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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粃罕、河州、导河，现辖临夏市、临夏县、康乐

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

族自治县，总面积 8169 平方千米，人口近 200 万，其中，回族、东乡族、

保安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56.4%。 临夏，是古丝绸

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的重要驿站，素有“河湟雄镇”之称，名列“陇

上八州”之首，明朝著名的四大茶马司之“河州茶马司”所在地。

临夏历史悠久，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富集。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和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砖雕为主的民族民俗文

化，以中国“小麦加”：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四大门唤为代表的宗教历史

文化，以炳灵寺石窟、黄河明珠刘家峡、松鸣岩、太子山为主的绿色生态

旅游文化，以马家窑彩陶为主的史前文化，以和政古生物化石、恐龙足

印为代表的物种演进文化，是临夏的五张文化名片。

几千年来，临夏各族人民在创造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形

式多样、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近年来，研究少数民族民

俗文化、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成为学术界热点之一，临夏回族自治州图书

馆地方文献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学者、教授、博士、大学生等科研、研究

性读者逐年增长，且增速较快。 由于馆藏文献量小的原因，不能满足跋

涉千里慕名来我馆查阅资料的读者，我们赶到惭愧。为了满足民族研究

专家和学者对临夏地区整个历史、文化、民族的研究，充分满足读者查

阅资料的需求，我们组织专业人员，通过上网查询、专家走访等经各种

途径，历经七个多月不懈的努力，以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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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为原则，搜集整理临夏文献资料（图书）1100 多种，从中筛选出 966
种、近五十万字分为十五个种类编册成书，收录文献由书名、责任者、出

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作者简介、内容提要、主题词、图书分类、现藏地

方等图书基本信息组成，取名《临夏文献目录提要》。由于我们专业水平

有限，工作人员不足，《临夏文献目录提要》难免有不如人意之处，希广

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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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教

一、伊斯兰教

1. 古兰经

语种：阿拉伯语
责任者：未知
出版发行项：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首府），公元9至11世纪

（考古专家推测）
载体形态项： 一卷（536页），38cm×33cm，手抄本，牛皮压花封面
内容提要： 本部经典现存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哈穆则岭拱北， 拱北始建于

1425年，陵墓主人为元朝至元六年(1340年)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学者哈穆则，据
该拱北马清芳阿訇介绍，经书溯源有序，口耳相传，代有承传，是由哈穆则从撒马尔罕长途
跋涉来中国西域传教时带来的，东乡族祖祖辈辈把这部《古兰经》手抄本看作他们的民族
之魂和传世瑰宝。 本《古兰经》手抄本为一卷本，封面牛皮压花，压花花卉对称，压花图案均
以《古兰经》经文点缀。 内页长38厘米，宽33厘米，共536页，每页11行，书写颜料为黑色墨
汁，字体为阿拉伯文书法三一体，所用纸张为撒马尔罕纸。 2010年12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
员会邀请我国及英国、日本等国考古、纸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古籍手抄本研究诸领域的
多名专家进行实物鉴定，认为该经书的封面风格、彩绘艺术、书法字体和采用纸张约起始
于9世纪前后，初步判断其成书年代上限为公元9世纪，下限为公元11世纪，距今约有1000
年的历史，可能是中国保存最早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 另外，北京东四清真寺现存《古兰
经》手抄本一部，成书于1318年；青海循化街子清真大寺存《古兰经》手抄本一部，成书大概
在公元10世纪左右。

主题词：伊斯兰教—古籍—《古兰经》—东乡族—甘肃东乡
图书分类：B96
现藏：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哈穆则岭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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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斯兰教精要汇编

ISBN：甘出准001字总2953号（2011）38号
语种：阿拉伯语、汉语
责任者：穆罕默德·穆萨·努茸迪尼编著
出版发行项：临夏，穆扶提道堂，2011
载体形态项：253页，850×1168（16开）
内容提要：穆扶提道堂，属伊斯兰教苏非派虎夫耶门宦，位于甘肃省康乐县，现任的穆

勒什德是筛海马富春，大学学士。 曾任甘肃省青联五、六、七届副主席，中华全国青联七、八
届常委，现任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务处处长，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省政协
常委。 本书采用中文、阿拉伯文对照翻译编排，对常用阿拉伯文作了汉字音译，主要内容都
是摘自《古兰经》、《圣训》、《伟嘎耶》等被穆斯林千百年普遍遵循的几十部主要经典，具体
由洁净、五项主命、常用教律、孝道等九个部分组成。

主题词：古兰经—精要—穆扶提—甘肃
图书分类：B96
现藏：临夏回族自治州图书馆

3. 回教考

责任者：白铭庵（清）撰
出版发行项：兰州，马初晴，民国八年（1919）
载体形态项：一册石印线装
内容提要：中国伊斯兰教史论著述。又名《回教考证》。清末回族学者白铭庵撰。全文连

同注疏4000多字，20世纪初曾在广东《岭南日报》刊载，后应友人之求辑录成册。 全书不分
段落，首先叙述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列举了当时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接着追述伊
斯兰教道统，从阿丹(亚当)、努海(诺亚)一直下溯到穆罕默德，介绍伊斯兰教的五功和五典，
以及《古兰经》和其他礼仪规定。 随后提出，伊斯兰教在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斡葛思在
广州建“怀圣寺”，其所葬之地称回回坟。 作者还依次叙述了唐、宋、元、明、清历代伊斯兰教
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地位，所引资料皆来自当时史志文献记载。 书中批驳了伊斯兰教于明
英宗天顺年间传人中国之说，并介绍了西安清真寺的建造，提到维吾尔族由信佛教而归信
伊斯兰教的历史变化。 作者认为由于唐代以后西亚地区的政治和历史变迁，当时信奉基督
教等教的民族纷纷改奉伊斯兰教，“故中国大秦波斯等寺亦尽弃其教而变为回教寺， 所以
今日各省绝不见唐之祆教、景教、波斯经教等寺，而只见有唐之回教寺也。 ”《回教考》辑录
了中国古籍中关于伊斯兰教传华历史记载要点的精华， 勾勒出唐至清代伊斯兰教在中国
的发展、影响及社会地位等基本情况，并运用史实澄清了一些误传。 对清代伊斯兰教政策
也有所记载。 另有有宣统元年 (1909)西安大林石印局印本，以及由马福祥题署书名、与《据
理质证》一书合刊的1922年清真书报社铅印本。

主题词：伊斯兰教—历史—考证—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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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分类：B96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

4. 中国回教小史 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ISBN：7-227-02153-X，CNY9.00
责任者：白寿彝著
出版发行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载体形态项：141页 肖像 20cm
作者简介：白寿彝（1909—），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光明日报》创办人之一。 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中国民族
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是《中国通史纲要》
的主编。

内容提要：本书收《中国回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纲》两部著作，书后附有陈垣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和陈汉章《中国回教史》两篇文章。

其他题名：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丛编：回族学丛书
主题词：伊斯兰教—历史—中国
图书分类：B969.2
现藏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

5. 苏非主义在中国

ISBN：978-7-5097-4416-1，CNY69.00
责任者：金宜久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载体形态项：320页 24cm
作者简介：金宜久（1933—），安徽寿县人，出生于上海市，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任职于世界宗教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书介绍了从事汉文著述的著名学者、经师和阿訇，探讨苏非主义对汉文

著述的教义、功修、“奇迹”和“非遵法派”的影响，当前民间流传的汉文著述；对道门兴起的
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基本阶段，道门的道统与教主的教权，教主教权的传承，道门的
功修、祭祀和管理制度等作了简要的论述。

丛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并列题名：Sufism in China
主题词：苏非派—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国
图书分类：B969.2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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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北伊斯兰教研究

CNY2.40
责任者：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
出版发行项：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
载体形态项：367页 21cm
内容提要： 大西北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 从过去到现在，伊

斯兰教在这里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因此，在研究大西北的社会历史和现状时，不能
不对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这本论文集，主要辑录了80年代国内研
究西北伊斯兰教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内容涉及面广，计有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与四
大门宦及其四十个支系的概况；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分期问题；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穆斯林
中的影响；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出现的新变化与新特点；伊斯兰教与回族、撒拉族、托茂
人等的关系；中国伊斯兰教的教坊制度；教派在回民起义中的作用，当前我国对伊斯兰教
研究的情况和问题等。

主题词：宗教研究—伊斯兰教 苏非派 伊禅派 托茂人
图书分类：B969.24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陇南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7. 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历史概况

CNY22.98
责任者：甘肃省图书馆编
出版发行项：临夏 甘肃省图书馆据临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油印本传抄， 1959
载体形态项：1册，26cm，钞本，线装
内容提要：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历史概况为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据临夏回族自治区

档案馆油印本1959年传抄。 本书叙述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入和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
介绍了伊斯兰教门宦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及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产生和发展 （虎夫
耶门宦、 嘎的林耶门宦、 哲赫忍耶门宦、库布忍耶门宦）分别进行了介绍， 并对伊斯兰教
无门宦者格的木、 以和娃尼以及西道堂传教的史略进行概述，其中详细介绍了西道堂创立
前的回教教派及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传教史略； 书后附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分布
表；本书全面介绍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过程，详细介绍了伊斯兰教四大
门宦概况， 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伊斯兰教史及陕甘宁青民族宗教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主题词：伊斯兰教派门宦—历史概况
图书分类：B96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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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甘肃伊斯兰教的“门宦”

责任者：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编
出版发行项：兰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文史资料研究室，1961
载体形态项：1册 26cm 油印本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伊斯兰教有正统派、分离派、异教派、他力派、过激派、因循

派等，而我国的伊斯兰教派属正统派。 伊斯兰教的正统派由于对“古兰经”与穆罕默德遗训
的解释不同又分为四大学派即阿伯哈尼弗、沙婴尔、马力克、罕百里；四大门宦即虎夫耶、
嘎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分布于西北各地的属虎夫耶派共分十一个支系，本文对此
十一个支系的发展历史过程，分布地点及现状做出简明扼要的叙述。 并对伊斯兰教派、学
派、门宦支系的名称列表做出详细说明，文后附有注释，本资料对研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
史、伊斯兰派系、门宦制度及民族宗教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伊斯兰教门宦—甘肃
图书分类：B96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

9.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责任者：马通著
出版发行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载体形态项：1册 21cm
作者简介：马通（1927—），穆斯林名阿布·尤素甫，回族，甘肃张家川人，1949年毕业于

国立西北大学。 著名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专家。 历任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甘
肃文史馆馆员，西北民族学院特邀教授暨博导，甘肃省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伊协
常委兼副秘书长，1994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致力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六十年，尤以中国
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白寿彝语），著有《中国伊斯兰教派与
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回族史》等。

内容提要：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马通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
书积作者三十余年的时间，进行多学科综合调查获得的民间资料写出的著作，它的主要对
象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大中学校及民族院校师生，特别是哲学、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学
科的研究人员，书中简述了世界伊斯兰教的创立、发展及其在我国的传入、主要介绍了中
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格底日、依黑瓦尼、西道堂）四大门宦（虎夫耶、嘎德忍耶、哲赫忍耶、
库布忍耶）及其数十个支系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以及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方
面的特点。 本书材料丰富，介绍全面，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思想史、中国伊斯兰教
史及陕甘宁青地方史和民族宗教工作，均有所裨益。 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传教世系
谱，伊斯兰教大事记，伊斯兰教派与门宦概况表等门宦世系表十一种，西道堂主要家族表。

主题词：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宗教历史
图书分类：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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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甘肃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目录
白寿彝先生序
序
引言
上编 绪论
第一章 伊斯兰教的创建、发展和纲领
第一节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社会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兴起、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纲领
第二章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第一节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几种说法
第二节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路线
第三节 穆斯林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贡献
第三章 产生门宦的社会基础及历史条件
第一节 教派与门宦
第二节 “三掌教”、“热依斯”和“海乙”制
第三节 经堂教育和宗教职业者
第四节 汉译经典和汉文经著的出现
第五节 清朝中吉开放海禁与苏非派的传入
中编 三大教派
第四章 格底目
第五章 伊赫瓦尼
第一节 伊赫瓦尼的创建和发展
第二节 伊赫瓦尼的分裂
第三节 赛莱非耶和伊赫瓦尼的主张
第六章 西道堂
第一节 西道堂创建前洮州民族宗教状态
第二节 西道堂的创建和马安良父子贻害虫临潭
第三节 西道堂的振兴
第四节 西道堂的衰落
第五节 马启西的遗作
下编 四大苏非学派及其门宦
第七章 虎夫耶学派及其门宦
第八章 嘎德忍耶学派及其门宦
第九章 哲赫忍耶学派及其门宦
第十章 库布忍耶学派及其门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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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10. 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

ISBN：11157·54，CNY1.55
责任者：马通著
出版发行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载体形态项：229页 20cm
作者简介：马通（1927—），穆斯林名阿布·尤素甫，回族，甘肃张家川人，1949年毕业于

国立西北大学。 著名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专家。 历任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甘
肃文史馆馆员，西北民族学院特邀教授暨博导，甘肃省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伊协
常委兼副秘书长，1994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致力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六十年，尤以中国
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白寿彝语），著有《中国伊斯兰教派与
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回族史》等。

内容提要：主要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名派别的历史渊源，介绍了苏非派、赫达叶通拉
希以及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等派别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与门宦的关系。 全书内容较为全
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及探索性，可以使读者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
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同时也为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
资料。

主题词：伊斯兰教—门宦—历史—研究—中国
图书分类：B96
现藏： 甘肃省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 广州市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
目录
前言
作者的话
第一章 苏非、依禅与门宦
第一节 苏非派的产生、发展与传播
第二节 苏非派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苏非、依禅和门宦的关系
第二章 赫达叶通拉希与马守贞
第一节 马守贞的先祖
第二节 赫达叶通拉希其人
第三节 赫达叶通拉希三次来西宁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四节 赫达叶通拉希的主要门徒
第三章 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与祁、马、鲜三门
第一节 华哲·阿布都·董拉希其人
第二节 “三出中原”与授传“三门”之说

一、伊斯兰教 007



临夏地方文献目录提要

第三节 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的主要门徙
第四章 马明心与阿布杜·阿·哈里格·阿则孜·阿·米斯介吉
第一节 马明心出国游学与受传的学派
第二节 马明心的宗教改革活动
第三节 马明心的主要门徙
第五章 马灵明与巴布派
第一节 马灵明“一脉三弦”说的来历
第二节 马灵明接受巴布派主张的思想基础
第三节 马灵明的宗教哲学及其传教特点
第四节 马灵明的主要穆勒德、经典与传教活动
第六章 西道堂与白道堂
第一节 西道堂名称的由来
第二节 新模式教派的崛起
第三节 是教派还是门宦
第七章 瓦哈比耶与伊赫瓦尼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第二节 瓦哈比耶学派的兴起
第三节 瓦哈比耶在中国
第四节 正确评价瓦哈比耶与伊赫瓦尼
第八章 东南沿海的伊斯兰史迹与西北地区的拱北
第一节 穆斯林的口头传说与对清真寺遗迹的考证
第二节 “四大先贤”及其对西北穆斯林的影响

11.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

ISBN：978-7-5161-0270-1，CNY72.00
责任者：李维建、马景著
出版发行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载体形态项：437页，24cm（16开本），图
作者简介： 李维建（1972年9月），河南永城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2001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
向：非洲伊斯兰教和中国伊斯兰教，兼及巴哈伊教研究；马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著作有《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究》等。

内容提要：《甘肃临夏门宦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情调研报告集，
其核心内容为第一章，即调查报告部分，这是关于临夏门宦调查的总报告。 在这一部分，以
简洁明快的语言，反映出对临夏门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的最新认识。 其他各章为调
查资料和调查纪录，这部分不但反映在资料收集方面的成果，也反映了调查的艰难过程。
附录部分为主要是对资料的整理与思考，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力图借鉴国内外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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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观察中国门宦的思想历程。 本书旨在通过对临夏州伊斯兰教各门宦作田野调查， 收集
门宦的相关资料， 了解掌握门宦的发展状况， 并以此为基础对门宦的历史及其未来进行
思考。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调查报告—临夏
图书分类：B969.2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

书馆
目录
第一章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门宦调查报告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门宦的历史
二 临夏州门宦现状
三 围绕门宦存在的问题
四 对策建议

第二章 调查记录与访谈提要
第一部分 调查记录
一 临夏州门宦拱北考察纪实
二 明德拱北调查
三 全义拱北调查
四 灵明堂临夏西拱北调查
五 临夏毕家场阳洼三太爷拱北调查
六 临夏市叶尔羌拱北调查
七 临夏市井口拱北调查
八 临夏市法门门宦调查

第二部分 访谈提要
一 嘎德忍耶××拱北主持人访谈提要
二 嘎德忍耶××拱北访谈提要
三 虎夫耶××拱北访谈提要
四 格迪目派××清真寺访谈提要
五 哲赫忍耶××阿訇访谈提要
六 西道堂××清真寺访谈提要
七 ××学者访谈提要
八 对一位在校大学生的访谈提要
九 机关工作人员××访谈提要
十 退休公务员××访谈提要
十一 伊赫瓦尼派阿訇××的访谈提要

第三章 有关资料
一 临夏州门宦内部书籍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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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真根源
三 临夏拱北溯源
四 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华寺门宦道祖
五 临夏清真大拱北历史概述
六 伊斯兰教苏非虎夫耶门宦毕家场拱北简史
七 法门门宦历史简略
八 明德拱北的资料
九 西北老教“三根柱”简介
十 访谈中的提问
十一 有关照片

附录 有关思考
一 苏非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田野调查对门宦的几点思考
二 临夏市伊斯兰教门宦的调查与思考
三 对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调查与分析
四 尼赫米亚·莱扶济昂论苏非教团的活力———兼及对门宦研究的启示

12. 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

ISBN：7-5421-0916-x，CNY6.00
责任者：海学旺主编
出版发行项：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载体形态项：184页，19cm，照片
内容提要：临夏，旧称古粃罕，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各民族人民在这里繁

衍生息，共同谱写了悠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本书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宗旨，首
先，简述了境内西羌、鲜卑、吐谷浑、吐蕃等古代民族的历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回、汉、东
乡等现代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民族
风情、民族教育、民族商业贸易、少数民族文化等情况。 其次，就临夏市汉族群众主要信奉
佛教和道教，清末有些汉族群众皈依基督教，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群众都信奉伊斯兰教
的情况，介绍了历代的宗教策略和工作，以及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流传、教派、
寺院、节日等。 最后，介绍了临夏市的民族宗教机构和团体，并为临夏本籍的杰出人物立了
传略。 这是一部记述临夏市民族宗教历史和现状的专著。 附有南关清真大寺照片；清真老
王寺照片； 前河沿清真寺照片；清真老华寺照片；清真铁家寺照片；真大祁寺照片；清真城
角寺照片； 新华寺照片；北寺照片；西寺照片；新王寺照片；水泉寺照片；木场寺照片；韩家
寺照片； 大西关寺照片；大拱北照片；华寺拱北照片；毕家场拱北照片；临洮拱北照片；佛教
宝觉寺照片；佛教报恩寺照片；佛教龙泉寺照片；道教万寿观照片；基督教福音堂照片。

主题词：民族宗教—临夏市—甘肃
图书分类：KB96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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