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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回族学会会长 高发元

《曲靖回族历史与文化》即将付梓，抚卷欣慰，可喜可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回族和各兄弟民族

一道，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曲靖作为入滇锁钥、滇东重
镇，是云南省回族落籍较早的地区之一，据历史文献、家谱、碑刻记载，回族

进入曲靖已有 700 余年的历史。目前，曲靖回族人口近 8 万人，占云南回族人

口的 12. 3%，为云南省第三位。700 余年来，曲靖回族为开发和建设祖国边

疆，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回族与时俱进，勇

于开拓，敢于拼搏，为曲靖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及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了新的贡献。曲靖历史上曾经涌现了孙继鲁、马梦箕、马联升、马秀廷、

桂涛声等一批杰出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新人辈出。曲靖回族的光辉历史

和优秀文化，在 《曲靖回族历史与文化》中作了全面、系统、翔实、生动地
记述。

回族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融合而成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生存土壤，以伊斯兰信仰为终极价值的新型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既有开放

性，又有固守性，即一方面开放地吸收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另一方
面又顽强地固守着伊斯兰文化的内核，因此回族文化具有适应性极强的特质。

这一特质使回族千百年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不被同化，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

落伍。回族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一个包括宗教的、世俗的、精神的、物质

的、科技的、多层次、多结构的、枝繁叶茂的综合体。 《曲靖回族历史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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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既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见解，从曲靖回族历史、

教育、语言、文学艺术、饮食、服饰、婚丧、姓氏、民间医药、民间武术、经
济活动、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文物典籍等各个方面，从历史到现实，从点到
面，由表及里作了客观的叙述和辩证的分析，为我们勾勒出曲靖回族绚丽的画
卷和独有的风采。全书汇集了前人、今人研究的成果，是当代曲靖回族学者们
艰辛努力的结晶，为云南也为全国回族地方史的深入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特
别是对关心却不太了解曲靖回族情况的各民族读者来说更有意义。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世纪。相信本书能给广大曲靖回族
群众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启示，能使各兄弟民族更好地了解曲靖
回族的过去和现在，促进和激励广大回族穆斯林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珍视已
经取得的荣誉和成就，增进民族内部和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为建设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曲靖回族历史与文化》由曲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颇具胆

识。在调研编写中，广泛发动全市民族工作者参与，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
见，成立市、县研究室 (组)，组织专人进行田野考察，掌握第一手材料，总
结研究成果，历时三年，五易其稿，终成殊功。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
构合理，语言流畅，手法创新; 写史有据，说理明白，详今略古，地方特点突
出，无雷同之感，并有不少亮点; 不仅有一定的思想性、学术性，还有一定的
资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和关心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
专家学者的欢迎。

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内容丰富，任务艰巨，编写一部系统的著作，需要
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方可完成。曲靖的同志以一个地区，全方位、多角度地作了
大胆而又可贵的尝试，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实为不易。同时也说明近年来
曲靖回族学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是以为序，以资共勉。

2010 年 1 月 20 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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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曲靖市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 保明富

珠江源头第一市曲靖市，与川、黔、桂毗邻，一市接三省 (区)，素称入

滇“锁钥”。历史上开发较早的曲靖，土地广袤，自然优势、物产丰富，令人
瞩目，自古就有鱼的故乡、米的故土的美称。公元前 280 年，楚将庄蹻率兵入
滇，曲靖为古滇国腹心地带，史称 “靡莫之属”。秦修 “五尺道”，由四川宜
宾至曲靖。元、明、清历朝，一直都是滇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新中国
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曲靖重铸历史
辉煌的 30 年。一个繁荣兴旺的曲靖，一个朝气蓬勃的曲靖，正以前所未有的
全新姿态展现于滇东高原。

不晓来龙，哪明兴替? 曲靖市是云南省典型的多民族散居地区，在 28 90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 45 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彝、回、壮、布
依、苗、水、瑶 7 个。2008 年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为 43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7. 16%。经济腾飞，国家强盛，民族工作及民族地区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盛世写史修志。自治地方民族史学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无论是从历史上考
察，还是从现状上分析; 无论从史籍，还是口碑传闻，曲靖的各少数民族都有
其灿烂的文化和引以为自豪的辉煌历史。只要考而辨之，筛而选之，均可编织
出曲靖各民族五彩缤纷的全景图。

不追去脉，哪见立德? 作为一个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民族工作者，因职
业责任的驱使，总想通过对本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引导各民族更好
地发挥优势，不断开拓前进，为今后的民族工作者留下点可资借鉴的东西，为
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尽点绵薄之力。在逐步统一市、县民族工作部门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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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并形成了以主管部门主导并具体组织的曲靖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的设想，于 2007 年开始通过率先开展曲靖回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之后将继
续开展对彝、苗、壮、布依、瑶、水 6 个世居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令人兴
奋的是，这不仅得到省民委、省宗教局和云南省回族学会的关心支持，而且这
一研究课题自始至终得到全省回族中的知名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
专家的指导和广大回族穆斯林的参与和赞助。经过市、县民族工作部门干部和
市 (县) 研究室 ( 组) 人员三年来的共同努力， 《曲靖回族历史与文化》一
书就要出版面世了。在此，我对各方人士给予的支持、对研究人员付出的辛劳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溯本源，哪可建功? 回族作为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与全国其他
55 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一同经历了祖国母亲的悲欢荣辱; 一同走过了曲
折发展的艰辛道路。当初进入曲靖的回族先民，大多是涉入仕途的、层次较高
的上层人物以及他们率领的部下。如元代随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入滇并长期在云
南任职的其回回部下及后裔; 明代随回族将领兰玉、沐英征滇屯戍的军士、家
属及其后裔。时称答失蛮、回回人、色目人，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直
到清代随回族将领哈元生、冶大雄、哈国兴入滇驻防并落籍曲靖地区的许多回
族士兵，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也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虽然不一定就
是曲靖回族的先民或始祖，但可算是最早或较早到达曲靖者，并对曲靖的开发
建设作过贡献，是对曲靖回族地区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人。更何况，其中有的
子孙，后来又进入曲靖，有支系落籍生根。如赛典赤后裔，现曲靖的纳、马、
赛、速、合、撒等诸姓以及沐英及其部属的后裔，沐、桂、保、李、丁等姓。
由于曲靖大多数回族先民起步较高，奠定了扎根立足和发展的基础，他们的子
孙后代总体上看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相对较高的生产水平。当今盛世，曲靖地
区近 8 万回族穆斯林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时俱进，高举 “两个共同”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发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认真
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多条战线、各个领域努力拼搏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
睹，不言而喻。全面总结和向广大读者介绍曲靖回族地区的全貌，将会使广大
回族同胞更加感到自豪、受到鼓舞。

不留训导，哪能奋进? 开展民族史学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需要翔
实的历史资料和对其分析研究的专门知识，既要了解本民族，又要掌握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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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理论知识，还要有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是一项研究工作者与专
家学者指导相结合，主管部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做好组织及各方面保障
工作的集体成果，真可谓众手成书，但难免留下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遗憾，这些
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认真加以总结。对现在，对将来，该书的价值和作
用自是不可估量的。能为广大读者及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利用的资料，我
们也就感到欣慰了。

2010 年 1 月 16 日于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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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曲靖回族历史沿革

曲靖位于云贵高原中部，云南省东部，故称迤东、滇东。地处东经 102°
42' ～ 104°50'、北纬 24°19' ～ 27°03'之间。辖区东接贵州省六盘水市、兴义市
和广西隆林县，西与昆明市的嵩明、富民、禄劝和东川接界，南连文山州丘北
县、红河州泸西县及昆明市石林、宜良两县，北与昭通市巧家、鲁甸县及贵州
省威宁县毗邻。早在秦汉时期，曲靖就成为祖国边疆与内地的交通要冲，素有
“入滇枢纽”、“滇黔锁钥”、“省会屏藩”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曲靖成
为有史以来西南重要的人流、物流集散地。

曲靖具有优越的自然区位。珠江 ( 西江) 发源于沾益县西北 70 公里的马
雄山，境内气势磅礴的乌蒙山、梁王山蜿蜒纵横，重峦叠嶂; 奔腾不息的南盘
江、北盘江、牛栏江一泻千里，气势宏伟。北部山峦起伏，乌蒙山主峰会泽县
大海梁子牯牛寨，海拔达 4 017. 3 米，而该县娜姑镇王家山象鼻岭，海拔仅
695 米，山高谷深，形成独特的自然奇观。中部保留着完整的高原面，山峦平
缓，地势平坦，土地广袤，云南第一坝陆良及曲沾盆地居中，为 “滇东粮仓”
和主要经济区。南部山岭河谷相间分布，多为喀斯特地貌，溶洞错落，山峰林
立，交相辉映，奇特秀丽，有闻名遐迩的罗平多依河—鲁布革风景区。区境属
低纬高原气候，年平均气温 14. 1℃，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时如春，具有
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1999 年前，曲靖市辖国土面积 3. 2 万平方公里，在这块美丽的红土地上
居住着汉、彝、回、苗、壮、布依、水、瑶等 8 个世居民族。1990 年全国人
口普查公布，全市 ( 地 ) 总人口为 520 多万，其中回族 103 180 人，全市
( 地) 139 个乡镇中，有 123 个乡镇居住有回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回族人
口最多，有 48 978 人，17 个乡镇中有 15 个乡镇均有回族分布。1999 年寻甸
划归昆明市后，至 2008 年末统计年鉴公布，全市总人口 608 万，其中回族
7. 7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 2%，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17. 4%，是云南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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