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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禹州回族志

茸 专

禹州有回族定居始于唐宋，盛于元明。繁衍至今分布

于全州。而查考各时期的禹州志，很少有关回族的记载。

仅在1 937年出版的《禹县志》中提到过八座清真寺，也

只记载了寺址座落，创建时期及回民户数等寥寥数语，而

且多所舛误，实为憾事。

总结历史经验是一项重大任务，起着承前启后、借鉴

资治的重大作用。今值盛世，我市修写市志的工作蔚然兴

起。中共禹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人员编

写回族志。这在我市是个创举。又有省、市民委的支持、

指导，前景是乐观的。禹州回族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回

族志有其丰富的资料素材，但没有以前总结过的现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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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只有进行大量的查阅、采访工作，才能胜任其

事。所用资料来源系查阅市档案馆、省志办公室、省、市

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有关资

料，查阅旧县(州)志和访求民间资料；通过外调采访、

通讯连系以及访老问贤等途径采集而来。

在体例方面，因系首编无例可援，就以《禹州志编纂

纲目·社会篇》的有关提纳，再参考其它县回族志及省回

族志初稿的体例拟制而成。在《名人录》章中所列人物系

竭力调查采集而来。部分以《禹县人物资料汇编》中采摘

加以融会补缀纳入其中。民族宗教局曾向各乡镇发出调查

表征求在本市和在外地工作的近、现代回民人物名家，有

的迄今未曾报来，可能会有漏编现象，请谅解。

利用这次广泛的采访机会，把各宗教的资料也加以采

集，同时编出宗教志以填补禹州市回族志及宗教志的空

白。



凡 例

一、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以横为主，系以年代先

后。

二、本志共分为若干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在必要

处附以图表以补文字之不足。

三、关于历史纪年，本志以1 949年为界，以前使用

历朝的旧纪年，即朝代、帝王年号及年度，括号内书写公

元年度对照；公元年度只写阿拉伯数字，省去。公元”二字

及“年”字。例如：。清光绪二十一年(1 985)～清”是朝

代；“光绪”是帝王号；“二十一年”是年度；“(1 895)”是公

元年度对照。余类同。1 949年以后则单独使用公历。

四、人物姓名之后的括号内书写的数字是该人生卒公

元年度，省去“公元”及“年”字。例如：。赵占元(1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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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 3)即赵占元生于公元1 843年，卒于1 91 3年，其余

类同。

五、本志上起唐、宋，下限公元T 988年底；书串的

“现～今”之类的时间概念均指1 988年底。

六、大事记按朝代先后、年度先后顺序排列。

七、人口统计数字以1 982年6月30日普查数字为

依据

八、本志采用的机构简称如下：

市人大——禹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市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禹州市委员会。

市委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禹州市委员会统一战线

工作部。

市伊协～禹州市伊斯兰教协会。
伊历——伊斯兰教历，即希吉拉历。

“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均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

九、在叙述中，市名在各年代采用该代所用名称。

如：元代称钧州，清代称禹州，民国称禹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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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甍州处于河南省中部。跨东经1 1 3。03 7——1'3
4

39 7，北纬33。59 7——34。24 7之间，面积1 492平方

公里。禹州在夏、商两代称为。夏邑”；春秋时代称为“栎

邑”；战国时代称为。阳翟”。曾为韩国都城。秦、汉以阳

翟为颍川郡治地。魏、晋、唐、宋时期都称阳翟。金大定

二十四年在阳翟县置钧州治，属南京路管辖。当时的钧州

辖阳翟、密县、．新郑等三县，元代仍之。明太祖撤销阳翟

县，并入钧娜娜治，壹称钧媸。铸裤宗万历三年

(1 575)因避万历帝朱袼钧讳，将钧州改名禹州，因。禹

州”与豫州、汝州的读音相近，人们为了准确无误，在口

头上分别在州名前边加一个。小”、“大”、“老”字，以资区

别。禹州被叫为“小禹州”，至今相沿称叫。民国2年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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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县。1 988年6月25日改为禹州市，系县级市。

禹州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农业方面，盛产小麦、烟

叶、工业方面，出产钧瓷，铁铸农具。商业方面，为中药

材集散地。矿业方面，原煤、铝矾土储量丰富，是个有发

展前途的市。禹州辖23个乡镇，641个行政村，2329

个自然村。据1 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禹县总人口

数为949572入，分属1 5个民族。其中汉族935463人

占98．51 4％；回族1 4066人占1．481％；其它少数民族

43人。其区域分布如下表：

表1

．3淫 藏 彝 维 蒙 傣 白 茁 满 景 朝 壮 土 未识 备注

乡霞’、0∑
城关镇 6 l 1 1 1

花石乡 7 1

粱北乡 i

古城乡 l

郭连乡 4 2

褚河乡 1 2 6 5 l

无梁乡 l

范坡乡 l

总人数 14 l 1 4 3 3 7 5 1 1 I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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