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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上海民族志》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民族方面的专志，值

此问世之际，我谨表示衷心祝贺。

上海是一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城市，六万多少数民族同胞遍及全

市各个区县。长期以来，全市各民族人民团结融洽，平等互助，携手并

进，为上海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上海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切

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充分发挥广大民族工作干部和少数民族人士

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使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我相信《上海民族志》的出版，将对国内外人士更深入地了解700

多年来各少数民族参与开发、建设上海的历史起到广泛的宣传作用，

对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

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上海民族志》的出

版，还将激励上海各族人民为实现上海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再创新的·

业绩，并且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不同民族的人士来上海施展才华。

互盎桂
1997年1月



序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上海民族志》经过8年多的编纂，即将问世，它是上海统战系统出版

的第一部专志，是上海统战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值得

庆贺。

上海是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全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六万多

人，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县。上海又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世界著名的大

都市。全国各少数民族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众多。上海和边疆民族地区

的联系日益密切，来往频繁，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

同胞到上海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从事经贸活动，因此，做好上海的

民族工作能在民族团结上起到联谊作用，在促进东西部联合上起到

桥梁作用，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起到辐射作用，在对内

对外交往中起到窗口作用。

《上海民族志》客观、科学、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少数民族和民族工

作的发展及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它将服务当代，有益后世，意

义深远。它使我们可以看到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发展了上海的经

济，创造了上海的文化，共同缔造了上海。它也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

祖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

结合作所展示的强大力量。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只要各族人

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国的发展富强谁也阻挡不了。"《上

海民族志》的出版，必将对正确处理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加强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感谢编纂《上海民

族志》这一历史文献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工作者，祝贺他们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

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

工作。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

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努力做好上海的民族工作，为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

互坐洪
1996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取名《上海民族志》，其“民族”一辞特指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反映700多年来上海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从上海少数民族的特点出发，将全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族源”、“人

口”、“习俗”、。宗教”、。事务”五章。下卷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

动”、“体育活动”及“人物传”六章。

四、本志记事的上限为元代，下限大致迄于1991年，部分内容延伸至1995年。

五、本志设综述于全志之首，设概述于各章之首，以为全志与各章之纲；设大事记于卷

首，以为全志之经。

六、全志以文字表述为主，图(包括照片)表为辅。

七、本志立传人物，以生活在上海市者为主，兼及对上海各方面发展具有影响的非本籍

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在世人物不立传，重要事迹散记于各有关章节。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上海历代方志、笔记、诗文集、历年报刊、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市

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档案以及有关单位、个人所提供的档案和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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