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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编修史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部方志往往是该地的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综录。但是，打开历代封建王朝所修的

方志，对曾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

的活动，却记载得分散零乱，或多戏谑、侮辱之语，充斥着大汉族主。

义和封建迷信、糟粕。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R族走上1

了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各少数民族为社会主义祖国所做的贡献 ，

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澄清、还原少数民族的本来面目。记载有关少．

数民族活动的轨迹，以昭示于人，就显得必要了。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我省第一部地方民族宗教志——《滁州市民族宗教志》便应运

诞生了：．： ；． -， ．

‘
-‘ 、

一

-

一 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本志：{；对此作了严陷的区

别，在编排体例上采取了分章专修的方式． 。．

一

滁州是个多民族地区。史载南宋时就有少数民族生息、繁衍， ．

要将这近千年来的少数民族活动画面按照志书的要求展示出来，

需要花很多功夫。在这本志书中，作者一方面注重汇集、整理，系统

编排历史资料，认真分析、筛选，融观点于材料之中；一方面力求从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客观描述现代滁州少数
’

。

民族状况，重点放在当代，详近略远。叙述时，文笔流畅，层次分明，

配以必要的图表说明，图文并茂，较为广泛地展示了滁州当代少数．

民族的情况．
。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f冬入滁州较早，天主敦和基督教传入滁

州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进行的。这本志书按照各宗教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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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滁州的先后，分门别类，从各宗教在滁州的传播、沿革及各宗教

的活动情况、影响范围等方面逐一叙述，较为成功地将不同历史时

期的宗教状况，客观地、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于我们认识滁

州佛教、道教、伊斯兰敦、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演变历程很前帮助。宗

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

态，有其自身的产生、发腮、消亡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
。

教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尽管

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社会根源和人的、认识、心理

根源依然存在。滁州市的宗教情况，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一科学的

论断，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例证。 ：‘
’=．一

。
，√

7．这本志书对于了解滁州市民族、宗教的概况，对于有志于从事

民族宗教工作的同志，对于正在编修民族宗教志的地方，都是一本

．很好的参考书。对此我感到：IF常欣慰，特为之序。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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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滁州市少数民族和宗教的历史、现状，按内容排

列章节．少数民族单列一章．内容以回族为主f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各列一章．
’1

’

、 ：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滁州市现在行政区域为主。建国前，滁州

部分佛教寺院、基督教会分堂所处地域今属他县的，对其寺院、堂

点亦略作记述。
‘

，。

三、本志断限：追溯历史囚事而异，上限不定；记述现状，下限，

断于1990年底，部分资料至成书时止。 、

·四、少数民族称谓、宗教种类以及各教派区分，根据我国现已 ，

确定的为标准，一般不加注旧称、俗称和习惯称谓。
’

伍、外国人名、组织机构名称用译名或在华使用称谓，不夹注
外国文字。 ．．

， 一
．

。

·

。

．。六、正文中涉及古代地名的，随文夹注今名． ·

。；

七、本志除在前面插有彩色、黑白图片外，正文中部分内容配

有黑白插图． ．

‘

。

，’。

八、历史纪年，建国前的沿用帝王年号纪年或民国纪年，加注

公元纪年；建国后的用公元纪年。大事记则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的

加注帝王纪年或民国纪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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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滁州是以汉族为主的，由多种少数民族散居的地区。一z 一

． 少数民族入滁，最早在南宋时期，金国女真人为灭南宋多次攻

入滁州。元代，蒙古族统一全国，在滁为官的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明

‘代已有回族人在滁定居。清代，满族人夺取政权，有一些满族人任 ，．

2． ．滁州知州。 ．一，：。． ’．．j’ 一7√1，t 4一

’。滁州各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最多。明代定居滁州的回民，在

滁城南关外建有清真寺。清代至民国时期，来滁定居的回族人口不

断增多，至建国初期已逾千人。主要分布于滁城、乌衣镇老街、章广

镇、曲亭乡的黄峰岭和大柳街以及珠龙乡珠龙村等地．，
‘

． ：，，建国后，滁州少数民族和人口逐渐增加．据1955年统计，全县

有回、蒙古、满、苗4个少数民族1295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全县有回、蒙古、满、彝、壮、朝鲜、畲、水、京9个少数民族

2860人1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滁州市有蒙古、回、藏、
‘‘

． 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黎、畲、水、土、仫佬、京
- 19个少数民族，共计3725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89％，其中回族、 ．

一 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91．275％：4 ：
一’

：， 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滁州市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
，

活，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各民族问建立起平等、团结，

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代表参政、议政，积极参加有 ，

益的社会活动，为滁州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

．

历史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部曾在滁州流
‘

传过．现在仍有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

’

． 一】一
。

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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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o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滁州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是全市少数民族事务和宗教

，事务的管理机构。近几年来，全局同志勤奋工作，务实求新，尤其在

民族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0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滁州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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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南宋兵，斩首千余；拔小江寨，斩首万余；又拔嘉平寨，斩首数干。

．，嘉定十二年三月，金人从盱眙攻打滁州之全椒、来安。淮东提 、，‘

刑贾涉派遣忠议都统制陈孝中，向滁州追金兵。 ．
。。

，‘

‘

，嘉定十七年，金主完颜守绪遣尚书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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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古)联军灭金。蒙古势力不断
。

扩大，并南下攻打南宋．一 ． ．

’‘

二

‘}”
． 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来攻滁州，都统制赵邦永援之，以 ，1-

一 功推赏：i’。 、．
4，

‘、
’

‘
’

．

；

‘

，南宋淳事占二年(1242年)秋七月，蒙古兵渡淮河，入扬州、滁 j

t。

州、和州(今和县)．，
·‘

，

+， √
一

．亨
’‘’

。．南宋德事占元年(1275年)三月，滁知州王应龙以城降元。。

’一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置滁州路，设总管万户府．， ，’’

， ’

在蒙古军中，有些是色目人，色目人是元代对被征服的西域各

． 民族的统称。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部分是回回人，是形成回族的主

、要部分． ‘，

r 元代，在滁为官的部分蒙古人和回回人列于下表：

， 滁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 ．

苦彻拔都 宣武将军，至元十四年任： t
r．：’

．．麻’ ．-兀 宣武大将军，苫彻拔都孙，至元十八年任。
，． ／ ：，-，·i治I、，：，，．中．；j：一一一一i、
答 、术 至元十四年任 。，，

：．。 一’．‘J

．t ：。 ， 滁州达鲁花赤 。：。|

．·一 ，

’(元至元二十年复改为滁州，隶扬州) q’一．二

忽都鲁吉歹 武略将军，至元二十七年任。 ‘，

·

八．? i撒 忠翊校尉，大德二年任。、 ·：r ■

廉可安海牙 忠显校尉，大德八年任。 70‘‘ “

速八哈赤不花 武略将军，大德十一年任。‘一．t。一．⋯，_

马合谋火者， 武德将军，皇庆元年任。．=．-， 。，．9

阿台海牙 承务郎，延裙三年任。一，‘‘， ··

‘．。

别 鲁一、思 奉训大夫，延裙五年任。 ’一． 。‘，

阿台都鲁迷失 承务郎，至治元年任．__一?； ‘，

{‘

t

’

，

t

^

^

，

，

●，

知．

}

J

●

L

．

_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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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氍

r十

‘

‘

●，。

●十

阿 散 奉议大夫，(顺帝)至顺元年任。．

答失晚因 武略将军，至元六年任。 ，’

札 牙 进 至正四年任。
’

’

：

1知 ， r州 i： ÷‘。

．冯忙古歹 武略将军，至元二十年任。
．． 同知滁州事 ·

刘也速不花 将仕郎。延{右四年任。 。；

伯笃鲁丁 承事郎．至治三年任。
。

亦 邻 真 忠显饺尉，泰定三年任。 “

受纳八儿思 承事郎．泰定四年任。‘ ．‘

伯颜贴木儿 承务郎，至顺元年任。，‘ ．

阿 仲。达 忠武校尉，至元四年任．+
。

，

’P ’，清流县达鲁花赤，：· “．·

那 怀 至正八年。 ．

‘

，

’

哈 刺 歹 至元四年。{、，，
。

t 主，u’，簿 ，

‘

，，
”

-

有不刺金 至元四年。。’’
‘ ～

一t

其中苫彻拔都、马合谋火者、阿散、答失晚因、伯笃鲁丁、有不刺金

等都是回回人：1；‘；“j、一。 j-，．’。：。’ 。、’．

．元代已有回民在滁定居。<清真先正言行略》载：“平安，回纥

-．人，家于滁，即太祖养子平舍也。”据明《滁阳志》载：“平安，小字保

儿．父定，从太祖起兵，官济宁卫指挥佥事，从常遇春下元都战殁。

安初为太祖养子，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袭父职，迁密云指挥使，

进右军都督佥事。? ¨⋯ 。，t 、·。

‘
，’

：，明代，在滁居住的回民增多，并在滁城南关外建有清真寺。

+清代和民国期间，回民为逃避灾荒或战乱而迁来滁的较多，大

部分定居在乡镇。其原籍如下。一．，，．：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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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姓氏 ：

原 ， 籍。

金氏 山东枣庄+’．- ，
-

一曲亭乡 王氏 定远县二龙乡 ’

黄峰岭，． 梁氏 定远县天堂集
’

‘

白氏、 肥东县护城乡·
’

曲亭乡
马氏 山东济南马家楼 ，

穆氏 定远县城一‘ ．

大柳街
。李氏 定远县城

’

：

珠龙乡．
沙氏 定远县城 ， 一．

李氏 定远县池河镇一． ’j、，。
-街道

马氏 山东 》，i ．：， ：

马氏 (大柳街马氏分迁至此)

章广镇“ 白氏 肥东县店埠乡民二村’
。

王氏 定远县二龙乡一i
“

、

马氏 山东曹县，r，。 一 一t

乌衣镇 穆氏‘ 山东曹县一 ，

王氏 定远县二龙乡王回岗’ ．

、

清代，满族人夺取政权．顺治二年(1645年)滁知州萧瑁归顺

清政府。此后，在滁任知州的有许多是满族人。经摘录编排于下表；

．r-： ’一一 滁 州 知 州。，， 。一‘

王嘉宾 满洲人，由贡元，顺治五年任。o 一一 ·， ，‘

杨风岐 山东临清州偌满洲入，由贡元，顺治九年任。

杨鹤年 顺治十六年署．有传。、、
‘ 一 、j

金世卿 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 。。：c一 ．1

郑爱民 镶黄旗人，监生。，康熙三十八年任。 -’

，

申奇彩 满洲人，监生，康熙四十一年任。一， ．i

琨、玉 满洲人，拔贡，乾隆四十年任；‘．
?

。． 一6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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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兴阿 满洲人。官生，乾隆四十二年任。

善庆 满洲人，监生，乾隆五十三年任。

延福 满洲人，举人．嘉庆九年任。

敦泰 满洲人，荫生．嘉庆十九年任。

据《滁州志》载，扬鹤年，字清华，满溯人贡生，授风阳府同知。

己亥(1659年)署滁州察，“海逆”入境，务为镇静，讳言鬟兴，皆置

不问，直指及备兵。使者服其持重，有请辄报可，士民赖之。

在丰乐亭南30米处．有一珍贵的摩崖石刻，石刻僭中右嘲有

汉字行书。与民同乐”四字，左侧有满文四字。内容亦为“与民同

乐”，两刺还附有满、汉文小字。惜年深日久，字小斑驳多不可辨。

满文是竖写右行．汉文是竖写左行。两种文字并列书写称为

“满汉合璧”。该石刻系清滁州知州李嘉猷书于顺治八年(1651

第二节 人口、分布

一、概况

1955年调查统计时，全县总人口为169114人；其中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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