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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 古
刖 吾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

生患着56个兄弟民族。回族，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子壮

族，共有721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7％强。北京市回族人口据

1987年测算统计为18．5万人，占北京市人口的z．01％，而其中宣

武区占的比重尤大。宣武区人口56万多人，其中回族31900人，

占全区的5．7％，大部分集中居住在牛街一带。

牛街作为一条回民聚居的街道，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尤其

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央政权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很多民族政策都从这里制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

民族关系也必然反映刭北京。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富有民族特色

的牛街礼拜寺矗立在这条街道上，接纳着来自国内外的穆斯林。

因此．无论研究北京史、民族史、宗教史或近代史，都离不开牛

街。长期以来，研究整理牛街的历史己成为牛街有识之士迫切的

愿望。还在1978年，已故的市政协委员马祝三先生就曾各处走访，

搜集了不少素材。1985年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出

了《关于征集与牛街地区回民有关的文史资料》的启事，并附发

了征集提纲，两年多来搜集到30多万字资料，宁夏大学副教授杨明

德(新民)、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涤薪)、新疆文史馆王梦扬

(徵言)、北京大学杨汝佶(雪门)以及马敬儒、唐震字、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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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马崇义、刘树琛等老先生都撰写了重要的资料。1987年下半年

起，经久居牛街的回民刘东声、刘盛林、马耀3位同志反复调查

核实，由刘东声、刘盛林用8个多月的时间参考这些材料撰写了

《北京牛街》一书的初稿，这就是今天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

书。这本书，记下了有关牛街的翔实史料，实现了广大回民的宿愿，

是值得庆贺的。

本书所撰写的资料，除牛街的历史沿革外，均以辛亥革命前

晨为时间上限，如再往前提，就很难收集到亲身经历的资料了。

时间的下限，基本上截止北京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和

事，多有档案可查，知者较多，留待来日整理。当然有些事情很

难以时间划线，解放后的情况也略有涉及。

由于我们接触面有限，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也都有局限性，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界读者能够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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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流经过的记载。据郦道元《水经注·潦水》载： q⋯”又东

与洗马水合，水侧城南门东注⋯⋯。舻瀑水，又名桑千河、卢

沟河、浑河，即今永定河，下游自卢沟桥下通过，洗马沟是今天的

莲花河。何以知道它是莲花河呢?《永经注》引《后汉书》：

“世祖(刘秀)与姚期出蓟至广阳(即今长辛店一带)，欲南行，

姚期与之奋战开道干洗马沟畔。”洗马沟既是刘秀等南行所要经过

的河流，而这个河流又流经蓟城南门之外，所以洗马沟即令之莲

花河可资证明，同时也就完全证实了唐幽州镇城内无河流通过。

待到辽代，依唐藩镇城建立了陪都南京。辽统治者惯于“岁时游

猎’’，并无久住燕京之意，因此对这一原来的幽州镇城，并没有

投入大规模的营建，只是在子城之内修建了一组宫室，以备辽主

“游幸”而已。金灭辽以后，直至海陵壬篡权，于贞元元年

(1153年)，金迁都于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大事营建中

都，城池扩大，城市中心西移，据传在今白广路西侧附近。据记

载，燕京城大半入宫室，规模宏丽，极其豪华。为了建设园林的

需要，把发源于城西的所谓西湖(即莲花池)的水引入城中，

河流自西而东，入城后南流。从这时起， 城内即令牛街一带开

始有了河流。今牛街稍西，有地名吴家桥，或系当年河道支流经

过的地方而得名。因为北京地名中，凡以桥命名的地方，当年都

曾有水、有河流。吴家桥这个地名给牛街一带曾有过河流，提供

了一个有力的旁证。清光绪《顺天府志》在牛街条内，引宋范成

大《揽辔录》： 。乾道六年(11 7．O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宾

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堤⋯⋯入金之丰宜门(金之南

门)，过玉石桥，上分三道，皆以栏循隔之，雕刻极．【。中为御

路，亦拦以权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日龙津桥。"这就是当

年金中都城内豪华景象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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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灭金，会中都守将投降献城。缘蒙古军于1211年突破南口

一带天险r到1215年之役，蒙古人由古北口入塞，先掠取中都之东

的景、蓟、檀、顺以及通州等地，然后再向西进攻中都②。当蒙古

军包围中都不久，金守臣完颜承晖自杀，抹燃尽忠逃跑，中都居

民开城投降③。根据史料记载，说明中都并未遭到兵灾的过多毁

坏。况且蒙占将领石抹明安原来是金朝将领投降过去的，他们了

解中都的特殊地位，而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不幸的是，蒙古

人进驻之后两年，即1217年，是年为成吉思汗十二年，岁在丁丑，

着了一把大火，把金朝宫殿烧毁④。这之后，金都就日益荒芜了，

昔日的宫阂变成了阡陌，剩下来的只有掩映着“御河，，的垂柳，

这就为以后。柳河村’’地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柳河

村之名，最早也要到元大都建成之后若干年，那时南城(指金中都

旧城)已完全沦为郊野，也就是柳河村被命名之时。

应该指出，自中都陷落到忽必烈称帝，其间尚有近半个世纪

的时间，这时的中都又改称燕京。尽管中都已成废墟，它仍然是

大蒙古国所管辖下的。汉地"的首府。蒙古大汗派遣达鲁花赤

(断事官)作为自己的代表，驻守在这里，以处理“汉地"的各

种事务。也就是说。在金、元之际的燕京，仍是北方重镇，并不

因为它的残破而减色。

牛街，又称“冈儿上"、“藁上"或“阁上"。清《顺天府

志》在南燕角条下说： “南燕角，俗讹烟阁，少南日燕藁儿，藁

即角之误也。”看来冈、藁、阁，均系角字之讹音。更具体地

① 见‘金史’卷十三t卫绍壬纪’，t元史，卷一t太祖记，，卷一百九十t木桦黎
传，，卷一百=十‘札八儿火者传，。

② 见‘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明安传，。
③ 见‘金史，卷一百一t承晖传，，‘抹燃尽忠传，，t元史·石抹明安传，．
④见程巨夫《旃







蒙古人崛起，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先后征服了葱

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战争的转移，就

有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娅细亚人被迁徙东来。人数多至

数十万，其中一些年轻的军士，就被编入蒙古军的“探马赤军”①服

役。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元王朝。至元十年(1273年)元

世祖下诏，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氓等"②。这样一来，众

多来自西域的军士，在中国各地就地落户，并与当地中国妇女成

亲。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这些人很自然地聚族而居。

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回民散处于全国各地，形成了无

数聚居村镇，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以上简单概括地叙述了回民聚族而居和“大分散、小集

中"的形成。北京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北京市内回民居住的情

况，也呈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牛街则是。小集中"群里一

个较大的回民聚居点。牛街回民的来源和这一聚居区形成的起因

和年代，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文字记载，这里仅就史料所及作初步

的探讨。

前面，叙述历史沿革时，曾谈到牛街的历史地理。牛街位于

唐代幽州藩镇城，即辽、金故城之中。从历史记载来看，辽与回

纥人往来很密切，并有与大食王联姻的记载。辽与回纥之间的商业

往来也是很多的，如在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南

门外有回鹘③营，即回鹘商人居住的地方，犹如南宋的番坊。但在

①探马赤军；成吉恩汗攻金时，以所属部族编为五部，名为”探马赤军”．

除蒙古族外包括色目人和汉人。在战争中出力很大。探马赤军实际类似野战军的
性质。

②编氓。即编民。氓字据古训为“自彼来此之民日氓”。就是外地流入的人

民。

③ 回鹘。即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改圆纥为回鹘，元明时称畏咒儿，即
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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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区社会活动的中心。早年清真寺的伊玛目①不仅掌握宗教权，

在其所辖的坊三内，教民的婚、丧等生活问题甚至民事争端的调

停处理，也都过问。这种情况，恐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当年“番

坊"组织有关。坊内自成系统，伊玛目就是坊内当然的首脑。正

因为清真寺在聚居区内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哪里有回民聚居，

那里必定有清真寺。以同样的道理，牛街礼拜寺最可靠的始建年

代是在元朝。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是在牛街礼拜寺建寺稍前

的年月。至于传说中，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宋太宗至道二年，

即公元996年)，或按当时这望政权属辽，在辽圣宗统和十四年

(公元996年)的说法，将在本书清真寺章节内加以叙述。我们认

为，这一说法目前没有发现较为可靠的文字佐证。在这里姑存此

说，以留待今后研究。
、

元建大都于旧城之北。大都建成后元帝下诏，旧城居民迁移

新城者，其条件是： “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元朝的穆斯林确

有不少人身居要职，从这规定可知凡有钱人家或在职官员，优先

迁入新城，而旧城内剩下来的只有平民百姓。于是使旧城更染上

一层穷苦的色彩，越加显得荒凉了。据记载，有一个时期。原中

都的遗丘废墟之间，已成了杀人越货、逃役走私出没之所。元王

朝为了大都本身的安全，不得不多次在旧城进行划除活动。至明

①伊玛目：阿拉伯语音译。即清真寺内掌管教务的人。在伊斯兰教国家伊玛

耳与中国所说的“阿訇”没有什么区别。 “阿訇”是波斯语，北京习惯汉译为“教

长”。而伊玛目在中国回族中指的是清真寺的行政负责人。过去伊玛日是世袭的，子

承父职。汉译为“掌教一。清真寺内伊玛目为大掌教，还有二掌教(海推布)、三掌

教(穆安金)。也为世袭。而阿訇则是聘请的，任期届满可以换人。新中国成立后，
宗教界已取消了世袭制度。寺务由“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阿訇，为取得和国外
一致称谓，有时也称作伊玛目。

② 坊：市街村里的通称。旧社会回族聚居地区，按清真寺对居民区执行宗教活

动的范围，称之为坊。犹天主教的“教区”。回民过去说“坊上”就是指一个地区，

“坊众一即指这一地区内的回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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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便于区别同一姓氏的人家。这种“定语"一般称作姓氏的

“小说"。如上面所举的“门刘家"等等。这些小说，有的能说

明这一住户来自何处，有的则是说明它的职业。’姓氏“小说，，对

于考证牛街回民的来源、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冈志》中列举了当时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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