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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体现民族师范学院的办学特色，

根据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 课题项目的要

求，我们编写了这本《保安族文化概要》。

开发民族文化课程系列教材， 有利于传承多元的民族优良文

化、拓展学生的文化素养、促进专业建设、繁荣学术，并可加深各民

族师生的相互了解，促进院校稳定与和谐。本书由七章两大部分构

成：1～3 章介绍了保安族简况，对保安族的历史、民族聚居地概况

及其景观、 古今各界著名民族人士作了介绍；4～7 章从文化层次
分类的角度，着重介绍了由保安族器物文化、习俗制度文化和精神

文化组成的民族文化。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借鉴、参考和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力求

保证资料的完整性、精确性，内容结构严格按项目所规定的要求完

成，重点突出民族简介及文化特色，在图片、地图的选编上注意了

客观史实及时代变化特点。限于篇幅，本书在参考文献中只列出了

部分相关书目，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表达衷心感谢！ 同时，也对甘肃

民族师范学院院长张俊宗教授、副院长道周、牟吉信教授、民族教

育研究所王纬教授及历史文化系各位同仁的帮助、支持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虽多处引用、充实相关内容而数易其稿，

仍是仓促粗纰疏漏成稿，恳请各位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 年 12 月

前 言



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一部人类文明的光辉历史，就是各

个民族多元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 正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

和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才使文化在各个历史时

期呈现出色彩缤纷的多样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个

民族成员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时又都保持

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

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文化通过教育传承，教育的基本

功能是继承和发展文化，即通过选择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实

现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和发展，民族教育也不例外。民族教育相对

于普通教育而言，其特殊性应在民族性上。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

学校教育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关注不够，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

化的差异性关注较少，学校教育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主体文化成

为人们的价值取向， 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 也成为学生的价值取

向。 许多少数民族院校的教师、 学生在接受主体文化熏陶的过程

中，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日渐疏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传承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传承主体， 这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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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不利。 同时，对于其他民族的师生来说，他们也更少有机会接

触少数民族文化，更不可能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完整的认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缺少关注的情况下， 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不

断深入，它的发展就只能在自生自灭的状况下逐渐消失，而民族传

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消失，将无法复原。

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多民族、多种文化共存背景下的教育选择模式，是我国

教育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设置的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

为主的高等学府，自身带有鲜明的民族氛围和民族特色，因此，保

护、继承、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是民族院校教育中应有职责。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了一个民族的生产、衣、食、住、行、婚

姻、家庭、宗教、语言、文字、艺术、文学等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文化因

子。这些文化因子不仅是一个民族所熟悉并长期维持的生活内容，

更是一个民族创造与智慧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民族院校

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能

够增强与维护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是这个民族所认同的民族一体化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民族院校做

好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关乎着各民族是否能够和睦相处，

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长期稳定。 第

二，能够极大地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民族高校保护和传

承少数民族文化使各民族学生之间加深彼此对不同文化、风俗、习

惯以及信仰方面差异性的了解，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也

关乎着我们民族教育事业的成败。第三，能够展现一个民族的文化

形象。少数民族文化是人类所拥有的共同的财富，在人类社会进程

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文化因子已使人类共同受益，少数民族文化更

是少数民族熟悉的生活基础， 为每一个民族提供了自己所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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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生活技能，由于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一种文化往

往代表了一个民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具有了形象价值。 保

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外部认识并关注这个民族， 提升少

数民族形象价值，增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集中

体现。为切实把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落到实处，营造

良好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校园氛围， 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和

汉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甘肃少数

民族文化丛书。 全套丛书包括：《藏族文化》、《回族文化》、《裕固族

文化》、《东乡族文化》、《保安族文化》、《撒拉族文化》、《甘肃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和《甘肃旅游文化》共 8 部，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发

展历史、生产生活、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

是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的大胆尝试， 也是甘肃民族师

范学院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开展和谐文化建设，凸显办学特色所开展的有益工作。

张俊宗

201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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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保安族简况

第一节　保安族基本情况

一、概况
保安族是甘肃省的三个特有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国全民信仰

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
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

保安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０日，由政务院批准
确认的一个单一民族。同年３月２７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保安族人民成立了保安族自治乡。１９８０年９
月３０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是甘肃省的第一个多民族自治县。

（一）民族基本特征
保安族人一般体格健壮，男子性格强悍，善骑好猎，善于经商，

擅长打刀工艺，以手工业和商贩业为主，兼顾农业生产。女子主要
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兼顾商贩业。按本民族传统的观点，保
安族是元朝以来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在青海同仁地
区戍边屯垦，同当地蒙、藏各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逐步形成的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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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① 历史上保安族一直被称为“保安回”。如今的保安族聚
居地是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由青海同仁的居住区迁居于甘肃大河
家地区重建形成的。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行政区划简图

二、民族人口变迁与分布
新中国成立以后，保安族的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１９５３年７

月第一次人口普查，甘肃省有保安族４９４９人。１９６４年７月第二次
人口普查时，统计保安族人口为５０５５人。１９８２年７月第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全国保安族人口９０２７人，甘肃省保安族人口８３２２人，积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保安族人口８０１７人。１９９０年全
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保安族人口为１１６８３人，甘肃省的保安
族为１１０６９人，占全国保安族人口的９０．６％，占甘肃总人口的

０．０５％，占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的０．６％。聚居在积石山县的保安
族人口为１０５６５人，主要分布在四堡子、大河家、刘集、石塬、柳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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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麻滩、关家川、胡林家、寨子沟、居集、郭干、徐扈家、中嘴岭、小
关、癿藏、铺川等１６个乡。其他散居在甘肃省各地、州、市的保安
族人口，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各县市有３２０人，甘南藏族自治州
境内９５人，其余近百人散居在省会兰州市等地。到１９９８年底，积
石山县共有保安族人口１．３万余人，占全国保安族人口的９５％以
上，占全县人口总数的６％。从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

１９９０年第 四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保 安 族 人 口 年 均 递 增 率 为

２１．９９％。①

据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保安族总人口为１６５０５
人，其中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的共约

１２２１２人，占保安族总人口的８２．１％，到２００５年底，全县共有保安
族１４３０４人。

三、民族聚居地地理区划与物产

（一）地理位置与区划
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位于东经

１０２°４１′－１０３°０５′，北纬３５°３４′－３５°５２′之间，其东南部接临夏县，西
部毗邻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北部隔河为青海省民和县，东北
部与永靖县隔黄河相望。全县东西长约３７公里，南北宽约３３．５公
里，总面积为９０９．９７平方公里。县辖１７个乡、１个镇、１４５个行政
村、１２９６个村民小组。全县有８１９个自然村，其中保安族聚居的大
河家乡有２２个，刘集乡有４０个，柳沟乡、四堡子乡有２４个。

（二）地貌与物产
积石山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北角的小积

石山东麓，属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镶嵌地带。黄河从青海省循
化县经积石关进入积石山县，是自治县过境的唯一河流，境内全长
约４０公里。县内最高海拔为４２１８米，最低海拔为１８００米左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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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地貌可以分为四个类型：黄河河谷地区；黄土塬、梁峁沟壑区；

低山沟谷及山前丘陵区；高寒阴湿、干旱山区。降水主要集中在７、

８、９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５９％，因此形成了冬春两季干燥、夏秋两
季湿润、干湿季节分明的气候特点。

自治县境内粮食作物约有８０多个品种，其中春小麦有４５个品
种，青稞８个品种，洋芋１１个品种，玉米８个品种，豆类１４个品种，

油料作物９个品种，蔬菜作物１４类４０多个品种，瓜类作物４类１４
个品种。野生植物共有７３科２２０属，其中优良牧草４８种；食用植
物有十几个品种，其中蕨菜资源较为丰富，是唯一打入国际市场的
野生植物资源；野生药材有９０多种，年采集收购野生中药材６．５万
公斤左右。经济林果类共有３科５属３０种，其中冬果梨和薄皮核
桃是地方特产。县境内干旱山区的花椒，色味俱佳，为调味佳品。

境内有野生动物２０多种，其中苏门羚、兰马鸡、雪鸡为国家二类保
护动物。矿藏资源主要有花岗岩、硅铁、铜、钒、钛等。

第二节　保安族历史简述

中国保安族历史发展进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来华定居青
海同仁地区的民族形成发展时期；二是迁居临夏大河家后的民族
发展时期。后者又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

一、青海同仁的保安人

（一）保安先民来华背景

１．众“色目”来华

公元１２１９年（嘉定十二年或成吉思汗十四年），因公元１２１８年
花剌子模守将杀成吉思汗派赴西域的商队，引发成吉思汗派蒙古
军首次西征，攻打花剌子模，攻城略地并强征当地壮丁编成有蒙古
将领统领的签军（指被强行抽调的丁壮组成的军队），大量被征集
的工匠艺人随军服务或签发后方。花剌子模国讹答剌、毡的、费尔

４



客忒、忽毡、不花剌、撒马尔罕、玉龙、杰赤等名城陷落，约有八万各
类工匠签发东方，这些人中包括回回、哈剌鲁、康里、阿儿浑、撒尔
塔等多种人，被称为“色目人”。他们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就有
已经伊斯兰化的撒尔塔人。公元１２２５年，成吉思汗军胜花剌子
模，携撒尔塔兀勒百姓军民财物回中国。随后公元１２２６年，八万
蒙古军攻打西夏，占西夏甘、肃等州地。

２．撒尔塔人屯戍保安
公元１２２７年１月，成吉思汗留兵攻西夏王城，同时自渡黄河帅

攻积石洲。２月蒙古军破临洮府，３月破洮州（今临潭一带）、河州
（今临夏一带）、西宁，并留驻安插其中为包含有撒尔塔人在内的信
仰伊斯兰教的各族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和工匠，以御此地势力
较强之吐蕃等部族。时属河州府所辖同仁（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
治州府地带）保安堡为蒙古军主要驻军地，由撒尔塔人签军屯驻，

驻营地保安城、下庄。下庄曾被称作撒尔塔。

公元１２４７年，蒙藏首领凉州会谈后，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

蒙藏往来随之频繁，同仁保安堡为过兵要道。公元１２５３年，因忽
必烈奉命征云南大理，取道临洮、河州，入四川南进，土默特达尔吾
部于作格浪（包括同仁）设驿站、马场。一年后，蒙古人在藏族地区
普遍设置驿站、哨所、军站，派驻军队，同仁始设保安营。此间，同
仁一带成为兵家过往要道和重要边卡。一些蒙古军中信仰伊斯兰
教的中亚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驻扎在隆务河畔，亦兵亦农亦
牧，定居于此屯田戍守，为“守边防番”、“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
聚牧养”的“营伍人”。随着元朝政权日益巩固，大规模用兵征战结
束，元世祖后期将“探马赤军”编入民籍，成为民户，与当地土著民
族联姻结亲，开始了长期定居生活，屯戍同仁保安的撒尔塔人亦
然。

（二）保安族的形成

１．明廷进军收降

元亡明兴之初，公元１３７０年即洪武三年，明征虏大将军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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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定西击败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其副将军邓愈于五月攻占
河州，元吐蕃等处宣慰使何锁南普和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降明，邓愈
即率兵占领积石关、循化、同仁等地，保安一带的蒙古、色目人归顺
明朝，仍操持兵务。

２．民族融合
（１）同仁保安地方机构改建
洪武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同年十一月，将元置必里万户府改

为必里万户所，辖治今黄南地区，同仁即其中。并派兵驻守于保安
城西的铁城山，建立了保安堡。明廷又在万历二年，即公元１５７４
年，扩建了保安城，其后于公元１６１９年，同仁保安城置都指挥，隶
属河州卫，设保安营，戍守保安城，管理“保安十二族”。甚至明亡
清立，清初袭明治，清乾隆年间，保安地区增设营制，改属循化厅，
改都指挥为都司，保持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建制。

（２）实边安边、移民驻军
明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内地征调大批回、汉军士，到同仁

屯戍守边，使得该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色目人后
裔和蒙古族，又有回、藏、土、汉等族，并启用当地蒙古、色目上层人
士协同明政府管理地方治安。保安地方所设保安站、堡（操守所），
其营伍人多为蒙古、色目人及从河州等地征调的屯田戍边军士，他
们共聚一地长期交往，婚娶自然，终有融合。

延续至明末清初时，同仁地区已形成了多民族大散居和小聚
居的尕沙日、年都乎、点屯和保安“四寨子”。保安人聚居在尕沙
日、保安和下庄等地。所聚居尕沙日、保安和下庄也在当地被称为
“保安三庄”。事实上，保安族迁徙前曾居住在隆务河畔的八个村
庄，而不仅仅是“保安三庄”。①

俗称的“保安十二族”应代指保安地方的十二个以藏、土等族
为主聚居的众多部落、屯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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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尔苏目·马世仁著：《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１页。



３．保安族源众说
关于保安族的族源，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尚未形成统一的定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根据１９５８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中对保安
地区的调查资料和在１９６３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刊印的《保安族简史简志合编》中的观
点，对保安族来源初步推测为：可能是以蒙古语族的人为主，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一部分回、汉、藏等民族自然同化而成的。

第二种是１９８４年８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保安族简史》

中说：保安人的来源，可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蒙古民
族为主，和一部分当时保安地区活动的汉、土、回、藏等族人民，通
过密切往来和自然融合而形成的。

第三种是１９８６年９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保安族各方
面人士参加定稿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中
说：保安人的族源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后来与回、藏、汉、土
（同仁土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形成了今日的保安族。

第四种是１９８９年５月，（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保安族》一
书中，着重说明了同意《积石山县概况》的观点。综合上述新中国
成立以来研究保安族族源的各种观点，按本民族意愿和所能接受
的观点是：“保安族是元朝以来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

在青海同仁地区戍边屯垦，同当地蒙、藏等各族长期交往，自然融
合，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①

还有第五种代表性观点，是２００１年６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由保安族人编著的《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等书中，强调
了保安族的入华先民应为中亚色目人中早已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
塔人成分。

本书采用第四种观点，保安先民是蒙元时期来华的一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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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文明主编：《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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