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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回族的来源，可上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后。唐

朝时，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远涉重

洋，到我国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经商，其后逐

渐在那里建造清真寺、甚至娶妻成家，定居下来。他们

及其后裔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到了十三世

纪，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突厥人、波斯人、阿

拉伯人作为军士、工匠、商人等从“丝绸之路”迁入中

国，他们是在元朝统治者西征后，随蒙古军队东移进入

中国的，被称为“回回人”。回回民族，就是上述的“蕃

客”和“回回人”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并同汉族、

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长期共处、融合而形成的。明代，

回回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

回回在天津的历史，已达6百余年。她是天津少数

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一个民族。

她参加了天津的开发和建设，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和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都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族形式，显示了自己

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她在津门历史篇章中，留下了文

学艺术的宝贵遗产，在现代和当代开拓前进、。建设新天、

津的画卷中，也添上了闪光的一笔。历史地和现实地追

溯她的由来和发展的轨迹，叙述她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贡献和地位，描绘她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

特色，总结她的成就，展望她的前景，以便激励她更好地

发挥其在建设四化伟业中的积极作用，将成为我们的一

项重大而有意义的任务。

我们这部《简志》，就是希图在完成上述任务中，

做一点实际工作。它只是初稿，等待着增删修改。由于

水平较低，资料有限，对历史事件和有关人物的核实可

能失准，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恳望读者提出宝贵

意见。

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史志编辑办公室

一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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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津的地理环境与建置沿革

天津市是我国三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世界二十大城

市中的一个。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

背依燕山，地跨海河五大支流(永定、大清、子牙、南

运和北运河)南北，是首都北京的门户。

天津的总面积是一万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八

百多万。

天津虽地近渤海，但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

季寒冷，夏日炎热，春秋则很短暂。天津的地理座标，

最北达蓟县黄崖关，为北纬40。14
7

57”；最南到北排

河以南，为北纬38。33’57”；最东至陡河河口，为东

经118。3
7

31”；最西在子牙河以西， 为东经

116。42’5”。全市区划为，中心市区六个：和平、

南开、红桥、河北．河东、河西；滨海市区三个：塘沽、

汉沽、大港；市郊区四个：东郊、西郊、南郊、北郊；

市辖县五个：蓟县、宝坻、宁河、武清、静海。

全市疆域周长约9百公里，其中海岸线约153公里。

天津平原(也叫海河乎原)，约在距今六千年至四

千年左右退海而形成。其时，便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

此生息、劳动了。夏商时，天津属于古冀州。周朝时，

称幽州，为燕、赵之地，跨齐国北部边境。秦朝，属上

谷郡。汉朝，在渔阳、渤海二郡中，分属幽州的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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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武两县。隋至唐代时，在武清、乾符二县间。

北宋时期，天津处于宋、辽夹河为界、南北对峙的

地带。当时的海河称为界河，河北属辽的幽都府(1012

年改为析津府)的武清；河南属宋的沧州和乾宁军(1108

年改为清州)。

天津最早的建置，始于金朝设立的直沽寨，时间大

约在金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前后。

元朝至大二年(1309年)，在直沽设镇守海口屯储

亲军都指挥司，派康里军(西域少数民族军队)驻此防

守，并派汉军沿海屯田十万顷。元延佑三年(1316年)

改直沽寨为海津镇，。

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设置天津卫(卫是明朝的

军事建置，一个卫有军土五千六百人)。同年十二月设

天津左卫，翌年，又设天津右卫。

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属河

问府。同年，改为直隶州，下辖武清，静海、青县。雍

正九年(1731年)又把天津行政建置从州一级升为府一

级，管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

等六县一州。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在行政建置上废除

州、府，改为天津县，直接隶属直隶省。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

以天津城及附近地段设置天津特别市，这是天津设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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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九三O年又改为灭津市。

一九三七年“七一乜”事变后，天津沦陷，日伪政

权又将天津改为特别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国

民党政府接收，天津成为直辖市。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市建置和区划曾几经变

迁，一九五八年曾划为河北省，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天津市恢复直辖市建置。

一九七三年，武清、宁河．静海、宝坻、蓟县五个

县划归天津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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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回族在天津的聚落和发展

第一节人口分布

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天津有回族人

口143585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8％，占全市29个少

数民族人口的87％。

天津回族人数，历史上未见有统计数字，清张焘《津

门杂记》上说：“教中人约有六千余户”。此书初刻于光绪

十年(1884年)，若以每户平均5人推算，光绪年间天

津回族人口约在3万人上下。据1937年天津警察厨的调

查，回族人口为37513人，其中男20422人，女17091

人。建国后进行了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天津回族人口数

如下：

1953年第一次 1964年第二次 1982年第三次

普查人口数从) 普查人口数(人) 普查人口数(人)

l回族人口 62617 117373 143585

l

全市回族人口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形式：

全市各区县均有回民居住，但椰有一个或几个聚居区的

核心地带。从全市范围看，回族多集中在市中心区，占

回族总数的63．11％。其他区域分别为：郊区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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