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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英(东乡族)

《中国东乡族》编辑成书，这是中国56个兄弟民族之一的东

乡族的一件大喜事，我作为东乡族的一员，不能不为此感到由衷的

高兴。 ‘ 、

东乡族形成于元中叶。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随军带回撒

尔塔等“回回色目人”进入内地，定居东乡，即埋下东乡族形成的胚

芽。这部分以“回回色目人”为主体、含有蒙古人成分的人们经过

与当地汉人等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东乡族。

历代统治者一直未承认东乡族是一个民族，多称为“东乡回回”。

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被认定为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东乡族

从此获得了新生。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是中国东乡族的发祥地，东

乡族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开发了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对祖国

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东乡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途，是北上金城兰州、南下古木包罕河州的通关大道。

东乡族是一个聪明勇敢、吃苦耐劳的民族。东乡族居住的东

乡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自然条件严酷，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

苦瘠甲陇中”之称。但是冻乡族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一代又一代地生息繁衍下来，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勇敢地战胜自然的和人为的困难从民族的发轫阶段走向未来。

东乡族是多才多艺的民族。东乡族先民大都是精通各门手艺

的能工巧匠，很有一些人是镂金雕银的能手，这从《元代工匠与东

乡地名》、《东乡民间手工业》等文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正因为

这样，成吉思汗才把从中亚带来的“撒尔塔”工匠编入军籍，让他一门

制造军需用品，为战争服务，定居东乡后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民

间手工业者，制造日常民用必需品，为东乡人民服务，到了近、现

代，东乡毛毡及毛纺织品成了走俏西北的名优特产品。

东乡族是热情好客、十分讲礼貌的民族。这在《妩苏女屋婷

——东乡族人民的水姑娘》、《东乡族的敬老与“伺客”》等文中有充
分的反映。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喜清洁，讲卫生，有“尔德节”、

“古尔邦节”等传统节日。尊敬老人，是东乡族人民的优良传统，在

平时或喜庆大事、重要节日，东乡族老人受到极大的尊敬，坐于上

座，食以美餐，受到家人或宗族的共同侍奉，养老奉为子女无上的

光荣。热情好客，是东乡族又一大特点。不论是什么民族的客人，

只要一到东乡族人家作客，都受到热情周到的接待，那种周到的礼

貌和热情，会让人叹为观止!

东乡族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勇于创新的民族。东乡族生于

故土，热爱故土，但不拘泥于故土，只要哪里能获得衣食之源，就会

向哪里发展，就会勇敢地去开拓，创出一片新天地。东乡族是一个

生命力极强、进取心极强的民族。正因为这样，东乡族人口不算很

多，但足迹却遍及全国，除了州内东乡族自治县聚居着东乡族人

外，甘肃全省和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均有散居的东乡族人。．

东乡族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并为之作出巨大贡献的民

族。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时期，众多东乡族优秀儿女，抛头颅，

洒热血，英勇战斗，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众多东乡族优秀青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中

国共产党，积极学习，艰苦工作，为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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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光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东乡族人民不甘落后，发展农

业、林业、牧业、民族工业、商业和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治山治水，

大搞农田水利、交通邮电等基础建设，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使

东乡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尽管目前东乡族人民还比较贫困，但东乡族人民战胜自然、摆脱贫

困、走向富裕的能力已得到明显增强，东乡族人民正面临着光辉灿

烂的新时代。

东乡族是一个英才辈出、大有作为的民族。在过去，东乡族产

生过众多精通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大学者，有的在军政界供

职，有的从事文化教育，有的投身宗教职业，成了中国伊斯兰教一

些教派门宦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东乡族各界知名人士、有

志之士、社会贤达、宗教界头面人物积极投身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为家乡的

繁荣、祖国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一代代东乡

族知识分子的成长，东乡族也产生了众多享誉省内外的文学家、艺

术家、诗人和学者。

总之，东乡族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优秀的民族。但是，我们还要

勇敢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应该看到：与世界先进

民族相比，我们东乡族还是相对落后的。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东乡族

来说显得极为重要。我们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努力学文化、学科

学，向更高的层次前进，以更大的勇气去争取更大的辉煌。振兴民

族的希望在教育，改天换地的希望在科学，东乡族各界各阶层、全

民族应该胸怀祖国，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为民族的振兴、东乡的兴



旺、国家的富强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爹

在《中国东乡族》一书出版之际，谨以以上剀切之言共勉之。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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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马如麒(东乡族)

在祖国西北高原的甘肃省中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一块

总面积为1510平方公里的地方，那就是我国东乡族人民的发祥地

——东乡族自治县。我国60％以上的东乡族人口都居住在这里。

千百年来，他们和这里的回族、汉族人民亲密团结，世代相依，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建设着可爱的家乡。 ．

‘ 东乡族自治县现辖l镇24乡，228个行政村，1893个生产合

作社，总人口245368人，其中东乡族194756人，回族17172人，汉

族33372人，其他少数民族68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3人。‘

地理位置与自然概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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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则岭——妥家沟、沿岭——自家沟、官结连梁——苦格力沟、张

王家梁——陈家沟、春台梁——直属沟、阿娄池梁——麦池沟。这

些山梁深沟又分出条条支岭支沟，形成一幅绵亘层叠、纵横穿插的

山峦图景。

地貌。属切割破碎的黄土高原地貌，山坡陡峭，雨裂发育，切

割颇深，悬崖峭壁处处皆是，人们形象地说，这里是“摔死麻雀滚死

蛇”的地方。山坡陡度一般在30。以上，有的达700，险峻壁立，深度

大于宽度；宽度一般在30米至50米之间，深度约30米至70米，呈

“V”字形。“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几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乱垦滥伐，天然林木和植被遭

到彻底破坏，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水土流失严重，岩层裸露，黄土覆

盖极薄，以致“山高和尚头，沟深无水流”。

土壤。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由于自然因素及人类活动对

土壤母质的影响，经过漫长的岁月，土壤表层腐殖质积累变少，土

壤贫瘠，保肥、保水能力极差，抗旱性能更弱。土壤种类较多，主要

可分为4种，即黄绵土，约占总面积的65％；黑褐士，约占25％；红

土，占9％；还有麻土、青土、红黏土、青砂土，约占1％左右。

气候。由于东乡族自治县深处大陆腹地，临近青藏高原而远

离海洋，夏季的湿润海风很难吹到此地，从盂加拉湾吹来的暖湿季

风又受到高山阻挡，因而东乡气候具有明显的高原干燥气候特点。

冬长夏短，春秋相连，无明显夏季。无霜期年平均138天，全年日

照2500小时以上，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年均温度4．9℃，河谷

地区年均温度为8℃，年均降水量为541．9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

7、8、9月，以阵性降水为主。年年春季农作物播种前降水较少，多

因干旱致灾。年均蒸发量为1443．1毫米，是年降水量的2。7倍，

为甘肃省中部18个干旱县之一。

自然灾害。干旱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十年九旱，冬干、春旱、

夏旱呈恶性循环，每逢大早，草木干枯，土壤纹裂，颗粒不收。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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