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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共同创造了源远流
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沐浴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风雨，秉承“和而不同”、“厚德载物
”、“美美与共”、团结进步的文化理想与信念，铸造了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个性。
当代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又为每一个民族注人了新的时代营养和发展动力，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格局、和谐共进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着各个兄弟民族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提升民族品格、
强化民族素质，逐步迈向一个精神刚健、思想包容、心灵自由、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时
代水准与高尚境界。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力、勤劳朴实的民族，是一个吃苦
耐劳、昂扬向上的民族，也是一个注重今世、向往后世、追求“两世吉庆”的民族。
她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丰厚营养，又承载着世界性的大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
两大古老而伟大的东方文明之河交汇，共同哺育了回族人民，塑造了回族独有的民族气质、个性和文
化内涵。
回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回族的民族精神血脉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共通因子，传
承着两大文明中最具文明底色的基质。
　　作为一个世居中国的少数民族，回族历史地形成了散居中华大地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居
住格局。
从浩瀚南海的天涯海角到祖国最北的齐齐哈尔山村，从苍茫天山脚下到水天相接的鼓浪屿渔村，从冰
雪皑皑的青藏高原腹地到郁郁葱葱的东海之滨，都有回族人世代居住和生活于此。
回族人民历来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比邻而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濡以沫，互通有无
。
在历史上，回族与各个兄弟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通，与中华民族同兴衰、共荣辱。
特别是近代自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无论是在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久经历史考验与磨炼的回族人民，与无数中华英
烈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甘洒热血，无私无畏，高奏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书写
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
回族人民虽经岁月冲蚀，饱经沧桑，但爱国爱教的精神长存，信仰坚定、刚毅进取、奋发有为、与兄
弟民族团结奋斗的风范永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了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阶段，回族人
民获得了新生。
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回族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回族人民在祖国的怀
抱中，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回族杰出儿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乐于奉献，为祖国的
建设，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宝贵而杰出的贡献。
　　1958年我国唯一的省级回族区域自治地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翻开了回族历史长卷上崭新
的一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民族宗教政策的巨大魅力。
五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历届自治区党委、政府
带领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奋发努力，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科
技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努力发挥地方优势和民族特色，与兄弟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通力
合作，共同努力，为创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回族学而不断探索奋斗，在回族
学研究方面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奉献了一些叫响宁夏、享誉全国的精品力作，在区内外获得
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回族学研究成为宁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园地和窗口。
　　在全区上下共同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为了提高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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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水平，充分展现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总结经验
，继往开来，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回族学研究，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
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宁夏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向自治区五十大庆文化献礼工程——《中国回族
历史文化》丛书的撰写任务。
经过编委会和承担这一任务的全体作者的辛勤工作，该丛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中国回族历史文化》丛书的作者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回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为主，吸收了区
内的学者参加。
该丛书主要涉及回族文化、回族艺术、西方学术界对回族的研究、回族教育、回族思想、回族文学、
回族商业经济等领域，撰稿者大都是宁夏社会科学院该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学有专攻，有些
领域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开拓性，是对回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丰富。
当然，囿于主客观条件，写作时间较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回族学是一个多学科、宽领域、多层面的新兴学科，需要我们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知难而进，勇
于进取，善于创新。
当这套丛书面世时，我希望这既是对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新的起点，今
后的路更长，也更艰巨和更富有挑战性。
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中，作出更大的努力，迈出更快更好的步伐。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
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克洪对本丛书的编写出版给予了具体指导，宁夏社会科学院原任院长
吴海鹰教授作为本丛书的策划者，在前期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自治区五十大庆办公室、自治区
财政厅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宁夏人民出版社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在
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二00八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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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沐浴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风雨，秉承“和而不同”、“厚德载物
”、“美美与共”、团结进步的文化理想与信念，铸造了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个性。
当代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又为每一个民族注人了新的时代营养和发展动力，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格局、和谐共进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着各个兄弟民族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提升民族品格、
强化民族素质，逐步迈向一个精神刚健、思想包容、心灵自由、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时
代水准与高尚境界。
　　本书是《中国回族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该书从回族的宗教文化、教育、群体生存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入手，对以儒释回，十三大经
，小儿锦，清真寺（陵园）建筑，牌坊、匾额、碑石、印鉴等金石碑铭——石头上的回族文化史等回
族文化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书从回族宗教文化、教育、群体生存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入手，为读者了解回族及其
文化开启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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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观念回族的宗教文化  一、回族的宗教意识与信仰  二、回族的清真寺及教坊制度经堂教育的兴起和
教育制度  一、经堂教育的课程〔十三大经〕  二、经堂教育四大学派  三、经堂教育及相关制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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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节庆  三、回族礼仪、节庆中表现出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回族的婚姻  五、回族的丧葬习俗  六、回
族卫生习俗的表现形式  七、回族卫生习俗中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内涵回族的语言文字  一、先民的语言
及文化形态  二、回族语言中的外来文化因素金石碑铭——石头上的回族文化史  一、有关创建、重建
和维修清真寺的碑记  二、有关创建、重建和维修清真寺的碑文  三、有关建立民间团体的碑记  四、有
关兴学及捐资助学的碑记  五、关于清真寺管理制度及规定的碑文  六、关于捐献财产功德的碑文  七、
反映基地及清真寺财物的碑文  八、有关官府告示内容的碑文  九、有关上谕的碑文回族历史上的图书
与报刊  一、回族图书的编译、印刷和出版  二、回族报纸杂志的出版发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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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族文化概述　　二、回族文化的历史地位　　回族文化，是通过它的载体——回族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
大体经历了唐宋时期的孕育，元至明代中期的转化，明清之际趋于形成稳定的三个阶段。
　　唐宋时期的五六百年间，是回族先民进人中国的早期阶段。
这一时期，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从海路来华后，散布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
州等地，也有少数人通过陆路深入到内地长安、开封一带，还有来自南洋诸岛的一些穆斯林先后进入
海南岛。
中国史籍上把这些人统称为“番客”“番商”“胡商”等。
这些人来华经商，属于侨居性质，尚未形成民族共同体，因此他们的民族文化也还没有形成。
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社区——“番坊”，有了管理内部事务的专职管理人员，有了供其使用的
宗教场所——清真寺，还有了自己专用的坟地。
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已经具有了早期回族文化的雏形。
　　当时，回族先民中多有未按中国朝廷规定归返原籍者，他们中的不少人以各种理由在中国的各个
城市中滞留下来，长期定居，中国的史籍中称之为“住唐”。
他们娶妻生子，甚至还有留居五世者，而这些人则被称之为“土生番客”。
　　留居不归者，大多“华化”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
他们一方面带来了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以及中亚突厥穆斯林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与
汉人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主动接受汉文化，甚至在广州、泉州这样的地方，还办起了“番学”，专供
“土生番客”们学习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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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儒释回〕；〔十三大经〕；〔小儿锦〕；清真寺（陵园）建筑；牌坊、匾额、碑石、印鉴等
金石碑铭——石头上的回族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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