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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南阳行政区位于东径110。48’一113。487稻j艺纬32。i2。

赫33夸48’之间。翠在公元前260年(秦嚼王三十五年)设置南

鞠郡起，‘历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或置郡、或立国、或谩府，绵延
至民国年间改设为河南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迄今，一直是豫西南

的重要行政区划。现辖十三个县(市)，占有土地面积26596平

舅公里，居住着包括三十个不同}民族成份的九百多万人口。
i 两千二吾多年来，素以淳朴勤劳著称的南阳人民，为了中华

民族静繁荣昌盛，嚣不遗余力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丰默麓

物质财肖和绚丽多彩的文纯成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有不少优秀儿女翠期加入党的地下组织，英舅投射予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有些入竟血沃疆场；在建设社会主义圈个

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又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

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又有一些企业家脱颖丽出，创出了显著的

经济效果，他们在人民共狸国的成长史上谱写出不容泯没的功

勋。

僵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圆于狭隘的宗法观念稆大汉族主义的编

罄觅，在众多的府、县志乘中，置其它兄弟民族的存在予不顾；对

于流行于世的各种宗教活动，也持回避态度，仅对佛、道教盼寺观

作简略记载。至于伊斯兰、天主、基督三种宗教的活动侍况更是

讳荚如深，只字不渌，实为一大撼事。

在继续深入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宗教信仰逮由政策的今

天，势必要将各兄弟鼠族的来荔i、分布以及其改治、经济、文

化、风俗等特点做出翔实静考查，就难子有针对性固锎定出发展

喜H



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工作的具体方案。对于崧五种譬宗教的起
源，传入，分布、发展与现状也同时褥要进行一次全面澄清，以

利于工作。为此，中共南阳地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果断地作磁决

定；为了填补历史上这一空缺，坚决要克服备秘爨难，不惜入力、

物力完成两部合格的新型的专业志书，为今后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

《南阳民族宗教志》～书，是以玛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

蕊族宗教政策为指导，严格遵照图顼基本原鬟|j精神，以大量瓣文

字资料翻实地调查为依据，历时五载，经过反复校订后编纂面

成。

为了突出存史资渣的墨擘用，特将历代礴碣、侠文积渚廷总理

螽国事务衙门的部分原始档案等珍贵资料列入附录部分，扩大了，

藏书的内涵，以便予检索，竣剃予考证。毽l}|：类悫书涉及蘧广，j

资料奇缺，更无前例可援，难免有遗珠之憾，尚塑心方达人不备l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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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书将《南阳民族志》，《南阳宗教志》两项内容合并装订

≯0一豫o
。

一，各编内的篇目没霞，因书制宜，不强求一律。 ．

一，史家有专传，合传之体。在人物篇中，有不按年代腹序而依

宗族世系排列者。

一．现存碑碣，只遴选具有代表意义的收录全文，凡性质雷同

者，只载碑目。

一，全书下限止于1985年底。唯个删后期出现的重大事件，作为

附记，列于篇末。

一．凡引用文字，均筑原书名于后．不另f乍注。

一，阿衡一词，采用近代通例，一律使用“阿訇节．

一．凡收录的障碣、族谱，一概加注标点。

一、凡摘片j刃史资钭，碑碣等文中的繁体字。一律按现行规定改

为简化字。
．

’

1’

．售盛量重零；’慷，—¨嚆㈠—㈨—㈠"_．．_且量重羹l。蚤矿鼬善＆≤釜垂§誊叠t-f量量l善暑；
--I

一童一|-_【，

0。-----I-



总 目 录

民族⋯⋯·“⋯···”····-⋯⋯·····⋯·⋯⋯⋯⋯⋯·⋯··⋯⋯”⋯(1)

概述⋯⋯⋯⋯⋯．．．⋯⋯⋯⋯⋯⋯⋯⋯⋯⋯⋯⋯⋯⋯⋯⋯(1)

第—编回族⋯⋯⋯⋯⋯⋯⋯⋯⋯⋯⋯⋯⋯⋯⋯⋯⋯(5)

‘第二编蒙古族⋯⋯⋯⋯⋯⋯⋯⋯⋯⋯⋯⋯⋯⋯⋯⋯(71)
●

第三编满族⋯⋯⋯⋯⋯⋯一⋯⋯⋯⋯⋯··：¨⋯⋯⋯·(96)

第四编其它少数民族⋯⋯⋯⋯⋯⋯⋯⋯⋯⋯⋯⋯⋯(110)

宗教⋯⋯⋯⋯一⋯⋯⋯⋯⋯⋯⋯⋯⋯⋯⋯⋯⋯⋯⋯⋯⋯⋯(137)

概述⋯⋯⋯⋯⋯⋯⋯⋯⋯⋯⋯⋯⋯⋯⋯⋯⋯·⋯⋯···⋯”(153)
、

第一编道教⋯⋯⋯⋯⋯⋯⋯一⋯⋯⋯⋯⋯⋯⋯⋯⋯(158)
●

第二编佛教⋯⋯⋯⋯⋯⋯⋯：⋯⋯⋯⋯⋯⋯⋯⋯⋯!·(212)

第三编伊斯兰教⋯⋯⋯⋯⋯⋯⋯⋯⋯⋯⋯⋯⋯⋯⋯(283)

第四编天主教⋯⋯⋯⋯⋯⋯⋯⋯⋯⋯⋯⋯⋯⋯⋯⋯(319)

第五编基督教⋯⋯⋯⋯⋯⋯⋯⋯⋯．．⋯⋯⋯⋯⋯⋯·(467)

编后记⋯⋯⋯⋯⋯⋯⋯⋯⋯⋯⋯⋯⋯⋯⋯⋯．．．⋯．．．．．．⋯⋯(557)



民 族



。

‘

●

oI．，；～ ：

。
，，

，一⋯㈠一 目 录
、

t I‘
。⋯’

’‘

’

。， ．-

i：。，r：：’_。，t ，· ¨
．

?

概述，·j·～⋯⋯一⋯⋯⋯⋯⋯⋯⋯⋯⋯⋯⋯·：⋯·!”!⋯⋯⋯一(1)

第，编一回族⋯一⋯⋯⋯”一⋯⋯⋯⋯··?⋯⋯⋯⋯⋯⋯“⋯·(5)

i第一章一民族来源⋯⋯⋯⋯．．．⋯⋯⋯⋯⋯审⋯⋯⋯⋯叫·(5)

：j。第一节元代屯田“⋯⋯⋯⋯⋯⋯⋯⋯⋯⋯⋯⋯⋯⋯·(5)

i’第二节．．官宦入籍⋯⋯⋯⋯⋯⋯⋯⋯⋯⋯⋯⋯⋯⋯⋯(6)

·；。第三节经商行医传教⋯⋯⋯⋯⋯⋯．．．⋯⋯⋯⋯(7)

“?t第四节反明义军的疏散⋯⋯⋯⋯⋯⋯⋯!⋯⋯⋯⋯“(8)

i-二：第五节．陆续增添的新成份⋯··?⋯⋯⋯⋯⋯⋯⋯⋯·“(8)

，第二章·迁徒与分布⋯⋯．．．．．．⋯⋯⋯⋯⋯⋯⋯⋯⋯⋯·：·(9)

7·：第一节-迁徒．．，⋯⋯”⋯⋯⋯⋯⋯⋯⋯⋯⋯⋯⋯⋯⋯·(9)

ti．第二节-分布⋯一⋯⋯⋯．．．⋯⋯⋯．．．⋯⋯⋯⋯⋯⋯⋯(9)

oj附lt历年来回族人口变更表⋯⋯⋯⋯⋯⋯⋯⋯⋯⋯⋯(11)

。一·第三节主要姓氏分布⋯⋯⋯⋯⋯⋯⋯⋯⋯⋯⋯⋯⋯(13)

第三章社会地位⋯⋯．．⋯⋯⋯⋯⋯⋯⋯⋯⋯·：⋯··：⋯··(17)

，元代⋯⋯⋯⋯⋯⋯⋯．．．⋯⋯⋯⋯⋯⋯⋯⋯一?⋯⋯⋯”(18)

明代⋯⋯⋯⋯⋯⋯⋯⋯⋯⋯⋯⋯⋯⋯⋯⋯：⋯⋯⋯⋯”(18)

，≤清代⋯⋯⋯⋯⋯⋯⋯w⋯⋯⋯⋯⋯‰⋯⋯⋯⋯⋯⋯⋯(19)

4‘中华民国时期⋯⋯：⋯⋯⋯⋯⋯⋯⋯⋯⋯··?⋯⋯⋯⋯”(19)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20)

第一节．’荐选人才一培养干部⋯⋯⋯⋯⋯⋯⋯⋯⋯⋯(2¨

第二节·“文革’’时期⋯⋯⋯⋯⋯⋯⋯⋯⋯⋯⋯⋯⋯(22)

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2)

第五章经济⋯⋯⋯⋯⋯⋯：·?‘!i⋯”一?⋯∽⋯⋯⋯⋯”(23)

x{Q



第一节农业生产⋯⋯⋯⋯⋯⋯⋯⋯⋯．．．⋯．．．⋯⋯⋯(24)

第二节工业生产⋯⋯⋯⋯⋯⋯⋯⋯⋯⋯⋯⋯⋯⋯⋯(26’

第三节畜牧养殖业⋯⋯⋯⋯⋯嘲一⋯⋯⋯⋯⋯⋯⋯(28)

第四节商业服务业．．．⋯⋯⋯-⋯⋯⋯⋯⋯⋯⋯⋯(29)

第六章文化教育⋯⋯⋯．．．⋯⋯⋯⋯⋯⋯⋯⋯⋯⋯⋯⋯(31)

’第一节建国以前⋯⋯⋯⋯⋯⋯⋯⋯⋯⋯⋯．．．⋯⋯⋯(3I》

第二节建国后的教育⋯⋯⋯⋯⋯⋯⋯⋯⋯⋯⋯⋯⋯(32)

第三节体育运动⋯⋯⋯⋯⋯⋯⋯⋯⋯⋯⋯⋯一⋯⋯(35)

／ 第四节文化艺术⋯⋯⋯⋯⋯⋯⋯⋯⋯⋯⋯⋯⋯⋯⋯(36)

第七章风俗习惯⋯⋯⋯⋯⋯⋯⋯⋯⋯⋯⋯⋯⋯⋯⋯⋯(37)

第一节生活习惯⋯⋯⋯⋯⋯⋯⋯⋯⋯⋯⋯⋯⋯⋯⋯(37')

第二节婚丧习俗⋯⋯⋯⋯⋯⋯⋯⋯⋯⋯⋯⋯⋯⋯⋯(39)

第三节节日⋯⋯⋯⋯⋯⋯⋯⋯⋯⋯⋯⋯⋯⋯⋯⋯⋯(40)

第八章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41)

第一节反帝抗暴斗争⋯⋯⋯⋯⋯⋯⋯⋯⋯⋯⋯⋯⋯(41)

第二节抗日组织⋯⋯⋯⋯⋯⋯⋯⋯⋯⋯⋯⋯⋯⋯⋯(44)

7‘人物⋯⋯⋯⋯““⋯⋯⋯⋯⋯⋯⋯⋯⋯一·⋯⋯“⋯⋯⋯(48)

大事记⋯⋯⋯⋯⋯⋯⋯⋯⋯⋯⋯⋯⋯m⋯⋯⋯⋯⋯⋯(67)

第二编蒙古族⋯⋯⋯⋯⋯⋯⋯⋯⋯⋯⋯⋯⋯⋯⋯⋯⋯⋯(71)

第一章来源与分布⋯⋯⋯⋯⋯⋯⋯⋯⋯⋯⋯⋯⋯⋯m(71)

。第一节‘来源．．．⋯⋯⋯⋯⋯⋯⋯⋯⋯⋯⋯⋯⋯⋯⋯一(71)

‘第二节’人口与分布⋯⋯⋯．．．⋯··?⋯⋯⋯⋯⋯⋯⋯·j÷《。74)

第二章社会地位⋯⋯⋯⋯⋯⋯⋯⋯··?⋯⋯⋯⋯⋯一“．(77)

第一节元代⋯⋯⋯⋯⋯．．．⋯⋯⋯⋯⋯⋯⋯·o一⋯⋯(7々)

第二节明代⋯⋯⋯⋯⋯⋯⋯⋯⋯⋯⋯⋯⋯⋯⋯“．⋯·《77)
’

第三节清代⋯⋯⋯⋯⋯⋯．．．一⋯⋯⋯一⋯m⋯⋯⋯《‘78)
’

第四节中华民国时期⋯⋯．．．··⋯⋯⋯⋯⋯⋯⋯⋯⋯·(78)

第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79)

‘2．t·



···⋯⋯⋯⋯⋯(客o>

一“⋯⋯⋯⋯·(80)

⋯⋯⋯⋯⋯⋯(81)

⋯⋯⋯⋯．．．．．．(83)

⋯⋯⋯⋯⋯⋯(83)

，·，·⋯··⋯······(84)

·⋯⋯-···-⋯··!(85)

⋯⋯⋯m⋯一(85)

⋯⋯m⋯Q 60,6·J(87)

··：⋯一⋯⋯⋯(87)

⋯⋯⋯⋯．⋯⋯(88)

·⋯··-·········-·(95)

第兰编满族⋯⋯⋯⋯⋯⋯⋯⋯⋯⋯⋯⋯⋯⋯⋯⋯⋯⋯⋯(96)

第一章来源，迁徒与分布⋯·⋯⋯⋯⋯⋯⋯⋯”b o o b oo⋯(96)

第一节来源⋯⋯⋯?⋯⋯⋯⋯⋯⋯⋯⋯⋯⋯⋯⋯⋯“(96)

第二节迁徙⋯⋯⋯⋯⋯⋯⋯⋯⋯⋯⋯⋯⋯⋯⋯⋯⋯(97)

第三节分布⋯⋯⋯⋯⋯⋯⋯⋯⋯⋯⋯⋯⋯⋯⋯⋯⋯(98)

第二章经济工⋯⋯⋯⋯⋯⋯一⋯⋯⋯⋯⋯⋯⋯⋯⋯⋯”(10I)

第一节农业⋯⋯⋯⋯⋯⋯⋯⋯⋯⋯⋯⋯⋯⋯⋯⋯⋯(101)

第二节畜牧养殖业⋯⋯⋯⋯⋯⋯⋯⋯⋯⋯⋯⋯m⋯”《102)

第三节工业与副业．．．⋯⋯．．．⋯⋯．．．⋯⋯⋯⋯⋯⋯⋯<102)

第四节林业⋯⋯⋯⋯⋯⋯⋯⋯⋯”?⋯⋯⋯⋯⋯⋯⋯(102)

第三章社会政治地位⋯⋯⋯⋯⋯⋯⋯⋯⋯⋯⋯⋯．．．⋯(103)

第四章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一⋯⋯(104)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3

o曲D

D

0

O

O

O

l

l

l

l((((

●

●

●

●

姻仪～

～婚礼～仰

与

～信庭庆葬教家节丧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第五节风尚?j⋯⋯⋯⋯⋯⋯⋯⋯⋯⋯⋯⋯⋯⋯⋯⋯·(106)

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一⋯⋯⋯⋯(106)

．第一节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106)

第二节 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107)

大事记⋯⋯⋯⋯⋯⋯⋯⋯⋯⋯⋯⋯⋯⋯⋯．．-⋯⋯⋯⋯(108)

第四编其他少数民族⋯⋯⋯⋯⋯⋯⋯⋯⋯⋯一⋯⋯⋯⋯(110)

第一章民族与人口⋯⋯⋯⋯⋯⋯⋯⋯⋯⋯．．．⋯⋯⋯⋯(110)

一第二章来源⋯⋯⋯⋯⋯⋯⋯．．．⋯⋯⋯⋯⋯．．．⋯⋯⋯⋯(110)

一第三章分布⋯⋯⋯⋯⋯⋯⋯⋯⋯⋯⋯⋯⋯⋯⋯⋯⋯⋯(111)

第四章政治地位⋯⋯⋯⋯⋯⋯⋯⋯⋯⋯⋯⋯⋯⋯⋯⋯(111)

附录⋯⋯⋯⋯⋯⋯⋯⋯⋯⋯⋯⋯⋯⋯⋯⋯⋯⋯⋯⋯⋯⋯⋯(112)

一、南阳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机构变化⋯⋯⋯⋯⋯⋯⋯(112)

一二，古籍⋯⋯⋯⋯⋯⋯⋯⋯⋯⋯⋯⋯⋯⋯⋯⋯⋯⋯⋯⋯(118)

，《清真先正言行略》上下两卷⋯⋯⋯⋯⋯⋯⋯⋯⋯⋯(118)

’《回族武术谱》手抄本⋯⋯⋯⋯⋯⋯⋯⋯⋯⋯⋯⋯⋯(118)

三，谱谍⋯⋯⋯⋯⋯⋯⋯⋯⋯⋯⋯⋯⋯·。⋯⋯⋯⋯⋯⋯”(118)

1，答氏宗谱序⋯⋯⋯⋯⋯⋯⋯⋯⋯⋯⋯⋯⋯⋯⋯⋯(118)

f：，2，张氏世系图考，张氏宗谱序⋯⋯⋯⋯⋯⋯⋯⋯⋯(1 19)

，～3，新野县马坟《马氏族谱》碑⋯⋯⋯⋯⋯⋯⋯⋯⋯(122)

(4，马氏宗谱⋯⋯⋯⋯⋯⋯⋯⋯⋯⋯⋯⋯⋯⋯⋯⋯⋯(122)

i 5，民国二十五年新野县焦楼《焦氏家谱》碑⋯⋯⋯(122)

j一6，新野县丁君文生创建丁氏祖祠礼拜堂功德碑序

jj’。 ⋯⋯⋯⋯⋯·：⋯⋯⋯⋯⋯⋯⋯⋯⋯⋯⋯⋯⋯⋯·，⋯(123)

，一．7．南阳县黄池陂南门外《马氏宗派碑》序⋯⋯⋯⋯(123)

‘8，镇平县晁陂王氏族谱序(二)⋯⋯⋯⋯⋯⋯⋯“(124)
．9、晁陂王氏族谱序⋯⋯⋯⋯⋯⋯．．．⋯⋯⋯⋯⋯⋯⋯(126)

10，内乡县东王营《王氏族谱》序⋯．．．⋯⋯⋯⋯⋯⋯(126)

四，碑碣，志铭⋯．．．⋯⋯⋯⋯⋯⋯⋯⋯⋯⋯⋯“⋯⋯⋯·(127)

·4 o



1，渐川县九重王成墓碑(上端残缺)⋯⋯⋯⋯-．．⋯e 127)

2，淅川县九重镇明唐王府典仪正荷塘王公墓志铭

··-·······················································⋯·’(128)

3，王仲子墓志铭⋯⋯⋯⋯⋯⋯⋯⋯⋯⋯⋯“．．．⋯⋯·(129)’

4，镇平县砚台王氏祠堂碑⋯⋯⋯⋯⋯⋯⋯⋯⋯⋯⋯(130)
5，新野县沙堰镇马文经墓契⋯⋯⋯⋯⋯⋯⋯⋯⋯⋯(131)

6，明兵部尚书铁铉遗像墓碑⋯⋯⋯⋯⋯⋯⋯⋯⋯⋯(131)

7，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m⋯⋯⋯⋯⋯⋯⋯(131)

8．马老师传艺德教碑⋯⋯⋯⋯”：⋯⋯⋯⋯⋯⋯⋯⋯(132)

9，新野县蒙古族迁茔碑记⋯⋯⋯⋯⋯⋯⋯⋯⋯⋯⋯(139)

10，内乡县王店乡石刻⋯⋯⋯⋯⋯⋯⋯⋯⋯⋯⋯⋯⋯(134)

1 1，民国八年‘新野县志·人物志'⋯⋯⋯⋯⋯⋯⋯(134)

12，南召县四棵树乡黄姓墓碑⋯⋯⋯⋯⋯⋯⋯k⋯⋯(134)

13，碑刻录存⋯⋯⋯⋯⋯⋯⋯⋯⋯⋯⋯⋯⋯⋯⋯⋯⋯(135)

·5。

I，’

f厶



概』述

南阻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缔造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都以各自的民族特点，’做出过
卓越的贡献，形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南阳在‘尚书。·禹贡》中列为豫州之域，本夏禹之国。，商代

。四岳后所封之吕，黄帝后所封之谢，夏仲康子所封之邓，皆为商

时的诸侯国。’周为申伯国。春秋属楚，战国属韩，秦取韩地，子

汉水之北，洛阳、颍川之南，置南阳郡，，(明嘉靖‘‘南阳府

志>)。。矗陪京之南，居汉之阳"， 靠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

为疆黟(张衡‘南都赋》)。这里地处中原，四季分明i雨量适

．中，土地肥沃，是一个适宜于人类生息耕作的地方。自古以来，

经过华夏人的不断开发耕耘，较早地成为物阜民丰，人烟稠密的

繁华地区。
‘ ’

’ ～-一， 一

西汉元帝时，著名太守召信臣，利用水泉，开通沟渎，兴修

水利工程，建造堤闸数十处，灌溉田地三万多顷。东汉建武七

年，杜诗出任南阳太守，创造水排，．利用水力鼓风廖用力小，见

效快黟，使冶铁工业的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得到迅猛发展，‘从而

促使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在全

国居于领先地位。 。‘一一”

r’ 早在西汉时期，借助于水陆运输南通北达的优势i南阳就列

‘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南船北马，四方客商云集，市场繁荣，经

’济流通异常活跃。王莽新朝在五大都市中设立五筠司市师，专门

管理市场i统一税收，开办银货赊贷，铸造钱币，对盐’-酒，铁实

．行官卖经营管理事务，作为国库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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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这里又是光武帝发迹的地方，‘曾设为南都又誉为帝．

乡，聚居着众多的皇亲国戚，被赐爵封侯的文臣武将达四十余

人I经济基础、政治势力，仅次于京都洛阳。张释之，张衡，张

仲景，张巡等名贤先哲辈出。汉族人民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业迹，为发扬中华民族共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

宋代以前，这里一直为汉民族的居地。自理宗绍定五年(1232)

起，始有回族入来新野县定居。至元代初年，很多信奉伊斯兰

教的西域人，随着蒙古军队来到这里，受南阳屯田总府统辖，长

期留居在固定地点，从事农业生产。后来，始祖忽必烈令他们

“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这些来自西域的人民，就在驻地附近与

汉人结合，成家立业，正式成为南阳的居民。明嘉靖《南阳府

志》中记载：洪武年间， “南阳尚存六十一屯"。其中不少的屯

垦点，至今仍是回族聚居的地方。

明清两季，因逃避战乱，灾荒和民族迫害，又有一批回族人

民从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以及河南北部的洛阳、荥

阳．桑坡，开封，许昌等地携儿带女辗转南迁，陆续充实到方

城，邓县，镇平，南阳等县。或开荒种田从事农业生产，或发挥

固有的皮毛加工，屠宰牛羊，饮食服务等传统行业经营，与本地

的汉族人民取长补短，互相协作，成为开发南阳资源，繁荣南阳

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全区现有回族10498趴，在少数民族中居
J●

第一位。 ： ，

元代末年，在农民义军的进逼下，蒙古部队怆惶西撤，少数 ．

未能随军撤离的蒙古人，只好依靠汉族人民的掩避，才得以“改

汉姓，随汉俗”隐名埋姓地定居下来。南阳地区的蒙古族就是当时

两位未能西归的蒙古人，分别在今淅川县九重镇，镇平县晁陂隐避

起来。为了让后代入不忘掉他们是王室的后裔，就以“王矽为姓；

与汉人通婚后，世代繁衍在这一地带。而另一支是元代功臣木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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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的后代i最初落籍于洛阳西陡沟一带，后世有·支迁刭唐河

县。为了追念先祖，他们取李为姓，含义是木华犁的子孙。 ’j

明代晚期，虽有人参加科举考试或出任官职，但仍然不公开
’

本来的民族成份j‘在孙中山先生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

和的民族政策受蓟公众拥护，民族矛盾日益缓解的时候，部分开

明人士才开始坦露自己的真正民族成份。
‘

r-

．． 南阳地区是蒙古族最集中的地方，全省90％以上的人口聚居
· 在镇乎，内乡，南召，新野等县。 ，‘

． ’。 _
。

； 满族进入南阳地区，始于清朝建立以后。在这里落籍的最早

记录是顺治三年(1646)出任过南汝等地方总兵的张应祥，。其子．

孙后代一直留居在南阳市，县，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大族，o新野

县镶黄旗人特合图，于咸丰十一年(1861)出任该县守备；．罢官-。．

后留居于新野。’，． ’
‘

’⋯，。一j 咎√《‘．

最为突出的是乾隆，嘉庆年间，湖北．江西等省沿长江地．

带连年遭受洪水灾害，致使部分居民陆续逃难到南召．’内乡，

淅川三县，散居在荒山野岭间，三五成群的开垦荒田。生产条件、
． 恶劣，住房简陋，生活水平与平原比较相对落后。在两次人口普

查中，越来越多的人登记为“满族"。乾隆年间正是清朝的盛

，世，怎能任其满族的子民们流落到生活无着落的困境?带着这个

问题，地区统战部会同三个县写志的同志，到两省去进行访问。

经当地政府协助，查阅档案，召集同姓人座谈，了解到与他们同

宗的几户大姓均为汉族，从而给志书的记载留下了一宗悬案。
‘

全区除回，蒙，满三个民族外，．i还有藏，白，苗，彝等二十

六个少数民族，但人数都较少，多者上百人，少者仅一人。这一

些民族成员，多是建国以后或随厂矿，或因工作分配，或因配偶

关系，来自四面八方，成为开发南阳经济的一支新生力量。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经过各级政府的有力扶

植，工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粮食平均单产由1980年的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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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斤跃封583斤。集体企业<72个)，联合体(159个)：专业

户(6548户)蓬勃兴起，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26元增至300元0

当生活问题得到初步改善的时候，人们又意识到提高文化素质的

宓要，多数人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当务之急，集资，‘捐款办学蔚

然成风。数年间，民族学校数，班级数，入学人数均有显著的增

加。目前，全区有回族中学3所(29个班，学生537人)，蒙古族中

学5所(25个班，蒙古族学生824人)，圊蒙联合中学1所(7班

回族，蒙古族学生149人)，剜民小学62所，蒙古族小学20所，

满族小学5所，蒙，回联合小学1所，有少数民族儿童15940名在

这里接受教育。彻底改变少数民族贫穷落后面貌的新一代入，正

在茁壮成长。

少数民族在政府的扶持下，已基本摆脱了原有的贫困状态，

改靳放的经济政策，又促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融洽。他
们在不同的条件下，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进步，繁荣和发展，

不遗余力地奋战在不同的战线上。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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