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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国是一个声民族的国牢，各族人民为建住和走月生中华民族

崎经济和文化，做也 T 伟大贺献，在农国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

雄相处，共同前进，是民族关系走扉崎主埠，但在~个历史时

期，各民族间也出且过无敬止的争夺与反争夺，压迫与反压迫的

民族斗争，平在辜汉之际，西北民族问题已成为当时的重大且治

问题.汉匈两大民族南北对峙，其他民族关系，则由汉J与民族崎

矛靡睛引起，绪岳，月氏的西迁，张事崎西俊，以及河西边那 E

J号，西峰的也回走官，无一京与解决匈奴问题有关。东汉后期，串

居青海崎芫族兴起，西北大片....地为其所择，王西骨时，关中苟

万人U 中，线狄牟有其午，此等 1<农大...为民在民族.南北 A隔

世，句也、晴、鼠、芫、鲜卑肯毒案，互相征战.有崎在西北地区

称粮本帝，局#混乱.迫呈睛唐，吐谷潭、雯III、吐蕃，此后华

括西北，威胁隋唐且扭.唐中叶后，安史主乱，属非同章，由且

民族，凭惶悻水，时时在盗，后为lIIU开所雄，大部逼进奇峰，成

为今日之维吾尔族.束剿...圃，尽Jl四方割据骨 tJ ， .. 班独量 3贾截

It...的西 E圃，始终罩住刷子，今日之桃、计北吓及宁夏、河

西、 4吁海、青疆之-部，以及陇南啤汗流域一带，皆均毒草所

有，实为当时西北兹大的民族且扭.其时间之且，为其他民族所

革及。

荤古主租提起， ~I 兵毒品，并寺、西亚及东欧之地，克索晕

哥a~售青海，丑大理，是4蕃，世租息必凰赴国号，丑南束，蝇

-全国事9 矗运行布，并在西北步敬民族地区吐元外肩，以且其

地，广哇'喝，京西主通称便。但其后诸玉相报，;r-丸荤古瓦

解.未明兴起忌，草人退居iU民，在西;1，者回民剌 ('r 卫林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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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豆朝为防止景含南佬，走有九迫重镇，在今西北者占有其四。

清朝建立之后，四卫拉特主，怪噶尔昌平，仲、摔一时，恒占王山南

北，兼并外辈，并使及内辈，且及清王绷且枉，提庄、罐、乾叶

}次 J夸其在支付，给杏平定。其后，仅新蟹-隅，各少数民族蝇治者

的拨乱，时有宜生。全有清-f(，兑付歧视、压制、隔间和挑拨

的反动民族政罩，造成西北田汉民族仇杀，损失惨重，其结果咕

俄帝国主立乘机而入，世占在西北地巨大片.!.地。所有这-些，

都是需要我们今五重新认恒和研究的同题。

王子西北地茸的需教问题，与其西北地臣民族问题互相是

连，互为都响。佛教在东汉时，身L由西弱。传入而遍及全国，在南

北朝全国割据分型，战且连年的混乱年代，佛教却得到极大发

草，并帮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 s想文化。其他如且在教、摩尼

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均子唐代先后由西方进入西域，王西北，

醒后传布王大江南北.古教丈lt't各族人民哥响，五是重要，卡

ItÆ教主持由鸭族文化的影此，伊斯兰教对西北各民族的都响，

特别是对回族畸形鼠，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加理这些同J!崎

研究，在吼阶在有其重要的意义。

量进党中央决定，在本世纪未，全国的重点建设将转移到西

北。我们为了迎接过一伟大历史使命，并为开里面北，建设备北

做出肯献，特将f宫茸的m报刊中，有是西北民族和常教的青料，

网文摘形式，向广大科学耕究工作者或王志桂身西北建走的同志

们，提供一些历史背it，从而进一步认识西北的过去，更好地献

身于西北的建设。

丈梳所 i生青料，均来源于在馆晴量建国前的回报刊中。这些

骨料，丑告其观点和作聋的立场，都守住存在不少问翅，但从在

掘和保存肯特的角庄考虑，力求芥金为好，咀便从不同的角庄认

识问题， '开 E问题。在摘录过程中，根据膏特的价值有详有略，

但都忠于摩立，力求在确，并注明原文出处和文章字址， I':J, ít.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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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王于建国后研究西北民族宫录的新青桥、新成果我们在今后

将根据人力情况，陆续辑编。

本丈摘主要摘录了有关甘肃、宁夏、音海和新疆四省([{ )的青

钟，均一百五于余万言，将按省([{ )分册出版。本辑1，甘肃分册，

共选摘肯特 170品， 约 50万言。均便于检索，持其甘于料性质内容，

归的为 10桑。 J导具中尽量将内容相 ií或地区相连的青抖排在一起，

有时则按问题发生的时间明序排时，如民族研究，尤古民族次及

近现代民族。这样待同一性质或同一地区的青料较为集中而使于

检索或研究。王于、宁夏青海，新疆分册、将于民后陆续编辑也版。

本又摘由牟吏库、韩卫之二同志进行追捕并由牟实扉同￡负

责桂审蝙辑。

由于史籍浩繁，难能逗号，且我馆所葳旧报刊无声，拔掉渴

惋误在所难鬼，录之轧们水平所限，一定持在不少问题，恳请夺目已

件指"-.

甘肃省图书馆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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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

(甘肃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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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木样五世传……. .…………... ... , .. .. . . .. .…·冒鹤亭 (669 ) 

嘉木样呼图克图"………….. . .. . ..…"黄于翼( 671 ) 

三科呼摊欢迎辅国阐化事求样呼图克图由藏返
拉记.. . ….. . ., • •• ••• •• • ... ••• • • • ..….. .于式玉 (673 ) 

眼县四土司溯往…· …· 啸秋 (677 ) 

黄河南亲王虫略... ..…... ..…. ... ... ... . .. .……. .段壁兹( 678 ) 

扎喜才让.. .………"…………. ... ... ,.. .. . ... ... ..绿草( 685 ) 

章事….. .…...... .....……………… ·雪心室( 686 ) 

顾嘉堪布传一-

祁连山藏民教育之创品者 · 马铃梆 (687 ) 

换必加缠传晤………… 塞上老马( 692 ) 

中国历代国教名贤虫晤... ... ... ... .., ... ... . ,. .. . ... 本于立( 695 ) 

中国回教虫实之一斑. .. . ... . .. ...……. ..' ,…. ...水于立( 703 ) 

i脑里的回数人物 , …· 马兹廓( 706 ) 

马启西教主传晤…... .....…………· 手 民( 710 ) 

西北四马... ..,…………. . .. ... ... ... ... (美〉虫诺( 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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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顾颜刚

挂$、文是作者且1937年10 月对兰州伊斯兰学会的讲，盲词。

我们在作立或说话时，常把"民族"和"种族"混为一班.

这是错误的。种族是物质的现象，指着人们所受祖先遗传的骨幡

形态而言?民族却是心理的现象，指着一个人群的团结情绪而

言.在一个小闺中，只有一个种族，自然不必在种族之外再讲民

族。但在一个历史悠A或地方辽阔的国家，则种族必然很复杂，

它必须用了民族主义束保护它的生存，而不能量持狭隘的种族主

见E 例如美国，差不要容有生世界的种族，但是量国人仍自以为

是一个民族。中国更是这样，它已融化了好多种族结为一个民

族，而且融化的工作至今还不曾停止。

三千多年来，狭隘的种族偏见，可说是绝无仅有。丹族尽管

λ居中原，但只要能陶路子相类的文化，就可过共同的生活，而

没有入主出奴的成见。战国七雄，为了开辟疆土，把春秋时的噩

夷戎狄封含在自己国内，再没有汉族和非汉族的分别。到秦始皇

时就完全统一了，这是第一次中华民族大团结。到了汉代噩夷问

题卫移到鲜卑和甸奴诸族上去了。可是闹了数百年，到了"王胡

乱华"之后，隋唐成统一之业，这许多种族卫团结而成为一个民

族。从此以后，有契丹和女贞的兴起，而有元代的统一。清代建

国，卫把汉、蒙、因、藏古拢起来。时间越5孔，地方越广，种族

就越盖杂 p 不必说全中国有若干种放，就是所谓汉族中也不知含

有多少种族。不过，汉族虽绝对投有种族的偏见，而在别族就不

是这样.元代入主中原，就分生国人为"蒙古、包目、汉人、南

1 



人"四类，走不平等的待遇。清代施行隔阂统治的政策，使得叹

满不能通婚，蒙人不许;t汉立及游历各省，汉人不许到边疆去(

除非充军) .理藩院巾只用满、蒙人。".，于是弄得国内各族彼

此隔阂，各不相知，偶有接触，那怀疑忌。向来没有的种族之

见，到这时竟成了大问题，进下了给敌人离间分割的机会。

不要误解以为我们想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

化.这是"削足适履"的罪事。试问春秋时人为什么看重中原的

文化，而鄙夷边族的立化。可以说，只为中原的文化程度高超，

政治组济具有组织，立学艺术都有很好的表现，农业的成绩更使

田畸日辟，人民可以安眉，而边族停滞于低级立化，入寇时只会

乱抢乱是，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之后，又散开了。所以孔于们要保

存文化，乃是保存当时最高级的文化，保存当时认为最适告的文

化。立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时制宜，卫随地制宜的。所以

汉人虽着重自己的文化，但见别族有更好的文化时，就伸手去果

用，不存丝毫的成见。例如汉人的主要音乐本是军瑟伸薯，但听

到了胡茄、胡琴之后，觉得这种声调更能感动人，就把旧式音乐放

弃了。汉人本是席地而坐的，自且看见了胡床之后，觉得坐着更

是舒服，就开始过椅于的生活了。汉人在每天本只有伏在洞虽，或

靠在灶边取暖，但自看见了辽盘人睡的热坑，觉得更适宜于御

寒，就家家在屋里筑起坑来了。汉人的衣服本是上衣下裳的，但

是穿了满洲人的衣服之后，觉得也很适白，辛亥革命以来，就习

用下去了。甚至于汉人女于的服装，清代定制依照明代式样不

改，可是革命以后，满、叹隔阂的打消，大家穿起旗袍束了。在

这种地方，可见所谓立化，原没有一成不变的，只有随时随地舍

短取长，才可使立化程度日益提高，个人能力亦日益发展。

国内各族问经过了几千年互相混合同化的结果，早已没有纯

粹的种族租立化了。所谓汉族，实际不但含有满、蒙、罔、藏的

血统，而且古有马来人的血浓(如闽广人)。所谓汉族文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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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时随地集告各族文化的结果，而不是数干年束一成不变的文

化。说得彻底一点，世界上原无所谓汉族，所谓汉族乃是亚洲东

部的各族逐渐融化的结果。汉族是早已融化的各族，蒙、藏和缠

回是融化未尽的各族〈陕甘等地的回民原是汉人，不过信仰和别

的汉人不同而己，决不能因此称为回族〕。等到将束融化工作完

成时，我们国内就只有一个甲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勉强分别

的族名了。

怎样做这些融化主作呢?第一应使各族的文化可以交流，第

二要激盎各族的同情心，使得民族情绪水远保持，我们就必须创

作一部新式的中国通虫。要用平等的眼血记载各族的历虫事实，

凡是共同享有的光荣和被迫分受的耻辱，都M当详细抒写，而摒

去一切私怨。如此，这部历虫流传几十百年，就成了我们甲华民

族每一个人的灵魂，再不会给野心国家离间挑拨了。试举一例:

〈三国搞义》这部书，是宋元以束说评书的结晶。到了清代，有

满、蒙、藏文译本。蒙、藏人俱奉喇嘛教， -i-l r也受了它的影响，

在喇嘛庙中塑起关帝像来，甚至顶礼膜拜，可见历史书置在响之

大。

(摘自 4 西北文化) 1947年创刊号，全文2 ， 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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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青团刚

臼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

立化辈说，那时的立化中原高而边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

用同化的方法 "佳立德以来之，既罪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

学者也常说"夷祉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p o 孔子一方面称赞营

仲. ì-*.: {I微营仲吾其披盎左桂臭! "为的是怕中原立化堕落了

下去P 一方面卫打算住到九夷击，说"君子眉之，何陋之有 1"

为的是想把边民的文化提高起来。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

人(或是芜的一部) .但等到他们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立化而

E把他发扬光大，于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王的后裔

孔于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立哉，吾从周"了。他并不

想说"你们是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者周公东征的旧

恨， ..他却量事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以至于抱不梦见周

公当作自己精神衰落的表现。墨子也说s "圣人能以天下为一

家，中国为一人。"后来礼运的作者也把这话抄了进去。试想这

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孔墨的态度，即是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

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 γ 化的提

高，己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休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

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在芽了。从此以后，政

权的分合国有，但在秦汉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晋朝五

胡乱华，虽说大说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jjjj 扩大了一

次。末朝时辽、金、元和西豆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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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灭了盒，把盘人都称为汉人

了. ((辽虫)) ((金史》和《元虫》都成了我们正统的历虫书了。为什

么会这样?就因为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

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植此章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

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上面己说明，现在我再进一步说

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

现在汉人的主化，大家说束，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主化，其实

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4族的混告而渐渐吉短取长成为一种浪告的

主化了国我们敢确定地说2 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寇

比汉人原有的事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

这样的自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他们不嫌厌异族的

人们，也平嫌庆异族的文化，他们觉得那-种生活比旧有的舒服

时，就会把旧有的丢了而采取新进来的了。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

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文化，而只能称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

岂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立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

以断然说他不通。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

外国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以说话时没有一个集团的称呼总觉

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

辜人、汉人、唐人。其中事字衍变为主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

称，汉朝草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然

面我们何尝自己开过一个生国代表大会，规"'汉人或汉民族是我

们的正式称谓，我们应该章认这个名词!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

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都有) • 

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

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

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且自认

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量适当的中华民族主名了，我们就当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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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合理的"叹人"的称晖，而和那些因吏道不便而使生活方

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 团结起

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革"民族"是Nation 的译名，指昔共同生活，有共同利

害，有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事 "种族"是B.凹

的译名，指具有相当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

不幸中国主字联合成为一个名词时，且人字面上表现的意义和实际

的意义往往有出入，而人们看了这个名词也往往容晶望立生义，

于是一般人对于民族一名就起了错觉，以为民是人民，族是种

族，民族就是一国民内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吉自成

一个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之族，甚至宗教和主化自成一个单位

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

→方面卫因"中国本部"这个恶性名词的宣传，使得中国人再起

了一个错觉，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一部分，本部以外卫

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们就联想及于满、蒙、田、藏，以为这四

个较大的民族占有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

分布在几个大民族撞内，而五大民族说则起。此外再有一个

原因，就是清季的革命起于汉人从满人手中夺回政极.

当时的志士鼓吹的是"种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

义"，无形Z中就使得"种族"与"民族"两个名词相混而难

别。恰巧满清政府是以满洲兴起，他们所统治的郡县则为叹地，

藩属则为蒙、藏(清束仅有这两个，中叶以前多得很) .从藩属

改作郡县的卫有回部，从政治组织 t看来确有这五部分的主划，

于是五大民族主说持之更坚。所以当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政府中

就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 3tj;呈出虹、黄、蓝、白、黑的五色

旗罪。而且把"红黄蓝白黑"租"仅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

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

这恶果的第→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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