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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隆回回族自明初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今天有了第一

部较为系统的《隆固县固族志》，值得庆贺!

《隆回县回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历

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地记述了隆回回蔟的历史、信仰、习

俗、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旨在让回族人民了解本民族的

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发展史，激发后人继承和发扬

本民族的优良传统，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尊、自强，奋发向上，

努力赶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同时，也让其他民族更多地了解回

族，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并为各级党委、政府贯彻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一定的史料。

隆囤是湖南回族人口较多的县，现有回民一万二千多人，

约占全省回族人口的七分之一，有马、张、苏、海、蔡、郑、黄、

丁、邓、刘、杨、石、李、陈等多姓。在六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隆

回回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诸如：勤劳奋发，在艰难的条

件下，创立和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回族经济；重视文化教

育，比较文明开化；奉行厚养薄葬，有着简朴节俭的生活习惯

和殡葬风俗；团结互助，尊长爱幼，扶贫济困，并能与其他民族

和睦相处；爱国进步，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批优秀分子为首紧

跟时代进步的潮涮，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为民族的振兴，做

出了重要贡献⋯o·诚然，毋庸讳言，隆回回族在经济发展、文

化进步等方面，还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这有待于隆回回族

人民随着社会进步和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断加以克服。新

中国建立以来，隆回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

1



变化，雄辩地告诉人们：隆回回旗人民正在加快前进的步伐!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马道明同志多年来想编纂的《隆回

县回族志》．经过他和其他热心人的共同努力．《志》终与大家

见面了。本志的编纂．没抽专人，没拔专款，没成立专门机构．

而是利用业余时问写成．这也体现了回族的艰苦勤奋精神。限

于人力、时间和史料．《志》尚不可能十分完善，只有寄希望于

后人续修补充。

记古述今．艰难奋斗成史卷；

承前启后，团结进步谱新篇。

是为序

马昌忠

1990年1．月

2



凡 例

I、《隆回县回族志》主要记述居住隆回县行政区域内回族

入民鹄历雯．信郛、习俗、家庭、经济、文化．致活，人物等．凡此

范围内的重要史实或有联系的内容则收编，此范固以外或无

联系的未入编。

2、本志内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章、附录组成。概述．提纲

挈领．总摄全书，练叙鏖圊翅族之主要特捱；大事记。纵贯吉

今．记述本县回族迁徙定居以来．有关回族方面的大事、要事，

而和其他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大事要事，有县志记述，本志少叙

或不叙；专志各章，横列直写，纵述史实，设源流分布、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家庭婚姻、经济特色、文化教育，主人地位。人物

传录8章．共35节；附录，摘录各姓氏族谱中有关文章和清真

寺碑文，收录民间流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词等重要资料，以供

参考。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设章节。

3、本志纵贯古今．略古详今，上限自明初．下限至本志编

纂定稿。雄1989年i2贯。

4、本志侧重于记述本县回族的特点方面，非回族特点的

方面少记述或不记述。它既不象地方志那样全面，也不象民族

自治地方那样内容丰富、系统，

5。本卷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回族

人民的历史和现状。

6、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少量数字统计表。

3



7、第一章源流分布中各姓氏先后，主要以时间为序，早者

前，晚者后；时间相同则以人口多少为序，多者先．少者后。

8、第八章人物传录．因缺乏史料，古代人物未列传．仅记

述本县藉内近代几位有贡献、在回族内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列

传先后，按出生时间为序；对建国后曾担任科级以上职务和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录名入志。

9、历史纪年，建国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lo、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和

百分符号，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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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回族．即回回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

广的一个民族。

隆回县是湖南回族人口较多的县。隆回的回族，是明洪武

初年一批随军征调来湖南宝庆的回回将士的后代，落籍定居，

繁衍发展起来的。，600多年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隆回回族

不断外徙内迁．有较多的人迁至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及

湖南各地。留居者r发展成为今天12000多人的隆回回族，成

为隆回县世居少数民族的主要成份。

隆回回族，具有相对集中和分散的居住特点，既有明显的

聚居地，又有分散的杂居区。从地域范围看，95％以上的人口

分布在距县城十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和城镇，其中，城镇人口

约占四分之一。山界回族乡是隆回回族的聚居地，紫阳区和桃

洪镇是回族的主要分布区。

．隆回‘回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回民始终保持

着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全县10所清真寺都有

正常宗教活动，体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深入贯彻和全面

落实：

隆回回族具有勤劳、俭朴、艰苦、奋发的精神，在长期的生

产实践中勇于探索r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用群体的智慧和汗

水，创立和发展了以百合、辣椒、大蒜、生姜为主，具有鲜明民

族特色的’回族农业经济，为隆回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j

隆回回族，历来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兴办学校、培

育人才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堂教育和学校教育始终是回

5



族文化的两支源流和两种形式．敦百年中．产生了不少宗教领

袖人物．也出现了许多文化人才，群贤小学及山界回族乡各清

真寺小学的创立和发展．真实地反映了隆回回族注重文化教

育的历史。建国后涌现出来的大批回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曹重要作用。在祥众文化、医药卫

生、民间武术等方萄，隆婴圊族也颇有特色。

在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醢迫的社会

制度下．隆回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回族人

民与汉族人民之间长期友好相处，形成和发展了团结、和睦的

民族关系．历史上，隆回回汉两族之间，很少发生大的民族纠

纷和民族矛盾，回汉两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

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通过婚姻和。进教1的形式，不断扩

大了回族的成份。

隆回回族人民有着较早的革命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衔，回簇孛越先进分子。有鹊在觏南最早发动学生投人。五·

四”爱国运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有的在大革

命时期积极组织农民协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隆回回

族中就有一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在推动革命

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隆回回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回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较早地建立了以圊族为

主体的基层政权机构，一大批回族干部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和

部门工作。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

协委员．参与管理罾家事务．充分享有当家徽主和民族平等鹩

权利。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回簇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有很大改善，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新钧历史时期，隆回回旗人民进一步发扬艰苦创业的

S



精神．他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更新观念．开拓前进．积极探

索新的发展道路．为民族的繁荣进步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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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代

洪武元年(1368)

马氏始祖马成从南京迁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城西关外

落籍；张氏始祖璞罗德和苏氏始祖苏通从北京顺天府调湖南

宝庆卫．同授指挥职。

洪武二年(1369)

海氏始祖海盟石，从北京顺义调湖南宝庆卫任指挥职；蔡

氏始祖蔡能从南京调宝庆卫任指挥佥事。

洪武年间

马成之三子(三房)马智从宝庆迁隆回马家渡定居，是隆

回回族最早迁入者。马成之妻苏氏相继随儿孙居住隆回，死后

葬山界老屋村，其墓至今犹存，是现有隆回回族最古老的历史

文物。

正统九年(1444)

隆回回族第一座清真寺——山界清真古寺建成。

8

清 代

康熙四十八年(1709)

马氏始修族谱

雍正五年(1727)

山界清真东寺建成。

乾隆二十七年(1762)

苏氏始修族谱。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山界清真南寺建成，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1是隆回最

大的一座清真寺。

嘉庆八年(1803>

山界清真南寺增修横寺落成。

道光四年(1824)

山界清真北寺建成。

道光五年(1825)

马氏二修族谱。

道光七年(1827)

桃花坪清真寺建成。

道光+年(1830)

山界清真西寺建成。

道光十一年C183工』)

苏氏二修族谱。

咸丰四年(1854)

山界清真南寺复修正殿。

咸丰七年(1857)

蔡氏修谱。

咸丰八年(1858)

挑花坪清真寺大f．1建成，次年列碑。

光绪二十八年(1902)

马氏三修族谱。

是年夏，山界马家冲回民马盛照与邵阳县武邵江张家村

(现邵阳县永兴乡青草-回族村)的张存克何訇，一同从广西桂

林市回家，途经广西兴安县光华铺投宿，张阿訇随身带了T一把

新油好的竹制汤壶，去井里打水做小净礼拜，并在井边用“如

9



意油”洗手．因而水上浮有油腻，第二天早上，该井里死了两只

小青蛙和几条小鱼，当时社会上正盛传洋入放毒，于是当地入

便怀疑马盛照和张存克是洋人，在井里放毒。当地一武举人李

子厚，召集数十人，手持刀棍，将马盛照和张阿訇捆绑．并在他

们的行李中搜出阿文《古兰经>，便误定二人是。洋人”带了“洋

书”，井里死了鱼是他俩放毒。不由分i莞．把二人绑在大木桩

上．周围堆满干柴，放火活活烧死。事后，在桂林清真寺的协助

下．官府派人将案犯逮捕，死者的亲属请了山界四方井的马瑞

卿等赴桂林打官司。次年，马瑞卿和张存克的父亲相继去世，

这样，一桩大案便不了了之。

光鳍三+一年(1905)

马应薰先生去日本留学，是隆回回族最早出国留学者。毕

业于日本经纬学堂。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

苏成璋阿镯愁日本留学。同年．苏成璋、马应薰与全国各

地赴日回族留学生，在日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

宣统三年(1911)

马一木匠触犯教规被处死。山界郭家冲(今属南寺村)～

个姓马被称为一木匠的回民．因将女儿嫁给汉族地主刘应堂

为妾．弓|起了当地回族上层人士的反对．以违反伊斯兰教规为

由．将其女夺回．收养于马宝初阿旬家里。这对一木匠是一个

很大的打击．他十分不满．～气之下．就反了教．每当初一十

五．就去毗邻的汉族地方朝中山庵堂烧香拜佛，同时．又从市

上买回一块猪肉挂在自己家里。这洋．更妇激怒了阿訇帮上层

人士，于是．搜集了马一木匠的所谓十条“罪恶事实”．向武冈

县法院控告(解放前这里届武冈县紫阳乡)．法院批给马姓回

族自己处理。马姓回族上层人士得到这个批示后．报告邵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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