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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骆驼泉遗址

撤拉族四合院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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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 4，民俗学是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它在我国

的建立和发辰，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目前，这一学科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引起了国内外越来

越多的人们的重视。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俗

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为了适应我

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我社决定出版大型丛书——《民

俗文库》，并为此成立了编委会。这套丛书将着重介绍我国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婚

姻、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仪，

I：Z头文学等风俗民情。为了推动民俗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

． 本丛书还将适当地收入国内外有关民俗学的专著和译作。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独特的习俗。我们深

。知，编辑出版如此大型丛书，并非轻而易举。我们衷心希望

得到民俗学，民族学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使这套丛

书真正成为各民族民俗遗产的荟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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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据 ，

1982年统计，总人口约六万九千多人。主要聚居在青海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县甘都乡，西宁市，黄南、海南，海西，

海北等州。在青海省其它地区和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

’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及夏河县一带，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也有少量撒拉族居住。散居在各

‘地的撒拉族都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从循化地区陆续迁
， 出的．他们在与当地各族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结 。

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在生活习俗和语言：服饰等方面有了

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还保留着一些固有的民族特性。
、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汉文史书记载申，对撒拉族的称谓一

有十几种之多，’大部分是岛撒拉尔黟或盔撒拉力的不同译名。‘’’·

如搿撤刺一、。撒刺尔"、_沙刺修、鼻沙刺簇一、。萨拉骨、茹萨拉儿一，‘’

搿撤拉尔一，。撒喇”。清乾隆以后在官方档案中还用过含有民

族歧视意味的称谓，如搿撤拉回修，_撒拉回子一、。撤拉番回一

等．
。

，

。
’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本

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撒拉族骨．这一民族称谓在1954，

． 年循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

‘，’ 撤拉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的乌古斯、

语组。撒拉语与同语族的其它语言如乌兹别克、土库曼、维

。>7



、
、

。

‘吾尔，哈萨克等语言一样，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言。语言内：

部比较一致，没有方言差别，只是根据语音和词汇上的某些
． 差异，划分为。街子嚣和_孟达一两种士语。’撒拉语保存着元音 ．

和谐的特点，但唇状和谐巳经松弛，重音一般落在词的最后 、

一个音节的元音上。、在固有的词里，元音的清化现象比较普
’

· 遍。塞音和塞擦音漫有清浊的区别，只有清音送气和不送气
。

．两套。各种构词和构形的附加成份比较丰富。撒拉语的基本

语法结构是，主语——宾语—二谓语，定语和状语都在中心

词的前面。由于长期同周围汉，回族人民密切交往，撒拉族语．

言吸收了不少外来借词。尤其是解放后，随着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各类借词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撒拉族的语

言。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撒拉语中也掺杂着少量阿拉伯，

波斯语借词，主要是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上的词。撒拉语中
’

·也有一些藏语借词，不少撒拉人还会一口流利的藏语。

撒拉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一般使用汉文作为书面交际
· ’工具，并且兼通汉语。以最近发现的《杂学本本》中可知，． ．

过去曾有一部分职业宗教人员用阿拉伯文拼写过撤拉语，现 。，

，

、在民间也有一些人使用这种文字。

撒拉族的三个聚居区(即循化，甘都、大河家)都在黄 幸

河沿岸，相互毗邻，自然条件基本相同．。

撤拉族主要聚居的循化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在北纬’．

35．5度、东经102．3度之间。它东接甘肃临夏，南临甘肃夏
’

．河和青海同仁，西靠尖扎，北隔黄河，与化隆，民和相望。、 ，

东西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境内有宁(西宁)临(临

夏)公路通向甘肃，是沟通甘肃、青海的一条交通要道．另。

有循(循化)同(同仁)公路通向青海南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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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境内山峦起伏，四周环绕着大力加山，那浪山、古

毛卡山，小积石山，还有唐赛山、盂达山，奥士斯山等在

境内蜿蜒起伏，形成了南高北低的地势。山问沟渠纵横，由

南北下，汇集成东部的清水河，‘西部的街子河，并由两侧分

别流入滚滚黄河。解放前，农民无力利用黄河水利资源，眼

见河水流经县内，却常遭旱灾，被称为口干循化骨。解放以

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兴修了各种水利设施。1958

．年建成了黄丰渠，全长20余公里，在循化地区第一次实现了

引黄河水灌溉，1964年建成查汉都寺水库，蓄水量达40余万

立方米。此外，化隆县合群水库的建成，基本上解决、了甘

都滩的灌溉问题。兰十年来还先后建成许多小型水库，水渠

耢池、机电泵站，开辟了水源，扩大了灌溉面积，大大改变

了循化县的干旱面貌。 +． 、

． 循化撒拉族聚居区、化隆甘都乡、甘肃大河家都属川水地

逸，是黄河峡谷形成的小平原，旧称私积石川骨。这里地势平

坦，海拔约一千八百公尺。气候温暖，最高气温达摄氏33．5。，

‘最低温为一19．9。，年平均气温在8．7。左右。降雨量年平均

约260毫米，多集中在秋季，形成了春夏干旱，秋季多雨的

现象·无霜期约220天，农作物可一年两熟。土壤多系红粘

土，适宜农作物生长。循化的浅山地区，海拔渐高，约二千

二百公尺左右。．年平均气温约摄氏6。至7。，无霜期180天，

一年～熟。土壤多系自沙土，水土流失较严重。县境南部居

’住的主要是藏族，这里的地势较高，称脑山地区，海拔三千

j公尺，最高达四千多公尺。年平均气温摄氏4。至5。，无霜期

120天．。土壤肥沃，多为黑钙土，有天然森林和草原。’．

．．撤拉族聚居区；1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农产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种类繁多，粮食作物有小麦、青稞、荞麦，。玉米，谷子，洋
。

． 芋和豌豆，蚕豆，大豆等。油料有油菜、胡麻。黄河沿岸JfI

水地区盛产瓜果，素有曩瓜果之乡纾的美称。撒拉族有经营

i园艺和花卉的传统习惯，很多人家都有果园和果树，栽培 ．

梨，、杏、葡萄等果品，还种植西瓜，葫子，小葱、大蒜、韭菜

等二十多种瓜莱，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供应周围的农牧业．

地区。孟达，’自庄，查汉都司、大河家盛产核桃、花椒。辣 ，

椒和花椒是循化的土特产，名扬省内外。山区出产大黄、党

‘+参、甘草、秦艽、黄芪、羌潘、麝香等百余种药材。解放以后，

各族人民充分利用循化的自然条件，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科学

种田，．发展各种农作物的优良品种，粮食单产不断提高。瓜

果也增加了新的品种，出现了许多以茹元帅”，搿金帅’’为干H
、 要品种的大面积苹果园。还有香甜可口的香蕉梨，莱阳梨、 ． ，

苹果梨、北京鸭梨以及西红柿、黄瓜等。，
。

‘

畜牧业主要饲养牛，羊、驴、骡、马和鸡、鸭、兔等家畜

家禽。野生动物有狐狸、石羊，黄羊，猞猁、獐子，自鬓，

狼、早獭、野鸡、马鸡、雪鸡等，近几年还发展了养鹿业。。‘

循化东部和西南部山区，生长着茂密的天然森林，有云

杉、油松、华山松及木质坚韧了枸刺、青拥树等耐寒树木。

川水地区有人工种植的杨，柳，榆、椿，槐树。全县森林覆
盖面积约为57万亩。。一： i

，，一‘．． o． j ． ，．

循化地区有铜，．铁，黄金。磷、云母，石膏、芒硝等丰

富的地下矿藏。．．，，
’

一 ，，，．．． ‘．。

撒拉族先民大约是在元代从中亚的撒马尔罕迁徒到今褥

化地区的，至今已有七百年左右历史。由于撒拉族没有自己婚

文字，历代王朝的典籍中也缺乏对撒拉族早期历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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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关于撒拉族来源的资料主要依靠流传在本民族的口兴

传说。其传说是这样的。 。’
：

’

。～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地方希尕勒莽、阿合莽弟兄俩，他们-
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国王的忌恨和

迫害。他俩遂率领同族l叭，牵了一匹白骆驼，驮着故乡的
水、土和一部《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方寻找新的乐 ．

土。一行人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旋经肃州：甘州、宁夏、、 ，

’

秦州(天水)、伏羌(甘谷)，·临芜等地辗转来到今夏河县
7

甘家滩。后有40个同情者，追随他们经天山南路进入青海，
。

沿青海湖南岸到达圆珠沟(责德县境内)，有12人留了下

来，其余28人在甘家滩与尕勒莽等相遇，便同行进入循化境

内。经夕厂沟，越孟达山，攀上鸟土斯山。这时天色已晚，。。 ”

苍茫中走失了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坡寻找，后人就把这个 、．

、

山坡叫矗奥特贝那赫"(即火坡)。当他们到了街子东面的

沙子坡时，天正破晓，后人又称沙子坡为搿唐古提’’(HP天 ，，

亮了)。在黎明中，他们眺望街子一带，眼见土地肥美，清流 ，

纵横，实是一块好地方。下了山坡，见一眼泉水，走失的骆

驼卧在水中，已化为自石一尊。众人喜出望外，试量了水， ．

土与所带故乡的水、土重量一样。于是决定定居下来。

j．传说中有些带神话色彩的情节，如：骆驼化为白石等，显

然是后人附会之说，自不足为信。但是传说中的主要内容，：

即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历史，被近年来许

多历史学家的考证所证实。祖圣尕勒莽、阿合莽的坟墓和抄，

写本搿古兰经"仍在街子清真大寺内。一本土耳其文著作 ：

Ⅸ回族源流考》中记载：塬住在撒拉克(今土库曼境内)的
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本族共一百七十户，离开此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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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东行到了今天的西宁附近定居下来。力 ，

。

_’

由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很相近，周围的回族便成为补
。

充撒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从现在撒拉族的主要姓氏来

看，有韩，马、冶、何、．沈、陈等二十余姓，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就是由周围的回族转成的。街子沈家村庄的撒拉人就承 。

认自己本是河州(甘肃临夏)迁来的回民，后来成了撒拉 ，

族。 《循化志》(卷五)记载．了从河州迁来的回民，经几代，

繁衍变成撒拉族的事例。还说s。又有从内地回地迁居工内 ，

省，亦为所属。斗即从内地迁来撒拉族聚居区的回民，也变成

了撒拉族。撒拉族中也吸收了不少汉族的成份。 《循化志》 ．

(卷四)说，当地汉人“历年既久，一切同土人一。据明朝张
7‘

雨《边政考))(卷九)记载，到嘉靖年间，撒拉族入口已达

搿男妇一万名口，"约二千余户。 ．．
、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为数不多的撒拉族先民迁来巾

国，在祖国大地上形成为民族，是历经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

、的。他们在循化定居后，不断吸收新的成份，逐渐发展壮大 一 一

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撒拉族。 ，

．

，

、撒拉族地区的建置沿革情况是这样的·循化地区自古以

来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历史上居住过不同的部落，部族和
·

民族。考古资料表明，古代羌人就在这里生息活动过。·从出

土的卡约文化、马家窟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文物来看，他们己

．经懂得磨削石器、．饲养家畜、种植农作物，制造陶罐等生涛．

‘用具。这些远古文化与甘肃地区的洮河、大夏河流域文化羼

同一文化系统。’又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有密协

联系，巳处于新石器时代。 ： ．．4．．。， ，¨7．

．’秦以新，’循化为雍州地。殷周时，此地居住的是羌戎，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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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称氐羌。春秋时期，·秦穆公辟地千里，遂霸西戎一。秦始皇
-· 予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循化属于秦塞外地。7。 ：， 1，

‘

西汉时期，循化纳入金国统一的郡县制度体系，为金城
一 ． 郡河关县地。它的南部则为金城郡自石县塞外地。|至后汉，，

·

’

废金城郡，自石县归陇西，河关地改属自石县。至晋朝，复
^

为河关县。晋永宁中，分西平界晋兴郡，循化属晋兴郡临晋一

。 ． 县地。以后，曾被前赵匈奴族首领刘曜占领。符坚天凉，循

、 化复归前秦(氐族)i其后为西秦(鲜卑族)所有。后来吕

，光(后凉氐族)攻克临洮、武始，河关等地，置浇河郡，循

化属浇河郡。后入于吐谷浑、旋为南凉(鲜卑族)秃发鸟弧

．

、 所取。西秦乞伏炽磐遣卡将讨吐谷浑，据浇河郡。后东迁，

浇河郡地复归吐谷浑所有，直至元魏(．-lt魏)。后周(北

周)逐吐谷浑，循化为洮河县地。隋朝改洮河县为河津县，

唐朝废河津县置米州及米川县(河关县故地)。州旋废，属河
： ，一州。高宗永徽六年(655)移县治于黄河以北，改属廓州。

。 此后，因吐蓍强盛，时常侵扰，史称。叠吐蕃俟积石军麦熟，

． 岁来取，莫能禁(《循化志·建置沿革》)。黄河以南遂无
、 ：郡县，多立军所。循化即唐所建积石军地，后又改为镇西军

I 一 、地、按威军地，曜武军地。宋复为积石军地。后又为循化城

池安疆砦地，怀羌城地。金升积石军为州，元朝固之，积石

州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明朝废州改所，循化为河州

边外地，立保安，起台二堡。 ”
。

‘

!清初沿袭明制，循化仍为河州边外地。雍正八年(1730)

露始立循化营保安堡属焉黟(((循化志·建置沿革》)，属河

州镇辖。1731年9月修城池竣工，雍正皇帝命名为_循化·，意
，

． 为遵循王化。这是循化地名的由来。乾隆二十七年(1762)，



移河州同知子循化营，称循化厅，隶兰州府。道光三年(1823)，
’

循化厅改属西宁府．
‘’

’
。

， 民国以后改西宁府为遭。循化厅也于1912年改为循化 ．

’

县，属甘肃西宁道辖。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循化县便归青

海省直辖。民国二十四年(1935)青海地方统治者马步芳政

权为了加强对青海各族人民的统治，成立了矗厉行保甲委员
。

会靠，每县设分会，推行保甲制度，循化也不例外。、但正式实

，行保甲制稍晚。民国二十七年(1937)’全县共划分lO个镇，+．|， ，

11个乡、105个保： ，

·．

’除上述行政归属外，撒拉族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一种 ．。

名为搿工’’的行政区划单位。工者，搿干”字的变音。-干矽

突厥语是城镇的意思。最早出现搿工"的名称，是在清雍正

八年的粮册上。当时，以县城为中心分为十二矗工第。城西为。

上六搿工一，即。街子，草滩坝、查加、别列i查汉大寺，苏

只，东部为下六“工”，即。清水、达速古(今大寺古)、盂 一

达、张尕，夕昌，崖曼(乃曼)。清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兰 ．

反清起义失败后，人民遭受屠杀，人口锐减，于是将十二

盥工弦并为八搿工才。上四工为街子、、查加、苏只，查汉大寺 、

(今改为查汉都司)，下四工为清水，张尕，崖曼，孟达。当

时上四工有46个村庄，下四工有36个村庄，共82个自然村。

以后经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撒拉族人口又得到了发展。，一
’

，

些迁居到邻近地区的撒拉族，在化隆县境内形成了甘都工，

’卡尔岗工、上水地工(亦称群科工)、黑城子工(亦称扎巴

工)；．十五会工(化隆县城附近)五个工。与循化本土的八工

相对；称之为外五士，共计十三工。民间有这样的说法s_撒 ，

拉八工，：外五工，．藏族六沟，中原西庄曩(中原指回族居住
· ·8，

o：≯，



的瓦匠庄，托坝，钱尕拉，沙坎塘四庄，亦称河沿四庄)，形

象地概擂了循化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o，

。 总的来看，撒拉族地区解放以前的建置沿革可以戈{f分为

四个历史时期：一、先秦对期，二，西汉至明末时期，三、

清王朝时期，四，民国对期。前两个时期，循化地区还没有

形风j．』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独立的行政区域．到清初，仍为

河州边外地。民国时期循化县的行政区域才基本固定，沿袭

至今．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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