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地理 第二十八辑

高陵十三村回 民 聚落群与清代

关中 回 民人 口 分布格局

路伟 东

高陵地处关中平原腹地 , 县境 自清至今 , 村 。 临潼十三村分布 的 北原 , 位于临潼城北

未有明显变化 。
①省城西安 、 泾 阳 、 三原、 富 十公里处的渭河北岸 , 原名

“

奉政原
”

, 因龙头

平 、 渭南与临潼等市县环拱其周 , 泾 、渭 自 西 为白 龙沟所断 , 又名
“

破头 原
”

, 或称
“

普陀

而东从县南境穿行而过 , 地势平坦 ,
土壤肥 原 ,

②因此 ,
临潼十三村又俗称为

“

普陀原十

沃 , 素称关中
“

白菜心
”

, 自古即为农业发达之 三村
”

。 多隆阿奏言
“

臣驰赴渭北 … …合力

区 。 根据现有 史料推测 , 同治 以 前 , 高陵与 痛剿十三村余孽 ,

一经得手 即进薄高陵 , 力

蒲 、富 、 临 、 渭等县
一样 , 是陕省 回民人口分布 图攻取。

”③所指 即 此 。 临潼县知县谢恩诰

最集 中的州 县之一

,
不但人数众多 ,

而且分布 称 ： 临回如渭河南之三府 、 马坊 、 行者桥 , 北

广泛 , 除了零星散布的小村小庄外 , 更有成片 之普陀原十三村 , 素称狂悖 。

” ④渭 河南的三

集聚的回 民聚落群 。

一

府 、 马坊及行者桥三村均在渭河河 曲 的顶部

经过同治年间 的那场沧桑巨变之后 , 高 外侧 , 距县城不远 。 而渭北普陀原十 三村在

陵回 民尽数西迁
,
无数鲜活的 生命与那些 曾 雨金镇西南一带 , 正处于渭河河曲 内部 , 与渭

经繁郁的 乡村聚落都隐藏在历史的故纸堆 南回村隔河芄 应

中 , 有关战前高陵回 民人 口 分布 的具体情况 , 平凉拜长清讲 , 其原籍高 陵县边滩下拜

我们现在已 经知之甚少了 。 聚落是具有空 间 家人 同治元年十 月 十 二 日 晚上 , 汉人

難的地表人文景观 , 其核心赚人口
, 因

；念把上 、 下

门

拜；

兀

的

年

南
此 , 聚落的分布变迁与人 口 的分布变迁紧密

相关 。 搜集 、 整理 、 考
“

证 、 研 究史料 中 己载 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自 立项 目 ；复旦大学

那些曾经的回 民 聚落 , 我们 可以从
一

个新 的 亚洲研究中 ( 、 年度青年项 目 ； 复旦大学
“

视角管窥战前高陵回 民人口 状况
, 这将有助

环境与人 文社科

交叉研究项 目 ( 。

于我们更加客观 、 准确的认识同治以 前高陵 ① 高陵县境 年以后 , 仅在县境东南 、东北部稍

县 、关中地区 , 乃至整个陕甘地区 的 回 民人 口 有调整 。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 陵县志 》 , 西安

出 版社 年 第 页 。

；

② 乾隆《 临潼县志 》卷一

《地理 山川 》 。

③ 同治二年八月 二十六 日 庚子 多 隆阿奏 , 《钦定平

一 高 險 回 民 十 村 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卷五十二 。

、 —

④ 谢恩诘 ： 《再生记 》 , 马长寿主编 《 同治年间陕西 回

民起义 历史 调 查记 录 》
, 陕西人 民出 版社 ,

回民十三村 , 学界多指为临潼回民十三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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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保和领导上下拜家及十三村二百多户 , 在 这与前文论证相左 。

各处打仗 , 最后到 金积堡投了诚 。

①马长寿先 《 辞典 》与 《 新志 》关于上下拜家等 十三

生认为此十三村 , 当临潼十三村 。 然光绪《 三 村 回 民寺毁人迁 的记载 , 均未注明 原始 出

原县新志 》载 ：

“

盖贼巢数处 , 去原不远 ,

一

在 处 。 关于此事更早 的记载 见于马长 寿先生

泾 阳永乐店 、 塔底 ；

一在高陵十三村 , 自官军 世纪 年代 的调查记录 。 在平凉 县 的

驻原 , 十三村专扰邑 东乡 及东北原 。

”

又据 访问 中 , 有名 拜长清者 ,

“

六十一岁 , 高 陵县

三原县原政协委员 王村楼讲 , 高陵县 回 回 的 边滩下 拜家 人
”

。 行文 中 未 见有
“

渭 河边

据点在县之西北
一

带 , 称为 十三村 。

③高陵十 滩
”

之说 。 高 陵县 现有村落名 称 中 带
“

滩
”

三村在县之西北 ,
距三原很近 , 这与《 三原县 字的共有 个 , 其 中耿镇 乡 的马坊滩 、 王家

新志 》载
“

贼巢数处 , 去原不远
”

是相符的 。 由 滩 、 马家湾乡 的 陈家滩以 及张 卜 乡 的 夹滩 ,

此推测 , 高陵也是有 回 民十三村 , 拜长清所言 皆 因村在渭河滩上得名 。 而药惠 乡 的 白 马

回民十三村应是高 陵十三村而非 临 潼十三 寺滩 、通远乡 的徐家滩 、 宋家滩得名 皆因地处

村 , 马长寿先生的推断或当有误 。 荒滩 , 与 渭河无关 。

⑧ 因 此 , 有滩 的 地名 , 不

十三村具体方位 不详 。 光绪 《髙陵县续 一定就源于 渭河 滩地 , 也可能 是远离渭 河

志 》 以下简称 《光绪志 》 载
“

钦差大 臣多隆 的荒滩 。 《 辞典 》与 《新 志 》在上下拜家所处

阿由 东路进剿收复县城 , 荡平十三村 , 直捣泾 的
“

边滩
”

前加
“

渭河
”
二字 , 可 能 出 于作 者

阳贼巢 , 贼始西遁 。

” ④泾 阳县城在高 陵城的 主观臆断 , 并无根据 。

正西 , 据此来看 , 十三村应该在 高陵 县城 以 高陵回民十三村应该在高 陵县城以西 ,

西 , 且处于高陵至泾阳的大道上 , 或者离大道 更确切 的位置可能是在通远乡官路村以西靠

不远 处 。 现 高 陵 通 远 乡 政府驻 地 西南 约 近三原县的湾子乡 境内 , 处于高陵至泾阳 的

公里处高永公路南侧有村名 官路者 , 即 大道上 , 或者离大道不远处 。 在整个县域内

因村旁高陵通往泾 阳 的 官路 ( 即 大路 而得 处于西北部 。

名 。
⑤高陵县城在整个县域偏东北部 , 从全县 十三村具体何指 , 不 详 。 前引 拜长清所

区划上来看 , 十三村应位于整个县域 的西北 言 , 髙陵回 民十三村至少包括上 、下拜家两个

部 , 这与前文引 文所描述 的十三村 的方位是

相符的 。

年 出 版 的 《 明 清西 安辞典 》 ( 以下 ① 马长寿主编 《 同治年间陕西回 民起义历史调査记

简称《 辞典 》 与 年 出 版的 《 高陵县志 》 ② 光绪《 三原县 志 》卷八 《 杂记 》 。

以下简称 《 新 志 》 ) 均 称 ：

“

高 陵上 、 下拜家 ③ 马长寿主编 《 同治年间陕西回 民起义历史调査记

■寺 ’ 位于 县 ’ 辖上下
④ 捕六 《 人物传下 》 。

十 二 村 二 百 多 户 回 民 。 同 治 兀 年 ( ⑤ 高陵县地名工作办公室编 《高陵县地 名志 》 , 西 安

年 )
, 邹阿甸主持教务

, ,

高 陵边滩在何 八七〕、 五部 队印刷厂 腿 年 ’第 页 。

个 、 … 仏 ,

张永禄主编 ： 《 明清西安辞典 》 , 陕西人 民 出版社 ,

处 , 不详 。 两书 笛 称上 、 下拜家清 真寺在渭 年 第 页 ； 高陵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编 ：

河边滩 , 其意 似指 边滩所处乃渭 河边 角 滩 《 陵县志 》 , 第 页 。

地
, 应距渭河不远 。 果 如是 , 那上 、 下拜家

⑦ ⑩ ’ 胃 、

、 、 。

村应该位于高陵县西南 , 而非高陵县西北 , ⑧ 同上书 , 第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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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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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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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聚落群

图 高陵十三村 与临潼十三村①

回 村 。 临 潼普陀原十三村 , 亦包括 两个拜 家 中无
一

个在 县之西北 隅 , 雍正 《 高 陵县志 》

村 , 但完整的村名是南拜家和北拜家 , 而非上 ( 以下 简称 《 雍正 志 》 ) 记坊 、 村 、 镇 、 店

拜家和 下拜家 。

② 以高陵县城为参照 , 两个十 个 ,

⑤ 南 、 北拜家两村均不在列 。 光绪 《 高陵

三村
一

个在城之西北 ,

一

个在城之东南 , 泾 县续志 》 ( 以下 简称 《 光 绪志 》 ) 录村 、 堡

渭分明 。 高陵 、 临 潼两回 民 十三村其地 皆处 个 , 亦未有南北拜家的记载 。 由此可见 , 高

渭北 , 又都包括两个拜家村 , 马长寿先生将高 陵西北并无大村 巨堡 。 按上 、 下拜家十 三村

陵十三村误指为临 潼十三村 , 这可能是其 中 仅二百余户人家 , 每村平均不过一

、 二十户 ,

原因之一

。 皆为小村小庄 。 《 雍正志 》未见记 载 , 可能是

《新志 》载
“

高陵上 、 下拜家清真寺 , 位于 村落过小 , 不足为记。 也可能是雍正时 尚 未

高 陵县渭 河边滩 , 辖上下拜家十三村二百多 有此村落 , 也有可能是方志作者刻意摒弃地

户 回 民 。 同治元年 , 部阿匍主持教务 。 东府回 方上 的 回 民人 口 聚落信息 。

⑦
《 光绪志 》未见

民起义后 , 汉族团 练放火烧 了 上下 拜家清真 记载 , 可能是战后高陵回 民尽数西迁 , 原有村

寺 , 郎阿匍召 集各村 回 民起义 。 次年失 败 , 西 落巳 经焚毁废弃 , 不再有人聚居 。

迁至陇东董志原十社镇 , 寺遂毁 。

’ ’

据此来 高陵 回 民十三村 的最初可能是 以上 、 下

看 , 作者其意或指上 、下拜家即十三村之首 。 拜家两个村落为 首的 十三个纯 回 民 , 或以 回

乾隆 《西安府志 》所记高陵七个乡 村市镇 民为主的村落群 , 后来随着回 民人 口 增加 , 村

① 背影地 图使用 年数据 , 中 国 历史地理信息 系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年 月 。

② 路伟东 ： 《 清代陕甘人 口 专题研究 》 , 上海书店 出版社 年 , 第 页 。

③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 《 高 陵县志 》 , 第 页 。

④ 乾隆 《 西安府志 》卷十 《 建置志 镇堡 》 。

⑤ 雍正 《 髙陵县志 》卷一

《 地理志 》 。

⑥ 光绪 《 高陵县续志 》卷一

《 地理志 》 。

⑦ 路伟东 ：
《 掌教 、 乡约与保 甲册 清代户 口 管理体系中 的陕甘回 民 人 口 》 《 回 族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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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数 目 或有所增加 , 所指范围亦有所扩大 , 很 民相连 , 西南则与长安沙河以东的 回村相连 ,

有可能还包含了 临近的部分回汉杂居 , 或 以 这和马 氏祖茔碑的记载是一致的 , 也和 当年

汉人为主的村落 。 因此 , 所谓髙陵回 民 十三 调查者的推断相符 。

村实际上是对 以这十三个回村为主的成片居 马伍什

住的 回民村落群或回汉杂居村落群的泛称 。 马伍什村位于今耿镇政府驻地西约

公里处 , 西南与灞桥区水流乡北郑村 、 刘家村

二
、 同 治 战 前高 陵 的 为邻 , 南与灞桥区新合乡买家村相接 , 即碑文

回 民 聚 落 与 人 口 所载马五十二堡 。 《雍正志 》 记为
“

马 五 十

家
”

, 《 光绪志 》记作
“

马五十堡
”

, 民国 《 高陵县

同治以 前 , 除 了位于县境西北部的十三 区保总图 》 以下简称《 民国图 》 始记为今名 ,

村以外 , 高 陵县 城及其他村镇亦有 为数众 “

伍十
”

当
“

五十
”

讹误 。 村名 源起有二 ：

一说

多的 回 民人 口分布 。 史载 回 民 于仓渡起事 因初有回 民名马五十者在此居住
；

一说村处

后 ,

“

泾 阳 、 高陵之 回均执器仗赴约而东
”

。
①

五路交叉十字路旁 , 又有马姓 回 民聚居 。

⑤虽

知县梁书麟 ,

“

秉性敦厚端正 , 毫无私苛 , 县故 名 马伍什村 , 今无一户姓马 。

汉 回错处 , 先生一体视之 , 遇有雀角 , 据理执 白 家嘴

法 , 故人皆输服 , 而 回尤戴德
”

。
②战前高陵 回 白 家嘴村位于今耿镇政府驻地东约

民集聚 的村落 , 我们知 之甚少 , 世纪 公里处 , 南接灞挢区新合乡 马坊村 。 村处地

年代 , 马长寿先生进行陕西 回 民 起义历史 形延伸突出 , 形状如嘴 , 遂结合村民姓氏得名

调査时 , 亦 未有 对高 陵县进行 专 门 调 查 。

白 家嘴 。

……据《 高陵县地名志 》 ( 以下简称
通过对零星史料的搜集 、 整理与 分析 , 笔者

《地名志 》 载 , 清代即有此村 , 原为 回 民聚居

作如下 证 ：

点 。 《雍正志 》记作 东 白 家村
”

、 西 白 家村
”

高陵县城 两村 。 《 光绪志 》所载与今名 同 。
⑥

高陵县城有 回 民 , 人数不详 。 《 高陵县
自

乡 土志 》 ( 以 下简 称 《 乡 土志 》 ) 及 民 间 口 碑 位置不详 , 可能在白 家嘴附近 , 属于渭河

史料中 均称勸有 民 。 同 治元年五月 二
南耿镇

一

带 回 民聚落群 。

十九 日 瑛柒 奏称 ：

“

汉 回互斗情形 , 目 下 滋

蔓愈大 , 高陵城内 , 汉回亦各起事
,
虽未

《 光绪志 县壕分 图三 》有西马坊、 王家
杀官劫库 , 城 中 巳骚乱不堪 。

”③城 内 回 民敢
村 、西 白 家村 、 算刘村 、东耿家村 、 西耿家村 、

于起事 , 人数应该不少。

在西安光大门 马氏祖茔碑记载的 坊
① 光绪 《離县续志 》卷八 《缀录 》

。

中 , 当年的调查者无法判读或判读错误的 ② 光绪 《 高陵县续志 》卷四 《 官师传》 。

坊 , 即马五十二堡 、 白 家滩 、 白家咀 、 西撒家 、

③ 同治元年五月 二十九 日瑛荣奏 , 《钦定平定陕甘新

疆回 匪方略 》卷十二

东撒家 、 东全子头 、 抵家村等 坊
■

, 经韩敏先 ④ 韩敏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 民起义史 》 陕西人民

生的考证 , 这些 回村实际上 多分布在高 陵县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渭河以南耿家集 , 也就是今天耿镇 带 。

④耿
⑤ 工

家集各回村东与临潼三府 、 马坊 、行者桥等回 ⑥ 同上 第 页 。

— —



撒家村 。 东马坊 、 东 白 家村 , 撒白 二姓村 、泉 即有此村 。 相传曾有 回 民为村筑城 , 因故 中

子头 、 王家村 。 马 氏祖茔碑所言西撒家村应 缀 。 村仅有半个城堡 , 故名 。 《 光绪志 》载有

为撒家村 ,
位于耿镇政府驻地西北约 公 此村名 。 同治战后 , 高陵回 民 根株尽绝 , 西

里处 , 西禹公路西侧 , 即 今之耿镇沙家村 。 迁回 民就地安插 , 严格管控 , 原有回 民不太可

《雍正志 》记为
“

撒家村
”

。 撒为典型的 回姓 , 能返 回原籍建村立户 , 此村应该建于同治 以

该村当 为 回村 。 传说初 以 居 民沙 姓得名 沙 前 。 即使有 回民 战后重新建村之事 , 也很可

家 。 清末 , 沙姓他迁 , 易为葛姓 , 故又更名 葛 能是旧址重建 。 故 , 半个城战前应该是回村 。

家 。 年以后恢复原名 。

“

沙
”

当 系 撒
”

虎家庄

之误 , 沙家建村之说 , 显属望文生义 , 可 能是 虎家庄位于今耿镇政府驻地东约 公

战后新迁移民误传 。 里处 , 东临渭河 。 据《 地名 志 》记载 , 村建于清

东撒家村 末叶 。 得名原 因 不详 。 《光绪志 》载有 此村

韩敏先生 推断 , 东撒家村可能 系 《 光绪 名 。
⑤从字面上分析 , 村名应源于村 民 姓氏 。

志 》所载撒白 二姓村 , 今无村 , 应该在耿镇 以 如建村于清末 , 且庄内有虎姓村民
, 村名 源流

东 , 具体位置不详 。 不太可能无人知晓 。 如无虎姓村 民 , 那清末

东全子头 , 应该是 《光绪志 县壕分 建村以 虎家命名 就着实令人费解 。 世纪

图三 》所载东泉子头村 , 今无村 , 位置不详 , 韩 年代 , 马长寿先生在陕西调査时发现 , 战

敏先生推断应在今耿镇 以东 。 后很多回村被外地迁来者 占 据 这些后来者

邸家村 很多对本村的历史都不了解 。 虎家村得名不

《 雍正志 地理志 乡里 》 ： 咀头有抵家 详 , 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估计该村应该建于

村 。 咀头在渭河北渭桥东原上
, 即今髙 陵县 同治战前 , 虎姓 较为少见 , 回 民 属此姓者较

张 卜 乡 嘴头村 , 位于 乡 政府驻地东偏 南约 多 。
⑥虎家庄所处的耿镇

一

带 , 为 回 民聚居之

公里处 , 奉正 原东端 , 泾惠九支渠北侧 。 区
, 该村为回村的可能性很大 。

邸家村在咀头附近。

“

抵
”

与
“

邸
”

音 同 , 抵家 苏家村

应为
“

邸
”

家村 , 今无村 。 苏家村位于今耿镇政府驻地西约 公

据多隆阿奏言 ：

“

回逆在三府里迤东筑金 里处 , 西禹公路西侧 。 南与灞桥 区新合乡于

六座 , 由 白鸭觜起至坝河止
,

… …将三府里攻 家村 、寇家村为邻 。 清初有 回 民苏万兴最早

破 ,

… …又将 白鸭嘴贼巢登时时攻破 ,

……十

二 日 , 命马步队进攻马乌什 , 该处十余村堡皆 ① 高陵县 地 名 工作 办公室 编 《 高 陵地 名 志 》 第

系 回众麕集之所 , 巢穴最 大 , 经各队苦战 , 竟 页 。

日 将各村堡全行平毁 。

”③马乌什即 马五十 ,

②
■

自

口 付廿们 理王 琪 。 勹 勹 丨 丨 即 勹 几丁 ,

城四乡 回民六十四坊考 》
一文中

‘ ‘

东马卿临潼县

即今之高陵县渭河以南耿镇西的马伍什村 , 之马坊堡 东 泉村为东全子头 的说法 认为可能

文中
“

十余村堡皆系回众麕集之所
”

所指即高
③ 同治二年七 月 二十 日 ( 甲子 多隆阿奏 《铁定陕甘

陵渭河以南耿镇一带 回 民聚落群。 新疆回 匪方略 》卷四十八。

半个城 ⑤ 高陵县地名工作办公室编 ： 《 高陵县地名志 》 , 第

半个城位于今耿镇政府 地东约 公
⑥ 魏德新编著 《 中 族瓶麵 》 , 新疆大学 出版

里处 , 东临渭河 。 据《地名 志 》载 , 清末叶 社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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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此得名 , 《雍正志 》记为苏家村 。 同治 以 北 、 太华南二村 。

⑦太华村有礼拜寺 ,
建筑 年

后 , 原住居民西迁 , 新迁人的居民曾用名 为同 代无考 。
⑧

福村 。 《 光绪志 》记为
“

同福村
”

。 《 民国 图 》始 韩村

记为今名 。
①苏家村是关中 回民村落 , 战后为 韩村在今姫家乡 政府驻地南偏东约

外迁移 民 占据 , 并更改村名 的
一

个典型样本 , 公里处 , 南临泾河 。 韩村建有清真寺 , 据杨大

虽名苏家村 , 今无一户 姓苏 。 同治二年夏瑛 业先生考证 咸丰年间 , 西安化觉巷米万选曾

柴奏称 ：

“

自 四 月 以来 , 东路贼匪纷纷西窜 , 愈 在此任教 。 同 治战后 , 人迁寺毁 , 村名亦改

聚愈多 , 从前仅有沙河 、 高陵苏家沟等处老巢 为
“

兴隆村
”

。 民国年间始改为今名 。 今之村

二三万人 , 其余四 乡 贼巢虽系林立 , 每处不过 民迁 自湖北和陕西 的山 阳 、柞水等处 , 虽沿用

一二千人或数百人不等 , 已 有偏地 皆 贼 之 原村之名 , 但无人知其含义 。

⑩

势 。

”

高陵苏家沟或既指此苏家村 。 米家崖

渭桥里 米家崖应该是今马家湾 乡 米家崖村 , 在

《 光绪志 》卷六 《科贡 闲传 》
：

“

举人 , 明 万 乡 政府驻地西约 公里处 , 鹿苑原北麓 ,
渭

历丙午科三人 ：

… …粆 良翰 , 渭桥里人 , 初 任 水之阳 。 得名 当地处处崖下 , 米姓 回 民聚居 。

阳城教谕 , 历官至徐州 知州 。

”

杨大业先生考 同治后回 民西迁 , 后迁人者仍沿用原名 。 《 民

证
, 粆良翰为 回 族 。

④ 嘉靖 《 高陵县志 》 ( 以 下 国图 》始载有此村名 。

简称《嘉靖志 》 载 清真寺 , 在渭河南渭桥里
, 来家滩

元至正 间 建。

⑤韩敏先生认为渭桥里 当指为 来家滩今地何指不详 , 从《 乡 土志 》行文

今榆楚乡 渭桥村 , 渭桥村地处渭桥渡 的坡头 上看 , 来家滩应该 皆在 渭桥渡 以 西 , 韩村 以

上
, 在渭水之 阳 , 与记载 不符 , 韩说或有 误 。 东 , 渭水以北的滩地上 。

《辞典 》称 , 高陵渭河南清真寺 , 位于高陵通西

安渭河南大路旁 。 其位置大体应在渭桥 以

由 邮姑 ①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 《 髙陵名村 》 ,

南 , 耿镇 以北 , 渭水之阴的大道旁 。

《 乡 土志 》载 ：

“

初汉族外 , 仅有 回 民 。 自 ② 同治二 年六月 二十 日 ( 乙未 瑛柒奏 《 钦定平定陕

唐肃宗时助兵平安史之乱 , 其不欲回 国者安
、

③ 栾成显 ： 《 明代里 甲 编制原则与 图保划分 》 《 史学
插径渭间 , 县南 之太华村 , 渭桥渡西之来家 集 年第 第 — 页 。

滩 、韩村 、米家崖 皆为彼族生聚之地 , 后延及 ④ 杨大业 《 明清 回族进 士考略 九 》 《 回族研究 》

于城内 , 据父老 , 户止五百奇 , 其 口 不详 , 习
⑤ 嘉靖《 高陵县志 》卷二 《 祠庙 》 。

尚 旷悍 , 岁转贩牛马 , 往往贱食民禾 , 与汉 民 ⑥ 高陵县地方 志 编纂委 员 会 编 ： 《 高 陵 县 志 》 , 第

⑦ 地名工作 办公 室编 ： 《 高 陵县地 名志 》 第

遗类矣 。

”

页 。

太华村
⑧ 高陵县 地 方 志 编纂委 员 会编 ： 《 髙 陵 县 志 》 , 第

太华村位于榆楚乡 政府驻地东北约 ⑨ 杨大业 《 明清 回族进士考略 九 》 , 《 回藤究 》

公里处 , 西禹 公路西侧 , 即今之榆楚乡 团庄 年第 期 。

村 。 民国 年间 , 因 村周 围筑有 围墙 , 居住集
作办公 室编顧 陵县地名 志 》 第

中 , 改称团庄 。
《 光绪志 》载有此村记为太华 同上书 , 第 页 。

—



《新志 》称
“

明时县境内 的来家集 今耿
一说以七户人家 留居于此得名 。 后以谐音衍

镇附近 、 梁村 、米家崖 、 韩村 、太华村 今 团庄 称七流 、 西刘等 。

⑤七 留村有洪教院 , 明正统

村 关马寺等村居住着大量 回 民 。

”

年间 (
— 年 ) 重修 , 该村属 回 村 。

来家集 《嘉靖志 》 以大村载入 , 并言
“

唐于志宁宅布线

来家集今地何指不详 , 今耿镇附近并无 西七里七流村
”

。 可见不但历史悠久 , 而且规

来姓村庄 , 亦无 由来姓村改名 者 , 同治战后村 模较大 , 估计同治以前的七 留村 可能不是一

已废弃 , 湮没无闻 。 个纯回 民的村落 。

梁村 喇叭庄

梁村应该是今马家湾 乡 梁村 , 位于乡 政 喇机庄在渭桥附近 , 即今之耿镇喇机庄 ,

府驻地西南约 公里处 , 濒临渭河北岸 , 鹿 位于乡政府驻地北约 公里处 , 西禹 公路

苑原南麓 。 相传最初为梁姓所居 , 得名 。 村 西侧 , 北临渭河 。 据传初为 回 民所居 , 是以村

民多缘原窑居 , 呈 长带形 故有 十里梁村之 民喇 叭的名字而得名 的 。 据临潼马坊头米遇

称 。 村西南渭河上设有渡 口 , 为早年通往西 春说 ：

“

行者桥 、 回 回道 、 三府 、 蔡家庄
一

直到

安之要汉津 。 《嘉靖志 》 即 以大村载之 记为 高陵的喇 机庄 , 各村都有回 回 。

”
⑦

“

良村
”

, 《光绪志锵村分为三段 并改
“

良
”

为 买家村
“

梁
”

, 记 作
“

东 梁 村
”

、

“

中 梁村
”

和
“

西 梁 平凉买家湾买德 明讲 , 我们姓买的 祖籍

村
”

。 梁村是
一

个较大 的村落 , 濒临 渭河边 是高陵人 , 赶井家的集 。
⑧西迁甘肃的陕 回现

滩 , 又处渡 口 要津 , 同治 以前 , 可能是
一

个 回 居村庄名称很多都 以原村相称 , 高陵耿家集

汉杂居的村子 , 应该是 回 民在高 陵的重要聚 西南有买家村 , 即今灞桥区买家村 , 买德明所

居点之一

。 称买家湾之名很可能源于此 , 果如此 , 买家村

官 马寺 当为回村 。

官 马寺村位于张 卜 乡 政府驻地东北约 除以上确考 的 回村外 , 有一些村落 可能

公里处 ,
泾 惠七 支渠 以南 。 相传 村建 也是 回民聚居之所 , 如湾子乡关市 , 相传明 中

于官家牧马 的 地方 , 初名 官 马村 。 后 来 回 叶 , 村旁有关家修建寺院
一

所 , 人称关家寺 ,

民关 、 马两姓在村旁修建 了一

所清真寺 , 乃 村以寺名 。 后简称关寺 , 又以 同音写为官寺 ,

改名关马寺 。 世纪 年代 , 曾在该村附

近发现 刻有 回 、 汉文字 的 《 法规常 昭 》 碑一 ① 高陵县 地方 志 编 纂 委 员会编 ： 《 高 陵 县 志 》 , 第

通 。顿村系 村应无疑 丨 司 , 关 、 马两姓建寺 ② 髙陵县地 名工 作办公室编 《纖县地 名 志 》 , 第

之说亦较可信 , 村建于官 家牧马之地 , 似 属 页 。

望文生义 ’ 不 。 《 光绪志 》始 载此村』
地 纂委员会办公觀繊細 ,

“

官马寺
”

, 并注明 为客户 所居 , 显然该村 当 第 页 。

胃〒 ⑤ 高陵县地 名工 作办公室编 《 高 陵县地 名 志 》 第
°

页 。

七留村 ⑥ 高陵县地方 志 编纂委 员 会 编 ： 《 高 陵 县 志 》 , 第

七留村位于榆楚乡政府驻地西约 公 页 。

里处 , 泾惠八支渠 北侧 , 即今之榆楚乡 西 刘
⑦ 同治年间陕西 回民起义历史调査记

村 。 据谈 , 七留村以七户 刘姓 留居于此得名 , ⑧ 同上 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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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

“一
一

般聚落

三 原 一
」 。

吴郑坊马家
、

。 疑似回村
一 ■ 确考回村

絲 ◎ 乡 镇

、 欲 鐘县城

、
■范 围

— 大路

紐 城

——

高陵县

,
—

泾 太华村 ■
§

、

广
」

阳 关马寺
■

临
七留 村

■
、

县 马家
潼

今古 渡马家

令
三白 马 。

。
。

马家沟
邸家

《

图 同 治以前高 陵回村

谐音写 为关市 。 该村得名 与 张 卜 乡 官马寺 同治 战前高 陵 回 民 人 口 究 竟 有多 少 ？

村相似 , 很有可能是 回 村 。 高 陵有来姓 回 民 不详 。 多隆 阿奏称 ：

“

查 陕西 回 类不下数 十

聚居 , 渭桥西来家滩与耿镇来家集均为 回村 , 万众 , 如大荔 、 渭 南 、 高 陵等处 , 回 户 十居其

通远乡 有来家村 相传 , 清初因来姓居此而得 七 , 余可类推 。

” ⑤同治战前 , 高陵人 口 大约有

名 该村有可能是回 村 。

② 六万余 ,

⑤ 回 民人 口 如 占 七 成 , 则其 人数 高

高陵村名 中有
“

马
”

字 , 且源于姓者 , 现有 达数万 。 现 有研 究表 明 , 战前关 中 回 民 人

处 , 分别是马 家湾乡 的马 家湾 、 张 卜 乡 的

今古渡马 家 、 马家沟 、 马家③
、 马家 、

④崇皇乡 ① 纖腿方志纏魏会办公室编 《 高陵名村 》 ,

的三马 白 、 姫家乡 的 康桥 马 、 药惠 乡 的马 家 、

第 页 高陵县地名 工作办公室编 ： 《 高陵县地 名

志 》 , 第 页 。

马家容 、 通远乡 的吴郑坊马家表 马姓为 回 ② 高陵县地名 工作 办公室编 《 高 陵县 地名 志 》 第

族首姓 , 俗有
“

十个 回 回九个马
”之说 , 高陵城

乡 回 民众多 , 这 个村賴然雕准确 判断
么 处

处 。

哪个是 回 村 , 但其中可能有部分 , 甚或大部分 ⑤ 同 治二年十一

月 初六 曰 戊 申 多隆阿奏 《 钦定平

定陕甘新疆 回匪方略 》卷 五十六 。

°

⑥ 庐坤 《 秦疆治略

— —



口 数量 最多 的 州 县 , 其 比例也 不过 三成 , 有大集中的 趋势 。 这 种分布格 局 与 当今 回

多隆阿 所言 高 陵 回 户 十 居其 七 , 显然 系 夸 民人 口 聚 落
“

大分 散 , 小集 中
”

的 分布格 局

大之辞 。 明显不 同 。 实际 上 , 高 陵 回 民 人 口 聚 落 的

《 乡 土 志 》 称清 代县 内 回 民 户
“

五 百 有 这种分布 格 局 , 只 不 过 是陕 甘 回 民人 口 聚

奇
”

。 余户 当有 两 、 三千人 。 同 治元年 落分布格局的 一个缩影 , 同 治战 前 , 整个关

夏托明阿等奏称
“

大荔 回 匪 窜到 同 州府 城 , 中地区 , 乃 至整 个陕甘地 区 , 回 民 人 口 聚 落

围攻八昼夜 ,

… …城 中 兵少粮缺 , 若 日 久无 都是这 种
“

大 分散 、 大 集 中
”

的 分布 格局 。

援 , 恐难力保危城 , 其咸阳 、 泾阳 、 三原 、 临潼 、 如 果把每一

个 回 民聚 落看成
一

颗小星 星的

高 陵各县 , 均有 回匪 数千 。

”③两者所 言 , 倒似 话 , 那 她的分布格局 就宛 如夏夜 的星 空 , 到

接近 。 以两 、 三千人计 , 回 民人口 在全县人 口 处都是繁 星点 点 , 中 间 又 有群 星组 成 的 带

中所占 的 比例仅及半成 , 与周 围各县相 比 , 回 状银河 , 横跨天际 。

民人 口 比例 明显偏低 , 估计战 前高 陵回 民人
“

大分散
”

的分布格局 , 指 的 是 回 民人 口

口数可能还要多
一些 , 或许有三 、 五千人 , 更 聚 落分布非常广泛 , 同治战前 , 陕甘地区回 民

多
一些亦非不可能 。 人 口 有 万 , 比现在全 国 回 民人 口 的 总

高陵回 民人数与周 围各县相 比较少 , 可 数还要多 , 两省境 内 , 城镇 乡村 , 平原山地 , 水

能与其 自然环境有关 。 高陵号称
“

关 中 白 菜 陆要冲 , 偏远内 陆 , 几乎无县无之 , 无处无之 。

心
”

, 其地处关中 腹地 , 自 古农业发达 , 汉 民世
“

大集 中
”

的分布格局指的 是 , 回民 人 口 聚 落

居垦殖 , 边角 滩地较少 。 马 长 寿先生在分析 分布 区域 , 具有较强 的选择性 。 陕甘 回 民居

西安城郊 回 民人 口 分布格局 时称
“

回 民迁来 于 乡 村较多 , 居于城市较少 。 居于关厢者多 ,

时 , 这里 的熟地
、 好地早 已 为 汉 民种植经营 , 居于城内 者少

。 居于平原者多 , 居 于山 区者

回 民为了生活 , 只能在村外依附 , 或在河滩 、 少 。 居于水陆要冲者多 , 居于僻远内 陆者少 。

湖 边 披 荆 斩棘 , 开 出
一

片 片 土地 , 进 行 生 民 间流传有
“

回 回不住 关即 住 山
”

,

⑦关或 即

产
”

。

④高陵的情 况恐怕 与 之类似 , 回 民落脚 指城镇关厢 , 水陆要 冲 。 分布于平原的 回 民 ,

之地少 , 人 口 自 然就少 。 清人庐坤 称 , 高 陵 又多 居 于 田 土较 差 的
“

三 边 、 两 梢 、

一

沟
”

“

地系平原 , 邑甚偏小 , 无山川 险阻之区 ,

… … 之区 。

南乡 回 民 杂处 , 颇 为强 悍 , 宜儆戒 之
”

。

⑤ 泾
、

渭穿行高陵南境 , 沿河一带多边角滩地 , 是以

—
① 路伟东 ： 《 清代陕 甘 回 民峰值人 「 数分析 》 , 《 同族

南乡 临 渭一带 回 民人 口 相对较多 , 这与 即 面
究 》 年第 。

的分析是 目符的 。
② 高陵 县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

《 高 陵 县 志 〉
, 第

页 。

一
、

、 丨 乂 乂 丄 比 财 分 地
③ 同治元年六十五 日 ( 两寅 ) 托 明阿 、 琪射 广顺 奏 ,

二 、 同 口 以 目 关 中 的 回 民 落群 《 钦定平定陕 新疆问匪方略 捲十三
。

与
“

大分散 、 大 集 中
”

的 分布格局
④ 舰

⑤ 庐坤 《 秦疆治略 》
。

同治 以前 , 高陵境 内 回 民人 口 聚 落散布 ⑥ 路伟东 清代陝甘 回 民峰值 人 口 数分 析 》 , 《 回 族

四 乡 , 分布非常广泛 , 但在县之西北隅及沿
、渭

⑦ 城关 回 住区 的 历史 和现
一

带又有成片 分布的聚落群 , 大分散之中 , 亦 状 》 《 兰州 文史 资料选辑 》 第 辑 第 页 。



^ ? 美原 县

回村巨堡

斜口 县级治所

今县 ‘

： 己：
￥西

一

多
回村集中分布区

图 同治 以前关中地 区的 回 民聚落群

“

大集中
”

的分布 格局 , 从宏观的视角来 东西大道上 , 东通孝义镇 , 西通 省 城 , 北达乔

看 , 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

是 片 状分布
”

, 店 、 羌 白 , 沿途村庄都有回 民居住 。 仓渡再往

二是
“

带状分布
”

。 同治以 前 , 关 中 地区有 众 西 , 地界蒲城 、 富平 、 临 潼 、 渭 南与大荔之 间 ,

多成片 聚居的 回 民 聚落群 , 小的 片状 回 民 聚 五县犬 牙交错 , 回村居其大半 。

④辛市 、 官道 、

群绵延交错 , 又共 同组成更大片 的 回 民聚落 关山 、 美原等均 为 回 民 巨 堡 , 人 口 繁 盛 。 往

群 。 除高陵的 十三村 、 耿镇及 以西沿渭 回 民 西 , 高陵西北 的十 三村
一

带回 民聚落与三原 、

聚落外 , 其他 州 县亦为 数众 多 , 如 临潼 十三 泾阳 回 村相连 , 高 陵东南 的耿家集及 以 西沿

村 、 苏家沟 十三村 、 渭 城二十六坊 、 凤翔二十 渭一带回村又与 临潼十三村一带回 村相连 。

八坊 、 沙苑三十六村等等 。 这些 以数字俗称 沙苑以南沿渭 水之阴地属 临潼 、 渭南 、 华

的 回 民聚落 , 和高 陵十三村一样 , 并非确 指 回 州 、 华阴 , 史称临 、 渭 、 二华 , 回 民 占 四县总人

民聚落的个数 , 而是泛指以某些特定村落为 口 的 四成多 ,

⑤沿渭
一

带 , 回 民聚落相连 。 西

核心的 成片 聚居 的 回 民聚落群 。 从潼 关往 安省城四周 回村密布 , 人口 众多 , 从北门 外马

西 , 沿渭河而上 , 第
一

个成规模的回 民聚落群 家堡直达泾阳塔底下不过 公里 , 就有 大小

就在沙苑 。 沙苑是大荔南洛 、 渭 之间 的
一大 清真寺百余所 , 人 口 达五十万之众 。

⑥西北 乡

片沙草地 , 东西长八 十余里 , 南北 宽三十 余

里 , 以南王阁为首的 数十 回 村隐居之 间 。 沿 ① 韩敏 《 清代同 治年间 陕西回 民起义史 》 , 第 页 。

、

丨
— ■

如地 八 也 本 從 口 曰
② 同 治二年二月 二十四 日 ( 庚子 ) 多 隆阿奏

, 《钦 定平
—西缘 ’ 仓渡 、 孝乂 、 ■■ 民巨

定陕甘新疆 回匪方略 》 卷三十六 。

棋布 , 连成
一

片 , 同治 战 时 , 为陕西 回 民重要 ③ 同治二年三月 初八 日 ( 甲 寅 熙麟奏 《钦定平定陕

据点之一

。

①同治二年清军攻入王阁时 掘得
④ 余澍畴 ：

《 秦陇 回务纪 略 》卷一

,
《 回 民起义 》 , 第

窖银二十余万两 攻占 羌白 时 , 更是得窖银
、

三百余万两 , 黄金六万余两 。

③此可见当年沙 ⑤ 路伟东 《 清代陕西 回族的人口 变动 》 《 回族研究 》

力 入 口
⑥ 马长寿主 《 同治年间陕西回 民起 义历史调查记

沙苑西的仓渡镇有 回 民
一

千余户 , 位于 录 》 第 页 。

—

—



的 回民 巨堡沙河在灞河东岸入渭处 , 北接高 山 便进入甘肃境内 。 同治战前 , 甘肃回 民多

陵 , 东通临潼 , 西与渭城 、 苏家淘
一

带 回村相 达 万 , 占总人 口 的三成左右 ,
比陕省 回 民

望 。 西安以西咸 阳北原从渭城至苏家沟尽皆 人 口 更多 , 聚落分布也更密集 。 经秦州或平 、

回村 , 往东与泾 阳永乐镇 、 塔下 回 村连成
一

庆两地 , 再经兰州 , 顺河西走廊往西 ,
经凉州 、

片 。 由 此 , 从沙苑直至渭城 , 沿渭两岸 , 及泾 、 甘州 、肃州等地直抵嘉峪关以西 的瓜 、沙 。 这

洛近渭处 , 形成了
一

个十分辽阔 的 回 民聚居 条长达 余公里 的轴线正是古丝绸之路

区 。 陕西为中 国 回 回教 门之根 , 其先 民最早 的一段 , 这也是 回 民先辈最早来 中国的大路 ,

的聚居地即在今之关 中一带 。 因此 , 同治 以 是最早的落脚地 , 因此 回民人口最多 , 聚落分

前陕西 回 民人口 聚落的这种分布特点 , 与 陕 布最集中 。 在这条 自 西徂东 的轴线上 , 尤以

西在 中 国回 回族群形成发展过程 中的这种地 西头的河西走廊和东头 的渭 、泾 、洛下游回 民

位 , 密切相关 。 人口 聚落分布最为集中 。 另一

条 回 民分布的

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 , 陕甘 回 民人 轴线是沿黄河 自西南而东北延伸的 。 从河湟

口 聚落是
“

带状分布
”

的 , 渭水下游从沙苑至 谷地 的西宁 、 大通 、碾伯 , 向东北经 巴燕戎格 、

渭城的 片状回 民聚落群只不过是这条带子上 循化 、河州 , 直抵兰州
, 再东北 ,

经靖远 、 中卫 、

的
一

小段 。 从渭城往西 , 经兴平 、 武功 、 扶风 、 灵州直抵宁夏 , 穿 宁夏平原 , 抵河套
,
与 内蒙

岐山等线就是凤翔 回 民聚落群 。 凤翔有 回 民 黄河沿岸 的 回 民 聚居点 连成一

串 。 两条轴

二十八坊 ,
六万三千余名 口

, 除城 内 两坊近 线 , 在兰 、巩交叉 , 是同治战前 , 陕甘 回 民人 口

家外 其他尽附郭而居 , 离 城不过
一

、 二 的精华所在 , 也最集中体现了清代 陕甘 回 民

里 , 或三 、 四里 , 分布相当集中 。 再往西越陇 人 口 聚落的分布大势 。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