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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第一节　　　　历史和现状

海南省的回族，据 年第三次 人，居全国人口普查有

住在三亚市（主要在羊栏镇回辉村和回新 人，其余居村）的有

住在岛内其他各县市。 年的人口普查，海南省的回族为

人，按比例推算，三亚市的回族估计约 余人，居住在回辉、回

新两个村的约有 人左右。

关于回族的来源，据当地老人介绍，相传祖辈最早居住在马来

西亚，后来漂泊到越南南部定居，从事渔业。一次遇台风，有几只

船被吹到海南岛崖县一带海岸，其中一只船翻了，一只漂到田独一

带的海面，一只漂到三亚附近，一只漂到崖城海面。在田独的后来

迁到儋县定居；在三亚的看到当地生活环境好，就住下来了；在崖

城的那部分人开始在那里住下，后来也迁到三亚，与这里的人合在

一起。关于三亚回族的来历，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据明万历《琼

州府志》卷三的记载“：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

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

堂，念经礼拜⋯⋯。”《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记载“：崖州⋯⋯番

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今

编户人所三亚，皆其种类也⋯⋯。不与民俗为婚，人亦无与婚者。”

《崖州志》卷一记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

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初本姓蒲，今



多改易，不食豕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建清真寺。白衣白帽，

念经礼拜，信守其教，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群念经。有能

西至天方，拜教祖寺茔，归者群艳为荣。⋯⋯捕鱼办课，广植生产。

婚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汉人为婚，人亦无与婚者。”《宋史》和

（明宪宗实录》谈得更具体，《宋史 占城传》“：雍熙三年（

年），其王刘继宗遣李朝仙来贡。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趾

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宋会要 番夷四》“：端拱元年（ 年）

十一月，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人来附。”《明宪宗实录）

成化二十二年卷二八四“： （ 年）十一月 癸丑，巡按广东察御

史徐同爱等奏：‘占城国王子古来攻杀交趾所置伪王提婆苔，交趾

怒，举兵压之境，必欲得生提婆苔。古来惧，率王妃王孙及部落千

余人，载方物至广东崖州，欲赴诉于朝。’事下礼部复议。上曰：‘古

来以残败余息，间关万里，提携眷属投附中国，情可矜悯，其令总

兵、镇守、巡抚等官加意抚恤，量与廪饩，从宜安置，毋致冻馁，仍严

密关防之。’”又《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六“： 成化二十三年（

年）正月辛酉 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广东谕占城国王古来。总督

两广军务右副都御史宋旻等奏：‘古来在崖州，坚欲入朝，赴诉交趾

侵虐之害。且言其所还州县，皆荒僻凋弊之区。’事下兵部复议，谓

古来辞与安南国前所奏者不同，命多官集议。于是英国公张懋兵

部右侍郎何琮等议，以为两国事难遥度，宜遣大臣一人往犒古来，

且谕之云：‘朝廷悯尔委国远来，劳于跋涉，其勿入朝，恐久暴露于

外，占据者渐有固志，客处者各怀异心，不如早归，以安国人。’仍移

文安南，责以存亡继绝之义，若果非王意，宜遣使迎古来复其国以

自解。诏可，遂命滽往。”

从以上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占城国和安南在唐宋时代

与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的。占城人移居海南岛远不止史书上所载的

几批。他们来到海南岛以后，多散居在崖县沿海一带。现今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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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还保留着许多冠以“番”字的地名。如三亚市东部藤桥东溪河入

海处附近有个“番岭”，岭东还保留数十座古波斯式的墓群；藤桥区

的龙海乡陵水湾岸边有一个“番园村”，村边有个古井叫“番人井”。

三亚市西部的黄流西南十几 月，我年里处有一个“番塘”。

们在回辉村调查时，发现清真寺前有一块石碑，碑高 厘米，宽

厘 年）的《正堂禁碑》，碑文约有米，是立于乾隆十八年（

个字，所记的是崖州官府就回族人蒲儒嵩等与保平里徐翰圭

等互控海面一案的判语。由于碑文有些地方模糊不清，没有将全

文抄下。 年我们曾看到了《广东民族研究通讯》总第 期黄

怀兴的文章《三亚回族 正 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一文，附有堂禁碑

拓片碑文，现将全文转录如下（：标点符号为著者所加）

特授崖州正堂加二级纪锡四次许为恩准给碑模，以

垂久远事。据士民蒲儒嵩、周贤盛、周之造、王仕伟、蒲相

贤、蒲学嵩、蒲高仕、蒲弘仁、周元秀、蒲高贤、陈国傅、蒲

锡嵩、蒲金玉、蒲春徛、蒲永发、蒲万谥等状呈前事，到州

堂批准抄录判语勒碑在案。随查保平里徐翰圭三亚蒲儒

嵩等互控海面一案，绿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

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共载米五百八十四石二斗零，共

纳征课银一百六十二两九钱零，近年所三亚里完银六十

一两三钱零，保平里完银五十两六钱零，望楼里完银四十

二两九钱零，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蛋户向来按照各埠

采捕输纳，或有异邑小艇呈请给照顾在其处海面采捕，即

帮照其处课粮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

圭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

殊，具控前来庭讯之下。查保平、望楼二里载米二百五十

石，黄流莺歌二湾分载米二十石，余按户征输，自深沟至

黄流海面仅一百四十里，三亚里载米一百六十石内，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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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五十年间抽米饷于赤岭、琊琅等处仅米一十石余，亦按

户征输，自红岭至崖陵交界赤岭海面共一百七十里，其番

坊绝米已有燕菜足供输纳，若以东西海面米石相较，则西

面米多海少，所以徐翰圭等有不平之鸣，但事已经久远，

殊难纷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兹据该生等呈请给发碑

模，前来合行勒石示谕。为此示谕各该蛋户人等知悉，嗣

后务宜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

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蛋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

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纲步兹事。如敢抗

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事究治，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初十日立

回族人把判语刻成碑，立于清真寺前。从这碑可以看出回族

过去分散在崖县的大部分海岸，比现今的范围要宽。现在回族集

中在回辉、回新两个自然村是后来的事。

德国民族 于学家史图博（ 年和 年曾两次

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其他民族 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海南

岛的黎族 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

书中主要是对海

南岛黎族实地考察的记录，其中有一节谈到海南岛三亚的“伊斯兰

教徒”。

“自三亚港沿海岸平原向内陆方向仅约 公里的地

方，坐落着三亚市，它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有趣的地

方，因为此处居住着当地众多民族当中一个特别的种族，

伊斯兰教徒的移民。这一情况，有关文献一再提到，例如

希尔德和萨维纳也都在文章中记述过，萨维纳还访问过

此地。我们曾于 年两次从三亚港到三亚市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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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访问。那里的房屋大部分已新建成现代风格的

式样；街市被美丽的香蕉园所环绕；在它的附近有一个地

方盛产一种在汉人中很有名的化石小蟹，这是一种很有

价值的药材。

三亚市有四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其中最大的、位于

西部的寺院里，我们受到了寺院中德高望重的毛拉（对伊

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和教师们非常友好的接待，他们用蛋

糕和泡过甜汁的鸡蛋款待我们。据三亚港一位有名望的

汉族商人说，这些伊斯兰教徒是乐于助人而友好的人，他

们拥有土地，大部分都出租；除了围猎，他们还捕鱼，并拥

有渔船。 户伊斯兰教徒，大约在三亚港总共有

人。他们的村庄曾两次被烧。

这些伊斯兰教徒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属于

狭窄的面部和窄而长的钩状鼻子的；另一种是鼻子不那

么高挑但较宽而鼻梁凹陷，颧骨隆起比较突出的，后一种

类型更为常见。通常他们的头盖骨是圆的，眼眶平坦；老

人下巴上留着胡子，有些人的胡子是平直的，有些是卷曲

的。那种长钩状鼻的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拉伯人种，

而第二种则与中国北方伊斯兰教徒中常见的类型完全相

同。我也曾在三亚市见到过一位来自广西桂林的老伊斯

兰学者，与西方伊斯兰教寺院有联系的学校的教师，和另

一位在湖南长大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二人也都属于后一

种类型。

他们的服装，无论男女都与汉人没有什么不同。只

是那里的老年男子经常留着引人注目的胡须，并且到处

还可以见到男人戴着“非斯帽”。去麦加朝拜的伊斯兰教

徒留着长须，戴着流行的非斯头巾。在他们当中受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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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能讲很好的官话；但其他人则讲一种很特殊的方

言。其数词大部分来源于马来语，而除此之外似乎找不

到任何来自马来语的标志。孩子们在学校也学阿拉伯文

字。

伊斯兰教的寺院并不很大，但很美、很洁净，而且同

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汉式建筑风格。三亚市的伊斯兰教

徒是“什叶派”，他们与广州市，特别是那里的光塔寺的伊

斯兰教徒保持着联系。我看到过许多去麦加朝拜的伊斯

兰教徒；据说每年都有一些村民去麦加朝圣。虽然那里

的伊斯兰教徒很殷勤地招待了我，并很乐意地回答了我

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却不允许我参观他们的寺院，也不

准我碰一下寺院中那本很干净、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古

兰经。

虽然那里的人向我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与其他民族

的人相对立，但实际上他们是自我封闭的，同族人之间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居住着一个

从广西来的伊斯兰教徒和一个从湖南来的教师。他们向

人们详细讲授有关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世界中所发生的大

事件，并告诉我有关曾对云南的伊斯兰教徒进行无理追

捕之事，但是反过来他们又是很和平安定的。这些是我

在谈到一位伊斯兰教徒的领袖、也是我的一个来自山东

的朋友马福祥的功绩和关于他在中央政府中的威望时被

告知的。

很明显，这里的伊斯兰教徒不与信仰不同宗教的其

他民族的人通婚。他们的墓穴都是由石头建成，而且全

部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在三亚市逗留的短暂的日子里，可惜能收集到关

6



于那里伊斯兰教徒的传说太少了。据传闻，此地由于近

年来遭到劫掠，大部分的家谱都遗失了。据人们告诉我

他们的祖先是在唐朝时从西域（新疆）来到中国，并在此

发展起来的。据一个传说讲，他们从广东移居海南始于

宋朝。而另一个传说则说 年前他们在前往安南早在

的路上在海南岛靠岸。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

个小村落中同时存在着在人类学中两个不同类型的种

族，其中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北方和土耳其斯坦的种族，另

一个是来自阿拉伯的混血人种； 这些伊斯兰教徒之

间讲着一种语言。在我们进一步了解关于三亚市伊斯兰

教徒之前，人们想象不到，大陆的伊斯兰教徒与那些南方

跨海而来的伊斯兰教徒在这里能如此融洽。在宋、元两

个朝代，中国与近东的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交往很是繁荣，

沿中国的海岸线向上到杭州，有数目众多的、大规模的伊

斯兰教徒商业移民区，其中也住有许多阿拉伯人。这些

有着航海经验的伊斯兰教徒至少是由于偶尔的船只遇难

而来到海南岛的，因为在岛的南海岸没有很好的港口作

为船只的避难或是作暂时停泊之用。许多海南岛伊斯兰

教徒的外貌，使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同阿拉伯人的混血人

种联系起来。”

近人岑家梧教授曾调查过三亚回族，并于 年代发表《三亚

港的回教 载《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介绍这里回族的情况。现将

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海南岛南端的三亚港，现有回教徒千余人，集族而

居，俗称番村。有清真寺四处，至今尚行礼拜不衰。

三亚港回教的来源颇早。万历《琼州府志》卷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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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

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

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像貌与回回相似。今从

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蒲、方二姓及不食猪肉，都是回教

徒的习惯；所谓共设佛堂，当指清真寺而言。回教徒究从

何处驾舟而来？《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一三八一云：

‘崖州⋯⋯番俗本占城人⋯⋯。’ 或占城即

，约当今越南南部的平定。桑原骘藏氏根据

宋史占城传记述入贡中国的使者中有莆诃散、蒲罗遏、蒲

思马、忽宣等，乃断定他们都是占城的阿拉伯回教徒或受

回教化的占城人；又据《五代会要》及《宋史》记述占城人

的‘风俗衣服，与大食相类’，乃考定占城与伊斯兰教当有

若干关系（冯攸译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

页）。占城概多回教徒，则三亚回教来自占城，

自属可信。⋯⋯可推知崖州回教的传入时代在宋雍熙

间。

现在三亚的回村，共建清真寺四座，俗称东、南、西、

北四庙，形式与他处的清真寺相同。东庙的建筑年代较

早，南庙建于嘉庆年间，西庙建于光绪二十年（ 年），

北庙建于乾隆年间。其人以蒲、哈、海、李、江、刘、陈等为

姓。蒲、哈、海应为阿拉伯人来华后之姓，李、江以下的则

系袭用汉姓。⋯⋯三亚的回教徒，到了乾隆年间，虽姓氏

稍改，但其他一切习俗，俱不变更，且时有朝拜天方之举。

年间，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院曾派忽那将爱到三

亚测量回教徒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共 人，皮色发

色与琼崖一般汉人无异，但虹彩似褐色为多，淡褐色

之，淡色者少数（。其报告见忽那将爱：《海南岛三亚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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