這些方式回來的就包括像我們

家嗎，我們是依親回來，我自己就是讀書回來嘛…. 回來一個拉一個 整窩拉回來 

好多 可以講是清真寺的鐵粉啦 但是不要這樣寫啦 我的意思是，根基啦！ 這些

人信仰比較虔誠，對教門也好、教務也好，比較熱心，所以這些人買房子都會圍

繞清真寺，所以這個才是主力，不管台北也好、桃園也好、高雄也好，這些我們

後面來的這些人，現在是清真寺的主力跟主導，這個是要投入跟參與的，不是說

去爭的。 

（台北的是官方蓋的，但是龍岡是人民蓋的？）  

我現在講說那已經蓋了，現在講的是說維持，跟繼往開來。 

第一你要參與，第二你要付出，現在幾個清真寺啊，如果說清真寺做的菜飯 你不

管哪個清真寺都是雲南菜，為什麼？都是我們這些人回來的，這些人在主導、付

出啊。 

（龍岡的嗎？還是全台的？） 

一樣啊一樣全台灣，我講到幕後去了主要成員啊，他們有的是去訂餐的，訂餐廳

就不準了，我的意思是說自己做的，那些願意在那邊幫忙做的，包含我們龍岡清

真寺台中清真寺高雄清真寺，這些都是我們雲南人為主啦，後面來的為主啊，這

些人比較多嘛，所以人口慢慢多起來，就很希望清真寺越蓋越大，擴建什麼的，

你去看就跟以前不一樣啊 

 

這個我就跟你講下個階段，因為台灣有外勞的需求所以就引進外勞，雖然講六個

國家，這六個包括什麼，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內蒙（口誤：後面更正

是外蒙） 菲律賓 六個國家 但馬來西亞經濟變好了 所以根本不來了 另一個是內

蒙（口誤），內蒙（口誤）是陳水扁的怪招，他為了說…其實是獨立，搞獨立，外

蒙就是要獨立嗎，他就是搞兄弟一樣，引進蒙勞，這些蒙古人、蒙古語啊我們沒

有這樣的人才… 翻譯，根本是接不上來的，另外這外蒙啊收入太低，所以來台灣

當作掏金 有些甚至是醫生了，他覺得蒙古當醫生才多少錢啊？他來台灣當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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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那個落差，他在那邊當皇帝來這裡當太監一樣，所以說根本不切實際，所以

現在剩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這四國… 來台灣目前人數最多的是越南跟印

尼，印尼來講都是穆斯林，這些人來了以後，比我們還虔誠，他徂小就這樣，因

為他們是回教國家，這些人可能將近三十萬，至少，包括看護跟工廠這些外勞、

印尼的，這些人散佈在台灣，跟他來參加宗教活動… 這樣分批都跟你說了 

 

除了這樣以外，你說以前我們身邊也有穆斯林，以前都大家好像差不多、看不出

來，其實我們有我們生活的方式，我們信仰、精神上有我們的層次嘛！這樣在台

灣不是穆斯林國度、環境，確實很不方邊… 慢慢的素食興盛起來，對我們來說是

不方便的解決辦法，那我真的是切身體悟啊！ 除了說來台灣不方便以外，我去當

軍人，我堅持自己的信仰，我自己吃得不隨便，那時候不要強調說對穆斯林不了

解，我只強調跟人家吃素… 我們四個人吃素，雖然是小桌在旁邊吃… 那時我們

桌上，吃什麼，那個罐頭…麵筋、花生… 素肉，你看我們吃這些東西啊！一樣操

課，一樣什麼，所以比別人辛苦，我是蛋可以吃，但他們又不吃蛋 所以我也要吃

全素  入伍操課身體負荷很大，所以我們比人家辛苦，比人家堅忍，以前部隊還

沒有熱食的觀念，那現在部隊你吃素，有另外的熱食… 素的一樣幾道菜幾道菜都

熱騰騰的，我們是這樣過來的，後來軍校正式讀書之後，我們是自己煮 廚房小鍋

用一下，自己看有什麼素菜自己摘一摘、弄一弄、洗一洗，等我們吃完人家早就

睡覺去囉 我們還在洗盤子，所以我們比人家辛苦，那到外面沒有素食的時候，我

們多麽艱苦 現在有素食了對我們來說，很方便，這是過去，現在穆斯林人口多了

以後，國家發展準備接待東南亞回教旅客，所以說才有穆斯林友善環境的推動，

這就是交通部、觀光局、跟中國回教協會、跟清真寺這些來推動 所以現在才有食

品的清真認證 還有五星級飯店啊旅遊的地方 還有一些認證 甚至清真食品 以前

是沒有的 我們以前想都沒辦法想的… 這樣以後、現在我們就比較方便了，你看

現在我們龍東路上有一家，清真炸雞店，我最高興了… 你要去體驗體驗，好吃！  

我現在要翻那個雜誌給你看 每一期裡面後面都有很多認證的食品 所以我們現在

吃泡麵吃什麼 都可以去找到清真認證的食品，現在就方便很多。 

（但是這個也沒有到很常見） 

唉！這個我來講，這樣過來，已經太好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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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中國回教徒 月刊》  

你看這邊好多 他會給我們大家了解一些清真食品 什麼醬啊，好多，經過認證 所

以每一個月都有 所以很多 現在只要注意一下都有 

清真食品是個很大的事業 他原本可以吃的人就是可以吃了… （跟鳥說話） 再加

上清真認證以後 再加上了穆斯林這些人口 還可以外銷到其他回教國家 所以這

是很大的生意 他當然還要交認證費、管理費什麼的…（跟鳥說話） 

這個認證也有好處，第一對我們這些教清，生活上方便很多，另外來講，認證也

有認證費，這個會分配給各清真寺，這樣清真寺就有基底啦，不要向以前一樣全

部靠捐的，除了餐飲、住宿以外，還有很多公共場包括機場火車站等等，有設禮

拜的地方，這個也是友善環境嘛，不完全是針對我們啦，等於我們是佔到便宜啦！

他是為了吸引觀光客，中東、杜拜、印尼、馬來西亞啦 

（反而是吸引觀光客我們才方便？） 

這陸陸續續，我們講現實一點嘛 對我們我們這些人口來講，當然不可能由觀光局

來推動，觀光局就是為了旅遊，你必須要有友善的環境，人家才會來、才會方便，

以前來台灣的穆斯林團是吃素的，不然就是餐廳要交代，不能有豬肉，但是，還

是不符合清真的教規… 其實是慢慢的啦，清真寺也熱絡起來，穆斯林人口數也是

一直增加，但是這個增加事以外勞為主，台灣我們很難估穆斯林多少人，因為信

仰我們沒有登記…只能從穆斯林有到清真寺活動、或是有繳費用的，我們也有捐

給回教協會的嗎，現在漲價了，我過了這年還沒有繳… 好多照片我等下給你看看

好囉！我以前那些老照片 

 

（叔叔你是幾年來到台灣的？） 

我們家 72 年，要從我媽媽那邊來講，72 年來到忠貞村的。 

我是 70 年，我是以學生身份來，來了我才安排，民國 72 年我爸媽、我妹妹才來

到忠貞… 

（你來的時候已經有龍岡清真寺了） 

有喔那個早了，那多久了！ 

（那你會知道村子裡面的回教徒有多少？） 

大部分是我們家的親戚啊。 

像以前包括周邊，龍岡清真寺請客，我有去幫忙，去學阿拉伯文… 那時候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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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大概就是三桌，最早，大不了六桌，例如說我結婚的時候，大大小小請

了十桌，你現在要請客，請大家都來，可能要五六十桌…  

現在加上外勞，隨便五六十桌都不夠喔… 到現在根本沒辦法吃飯了，只能做便當

給大家帶走，便當我們以外籍人去領，住附近的我們就不領，因為太多人… 以前

都有啊開齋節，四五十桌做啊，大家一起… 後來變成說 拿一筆錢 給印您的這些

人，他們有些人也是很熱音啊，例如說，清真寺給他們三萬塊錢做便當，幾百個

一千個，自己弄自己發…. 我們就是禮完拜就離開了。 

（所以現在因為人太多…） 

以前一起禮拜，現在開齋節… 都分兩次禮拜，我們主要那次是八點鐘到八點半鐘

做禮拜，可是印尼的他們有的人要上班，跟人太多，他們可能六點半就禮一批啊… 

所以那個跟你們以前小時候不一樣的。 

現在桃園市政府，就把龍岡清真寺納入一個景點一樣，但是也沒有大家好好溝通

跟討論，我是覺得清真寺是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不像很多廟，廟不管你信不信，

你是香客也來、不是香客也可以來，清真寺是不會做這些事情，我們自己過自己

的，自己禮自己的拜… 你們來有時候時間還不對，頂多介紹一下清真寺的來歷歷

史，跟我我們教規… 現在變成清真寺多出來的事情，要配合龍岡的特色…  

就因為這樣龍岡發展起來，跟多元文化，跟多元族群，所以有特色小吃，裡面就

有很多清真食品… 像（市場）門口賣了很多… 等等這些美食，有一部分是穆斯

林在做的。 

我等下給你看，其實龍岡的老照片啊，我這邊最多。 

 

（禮拜會不會不方便？因為太多人了？） 

其實每個人，他有分，一天禮五次拜，可以在家禮，也可以到清真寺禮，我們穆

斯林的細節安排很好，為了讓教清大家認識啊互相聯誼啊… 所以我們平常有個人

禮拜，還有聚禮，就是禮拜五裡的拜… 主麻拜，禮拜五很多外勞上班，只有休假

的會來，所以還好，如果真的不夠，就在外面… 在室外或是在旁邊再鋪起來禮拜，

所以還是可以解決。 到了開齋節就不得了了，那真的一席之地都找不到，所以要

早一點去，外面擠得滿滿的… 我們有分嗎，個人禮拜，禮拜五聚禮、開齋節、忠

孝節禮拜，我們回教最主要的兩個節：開齋節、忠孝節。 

現在清真寺雖然不是觀光類，但是屬於特色類的…也算大家都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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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真寺教規定是啊，到哪裡去都是一樣的… 並沒有說我們的佛是哪裡請來

的… 我們只有拜一個無形的阿拉，大家以為清真寺裡面有什麼，其實什麼都沒

有…  

（清真寺裡面是朝？） 

朝西方，這是因為我們信仰的中心，也可以講就是地球的中心，就是中東的麥加，

所以我們東方人是朝西邊、西方人就要朝東邊、南邊的就朝北、北邊的就朝南 （朝

麥加的方向） 

 

recording 6 

（對訪問者孩子問：你開齋節會跟著去清真寺嗎？） 

小時候有啊，我現在就跟你說下一代的問題，信仰都要傳承，小時候會給他們打

基礎但因為我們不是回教國家，讀國中以後就很難了，他們只能偶爾參與或偶爾

參與，信仰有根基，年紀大自然會回到這一塊，那階段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心，

他要忙他的功課，都是一樣，當年我們哪有時間？現在就可以。 

（所以叔叔是保持樂觀的） 

現實就是這樣，因為你現在勉強他們是很不切實際的，例如沒有親身去體驗，做

禮拜其實是個很好的運動，經常禮拜的人關節也好邀也好脖子也好，是瑜伽的一

種。其實我們講的阿拉幫我們安排好好的，常常禮拜的人都沒有問題，八九十歲

都可以禮拜的，這就是要諒解，像瑜伽。小時候有做過，但是十幾二十年，沒有

做，你讓他去做痛死了，有些人覺得今天很重要，齋月就是要讓大家開始收心，

進一步身體也好心裡也好，平常有禮拜可以多做二十拜，但是不常做的一個晚上

能做多少？所以這宗教要用理解的，要理解，我們家傳下來就是這樣的信仰，我

雖然沒辦法去讀阿拉伯文去理解，但我可已這現在去理解。 

（泰北有比較方便嗎？） 

也是很辛苦，整個村子只有我們家一個穆斯林。 

（這樣到泰北之前是雲南回族？） 

我爸爸那邊是回教徒，是世襲的，我們就是大陸的流落到泰北，從我爺爺… 爺爺

奶奶是從緬甸泰國到台灣，我爸爸回來就跟你爺爺一樣，我們是流落到那邊。 

我是前面來的（穆斯林），後面來的更投入，主導都是泰國緬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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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貞穆斯林第一代，匿名，女 

不然我們改天去看看好了，回教公墓真的不可怕，因為都沒有照片。 

（我有聽說我們村子裡面姓馬的都是回族） 

對，像是馬、穆、撒、白、米… 回族好像有 17 個姓，因為宗教而傳下來… 回教

公墓可以看到。 

（我以為姓撒是泰國華人） 

但是以前是回族。你要看回族的姓氏就去回教公墓看，反而是漢族的姓氏比較少。 

我有看過姓顏、姓衛的，公墓上面會寫籍貫，很多都是雲南人。 

…我長大之後覺得，有讀過書、受過教育之後，你回頭去看這些，好像當初有一

些堅持，對女生來說是有缺點的… 這信仰明顯對女生是有歧視的，像是古蘭經就

有女性歧視的經文，他其中有一段真的是這樣寫：「若你的妻子反抗，你可以打她。」

但是如果是女生的話，你的丈夫對你做了不好的事，你要原諒他，光是那一點，

我覺得現代的女性有誰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