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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区和现役军人人口中，汉
族人口115940万，占总人口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10643万，占总人口8.41％。
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比较，汉族人口增加11692万，增长11.2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
加1523万，增长16.70％，高出汉族5.48个百分点。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高于汉族，体现了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的特点。
　　人口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人口数量的变动、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又
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对20世纪中国各民族人口状况作一个总结，留下具有时代意义的记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民族人口研究列入“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不言而喻，要对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别进行符合人口学要求的研究并撰著咸书决非易事，特
别在缺乏专门研究人才、资料和经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主编、副主编、编委和众多作者不辞劳苦，深入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方调查，冒着酷暑严寒
坚持写作。
“功夫不负苦心人”，继以世居在华北、东北为主的少数民族《中国民族人口》（第一集）出版之后
，以世居在西南、西北为主的回、苗、彝、布依、仡佬、东乡、水、羌、土、保安、裕固、撒拉族《
中国民族人口》（第二集）出版。
这里，我谨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而付出辛劳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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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人口》是一套涵盖我国56个民族的系列人口专著，全国“九五”社科重点项目之一，全套
分为六集，是第一部完整、系统地集纳中国56个民族的专著。
这套系列专著不仅系统论述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变动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对未来民族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探讨了民族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它填补了中国民族人口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为第二集，主要介绍了回族、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东乡族、水族、羌族、土族、保安
族、裕固族、撒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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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回族人口的族源，既不是来自一个国家，也不是来自一个民族，而是由多元因素融合而成的
。
那么，促使他们形成一个统一民族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的融合与形成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一、穆斯林形成中国回族的几个基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经
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①。
　　那么各种穆斯林形成中国回族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相同的愿望是穆斯林形成统一民族的前提　　尽管穆斯林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但
他们有一个共同（或者相同）的愿望，那就是都想成为一个正式的中国人，期望自己在中国也能有一
个确定的地域归属和民族归属。
但是，由于唐朝的败落，五代十国的民族纷乱和宋代的连年战争，这种愿望一直未能得到实现。
特别是在战乱中有些穆斯林受到歧视和迫害时，他们想统一起来，形成共同体的愿望就更加强烈。
正是这一愿望，加速了他们的融合与团结，成为形成统一民族的前提。
　　（二）相同的宗教信仰是穆斯林形成统一民族的基础　　穆斯林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地区和民族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信仰伊斯兰教，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
他们在信仰中融合，又在融合中信仰，使相互关系愈来愈亲近，愈来愈一致，正是这种信仰的一致性
，成为穆斯林形成统一民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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