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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BE_99_E6_B1_9F_E7_c34_635134.htm 回族 回族是我国少数

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1990年第四次全国

人口普查统讯人口8602978人，占全国少数民族第三位，全国

大多数县，市都有回族居住。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

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新疆等地。黑龙江回族

有139078人。回族的语言在其东迁的初期是阿拉伯，波斯语

和汉语同时使用的。由于回民长期与汉族杂居，特别是汉人

成份在回民中日渐增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习惯于

以汉语言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并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

波斯语的词汇。共同使用汉语言后，吸收汉文化的倾向大为

增加。比如:人名除了回族名之外，也同时使用汉族的姓和名

，并以后名为主。明初以来，各地回民多已更姓易名，杂居

汉族民间。时间长了，已经相忘相化，不易识别。但是在共

同心理状态，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仍表现

出自己的特点。 简要历史 回族不是黑龙江境内的祖居民族，

全部是逐年迁人的。他们最早来黑龙江的时间，大约在清朝

初年，从山东，河北和西北移民而来。康熙十五年，清朝历

行移民政策，强征山东，河北一带的人民，移驻关外，屯垦

戍边。其中有四十户回族，移居龙江县一带人旗当差，后来

陆续应募前来人旗当差的回族也不少。待到官荒开放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旗兵营，开始安家立业，开荒种地，但必须向

旗人交地租。光绪年间，"闯关东"的人日益增多，大片的荒

野被开垦，拓荒者们便在富饶美丽的地方，筑屋掘井，开荒



设屯。随着村落的建立，人口逐渐增多，生产得到发展，商

品贸易日趋繁荣，回族人民开始由分散种地，开始向贸易中

心地区集中。特别是清真寺出现以后，散居的回民向清真寺

附近移住，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从事小本经商或手

工业生产(主要为皮革业)。中东铁路修建以后，铁路沿线的

市镇繁荣起来。加上本省盛产牛羊，从关内来此地经商，谋

生的回民相继增多。他们大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集中

在铁路沿线较繁荣的市镇，从事屠宰牛羊，开设饭馆，小商

小贩，手工业生产(皮革业)，运输等行业。 主要习俗 宅俗 清

真寺，阿拉伯语称做"麦斯吉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

斯林从事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在笃信伊斯兰教的回族心目

中，它占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回族聚居的地方，我们

可以看到整洁，清净的一片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处装饰典雅

，屋顶高高擎起月牙标志的建筑，这就是清真寺。清真寺和

回族穆斯林的一生经历都息息相关。从出生后求取经名，到

结婚时"伊扎布"典礼，从成年人的宗教礼拜，到民族的重大

纪念节日，一直到饭依真主时的沐浴洗礼，都离不开这块平

凡而又令人向往的"圣地"。清真寺周围买房置地，开办酒肆

和肉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神秘的真主的光环佑护下

，回族人也凝成了坚定的民族向心力。在哈尔滨，齐齐哈尔

，呼兰，阿城，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几处回族的清真寺。其建

筑虽然不是十分富丽堂皇，但独特的阿拉伯风格和精美的文

画装饰，整洁幽静的环境气氛，仍然可以唤起人们虔敬，景

仰的心灵感应。 婚俗 回族订亲，一般要经媒约之言。如果男

方家长看中了某一位姑娘，就托媒人到姑娘家提亲。姑娘家

的父兄要征求姑娘的意见，如果姑娘有意，就要选择吉日订



亲。订亲的时候，男方家要准备好丰盛的礼品，一般是布匹

，衣料和金银首饰等，媒人及教长共赴女家，行拿手礼(行礼

时教长与姑娘的父兄口诵经文)。礼毕，双方交换礼品，商定

一些必要的事宜。姑娘以首饰作为订亲的标记。姑娘家还要

以男方家的礼品分赠亲友。回族婚礼是在星期五"主麻日"的

时候举行。一般认为新媳妇到婆家的时间越早越好。这期间

，新娘子忌讳与孕妇相见，认为这样不吉利。当娶亲车归来

的时候，要把红毡从车门口一起铺到新房门口，以免新娘子

的鞋沾上土。婆家的小姑子在新娘子进门时用盘子端着红枣

和五谷，劈头盖脸向新娘子打去，预祝新娘子早生贵子。中

午时分，司仪要请阿旬(教长)念诵经文，写"依扎布"。典礼结

束之后，开席宴请阿旬和各位亲朋故友，席上菜肴以七大碗

牛羊肉为主，还有多样果品和煎，炒，溜，炸的菜肴，但都

是宽宽的汤，吃起来别有风味。一般席上无酒，婚礼也没有

鼓乐，这大概与伊斯兰教的教规有关吧。 丧俗 回民死后实行

土葬。丧葬的程序要经过"闪面"，"坐夜"，"净身"，"穿可凡"

，"人经通"，"钉海克"，"人葬"，"顶架子"等过程。"闪面"，就

是向遗体告别的意思。"坐夜"就是守灵。"净身"就是给亡人洗

澡。"可凡"是用四块白布做成的肥大，简便的葬服。回族有

自己的公共墓地，不与其他民族杂葬。 其他习俗 着装 回族的

服饰很有特色。男子一般爱穿白色衣服，裤子，外套黑色坎

肩，头戴白色或者黑色的圆形小帽。现在的老年人依旧是这

个打扮，年青人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戴上黑色或者白色的小

帽。有些地方的妇女喜欢戴绿色，黑色和白色盖头。 饮食 回

族饮食独具特色，别有风味，专一清真。回民以米饭，面食

为主，辅以羊，牛，鸡，鸭，鱼肉和各种蔬菜。忌吃猪，马



，驴，骡肉和一切凶猛禽兽之肉，忌吃动物血和自亡之物。

回民有饮茶的习惯。回族小吃，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

回族小吃大致可分为面食类(包括酥饼，蜜果)，粘食，糖食

，肉食，凉粉，流食等等类别。味道有酸，甜，辣，咸等，

颜色有白，黄，红，绿等。回族小吃让你见之欲食，食之难

忘，回味无穷。 三大节日 回族人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有自

己的三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开斋节是

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节日之一。每年在伊斯兰教历10月1日举

行。这一天，穆斯林们沐浴礼拜，相互祝贺。如不见月，则

继续斋戒一天，开斋节顺延。黑龙江省的回族，由于生活环

境不同，开斋日期也不同。但开斋节一定要过，只是隆重程

度有所不同。古尔邦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献牲"，故又

称"宰牲节"。每年的古尔邦节。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回

族人民都要举行盛大的游园活动，欢庆传统节日。圣纪节，

每年在伊斯兰教历3月12日举行。相传这一天是伊斯兰教创始

人穆罕默德的诞生日。也是他的逝世日。因此，这一天也是

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