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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历史人物故事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对我国历

史的发展都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 ，回族也是如此 。为了

使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时族群众，更好地了解回族

历史，我社出版这套《回族历史人物故事丛书》。这套

《丛书》包括回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也包括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回族

人物。这套《丛书》为历史通俗读物，书中所述主要

事实均有史料依据，文字通俗生动，有故事性，还配

有插 图，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同志均能阅读 。

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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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农民到起义军战士

青 少 年 时 代

    常遇春 (公元 1330一1369 年)，字伯仁，濠州怀

远 (今安徽怀远县) 人 ，① 元末名将 ，明朝开国勋臣。

    关于常遇春的族属，尚未发现明确记载。我们认

为常遇春是回族的主要根据有二：第一，根据间接的

文献史料推论。《皇明开国臣传》载：“茂 (常遇春长

子) 弱冠封郑国公，岁禄三千石。(洪武) 二十年从妇

父宋国公 (冯) 胜北伐纳哈出。”据此，常遇春与冯胜

是儿女亲家。据《冯氏家谱序》，冯胜为回族。② 回回

又有不与外族通婚的风俗。元代 ，回回大批迁入中国，

    ① 宋濂：《常遇春神道碑铭》。

    ② 《冯氏家谱序》：“始祖讳宠，大明洪武年柱国官 (追封)．诰命
    夫人龙氏生二子．长国勇，次国胜 (冯胜原名)”，“冯氏先本

    回民，世代其教，今隶沈阳，为著胜。”该家谱存沈阳市伊斯
    兰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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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男娶当地汉女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回女嫁汉男的情

况则十分罕见。《古兰经》中有明确规定：严格禁止穆

斯林与异教徒通婚。①回族人，尤其是古代的科学知识

极其贫乏的回回人，笃信伊斯兰教，一般都不敢违反

这一教规。尽管《古兰经》也规定，异教徒只要皈依

了伊斯兰教，亦可与之通婚，然而在封建夫权十分严

重的时代，汉女嫁回男，从夫家教门和生活习俗尚可

办到，汉男娶回女，从妻家教门和生活习俗却是极难

办到的。以常氏父子的名望和地位而论 ，常茂不可能

为娶冯胜之女而屈从异教，而冯胜的名望和地位与常

遇春也相差不大，不至于为择佳婿而令女叛教。因此，

常冯两家都是回回比较顺乎情理。第二，根据民间的

口碑史料。在回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常遇春是回回

的传说。这些传说大致可分三类：其一，常遇春为表

示对真主的敬奉，曾出资修建了不少清真寺，如北京

的东四清真寺、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和山东

临清县清真寺等 。这些清真寺的规模都不很大 ，常遇

  ①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页：“你们不要

    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她们信道。已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

    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你们不要把 自己的女

    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 ，直到他们信道。已信道的奴仆 ，胜过

    以物配主的男人，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这等人叫你们入火

    狱，真主却随意地叫你们入乐园和得到赦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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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具有修建它们的财力。据史籍汜载，常遇春也到过

山东和北京。其二，传说常遇春军中有不少回回。北

京市朝阳区双桥公社长营 (原名常营) 大队是一个回

民占百分之八十的大队，《常营村史》说 ：“明朝大将、

回民常遇春攻打通州，在这一带地方安营扎寨，常营

村便由此得名，至今已五百九十多年了。营撤之后，留

下了张、李、丁、戴等八姓回民，这就是本村最早的

回民。”(!)据史籍记载 ，常遇春确于北伐时攻打过通州。

常营村由此得名、撤营后留下一些回回伤病士卒等人

员，也是极有可能的。回回人有些宗教和生活上的特

殊需要，他们在从军时 自然要选择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的军队，如果在回回将领统率的军队里 ，他们的宗教

信仰和生活习俗能够得到较好的尊重和照顾。因此，回

回人较多的军队．其将领也是回回的可能性较大。最

后 ，一些 回族人 自称是常遇春 的后裔 ，如安徽怀远 县

常坟公社 (常遇春的故乡) 的常姓回回、解放前二|匕京

回族大商人常子萱、常子春、常子久三兄弟等。这些

人虽无家谱，但从其居住的地点来看 ．也有可能是常

遇春的后裔 。根据上述材料 ，我们可以基本确认 ，常

遇春是回族。

① 《常营村史》1964 年油印本，现存长营大队。



    常遇春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① 他的青少

年时代是在朝政 昏暗、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度过的。那

时，皇室、官僚、地主和僧侣疯狂地兼并农民的土地，

迫使无数农户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流民或债务奴

婢。朝廷和官府非但不体恤民情，反而变本加厉地敲

榨百姓 ，以维持他们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仁

宗继位时，赐给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财物达黄金三

万九千六百五十两，白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干五十两，钞

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 (每锭折合银五两)，币帛

(即缯 帛，古人馈赠用的丝织品) 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

十八匹。②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皇恩浩荡。元朝的

皇帝全都笃信佛都。朝廷修建了无数的寺庙，供养着

大批过寄生生活的僧人。宫廷内作佛事，最多时一年

达到五百余次 ，为做佛事，一天用羊近一万头。⑧如此

毫无节制地挥霍浪费，造成了元朝政府严重的财政危

机。武宗至大四年 (1 311 年)，政府年收入为二百八十

    ① 宋濂：《常遇春神道碑铭》。

    ② 《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

    ③ 《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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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锭，支出却达到五百二十万锭。①为弥补亏空，政府

就用加派苛捐杂税、滥发纸币等手段，把危机转嫁到

人民头上。从元朝中叶以后，每年征调的田税赋役比

元初时增加了二十倍以上。③ 贪官污吏趁机巧立名 目

搜刮民脂民膏。这帮家伙虽然治国无术，却不乏聚敛

之才，聚敛的名目繁多：下属参见要收“拜见钱”；逢

年过节追索“节钱”；过生日要收“生 日钱”；办理事

务要“常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捕人犯要

“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无事白要叫“撒花

钱”……③各种摊派多如牛毛。沉重的负担使人民不

堪忍受。

    朝廷在任用官吏上实行任人唯亲，甚至公然卖官

鬻爵，由此造成了一个腐败无能、鱼肉百姓的官僚集

团，致使奸宄肆虐，刑赏失宜，政治黑暗。王公贵族

无恶不作 ，地主豪 民横行 乡里 ，黎 民百姓饱受欺凌 。官

府对此却置若罔闻，甚至对草菅人命之事亦不过问。地

主官僚狼狈为奸，残害无辜。当时的歌谣说道：“天高

① 《元史·武宗本纪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 ，各省

    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仅二百七十万

    锭，自陛下继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

    百万锭 。”

② 《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序》。

⑧ 叶子奇 ：《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 5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 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①可

见人民受压迫之深重 ，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然而

除此之外，尚有比历代都要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

迫，如枷锁一般套在各族人民的脖子上。蒙古贵族为

了便于统治，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

指原来蒙古各部的人；第二等是色 目人，指蒙古贵族

征服的中亚细亚各国人，以及留居中国的欧洲人，其

中包括回回人；第三等是汉人，指金朝统治下的北方

汉人和女真、高丽、契丹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在南

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主要是汉人。元朝政府制定了

一整套极为不公平的、残酷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严

格维护各民族之间的等级界线，保护以蒙古贵族为首

的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汉人和南人备受歧视和奴

役 ，对南人的压迫尤甚。那时，将南人二十户编为一

甲，以蒙古人为甲主。甲主在甲内“衣服饮食惟所欲，

童男少女惟所命”，②南人敢怒不敢言。南人和汉人的

民族 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战乱频繁是百姓的又一大灾难。当时，统治集团

内部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争夺的焦点集中在争夺最

  ① 黄溥：《闲中古今录》。

  ② 徐大焯：《烬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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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统治权——皇位上。宫廷政变和武装政变层出不穷，

皇帝频频更换。仅从公元 1328 年至 1333 年五年之内

竞换了五个皇帝。在争夺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互相

倾轧仇杀，往往演成大规模的内战。由于皇权衰弱，政

局动荡，各地有实力的军事贵族乘机拥兵割据 ，为扩

充实力和争抢地盘互相征战不已。无数壮丁战死沙场，

许多城镇毁于兵火，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疮痍满目。百

姓为躲避兵祸四处逃难 ，流离失所，饿死、冻死者不

计其数。

    常遇春的家乡地处中原，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

更为惨重，战争也更为频繁。遇春小时，经常有官军、

地主豪强的私家军队或强盗成群结伙地进村烧杀抄

掠。官府还三天两头地差人进村催钱粮、抓壮丁。像

遇春家这样的贫苦农户，能保住身家性命，苟延岁月

已属幸运 ，根本不敢奢望送子求学。所以遇春 自幼便

“不习书史”。①这对他的成长和后来从 事的反元斗争 ，

当然是不利的。但遇春是个有志向的少年，求学无路，

便习武功。那时朝廷规定，汉人和南人不准学习武艺，

意在防止他们造反。遇春家虽穷 ，好在还是回回，不

受这个规定的限制。他经常起早贪黑或利用农忙之余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常遇春传》。



苦练武艺。从弟 (同父异母弟) 常荣是他最好的伙伴，

兄弟二人经常一起习武和较量。由于遇春气力过人、武

艺高强，常荣总是败在他的手下。遇春二十岁左右时，

已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健壮的体魄。长期习武的结

果，使他弓马娴熟，长短兵器无不精通，尤其擅长射

箭。他臂力过人，专用特制的硬弓，箭射得既远又准，

百步之内箭无虚发，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箭手。史书称

他“勇力绝人，猿臂善射”。(!)

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末的黑暗统治时常激起民变，小规模的农民起

义此伏彼起，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连年

不断的自然灾害又促使这一矛盾进一步激化。元统元

年 (1333 年 )，京城一带大雨 ，灾 民达 四十余万 。次年 ，

江浙遭灾，饥民多达五十九万。至元三年 (1337 年)，

江浙又遭灾，难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 (1344 年)，黄

河连续三次决 口，饿殍累累，哀鸿遍野。当时有个民

谣说道 ：“天雨线 ，民起怨 ，中原地 ，事必变 。”⑧预示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常邋春传》。
  ② 《元史》卷五十一《五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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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规模的事变即将来临。常遇春二十一岁那年(1351

年 )，终于爆发了元末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红

(巾) 军大起义 (红巾军当时被称作“红军”)。

    红军主要分为两支 ：一支起于蕲州 (今湖北蕲州

镇)和黄州 (今湖北黄岗)，领导人是彭莹玉、徐寿辉。

彭莹玉是个贫穷僧人，人称“彭和尚”。他长期利用白

莲教组织起义。至正十一年 (1351 年 ) 八月 ，一切准

备就绪，便焚香誓众，推教徒徐寿辉为首领，举兵起

事。当年九月攻占蕲水 (今湖北浠水)，徐寿辉在那里

称帝 ，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其后，分兵两路

进攻元军。不到一年 ，天完国便控制了今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队伍发展到百万人。①

    另一支红军起于离常遇春家乡很近的颍州 (今安

徽阜阳)，领导人是刘福通、韩林儿。刘福通 ，颍州人，

初与韩山童一起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起义队伍 。至正

十一年 (1351 年) 四月，元政府征发民工十五万修治

黄河。刘、韩二人认为时机已到，便安排数百名教徒

去当河工，在河工中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就要

下世’’，② 聚集信徒，准备起事。不料机密泄露，L【J童

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三。

(多《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韩林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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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擒杀。刘福通力战逃脱，鉴于事情紧迫，决定提前

举事。河工们得知消息，纷纷响应，杀了监工河官，与

刘福通的主力汇合在一起攻打州县。他们开仓济贫，杀

贪官污吏，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得到百姓的

拥护 ，从者数十万。至正十五年 (1355 年 ) 二月，刘

福通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 (今安徽毫县) 称帝，

又号“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中原各地

的红军都接受了宋的领导。① 在刘福通和韩林儿这支

红军中，有一分支，领导人叫郭子兴。子兴是常遇春

家乡一带的人，他起义后占据了濠州 (今安徽凤阳)，

称濠州节制元帅。郭子兴义女马氏之婿朱元璋，也就

是后来的明太祖，当时在子兴麾下。子兴死后，小明

王任朱元璋为左副元帅，统领子兴旧部。后来常遇春

投到元璋军中，并协助元璋夺取了天下。．

    彭莹玉和刘福通分别领导的两支红军，基本队伍

主要是贫苦农民，他们受蒙汉地主阶级的压迫最深，斗

争最坚决。两支义军都以头裹红布头巾为标志，因此

同被称作“红军”，他们都信奉白莲教，烧香拜弥勒佛，

又同被称作“香军”。可是，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

  ① 《鸿猷录》卷二，《国初群雄事略》卷一，《明史》卷一百二十

    三《韩林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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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未能联合在一起共同对元军作战，而是各有其

众，各占其地，甚至为争夺地盘而互相厮杀火并。

    与红军起义的同时，还有至正八年 (1348 年) 的

浙东方国珍起义和至正十三年 (1353 年) 的张士诚起

义。他们主要在江浙一带打击元军。但这两支起义军

的领导人，主要是私盐贩子、盐丁和破产的中小地主，

尽管他们也受剥削压迫，但较之贫苦农民毕竟要轻些。

因此，起义后领导集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占有一

片土地，便想偏安一隅，安享富贵。所以，他们一受

到元军的强大压力就妥协投降，反过来攻打其它起义

军。朝廷的军事压力一减轻 ，他们便重又与朝廷抗

衡①。后来，朱元璋为了扩展地盘，也频频发动吞并张

士减j 方国珍的攻势。常遇春曾与张士诚多次交战。

投 奔 红 巾 军

    常遇春二十二岁那年，红军大起义已席卷了大半

个中国，各地的英雄豪杰也纷纷I响应。一时间，聚众

起事的不胜枚举。遇春在家乡不断听到起义军打胜仗

的消息。先听说，刘福通率众攻破朱皋 (今河南朱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方国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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