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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研究上 国家社科基金项 êl (当代中国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态势研究上

宁夏科技攻关项目 〈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 等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一项。 已发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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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大辞典〉 等辞书。 2003 年获国际伊斯兰和平学术奖，论文(著作)先

后获全国一、 二、 三等奖，集体成果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先后多次被评为宁夏大学优

秀科技工作者。 近年来，曾多次应邀赴伊朗 、 德国、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和访学。主要从事回族学、 伊朗学、 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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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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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êY@]族科学技术史}一书，以研究E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涵盖民族

学、天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堆理学、医学、考古学、地

质学诸多方面的内容，集文献资料和实用科技于一体。作为一部史书， {中 E

E族科学技术史〉是国内首次系统、全面撰述回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图文

并茂，时间跨度大，从自族的起源、影成至 1949 年新中E成立前，全方住地记

录了回族的科学技术成就，展示了自族科学技术的魅力，记录了回族主要科技

人物的风采雪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中国E族科学技术史〉的出

摄填补了中华民族科技史的一项空白，无疑位将极大士也丰富我嚣的科学技术史

宝库。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民族文明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族科学技术史是整 序

个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史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华畏族五千年文明史中

E族的创造发明，源远流长，涉及领域广阔，建树颠多，在祖昌的政治文明、

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茄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给值

与意义。同时，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等菌素的影响，

E族科技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族特色。迄今为止，@]族科

学技术史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呈在天文历算、医药典籍、建筑技术、水

利工程、科技工艺等领域浅涉初探，取得了一些零散的成果，然商，并没有全

mï而系统地进行研究与整理，影成一部完整的回族科学技术史。盛世修志，

我区学者、专家与时俱进，勇肩此任，广征博引，增艇摄阁，历岁数载，卓然

有成。

逼览全史，考订科学客观，要在录丰富翔实，撰述朴实精要，内容系统完整，

分类新颖有法， ß录络清晰有致，撰述者视野开阔，广泛涉猎珍籍秘笼，从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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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料中，挖握整理，探讨总结，科学分析，弃租取悟，去它与存真。使本书呈

现了先进性、延续性、独特性、融合性的特点。其中有不少薪观点、'新发现第

一次与读者见事，令人耳吕一薪，显示了撰述者们丰罩的学识、撞到的眼光和

全IJ薪的意识。

修史以经世致用为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善治者，必鉴于史，有为者，

必重于史。科学技术史的修撰更具"存史、资治、教化、科研"之功效，它是

继承与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激发爱E

主义热情，更能让我们从过去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提炼汲取有益的思想与科学的

方法，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科学决策，

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以咨时政。因此， {中E

回族科学技术史〉的出鼓发行，既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借鉴过去，给我们以启迪，瞻望未来，给我们以信心。锺〈中国E族科学

技术史〉出摄之际，特缀数逞，以至贺忱!

主正伟 自族，中共十六届、十七羁中央委员会委员，宁夏自族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民族经济学博士。已出版学术专著(@1族

民俗学概论) (求真集) (回族传承文先实录) (伊斯兰经济和j度论

纲) (锁市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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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之际，由玉梅教授主编的〈中国回

族科学技术则与读者见面了。此书的出版，值得庆贺。

回族是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它的科学技术史是要在个中华

民族科学技术史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经济

发展和祉金文明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族与岛民

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建立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共同缔造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经过长期融合交流，回族与

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有着相同或相近、相似之处，问时由于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回族科技史又具有自己鲜

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认真发掘、研究、摄理和编藤田族科学技术 序
成就及其发展史，对丰富我阔的科学技术史宝库，使我国乃至世界更好地了解

回族及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与贸献，可以促进各民族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

作;也让回族人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科技贯献和成就，有助于激励子

孙后代。

迄今为止{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研课题，国内外还

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过去虽然在四族天文历算、医药典籍、建

筑技术、水利工程、科技工艺等领域浅涉初探，有层次不同、程度不等的成果

问世，但并未有一部较完攘的回族科技史而记之 i 有关四族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虽也涉及科学技术内容，也分量少且零散，挖据也不够深。为了继承与发扬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四族和且他兄弟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进…步激发

爱国主义热情，推动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系统地、全面地铺. (中回回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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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史〉…书，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着深远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映回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史书，本书在广泛收

集、整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回族科技发展形成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与总结。

通览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凹族科技史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浓

郁的民族特色，书中许多新观点新材料是首次与读者见面，令人耳目…新。内

容包括回回天文学、回回医学生否医典、回族建筑技术、回族传统工艺与手工业

技术、四族兵器制造、回族纺织技术、回族地理、四族水利工程、回族造船与

航海技术、回族服饰、回族宝石、回族主要科技人物、中外文献典籍中有关四

回科技的记载碎。笔者认为，回族科技史主要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先进性。从本书引用的大景文献记载来看，回族初期科技开发早，成果

突出，居先进行列。在天文历法方面，四日先民将西域和阿拉伯天文学介绍到

中国，为中国的天文历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贯献。宋代，阻四先民马侬泽首

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思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

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

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累得的

〈几何服本〉。扎乌鲁丁还主持编撰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先

…统协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0 在建筑学方面，无代回回辈辈筑大师也

黑法儿丁曾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二主持了元代都城(今北京)的设计，创造

性地发服了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为明清以来北京作为都城的格局打下了基

础，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鸿圈佳构，反映了回回建筑家对中国建筑学的贡

献。在宗教建筑科技方面，特色鲜明的回族建筑技术主要反映在清真寺的建筑

中，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等都是回族

伊斯兰建筑风格与中因传统建筑技术相结合的典范。

2. 延续性。{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 所收集到的科技史料亵明，在农

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的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

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金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

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γ 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

真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的"轮作"方式，提

004 Prefac四



离了粮食产量。问时，回族诬促进了各民族问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

如在藏区皮展了蔬菜种植业，为靠靠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某种子和种植技

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蘸发展了苹果和葡葡等园艺业，在傣

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

系。回族先民还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

拓者之…，曾在中国均西城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带足轻重的角色，问时也把两

大东方文明一~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缸，从而使堂皇绸之路ti1

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

3. 独特性。由族科技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是回族先民在特定环境下，

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形成的。如回族的医药典籍、

天文历算、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兵器、玉器制造、科技工艺、食品加工，等

等，无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医学方面，回族医学与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知识

丰富了中华医药宝库。回应回到尤其是回族中医治疗及回族先民防治疾病的传

统中原疗法，效果极佳，如〈海药本草} (回回药方〉等都是回族医药大师将

@]@]医理方法与伊斯兰医药学相结合的传世之作。回族纺织刺绣技术则是回族

人民形成的传统织物和特殊工艺，既美观又耐穿耐用。可见，回族先民的各类 序

科技特色鲜明。

4. 融合性。指的是回族科技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先进科技有机的结合。回

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胸怀开阔，善于汲取外来先进的科技文化。自 7 世纪中

叶，伊斯兰敏传入中国后，阿拉伯、波斯先进的科技文化，陆续传入我国，制

造了四族科技文化与汉族先进科技文化有机结合的有利条件。四族先民不失时

机，在不少科技领域里吸收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先进科学

思想及科学技术。如与蒙古族、藏族相邻的回族群众学习游牧文化的长处和从

事林牧业的投能;居住在海陶岛等沿海地区的回族群众还学习渔业文化，有些

甚至成为地地道道的油民·居住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回族群众甚

至有机会更早地接触近代西方文化，ft!?们成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先驱者

之一。在纺织技术方面，回族纺织技术是中国纺织技术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纺织技术文化与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等民族纺织技术文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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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

总之，同其伽门类学科的史书…样，回族科学技术史具有"存史、资治、

教化、科研"的作用，它可为各级干部、群众治理地方，发展各瑕建设事业及

教商、科研等活动提供参考和依据;它的出版，先疑填补了中华民族科技史中

的…项空白，但愿这本书能给人们以知识上的启迪、精神上的鼓舞、民族阻结

进步事业上的椎动。

是为序!

索9疼爱

余振贵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界

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评审委员会宗教学科组成员，中国回族学学会副会长，我国回族学

著名学者。长期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回西拉

地区开发与向西开发) (1992 年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朋书奖)、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 <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著译提要> <伊斯兰

与中国文化品 《中回少数民族哲学史) (回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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