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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回族聚居区域，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牛街、花儿市、朝阳门内外、

常营等，当然也有马甸。在这些地区中，马甸的回族人口不算最多，名气也

不算最大。但是"马甸无羊市无肉"羊行垄断京城数百年:丁氏"三杰"

(丁竹园、丁宝臣、丁子瑜)与张氏"三杰" (张子文、张巨光、张巨龄)

等，闻名京津报界、医药界、回教界。马甸这种经济与人文优势，又是其他

回族聚居区域无可比拟的。马甸回民与其它区域的回族人，共同创造了中国

化伊斯兰文明与民族辉煌。特别是在北京的新闻、出版、教育、医药诸方面

都有独特的贡献，至于马行、羊行等更为马甸回民世代相袭。

中华民族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传统，因而续谱修志为官民所重

视。中国古代州县长官有两大职责， 一是收税， 二是修志。因而，修撰地方

史志关乎各级官员的政绩。中国的志书，上至《二十四史))，下至《京师坊

巷志稿))，无论官修、"钦定"还是民间写家、私人笔记，可谓浩如烟海，

门类繁多，甚而淫巧之术、江湖黑话都有记载。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回教、

回族的记载却少之又少。稍微涉及回回事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

对回回也多有微辞。 2002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回回旧事类记》。

其"前言"引《左传)) "自古华夏，不育异类" "伊斯兰文化是域外文化。

因此，伊斯兰文化活动与回回人的生活，很难进入正统文化的视野。"这导

致了"文献不足，是研究回回民族的很大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回族史志不算完全空白。起码

还有一本《冈志))，尽管它的发现纯属偶然。《冈志》成书于清雍正初期，记

载的是北京牛街回族聚居与生存状态。 1988 年春，已故北京史专家张次溪

先生的公子张叔文献出了家藏《冈志》。转年，该书又与古家存本、刘氏抄

本合并出版了《北京牛街志书一一冈志》。同年，刘东声、刘盛林所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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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牛街》出版， 2014 年改敬礼的《话说北京牛街》在坊间流传， 2016 年王

力德、王力凡编辑、整理的《王孟扬诗文书画选)) (上下册)成书。上述著

述虽各有优长，但对牛街历史文化的记载，总算有了白纸黑字，可供后人参

照。近年又有《树村清真寺志》、《树村村志)) (回民部分)、《安河桥清真寺

志》、《昌平清真寺志》、《马甸清真寺寺志》等问世。无疑，这是"盛世修志"

的体现，尽管这些寺志记载的只是京郊小地方的回族历史，且仅与宗教有关。

但这毕竟是个好的开端。

其实，马甸史料的收集 10 年前就在进行，那是为了修撰《马甸清真寺

志》所做的准备。随着文字、照片与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这个近城之乡

故事之多，史料之丰富，让人始料未及。马甸民生、民俗以及人物事迹等细

节的显现，让原来的马甸逐渐清晰起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一部《马甸

清真寺志》无论如何不能全部涵盖这些内容。《寺志》受题材、篇幅和读者

群的限制，马甸回民那些与社会同步，并非宗教范畴的人和事，无法全面反

映出来。例如丁庆三在中医外科的建树， T宝臣、马援良为国捐躯等。这样

就产生了写两部书的想法，即《马甸清真寺志》记录马甸清真寺历史， <<马

甸回族史话》反映马甸回族历史。前者侧重宗教、寺史:后者记载民生、民

俗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马甸回族史话》辟有 7 个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马甸历史上的地理

环境、民生、民俗、宗教、教育等情况。行文中参阅各类档案材料百余卷，

引用 60 余件:参阅各类图书、报刊近 50 种、引用 90 余件。在史料收集中

我们尽力做到渠道正规、旁证博引。对于原始材料要完整理解，择优择耍，

引用准确。行文中引用的史料力求严谨，位置适宜。档案材料要注明出处、

档号:出版物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和时间。报刊要注明报刊名、出

版日期等。引用口述材料，尽量注明讲述人及身份。为防止以偏概全，本书

所引用报刊材料，既有《正宗爱国报》、《穆声报》、《正道》等回教刊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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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京话日报》、《北京益世报》、《京师教育报》等非回教刊物。本书所附《马

甸地区略图>> 0949 年)，是依据"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测绘队" 1963 年测

绘图纸，经电脑处理按 1:2000 比例只还原而成。应该这样说，本书所引用

的历史材料均有据可查，真实可信。

从学术上讲， <<马甸回族史话》是一部地方史志，尽管它反映的只是京

郊一个小地方。说它小是因为它只记载了马甸，且多为回族的事。但是，仔

细阅读就会发现，这本小书已经突破了回族、回教的范围。书中写道，丁宝

臣从一个阿旬成长为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斗士:马廷壁奔走在苍山再海，组

织马帮运输抗战物资:马甸羊行由盛而衰，羊行子弟从"惯宰牛羊"蜕变为

新中国的工程师、外交官。我们总是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应

该这样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中国的。马甸的百年回族史，不正是中华民族近

代奋起篇章中的一个符号， 一抹亮丽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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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还带着油墨芳香气息的《马甸回族史话》摆在我的面前。

翻看一下目录，内容很丰富:包括史地篇、民生篇、民俗篇、宗

教篇、教育篇、文化篇、人物篇等七部分，全面反映了马甸历史

上的地理环境、民生、民俗、宗教、教育等情况，反映了马甸回

族人民的沧桑岁月。读着上面的文字，品味着马甸回族人民历史

上的酸甜苦辣，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

老话儿说 11盛世修志。"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在过去那兵

荒马乱的年景，在当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有谁会花心思为京

城北郊荒野农村一帮靠贩卖屠宰羊只或靠马行、勤行、鸡鸭行等

糊口的穷回回写史修志呢?那不是天方夜谭么?如今好了，京城

这个著名回族乡的乡亲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社

会环境、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

正在信心百倍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康庄大道上， 一部由马甸人自己亲自书写的《马甸回族史话》

也就自然而然地问世了。仅从这一点上看，就该为这部书点一个

大大的赞!

我从小出生在东城，学习在东城，成长在东城，从来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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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马甸。但是，对于马甸和马甸人并不完全陌生。我是在东城区

南池子大街出生的，先父当年在那里开了一个羊肉铺，名曰H人和

号"，带卖早点和午餐、晚餐，所售的羊肉据说就来自马甸。我幼

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穆安小学读书，常昕老师和长辈们说起过

马甸，说起过东来顺特有本事的大掌柜马祥宇。 1978 年进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研究

以后，不仅从书刊杂志上看到许多关于马甸回民的一些往事，而

且还在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一些马甸人，例如，薛文波老人，就是

我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一位前辈学者。我

们曾一起到临夏考察参观"河州八坊"也曾在相互交流中昕他讲

述当年带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故事，讲他对当前伊斯兰教状况的各

种看法。记得我那篇试论杜文秀维护民族团结历史作用的文章在

《甘肃民族研究》上发表以后，他老人家曾在一封来信中对我进

行鼓励与支持，并说:看来，杜公的案子在我国历史学界是翻过

来了，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当年被迫走出国门的白彦

虎前辈还在蒙受不臼之冤，希望能再接再厉，实事求是地考证回

族历史，把前辈们头上被扣的"叛国帽子"摘下来，还历史一个公

道!薛老的瞩托至今言犹在耳，我记得清清楚楚，深受教育。

如今，翻阅着这部书稿，使我对马甸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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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甸回族前辈们更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马甸回族前辈们的革命胆识和勇气令我钦佩。早在辛亥革命

前后，神州大地反帝爱国思潮汹涌澎湃。在这种革命浪潮的鼓荡

下，马甸回族丁竹园先生领时代之先，关注国家、社会的H伤病"，

掰精竭虑寻找"济世良方"，奔走京津，组织社团，创办报纸，大

力宣传爱国主张，苦苦追求"济世救亡"，毅然承担起"医生、社会

活动家、爱国报人三重社会角色飞作为一位名噪津门的医生，他

把底层民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不仅诊金"平民减半，贫

者全免"，而且"两副药痊愈，绝不开三副"。他特别关注公共卫生

事业，呼吁民众注意环境卫生和饮食请沽，提倡当局和医界向民

众普及医药常识，并率先垂范，在报刊上开辟"卫生浅说"、"济世

良方"等专栏，大力宣传饮食、用药及医药卫生常识。他在 1905

年便组织成立了"天津医药研究会"，以大公无私为宗旨，开始思

考中西医结合以造福民众的途径。他是京津两地率先呼吁"禁烟"、

反对吸食鸦片的回族爱国志士之一，自 1897 年开始，就在《民

兴报》、《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上陆续刊发数十篇禁烟文

章 1910 年 11 月，与刘孟扬、张伯苓等倡导成立了中国近代史

上第一个"恢复禁烟主权会11 (后更名为"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11 ) ; 

次年 4 月，又与刘孟扬等人创办了"国民求废烟约会"并任会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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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赴京请愿，为彻底废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中英《天

津条约》而奔走呼号。更令我感动的是，他是我国"白话办报，为

民办报，言论自由办报"的先行者，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办报的创始

者。早在 1897 年开始，他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1907 年他又创

办了《竹园白话报》。至 1927 年隐返医界止，丁竹园先生在报刊

上笔墨耕耘了整整 30 个春秋，为鼓吹革命、爱国爱教、发展回

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宗教改良发声呐喊。他大力提倡爱国爱教，

化除回汉珍域，加强回汉民族团结，曾鲜明地提出:

教，爱国即是爱身。J，，他强烈呼吁 fI无论哪一教，既是中国民，

就当同心努力的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 11 

他强调，回族与汉族同为中国人，应该加强团结 fI各信各教，各

享各自由11 不要无故地结怨为仇。他力主宗教改良，提出穆斯林

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兴办各种事业，只要"不悖教中重大的规矩

就行了"，不必缩首畏尾，自缚手足。要进行宗教改良，必须从谋

求回族经济文化发展这个关键问题入手 fI千万在生计上多多的注

意，空谈宗教那是靠不住的11 回民团体应该"专以谋普及教育之

发达与教中人生计之稳固为宗旨，万不可与宗教混而为一11 提出

回民应该多念书 fI念书最能光大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 H但

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的光荣了"。他指出 fI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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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诸事，受病太深，而且是有病不准人治。谁要是热心，有远虑，

打算整顿教中的事情，谁就落个异端，轻者诅咒四起，怨声载道，

重者就须挨一顿嘴巴、拳头。"这些文字，振聋发瞧，凸显了这位

回族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勇气，至今读来仍令我们感动。其他如

丁宝臣、丁子瑜、薛文波、马廷壁等前辈，也无一不是如此，丁

宝臣反对独裁的呐喊，丁子瑜为民请命的演说，薛文波抗日救亡

的呼唤，马廷壁在苍山泻海的艰辛跋涉，都在震撼着我的心灵，

他们的爱国精神、胆识和勇气，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值得

我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马甸回族前辈们热心于回回民族教育令我景仰。马甸回族前

辈们很早就意识到回民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 , 

马甸就开设了"清真小学讲堂"。清光绪初年，丁善恩先生在清真

寺内创办义学，教授儿童阿文、国文、大字、珠算等课程;到民

国初年，在其几个儿子的支持与协助下，又将义学扩大规模，后

来改名为"广育二小"0 1918 年，马粥臣先生一面行医， 一面开办

"养正学校"，除教学生学习 H四书H外，还教《幼学》、《诗经》以

及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学生们进行启蒙教育，令其弟子薛文波终

生大受其益。 1909 年，张子文阿旬赴任马甸清真寺教长伊始，就

在寺内办起了经汉学校，一面讲授《古兰))，一面讲授汉学，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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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H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陋室铭》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这个经汉学校虽然仅仅办了三年，随着张子文阿旬的离任而停

办，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巨大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

丁子瑜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思想新颖，中阿兼通， 1915 

年他遵父命接掌义学后，迅速完成了从私塾先生到现代教师的转

变，将父亲创办的义学改造成广育二小，接收回民、汉民贫寒子

弟乃至残疾人入学，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及各种

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该校一直办到 1936 年，从开始的一名教师、

一班学生，到 1930 年前后即己经有校舍 8 间、近百名学生和拥

有地亩若干的校产 1 处。此外，从 1921 年到 1949 年间，马甸人

还先后在这里创办了马甸清真学校、西北四小、马甸短期小学、

西村简易小学、国立成达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燕山中学等。这些

学校的创办，尽管有的历史很短暂，但是，它们的创建本身就体

现了马甸回族先贤们注重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民族智力

的开发与精神素质的提升，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马甸回族前辈们致力于回汉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

的努力令我感动。历史上的马甸，多民族共存，多宗教共处，有

回族也有汉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儒、释、道教与伊斯兰教

并存。在共处一地的现实环境下，马甸回族穆斯林与兄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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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宗教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就像是"投契的朋友，相敬相爱的

兄弟"。丁庆三老医师看病不分回汉， 一视同仁:丁竹园关于回汉

民族同属中国人，应该相互尊重、同心努力把国家大事办好的呼

吁:丁子瑜办学，招收各个民族的学生，不分彼此。凡此种种，

都赢得了其他民族群众的尊重与信任。所以，当薛文波先生要办

H西北四小H时，得到佛教黑寺住持德牟真、臼云亭、棍敦屯巴等

喇嘛的声援，黑寺住持臼云亭老喇嘛主动深夜来访，愿意将这座

有着 300 年历史的皇家喇嘛寺院察汗庙作为校舍，解决了办学无

校舍的最大难题:在进一步落实了办学经费以后，拟定暂招一个

班、 28 名学生 11既有回民子弟，也有庙里的小喇嘛，什么嘉木

央、车巴、扎西等:附近满洲|营盘里的孩子也来就学:当然，还

有汉族子弟。 "1934 年 3 月 18 日，后黑寺的"西北四小"举行隆重

开学典礼时， 600 多位来宾中，既有回族大阿旬，也有喇嘛庙的

佛教高僧:既有回民教育工作者，也有回汉各界士绅:招待人员

中还有喇嘛干基尔等人:会上发言者一致倡导各民族、宗教不分

目多域、合力办教育的宗旨。

如今，我们已经踏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迈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祖国如旭日朝阳，正在世界东方的地平

线上冉冉升起，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向强起来迈进: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