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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编写一部新型的回族史，在好多场合曾经呼吁过，总是力不从心，没有动手
。
后来《回族人物志》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四册出版了，这是为新型回族史的开路之作。
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也已完成并且出版了，于是旧事重提，仿照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编
写一部新型回族史的设想见诸行动了。
我请两位比我年轻些的同志帮忙组稿编排，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现在书稿已经完成，即将送交中华书
局出版。
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做点贡献”的夙愿可以实现了。
这部书叫做《中国回回民族史》，共分四编。
甲编序说，由李松茂同志执笔，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作一个总的论述，这实际上是浓缩了的回
族史学史。
可以帮助学习和研究回族史的人了解将近百年特别是这五十年和近二十年人们做过哪些研究，从中获
取知识。
乙编综述，是对回族来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论述，这实际上是回族简史的体例。
这部分由我执笔，原想重新写，仍是力不从心，就采用1951年发表过的《回回民族的新生》原稿吧！
因为那本书达到了综述回族形成、发展历史的目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回族发展的轮廓和
全貌。
原书十二章，这次我们去掉两章，收录十章，在文字上也作了些修润。
还有一点请读者注意，《回回民族的新生》在题记里说，该书把皇帝们的纪元一律改为公元，但日月
还用的是旧历。
这次收录该书时仍按原稿排版，请读者注意，并予谅解。
丙编是专论，是对回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专题的研究。
收录了已故的老朋友和健在的老朋友的一批专论，也收录了比较年轻些的几位同志的作品。
大多是已经发表过的，收入这本书的目的是研究者可以集中地研究这些专题，可以看到近些年的一批
新成果。
我们在挑选上尽量注意到收录各个方面的专题，当然也免不了还有遗漏。
最后一部分，丁编，是人物传记。
收录了《回族人物志》四册里面一部分人物。
《回族人物志》大致写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人物，“五四”以后回族人物更多了，也更复杂了，当
时不准备再编写。
现在我们这部书把“五四”以后的人物也加进了几十位，弥补了《回族人物志》缺少民国时期的不足
。
应该指出的是，收录这批人物，并不代表我们编写者的观点，收录他们并不说明是完全肯定他们。
这批人物中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有过贡献，有的人在当时对地区乃至全国有过影响。
一般我们只摆出他们的事迹，不作评论，由读者自己去对他们进行分析评论吧！
在世纪之交，我借此机会向回族史(现在叫回族学了)研究工作者说几点希望。
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者必须勤奋学习，打好基础，包括史学、哲学思想、文学、语
言学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要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训练。
要学会善于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学会写文章。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这些很重要，还得说说。
再一点想说说研究队伍的团结协作问题。
现在的研究队伍大多了，比过去不知要多多少。
有专业的非专业的，有老年也有中青年，更多的恐怕还是中青年，有回族的也有汉族和别的民族的，
北京有，宁夏有，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也都有，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了。
回族人口分散，研究力量也分散，这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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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题目可以各地搞，有的项目就需要团结起来搞，用现在的话说叫形成合力，团结攻关。
各地的研究者把他们所发现的了解的回族的事迹、人物，包括碑刻、家谱等等发掘出来写出来，这就
是贡献，很大的贡献。
研究人员中回族人要多些，这也很自然。
他们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嘛！
回族人要自尊，也要学会尊重别人。
观点、风格不同，可以争论，形成良好的学术空气，目标终究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
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
现在回族学学会成立了，差不多每年一次的全国性回族学研讨会也在克服困难坚持召开，可以说形势
大好。
各地轮流召开研讨会，是个好形式，团结协作，交流提高嘛！
不仅可以促进回族学的提高，锻炼研究队伍，同时也能起到促进回族工作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
最后还要再强调一下，我们这本《中国回回民族史》，是用新的体例编写回族史的一次尝试，是回族
通史的版本之一。
相信在新的世纪会有一部一部更新更好的回回民族史版本问世。
好了，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学业有成，早出多出成果。
刘雪英同志协助做了不少工作，崔文印同志、曾贻芬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
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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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用新的体例撰写的回族通史，全书分四编：甲编为序说，总结过去回族史的研究成果，实际上
是浓缩的回族史学史；乙编为综述，对回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作综合性论述，实际上是回族简
史；丙编为专论，对回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作专题研究，丁编为人物传记，简要介
绍自元代至现代回族历史上各领域的杰出人物约百人的成就及影响。
本书版本采用中华书局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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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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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尔相(1724—1800年)，字君辅，甘肃灵州吴忠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回民。
乾隆七年(1742年)因家乡年荒，投奔在贵州当总兵的亲戚吉隆，在上江协当马兵。
随后苏尔相由外委、把总、千总，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赴兵部引见，以守备补用。
苏尔相一生中的主要事迹是参加乾隆时期为打击缅甸地方头目对云南西南部土司的袭扰、勒索而进行
的战争。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苏尔相随大将军明瑞出征，他领兵进军蛮结，第二年二月，追至天生桥、猛
省地方。
这次清缅冲突中，苏尔相接仗二十五次，均以超等功而受奖，七月补授为贵州定广协守备。
十二月，苏尔相随副将军阿桂进兵奇木岭，再立战功。
乾隆三十四午(1769年)六月，经略大学士傅恒等以苏尔相出师打仗著有劳绩，监造大炮颇知实心用事
，奏请朝廷授予云南奇兵营都司。
十月，攻老官屯敌寨，苏尔相身先士卒奋勇冲击，左腿受枪伤，仍旧力疾攻剿，毫不松懈。
由于作战顽强，他屡蒙清廷赏赐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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