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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甘肃四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两千六百多万各族人民。
其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就有回、藏、蒙古、裕固、东乡、保安、撒拉、哈萨克等八个民族。
他们主要散布在河湟流域和祁连山的怀抱里。
甘肃这片狭长的土地，无论富饶还是贫瘠，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从历史上看，古代的甘肃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
早在商周时期，在泾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即今天的庆阳、平凉和天水、定西一带，散居着上百个
大大小小的戎族部落。
由于戎族遍布，古代的甘肃被称为“西戎之地”。
这些戎族人是如此的强悍，他们不仅一度攻灭过居住在今礼县东部的赢秦先祖大骆之族，而且常常袭
扰乃至围攻西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迫使周王朝东迁洛阳。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河湟及白龙江、洮河流域，还散居着众多的羌族部落，统称“西羌”。
在白龙江、西汉水流域，还有为数不少的氐人部落。
这些氐羌部落有的向西南部迁徙，衍化为如今的彝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有的西迁，与青藏高原上
的土著人融合，形成吐蕃族，再后来演变为藏族。
而在湖泽星布、绿草连天的河西走廊，先秦时期有一个名叫月氏的游牧民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强盛时它连匈奴都不放在眼里。
在它的西边，还有一个名叫乌孙的民族，实力也不可小觑。
到了金瓯破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豪酋苻健、吕光、杨氏家族甚至建立过强大的前秦、后凉以及
仇池国，羌族豪酋姚苌等人建立过后秦及宕昌国。
同一时期，从蒙古高原南迁的鲜卑族人在今甘肃中西部地区先后建立了西秦国和南凉国，匈奴人的后
裔卢水胡人在河西中部建立过北凉国。
可以说，十六国时期的甘肃地区，是诸少数民族竞相雄起、放马逐鹿的辽阔舞台。
迨至唐代，河西地区一度被咄咄东进的吐蕃国占据。
“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息，趁虚而入的吐蕃军队甚至占据了陇右大片地区。
两宋时期，甘肃地区曾先后为辽、金、夏所控制和分割。
再后来，蒙古大军席卷中国北方，甘肃地区被先期占领，成为蒙古大军南下灭宋的桥头堡⋯⋯也就是
说，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甘肃地区曾经是吐蕃、契丹、女真、党项羌、蒙古人先后统治的地盘。
而就在蒙古西征铁骑东归之时，大批的西亚、中亚的工匠、商贾被挟带到甘肃以及内地，于是，有两
三个新的民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正在铁马奔腾的风烟中悄悄孕育、形成。
这些进入中国的各类色目人没有料到，在度过了一段和顺的时光之后，接踵而来的清代，等待他们的
竟是腥风血雨，无尽的苦难⋯⋯　　三千多年过去了，当年先后生息在甘肃大地上的古老民族们，有
的远徙他方，衍变成了异国子民，如月氏族、匈奴族；有的远徙后融入他族，成了中国边疆土地上新
的民族，如乌孙人后来与塞种、突厥语部落、蒙古语部落等融汇，衍变为哈萨克族；有的绵延至今，
成了中华诸族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如藏族和蒙古族；也有的曾经逞雄一时的民族，从历史舞台
上消失，只留下细若游丝的一点孑遗，如氐族、羌族、鲜卑族、突厥族、党项羌族；还有些新生的民
族，成了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大聚落中的重要成员，如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　　各民族
消长、衍变、萌生的过程是如此的复杂而漫长，这些过程又因为缺乏翔实的记载而扑朔迷离，煞费踌
躇。
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在回眸其各自的来路的时候，仍然能深深地感觉到，每个民族的生存史，都无一
例外的极其艰难，都伴随着无数次饥馑、瘟疫，特别是内外部战争、高压统治、屠杀、阴谋的严重威
胁，有时候往往是灭顶之灾。
有不少小民族能够存活至今，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正因为如此，我们各个民族之间，才应该互相了解，彼此理解、珍惜、援助，而不宜囿于偏见、误解
、怨怼，兄弟阅墙，骨肉生隙。
　　中国的官方史籍，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的大半部历史，似乎就是世居中原和东部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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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北方周边诸少数民族之间拉锯式的争斗史，“胡”汉之间的相互奴役史。
在我看来，这种多半出自“华夷”观念很深、中央政权本位意识浓重的汉族史家之手的史书，也许忽
略了历史的另一面，另外一些历史细节：“胡”汉之间并不都是战争，在比争战更为绵长的和平时期
，中华各民族之间，同为黄种人，同居一块大陆，同顶一片蓝天，繁衍生息，创造文明，血脉是息息
相通的。
倘非如此。
何来文化的融合，文明的相互汲取与影响，各民族的共同进化？
特别是在未载入史籍的民间，各族百姓之间的相互救助、相濡以沫，实在是颇为动人的。
我这里拈举一例：原居富饶美丽的同仁地区的保安族人，因宗教冲突、民族仇杀而面临灭顶之灾之时
，先是受到藏族浪加部落的冒险接应、救助与护送，助其脱险：随后保安人举族东迁，在痛失家园、
居无定所之时，是循化撒拉族人把他们接进了自己的家院，循化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园。
个中殷殷深情，至今令人动容。
不光是在民间，即便是在官方史籍的缝隙中，我们也能听出另一种琴瑟之音：汉家威震天下之时，曾
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嫽、王昭君这样的纤柔大义女子，远嫁乌孙昆莫或匈奴单于，而匈奴王之
子金日碑也曾成为汉廷一代名臣。
隋唐皇室本有“胡人”血统，鲜卑族独孤氏、长孙氏女子嫁与杨、李儿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赴
吐蕃成亲，原算不得旷古奇闻，虽然这些女中丈夫的勇气至今令人敬慕。
更有元狩、开元盛世，汇八方华彩风流，开一代大国风气：丝绸路上，胡商与汉使同行，橐驼共骊马
驰驱；华清官里，胡姬与唐娃同舞，羌笛与编钟齐鸣。
华衮左衽，欢饮一堂；霓裳胡旋，瞩目万众。
牛羊好，庄稼亦好；情谊长，和平乃长。
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境之时，各族儿女争相挎箭跨马，共赴国难。
“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各路勤王大军中，每每闪现各族“胡帅”、“胡军”的身影；八国联军入侵
之时，以回民为主的甘军将士奋战京津，浴血沙场；日寇侵占我中华半壁江山之时，西北军马鸿宾部
、马彪部愤然出击，血战察哈尔、淮阳，杀得鬼子人仰马翻，多少白帽健儿血洒黄土　　中国人有句
老话，叫作“家和万事兴”，这是一种民间智慧，一种宝贵的经验。
昆仲比肩，力可支倾扶危；兄弟阋墙，则微隙酿成灾祸。
和谐形成合力，团结就是生产力。
因些许龃龉而生积怨，忘大局而执琐屑，此非君子、智者所为也。
今天的世界，已非昔日动辄刀兵相向的莽夫时代；和睦相处，相互尊重，挽臂前行，共创美好的未来
，已成全人类之共识与大势。
我中华诸族，岂可仍作一莽夫乎！
　　甘肃是中国边地之一隅，甘肃诸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重要篇章。
并且，如所周知，裕固、东乡、保安三族，为甘肃所独有。
而在回族的历史上，诸如创立伊斯兰教门宦制度，遭受清廷重压而进行反抗等重大事件，皆发生在甘
肃。
可见甘肃诸族在我国少数民族史上的重要性。
为使人们系统地了解甘肃现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曲折来路与现状，习俗与文化，人物与秉性，增加各
民族人民之间的彼此知解。
我们策划了这套《甘肃少数民族史话》丛书。
为避免其他民族作者的隔膜，我们尽量邀请了本民族学者担任撰稿。
经过作者与编者两年多的艰苦努力，这套丛书终于面世。
祈愿这套通俗化的学术读物能够受到各族读者的认可与喜欢。
　　些许感想。
权为序。
　　二○○九牟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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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作“家和万事兴”，这是一种民间智慧，一种宝贵的经验。
昆仲比肩，力可支倾扶危；兄弟阋墙，则微隙酿成灾祸。
和谐形成合力，团结就是生产力。
　　为使人们系统地了解甘肃现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曲折来路与现状，习俗与文化，人物与秉性，增
加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彼此知解。
作者策划了本书，对甘肃省中裕固族的历史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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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早的尧乎尔　　2400多年前，在遥远的亚洲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尧乎尔”这个名称。
和其他民族一样，严格意义上的尧乎尔（回鹘）人兴起以前就早已有了尧乎尔人民。
　　在阿尔泰群山之旁，有一片辽阔平缓的大草原。
这里有成片的白桦林和崎岖蜿蜒的额尔齐斯河，还有叶尼塞河和泰加森林。
这里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和，水草丰美，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驻牧地。
西边有亚欧分界线乌拉尔山，也就是蒙古人叫做“萨日德格”的山脉。
东边有贝加尔湖、色楞格河以及迤东至兴安岭和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广阔草原。
亚欧草原东部的这一片广袤大地在今天称之为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
从公元前起，这里就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游牧民的最佳汇聚地，也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
　　这一片亚欧草原中部的大地，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牧人。
他们赶着自己成群的马、牛和羊，经过多年的漂泊流浪。
终于在这里安顿下来。
他们中间有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也有金发碧眼的人。
他们操着迥然不同的语言走到了一起。
　　在尧乎尔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美妙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场战争后。
尧乎尔人的祖先只剩下不多的一些人。
他们在迁徙流浪的途中，迷失在一片寒冷黑暗的大森林中，饥锇和寒冷不断吞噬他们的生命。
有一天拂晓，人们听到一阵像唱歌般美妙悦耳的声音，而后一片蓝光照在这群衣衫褴褛的人们身上。
大家惊奇地看见一匹苍毛苍鬃的大公狼站在前方，人们纷纷顶礼膜拜，祈祷说：“黑胡子舅舅，威严
的舅舅，我们的草原被人占了，我们的冬窝子着火了。
黑胡子舅舅，威严的舅舅，请带我们走吧，快带我们走吧⋯⋯”跟着苍狼，人们走出了那个可怕的地
方，战胜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又从山岗到平原，从平原到森林，走了许多年。
最后终于到达那个只有传说中才有的友爱祥和、永不贫困的草原。
但后来尧乎尔人还是失去了那片美好的草原而到处流浪。
尧乎尔老人说，再过若干年以后，等到他们孙子的孙子时，苍狼还会出现，到那时，所有的尧乎尔人
都会身不由己地集结起来跟随苍狼走，最终会走到另一个富饶的草原上，永享美好和幸福。
　　苍狼在尧乎尔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人们一般很少对苍狼直呼其名，而习惯尊称“哈拉·萨哈勒
图·那俄其”或“哈拉萨哈勒图达嘎”（均为“黑胡子舅舅”之意）。
相传，尧乎尔人是白唇鹿和苍狼的后裔，所以叫狼为舅舅。
　　许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这个游牧民族和匈奴、柔然、突厥、塞种等各族以及已不
知其名的部族相互融合，慢慢变得分不出你我了。
他们看见自己和邻居伙伴都一样了，大家都能听懂各个部落的语言。
他们共同游牧、狩猎、出征，有很强的凝聚力。
于是，这些人开始自称“尧乎尔”。
一般认为“尧乎尔”是突厥语，其意有几种：一是“粘结、凝固、收拢、掺杂、混合”之意；二是“
联合”之意；三是“文化、智慧”之意。
还有人认为“尧乎尔”一词源于蒙古语“森林”和“人民”。
合在一起就是“森林百姓”或“林中的人”之意。
尧乎尔与维吾尔是同一个名词，是后来突厥语的方言造成了误差，最古老的读音应该是“尧乎尔”。
“尧乎尔”这个名称最初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种族的名称，这个名称的用法和意义因时因地而有变化
。
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尧乎尔人的祖先就已进入奴隶社会。
　　在匈奴帝国时代，最早的尧乎尔人属于匈奴人的一个部落。
匈奴主体部分西迁后，他们又属于柔然汗国。
这些操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匈奴人和柔然人，早在公元前就用他们的血汗结束了蒙古高原的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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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蒙古高原因草原游牧的需要，形成了一种规模大、人数多、易集中的生产体制。
在这种生产体制下逐渐形成游牧民族特有的外向型文化，伴随的是一种极开放的、天马行空般的大精
神、大气概。
尧乎尔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祖先们，为相继而起的各游牧民族创造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当匈奴人、柔然人开始大部分不断滚滚西迁，饮马多瑙河、莱茵河和波河时，部分尧乎尔人的部落也
一同西迁了。
但大部分尧乎尔人仍然留居在蒙古高原。
这个时候，尧乎尔人也随匈奴人进入了文明时代。
　　匈奴人和柔然人西迁后，留居在蒙古高原的突厥人成立了突厥汗国。
当时，突厥可汗是蒙古高原所有民族的最高领袖。
“突厥”是蒙古语，意为“强大”。
突厥也是个广泛的概念，凡是操突厥语的都是突厥人。
古代的突厥汗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草原帝国。
　　在寒带草原伴随着雨雪风暴的艰辛游牧生活，造就了尧乎尔人强健的身体和勇猛无畏的气魄。
他们不论男女。
个个都是技艺精湛的骑手和射手，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的战士、牧人和猎人。
他们整日与飞禽猛兽为邻，豢养鹿、牛、山羊、绵羊。
驯养烈马，还有狼崽和虎崽。
他们的头脑充满聪慧，善于接受新的知识。
在夏营地悠闲的季节里，他们沐浴着阳光，喝着马奶子和白桦树汁（即“树奶子”）。
在岩石上作画，创作了很多诗歌和歌曲。
这是他们对艺术的最初贡献。
他们和从前的匈奴人、柔然人和突厥人一样，习俗、服饰、相貌也是大同小异。
突厥汗国时代，绝大多数尧乎尔人讲着流利的突厥语。
后来，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得知尧乎尔这一民族后，就译为“回纥”、“回鹘”，后来又译为“畏兀
儿”等。
　　尧乎尔与同一种族的突厥统治者并不十分融洽，他们常常在自己的地盘上进攻突厥统治者。
当时就有一小部分尧乎尔人向西南迁徙到唐古特人（藏族人、羌族人等）的草地，即祁连山南北麓。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批迁徙到祁连山的尧乎尔人。
他们后来都融入到当地的唐古特人中，唐古特人称他们为“霍儿”。
在古代，“霍儿”是唐古特人对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泛称。
　　一度非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后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对于这个使西边的拜占庭、波斯和东边的隋朝战栗不已的草原帝国，隋朝没有对它发动战争，而是暗
中支持突厥汗国境内的尧乎尔人反叛。
后来，隋朝灭亡，唐太宗和游牧于阿尔泰山周围的尧乎尔结盟进攻突厥。
突厥汗国曾一度中兴强盛，但在内部长期的颠覆和外部的不断进攻下，这个曾使半个亚洲无力抵御的
草原帝国终于衰落下去了。
然后，唐朝用吸收的突厥兵丁进攻中亚印欧种的塞种牧人。
　　尧乎尔人在鄂尔浑河畔的哈拉和林建立了兀鲁斯政治中心，主要由九个大部落和众多的小部落组
成。
其中药落葛部落最强大，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首领多出自这个部落。
关于尧乎尔人最早的首领和可汗，尧乎尔的传说《九个兄弟》中说：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
方。
尧乎尔有一片美丽的草原，那里有一条大河，一座高山和一个巨大的湖泊。
在大河、高山和湖泊之间，有一片美丽的白桦林。
有一天，从天而降的彩虹缠绕着一棵最美丽的白桦树。
许多日子过去了，这棵美丽的白桦树身渐渐粗壮，像妊娠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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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月后树身开裂，从里面走出九个婴儿。
这九个婴儿在白桦林中吮吸着白桦树汁渐渐长大了，于是就住在桦树皮制的房屋里，在荒原上以猎捕
野兽为生，饿了吃兽肉，渴了喝白桦汁。
九个兄弟剽悍勇敢、智慧超人，最小的弟弟最为出众。
后来，这九个兄弟都做了尧乎尔诺彦（首领），最小的弟弟当上了尧乎尔可汗。
人们尊称他为“博格达汗”。
博格达汗和他的人民都喜欢喝白桦汁，所以尧乎尔人素称白桦树汁为“生命之汁”和“树奶子”。
叫做“豪斯”或“豪丽达斯”的白桦树，也是尧乎尔人爱情的象征。
尧乎尔人的故乡鄂尔浑就是以白桦树和西伯利亚杉众多而闻名。
尧乎尔博格达汗的后代做了500年可汗，共传位40余代。
　　尧乎尔人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对一些大国和强大的部族采取称臣纳贡的战略，从而赢得这些国家
和部族的支持，既加强了贸易往来，也遏止了强国的进攻。
到公元744年的一天，有一个名叫骨力裴罗的药落葛部的人当上了可汗。
他率领尧乎尔人彻底推翻了突厥人的统治。
突厥汗国崩溃，大量的突厥人西迁中亚和西亚。
骨力裴罗号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意为“圣神的极贤明智慧”）。
尧乎尔人的政治中心在今蒙古国的阿日杭盖（北杭盖）一带的哈拉和林。
阿日杭盖与鄂尔浑河一带是亚欧大草原上一个最神奇最伟大的地方。
从匈奴到成吉思汗的数千年里，各族游牧部落都曾经在这里建立统率游牧部族的首府。
传说游牧人住在这个“神圣的多树木和河水”的草原上，永远也不会贫困。
而尧乎尔人中则传说，大地女神“于都斤，额客”就住在杭盖山和鄂尔浑河弯曲处。
　　745年春的一天，骨咄禄阙毗伽可汗率领轻骑兵突袭了突厥统治者的最后一个营地，杀掉了突厥可
汗。
突厥的统治告终，尧乎尔兀鲁斯建立。
“尧乎尔兀鲁斯”意为“尧乎尔人的国家”，即“回鹘汗国”。
尧乎尔兀鲁斯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了匈奴、柔然和突厥的制度。
从此，突厥族的尧乎尔人获得了解放，并雄踞中亚草原数百年。
不过，这只是在蒙古高原霸权争夺中，后一个突厥政权代替了前一个突厥政权，人民之间是有亲属关
系的。
尧乎尔兀鲁斯拥有了突厥汗国所有的土地和草原，很多突厥汗国时代的牧主和王公们又做了尧乎尔兀
鲁斯的显贵，很多牧民也还是突厥部众。
　　古代尧乎尔人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很多生活习俗与今天的尧乎尔人不同。
他们主要吃羊肉，其次是牛肉、马肉和骆驼肉。
他们最喜欢喝的是马奶子酒，叫做“胡迷斯”或“其格”。
而最上乘的马奶叫做“哈拉克莫斯”，即“黑马奶”。
其次，他们还喜欢喝白桦树汁，即“树奶子”。
他们也常吃野味，所以狩猎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古代尧乎尔可汗的帐幕是白色圆形的，非常华丽。
普通牧民住的也是圆形毡房。
这种毡房就是现在蒙古包的前身。
在古代尧乎尔人的营地上，他们的帐篷也总是围成一个大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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