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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究吋期,颯起千蒙古高原的済牧民族建立了横跨亜欧大時的蒙古帝

国。蒙古帝国分解之后留下了元数遺声,其中之一是伊斯三的世界化。随着伊斯三

的世界化,本方正洲亦声生了余多伊斯土集囲,其代表乃力当今中国各穆斯林民

族。基千遠祥一神況点,要研究本方穆斯林社会的所史形成道程的活,スJ有必要炊

蒙古学研究角度逃行新的探付。以下我将結合企人径房思索遠今回題。

1朦肱的回民班 一 介人径所中的政治性側面

我是出生予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部示多斯地区的蒙古人。蒙古人有一今熟愛所

史的古老特銃,他イl]毎一令人都有一神耕淡英雄叙事時的才能,男女老少都熟衷

干厠史性活題。当現代蒙古人叙述他↑]自 己的厠史的吋候,十九世究六十年代回

民起事一案始終是他イl]不 能忘杯的重要笙所之一。可以悦部ホ多斯地区几乎所有

的蒙古人的祖輩都螢厠了同治年同的回民起事,因此,炊我記事之吋起就常瞬到

祖母和父母以及近OFイl]淡起回民来吋的房史。

蒙古人称同治年同吋円入部が多斯的国民力“毛・忽拉海"儘″μ g滅2y励 ,

意力“悪盗"。 他イl]在回化和沸述“毛・忽拉海"的房史吋主要咲系到以下三点 :

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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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炊蒙古人的迂移史回`lZ:回民千同治六 (1867)年 北越長城逃入部ぶ多

斯南部、西部,海牧干K城北佃J的蒙古人便大挙向北、向木逃避。逃避述程中進被

荼害 (物 1996;671)、 云失了什仏財声 (Yang 2000:1-17)等都是人イl]回
jlZ的

対

象。我↑]一家亦不例外。

第二、深刻的宗教沖突。回民逃入邪示多斯后几乎破杯了所有的蔵特佛教寺

店,文化大革命以前存在的寺店多属回民退出部示多斯以后十九世究末重建。

薩・那日松先生所著《部示多斯寺院》対此有洋銅氾裁 (Narasun等 2000)。 位千草

原深処的我家労辺即曾有道両座小佛塔,也都没能殊道回民的拳共。回民個込破

杯了祭貧成吉思汗的神蚤的人白宮 (SayttirYal and Saraldai 1983:21)。

第二、十九世究六十年代的蒙回美系影噛到了近現代両企民族同的美系。据

当事者↑]沸,二十世妃四十年代吋有一部分部ホ多斯蒙古人参加了映甘宇根据地

的笙軍,井参加了与勇鴻連的哉斗。当宇夏島家写孤住笙写件虜之后友現其中不

会沸浜悟者即蒙古人之后便当即割断喉眈加与荼害,而浜人却多得到了経免。至

少,蒙古人汰力逮是同治年同結下的怨恨在起作用(物 2002:493-494)。

以上三点是我炊小瞬了不知多少次的房史回`lZ。 氾怪不光以口共形式表込,

逐存在千其周囲的房史性場所,“現場"即 曽遭破杯的寺院和哉場的存在更加張了

人r]的房史規。

我是一企文学迷,自 己也曾芸拭着写道几行持和几句文章。我一向崇舞的作

家是弘承志,直到我大学半立,他的《北方的河》、《黒駿弓》等作品都是我愛減的作

品。我員然与他非属同一年船隣層,社会径房亦多有不同,但相互之同能修街接的

社会房史吋代彼近,因而多有共感之処。但我一宜不知道他是回族。

《北方的河》中的“河"是我生活不境中的一部分,他宅下的“K城"和“大漠流

沙"是我成K的揺盤,因此,減速篇小悦吋,我曾将自己融千作品中的“我"即作者

弘承志。

但是,正如弓而蓉女士最近所沸,《北方的河》是弘承志“尋父"、 “崇父"的作

品,是他↑]逮一代注定要成力偶像崇舞者的自我描写。弓而蓉女士如此沸 (■雨蓉

2001:19):

“河"是《北方的河》里的主体形象。亦即作家借“北方之河"而寄寓了失

父喪愛之子対“心目中父来"的熟愛、崇弄与追尋。尤其是黄河,在逮位ノL子

心目中,筒直就是自己的父来。逮位黄河父来興J対速位“河之子"也同祥給予

了充分的属迪、理解、寛慰、鼓励和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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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述一番痛苦而双堆的旅程,弘承志終千技到了他的“父来",即伊斯三。“当

他以几子的目光再次投注毎処供北吋,切生生地感到了父来的存在 :一座座供北,

量墓主姓氏不一,但毎処都埋蔵着父来的一神心緒、一段心史、一企血潤的故事与

一股不屈的精神"(島雨蓉 2001:23)。

我当然不可能理解張承志的痛苦,我有自己根深血液的“蒙古族"父来,而他

只J没有,借島雨蓉女士的活沸 :“ 回族就是先天喪父的民族"(弓雨蓉 2001:17)。 当

他決定要去“尋父"吋 ,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心中的“蒙古大丹"騎着他的“黒竣

勇"高牙了通同的“金草地",走逃了古老的黄土高原。我彼堆理解黄上高原比録色

草原有何等魅力,戴 白帽神地径商的回民想久会比貌弓弛聘的蒙古人更吸引他

FFL?

2特禍力福与因福得禍 一 蒙 0回政治地位変迂

同治年同回民起事一案波及整企清朝西北地区,甚至中正部分区域。此前;清

政府精英部臥之一,由蒙古人僧格林わふ来王銃率的蒙古鉄騎已被太平天国和捻写

托得筋疲力尽,鎮圧国民起事者的吹伍中量悦亦有部分蒙古軍,但他イl]也只不通

是部示多斯等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人須家的地方写。欲使西北稔定必須得借助新

共的洪人軍事武装力量。千是,以 “中米之臣イ左宗棠力首的洋各派軍人便大揮其

才,尋机友展.左宗棠采取“以回治回"的政策平定了不稔定的局勢,他扶植的弓占

整等彼快亦妥了“善后",井炊而得到了相座的政治地位。

回民起事源千浜回沖突,員悦満清政府地方官吏元能腐敗,但矛盾的根本原

因不在干満洲人身上。島占整等回民首頷也明白逮一点。因此,他↑]在 1894年 甲午

哉争爆友吋,西北渚弓第二代首頷勇安良、弓麒等曾出鼎立以救国堆。叉和拳込功

爆友及八国朕写侵入北京吋,以西北渚勇力主的甘軍曾保榜慈薦太后和光緒皇帝

避維至西安 (物数平 2002:21-27),此 吋的国民写人実隊上得到了和満洲人最忠

実可皐的同盟者蒙古人同等的信救和政治回扱。

正因力満洲人聴明地培券了回民対自己的好感,所以,当初ヽ逸仙升始其反清

民族革命的吋候,井没有得到西北渚弓的秋扱支持。熟衷干推翻清朝的浜人革命

家イl]在対待少数民族同題上多帯有大浜族主叉色彩,他イl]提出的口号是“駆除戦

虜、恢隻中学"。 而遠“中学"里究党包含不包含沸浜悟的穆斯林スJ一直是称逸仙和

其墾承者↑]最暖味的恣度之一。

但是,中学民国的径菅者イ|]也彼聴明,他イl]弓 上升始汰沢到要想鍵持声大的

彊域必須学満州人的本頷。千是,他イ|]接二連三地承決了渚勇第二代人在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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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神神特杖。有学者称他イl]力 王朝崩潰新政杖涎生速祥一神“板利真空中幅起

的精英集囲"(4完隆 2001:26)。 如果悦十九世究后半叶中的回民起事対声大穆

斯林来沸是一場大禍的垢,那久,以渚弓力代表而随后形成的“精英集囲"及其周

囲社会元疑是因禍得福者。炊此,在汰沢凡中国西北乃至内陥亜洲任何 li・l題的吋

候,都不能不考慮新共的穆斯林集囲之劫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蔵和蒙古同

題。

当満洲人在西方列張面前表現出元能的吋候,他失去了同盟者蒙古人的信

頼。清朝政府力了支付巨款給西方列張,打升了中原通往蒙古草原的掟城塞口6他

イ|]錯渓地汰力“升放蒙地、移民実辺"可以充実早已空虚的国庫。随着大片蒙古草

原被浜家水民升塁而牧人↑]失去済牧飯地的吋候,蒙古人升始男労希望之径,走

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成立了以蔵特佛教活佛哲布尊丹巴力頷袖的政教合一的蒙

古国。

“満洲"一同源干“文殊"(杉山 1992:310;1997:378-379),清 朝皇帝自汰力

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中兄 2002:10)。 清朝銃治者学述去蒙古帝国銃治手法以蔵借

佛教力国教,自命力伊法王。但清帝宣布退位后,西蔵弓上升始着手建立自己独特

的政教合一的政体。正如蒙古人的独立得到了俄グ斯的支持一祥,西蔵高尿人物

也荻得了英国人的暗中首肯。

那久,当被浜人革命家祝力“拠虜"的蒙古人和蔵人升始他イ|]民族自決斗争的

吋候,逮去曾径同坐清朝官、同吃満洲人俸禄的“西北精英"渚弓又是想久行劫的

FFL?

部が多斯蒙古人曾秋扱噛鹿蒙古高原哲布尊丹巴政杖的号召 ;内蒙古人民革

命党頷袖旺丹尼乃即力部示多斯郡王旗活佛。当旺丹尼乃釈扱汗展民族自決斗争

吋他受到了来自中学民国方面的圧力,而直接逮捕旺丹尼乃井将其押送北京的是

ヤ夏島福祥 (張承志 1993:H2)。 弓福祥炊此授期控制部示多斯和阿拉善,抑制内

蒙古西部地区的民族自治這功。

民国人(1919)年 ;西蔵同題再度塁現吋,西宇弓麒通屯反対井遣使入蔵交渉 ,

分化西蔵上晨 (物数民 2002:70-72)。

炊以上所挙房史事例来看,当清朝崩演吋,西北穆斯林社会井没有走向民族

自決建立国民国家之路。相反,此吋的西北回民的頷早者已径完全交成了鍵榜中

学民国銃治的忠臣,而蔵人和蒙古人却成了“不安分子"。 当代回族知沢分子在淡

到渚弓写円集囲性反的吋候,弓福祥和尋麒的行功都得到了釈扱的坪倫 (物数平

2002:53;弘承志 1993:H2-H3)。 到今天,共声党人也承汰他イl]的行力是“民族

囲結"(Bulag: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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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十九世究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究中叶,回民走的是炊被鎮圧者特力鎮圧者的

路,蒙古人 (至少是内蒙古蒙古人)径房的是炊銃治者的同盟者沿力不成功的民族

自決者的所史。

3民族的多樺性埼介人内部的多面性

不管其曾径是鎮圧者也好,被鎮圧者也好,蒙古人与回民都成了中学人民共

和国的少数民族,双方都得到了一片土地称之力自治区。力了消除民族同的多祥

性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学民族多元=体格局"概念 (費 1997),逮 一概念的政治

色彩液子学木性反,以至千人イl]分不清他到底是学者逐是政治家。

3.1今 日蒙古民族内部的多樺性

在厠史上,北亜与中亜各済牧集囲同的I民族汰同意沢"(当 然,“ 民族"一月乃

力現代概念)也 i/f没有現代那久張烈。当匈奴張大的吋候,所有的済牧人都自称匈

奴 ;而后来当突豚来起吋,人↑]又都江衆在突厭的大旗之下:分而合、合而分。波斯

史学家拉施特在描述十三世紀蒙古人吋悦 (拉施特 1986:148;166):

現今称力蒙古的那些突豚部落,但在古代,速些部落各有 (其)特殊名

称。…… (中略)正如現今,由千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共隆,由千他↑]是蒙古

人,干是各有某神名字和寺称的 (各神)突厭部落,如キL刺亦示、塔塔示、斡

亦刺暢、江古lla、 客列亦lla、 乃蛮、唐死lla等 ,力了自我吹嘘起兄,都 自称蒙

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井不承汰逮企名字。

也就是悦,如 同所有任何現代民族一祥,現今称力
“
蒙古"的民族也是在厠史

道程中融溶余多成分而行成。蒙古国西部有一部分“胡同人"(Qotung),“ 胡同",

是蒙古人対居住千録洲地区穆斯林的古老称呼。遠部分I胡 同人"的祖先力琲突豚

系活的集囲,后炊里拉特蒙古喝示丹。博碩克国汗,至十人世妃吋海牧千蒙古高原

西北部。到今天,他↑]已径忘揮了母悟,只繊持着伊斯三信仰〈Badamhatan 1995:

16-19;物 2004a;Yttg 2004:7),不行割礼,而且同蒙古人一祥祭祀敷包蚤地(照

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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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蒙古国西部地区胡同人K老

照片2蒙古国西部地区胡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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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蒙古国西部地区胡同人之墓地

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阿拉善地区也居住有一部分“胡同人"。 道去曾称之力“蒙

古回回"或“回回蒙古",疱 K江先生千一九二五年至三六年同赴西北考察Hll就 曾

注意到他↑]的存在 (疱 1983:240)。 据我調査,他イ|]当 中有源自安集延的“安"姓
,

吉ホ吉斯的“段"姓等。他イ|]自 己也承決其祖先是今新彊及中止人。包括1951年炊

新彊来的繊吾示人在内,他イ|]現 在都称蒙古族。他イ|]当 中的河州木多人伊鶏目也

在1976年 以前是“蒙古族",改革升放以后又成了本多族 ;但他イ|]又 同吋汰力木多

也人是蒙古人(物 2004a:109-122;Yang 2004:5-22),不 光如此,青海省黄南蔵

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具内述有文化上、悟言上巳径相当“蔵化"了的蒙古人

(シンジルト2003)。 以上各集囲,他イ|]自 称力蒙古族,政府銃汁上亦将其倣力蒙古

族対待,反映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多祥性。

我イ|]述不能忘氾現在称力保安族、ふ多族、裕固族 (沸本部裕固悟者)和土族 ,

他イ|]都 以阿ホ泰濡族蒙古濡系濡言力母濡,其中保安族与木多族是穆斯林。保安

人与木多人等究党是成吉思汗成力世界征服者之后木迂的中正人与蒙古人等混血

而形成「FL?述是部分蒙古人改信伊斯差以后凝衆而成FFL?逮一 li41題 尚待継紋研

究。他イ|]正 式成力“民族"是 中学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但形成遠祥一介民族

的所史道程只J完全与蒙古帝国的出現有直接美系。遠一点,回族的主要部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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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券育的眼堆 ;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肋迫,不通

没有太悲惨,厄込和幸透夫余。……(中略)額吉,如今我形単影只,独 自立弓

靖在遠里…… (中略)我已径況吟着,猥猥地凝祝着那座痩窄的大山好几年

了,我駒実忘氾了扱北草原地的隆冬,忘氾了燃料、自毛凩、畜群和枯草 ;也

忘氾了我的蒙古母来。

当然,忘氾井不意味着背叛。因力蒙古母来対一切都寛宏大量。“尋父"也一定

是額吉的主意,聴明的ノL子天天減着額吉的紋奴中的人生哲理之后能不去“尋父"

喝 ?額吉也明白,伐到“父来"之后,“ノL子"不兄得会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辺。

4展望今后

二九九九年冬,我参況銀川市郊西夏王陵吋,沸解貝小姐悦 :蒙古人破杯了回

族的故多和回族的文化等。我告訴地 :当 蒙古人田攻西夏王国都城来炭府吋,回族

的先人↑]正力蒙古人安装“回回胞"。 蒙古人征服中原以后,穆斯林イl]挙足経重,他

イl]甚至il大汗忽必烈的ノL子阿荘込販依伊斯差,等等。炊此,我逐漸汰沢到有必要

炊蒙古学研究角度探村伊斯堂 lill題。我径述実地調査写出了<十九世犯蒙古史中

的《回民反乱》>一文 (物 2002)。 在調査中我友現,同治年同逃入部示多斯地区的

回民首頷中有与蒙古女子結合者,蒙古人述高度賛物回民的哉斗精神,称他↑]当

中不屈不降者力“巴特ぷ"即英雄 (物 2002:489)。 如今,内蒙古的蒙古人在吸息自

己因定居而元辻去那神鉄横天下之勇的同吋,逐在高度平倫同治年同国民イl]的哉

斗精神。

員悦本方穆斯林社会的形成与蒙古帝国史直接有美,但穆斯林各民族似乎対

当今蒙古族没有多大文化米趣。換言之,作力蒙古帝国遺声之一而形成的各穆斯

林民族正在升始抹悼其身上的“蒙古史色彩",升始逓高蒙古帝国的直接后裔即蒙

古人。

河州的な多人中的知惧分子イ|]不再沸本民族是“蒙古人改信伊斯三后形成"

的集困,而更懸意張凋来自中亜的厠史成分。他↑]甚至提出鹿改末多族力“撒示

塔"族 (■志勇 2004)。 保安族中也有炎似的超向。逮些同題是否与中亜及阿拉伯

地区的思想劫恣有美,逐是同中国内部的民族同美系有牽連IFL?

木正地区的穆斯林井不是孤島上的生存者,他↑]与中工和阿拉伯地区的伊斯

三有着密切咲系,即便是在政治条件非常困理的二十世妃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

逮神独特的“伊斯土熱銭"始終没有停止道博劫。今后,我イl]有必要炊宏肌和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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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墾銭探究伊斯堂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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