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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历史

宁夏在历史上是多民族交错活动的地区。自

先秦至宋、（西）夏，猃狁、戎狄、匈奴、鲜卑、突厥、

敕勒、回鹘、沙陀、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民族曾相

继在这块土地上与汉族共同生息繁衍。迄于元明

时期，一些民族先后外迁或融合于汉族之中。宁

夏回族先民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入居宁夏的。

自回回入居宁夏以来，上自元代，下至今日，宁夏

这块土地就主要成为回、汉等族的家园。宁夏回

族长期以来，与汉、蒙古、满等各族人民并肩开发

这块“塞上江南”宝地，为宁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族形成历史概述

回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少数民族。

由古代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中国汉族等

民族融合而成。

从历史记载看，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

长的过程。自 7世纪中叶起就不断有大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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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波斯人沿水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或出

使，或贸易通商，或进行宗教和文化交流，成为回

族最早的先民。13 世纪初叶，伴随着蒙古西征，大

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其他各族人来到中

国，并与当地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通婚，逐渐

形成了回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中国的

回族与汉族之间，回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有

着密切的姻亲关系。

由于长期与汉族等民族杂居交往，回族受汉

族文化影响较深，使用汉字、讲汉语，但也保留了

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在文化、经济，特

别是风俗习惯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宁夏回族来源及发展历史

唐朝 五代

早在唐代，宁夏地区就曾留下了大食及西域

各国穆斯林军士、商人及贡使过往的足迹。著名

的“丝绸之路”从西汉始，成为连接欧亚陆路的交

通大动脉，宁夏正处在这条商路的必经地区。唐

代盛世使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而当

时同样强大且与唐接壤的大食国辖民从西域经

河西走廊，入凉州（今甘肃武威）、景泰之后，过黄

河到靖远，越干盐池、西安州到海原县城，穿贾

塘、郑旗、苋麻河到黑城、三营及固原城，而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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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城、瓦亭、三关口出宁夏境，又经甘肃东部进入

陕西，最后到达唐都长安，居留贸易，有些人还娶

妻生子，长住中国。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因种种原因在

宁夏长期逗留，成为宁夏最早的一批回回先民。

关于唐代居留宁夏的大食人，有“灵州回回”

的传说可以参证。“灵州回回”传说是否真实，难

以考证，但《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却明确记载着

唐天宝末年（756 年）及贞元初年大食兵两次助唐

平乱的事实。平乱后大食兵的去向史书没有记

载，却在回回民间留下了许多千古流传的佳话，

只能作为历史的注脚，供后人猜测了。

北宋 西夏

北宋、西夏时期，作为西夏王朝中心地带的

宁夏北部地区已有确切记述回回人足迹的相关

史料。《册府元龟》卷 999 明确记载，1019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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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国商人是经沙洲（今甘肃敦煌）过西夏而抵

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夏为大食“入贡”及西域诸

国来贡的回回贡使、商人必经之地，作为西夏国

都所在地的银川一定有不少穆斯林商人停留。

《多桑蒙古史》中记述了成吉思汗于 1219 年西征

花剌子模前，曾派 3 个穆斯林携带“重价白毛毡

袍”等礼物去劝降该国国王摩诃末之事，而此种

“白毛毡袍”就产于今日的银川。同时，西夏时期，

因与中原王朝及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分庭抗礼

和战争的需要，大批物资的采用包括马匹的来

源，同样要仰仗于东西交通线上十分活跃的商

人，而大食、波斯、回鹘商人为这些人中的主要部

分，其中一定不乏长期居留者。据考古材料，在西

夏的哈拉浩特城（今黑城遗址）西南隅，有座穹隆

顶建筑，就是清真寺的残迹。黑城遗址离宁夏不

远，同为西夏属地，宁夏境内应该也有此类建筑；

只是历史久远，人事变迁，未能像黑城遗址那样

得以保存而已。

另外，文学体裁中也有西夏回回人活动的记

载。如元曲《狄青复夺衣袄车》《十探子大闹延安

府》中，都涉及到回回官兵的事。元曲写作时间距

北宋并不远，即使是取材于传闻，也必有一定事

实根据，这也间接说明北宋时期西夏国境内已有

回族穆斯林先民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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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代

元代是西域回回人大量进入中国的重要历

史时期，也是宁夏有大量回回进入的高峰期。蒙

元时期，西征的蒙古汗王曾数次在六盘山避暑，

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还以宁夏作为进

军西南的根据地。这一期间，宁夏回回之名屡屡

见诸史籍。如 1227 年蒙古军灭夏，为镇守其地，

在大肆剿洗夏国居民的同时，签发大批“回回军”

进驻其地，屯垦牧养，以资守御。据《元史·世祖本

纪》记载，至元八年（1271 年）曾签“西夏回回军”，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下谕：“以甘肃旷土赐回

回音宝赤哈散等稗耕之。”元代统一全国后，为使

大量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发，设立了

许多屯垦区，宁夏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处在

“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一

旦与土地结合，回回作为民族脱胎于故土，告别

“侨居”时代的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一个重

要的历史转变。

元代宁夏回族还有一个有史可查的重要来

源，那就是安西王阿难答及其所部大部分蒙古军

队改信伊斯兰教一事。阿难答在辖地内建立了清

真寺，广泛地传播伊斯兰教。据《元秘书监志》记

载，安西王阿难答曾命可马剌丁每年编写两部

“回回历”供他使用，要求纸张要用上等“回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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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阿难答在后来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失败被杀，

但伊斯兰教已在宁夏等地牢牢地扎下了根基。

据地方史书记载：“元时回回盛天下，陕、甘、

宁者尤多。”因此，元朝为了管辖这方面的事务，

专门在“陕西行中书省设回回令史，陕西诸道行

御史台设回回椽史”。

明 代

明代对回族所采取的怀柔政策也比较有利

于回族的发展与人口的繁衍壮大。西域回回因原

住地战争、动乱等原因而大批入附中原，明代形

成了继元代后中国历史上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

又一次高潮。其中一些以归附“土达”身份被安置

在宁夏灵州、固原一带，使这些地方的回回人口

进一步增加，聚居区域逐步扩大。“土达”也是后

来宁夏回族来源的一部分。

明代宁夏还是许多西域贡使、客商留居贸易

的地区之一，这些留居的西域穆斯林客商也大多

成为回族一员。由于军事原因，明廷对马匹的需

求量很大，而西域等回回商人正好在此领域大显

身手。永乐四年（1406 年），敕陕西、甘肃、苑马寺，

凡回回“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

之，以给四盐”（《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其中的

长乐、灵武“二盐”均在宁夏地区。永乐六年（1408

年）三月，又下令凡回回商人携马千匹以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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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宁夏等地贸易。许多回回商人因而得以

进入宁夏一带。

明代开国功臣回族沐英因征战西北有功，受

赐武廷（今西吉葫芦川）等六处草场，并在沐家营

（今西吉）筑城，势力扩展到固原一带，对当地回

族的兴盛产生了直接影响。据称沐英曾留下兰

姓、马姓回族 18 户居留，他们的后裔世代定居、

繁衍，成为当地望族。据记载，明代宁夏已有多座

清真寺。《嘉靖宁夏新志》是较早记载宁夏古清真

寺的，该书卷首所绘当时银川城图，其中标有“礼

拜寺”位置，并注明“回纥礼拜寺在宁静寺北”。

明代以今宁夏为中心，回族遍布西北各地。经

过明代近 300 年的发展与补充，宁夏作为西北地

区乃至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清 代

清代前期，由于有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且

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开明政

策，宁夏回族各项事业的发展呈现生机勃勃的景

象。这一时期，政治稳定，宁夏为重要的军事基

地。清初康熙年间，平定三藩、远征准噶尔等重要

军事行动，皆以宁夏为重要后方，一方面因为宁

夏地处西北、西南前哨，兵强粮足，另一方面也与

宁夏的繁荣稳定有关。清初战事频繁，战争中涌

现出许多宁夏籍名将，如赵良栋、马际伯、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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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俞宏谟、马宁（回族）、金国正（回族）等，其中

有很多回族将领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为

朝廷所倚重，以至于后来有人密奏朝廷，要求对

回族将领严加防范，勿使在本地任职，以免“势力

坐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族武将人才的鼎

盛。由于有了唐宋的发端及元明近 400 年的拓

展，清代前期，宁夏回族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正如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

折中所称的那样：“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

回族的分布更为密集，某些地区有“回七汉三”的

现象。清初，伊斯兰教苏非思想相继传入西北，在

西北地区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中得到广泛



传播，产生了不同的派别，打破了自唐代中叶伊

斯兰教传入以来单一的格局，出现了后来的三大

教派、四大苏非门宦并立的局面。

清代中期后，久已蓄藏的民族矛盾全面暴

露，加之封建地方官吏的推波助澜，使矛盾进一

步激化，遂酿成严重后果。从乾隆四十六年开始，

反抗浪潮不断，且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一百多年，

直至腐朽的清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

宁夏回族的反压迫斗争始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的田五起义，这次起义的领袖人物田五

阿訇为宁夏海原山门人。起义涉及宁夏海原、固

原、隆德等县，根据地在甘肃通渭县的石峰堡，斗

争坚持了 3 个月后失败。起义失败后，涉及到的

回族地区遭到洗劫。此后所采取的“禁绝新教”、

连带限制老教的政策激起了普遍的不满，新的、

更大的斗争又在酝酿之中。同治年间，新的起义

全面爆发，从陕西到新疆，起义烽火遍地。宁夏是

这次起义的主战场，从南到北，起义不断，金积堡

更成为西北地区回民起义斗争的四大中心之一。

在起义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金积堡还是起义军与

清军斗争力量消长的核心，所谓“关陇诸回，率视

金积为向背”，因而备受各方关注。宁夏以马化龙

为首的回民反压迫斗争从 1862 年 9 月爆发至

1871 年 2 月惨遭镇压，坚持斗争达 9 年之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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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动摇了清廷在宁夏的统治，为清王朝的彻

底覆灭敲响了丧钟。

这次起义失败后，以左宗棠为首的反动统治

者对起义军首领及其余部、眷属的恣意杀戮以及

强迫迁徙，给宁夏乃至西北地区回族的发展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经历了这场强权蹂躏弱者的劫

难，与西北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宁夏回族在居

住环境上的优势被完全剥夺，沿黄河两岸的交通

干线、冲积平原地带呈带状分布的回族村落荡然

无存，他们被迫离开辛勤垦殖了数百年的肥沃土

地，抛家弃舍，远徙他乡，栖身于荒凉的滩边、湖

边、河边和渠梢、沟梢及山地，由此形成“三边两

梢一山”的居住格局。

当时，左宗棠奏请划置化平直隶厅，将在金

积堡就抚的 9000 余名陕西回回安置在这里。据

《平回志》卷五记载：“陕西之就抚者，北路官军所

收纳及东西两山之众，悉解抵平凉，左宗棠亲临

点验，为数一万有奇。中有为前安插平凉回民亲

眷者，听其认领。尚存男女九千四百余人，安插华

亭县西北七十里之化平川。”并将“甘回分起安插

灵州”（《征西纪略》卷二）。从此，“化平人民分回

汉两族，回族占百分之九十九，同治十九年安抚

于此”（《新编化平县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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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民国年间，宁夏回族社会处于艰难恢复期。

宁夏由马福祥家族统治，各项事业有较大进步。

但好景不长，1920 年及其以后的自然灾害、战争

等，使回族聚居的南部山区及北部灵武、金积、镇

戍、平罗等县遭受重大损失，经济恢复缓慢，人民

生活困苦不堪。此后，为巩固军阀统治，宁夏马氏

军阀集团加紧扩军、备战，人民负担日益沉重，超

常的兵役及各种苛捐杂税，使脆弱的经济基础雪

上加霜。宁夏回族各项事业发展步履蹒跚，农业

凋敝、工业薄弱、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是这一时期宁夏回族社会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很早就在宁夏播撒

下了革命的种子。早在 1926 年，中国共产党就在

宁夏成立了特别支部，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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