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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清末回民起义的真相，驳斥了民间流行的说法，从地方史志和乡野调查的手段进行详细考
查的结果。
该书对我们民族史学和民族团结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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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长寿（1907-1971）   中国民族史学家。山西昔阳人。字松龄。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在
南京中央博物院任职，先后在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地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族的社会历史。1942
年起曾在东北大学（四川）、金陵大学（成都）、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建国后任西北大学教授，筹
建西北民族史研究室并任主任。著有《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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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垃圾
2、虽然心里明白不应该，但是读这本的时候，心里还是是抱着“以古鉴今”的想法。要是早点承认
和面对问题，或许也不会错过和解的最佳时机，现在是民族矛盾连着经济差异，雪球越滚越大。
3、现在汉回两族大都忙着挣钱去了。不过因羊吃了庄稼而产生的龃龉此类问题会有其他变种。不仅
民族间，省和省，南方的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斗始终会是棘手的问题。继续思考。。。。
4、采访有价值，作者其心可诛，汉杀回是天理不容，回杀汉是反抗压迫，汉人的资料是地主阶级的
糟粕，回民的资料是历史价值无限，回民偶尔不杀汉是证明了起义没有滥杀无辜，我勒个去，这就是
笔杆子的牛逼啊。
5、国有难回必乱。
6、看得时候差点睡着了 序言蛮重要的
7、了解所谓回民屠杀的真相
8、虽为观念所祟，难能不讳曲直美恶。
9、洗白白
10、有人在吗，我想问问这怎么看
11、那条五人点了有用的一星短评可以呵呵了。此书在当年条件下，搜集/呈现资料已经做得非常好。
让陕西汉人说“汉杀十回，一人抵命；回杀一汉，十人抵命”，让落脚甘肃的陕回说，在陕时候去看
戏的不良回民其实看的是汉人妇女；后来左宗棠本来准备给投降回民河边好地，回民自己不敢要。虽
说凡团练一概打倒现在看来未必立得住，不过忍不住会让人联想城管～～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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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已经很难找到了。2009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全文收录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想要的同志可以去买。详细描述：本本书共收入马先生民族史研究著作3种：《彝族古代史》《南
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彝族古代史》论述了至
鸦片战争以前，彝族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南诏国内的部族
组成和奴隶制度》主要论述了公元8世纪形成的南诏国内的主要民族构成及其社会制度。《同治年间
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是1956-1957年间，在以马长寿先生为主的西北大学师生所作的社会调查
的基础上由马长寿先生整理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记录。出版时间： 2009-05-00 印
刷时间：2009-05-00 开本：16开 页数：488页 装订：平装 原价：56.00元孔夫子 当当 卓越 以及新华书店
都有售。
2、这是一本拖延了三十多年的文稿，书中资料源于1956-1957年间，以马长寿先生为主的西北大学师
生走访了关中地区16个县/市，以及甘肃平凉与宁夏泾源等陕西回民迁徙安置地区，针对的清代同治年
间陕西回民事变所作的社会调查，其后由马长寿先生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历史调查记录，另一部基
于50年代西北穆斯林社会调查的资料被拖延到文革后才成书的名著就是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
宦制度史略》。与国内大多数带着阶级斗争立场的陕西回民事变书籍不同，这本书基本以采访的当事
人口述实录为主，不添加编书者的任何政治立场。由于采访时代与陕西回民事变时隔近百年，当事者
已不存在，受访者多为当事者的后人，口述的历史多为听到的长辈所留零星叙述，真实性和准确性肯
定要打一些折扣，所以不同受访者提供的资料存在的相互矛盾现象，但丝毫不影响本书的历史资料价
值。遗憾的是因为一些人的意见，本书正式出版时还是删除了一些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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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165页

        回军的首领是孙玉宝，自号“大汉镇西王”
这个号⋯⋯

2、《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357页

        雍野氏曰：凤翔汉、回邻居，情性迥异，而回民又多富贵少年，素不守分，往往以牧剧细故，斗
殴相寻，蓄恨谍衅，包藏祸心。兼以饥馑荐臻，群情汹恐。回之欲叛，匪朝伊夕。而盲聋者流，乃复
出“见回不留”之声，祸之惨，即种于此。

3、《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183页

        传说：同治元年，张芾传“秦不留回”鸡毛帖，要各地汉民灭回。结果传到了高陵的耶稣教堂，
耶稣教说，回回教是我们的兄弟教，就把传帖给了高陵的回民财东。于是当即起事。

4、《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336页

        陕乱虽肇自粤匪，然未至户境。回匪继叛，但长于陆战，遇水辄阻，又未敢深入山谷。独川匪来
自蜀中，陟巘临渊，如履平地，山乡水乡，并受其害。

5、《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184页

        大学习巷清真寺碑。去时也没法细看，里面对先知的称呼是：教宗马圣人。

6、《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254页

        当时汉人团练大部分是受地主集团的‘武举’指挥的。崇文塔的回回兵打到石桥镇，便与这一带
的地主武装团练相遇，原来石桥南边有个大安寺，这个寺便是附近八十二个村社的宗社中心。有个赵
武举，是北赵村人，他利用各村社旧的关系，把八十二个社的青少年组织起来，约有千人之多。大安
寺团练的前哨设在寺东下院，下院的团练一与回兵接战，就垮下来了。回兵趁势冲来，汉团遂全部溃
散。赵武举领导下的团练溃散以后，在远近各村抢劫了居民很多财物。

7、《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180页

        有关西安旗人卖西安城给城外回民军的传说⋯⋯联想启功口述史里面对“回乱”的描述，说多少
旗人先辈死于平乱，这个对比真鲜明。

8、《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78页

        各团本无号令，无规则，分班轮守，日久懈驰。又值麦秋，多以老弱充数，沿渭数十里，地广丁
单，一处疏防，全面瓦解，事事皆蹈危机。

9、《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350页

        从前有一家回民，他的母亲死了，舅父家特来找麻烦，要求把母亲葬在风水顶好的地方。堪舆家
认为郑氏五十亩地的当中最好，回民孝子没办法，跑到我家，要求让地几分，安葬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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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舅父家是汉是回？回民孝子也信风水？

10、《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296页

        回民起事，是因为砍竹子而闹大的。后来同治的老师张芾出面调停，一些回民顺从，但仍有些青
年回民不服，认为当时陕西无重兵驻扎，全国主要兵力都被调走对付太平军，张芾调停，实是缓兵之
计，将来必遭大的杀戮，故以假鸡毛传帖放在张芾的轿下，藉此便说张是来洗回民的。结果他们杀了
张芾，事情当然更大了。

11、《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47页

        相传张芾被杀后，孝义巨富的镖驮四十个也到了，沙苑的回民相约起义劫镖驮。这是想起义的人
对不想起义人的一种利诱。
距离耒化镇不远有羊村，回回围攻，初攻不下，便派人议和。汉人以为回回攻入，大乱，回回便攻下
羊村，屠杀很烈。

12、《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77页

        同治建元，发贼由鄂入陕，朝命张小浦（芾）中丞督办团练。知州濮公垚面谕团首，有警鸣钟集
众。当是时，汉、回仇衅已深，汉民意气浮嚣，借端备回；回族团体素固，乘机谋乱。地方官亦右汉
而左回，大变之兴有自来矣。

13、《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40页

        长毛到时，尽掳男人，不掳妇女，所以男小儿往往扮作女相。回回到时，则常杀汉人。有一人面
上生毛，回兵以为他是回回，没加杀戮，实在是汉人。此人名黑毛，刚死了不久。

14、《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479页

        摘自《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第三部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之《后记》
第479页

否定的意见，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在调查资料中为了如是反映情况，将调查对象的籍贯、年龄、家庭
出生、政治面貌等均作了记录。调查对象中有一部分人或出身地、富、或本人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任过
职，或此时已被划为“右派”，等等。而审查意见中不顾有大量劳动人民提供重要历史事实的存在，
统统说成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树碑立传”。另一种是调查报告答题时按记录行的方式整理的
，其中有一些过程性的叙述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审查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方法和情调，不符
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原则。就这样，这部稿子被否定，马长寿教授在1958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
动中受到牵连，遭到非议。

15、《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419页

        跟白彦虎去了俄国的回民内讧，说白彦虎“亚曼”的占多，“亚克西”的少，这事泾源落脚的回
民也知道。此书里还要替白彦虎辩解，不过九十年代出版讲东干人的书里已经验证了，此话属实。

16、《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179页

        回民口碑：白彦虎是老教，马化龙是哲合忍耶教主，两人合兵却不相能。白屯兵董志塬，马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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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提供粮草，却卖粮草给官军。白就兵发宁夏，抢皇姑，烧驸马府，移祸于马。最后马投降，被清军
灭门；白则无立足之地，外逃俄属中亚。

17、《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笔记-第416页

        一般头目和回民的关系，头目是哪一村里的人，他所带领的群众便属于哪一村及其附近各村的回
民。但阿訇则否，是从外村、外县，有时是从外省聘来的。他在一坊中开学日久，有了威信，回民群
众便举他做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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