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絲路與中國回族 
 

有關中國回族的起源，以及「回族」的定義，在一般民眾及學者間，都還有一些爭議。

例如民間常稱伊斯蘭教徒為「回回」，有些人認為「回回」是唐朝時期泛指西域人士的「回

鶻(音古)」或「回紇(音和)」的音轉。可是雖然宋元時期「回回」一詞開始通用，卻與「畏

兀兒」(即回鶻)有所區分。到了明朝及清朝，又將漢化較深、通漢語的回回稱為「漢回」或

「熟回」，而將維吾爾人及其他信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稱為「纏回」或「生回」。 

因此今天所謂的「中國回族」，就是指這些漢化較深的「漢回」。而同樣信奉伊斯蘭教

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卻不列為「回族」。 
 

回族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的回族人口依據公元 2000年的統計，有九百八十多萬人，他們其實有不同的來

源。因為在不同的時期，阿拉伯人、波斯人或中亞人，都曾大量湧入中國，然後經由通婚、

文化融合及遷移，才逐漸形成今日的回族。 

伊斯蘭教是唐朝初年才創立的，而唐朝初期，陸上及海上絲路都極為通暢，因此外國

商旅來往甚至定居中國的人數很多。但是雖然長安是唐朝首都，也是陸上絲路的起點，然

而據考證，唐朝時期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沿海的城市如廣州、泉州的，可能多過於

住在長安的。 

例如據稱穆罕默德的幾位弟子，在唐朝初年就來到中國，其中號稱「三賢」與「四賢」

的墓還在泉州。他們是由海路來到中國的，而不可能是由陸上絲路先到長安，再千里迢迢

去到泉州或廣州。唐肅宗時(760)，田神功討伐劉展的叛變時，在揚州殺了數千大食、波斯

人。黃巢作亂攻破廣州時(878年)，住在「蕃坊」內被殺的外國商人(包括伊斯蘭教徒及景

教徒)就高達十二萬之多。 

然而，唐朝時期還有一些穆斯林不是因為經商，也從西域進入中國。例如在安祿山作

亂時，唐朝向大食國(即回教帝國)求援，大食國於 757年派了數萬精兵參加平亂。後來這些

將士就定居在唐朝的皇家御馬場沙苑(今天的陜西大荔縣)，成為沙苑回民的祖先。這些大食

國的將士可能是屬於中亞的少數民族。 

宋朝時期，由於陸上絲路中斷，只能依賴海上絲路。因此沿海港口極為繁榮，廣州、

泉州、杭州、明州(寧波)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比唐代還多。有些穆斯林已經定居中

國數代，因此被稱為「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他們甚至有在朝為官的。 

到了元朝時期，中亞穆斯林更大量進入中國。一方面，蒙古帝國曾將中亞各國的數十

萬穆斯林戰俘遷居中國華北一帶。其次，他們也將收編的中亞地區軍人、工匠組織成「探

馬赤軍」，分散到全國各地「屯駐牧養」。因此今天中國的回族村屯，多以「營」或「寨」

為地名。再加上蒙古人比較信賴回回人(當時又稱「色目人」)，因此回回人經常被派任為全



國各地官員，他們往往攜家帶眷前往赴任，然後定居下來。基於上述種種原因，自然就形

成「元時回回遍天下」的現象，而且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所以今天中國的回族，大多數是這些中亞人士的後裔。然而後來這些中亞穆斯林又與

定居在中國本土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以及漢人通婚，因此，其實中國

回族並不是一個單一血源的民族。 
 

中國回族的現況 
 
 中國回族的分布極廣，但以西北寧夏、甘肅、青海最多，約有四百萬人。依據 1990年

的普查結果，西北地區十個穆斯林民族(含回族)人口，約佔這一個地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清朝中葉，甘肅原有「回七漢三」的說法。後來由於清末到民國初年一連串的天災

及戰亂，才使西北地區回民人口大減。 

目前回族面對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教育水平低落，例如回民的文盲比例寧夏回族為

59.7%，青海回族為 66.5%，甘肅回族則為 69.9%。直到 1990年代，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小

學兒童入學率仍只有 75%。至於每萬人口中的大學生人數，寧夏回族有 27人，青海回族為

15人，甘肅回族則為 21人。這都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且 1986年的調查，甘肅全省錄

取的 501位伊斯蘭民族大學生中，達到錄取分數線的只有 9%，其他都是破格錄取的。回族

教育水平普遍低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偏重清真寺的經堂教育，而不重視學校教育，

因為他們認為讀了「漢書」就會被同化。 

另外一個問題是，經過五十多年來無神論的教育及壓制，回族的宗教信仰有退化、鬆

動的跡象。例如甘肅臨夏地區，一向是西北伊斯蘭教的教育中心。1950年代，當地就有 944

座清真寺，但是到 70年代減到只剩 107座，最近才增加到 1800座的水平。 
 

泉州回族的變遷 
 

分散在中國的各地回族，由於漢化的程度不一，所以他們的文化、語言及宗教信仰也

呈現很大的差異。其中福建泉州的回族，是最特殊的一個回族族群。 

宋朝時期，泉州(古代又稱「刺桐」)是中國第一大港，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其地位已

經取代了唐朝時期的廣州。因此泉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曾多達十幾萬人。宋朝末年，在

泉州的阿拉伯裔蒲壽庚被封為福建和廣東「招撫使」，但是他卻投附元朝，官至閩廣大都督、

兵馬招討使、中書左丞，權傾一時。因此蒲氏家族及其他「蕃客」的勢力，在宋元時期，

可以說左右了泉州的政局及貿易。 

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泉州的情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元朝末年(1357-66)，泉州蕃客之

間發生「亦思巴奚」(即「民兵」)之亂，民兵領袖賽甫丁和阿迷里丁佔據泉州為亂，與那兀

納和蒲氏家族彼此仇殺。後來由元將陳友定敉平戰亂，但是他同時也將所有的西域色目人

也都殺了，使得泉州十室九空，大部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紛紛離去。到了明朝初年，朱



元璋一方面廢除了泉州的「市舶司」，又宣告「禁海」，不但海上絲路為之中斷，泉州的繁

華景象，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但同時在元朝末年，有阿拉伯裔的商人丁謹(1251-98)由杭州遷移至泉州。後來因為海

上絲路已斷，他的曾孫丁善(1343-1420)只得棄商務農，遷居晉江的陳埭(音「代」)。其後裔

就是今日泉州的回族，而陳埭也有「萬人丁」的別名，因為幾乎全鎮的人都姓丁。他們取

「丁」為姓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阿拉伯文的「丁」(Den)是「宗教」的意思，很多阿拉伯人

名字尾音多取「丁」字(如賽甫丁、賓拉丁、阿拉丁)。雖然曾有人將元朝咸陽王賽典赤‧瞻

思丁(1211-79)視為陳埭丁氏的先祖，但是經過考證，這是攀龍附鳳的誤傳。 

陳埭丁氏家族，由於和中國其他地區回族隔離，歷代皆與漢人通婚，因此到明朝初年，

便已逐漸漢化。明嘉靖、萬曆年間的丁衍夏(1518-99)在其《祖教說》中，曾提及過去尚存

的少數伊斯蘭教習俗，到他那一代，幾乎已經喪失殆盡。祭祖、設祖宗牌位等中國民間信

仰，已經成為陳埭丁氏家族普遍接受的習俗，甚至也吃豬肉。然而正因為丁氏回族漢化很

深，他們歷代科舉入仕的人很多，甚至泉州一帶的漢人家族也難與倫比。 

今天陳埭鎮人口約兩萬人，大多姓丁。其中信仰佛教、民間宗教者佔絕大多數。但陳

埭回族外遷的也不少，包括廣東雷州半島約兩萬人，及台灣一萬多人。我 2005年八月前往

考察時，發現陳埭只有一個小小的清真寺，信徒僅有二、三十人。但是陳埭的基督教會，

卻是晉江縣最大的教堂(見圖)，信徒四、五百人以上。 

泉州回族除了陳埭丁氏之外，還有蒲姓(蒲壽庚家族)、金姓(元將金吉的後裔)等，但是

比較分散。另外還有惠安縣白崎(或稱白奇)的「九鄉郭」。郭氏家族也是波斯或阿拉伯後裔，

這是最近驗血測 DNA證實的結果。他們的祖先也是元朝末年由杭州遷移來泉州的，後來才

轉移到白崎。比陳埭丁氏家族來說，白崎郭氏漢化的速度慢些，程度來得淺些，但是如今

他們當中信伊斯蘭教的人，也是寥寥無幾。 

所以泉州回族是中國回族中漢化最徹底，伊斯蘭教色彩最少的一支。也因此，在他們

當中傳福音的阻力最小。 
 



 
陳埭壯觀的基督教教堂側門 

 
 

 
陳埭清真寺的中國式大門，背景是清真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