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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族是兰州市人口较多、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

与主民族之一。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罢，兰舵的回族和

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商 h 发展兰剖

哟物段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了重妥贡献。

收集整理留族与伊斯兰教史针，了解拉在兰同的传搓、

发展和演变.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氏，涣

~立案和宗教政策.增强各武族之间的理结，继承和发每百族

冽人民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由化建设，是一件很有意义畸

-芋。为此.我幻本着 n存真求实"均精神，经过精边，主-理

了结辑了有关兰问回族掬海、革命斗争、历史人物、经济文

1ι、风俗习费和伊斯兰教等方面的史特35荔。其宁.考虑到

·研究部门和读者的实际需妥.转载了外在这 2 其有份佳的伊

-斯兰教支持。全书共约 17万字。这样，运窍我会《文史资辛辛

飞选辑》历冬发表的 7 篇有关回族的史料，基本上反攻了兰州

'>U写族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情况。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兰剖胃族的支持见诸支籍方志者李

琴无几.给撰写和统辑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政入本辑的大部

分文章是作者亲历、亲皂、亲邦的支持，少部分是作者拉据

程碑奇特整理，巧成，故众说不一现象难或避免。主于此，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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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 u 多说并存"玛愿到，弩待学者和读者昌、后考证。

本书在搜集资料和选编工作中，得到回族和其他兑弟民‘

族中有识之士的品力协助。在此，在示衷心的敬意和惑谢。

收集整理民族索教方面的支特.卖?我们来乱尚品蓄拳，

缺乏经哇，如之编辑思想水平有珉，疏远谬误之处在跨难

免，哉望读者批评指正。并主担忧攻远潜心研究民族索教的学

者和有识之士继续补主史特，使兰州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史才争

日臻完善。

198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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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回族来源及变迁

·马逼

甘肃的留回民族，是我国因望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臣、

回民族既不是由民族、部落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经原始社

会和奴隶社会商形成的，它是由嚣内外的多种民族成分在我

国封建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

悠久历史。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嚣人口普查统计表明，

全国回族共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余人〈未包括台湾省和香

港、澳门地区) ，在我嚣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

族百名列第二。自族散居全国，有"大分散、 Jj、聚居"的居

住特点。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北起内蒙、南J1j海南岛，

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三分之二的县都需吕族居住。回

族自治地方广布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及需北、云高、

贵州等省〈区) .是我蜀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

一提到自回民族，人们总要提出"国臣"商宁的来掠与

含义。"回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洗括( 1031-1095 ) 

踊《梦溪笔谈》记西北边兵凯歌中，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

装背竟打回国，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但他

既说的"国国"，是指当时生患在安西一带的自鹊，与现在

所说的"回回"不月。《辽史)) (1124 年〉中提到的" ffiJ 

E泞，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与现在的"自园"也不同。-



后来在商宋彭大雅、徐霆房著的电器鞋事略)) (约在1233-

:1 237年间综走〉中，又多处提到"团团百工技艺桂精"，

"葡萄酒由自回国贡来纱等。其时.伊斯兰教E温塔什噶尔

向东传播到和田、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埠，因此.这里提到

的"国国9 是指包含上述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雷拉〈回鹊〉

人和"回岳国" (花草u子模〉、康旦(在威海北 3 、克鼻黯

〈在黑海北岸〉等地区的民族，但它不包摇当时的高昌E鹊

和河西吕鹊，所!;t与现在所说捣"m1 U鸡"也不等同。元代文

〉裁中的必嚣固"，含义明确，己和回鹊分开，和畏吾煞有了

区弱，元代命希鲁寨的《至藏镇江志》的户口中，就明确记

载有"蒙古二十九户，畏吾尔一十四户，回国五十九户，也

里可温二十三户"。因此，元代所说的必固自纱人.就是今

天苗族的先民。它主要指的是从中亚、西亚迁到玉n夫以东

来的信栩伊斯兰教的各族人。这和回族中长期以来流传的房

谓"西墙白自纱、 "西壤古款"的说法是一致的。屑、清离

妃，虽有岳、结握i苔，族、教不分的情况，把我目信何伊斯

兰教的各民族泛称之为"国"，或在族名上冠以 "gPF 字，

如称维吾东族等为"撞匪"，称撒拉族为"撒拉回纱，称京

乡族为"东乡自纱或"土图"等，这是因为把族、教混淆起

来前缘故。回族虽然尽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并不等于只

有因族信静。药史上部以把回族与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呢?主

要是回族在彭或过程中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

说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绿拔。

回族是何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呢?回国民族75成一个稳

定的人幻共同体，是在元末费初完成的."党护族类纱、

""千里不持接纱〈魏摞《圣武纪)) ). "1司类周桔遇亲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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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至亲" (严窝《高宫奏议)> )。就是说明f-t四田，巳还

有了互相保护，互相接济的感情，标志着回窍已经彭成了一个

我族共同体。

回回民族的先民主要是脐部分人览?十三世起，蒙古人

三次西征后，灭了"花刺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已禧

达。先后四十年前，大按中亚各族人、波茹人、阿拉{古人等

来到中国 a 他们主要是蒙古军均俘虏在工匠F 妇降的官吏、

贵族及其部民z 来华贸易的商人F 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总

计约几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统称为 μ 色盯

在人"，其中要以被编入蒙古军的固自军士为最多，提11丁为

元朝统一中自菇南征北战，继而他们在西北、茵茵戎边 Lß

I囚，捍卫疆土，从此，落是边塞重镇"撞处入社，与写i 良

等"。这是构或中盟国臣民族的主体租骨干。回国民族的另

一部分先民，要追混到唐宋时期，告?居中国东南沿海的翠知

林"蕃客" 0 a 本桑原野藏在《蒲寿庚考》中谓! (í八世纪

韧至十五在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阂，执世界远离

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信人纱。其时我国李磨赵宋王朝以广

州、扬卅辛11泉赔为每上贸易的主要港口。不畏珉险，善于背

离始闰拉{白人、法茹人表H在太人多自按其rr湾，经印度洋，绕

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这些港口经商贸易，有的就侨居中国。

《薪唐书·垣神功传》记载I "神功至揭炖，大掠居人，友

家墓，大食、拉斯胡贾死者数千纱。这是肃宗上元六年〈公

元760年〉的事，胡贾死者至数千人，当时穆斯林商人来者之

多，可以想且矣。 (oa蜜书·卢携传》记载，黄巢陆广安H.

杀自回教捷、我太教佳、穆护教徒〈即被斯袄教倍〉凡十二

万人。事宋时，仅祟#1一培就有阿拉倡和泼黯等二十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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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从事贸易、滋览和传教. "其富者资黑巨万"，巨菇

罗星，贩卖乳香， G价值三十万播".锦连发海茹八十撞，

"死后尚有珍珠130石"，蒲寿寰的香鹊黯控制了泉判揭贸易，

市场。他们宣吕建宅，修寺办学，相当普遍.到元时. B有

"因半城"、 必蒲半街纱之称，清真寺E有七、八座之多。

所以离宋周密在他的《葵辛杂识》续集中有"今回国皆以中

原为家，江南尤多纱的记载。在江南经爵的穆斯林"蕃客"，

不仅立足于广州、扬州布泉州等主要港埠，百且自粤商阎丽。

前，溯运河往江苏，之j创刊，达江都，北至出东的济宁.经

商旺，折入黄泻，而至开封。西渐渭水，以达民安。或自运

坷，北达远县，而至北平。这些侨居中国的穆斯林，元代以

后，也成为国族的一个主旦成部分。广州的'怀圣寺，泉邦的黯

麟寺，拉邦的凤虱寺，扬州的仙鹤寺，开封的文抹寺和长安

的化觉寺等，就是他轩在这些地方生活过的历史见证。由自

民族第三个来源，是从东南亚来的穆斯林侨民，尽管他们人数

较少，但也是回族族嚣的一个方面。

不论是元代菌战争被追东迁的"自罔纱，还是因经商币一

在唐、宋时期侨居中嚣的必蕃客"，在当时的情混下都是以

男子为主。他们由于通缉等原因，段收了许多汉族成份。另

并在回国民族中还有一些摄侯了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有蒙、藏、

民族。维吾尔族西为与国族有共商的信仰，所以，也有一部

分黯合于现在的国，居民族中了。也有一些"国盟"、"蕃'

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合于其他民族。

甘肃的国族来源，要从丝绸之路和东迁的"四回人"谈

起。自从汉武帝时开拓西域棋来，甘肃就成为丝绸之路必经

之埠，河西走廊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告。当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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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经甘肃到西域的丝舞之路主要有三条z 一、自内地经陕

北、宁夏、灵武、武草草、敦煌，西西出租夫，二、自内地经

经)!I、平凉、定西、兰炜、河西走廊、敦埠，茵茵出照美i

三、自内地经张家J!I 、龙出、莲花、马营、英昌、 i黯豆、乐

都市至敦煌。总之，中国的丝绸都要经过商西、于屑、部善

运铠大夏、安息、大秦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亚和西亚的宝

石、琉璃、香料等也经过这里运抵长安或洛醋。这条把中国

柯西方联结起来的著名的丝缉之路，不仅是一条进行贸易往

来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传播技术和文化的渠道。这种东西

方的交流，历经汉晋南北朝，到陪唐曾达到盛况空前的程

度。当时武或是河西的都会和贸易中，杏，张掖、出丹也是中

外宾易的重镇，敦煌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后汉书·

孔奋传》中说z u......时天下扰乱，娃、河西强安，西姑藏

〈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每居县者，不盈数另，

辄至丰京纱。{<捂书·食货志》中说z 44西域诸蕃，往来揭

键，其有君长者应十四盟"。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六月，

黯场帝亲到张搓，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和商人。唐代出丹

的商业也非常繁束，当时有十六条街市，不少突康和印度商

人常年住在这里。大食国的作家宾墨在公元九四二年来中自

时，竟将热阔的出丹误为"中国王攘纱 e 公元九理二年，当

前是我ml五代十国后期的后晋时期。这时大食作家能来河西

藏货商贸盛况，想必穆斯林商贾己捷足先来者不少。宋代拇西

为辽、夏蔚器，与中原政权相对抗，丝路贸易时受阻塞，不

如前一段时期兴旺，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肃州新

志》中的一段记载，正好说弱了这种状涯。必费黯攘址，距

如i东二百四十里，在高台西南四十里，其攘址相传尚有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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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边JK申有蜻警去放揭示着tza 俗传宋时有吕西费
应鳞J苟业攻嚣贾辱产单去蠢蠢JJ有好事者思主是禾垂，-d吴
放.众赫德私权接咄辞去事若要此知，还须本人
来。后为鞋瞿主子在歌，号牵涉鬓斗'刃，远远载."距肃;-11壤
雷一百六十里-在关茜兔子里二含有茵茵三大家".可见到了
宋代仍然有穆斯林商久、贡使在甘蜻窝西地区留居。

到了元代，大批戍边屯围的回团军士正以及贡镜、商贾

等被安置在甘肃境内。他们之中有中豆人、-载黯人、'商拉维

人和蒙古人、维吾尔人等。史载元宦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

都〈北京〉后，难恶四大汗国及西北语王兔及皇权，以广设

成边屯匪兵予以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侄

其主要地区仍在河西走廊一带，顶固自军周是屯兵屯臣的主

要成员。"国回军"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

在灭南宋后，又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中，抗行着"上马则备

战斗，下马则宅聚牧养"的任务。由于戎边屯吕于甘肃的回

国人多，所以元王朝选探国留人兀伯都莉、麦术丁、合慧

和哈珊等，先后为翠裙，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

电器。 a元世握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以忽撤马丁为

管领甘肃、陕哥等处屯苗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米JL工

匠千五十户屯匪"。"至元二十凡，年〈公元1291年) ，以甘

肃矿土踢营宝赤、合散等，停替之" ( <<元史·世祖记)) ) 0 

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

兵万人" ( <<甘肃逼志}) )。到英宗峙，为了体恤屯围困图，

于"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免去甘肃回应屯成河西者键

税纱(((元史·英宗记)} )。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吕屯

吕兵，部呈黯回回宫吏雨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 (<甘肃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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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富》记载"这是国留人居首束之始"。

蒙古国大哥国成立，西域很多部落小国完全灭亡.交通

往来，因以自由。同时，元中央王辑出于军事与政治的需要，

又大辞官道，设事手站，置守备，商族之危因为之减少，于

是，东西交通大道，商贸频繁，迈轶前代。当时的主要通道，

一为通过西{吉利亚南部，经天出北路以达和林及燕京F 一为

经天山南路入甘、挟丽至内地。在商贾中鼠目医资本最著，

势力最大.他f门寄居甘肃各地营商贸易者虽晃史册。新J;，{除

元代落居甘肃屯兵屯囡的国民军士、回国宫吏和他的的部属

外，营商贸易的穆斯林商贾也是、定居甘肃较早的一部分人，后

来他们也成为甘露回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元亡明立之后，在i嘉路关为援边，葱龄在i西之窝窝攘

攘，尽为怯木JL汗国房有，薪§量仍在察合台后裔统治之下.

漠北为瓦郭新据，经常南下与明就衡。明王朝为防北敌之南

下，急需良马到充军，遂于东北开平等地设马市，在西北则

于西宁等六判设茶马司，后宫茶以易吐蕃之马。并遣使至西

域令贡良马，但"初元至者"。洪武二十年拉木JL首遣回国

菊剌·哈非恩来嚣，贡马、驼，帝语宴其使并赔白金，吉始

频岁贡驼马。同时其自固自人自驱马抵琼州互市者也不少

,( <(中国经营商域史)) ).明成祖继位君，好大喜功，辑以

上邦自嚣，对海外和边远诸国招捧怀柔。故承乐年前"西壤

之夜，岁岁不绝" ( ({明史·西域传)) )。

萌代西域贡使和东来交易的商耍，不仅有哈密、吐鲁番

和哈石啥凡人，丽旦中亚和西亚的贡使和商贾也不少。这些

贡使和商贾往往多达数百人，其留居躁、甘者益多。由于寄

黯窝西之屈居多，遂形成了集体力量，于是出现了挺挺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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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之事。 a承乐八年〈公元1403年〉……囡回啥剌马牙杀部

提挥对秉谦，据肃ffI以叛，于户朱迪等讨平之纱( ((明史·

成祖纪)) }。到了现芙宗时，西域贡使和商贾不仅遍布河西

走靡，就是西宁、商判和兰州、乳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国

人，而这些地区正是丝路离造必经之地，这里的清真寺基本

上也是元、明时代始建的，其中晓1t建筑的要比元代的多，

就是一个最好的侥证。所以《明史·撒马尔汗传》称: <<元

时自囡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肖多"。明朝陆深《豁出余

话》中记载I "甘肃地近百壤，多回国杂蛇"。明王黯由于

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愿与西域各国逼使经商，另一方面又

怕寄居留国造成边患，遂屡令限帘i或促其还本土。费太袒曾
有必令番使丘吉、肃攘外三十里，毋令入城"的谕旨。明英

宗对廷住甘ffI数年不归的贡使，有"命甘肃总兵等官遣其出

撞莎的命令。明武宗有"禁诸贡不许私自馆井，勒期遣还纱

的决定。但这些禁令，不过是社渐齿微雨己，事实上并没有

完全兑现。

清初甘肃回族己彭成了大片聚居区。河西能肃拙，陇右

的我、商、现昌，陇南的徽成、盐宫、莲花、张家)If.陇东

的平、臣，以及西宁、灵捕〈当时属甘肃〉和金撬等地"汉

国杂娃纱，每地都有万户以上固旗聚居。《、再撞诸役纪要》

中说: "迄明末清裙，西起瓜、沙z 东至环庆， ~~挺银、

豆，南及洗、躁，所谓甘因及东干自之踪迹，已无处无之"。

至u清中叶甘肃臣族5有"甘譬居多于汉"的记载( ((左宗棠

年谱)) ).也有"国七汉三"之说( <<乎自志)} )。这样众

多的回国人，除元、费~来生息在甘肃土地上的老户外，清

代还薪迁来了两部分人z一部分是从哈密、吐鲁番等地迁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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