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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善
于歌舞欢闹的，很多时候，甚至好像
那种又歌又舞的生活和我们无关。

曾经参加过多民族朋友的聚会，
酒酣耳热之际，维吾尔族朋友，藏族
朋友，朝鲜族朋友，蒙古族朋友，开
始且歌且舞，只有我们几个回族男女
坐着观看。有人问，你们的民族歌舞
呢，为什么不展现出来？

为此我做过思考，这和我们的民
族性格有关。日常生活里，回族是一
个很务实的民族，忙着种田做生意挣
钱养家，同时要坚守每日的宗教礼
拜，况且生活清苦，似乎真的没有什
么兴致和精力再去歌舞。我们还是一
个内敛、内向的民族，很多时候宁愿
把一些悲伤和欢快压在心里，慢慢地
消磨在日常生活里。

记忆里，我们庄的人，从来没有
张狂地跳舞的。歌唱倒是有的，却是
劳作之余解乏的时候，或者被命运压
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爬上山头，对着
苍茫大地，吼一嗓子，排遣一下满腹
忧伤。

如果有亲戚家的女子媳妇来了，夜里我们睡在一起，纠
缠着她们要漫花儿。曾经有人唱得很好听，压得低低的声
音，忧伤像水波一样在低处回旋，《山里的个野鸡娃》《上去
高山望平川》《阿哥的肉》《吆骡子》 等都是经典曲子。女人
绝不会在人多处放声歌唱。也有那命运不好的女子，唱着唱
着，将歌声和自己的身世遭遇联系到了一起，就开始哭，哀
哀的歌唱里掺杂着哭声，使得歌声更低沉婉转，如泣哭，如
诉说，如深深地眷恋，像难以割舍的倾慕，像爱情和婚姻，
像生活和命运。

小时候我在小姑姑家走亲戚，姑姑的婆婆坐在窑洞里的
一口窖底下，一边捡拾洋芋，一边为我漫花儿，我坐在窖口
上面。她要我看着，要是有人来就赶紧告诉她。

这个干瘪枯瘦的妇女歌声却很清亮，像一勺子清水，缓
缓地慢慢地往出流淌，流下去溅落在干燥滚烫的黄土尘埃
里。我眼前似乎看到她年轻时候的情景了，她也曾戴着青包
头，穿着绣花鞋，骑在高高的大红骑鞍上，在一颠一簸中做
了新嫁娘，她的满头华发也曾乌黑明亮过，也曾别过花儿。
那些鲜艳的年华呀，已经都找不到了，我只能从这清澈的花
儿声里凭借想象去猜想。

后来姑父进来，揽了一背篼牛草出去了。婆婆意识到有
人来了，不唱了，抱怨说人来了我怎么不告诉她。我这才醒
悟自己严重失职了，都是沉浸在歌声里太投入呀。

30年后，姑姑的婆婆早就病逝。我再也想不起她那天都
唱了哪几首花儿。能想起来的，只有那口黑乎乎的窑洞，和
淡淡的忧伤的花儿，它们像光亮，点燃起来的鲜活的想象之
景还珍藏在心底，我舍不得忘却。

而男人漫花儿却必须是在广阔天地间，扯着嗓子大口大
叫才有味儿。高高的山头上，某个犁地的男人跟着牲口走啊
走，累了，汗湿透了脊背，心里烦忧，忽然就扯起了嗓子，
一个高亢的声音冲上高高的天宇，又落下来，回旋在我们苍
凉的山间。带着一个男人在某一时刻难以抑制的全部情愫，
那么忧伤，那么动人，那么让人痴迷，那么让人惊讶。你会
惊诧这样粗狂的汉子，内心的褶皱里竟然会藏着这样柔软悲
切的情感。

阿哥的肉，是歌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儿，那是男子对自
己心里最爱女子的称谓，赤裸裸，不加掩饰的爱慕就倾注在
这样直接朴素的称呼里。不要说听那火辣辣的歌声，就是把
这个称谓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也是会叫人脸红心跳的。

世上最动人最真挚最让人喜悦却又最让人无奈的，就是
男女之情。相悦时候的欢快，蕴含在歌声里，爱而不得的失
落和难过，也渗透在花儿里。

如果要回族拿出属于自己的歌曲，恐怕只有花儿了。

且
哭
且
歌
话
忧
伤

马
金
莲
（
回
族
）

■TA说回族■TA说回族

对着天地唱花儿

“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过千
万，其分布特点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居”。

有学者将回族分布描述为不规则的“丁”字形或
“衣”字形——黄河流域以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主要聚
居区，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5。以东、中、西划分，回
族人口在西部地区最多，占总数的 60.75%。其次是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最少。在56个民族中，回族人口分布离
散度仅次于汉族和高山族，是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小聚居”体现在西北部的各回族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以及东部地区大运河沿线一带的以县、村、街道
为中心聚居。回族还是我国56个民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
的民族之一。全国有 4 个城市的行政建制中专设了回族
区——洛阳瀍河回族区、郑州管城回族区、开封顺河回
族区、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

回族先民东迁初期，同时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
汉语。由于长期和汉族杂居，除保留一些阿拉伯语和波
斯语的词汇外，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
言。明中叶，伴随经堂教育的兴起，出现了经堂语和小
儿锦。当代回族通用汉语。

回族经营的传统商业有珠宝、香料、医药、饮食、
屠宰、马贩、驼队、羊皮筏子及其长途贩运。新中国成
立前，北京市的珠宝业大约有 70％
是回族人经营的。饮食业是回族比
较普遍的传统行业，俗语有：“回回
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回回两
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

“回族三大行，羊肉、馒头、贩粜
粮”等。

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期

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
据现有史料，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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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及长安定居。他们建筑了
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
妻生子，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
地，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后被
视为回回民族的先民。宋代东来的犹太人，后来也成为
回族一部分。唐宋时期，蕃客聚居之地被称为蕃坊，设
蕃长或都蕃长一人，由德高望重、财力雄厚的人担任，
依据 《古兰经》 及圣训管理蕃坊的各项事务，封职由皇
帝下诏。

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13世纪初叶，蒙古军
队西征，将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以及波斯
人、阿拉伯人编入探马赤军签发东来。探马赤军“上马
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集中在甘肃河西、宁夏、
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后成为普通的农
牧民。大批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散布在
全国各地，建立清真寺，围寺而居，成为形成回族的主
体人群。宋元时寓居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回回”，中印
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昆仑回回”，接

受伊斯兰教信仰的维吾尔族及蒙古人等逐渐同化，一同
成为回族的先民。元朝政府成立“回回哈的司”，掌管穆
斯林的宗教事务和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回回
人对元朝的开国及其军事、政治、经济都有很大影响。
据文献记载，回回人在政府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
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

明代仍有大量人群融入回族。如原籍为阿拉伯、波
斯、西域突厥诸种和东南亚的“归附回回”，还有侨居的

“寄住回回”。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贡事
完毕不归本国，侨居或定居中国。

学术界认为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时期。元朝灭

亡后，回回人和蒙古人一样，逐步内附。朱元璋曾限制
回族内部通婚，强迫同化，但皇室也下过修建清真寺和
保护教职人员的谕旨。 明代文献记载：回回“同类则相
遇亲厚，视若亲厚，视若至亲”“自守其俗，终不肯
变”。他们在农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镇则聚居关厢或若
干条街巷。大约经历了 200 多年，在伊斯兰教影响下，
以回回人为主体，融合了国内汉、维、蒙等多种民族成
分，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

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历史最低点。新中国
成立前，国民政府不承认回族的存在。回回民族只能称
回教徒，回民被称作“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样

成了国家的主人，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回民较多的城镇
设有回民饭馆和回民食品供应网点，回族职工、学生较
多的单位设立回民食堂。回民的土葬习俗受到尊重，宗
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各地回族中得到了全面贯彻。

与宗教相连的风俗文化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回族形成后，在饮食习惯、服饰装饰、诞生命
名、成年仪式、婚姻和丧葬、节日等习俗上，都有浓厚
的伊斯兰教色彩。

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回族每年过三个重大节日，即

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每年伊斯兰教历 9 月为斋
月，每日东方发白前进食后封斋，日落后开斋，白天不
饮不食。斋戒期满即开斋节，拂晓起来，洗大净、沐浴
净身，换上新衣服，到清真寺会礼。“古尔邦”一般在开
斋节后 70 天举行。节前家家打扫卫生，炸油香、馓子、
花花等。节日当天拂晓，沐浴净身、燃香，换上整洁的
衣服赴清真寺参加会礼。结束后，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
宰牲典礼，所宰的肉一份自食，一份送亲友邻居，一份
济贫施舍。伊斯兰教历 3月 12日是穆罕默德诞辰和逝世
的纪念日，合称“圣纪”，俗称“圣会”。节日这天到清
真寺诵经、赞圣、讲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穆斯林还
要做讨白 （忏悔），仪式结束会餐。

日常生活中，履行念、礼、斋、课、朝等五功是信
仰的基本功修。“念”就是男女老少都要学会念清真言。

“礼”即礼拜，主要包括日常的晨
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等
五时拜，每周五主麻聚礼以及每
年开斋节、古尔邦节两次大型的
会 礼 。“ 斋 ” 就 是 斋 月 斋 戒 。

“ 课 ” 也 叫 天 课 ， 属 于 “ 济 贫
税”，可以散给贫穷者、管理账务
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和
无依无靠的人，也可用于修桥、
办教育及其它慈善和公益事业。

“朝”即朝觐，伊斯兰教规定凡是
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不论
男女穆斯林，在一生中要去天房
朝觐一次。除了五功以外，还要
求子女要孝顺父母，夫妻要相互
敬爱，回族同胞间互相宽忍，朋
友间真诚相待等。

清真寺既是回族穆斯林沐浴
洁身、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
是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常

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讲坛和经堂，还是回族群众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公益事业的中心。

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回族禁食猪、马、驴、骡、
狗和一切自死的动物、动物血，禁食一切形象丑恶的飞
禽走兽。无论牛、羊、骆驼及鸡禽，均需经阿訇或做礼
拜的人念安拉之名然后屠宰，否则不能食用。日常生活
中，回族不抽烟、不饮酒，但特别喜欢饮茶和用茶待
客。由于分散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饮茶习俗，北方回族
地区有罐罐茶；云南回族中有烤茶；湖南回族中有擂茶。
盖碗茶是西北回族的一种特殊嗜好。最有代表性的是“八
宝盖碗茶”，即盖碗内泡有茶叶、冰糖、枸杞、核桃仁、芝麻、

红枣、桂圆、葡萄干（或苹果干） 等。
因伊斯兰教尚白色，因此回族视白色为最洁

净、最喜悦的颜色，在衣、冠颜色上以白、绿、
黑色为主。回族妇女一般都头戴白圆撮口帽，戴
盖头 （也叫搭盖头），少女戴绿色，已婚妇女戴
黑色，老年妇女戴白色。回族男子戴无檐小白
帽，亦称 “回回帽”或“礼拜帽”。清真寺里的
阿訇、满拉和笃信宗教的回族老人则喜爱戴缠
头。

根据宗教规定，回族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三天
之内，必须请一位阿訇给婴儿举行命名礼，即起
经命，也叫回回名。男孩到十二岁开始承担宗教
义务，履行“天命”和“逊乃”的宗教功课。

各地回族婚礼形式多种多样。比较一致的程
序是请媒人提亲、说色俩目 （也叫定茶）、插花

（也叫定亲）、迎娶、念尼卡哈、撒喜、闹洞房、
摆针线、回门等。婚礼时，请阿訇给新郎新娘教
诲和宣读《古兰经》有关片断。

“花儿”与习武并重

西北地区的回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丰
富民间曲艺，比较著名的就是“花儿”和“宴席
曲”。“花儿”又名“少年”，发源于回民聚集的
临夏，后由甘肃发展到青海、新疆一带，这里的
回民有手搭耳后、面对青山唱“花儿”的习惯。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曲调有 100余种，已形成河
州花儿、莲花山花儿、宁夏花儿、青海花儿等不
同流派和风格。一般禁止在家里和村庄唱“花
儿”，只能在野外唱。

宴席曲是西北地区回民在新婚宴席等喜庆场
合演唱的曲调。有些回族青年举行婚礼时，特意
邀请一些有名的唱把势前来祝贺助兴。有独唱，
有对唱，有合唱，此起彼伏，增加了婚礼的喜庆
气氛。

回族有习武之俗，许多清真寺设立习武场，有的阿
訇本身就文武双全。有谚语说“南京到北京，查拳来自
教门中”。回族武术历史上曾经被称为“昆仑派”，是我
国四大武术派别之一。民间流行的查拳、回回十八肘、
教门弹腿、八极拳、八门拳、心意六合拳、通备拳、马
家拳、护手拳、穆斯林八封太极拳、白猿通臂拳、双
刀、大刀、阿里剑、伸缩剑、古兰剑、燕尾剑、鱼尾
剑、河州棍、马家枪、沙家枪、环子锤等，均属回族的
武术。其中回回十八肘、教门弹腿、查拳等曾作为国术
列入民国时期军事训练项目中。

回族在历史上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元朝初期著
名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注重农
业生产，设立屯田区，倡修昆明河，广设驿站，兴办儒
学，协调民族关系，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
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他一生居官清
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著名航海家郑和，29 年里率领庞大的船
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这一空前壮举，促进了国
际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表现了中国人
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元世祖撰进的
《万年历》 颁行全国，并建立观象台，制
造浑天仪、斜纬仪、平伟仪、地球仪、方
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 7 种天文仪器，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代著
名的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是元大都宫殿和
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其设计奠定
了其后整个北京城市建筑发展的基础。

元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赡思不仅通经

学、文史，还钻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明代著
名思想家李贽认为宇宙以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为基础，生
出万事万物，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他强调社会平
等，反对圣人凡人之分，反对封建教条和男尊女卑观
念，在文学方面主张创作须抒发己见，反对复古摹拟。
其富有战斗精神的反封建主义启蒙思想，影响了明末的
社会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仍起着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和杨志玖，翻译家和教育家马坚
和纳忠，“中国交响乐之父”（音乐指挥家） 李德伦，相
声艺术家马三立，作家沙叶新、张承志、霍达，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广学、蒋锡夔、刘广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士雯、数学家展涛等，均在各自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

（材料来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
族》卷，张稚丹编辑整理。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麻圪塔回族村 陈海汶摄

大分散中的小聚居大分散中的小聚居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
称。

回 族 源 于 13 世 纪
初，蒙古军队西征，中亚
各族人及波斯人、阿拉伯
人随之进入中国，逐渐融
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其
风俗文化颇具特色。

回族：回族：

回族老人

日常生活

乡村里的开斋节乡村里的开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