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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宁夏民俗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聚居的

地方，这个特点对宁夏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使宁夏民俗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

特点。

早在商周时期，宁夏地

区就有古西戎族的鬼方、猃

狁部落活动；春秋战国时

期，为西戎族义渠、乌氏和

朐衍三个部落；至秦汉改由

汉、匈奴和羌族所居。

自此以后虽然各少数

民族不断更替，但汉族却一

直定居下来。到魏晋南北朝

时宁夏有汉、匈奴、鲜卑、

羌、氐、羯、敕勒、柔然等部

族；隋唐变为突厥、敕勒、回

鹘、吐蕃、吐谷浑等部族。

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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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境内仍有相当数量的吐蕃和羌族人口。西夏

时期，党项族以宁夏北部为活动中心之一，前后

达 225 年；南宋时期，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统治宁

夏南部达 100 多年。此外宁夏境内还有契丹、鞑

靼等族。元代，除蒙古族、汉族居多数外，回族开

始入居宁夏。伊斯兰教也在这一地区逐渐流传。

明代，宁夏发展成以汉、回和蒙古族为主要族群

的地方。清朝实现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

在宁夏，除汉、回、蒙古族居多数外，满族亦成为

定居在这里的人数稍多的又一个民族。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各

民族交往，宁夏已形成了以回族、汉族为主体，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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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蒙古族、壮族、朝鲜族等中国几乎所有的民族

组成的自治区。目前，宁夏人口较多的民族是汉

族、回族和满族。

宁夏风俗呈现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这一点在回、汉、满三个民族的节日习俗、礼仪习

俗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宁夏作为我国移民迁

徙最频繁的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也曾隶属于陕

西、甘肃两省，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省区风

情民俗的影响。同时，在宁夏区内，由于南北山

区、川区地域的不同，经济文化特点的差异，即便

在同一民族内，在民俗上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汉

族节日民俗，川区汉族在正月初五打扫屋子，把

垃圾送到大路口，谓之“送五穷”；而山区则是吃

荞麦面搅团，谓之“缠五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另外，风俗的形成与宗教也密切相关。历史

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先后进入宁

夏，其中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对宁夏各民族风俗

习惯的形成尤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回族

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深刻影响

着回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以来，在宁夏汉族

中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佛教的活动多在

寺院，而道教则深入民间，渗透在汉族的祭祀和

礼俗活动中。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表现出不同

的宗教伦理及道德色彩，有着各自独特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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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汉及各族人民一直和睦相处，建立了

一种互相理解、尊重、信任的民族关系。加之具有

共同的生活地域、人文环境等，宁夏各民族的风俗

习惯又具有交融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一点在生

产物质民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节日礼俗、婚礼

习俗中也都有着相类似的地方。

今日宁夏，占总人口比重 35.76%的 218.23 万

回族，和占全区总人口 0.75％的 4 万余满族、蒙古

族、东乡族等中国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和

谐相处。世代传承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宁夏

各族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各种民族的生活习俗

交织融会，终于形成了宁夏特有的民俗。这些民

俗，既有各民族独有的特征，又有逐渐融合的趋

势，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了共同的特征。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沐浴着党的民族

政策，宁夏回族自治区创造性地实践和完善着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回汉各

族人民既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又各得

其所、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共同开创了民族团结

进步的大好局面。



宁夏回族民俗

宁夏回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唐、宋、西夏各

朝代在此地经商的西域诸国的穆斯林商人。宁夏

南部的固原、海原，中部的灵武、青铜峡、中卫都

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但尤以元时随蒙古

军东来的西域穆斯林工匠和军士为多。此外，元

朝驻宁夏一带的蒙古军队中，有些人信奉了伊斯

兰教（见《元史》《多桑蒙古史》），还有一些汉族人

信奉了伊斯兰教，并与回回人通婚，繁衍生息，也

都成为宁夏回族的族源之一。元代，回回人在全

国许多地方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逐渐形成了

“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回族也成为当时

宁夏的主要民族之一，所谓“元时回回盛天下，

陕、甘、宁者尤多”（见《甘宁青史略》）。元代著名

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剌丁曾

担任陕西平章政事之职，他子孙众多，分为纳、

速、剌、丁姓，分居各省，宁夏纳家户的纳姓人，即

为其纳姓子孙（见《陕西通志》）。明朝初年，又有

大批回回人以“归附土夷”“土鞑”的身份被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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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灵州及固原各州县，形成了许多回族聚居点。

经过 300 多年的发展，宁夏回族日益兴旺，

至清代前期，已具有相当规模，回族村庄星罗棋

布。故当时有“回七汉三”之说。清同治年间宁夏

回族反清斗争后，清政府将部分回族迁徙至宁夏

南部山区，由此造成了后来宁夏回族的分布特

点：山区多，川区少；条件差的地方多，条件好的

地方少，即民间所谓“三边一梢”（河边、山边、城

边、渠梢）的生存居住特点。宁夏境内的回族人民

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才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

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部山区

的西（吉）、海（原）、固（原）、泾（源）及中北部的同

心、吴忠、灵武，成为宁夏回族主要聚居区，回族

人口由南往北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基本固定，宁

夏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到 2010 年 11 月

止，宁夏回族人口总数为 218.23 万，占全区总人

口的 35．76％。其中南部八县（区）回族人口为全区

回族人口总数的 65％以上。

回族民俗是宁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处处体现出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在长期与其

他民族的相处中，在心理状态、经济生活、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保持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同

时又移风易俗，接纳了本地一些民

俗习惯的做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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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殊鲜明的宁夏回族民俗文化。因为居住地域的

不同，宁夏回族民俗也都有着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庄严欢乐的回族节庆习俗

回族民间节日主要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

纪节等。

开斋节 是阿拉伯语“尔德·菲吐尔”的意

译。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也是回

族的盛大节日。在我国，有的民族称开斋节为肉

孜节。

按伊斯兰教规定，伊历每年分 12 个月，单月

为 30 天，双月为 29 天，每年较公历少 11 天，三年

相差一月余。因此，按公历计算，伊斯兰教的节日

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但伊历每年九月为斋月。斋月

期间，穆斯林只许在每天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餐。凡

男子在 12岁以上，女子 9岁以上，都要封斋。老弱

病残、孕妇和小孩可以不用封斋，妇女在月经期

间也可以不用封斋。在斋月里，按伊斯兰教教义

要求，穆斯林要做到静性寡欲，白天戒绝饮食，即

使是不守斋的，也要尽力节制自己的食欲，决不

允许在公共场所吃喝。斋月的开始和结束，均以



见新月为准。斋月有时 29 天，有时 30 天。经过一

个月的封斋，完成了“真主”规定的“使命”，于伊

斯兰教教历的十月初开斋，故称“开斋节”。

据伊斯兰教有关经典记载，伊斯兰教创立初

期，在封斋满月时，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曾率领穆斯林步行到郊外旷野，举行礼拜，穆罕

默德沐浴后，身着整洁服装，并散发“菲吐尔”（开

斋）钱，从此以后，穆斯林便把这一天作为节日，

隆重庆祝。目前，世界各国穆斯林都要在开斋节

这一天举行礼拜和其他庆祝活动。宁夏回族群众

同我国其他地区穆斯林一样，在开斋节这一天，

都要沐浴更衣，聚集在附近的清真寺礼拜，然后

开始节日活动。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熙熙攘攘，走

亲串乡，互相赠送节日礼品。家家户户准备杏仁、

杏干、油香、油炸馃子、茶、瓜果等食品，有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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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备有奶茶、五香茶（用茶叶、枸杞、冰糖、杏干、

葡萄干泡的茶）等。亲友和客人，男女老少成群结

伴游玩，很多青年男女汇集在一起唱歌跳舞。

古尔邦节 即宰牲节，在伊历十二月十日，

亦称“忠孝节”。“古尔邦”，在阿拉伯语中称做“尔

德·古尔邦”，亦称“尔德·阿祖哈”。“尔德”的意思

是“节日”。“古尔邦”或“阿祖哈”，都含有“牺牲、献

身”的意思，因而又称为“宰牲节”。据古代阿拉伯

宗教传说，“先知”伊卜拉欣夜里梦见了“真主”安

拉，安拉启示他要宰杀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以表

示对安拉的虔诚。当伊卜拉欣遵命而举起刀子的

一瞬间，安拉派遣使者带着羊赶到现场，命令以

宰羊代替献子。从此以后，阿拉伯人便根据这一

传说定期宰羊献祭，相沿成俗。伊斯兰教创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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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先知伊卜拉欣为圣祖，并把伊斯兰教历太阴

年十二月十日定为古尔邦节。我国公历与伊斯兰

教历每年有 11 天的日差，故每年古尔邦节的公

历日期不固定。

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重大的节日。节前，穆

斯林们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忙于宰杀牛

羊，精制糕点。节日这天，穆斯林们便沐浴礼拜；

各家宰羊、宰驼或屠牛，分发给贫民，接待宾客，

馈赠亲友。这些穆斯林在清真寺里举行聚礼，听

阿訇颂读《古兰经》等教义。然后到亲友家中拜

访，主人按照传统的礼节，摆出丰盛的宴席，大家

同食羊肉、油食、糕点和瓜果等，亲密畅谈，盛装

的青年男女尽情地在庭院中、广场上载歌载舞，

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每 年 过

“宰牲节”时，

凡 牲 畜 超 过

一 定 数 量 的

人家，都要宰

一些牛羊。凡

被宰的牛羊、

绵羊要一百八

十一天的，牛

要 两 年 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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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献牲的牛羊，要体态端正，无缺损，所宰

之肉要分三份，一份自己食，一份送亲友邻居和

招待来客之用，一份济贫施舍，但不能出售。

阿述拉节 西北部回族节日，即时要选用当

地的五谷杂粮，掺上牛羊杂碎煮熟食用，节日期

间宴请客人必备手抓羊肉，其次是用鸡肉做成的

各种菜肴。

圣纪 为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相传穆

罕默德（约 570~632 年）诞辰和逝世都在伊斯兰

教历的三月十二日，穆斯林为了纪念伊斯兰教圣

人（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他诞辰和逝世的这天举

行集会。故又称该日为“圣忌”。中国穆斯林习惯

将“圣纪”与“圣忌”合并纪念，俗称为“圣会”。后

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节日。为缅怀穆罕默德的功

德，举行纪念活动，主要包括诵经、赞圣和讲述其

生平事迹。当日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听教长、阿訇

讲经，然后游玩一天，有的还宰牛羊，设宴聚餐。

回族节日活动多由清真寺主持。届时，穆斯

林要穿戴整齐，到清真寺沐浴、更衣、礼拜，听阿

訇们念经，讲述穆罕默德的历史和创建伊斯兰教

的功绩，然后休息、游玩一天。

0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