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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全国五届人大，弋轰王建英(回炭，女，2排右5)1 9 7 8

年3月李先念主席接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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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8 6￡4月南阳县伊斯兰教协台第一次会议



@占清雍正年问石桥回民建立的io⑦¨石桥淆再寺阿ii一
请真寺

真寺

@明末黄池陂建的清 @l g 8 6年重修的黄池睦

清真寺



@l 9 5 4年县援救建立黄池晚回民小学，1 9 6i霉i藉
内迁割村外



化课

@回族学生在听老师讲社会主义文

l灞．溶赞褥蟹蕊痢《§I湖k痢糊、
． @瓦南村集资建立回

民小学，县教育局赠匾褒扬



@黄池陂回民传统皮毛工艺(囤为用狗皮制作的褥子和壁画)



@全国五，六属人大代表． “全冒三八红旗手4、 “全国新

长征突击手标兵”王建英(右1，女，回蔽)向垒村棉花技术员舟

绍亩产365斤皮棉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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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池陂村法常太(回族)1 g 5 6年一l 9 6 2年均被县

评为模范嗣养虽、这是他养的南阳太黄牛



嗍’蕊l
㈢簸l



南阳县民族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王振明

成 员：马贵华 王彦斌 崔葆华 刘中华

主编：王振明

编 辑：马贵华 王彦斌 崔葆华

审稿：蔡元功 王光运 惠武章 丁华功

校对：崔葆华

摄影：王振明

封面：吴东阁



目 录

前 言⋯⋯⋯⋯⋯⋯⋯⋯⋯⋯⋯⋯⋯⋯⋯⋯⋯⋯⋯⋯⋯⋯⋯(1)

凡例⋯⋯⋯⋯⋯⋯⋯⋯⋯⋯⋯⋯⋯⋯⋯⋯⋯⋯⋯⋯⋯⋯⋯(4)

概述⋯⋯⋯⋯⋯⋯⋯⋯⋯⋯⋯⋯⋯⋯⋯⋯⋯⋯⋯⋯⋯⋯⋯(5)

第一编 汉族⋯⋯⋯⋯⋯⋯⋯⋯⋯⋯“⋯⋯⋯⋯⋯⋯⋯．⋯(8)

第二编 回 族⋯⋯⋯⋯⋯⋯·?⋯⋯⋯⋯⋯⋯⋯⋯⋯⋯⋯⋯t(11>

第一章源流⋯⋯⋯⋯⋯⋯⋯·小⋯⋯⋯⋯⋯⋯⋯⋯⋯⋯(“)

第一节落籍⋯⋯⋯⋯⋯⋯⋯⋯⋯⋯⋯⋯⋯⋯⋯⋯⋯(11)

第二节屯 田⋯⋯⋯⋯⋯⋯⋯⋯⋯⋯⋯⋯⋯⋯⋯⋯⋯(12)

第三节定居⋯⋯⋯⋯⋯⋯．．⋯⋯⋯⋯⋯⋯⋯⋯⋯⋯·(14)

‘第四节迁徙‘k⋯⋯⋯⋯⋯”⋯⋯⋯⋯⋯⋯⋯⋯⋯⋯·(16)

第五节融合⋯⋯⋯⋯⋯⋯⋯⋯⋯⋯⋯⋯⋯⋯⋯⋯⋯(17)

笫二章分布⋯⋯⋯⋯⋯⋯·⋯⋯⋯⋯⋯·⋯⋯⋯⋯⋯⋯·(19)

第一节居 住⋯⋯⋯⋯⋯⋯⋯⋯⋯⋯⋯⋯⋯⋯⋯⋯⋯(19)

第二节 乡(镇)人口⋯⋯⋯⋯⋯⋯⋯⋯⋯⋯⋯⋯⋯⋯(20)
●

· ’ ‘



附：南阳县回族村庄分布图⋯⋯⋯⋯⋯·⋯⋯⋯⋯··(22)

第三节姓源与分布⋯⋯⋯⋯⋯⋯⋯⋯⋯⋯⋯⋯⋯⋯⋯(23)

第三章 回族的社会地位⋯⋯⋯⋯⋯⋯⋯⋯⋯⋯⋯⋯⋯⋯(29)

第一节历史上的地位⋯⋯U U U e U D⋯⋯⋯⋯⋯⋯⋯⋯⋯⋯(29)

一宋、元时期⋯⋯⋯⋯⋯⋯⋯⋯⋯⋯⋯⋯⋯⋯⋯(30)

二 明朝时期⋯⋯⋯⋯⋯⋯·⋯⋯⋯⋯⋯⋯⋯⋯⋯··(3 1)

三 清朝时期⋯⋯⋯⋯⋯⋯⋯⋯⋯⋯⋯⋯⋯⋯⋯⋯(32)

四 民国时期···-··-···································⋯···(33)

第二节建国后的地位⋯⋯⋯⋯⋯⋯⋯⋯⋯⋯⋯⋯⋯⋯(35)

一 民族平等⋯⋯⋯⋯⋯州⋯⋯⋯⋯⋯·⋯⋯⋯⋯“(35)

二 民族团结⋯⋯⋯⋯⋯⋯⋯⋯⋯⋯⋯⋯⋯⋯⋯⋯(37)

三培养干部⋯⋯⋯⋯⋯⋯⋯⋯⋯⋯⋯⋯⋯⋯⋯⋯(42)

四尊重风俗⋯⋯⋯⋯⋯·⋯⋯⋯⋯⋯⋯⋯⋯⋯⋯··(44)

五伊斯兰教协会⋯⋯⋯⋯⋯⋯·⋯⋯⋯⋯⋯⋯⋯··(45)

第四章 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46)

第一节反帝反封建⋯⋯⋯⋯⋯⋯⋯⋯⋯⋯⋯⋯⋯⋯⋯(46)

第二节抗日组织⋯⋯⋯⋯⋯⋯⋯⋯⋯⋯⋯⋯⋯⋯⋯⋯(48)

附： “中国回教协会南阳县支会"和“回教抗日救
●

·2·



国战地服务队"组织情况一览表⋯⋯⋯⋯⋯⋯(50)

第三节石桥、黄池陂的抗日战斗⋯⋯⋯⋯⋯．⋯⋯⋯⋯(54)

第五章经济⋯⋯⋯⋯⋯⋯⋯⋯⋯⋯⋯⋯⋯⋯⋯⋯⋯⋯(55)

第一节建国前o e e e e e ee o e o e o o e o o o o o e o o e e o e o e 6 o e e e o e e e e e e o J·⋯··(55)

第二节建国后⋯⋯⋯⋯⋯⋯⋯⋯⋯⋯⋯⋯⋯⋯⋯⋯⋯(57)

第三节职业的变化⋯⋯⋯⋯⋯⋯·⋯⋯⋯⋯⋯⋯⋯⋯··(59)

第六章文化教育⋯⋯⋯⋯⋯⋯⋯⋯⋯⋯⋯⋯⋯⋯⋯⋯⋯(64)

第一节语言文字⋯⋯⋯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g J 6 O O··O 0 01 0 B O O O O O O g 0 0⋯(64)

附：回族群众常用伊斯兰教语汇⋯⋯⋯⋯⋯⋯⋯⋯(65)

第二节 学校教育⋯⋯⋯⋯⋯^⋯⋯⋯⋯⋯⋯．_·⋯⋯⋯·(67)

一 建国前⋯⋯⋯⋯⋯⋯⋯⋯⋯⋯⋯⋯⋯⋯⋯⋯⋯(67)

二建国后⋯⋯⋯⋯⋯⋯⋯⋯⋯⋯⋯⋯⋯⋯⋯⋯⋯(69)

第三节传统体育⋯⋯⋯⋯⋯⋯⋯⋯⋯⋯⋯⋯⋯⋯⋯⋯(72)

笫七章伊斯兰教与回族⋯⋯⋯⋯⋯⋯⋯⋯⋯⋯⋯⋯⋯⋯(74)

第一节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74)

第二节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75)

附：南j：日县清真寺的分布与建筑时间⋯⋯··⋯⋯⋯·(76)

第三节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区别⋯⋯⋯⋯⋯⋯⋯⋯(78)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