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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传承

东乡族的族源曾有争议，最后统一到是以撒尔塔人为主。东乡族

聚居地环境较差，但东乡族人在这里顽强生存，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第一节 山脊梁擎起的民族

东乡族生活在大山之中，艰苦的自然条件，磨炼了人们顽强的进

取精神。撒尔塔人的后裔，使东乡族具有更多善于经商的传统。新中

国的成立，使东乡族才有了自己的名称和政府机构。

一、河州东山的民族

东乡族是一个以地理方位命名的民族。在清康熙年间，河州知州

王全臣以州城河州 ( 今临夏市) 为中心，分出东、南、西、北四乡，

在州城以东便呼为 “东乡”。相当于县一级的建置。

东乡地处西部黄土高原的尽头，在洮河和大夏河的最下游与黄河

刘家峡水库之间，是郦道元 《水经注》中记载 “有河夹岸”的地方。

地形呈方圆形，中部高耸、四周低平。来到这里可以看到: 起伏的黄

土山峦，弯曲的环山公路; 草坡上羊欢牛叫，山湾里 “花儿”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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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交错，层层梯田从山脚修上峰顶，勾画出一幅幅美丽的人文景观，

路过的人都禁不住驻足凝望，欣赏大自然的奇观。

东乡地貌 东乡县委宣传部提供

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境内古生物化石随处显露，还有马家窑、齐

家、辛店等文化遗址; 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铜刀，堪称

“中华第一刀”; 这里是华夏古丝绸之路的要道; 这里有闻名遐迩的东

乡手抓羊肉、醇香可口的唐汪大接杏、品质优良的大红袍花椒、个大

面饱的东乡洋芋。这里居住着 20 多万勤劳勇敢的东乡族人民。东乡族

文史学者马志勇写道:

在大河东面的大山上

山脊梁擎起一个大山的民族

他们有大山的品格

他们有大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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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传承

宽厚 高耸 奉献 拓展

刚毅 坚韧 诚实 深沉

大山铸就民族的灵魂

这就是东乡族撒尔塔人

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临夏回族自治州东面，东

临洮河，与定西地区临洮毗邻，南与广河、和政两县接壤，西接大夏

河，与临夏市、临夏县为界，北隔黄河与永靖县相望。

东乡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境四面环水，中间高突，略呈

“凸”字状，总面积 1510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200 米。在这里，进出

的路只有上与下，进就是上山，出就是下山，山是这里的主体。山峦

起伏，沟壑纵横，悬崖峭壁处处皆是。人们形象地说，这里是 “摔死

麻雀滚死蛇”的地方。山坡陡峭，险峻壁立，深度大于宽度，呈 “V”

字形，是 “隔沟能说话，握手得半天”的地方。

自治县地貌从类型划分比较简单，主要是黄土山地沟壑。从地貌

外形上看，全县很像一把撑开的伞，以位于中部靠西的县府所在地锁

南坝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状地伸展出 15 至 20 千米长的 6 个大山梁。

这些大梁大沟，又分出几十条支岭、支沟，东乡地区就是由大小不等

的山梁和深沟组成的。境内的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0%以上。山形态

势: 从县城锁南坝辐射出六条大山梁夹着六条大沟，即韩则岭—妥家

沟，沿岭梁—白家沟，官结连梁—苦格力沟，张王家梁—陈家沟，春

台梁—直属沟，阿娄池梁—麦池沟。再由这些大梁大沟分出几十条支

岭、支沟，形成了一幅领属清晰、绵亘不断、纵横交错的山峦图景。

有人形象地形容这里是地球裸露出肋骨的地方。

境内有大量的黄土斜梁状丘陵和黄土梁峁丘陵。黄土斜梁状丘陵

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及县城四周，占山地总面积的 70%左右，梁顶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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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

位于县境内西北部的丹霞地貌，是东乡的又一名胜景观。丹霞地

貌发育始于第三纪晚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次运动使部分红色地

层发生倾斜和舒缓褶曲。在东乡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尖峰窄脊，夹杂在

丹霞红沟之间，像 “玫瑰色的云彩”，远看似霞红染，近看色彩斑斓。

许多悬崖峭壁，像刀削斧劈，直指蓝天，景色瑰丽，具有很高的旅游

观赏价值。

东乡地形的河谷阶地主要由二级阶地构成，一、三、四级阶地零

星分布，五级主要分布在黄河、洮河沿岸。一级阶地高出河面 80 米左

右，梁顶与沟底相对高度差为 400 米左右。一、二级阶地主要为嵌入

岩，其他为基座阶地。川塬台地主要分布在靠近河岸的河滩、东塬、

达板、唐汪等乡镇，面积约 10 平方千米，其中河滩大塬面积最大，约

7 平方千米。

千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乱垦滥伐，东乡大部分地区天然林木

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水土流失严重，山岭裸露，

荒山秃岭。经过漫长的岁月，土壤表层腐殖质积累变少，土壤贫瘠，

保肥保水能力极差，抗旱性能更弱。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东乡气候具

有明显的高原干燥气候特点，冬长夏短，春秋相连，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 2. 7 倍，形成终年缺水的状况。“山高和

尚头，沟深无水流”是这里形象的写照。“民犁龟背驼峰之间”是古人

对这里的民族生产生活的真实反映。这里可以触摸到地球最坚硬的骨

头。东乡族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表现出这个民族开拓、进

取、智慧、顽强的民族精神。

多年来，东乡人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南

阳渠的开通，滋润了东乡干涸的土地; 东大坡退耕还林工程，给东乡

人民带来了治理生态的希望; 东乡县城的改扩建，改变了东乡 “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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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传承

无城”的历史; 唐达公路的贯通，为东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如今，东乡人民正满怀高涨的热情，为开发西北、建设家园进行不懈

的努力。

二、东乡族源以撒尔塔人为主

东乡族是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撒尔塔以后，从撒尔塔地方征

集的一批军人、工匠、商人、传教者; 以撒尔塔人为主，包括色目人、

突厥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屯驻在河州东乡地方，与周边回、汉等

民族以及少量的其他民族，于元代末期融合形成的一个民族。

“撒尔塔”原意为 “商贾”。十二三世纪的 “撒尔塔”是指定居于

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主要为色目人、波斯人、突厥人等。

此时的撒尔塔人已初步形成一个民族。《蒙古秘史》记载，13 世纪初，

成吉思汗 “征撒尔塔兀勒凡七年”，大量的撒尔塔人被编入军队或被签

发。深受兵燹苦难的 “撒尔塔”人告别了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故乡，

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逶迤前行，最后移居屯戌临夏东乡地区。他们

善于经商，被称为 “斡脱商人”，足迹遍布中亚、西亚、中国西北各

地。继粟特人之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明代 《河州志》记载，“考奇名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黄河

部落按康居”。东乡地区大量的生僻地名与撒尔塔地名或部落相对应。

如东乡地区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库麦土、胡拉松及乃忙等地名，

分别与中亚干土城、纳伦城、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和乃蛮相

对应。

东乡地名中至今保留着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如免古池 ( 银

匠) 、托木池 ( 铁匠 ) 、阿拉松赤 ( 皮匠 ) 、坎迟赤 ( 麻匠 ) 、阿娄赤

( 纺织匠) 、伊哈赤 ( 碗匠) 、毛毛 ( 毛皮业者) 等，这是为蒙古人民

服务的撒尔塔 “诸色人匠”活动的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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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乡族的来源和形成，一度观点分歧。有 “吐蕃人为主说”、

“蒙古人为主说”; 有 “沙陀人说”、“吐谷浑说”等。但最准确的还是

“撒尔塔人为主说”。

“吐蕃人为主说”的主要根据，是把东乡县城锁南坝与历史上的吐

蕃头人何锁南联系起来，从而演绎出的观点。此观点由于牵强附会，

不长时间便销声匿迹了。

20 世纪 50 年代对东乡族族源的研究，在一些蒙古族语言学家的主

导意见下，产生了 “蒙古人为主说”。这种看法主要是根据东乡族语言

属于蒙古语族而得出的结论。这种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并广为流传。

东乡语中有不少蒙古语成分，有些词汇、语言结构基本上是十二

三世纪古蒙古语形式，因此在语言学归类中把它划为蒙古语族。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是 13 世纪的一个大国，蒙古人是撒尔塔人做

买卖的对象之一。他们的衣物、日用品中许多是由撒尔塔人供给的。

因此，蒙古语是当时做买卖的撒尔塔人也会使用的一种语言。在蒙古

人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臣属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的撒尔塔人也会使用

统治民族的语言。当然，他们在自己内部也使用自己的语言，近百年

地使用蒙古语，东乡地区的撒尔塔人在语言上自觉不自觉地被蒙古化

了，但还保留着自己语言特点，即阿拉伯、波斯、突厥语基础特色。

至于 “吐谷浑说”和 “沙陀人说”，由于提不出什么可信的理由，

因此在提出不久就消失了。

通过对西北地区 7 个少数民族的 ABO 血型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从

遗传学角度加以研究并进行遗传距离计算，得出与东乡族族源有关的

以下几个结论: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的 ABO 血型分布距离非常近。这表明东乡族与

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从历史学方面考察，维吾尔族的主要构成成

分是突厥人; 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中亚撒尔塔人中也有许多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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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传承

成分。

东乡族除与维吾尔族血缘最近之外，其次是与保安族接近，再次

是与汉族较为接近，和蒙古族、藏族、裕固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东乡

族族源中也有汉族人的成分。东乡族生活于汉族密集的环境中，有一

部分东乡人是从汉族中融入的，如居住在锁南坝地区的王家、康家、

张王家和居住在汪家集的高家、黄家，都说自己的祖先是汉族。

科学研究成果与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综合研究成果互为表里，

佐证了东乡族族源受蒙、藏等民族影响较小，更加证实了东乡族是以

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事实。

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东乡族的研究中运用了 DNA 生物遗传技术

与遗传密码基因学说。DNA分析技术是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

迁徙、流转、融合的新兴科技手段。谢小东、王勋陵、安黎哲在 21 世

纪初，从群体遗传动态的分析角度探讨了东乡族的民族起源和发展，

为以科学的视角看东乡族族源提供了有益的依据。

从这次研究的遗传系统中可以看出: 回族和东乡族在民族的形成

和发展中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渊源，且两族中有较大的白种人混杂。回

族和东乡族人皮肤较白，特别是妇女比较白皙，而且人越老，越显出

红里透白的肤色。可见，东乡族的族源中融入了阿拉伯人和中亚白种

人，这一点与东乡族的形成历史相吻合。ABO 血型和 DNA 遗传研究的

突破，对东乡族的 “撒尔塔人为主说”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从科学技

术的高度进行了验证，为该说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

东乡族撒尔塔人迁徙、创业的悲壮历史，铸造了其不屈不挠的民

族性格，融进了民族的血液中，时时唤起其子孙的缅怀之情。

三、民族政权的建立

东乡族自称 “撒尔塔”，历史上以 “东乡回”或 “回回”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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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统治阶级均未承认居位在东乡的 “撒尔塔人”为独立的民族; 在

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定名为东乡族。

东乡族的社会结构开始是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元

末明初，直接统治东乡族地区的是哈土司及其所属的千户、百户。只

有东乡何闫家是由何土司统治。以后土司的势力逐渐衰落，明朝开始

在东乡族地区推行里甲制度，东乡地区划 10 里，100 甲。到清代康熙

后期，废除了里甲制度，在东乡地区清理田亩，厘定税例，建立了会

社制度和乡约制度。每会辖区若干社，社下有七八个自然村不等。乡

约分总约、大乡约、小乡约。每个清真寺都有乡约。乡约名义上三年

一换，但实际上连任 10 年甚至终身的也不少。辛亥革命以后，甘肃处

于军阀割据状态。自 1921 年起，在东乡地区推行保甲制度，10 户为一

甲，10 甲为一保，头目由当地头豪及宗教上层人士担任。

1949 年 8 月 2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部，

兵分两路，向东乡进发。南路从太子寺出发，翻越石那奴山，跨那勒

寺沟，进妥家沟，抵达锁南坝; 东路从原洮沙县北崖渡过洮河，进军

唐汪川。锁南坝和唐汪川两地的各族人民，以东乡族最隆重的习俗，

拉着身披红布挽着彩球的礼羊，出村迎接。唐汪川人民还将马步芳部

队溃逃时丢弃在学校的柴火和数石粮食交给了人民自己的军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 1950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东乡各族各界代表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临夏、和政、永靖、宁定 ( 今广河) 四县的党政负

责人及四县边界交错地带的各界代表。会议确定了成立县级自治区

( 县) 的基本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产生了东乡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

在筹委会的具体组织下，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党的民族政策

教育。各兄弟县区对此给予热情的支持。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从各

县划出撒尔塔人聚居的地方，酝酿成立东乡自治区。经过三个月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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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作，以原临夏县东二区为基础，宁定县以北山山梁为分界线，将

平善、罗牟区所辖各乡划归东乡自治区; 永靖县将黄河以南、大夏河

以东一带区域划归自治区，顺利解决了东乡族聚居区分而治之的历史

问题。

此后不久，与自治区毗邻交错居住的和政县百和区、启明区的东

乡族群众要求将他们并入自治区。东乡自治区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

各兄弟县、区在移交户口、人丁、地亩时，把在原地区工作的干部同

时随调过来，使东乡自治区的成立得以及时顺利地进行。

东乡县文化馆提供

1950 年 9 月 25 日，东乡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正式

宣布东乡自治区成立，从而结束了东乡族聚居区 “分而治之”的历史。

同年底，东乡自治区共辖 7 区，31 乡，共 16 400 户，98 600 人。其中

东乡族 78 700 人。

1953 年，在国家民族识别工作中，东乡族被确定为一个新的独立

9



的民族，由此东乡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 年，根据新的行

政规划，东乡族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

1981 年后，国家民族政策进一步完善，规定东乡族自治县的人大

主任、县长均应由东乡族公民担任，副主任、副县长中要保持一定比

例的东乡族名额，这就使民族自治政策更加落实。以 1984 年的政府组

成为例，县人大、县政府副县级以上的 8 名干部中，东乡族有 4 名，

占到 50%。

1990 年 4 月 28 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批准 《东乡族自治县条例》，使自治县的日常行政工作走上了有

法可依的轨道。

2001 年后，撤乡建镇，先后将达板乡、唐汪乡、河滩乡、那勒寺

乡改为达板镇、唐汪镇、河滩镇、那勒寺镇。2005 年 2 月，撤销免古

池乡，该乡所属的大树、李牙两村并入那勒寺镇，团结、巴苏池、马

场三村并入锁南镇，免古池、双树、五麦寺三村并入坪庄乡。至此，

东乡族自治县辖锁南、达板、唐汪、河滩、那勒寺 5 个镇和春台、柳

树、东塬、坪庄、百和、关卜、赵家、五家、果园、沿岭、汪集、风

山、车家湾、高山、大树、北岭、龙泉、考勒、董岭 19 个乡。

按照民族平等原则，东乡族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历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东乡族以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地位，

都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

第二节 历史的传承

东乡族自治县出土的丰富的古代化石，显示出历史上这里曾属亚

热带气候环境，有茂密的森林和众多的动物。旧石器遗址更说明这里

在近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人类活动就必然产生文化，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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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辛店文化揭示了远古人们的朴实生活。

一、远古的遗产———化石

临夏州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这里有地学界称之为第三纪

( 距今 6000 万 ～ 200 万年) 的 “临夏盆地”。当时，临夏盆地属于亚热

带气候环境，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地壳交替变迁，形成

1500 多米厚的红岩层，中间夹杂着泥、砂、砾石，也夹杂着当时生息

在盆地内的各种脊椎动物的遗体、残骸而形成的化石，被群众通称为

“龙骨”。20 世纪 80 年代，群众把挖龙骨化石作为副业收入，使重要

珍贵的文物流失严重。

龙骨化石 胡亚泉摄

目前，在临夏盆地的第三纪岩层中已发现的脊椎动物有 9 大类 46

个属种，可称之为临夏盆地古动物群，其范围包括广河、东乡、积石、

和政、康乐、临夏等地。东乡县境内有着丰富的古动物化石资源，其

中坪庄结沟、那勒寺板土阴山、赵家龙蛋山等地曾出土大量的三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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