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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捂南丛书〉出版之际，略i己实惑

数语以为序。

中嚣边疆地区的总面积逾 500 万平方公里;中国 50 多个民

族聚署在边疆地区。这两个数字既足以说明中匮是地域辽隔的

多民族国家，也足以昭示中雷边疆与中华民族的渊源血脉。中嚣

古代自夏起，遍覆于中土的民族梧继将其活动空间渐推渐远，其

与繁辑于边撞的民族一道，为奠定边疆之基商代代经营，几无一

息之停，终在清代革开臻成效。近代前后，策驾列强尝责中国疆土，

边疆地区首罹其难，边疆各族人民塞敌路、御外侮，血染边捶，在

反侵略斗争中显呆了国土不可裂、民族不可辱的英雄气慨。今

天，边疆各族人民以高攘的热情接受改革开族的洗礼，更以辛勤

的劳动使边疆播发着文明的气息。历史证明:中国边疆与中华民

族休J!t与共、相系始终，可谓二位一体。因此.m中国边疆与中国

员族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作为这种研究成果的本部

丛书以"中国边疆与民族"命名也是不难理解的。

中雷实撞改革开放的方针，饵底结束了边疆地区司关绝稽

的历史。边疆地区在经济租政治改革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对内

搞活、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自见突出。人的有理由注视中雷边疆和

中国畏族历史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商这种注视，自然不是以凝滞

的商是以历史的眼光。这是因为，历史的魅力在于能以深沉积凝

重的理性揭示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路向，启迪人类的智慧。就

中国边疆雨言，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倘若掌握其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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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奠定其金汤永图之基，则必须认识其形成、演变相祸福情伏

的历史;就中国民族历史文化而言，艺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

组成部分.倘若便其发挥稳定社会、凝聚力量、振奋榜掉的巨大

作用，期必须借鉴其精华、弘扬其优秀。革之，于中医边疆和中国

民族历史文化，唯深知其历史所缘起，才能领悟其当世所滋廷、

预见其未来)i)f究竟。也就是说，唯尽窥颠末，才能互证得失一

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妇才编辑这部丛书

并将它推向社会。它将从中国边疆和中望民族历史文化两个方

面展现中罩悠久历史的若干画面。

丛书的每一册为一个专题，分别由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发

表过相应力作的专家撰写。撰写者就专题内容，南其薪章、述其

旨耍，足以成为打开该知识领域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撰写者

还在专题主要内涵的前后，分别论述该专题的研究搔况和介绍

在研究该专题时所必备的资料，为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究该专

题提供了便利。我的梧结这部丛书会吸引嚣内外更多的读者。

这部丛书的组织与审稿，曾得到j中国社会科学豌史金被、马

大正、卢黯、那玉林、杨保蓝、寨家艺、自滨诸研究员的倾力参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民族研究所的大力支

持，出版工作则历尽理辛坎坷、一言难尽。幸承薪疆人民出版社

慨允，作为他的精心组织的"边疆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出

版。在学术著作出版颜难的今日，他frJ扶持离品位学术著作出版

的决心实在慧能可贵，尤其是该社陈童教、李春华、石晓奇诸先

生的是力玉成，才使丛书付摔在那。我们愿在此向房有关心这套

丛书的人们，以及诸位作者的理解与宽容，表示由衷的感谢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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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史概述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从薪疆到西藏，从黑龙

江到海南岛，从城镇到在村，都有回族居住。周恩来，且理说:

"回族散布到全昌，没有一个省没有因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

有，丐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

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 1980 年〉。据 1982 年统计，回族人口

720 多刀，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仅次子壮族，居第二位。苗

族自治地方，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昌吉、临夏回族自治州，焉

曹、门蛮、化隆、张家)11 、大厂、孟村西族自治县，以及和其他民

族联合的大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巍出彝族回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因族苗族自治县，广布新疆、

青海、古肃、泻北、云南、贵州等地区。回族自治地方分布的广

泛，显示了吕族分布的广泛。

国族的来源可以上溯到窟宋时期，囡族作为我国一个民

族的历史，开始于元代。无论是唐宋或元代，我国都已是发达

的封建社会，因此，因族一开始即处于封建街段，有发达的经

济和文化，涌现了众多优秀人才，以生机勃勃的菌镜活跃于中

华大地上。布满、蒙、维、藏、彝、吉、壮等族比，因族历史较短，

但地域分布广泛，研究者收集资料困难，学习自族史的人，首

先要了解苗族这个特点。

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峦切关系。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能了

解自族历史传统、难以担握其民族特缸，甚至不能深入理解其

经济、文化、政治租一些人物的活动。入囡族史门的同时，必须

踏入伊斯兰教知识的门槛，学习一些准确的、得之于伊斯兰教



经典和权威著作上的知识。自史上长期将吕族和伊斯兰教(妇

称"国教")等同是错误的。研究吕族史既应注意到苗族和伊斯

兰教的联系，亦应注意到其区别。

回族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民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样，也分

为古代、近代和现代。而研究回族史同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一

样，首先须从族嚣和族称开始。

一、古代回族(1840 年以前〉

{一}族源和族称

囡蜀最旱的来露，是蘑宋时来中国东南括海经商的阿拉

伯J波斯穆斯林"蕃客"。他们侨居广炜、是州、就州、扬州等城

市，有自己的住处"蕃坊"有管理其事务的"蕃长"有些人卒

葬中国，广州如泉州有蕃客墓地。宋代有"土生蕃客..甚至有

"五世土生蕃客"。从元代初期这些人成为中国田园的一部分，

称"蕃客吕吕"代表人物是藉寿庚家族。蒲民先居广判，后移

泉州，元代达到鼎盛。"蕃客国园"又称"南蕃回国"因经南洋

雨来得名。"南蕃国匪"也有南洋当地的理斯林。有些阿拉倍、

波斯穆斯林离人先富嚣南洋，后再来中嚣。

十三世纪上期，成吉思汗开始西毡，到其孙旭烈兀 1258

年攻下黑衣大食言都已格达时，历时四十余年。其间大批西域

回国东来，大部分是军士、工匠，也有妇女、儿童、离人、学者、

上层人物等，总数达几十万之多。这些人梅成以后中国回国民

族的基础。我匿回民常自称"西域自匪"，其原因在此，今天津

还有一处国民食品店称"马记西域斋"。"西域回国"人物最著

名的是赛典赤黯患了。他原是中亚布哈拉人，来华后先在大

部，后到)Ij、陕、滇侄平章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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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朝乎定安史之乱时，有大食兵参加。据〈中国伊黯兰教

派与门宦告tl史略)(马逼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扳〉中逸，穆夫

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的桂先"系勤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

落居陕西长安仑门巷。宋时理犯罪被逐放青海西宁"以后马

守贞被"逐出西宁，发落于甘肃临挑"。这些人当然也属"西域

回国"但这类资料摄少，只是西北地区混行不少传说。

宋代，有占域(今越南中、离部一带〉穰斯林涯海来到中国

海南岛落居，今海南三亚因民部其后裔。他们至今有自己的内

部语言，和保留有使用搜斯、坷拉伯语遗迹的其他地区自民不

同。明初，苏禄王(今霜菲律宾)来中国道好，回国途中辛葬出

东德州，其妃、子、仆从留下守墓，后来发展成一个自然村。这

是中国回族来源中有南洋穆斯林成分的可靠证明。

中国回族族摞中还有宋时住于开封、元时被莉:为..青团

吕"或"蓝惺囚"的我太教链。他们困和穆斯林一样不吃器肉，

信僻的先知有的程伊斯兰教相同(如摩西、大卫等)，他们的经

典(1日约〉亦被伊斯兰教信奉，平时以青布或蓝布缠头，因此，

无韧以远被称为"青回田"或"蓝锢田"。后来有的融合子自族

中，尽管人数不多，也是回族来嚣的一部分。

以上是中国医族族凉的外来成分。 {8只有外来或分仍难

以形成回回民族。回国形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还靠吸牧国内

国有窟民成分，其中主要是汉族、维吾织族、蒙古族等。吸收汉

族的主要方式是通婿。回回用来时以男子为主，要在中华大地

走居，就要结婚。由于主要和汉族杂窍，所以通婚主要对象是

汉族，回男娶汉女成为吕汉通婚的主要形式，由此回回中融进

了大量汉人血统。回回中暖收维吾尔成分比较自然，因都信仰

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相同;维吾尔在内地居住久了，多数就成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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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囡;清代遣发东北的一些维吾尔人，都融合进了回国。还

有，团团从西域东来时就包括国鹊成分，这是对维吾然(畏兀〉

成分的最旱吸收。吸收蒙古成分，是国为元代蒙古人有不少信

部伊斯兰教的，如唐兀(原西夏地)一带，有些蒙古穆斯林后来

成了回国。今向拉善旗、青海涅源，还有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

不过仍保留蒙古族成分就是了。国盟早期历史和蒙古有密切

关系，回国中吸收蒙古成分是正常的。此外，青海化隆卡力岗

地区，通过信件伊斯兰教，一些藏民成了回囡{称"昔藏今

国" ) ，这己是清代前期的事。其他地区通过和其他咒弟民族通

婿，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成分。因族是外来成分程中国国内固

有居民成分融合发展形成的。医囡发展壮大的过程，伴随着对

其他民族成分的吸枝。

回族的族称"回匪"一词，始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一

书。书中有一首"凯歌"

旗E人浑如锦绣雄，银装背主才了回回;

先教净拉安西路，待向河漂位马来。

学者们认为，歌中的"打固自"是指打回筒，是"四四"一词在我

国文献中首次出现。十一世纪晚期，沈括在今陕北一带童在延

路任职J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鼓励边兵作战。晚年写〈梦

溪笔谈〉时，将记得的几首写下来，上面郎其中一首。沈括说凯

歌"皆市井鄙侄之语..以便于士兵歌唱"由自"即"自鹊"的转

阴、大众语。"鹊"字难认、难写，和"回"字音梧近， "@]鹊"就读

或、写成了"田园"。这种变化可能先从民间开始，法捂把它写

在凯歌中，记录在〈梦溪笔谈〉里保留下来。

断定"吕@l"是"西鹊"音转，还可从南宋成书的〈黑黠事

略〉中得到证畴。书中反复提到"囡吕"。说蒙古当时的四个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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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臼镇海〈吕因人 λ 专理回吕国事"说"鞋人本无字书，

然今之所用则有三掉。行于辑人本自者黯只用小木，长三四

寸，费i 之四角. ..o ....。行于吕国者周围回国字，镇海主之。回国

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还说"燕京市

学，多敦国自字"。没有疑问，这里说的"回国字"即回鹊文。

"回匪"为"回鹊"转音，至为明显。成吉思汗以自鹊文为早期蒙

古文，称盟鹊蒙古文。书中还提到"回国国贡来"葡萄酒..回国

百工"、"回医诸种"。可见，不仅回国即回鹊音转，而呈南宋时

"因固"一词念义比北宋扩大，除仍握自鹊外，还包括葱拎内外

的民族和地区。沈括写〈梦溪笔谈〉后一百多年，至〈黑鞋事

略〉成书，中匮人关于西域的知识丰富了。

元代统称信你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回回"。"因园"一词

和"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者〉同义。回国中有"西域国@]"、

"南蕃国田"以及和穆斯林习俗、信仰诸多相同的"青国固"

等。"回国"布"国鹊"含义分开，前者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后者指今天的维吾尔族。

明代，因回形成为我富的一个民族。"回国"一词踪仍指伊

斯兰教信仰者外，还指我国的理由民族和这个离族的成员。

{二}元代自自

元代是自国民族开始T阜成的时期。元代回国开始扎根于

中华大地，其特点是大流动、大分散、大组合。〈嘿史·西域传〉

说."元时因国遍天下"说萌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宋末无初

周密在其所著〈葵辛杂识〉中说"今图自皆以中原为家，江南

尤多"。同时代的郑思肖在〈心史〉中以佛教语言记述回国的宗

教活动...理回事佛，告j叫佛楼，甚高峻，对有一人发重誓，登楼

上大声叫佛不绝"说的是穰斯林召唤礼拜。元〈至)1嚣镇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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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镇江路因由人口为诸色人之首，仅次于汉人。元代来中国

旅行的北非理斯林伊本·自图泰说..中国各壤市部有专供穰

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 "程斯

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吉愿地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

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

待(刊〈伊本.自图泰游记}，马金腾译，宁夏人民出版社)。著名意

大利族带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捍赤(昆明)"域大而名

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患院

里据之基督教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铠译本，中华书局

瓶)。可见当时的田园遍中国。

回国分布如此之广，和宋末元韧的战争有关。大批因国作

为军士参加怒必要1统一中国的战争..上马则备战斗，下马那

屯粟牧养"((元史·吴吉、抖，战争停患后..随处入柱，与编良

等"((元史·食货志) )，转业为民。由于战线辽髓，国留分散各

地。回国善予经商，在中西交远大开条件下，许多西域回回商

人东来中国也促成回囚的广泛分布。无代许有圭〈西域使者哈

只哈 IL'碍〉记载."我元始汪西北诸国，商西域最先内尉，故其

…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E虫"。

元代回应政治地位优越，很多人到各地做官，一个国国做宫，

一挂@]@]跟蹈，增加了回回向各地的移居。陕甘是西域自回进

入中原京西甫的通道和重要屯田区;云南是，忽必烈包抄南宋

后方和南进南洋的基地，许多固自到达那里。挟甘和云南在元

代初步形成为自自集中地区。

元代政治地位突出的回应人物，世祖朝有两合马和赛典

赤黯思了。阿合马至元无年(1264 年)为中书省乎章政事，一

度为左翠柏，当政十九年，世担"专以财黯之任委之"((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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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马传〉。他"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可汗试以行事，

颇有成绩。由是奇其才"，"可汗求财货，阿合马辄有法应之。由

是擅权，专懂益甚，任意处分一切高位，擅杀其视与己为敌者，

受其害者为数甚众。朝中宫无大小莫敢触其锋，妇女之美者莫

能避其欲，辄用种种方法以达其愿。子二十五人，皆据要津，以

贪读而获资肆无算"，"结怨甚众，人心愤恨"，结果被杀{冯承

钩译〈多桑蒙古史〉上婿，中华书局版). (元史〉将其列入"奸军

传"。赛典赤痛思丁与同合马大体同时. f旦有德政，在中书省和

陕西、自 JII仔中书省经平章政事时，理费才有方，得到褒奖;以后

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ttl设分l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提倡

文教，它各调民族关系;在授学围、建孔j宙的同时也修清真寺，有

功于云南发展、及云南和祖屋内地联系的加强，是元代有作为

的政治家。赛典赤瞻患了壳、{自重要，元世祖晚年被任为平章政

事，成宗部{立后妇留原职，主持中书省事，到中书平章首位，后

西摇戴阿璀答〈安西王，元世祖孙，笃结伊斯兰教〉受累。成宗

朝的中书雀宰臣除f自颜外，还有倍蘸察JL、阿里、罔散、阿老瓦

了、木/气和j沙、忽都不了、迷 Jl.火者;以后历朝亦多有国囡任

职。任职行中书省的，岭北行省有马速忽、忻器、阿散、马谋，辽

阳行省有阿老瓦丁、阿散、赛甫了，甘肃行省有麦术丁、合散、

兀信都剌，云南行省有黯思丁、纳速拉丁、忽辛、马速葱、忽先、

抄的、雅古倍(芳U)、怯烈、赛阳。 f可m、陕西、四川、江浙、江西、

湖广有省亦有。各省中以江浙行省最多，十四人;江西行省次

之，十一人;云南省臣九人中六人为赛典赤藉思丁家族(以上

据杨志孰〈完代国留人的政治地位〉载〈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无代是应国政治上很活跃的时期。

元代回因商业活动很著名，任江西行省参政、左萃的蒲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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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保持强大商业地位，恢复东南沿海贸易，使泉州港子元代

达到极盛。他建的望海楼，解放后仍有遗迹可寻 if也当年的花

器、棋盘菌，至今人的能指出其地址;泉州流传有关于蒲寿庚

的种持传说。〈要辛杂识〉续集记载...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

莲者，蒲氏之婿毡，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要巳岁题，女

少无子，官没其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国因商人经营的

传统货物是珠宝和香抖，佛莲经营珠宝，蒲寿庚家族经营香

料。他们分别是这两种经营的代表。今泉州市军东南角有"聚

宝街"，是当年国国商人、穰斯林"蕃客"经营珠宝的遗迹。陶宗

仪〈辍替录〉中i己"囡囡石头"，混"自由石头，种类不一，其价苏

不一"，有"红石头"、"绿石头"、"猫睛"、"回因笛子"等，并描述

其特程。穰寿庚的一部家谱解放前在福建经营香料业的蒲振

宗家发现，撮宗自认是蒲寿庚后代，倡经营握传的行业。除东

南巨离外，还有从西域来的许多巨商，在上引〈西域使者晗只

哈心碑〉中巳说晓了大概。〈多桑蒙古史〉记载:忽必烈禁用嵌

喉法杀羊，强迫撞行蒙古俗剖旗法(穆黯林不吃盘，用断曦法

以使血液全部流出).致使"伊期兰商人不复至中嚣，倒献之物

园缺，茹其货物所纳之关税囡无所得，忽必烈乃枚固其禁令。"

可旦回回商业活动对元朝财政收入关系之大。元代囡围政治

地位优越，和他们的商业理时活动有关。

元代田园农业活动，从探马苏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

屯聚牧养"时就开始了。以后"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多数转业

为农。由于"屯聚牧养"，回囡经营农业一般兼营牧业，饲养牛

羊，有的坦牧为主。元代河西、云南、江南以及河南、山东都是

重要的国囡农垦旺，囡因为这些地区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

理牢固扎根中华大地，和到处从事农业有关。自由商业活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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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穰到唐宋时期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农业活动开始于

宋末元和自由军士的"屯聚牧养"同样有了悠久历史。

元代囡固的科技、工艺也很发达，著名的"囡回娼"可作为

代表。〈无史·方技传〉说"苏思马因，自国民，西域坦烈人也。

善造娼，至元八年与同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医兵攻襄阳未

下，亦患马囱相地势，置煌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

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接

降。"这是一种析，械发石的婚，又称巨石炮;因攻襄陪显示或

力，又称襄陌炮;因系西域来的问老瓦丁、亦患马因所造，又称

西域趟。因自天文历法亦发达"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了撰进

万年历，世袒稍旗行之"((元史·历志))0 现已不明白"万年

历"的具体编制，但知其梧当准确，故名"万年历";本L马鲁了还

造七种天文仪器， (元史·天文志〉载有七种仪器的名称。自吕

JJj法在中国长期使用，元代有四E司天监，明代设有田园历专

科，直到清初回国历仍然使用。元大部〈今北京〉的营建，表现

了因回建筑工艺曲高超.~域大食国人也黑迭JL了于中统元

年(1260 年〉掌管茶迭JL局〈郎土木工程建筑总管)，中统四年'

(1263 年〉奏请修琼华岛(郎今北海公居前身〉。以后又绕旗诸

色人匠参与规划、修建大都宫殿，至 1274 年完工，他的卓越才

能受到朝廷褒奖。他儿子马哈马抄承袭他的职位，弹子和曾孙

也曾掌管茶迭JL勇。也黑迭儿了一家可称是元代固国工程世

家。逼晓天文、经史、地理、水利的百科式学者黯思，撰有〈重订

河防通议)，是讲治河专著。固自匿药在元代有广惠司和国囡

药物院掌理，当时的医药方如情况未保窜下来。明代无名民撰

〈国理药方〉三十六卷，不知是否是元代西回医药的记录。

不谈元代回国在文学书画方面的成就，就看不到元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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