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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传入我国千余年以来，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

成了大量的有民族与区域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 并广泛地渗透

在祖国的各个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音

乐方面， 中国伊斯兰音乐在传播过程中， 既教化了回族穆斯林自

身，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透过音乐文化，穆斯林懂得了自己

的价值，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虔诚的信

仰中，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强盛与安定、民族兴旺与和平的永久事业

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获得了民族音乐文化的永生。

回族的传统音乐包括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两类， 其中宗教音

乐中保留了较多的伊斯兰音乐传统， 而其民间音乐则更多地体现

着多元混合的特点。 回族的宗教音乐主要是指在寺院仪式和教众

日常生活中所“念”或“赞”的各类音调，比如召唤教民到寺院礼拜

时的“招祷歌”（也称“宣礼调”、“叫拜”、“喝礼”等），在“开斋”、“宰

牲”等盛大庆祝活动中集体咏唱赞美真主的“双节歌调”，每天五次

礼拜和一些民俗活动中念诵的“礼拜歌调”，以及一些民俗活动中

为弘扬教义、赞美真主而创编的各种民俗宗教歌调等。据说在这些

用阿拉伯语或古波斯语吟诵的歌调中，吟唱《古兰经》时所用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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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歌音调不仅是最丰富的，而且还保存了纯正的阿拉伯音乐特征，

被学者们视为“伊斯兰音调的宝库”。

回族的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是回族传统音乐的主体，此外

还有少量流行于民间、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基本相同的乐器，比

如三弦、二胡、竹笛、芦笛（筚篥）、口琴子（口弦）、泥哇呜（又叫“泥

箫”）、咪咪（管子）等，约10多种。不过，这些乐器和民歌主要分布在

回族人口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自娱性较强，且以演奏民歌小调为

主，较少有独立的器乐曲。西北地区回族的民歌品种较丰富且相对

统一，一般可按体裁分为山歌、劳动号子、小调、宴席曲、叙事曲、儿

歌等几类。 其中，劳动号子、小调等民歌基本与当地汉族民歌相同

或相似， 花儿和宴席曲却是回族民歌中较具特色和颇具代表性的

两个歌种。其他地区的回族民歌，其品种甚至风格则多受当地汉族

或其他少数民族民歌的影响。

回族民间音乐在旋法中多运用四度框架与细碎装饰音相结

合，表现在曲调上行时连续四度大跳形成较大的起伏，下行时则取

迂回波浪式，在高亢、刚健之中又带有抒情缠绵的风味；曲调中先

现音和延留音频繁出现；民间歌手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唱法，体现

曲调高亢、音域较宽、音程跳动大的特点；多用散板和混合拍，节拍

丰富；调式按地区不同有所区别，河州花儿多用五声徵调式，也称

“商徵型”；山花儿多用五声羽、角调式，其他调式次之；回族民歌中

的七声音阶多含有降si音，它在调式中起骨干音的作用，有时因降

si音而形成调式交替或离调。

回族民歌的产生、流传及发展，是与回族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

的。 它们大多都直接反映了回族人民的爱情、生产劳动、反抗封建

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翻身解放及改革开

放后好日子的歌颂。

本书主要收集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的部分回族民歌，

其中有经久流传且伴随我们从小长大的传统回族民歌， 也有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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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作的现代回族歌曲。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以及搜集各种资

料， 我们对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风格的回族民间歌曲及回族创作

歌曲进行了收集和整合，并加入了自己对歌曲的理解和感受。希望

能对保护和发扬少数民族音乐作一份贡献，尽一份绵薄之力。由于

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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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族概况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 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据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回族人口981.68万。 截至目前，
人口已超过1000万，仅次于壮族，其中以西北地区居多，以大分散、
小聚集的方式分布于全国各地。 在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地
区，回族一般在农村自成村落,在城镇自成社区，保持着自己的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少数省区有一些集中聚居地，如宁夏回族自

治区南部山区和同心、吴忠、灵武等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及青海的湟中、化隆、门源等县，回族人口在当地
占多数，最高的占90%以上，这些地区民族特点比散居地区较为突
出鲜明。

关于回族的来源，可上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 “那时开始有阿拉
伯和波斯商人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历经
五代至宋末，五六百年不断发展，成为回族来源的一部分。 而回族

主要来源则是13世纪初叶， 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的中亚
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由于当时东西交通大开而自愿东
来的商人。 这些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到中国后，绝大部分
做军士、农人和工匠，小部分人做官、经商，或做宗教职业者和学术
人士。 由于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与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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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过程中形成回回民族。 ”从元代开始，我国官方文书中开始有

“回回”的称呼，但一般多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明清两代

文书中有时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时专指回族，也有的将回

回分为缠回（或西域回回）和散居回回；所谓散居回回也就是我国

今天回族的先民。

一、回族血统及名称来历
（一）回族血统

回族是以中东阿拉伯、波斯族系为主体，兼容吸收了蒙、汉、维、

藏、傣、白等民族，以伊斯兰为强有力核心而凝结成的一个天授的穆

斯林民族。 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一样，以认主独一为民族向心力。

（二）名称来历

回族的“回”字，是沿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回回教”中的

“回”，回字“大口里有小口”，取该字意在告诫人们要言行一致，而

且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口舌承认，心里诚信”是相符合的。所

以从文字的演化上讲，回族的“回”在意思上范围缩小了。

回族一词作为民族称谓， 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现在清乾隆时
代。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向肃州地
方的迁徙时写道：“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
族。 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

面回回，则回族也。 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 士商营伍，咸有其
人。 ”再往后的年代，“回族”作为民族称谓使用越来越普遍，仅在官

方记载中的例子就不胜枚举。

二、民族语言
（一）母语

母语是一个民族所共同认同并传承的、 有一定本民族内在文

化认同的思想符号形式。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以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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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做母语的初期， 到明末清初群体性使用汉语做通用语的千

年历程中，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成长史。 但是要说明的是，回族在使

用汉语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属性。 这正是回族通用

汉语的原因，而非成为母语。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的语言创制任重

而道远。 回族的语言中必然要凸显出回族的文化属性来。

（二）经堂语（阿拉伯语为主）

经堂语可以说是回族的一种语言！ 因为它包含了民族语言的

两个基本元素：其一，说着自己民族的事情；其二，凸显民族精神。

回族人的文化属性毋庸置疑是伊斯兰， 而回族阿訇们承担起了领

袖及导师的作用，在演讲中，夹杂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又用汉

语来表述民族观点，通过每个星期五的演讲，这种古老的民族创制

语言延续发展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学者论证过这种语言

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真实价值和意义, 但是因为这种语言是有局
限性的，人民大众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也不现实，所以就被搁置下

来！ 近几年，随着学者对经堂语的抢救性保护及完善，很有可能使

这种古老的回族语言传承并发展成为实用的语言。 这需要回族群

众自己进行保护，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三）小儿锦

小儿锦是回族独立创造的通用语文字！ 由于在小儿锦中夹杂

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使得小儿锦又在某一方面来说属于回

族的经堂语和生活用语都包含的语言形式， 所以将其说成是一种

语言并不为过。小儿锦的基础字母是以“古兰经”字母为基础的，回

族人分散在祖国各地又根据自己所处的语言区创制了4个独有字
母！ 在中亚的回族（东干族）传承了这种语言文字并发展成为中亚

回族母语，后在苏联时期用“斯拉夫”字母进行拼读，目前仍在使

用。 属于世界语言支系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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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习俗
回族人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建有清真寺， 由阿訇主持宗教活

动，经典主要是《古兰经》，信徒称“穆斯林”。 生活习俗固守回族传

统，遵循教规，讲究卫生。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重

要作用。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举行礼拜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的还

负有传播宗教知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使命。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

心目中有着重要位置。 按伊斯兰教历，每年12月10日为古尔邦节。

每年的这一天，形成了宰牲献祭的习俗并沿袭至今。 另外，伊斯兰

教规定，每年教历9月定为斋月。在斋月里要封斋，要求每个穆斯林

在黎明后至落日前的时间里，戒饮、戒食、戒房事……其目的是让

人们在斋月里认真地反省自己的罪过，使经济条件充裕的富人，亲

自体验一下饥饿的痛苦心态。 到教历10月1日即斋戒期满,举行庆
祝斋功完成的盛会，这一天就是开斋节。 开斋节这天，人们早早起

床、沐浴、燃香，衣冠整齐地到清真寺做礼拜，聆听教长讲经布道。

然后去墓地“走坟”，缅怀“亡人”，以示不忘祖先。

四、饮食习惯
回族分布较广，食俗也不完全一致。如：宁夏回族偏爱面食，喜

食面条、面片，还喜食调和饭。甘肃、青海的回族则以小麦、玉米、青

稞、马铃薯为日常主食。油香、馓子是各地回族喜爱的特殊食品，是

节日馈赠亲友不可少的。民间特色食品有酿皮、拉面、打卤面、肉炒

面、豆腐脑、牛头杂碎、臊子面等。 多数人家常年备有发酵面，供随

时使用。 城市的回族一年四季早餐习惯饮用奶茶。 肉食以牛、羊肉

为主，食用各种有鳞鱼类，如北方产的青鱼、鲢鱼、鳇鱼等。 回族长

于以煎、炒、烩、炸、爆、烤等各种烹调技法，风味迥异的清真菜肴

中，既有用发菜、枸杞、牛羊蹄筋、鸡鸭海鲜等为主要原料，做工精

细考究，色香味俱佳的名贵品种，也有独具特色的家常菜和小吃。

西北地区的回族民间还喜食腌菜。 回族饮料较讲究， 凡是不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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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洁净的水均不饮用。 忌讳在人饮水源旁洗澡、洗衣服、倒污

水。 回族也喜饮茶和用茶待客，西北地区回族的盖碗茶很有名。 宁

夏回族还饮用八宝茶，罐罐茶也很有特色。

五、服饰特色
回族服饰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回族聚居区中，回族群众依然

保持着中亚人的传统穿衣打扮。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回族特点的穆

斯林服饰———男子多带小白帽，女子带各种花色的头巾。

回族服饰的主要标志在头部。 男子们都喜爱戴用白色制作的

圆帽。 圆帽分两种，一种是平顶的，另一种是六棱形的。 讲究的人，

还在圆帽上刺上精美的图案。 回族妇女常戴盖头。 盖头也有讲究，

老年妇女戴白色的，显得洁白大方；中年妇女戴黑色的，显得庄重

高雅；未婚女子戴绿色的，显得清新秀丽。 不少已婚妇女平时也戴

白色或黑色的带檐圆帽。 圆帽分两种，一种是用白漂布制成的，一

种是用白线或黑色丝线织成的，往往还织成秀美的几何图案。服装

方面，回族老汉爱穿白色衬衫，外套黑坎肩（老乡称“马夹”）。 回族

老年妇女冬季戴黑色或褐色头巾，夏季则戴白纱巾，并有扎裤腿的

习惯。 青年妇女冬季戴红、绿色或蓝色头巾，夏季戴红、绿、黄等色

的薄纱巾。

回族的服饰具有多重作用。 一是保护身体。 这是人类生产、生

活和生存的客观的必然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服饰，夏

天穿单衣，冬天北方回族人多穿棉衣和皮衣、皮鞋等，东北和西北

地区的回族人为了防寒还戴棉帽、皮帽或耳套等。回族妇女为了防

风沙还戴盖头、搭围巾等等。二是装饰的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回族人也不例外，这是人类美化自身的内在要求。 如男子穿衬衫、

套青坎肩，女子点额、染指甲，在衣服上绣花，都有装饰的因素。 三

是具有信仰的因素，回族人去清真寺或过民族节日，需头缠戴斯达

尔、穿准白、穿麦赛袜子，妇女搭盖头等，因此回族服饰除了保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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