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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目前总人口已超过 1000
万。回族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在全国 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
地级市、2856个县淤都有回族人口。其中宁夏、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东、云

南、新疆、安徽、辽宁 10省（区）居住的回族总人口 787.95万，占全国回族人口总
数的 80.27%。按东、中、西地理分布划分，东部占 21.05%，中部占 18.21%，西部
占 60.74%，形成了“中部少于东部，东部少于西部”的人口分布特征。

回族的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来我国经商的阿拉伯（大食）人和波斯

人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回族的民族化过程是一种独特的族群现象，

她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外多种族、多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她不是在我国古代

的某个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是以历史上来华的各族（主要是阿

拉伯、波斯和中亚突厥各古代民族）穆斯林人口为主，又吸收融合汉、蒙古、

藏、维吾尔等我国原有民族人口后逐渐形成的。因此，回族的种族和文化基因

DNA 最复杂，它的族源在种族、民族方面是多元的，且其来源的出现在时间
上也有先后。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伊斯兰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纽带维系作用。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回族古籍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不

淤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至 2010年底全国共
有 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333个地级行
政区划单位（其中：283个地级市、1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
位（其中：853个市辖区、370个县级市、1461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2个特
区、1 个林区），40906 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2 个区公所、6923 个街道、19410 个镇、
13379个乡、1095个民族乡、96个苏木、1个民族苏木）。

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大食指的是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波斯指的是今天的伊朗，西域指的是
历史上包括阿拉伯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中亚地区的部分伊斯兰国家被称作“回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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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回族的创造发明涉及领域广阔，建树颇

多，在祖国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宗教信

仰等因素的影响，回族古籍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从唐

宋时期到中华民国，回回民族就不断有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著述出现，内容

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许多成果都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

也出现了不少学术巨匠和文化名人，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们也

应当看到，今天面对全球信息化的环境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实际，回族

古籍文献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数据库建设已成为学界关注和探究的一个重大现

实课题。为此，本课题侧重就回族古籍资源的文献价值与数据库建设的现状，回

族古籍文献的内涵、类型与特点，回族古籍文献资源建设的路径选择、建设步骤

与关键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一、回族古籍文献整理与数据库研究成果述评

回族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王士点、商企翁共同撰写的

《秘书监志》。此书卷七“回回书籍条”收录了当时由阿拉伯、波斯传入我国的天

文、历算、医药、占卜、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文学等书籍，可以说这是回族最早

的古籍文献整理成果。

从已发现的回族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来看，唐代李珣的《海药本草》最早，在

数量上以元明清时期最为丰富，且典藏以木刻本为主，兼有手抄、石印等多种版

本，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种类齐全、蕴藏量巨大。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有关规

定，1911年到 1949年间的回族文献资料也属于“少数民族古籍”范畴。据此，这
一时期的回族古籍更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有零星整理出版，但更多传世古籍

已成绝版孤本，存留下来的十分有限，且多散佚于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和私

人手中。为了保护和抢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研究室）的指导下，各地回族古籍工作机构把“抢救”放在回族古籍工作的首要

位置，坚持“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工作，扎实推进保护、抢救、搜集、普查、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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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性工作，正确认识回族古籍保护与研究利用的关系。目前，在回族古籍事

业发展中，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回族古籍文献抢救整理和研究出版工作外，由国家民委

促成的全国性“回族古籍协作领导小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

卷》编委会”“《南方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历经“七五”“八五”“九五”“十五”

“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回族古籍文献抢救整理成果。如

《回族典藏全书》《中国回族金石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中

国南方回族古籍丛书》《清真大典》淤等均为多省区乃至全国回族古籍整理协作

的显著成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之声、《光明日报》等媒体先后进行了系

列报道。上述古籍的相继出版，扭转了回族古籍继续流失损坏的现状，填补了中

国历史上无系统整理研究回族古籍文献的空白。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

认同，对回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及民族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

从回族古籍文献的研究来看，海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是回族原始文献（以

汉文文献为主）的整理和研究，对回族古籍中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整理和研

究不够，成果数量也较少。学者研究汉文回族古籍文献，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文

献综述、文献考证、文献整理、文献辑录、史料考辨、书目编修等。

在古籍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方面，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诸多专家、学者
对古籍数字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王

昆仑先生的“《红楼梦》检索系统”，吴家驹、吴夏平、郝淑东等分地区对中国各地

的古籍数字化进程的客观介绍，潘德利对古籍网络资源的分布状况的调查和统

计，陈立新、孟忻、刘安琴等分类型对国内科研院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

一些致力于古籍数字化的商业机构在古籍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

贡献的介绍。陈阳先生将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发展经历划分为古籍数据库检索系

统、光盘版古籍、古籍网络化三个阶段，王敏先生按照古籍数字化的奠基阶段、

淤《清真大典》，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黄山书社，2004年。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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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初步发展阶段、规模化成熟阶段的划分，概述了我国古籍数字化的主要发展现

状。朱锁玲、包平的《我国古籍数字化进展与研究述评》淤，毛建军的《古籍书目数

据库的标准与评价研究》于 ，包海燕、陈永平、朱怡钧的《宁夏高校图书馆回族文

献收集与数据库建设的思考》盂，谢林、商庄的《西北地区图书馆联合建设西北文

献特色数据库的构想》榆等，从不同层面和区域对古籍数字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

探讨。在古籍数字化创新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制的《全唐诗》《先秦汉魏晋

南北朝诗》等数据库，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北京大学刘俊文

教授组织编纂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全文电子信息版光盘”系统，南京师范大学的

《全唐五代宋词》等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碑帖菁华”“敦煌遗珍”等特色资

料库，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善本查阅系统”，南京图书馆建立的 40多万条古
籍书目数据库，香港的迪志公司与北京书同文公司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开

发的国家“九五”电子出版重点项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等资源，都标

志着我国古籍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少数民族语言信息技术与语言资源库建设方面，民族文字信息处理问题

一直是困扰民族文献数字化的一大难题。民族文献数字化，无论是建立数据库

还是网上信息交换都需要一个能够运行相应软件程序的具有国际统一标准编

码的民族文字平台。目前，在国家民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电子工业部

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集结起各方面的力量协同攻关，在建立民族文字

计算机编码字符集标准、键盘标准、字模标准及计算机民族文字操作系统和电

子出版系统、民族语文数据库、民族文字识别系统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以

淤朱锁玲，包平：《我国古籍数字化进展与研究述评》，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九
期，第 18页。

于毛建军：《古籍书目数据库的标准与评价研究》，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 6期，
第 30页。

盂包海燕，陈永平，朱怡钧：《宁夏高校图书馆回族文献收集与数据库建设的思考》，载《北
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三期，第 133页。

榆谢林，商庄：《西北地区图书馆联合建设西北文献特色数据库的构想》，载《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2009年第十期，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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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标准为例：内蒙古自治区计算机中心完成了蒙古文字符集、键盘、字模国家

标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文字语言委员会主持完成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

克孜文的字符集、键盘、字模的国家标准；四川省民族文字语言委员会办公室主

持完成了彝族文字符集、键盘、字模的国家标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牵头，西藏大学、西藏技术监督局、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完

成了藏文编码字符集、键盘、字模国家标准。值得一提的是，1997 年我国提交的
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正式进入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制定的统一编码
的国际标准，即 ISO / IEC 10646 这一标准编码体系结构中，成为第一个进入该
标准基本平台的少数民族文字，为藏文字符编码的统一作出了贡献。1999 年我
国内蒙古自治区有关单位和蒙古国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蒙古文编码字符集国

际标准，四川省民委制定了彝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以上两个标准经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审定，正式编入国际标准编码体系结构中。维吾尔、哈萨克等文
的编码标准经多方面协商也得到圆满解决。这些都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计算

机处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家标准锡伯文信息处理信息交换用七位和八位编

码图形字符集也正在编制中，蒙古文、彝文、傣文、锡伯文和维吾尔、哈萨克、柯

尔克孜等文字符集的补充集正在制订中。这样，数字化的民族文献可在中文、日

文、朝鲜文、英文、藏文、蒙古文、彝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视窗

平台上运行，这种跨语境关联的全文检索系统，极大地方便了使用不同语种用

户的检索，是未来民族文献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淤。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数字化工作的重心在汉文古籍方面，对少数民族古籍

数字化建设已有涉及，但有关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成果。

在此背景下，利用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建立回族古籍文献数据

库，不仅对回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保障作用，而且有利于回族古籍文献的

现代化管理、保护和利用。

淤朱远来：《对当前我国民族学数据库建设的思考与建议》，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 6期，第 6页。

绪 论

5- -



文献研究

二、回族古籍文献整理的意义、研究内容的创新及研究方法

回族古籍文献整理与数据库研究是国内首次系统、全面论述回族古籍文献

价值与数据库建设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史料群”的整体性补缺

回族古籍文献整理有助于对回族历史发展全貌的认识和研究，对促进《回

族典藏全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引发的回族古籍文献整理

出版成果以及相关学科的繁荣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近年来，学界对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日渐重视，有些民族高校开始增设和申报

“少数民族文献”或“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专业博士学位点，一批古代少数民族文

献整理成果相继出版，但有关回族古籍文献与数据库建设尚未见到系统研究成

果。本课题对此进行全面梳理、系统研究，既是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所进行的史

料学研究，也是为在中国古籍文献学、史料学中确立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价值而

作出努力，因此，具有双重的学术价值。本课题的研究体例也为开展中国少数民

族古籍文献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范例，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工作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二）有助于回族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及回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近 30年来，随着回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的
角度和方面提出了构建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议和构想。构建一个完整、系

统的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离不开回族古籍文献的史料支撑，离不开对回族的

族源、形成、发展规律的研究。在 21世纪回族文化成果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南
方回族古籍丛书》《中国回族金石录》《清真大典》《回族典藏全书》《中国少数民

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类）》《回族历史报刊文选》等重量级回族古籍整

理成果的出版，展示了回族文化的多姿魅力，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增进了回族

与其他各民族的相互认识和了解。然而，在它们未出版之前，学者研究回族大多

是利用散见文献，而对回族古籍文献缺乏宏观的把握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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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研究内容上，以回族古籍资源的文献价值与数据库建设为主要研究

对象

本成果集调查、汇辑、研究于一体，相互推动史料的综合汇辑和研究。在篇

章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共 10章。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探本溯源、由表
及里，研究了回族古籍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文献价值和数据库建设的重要

性。各章既相对独立，又内在联系；既有史的风格，又有论的特点。上篇“在寻找

自己民族历史文献价值根柢的道路上探索拓进”分为 6章，全面梳理和分析了
回族古籍文献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整理研究现状、保护利用情况及其学术愿

景。并就回族古籍文献资源的史料价值、研究意义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考

察和研究。下篇“在历史和现实探索拓进中的回族古籍文献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分为 4章，就回族古籍文献的内涵、类型与特点，回族古籍中的阿拉伯、波斯语
词汇现象和翻译注释方法，回族古籍编目、著录与分类，回族古籍文献资源数据

库建设的路径选择、建设步骤与关键问题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

（四）科学、客观地对回族古籍文献资源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提出了独到

的看法

通过综合分析与个案比较，科学、客观地对回族古籍文献资源中的一些现

象和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如在对回族早期取得的科技成果旁征博引国内外

相关的史料后，认为回族早期科技发明既是回族创造的科技文明，也是从域外

传入的第二种科技文明，从而对回族早期的科技创造发明这一学术问题做出了

科学的回答。在回族古籍文献的内涵与类型划分上，针对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提

出回族古籍文献在类别上分为无文字类和有文字类古籍。无文字类是指口碑载

体古籍，有文字类古籍分为汉文古籍、阿拉伯文、波斯文、“小儿经”等文字记录

的各类典籍、碑刻铭文、匾额楹联、文书档案等，其载体形式可分为回族口碑载

体古籍、回族原生载体古籍、回族金石载体古籍和回族汉文载体古籍的学术观

点。对回族古籍文献中出现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现象的注释方法如何掌握，也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基线上进行了审视和考证。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本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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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研究认为，回族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可分为手工录入、图像保存、图文结合

的建设方式，在搜集、整理回族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光学字符

识别技术，通过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建立回族古籍文献数据

库的构想。

（五）“考”“述”结合，以点带面

考、述内容全面而又重点突出，以传世文献价值为研究重点，同时兼顾对已

散佚化、民间化的木刻本、手抄本、孤本的回族古籍文献的考证。如在上篇相关

章节中，以不同时期回族古籍文献价值取向为目，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自唐宋至

民国时期回族古籍文献搜集整理的情况，对部分回族传世文献、已佚文献、散见

文献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考辨，在利用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在“回回天文

历法的研究与文献价值”“回族医药典籍的整理研究与应用价值”章节中，涉及

作者生平著述、成书年代、文献内容、史料来源、价值取向等，或补前人所未备，

或正前人之误说。

（六）史料采集的广博与运用的审慎

回族古籍整理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不仅是回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

果，而且对其中某些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主要表现在：史实结合、史论结合。研

究中对原文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旁征博引，对现有文字史料的审慎介绍、甄别与

运用，使得在史料的丰硕与结论的可信方面都具有了新的突破。如针对回族医

药典籍中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存量不多，但其科学价值非常珍贵方面进行

了详细论述。研究发现《回回药方》的主要内容多源于阿拉伯、波斯医书，所包含

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尚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维吾尔文等。《回回药方》卷 12收录
的“古阿里失突论方剂”，经著者甄别是中世纪医学家伊本·西拿的《医典》卷 5
上的“佛手柑化食丹”，两方内容完全相同。药方中提及的古回回医人卜阿里，即

伊本·西拿的本名汉字音译。

（七）研究方法新颖，角度独特

在搜集、掌握大量回族古籍文献资源的基础上，运用调查法、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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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法和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校勘学、史料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

等相关的理论、观点、方法，对回族古籍文献的分布状况与区域特征，回族古籍

文献的应用性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兴起，回族古籍整理出版专业化与学术研究的

拓展，回族古籍文献资源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意义，汉文古籍数字化视野下

的回族古籍数字化前景，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建设步骤与路径选择，回族古

籍文献资源与数据库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与研究，对学界已有的相

关成果进行了甄别和吸收，力求对不同时期回族古籍文献的史料价值做出较为

公允的评价，并纠正以往学者在认识上的偏颇，为研究者利用回族古籍文献提

供有益的借鉴。

三、回族古籍整理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影响和效益

回族古籍文献对于研究回族宗教、哲学、史学、科技创新等有积杯的学术价

值和应用价值。尤其是进入 21世纪，回族古籍文献不仅成为对回族学进行全方
位研究的基础文献，而且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原始信息。它的学术价值还在研究回族族源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科学技术、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应用价值上看，本成果提出

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建议，为我国少数民族古籍资源的搜集整理、研究利用和数

据库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它还有力地促成了宁夏大学民族学博

士点及其分支学科群的建设，为宁夏大学回族学研究基地建设、学位点建设、人

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学术团队。

修史以经世致用为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善治者，必鉴于史；有为者，必

重于史。回族古籍资源的文献价值，同样具“存史、资治、教化、科研”之功用，它

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课题的原定目标检查，

本成果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出版学术著作 1部（《回族历史文化概论》、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40万余字），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 7篇
（《回族古籍资源的文献价值与数据库建设研究》发表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 11期；《回族古籍文献的收藏与整理状况报告》收入《首届中国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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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回族古籍文献在
回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发表于《民族艺林》2013年第 1期；《回族医药
典籍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应用价值初探》，发表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 年
第 9期；《西北地区图书馆藏回族古籍保护措施探究》，发表于《农业图书情报
学刊》。

四、课题研究发现的问题和建议

考察回族古籍文献整理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可以看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的回族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它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

但我们不应沉浸在热烈的赞歌之中，必须冷静地估价回族古籍文献整理的现实

及其未来走向，必须站在 21世纪之巅，眺望未来，寻求超越的途径，充分利用实
现超越的可能因素，在“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同时，

对回族古籍文献资源的管理体制和古籍人才的严重缺失，如“救人”“救书”问

题，回族古籍文献流失严重问题；经费和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发展受阻等问题进

行深刻的反思。

研究认为，近 30年来我国回族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发展一直处于管理体制
不健全、分工不明确的状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回族古籍整理工作进度及整

理内容不平衡。而专业的凝聚力不强、专业人员的水平不高、经费支持不稳定已

成为制约回族古籍整理工作完善的主要因素。要实现回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

就需要在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充实“回族古籍语料库”，将散佚隐秘

的回族古籍集成起来，为回族古籍数字化备好“语料”。通过已出版的《回族典藏

全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编制回族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

提要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对收集到的散佚化、民间化和原生载体的回族古籍文

献，可采取照相复制方法保留原貌，再用扫描技术全文录入，辅之以文字说明，

同时对一些有价值的重要回族古籍采用扫描技术全文录入，从而建立全文数据

库。为了解决回族古籍“广”与“精”的问题，原则上，只要有利于回族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有利于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古籍，都应将其全文数字化。这不仅对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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