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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回族史志论集，其中将著名回族史学家马寿千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所和
民族学系从事回族史学教学与研究而撰写的部分论文或文章辑录成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寿千老师一
生潜心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对回族史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
    收入本书的论文和文章编为六编，既有对回族的综合论述，也包括对元代、明代、清代前中期和近
代回族史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还有对民族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及书评。
全书研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资料引证充实，文风简练淳朴，见解多富有创新。
第一编综合论述，除对回族的族源与形成，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概
括外，还就回族史学奠基人白寿彝教授关于回族史学科的定位、研究方和研究者应具有的条件等作了
论述。
第二编是专题研究，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族的新觉醒、明代哈刺灰人的族属问题、清代回族的政
治地位与经济发展、回教清真教名称考释等。
第三编是近代回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压迫斗争，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斗争等。
第四编是人物传记，包括从元代到民国时期回族著名人物传记。
第五编是文献研究书评，包括家谱、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第六编是关于历史剧的评述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评述与建言。
书后附有专家学者和记者对寿千老师的评述、采访和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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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寿千(1929-2005)，湖北谷城县人，回族。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7年师从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
教授专修回族史，长期从事回族史学的教学和研究。
曾历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常委、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参编《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回族简史》；主持编撰了《回族人物志》元、明、清、近代四
册、“中国回民族史》上、下册、  《中国民族百科全书》回族卷等；发表论文和文章数十篇。
1988年荣获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奖励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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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综台论述　回旅　对中国回族经济的审视与沉思　崇尚团结友善的回回民族　回族史研
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　《中国回回民族史》题记　寿彝师二三事第二编　专题研究　19世纪末20世
纪初回回民族新的觉醒　明代哈密地方的哈喇灰人　回教清真教名称源流考释　明代著名清官孙继鲁
事略　明代后期的回民起义与回旌农民英雄马守应　请代前期回族的政治地位　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
发展　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　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第三编　近代回族
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　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
争　鸦片战争中的回族英烈　试论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民族关系　捻军回族首领苏天福　清
朝同治年间的宁夏回民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都督之一的马玉
贵第四编　人物传记　元代回族人物志一则　明代回族人物志五则　清代回族人物志六则　近代回族
人物志二十二则　民国时期回族人物志四则第五编　文献研究与书评　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
问题　《李卓吾先生遗言》中所反映的回族丧葬习俗　陕甘回民起义档案资料七件　陕西回民起义档
案资料三件　马玉贵的六份文件　《元史》校记一则　汉族学者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的重要成果第六
编　关于历史剧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评述与建言　民族关系研究与历史剧　由《岳家小将》联想到的　
“西北之利，畜牧为大”　⋯⋯第七编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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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综台论述　　回族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回族释文　　回族，中国少数民
族之一。
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统计，回族共计721．9万多人（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
。
回族散居全国，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
在宁夏、甘肃、青海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区分布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
伊斯兰教的传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至迟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正式传人中国，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
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地定居，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
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辟建了穆斯林的公共墓地。
他们被叫做蕃客或土生蕃客，元代，才被叫做回回蕃客或南蕃回回，成了回回人的一部分。
　　“回回”一词最早在宋人《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出现，主要指葱岭东、西处于哈剌汗朝
统治下的回纥（回鹘）人。
回回和回纥、回鹘音近，应是后者的音转或俗写。
其时，伊斯兰教已由喀什噶尔向东传播到和田、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
因此，“回回”应已包括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纥（回鹘）人在内的含义。
哈刺汗朝亡于西辽，其居民大部仍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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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民族发展与民族
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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