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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萍 王琳]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研究概述（1978—2001年）

  作者：马亚萍 王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07 | 点击数：1736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撒拉族的研究，无论是著作的出版，论文的发表，古籍、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研究

领域不断开拓，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科研队伍，同时指出，要使撒拉族研究不断创新、持续发展，还需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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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撒拉族研究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而逐步展开，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从1956年的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调查和1958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编写了较为系统的《撤拉族简史简志合编》等资料，

为后来撒拉族研究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撒拉族研究工作重新启动，取得了喜人的成就。 

 

一、研究成果的涌现 

 

1978－2001的23年间，中国撒拉族研究的内容涉及撒拉族历史、经济、文化教育、人口、文学艺术、地方史志、撒拉族与伊斯兰教等诸多方

面，从研究涉猎的内容、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现将这些研究成果从著作和论文两个方面作一简

述。 

（一）出版了专著、论文集、资料集等著作 

23年来，据我们粗略统计，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出版社，出版的涉及中国撒拉族研究方面的各类图书约有14本，下面分类扼要做一简

介。 

1．撒拉族历史和综合类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23年间中国各级出版社出版的该类专著约有6部，研究的内容涉及中国撤拉族的历史、社会生活、文化、宗教等方面。如

198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编写组编写的《撒拉族简史》，该书6万余字，分绪论、民族来源和元朝至清朝中叶的社会发展，乾隆四十六年

（1781）的反清起义，近代的撒拉族，现代的撒拉族，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民族文艺等6章，书末附有大事记。该书的特点是将历史文献、民

族调查资料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汇积一集，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按朝代顺序，全面客观地叙述了中国撒拉族社会历史

发展，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撒拉族的专著。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陈云芳著的《撒拉族》，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撒拉

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属于民族知识性的通俗读物。198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省编写组编的《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

史调查》，选编了1958－1959年的1篇专题性调查报告——《循化撒拉族社会经济调查》，该报告从概况、经济状况、生产关系、社会基层组

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6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解放前中国撒拉族社会历史发展面貌，为研究解放前中国撒拉族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极有

学术价值的资料。1999年出版的马成俊主编的《循化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书约30余万字，从人口、农业、教育、旅游、第三产业、

文化、宗教、政权建设等方面，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县”的新思路，这

是一部理论性的专著，对撒拉族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青海少数民族》主要从文化的视角全面论述了撒拉族的政治制度、法

律规范、经济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是一部研究撒拉族风土人情、文化氛围的学术著作。200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冯敏主编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化资源开发研究》，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循化县的文化、经济、宗教、饮食、旅游、建筑等方面的发展现

状，论述了民俗文化的特色及其开发利用，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撒拉族文化的力作。此外，还有1990年香港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芈一之著的《撒拉

族政治社会史》等著作，该类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撒拉族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是23年来中国撒拉族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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