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青海上古均析立地，西戎所居。周、毒、汉时，皆品西范。

~帝但句恒，迫西乱，开河西，到四畔，隔地范句相结。宣帝

时，用电在国罢兵也回草，在族相安。王非时，诸范入居草内，

边寿章汉￡祸之辈梢。章、和以后，'It人强盛，大举进托，耳患

甚烈.克后兰有曹凡、马肾、韩浩、 it届诸将之用兵，挂在人之

忠，整个东江丰尝稍息。

点昔以后，鲜卑族吐谷浑兴起，青海之地，均其所据。晴曲

.，同午，成吐谷浑，其王称藩边，王晴束，且据其地。店祠，李

'常"民草草附兵攻之.高宫时，性菩提起，又吐谷}芋，破竟吭，

不有青海之地，并攻1. 西!}J，府圳，后"桂平， 14吐蕃主患，时有

直生，军初，吐蕃叫马来霄，并克后圭计.且五元世祖乎在吐

薯. i';.{其地主吐蕃朵廿思宜慰司，吐蕃逞丑。

明洪~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遭官河过，扭扭其酋长，并以

蒂马互市。正拖初，荤古亦不刺及阿尔壳厮，拥众面卉青海，大

肆拮劫，番人j在i&徒，其留者沦为桂品，向是青海始有海寇，后

由品制却泽制办下，寇远i庵，势亦在。

清初，周要汗由西北入侵青海，分部众均在右二盟，于十人

领主。顺治和卒，会属实汗丰在营，赐弓矢甲霄，命丰主 t者尼鲁

特.事正押卒， '7 j-藏丹津拢. }1] 陕总骨午羹克、四川提骨去钟

堪，此州大军，丰命进剿，二午立青海地，王大巨手道吕议善后

, 事宜，重新划分游批耻地，分编佐领，青海和硕特、....尔且特、

准噶尔、将朴、喀尔哈及事汗诺们罕，各校札萨克，不相统属，

分封是爵，世a其职。又是二青海番四十族，直....司辖之，各族刷

上，诅千百尸长，世最其职。直总豆豆青海荤古番于事务大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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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其地，辖所部札萨克及土司。且主会且之制，以解决各族问纠

笃。

查茸茸二族，均住卒喇啡教，又兼垃制者倡导，喇嘛胡圭崇

徒。放军有二于，其一必，Jt作喇畔，或有三宁，二7适当喇嘛。

几喇嘛不得~妻，不亨生卢，闺而迄成荤远在人口之减少，民风之

;t，;。原来身是彗强悍之荤古民性，在喇嘛之泛性下，不足存在矣。

有清一代，此，台者兑付歧视、压制和挑拔的民族政草，其恶

果不但过成青海荤虱民族之隔阂，手于造成西北回汉民族之仇杀。

乾隆四十π抽化报拉起事，由于官方镇压，河遣及兰州一带，人

民告皮，庐舍为墟。同尤以来，回汉闯互不相径，有增无己，仇

杀事件屡屡发生，主豆民国以来，并未停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J之后，在党的民族政革龙挥照耀丁，各族人民走土了新生，

各族问隔阂扣底解决，从而为祖国的杜会王义革命和建议，做出

了伟大古趾。

本世纪车，我国主占建设将转移到西北。功了边拉过一伟大

历史使命，开沟西北的开发和建过做出贡献，特将馆或旧报刊

中，有关研究西北民族宫教的背朴，蛙过垠缩，却忘成《西北氏族

' 审教主什又拍)) ，卒献给厂大叶研工作者或立志献身西北庄盐的

同在们，侠之边一步认识西北的过去，里好地献身于西北的过址。

本辑11 -ir海分册，共摘编肯付1.38品，约 55万子。每品肯特

注明其来源和原主数字，使于读者查对。因这善苛扑均源于旧报

刊中，其立场现点，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仅供在考使用。

本主拍由牟实扉、韩卫之二同志进行追捕，并由牟'"扉同品

血古拉审编辑。

由于我馆所虱旧报刊无声，又难能追寻，故掉漏讯误，在所 E 
难免，J..兼札们水平所恨，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恳请批评指正。

甘南省团书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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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巡礼

魏崇|归

持本主作者于 1934年 6 月奉命赴古海送书物之仗，对七十余

天在陕、甘、宁往远所历，作了伴如调查1己载，并提出了自己的

况且，连业发在于(< -，-Wr亚细亚》刊物 t。其中有吴 E 海史地、民

族、 r兰教、教育手进行了选拙，其余时岳、贸易、农民生活等从

咯。本文共数万字之声，但有关卡一海之记载均一万1 千余字。

到了西宁

阿宁现为青海省去，濒混*南岸，凤;1;西北之币锅。在汉时

为西平郁，魏晋因之。后魏为词:弄馍，隋为1且在县，后分置都城

县. l i: 1t为古屑战， 54:元均为西T州，明为两宁卫。前雍正三
年， 11tU可宁咐，置西宁县归甘肃{t;'辖。民国成立以后，庇府存

县，隶西宁i茧，属甘肃。才八年建省以后，仍沿旧书。

问宁全县人口，如民国二f 年调莉，共约+7"，万三千余人，

内城区人叫共为三万二千四石余人，坑内汉藏回及 l‘人杂居，以

汉人为最多，四人汝之，藏人较少。土人原亦甚繁，近则多已汉

化矣。拙区居民，几全为汉人及同人，藏人、 t 人Þ!tl多眉山僻之

地。庭内地f 人稀，平均每为一咱不过厨民十七人。

阴宁为政治之中心， fI吉政府以下，机关林主，憧网建省不

久，财政困难，故-'~J尚因陋就简。 l1î内甚少;在大立建筑，政府

机关多承袭旧有之衙门或庙宇，当局亦颇能刻币内店，习、尚奢

席，殊为难得。即民间风肉，亦甚怆仆，起用 í:x宫，均甚简单。

西宁为商务汇革之区，输入主布111、绸缎、杂货、茶等类，

输 11\之皮毛、性吉、药材等类，均于此集散，故过去 IU而商务，

1 



尚有可观。近年以来，因国内外t72济之衰蓓及苛捐iJK翻之繁重，
致输出人货物同受甚大之影响，西宁市面，道主冷落之象。今最

大之皮毛等业，均以不能维持闻臭。

西宁阳通人达，水路顺徨本，乘皮夜可以直达兰州，陆路东

通甘肃，北可达甘肃之甘州、谅州，南行可以通凹)1[ ，西fJ经都

兰向北可至新疆，向南至玉树7-]通康藏之大道。故 fl 昔西北有

事，此地常为重镇.清雍正问罗泊藏丹津变乱，年羹尧即与之擞

战于其附近之新增堡。今涅东北岸，均罗泊藏丹津札营处也。最

近康藏匿汝发生纠纷，此地亦常为捍卫特输之大*背， Dl。其在军

事上之重要，卫可知臭。

青海立青海

青海以海得名，故 捉到青海，立即联想且悔。海距西 j四

约一百七十公里，汽车勉可通行，一日可茧，骄丰，或乘马则须

兰目。

青海市面大小，且人来未经测景，般传说，其同时五、六百

里，亦有泪八、九百里者。中有岛二，名日海心山，上无居民，

仅有寺院住喇峙数十人，平时不与陆上往来，手冬手，始运牲畜

皮毛，踏国〈仁陆，至附近各县主换粮食，运赴岛 l，以供全年之

需。悔中产鱼甚蟹，无鳞鱼最击名，藏人捕之，就;，拙风陋，运

销各地，藏人迷信，井不自食也。

距海东六十里有地日i!i神庙，为历来蒙藏王公告归之所，每

年八月举行会跟典礼，中央例v.大贝前往然拉i~ì:mf，并挤*和l'礼

物，馈赠与会王佳，盖怀远之意也。

境内陈青海外，尚在大小湖若干处，尤著者日札陵湖、鄂眩

湖、达布逊湖、英额池、沙如池等，用田二三百里，或百数十旦

或数十里不等。达布逊湖名盐池，产青盐，蒙古青出 带，威

仰给焉.

董事立青海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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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梅地广人稀，而科1族则甚复杂，全省约三百万人之中，其

包含者大别为汉、阳、蒙、藏、士诸放。一加细分，如IJ Ji.可知l为
若干种，盘述其分布状况如次。

一、汉族 汉人约百余万，大半自甘陕一带移来者，其居住

区域，系以西宁为中心而遍及于己设治之各县。其在城市者，事

务商工业，阳居乡间者，则大抵卦辑，因立化较高，故一切方

面，均占优势。

二、阿族 凹族在西北各省、被占重要地位，人所共知。其在

青海者共约iJ余万人，大部屑西宁、循化、化隆、同仁、大遇等

县. J与汉人杂居，肯在商各业。其人性强，悍，信奉凹教极虔诚，

团结甚坚，不与他族通婚姻，共饮食。青海境内回数民族，又可

分为三种，最有力量者为汉凹，人数较众，共约十数刀，语言、

立字〈除经典外〉、衣服、住居均与汉人无异，惟不食猪肉，不

饮酒、不吸炯为其特征，亦其优点也。汉回事从事商业，务农者

较少，通行大道，开旅店和饮食店者甚多，均于门首悬一小木

牌，题曰"清真"，或更于其上绘一碗，以示售卖茶饭。四人不

是生，宰割牛芋，甚致一鸡之微，亦必请阿浑为之。又多忌讳，

例如果鸡不日杀而曰宰，误犯其忌，常致不欢。汉田在军政方面

极有地位，甘肃马氏久己茧声军界。

另有一种曰撒拉囚，为自中央亚细亚移来者。现聚居循化县

一带，以务农为业，人口约数万。其语言立字及一切习惯与汉人迦

昧. np与汉回罗r-大有差别，惟宗教则同奉穆罕默德耳。其人种强

悍好斗，富保守性，不与别族通婚姻，不通汉立，通汉语者极

少，故除农耕外，不作他收，在政治方而，几无势力之可』了。

此外尚有一种名驼毛达于，为蒙藏人而奉回教者。一部居循

化县境，其言语、衣服、拉宫、居住均蒙古化，另一部居同仁县

之 隅，而且 m则为藏式。正确11 之，此种人并非阳族，而为奉

回教者，惟性情强悍，团结力坚而务农业，与上述撤拉相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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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有人谓为藏蒙1t之回人云。

回人且同奉穆教(穆罕默德敬之简称，回人尚 n 称非理民) , 

但教中派别，甚为纷歧，如所谓旧教、新教、新新教等，分门立

户，争执极烈，所谓经典，亦略有主异。近来新教势力较为强

大，甘青件地军政要人，均属新教徒云。

三、藏族青海股所称之苦旅即藏族也。其'i'i&信仰， 13

西藏人民无异，惟古语稍有不同，然亦不过如内地忏件言语音调

之稍有差异而已。境内藏人为数最多，其住地以梅甫玉闷、果格

为中心，其他贵德、同仁、循化、化隆等县，事所在多有。大别

为玉树二卡五族，近海人族，郭密九族，果洛族、鲁木科十七

族，阿里克族等部。每族各有某日，称千百户，乃清代所封贯之

名称，今尚沿用未改。其生活仍率为游牧，在西宁附近各县，亦

有改业农耕者。宗教观念极深，各地均有宏大庄严之喇嘛寺，一

切供养，全由藏民负担，纵倾家献佛，m:不稍干号。其自己之'È

活，则极为清苦，盖所谓贱物质之享受而觅精神之安慰，较今生

之安乐，而修来世之福择也放。藏人无教育，有之，则为送子弟

入寺作喇嘛，习经典。平时与他放甚少往还，惟于运皮 E药材等

出外换取茶布粮食等品时，一为主岛而已。

网、蒙古族青海蒙族住地，以海西部兰县为中心，门阔、

共和等县亦有之，大别为左右二盟，共有丑部二十"旗。即和硕

特部二十旗，土尔启特部四肢，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艇，喀

尔喀部→旗，统称为青海额鲁特蒙古。此外尚有察罕诺们汗白为

一旗，均消雍正时，平定罗泊藏丹津复所定之编制也。并定诸札

萨克，其爵位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因公、护网告、台

古等制，现仍沿用未辛辛。其生活习惯，与藏人大叫小异，宗教亦

同，惟订语立字有别耳。

五、 I工人 青海土司制度，今尚存在，所谓土人，即其所辖

之民也。土司之制，大抵创始于明清之际。当时对蒙苦头日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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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者，授以爵位，如指挥使、金事、同知等职，世袭冈替，以资

羁癫，世代相传，遂成-悴封建之制度。最初土司威权极大，征

收粮粗，判断纠纷，固极任意，且实际其辖之士民，无异为其!~

役之奴仆。清末以来，改土归流者渐众，县境以内，土司职权，

H 益削弱，现在多己名存实亡矣。目前两宁、乐郁、民和等县.

多有此等土人杂眉，而尤以互助县为最多。.;:人且拥 l!l 蒙藏，然

jl;生活习惯，已有多少变迁，大抵-部前保留英同有之物，而一

部份则巳同化于汉人，例如信仰仍为佛教，语言亦以蒙或藏为主，

而居住、饮食、衣服则多汉化，且事务农耕，与汉人杂屑，一部

份且能操极流利之汉语，卫渐知入学读书，今则早业中小学者，

颇不王人fk 口
综上所述，青海实为国内民族最复杂之省区，除新疆外，殆

无能与其比拟。因之，关于青海之问题中，此一问题实至关重

要。单历虫昭示吾人，青海之纠绩，常以此问题为是严重也。以

余所见，蒙藏民族因生活及语言关系，自成系统，与}}Ij族主接触

较少，故民族问尚无甚大之纠纷。有时虽因接近之汉陆民众，或

地方官掉，措置不当，发生争执，然亦只能谓为民与民争或民与

官抗，而非民族主冲突也。惟汉人与回人因宗教不同， 习惯有

异，而两者卫亘杂居市乡，接触甚密，致偶因细故，常演绝大之

纠纷。证以过去之事实，同治年间，陕西回人因抗宫之故，倡乱

渭南，延及甘肃，今之宁豆、青海均遭波及。卫光绪中，循他撒

拉回民发生新旧教之争，因政府处理失当，遂倡在L于河州→带。

同i最近民国十七年，甘肃之乱，回民起事导同县，扰擒三年，If

肃各地，多遭靡烂。最惨黯者，每次纠纷均演成田汉之相互残

杀，因丽丧失生命者占世手里万，而汉人之被祸尤甚，悄致城~n为

墟，茬幼不兔焉。于是每经一次变乱，两者问便多 东裂痕，

有误金，即成循环报复之局。今且表面尚属相安，然朵于所经之

地，与回议人谈话，深觉彼此尚不无开带，流露于隐循之间。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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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多日击残是主惨，而其祖若父或具于被害之列，其不能完全

忘情，亦势所必然也。考历次倡乱，回*回民，而平乱者亦多为

国教徒，如马桶祥、马安良、马吉章、马麟、马麟带回籍将宫，

固均平乱有功者也。故E确言之，亦非纯粹民族之争。盖民族主

争，多缘于利权主冲突，而此则由于感情之疏隔与一时之误会

也。按误会之由，不外数因.、回教内部派别纷歧，世此时有

忡突。地方官吏不明教派内容，处置往往失当，引起其双业之反

感，而地方官吏多为汉人，于是遂由固与回争. f而变成回与汉

之冲突。二、过去满清政府歧视回汉，不惜使用政治芋段，以防

止其团结。汉人好文，则以文弱之，回λ尚武，则以武眉之。施

教不同，风前各异，而满λ卫多方运用于其间，于是因汉感情始

终未能完全融拾，白易发盘误会。三，地方阿挥(即主教〉间有

不明事理者，为拥护其在宗教之地位，不惜曲解二f，tJ:，挑拨一般

教徒之护教感情，因而引起暴动。

综上所述，青悔之民族问题，绝不容吾人想视。余以为补救

之道，应速从教育入于。

量待努力主青海教育

青梅地广人稀，且民族杂居，文化各异，教育设施之困难，

可想而知。故在设省以前，中小学教育，均属幼稚状态，大学教

育，白更无从说起⑥近年以来，中央与青省当局鉴于此事之重

直，已积极设法推进。现在全省共有中级学校八所，除乐都中学

设乐都县外，其余省立第一中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于师

范学校，第一职业学校，第二职业学校，青海回教促进去附设中

学及蒙藏师范学校，均设于西宁。上述各中级学校，均仅办初

中，仅第一中学于甘三年度添设高中一班。合计各校学生，共约

七百余人，全年经费各校舍计十万余元。至于小学教育，现在全

省共有国小学级校五十所. (西宁占十三所) .学生共约五千四百

余人，初级小学五百六十三所〈西宁占一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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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经费，中级各学校系由省政府财政厅拨监，小学校

川大部分由当地民众负担，随时摊收，一部分由政府补助。惟肯

海财政章感困难，无论中小学校经费，常七折八扣且多拖欠，是

各校经费支剧情形，当丑不难想见，而教育之来能积极改进扩

克，此亦一大原因。

青省教育厅鉴于青年升学者日众，而本省尚无一高级中学，

故ìi 划于民国廿四年内舔设一完全面级中学，以便学生，~于毕业

后至省外升学。一而计划整理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以为推进小

学教育及发展本省毛织等工业之张本，

青海民族复杂，己如前述，故除 t述之一般教育以外，实有

实施特殊教育之必要。盖上述学校，主为对能识汉文者而设，否

则便无受教之机会也。特殊教育，拟分为辈藏教育与同族教育两

项。

一、蒙藏民盘文化落后，为无可讳言之事实。 'i'i干年来， f'lq 
家即王施教之方，因之对内则难收王族团结，步驱卉一之效，对

排常与人以挑拨利用，危害国家之机会，过去西藏、外蒙均其显

著之例证也。补敬之道，今已成知非努力于教育之实施不同。青

海之蒙藏教育，虫端于清末，宣统二年，于西宁设蒙古学堂，以

教育辈肮于弟，民国以后，改为宁海蒙番小学校，制更扩充为师

范学校，以为推行辈藏教育之基础，并于玉树、果街等处设立小

学校数所，蒙藏教育，乃渐见规模，民间「三年里令各王公派送

子弟至西宁就学，罪者渐众。十五年扩大范围，改为青海筹边学

校，添招中学师范职业特科，十八年建省以后，改筹边学校为省

立第一中学。至是此专为辈藏教育而设之唯一学校竟告取消。

青省教育厅鉴于此种教育之重要，仍有独立设备之必要，乃

于西宁另设立一师范学校，以为培养蒙藏师范之基础，惟规模简

陋，经费困难，目前维持现状，已属不蜀，自更难云改进，同时

教厅并令各寺院筹设小学，已开舟者叶有广崽寺、马营等附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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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连其他先后设立者共约甘余枝。此外马步芳并于军部内附

近一蒙藏小学，招收王公于弟入学，教员即由军官兼充。

y.. rl_l央对于荤藏教育亦渐知重视，近由中央政治27 校派人于

四7筹设一分校，以且事于此种教育。

吁海教育口对蒙藏教育之推进，拟有极详思主办法，预定于

甘年内，使全青蒙藏同胞，成为识国文国语之国民。兹抄录其办

法如执以见一般。

甲、世屑黄河以北韩县之蒙藏问胞，熟习国iE，通晓内情，

惟不该书.知识甚浅，其生沾巳入于农业时代，然其习俗，依然

苗牧。故自动求学.lli难办到，若设学教育，自当较易为jJ" 故

果用就地设学办法。其办法与普通设学相同，其稍有不同之处，

即Ð 普通情形，学校经费可就1世筹取，学生用品，由其家人供

给，而在辈藏学校，学校经费及学生用品，非由闺家主t'.t不可耳。

乙、 1世居黄何以南告县及海上蒙藏同胞，不知国话，鲜与内
地往来，故班不知内情，在各县者巫经营农业，而<IOj 击上及各县

边远之区，完全且事牧盲，何论自动求学，同J就地址啡，亦所不

愿。故非果用留学办法，强迫入学不可。

经费问题 今既为蒙藏同胞谋利益，以兴此举，所有一切费

用，应归政府完全筹付，分毫不取于其本身，则蒙藏各部，白必

乐于且命。盖蒙藏教育推进主动力，全恃经费之多寡以为断，经

费克格，规模可大，经费苦少，规模自小。惟以青海财政之困

瑜，无法筹办，纯恃中央，每年革拨之十万元以为兴品之贤，如

能实现，不出十年，蒙藏教育，当可普及。

二、青省国人为数甚众，除汉回外，其n 语文字，均有差

异，故亦有实施特昨教育之必要。过去汉回教育，多在一般 4

校，与汉人同样受教，但一般同人尚不少怀疑此种教育，而不自

令其子弟入fF者，故步自封，为害甚大。近年回教领袖对于回人

教育颇思努力，由于各地设立回教促进会后，对于教育 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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