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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

内容概要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是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该《丛书》的问世，对于增进各
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民族的了解，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东北部，陇山西麓，属六盘山南沿地段。东西长62千米
，南北宽48千米，总面积1311.8平方千米。现辖3镇15乡。张家川县属天水市辖县，东接陕西省陇县，
南邻清水县，西连秦安县，北毗华亭、庄浪县。县政府驻地张家川镇，与周边市、县均有公路相通，
距省会兰州市368千米，距西安市382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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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三节　人口与民族　　（一）服饰　　回族服饰大体上和汉族相同，但
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头部装饰方面，男性多戴黑白色、棕色乎顶号帽或六角号帽，以白色最
为普遍，不仅礼拜时戴，平常也戴，因此，人们把戴白帽作为识别回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妇女平时都
戴丝、绸或“乔其纱”等细料制成的盖头或各色搭巾，大多数已婚回族妇女都戴白色圆顶帽，未婚女
子不戴帽子。回族成年男子重视留胡须。老人和宗教人士喜穿对襟“衮身”。阿訇、满拉礼拜时戴“
代斯达尔”（头饰）。老年妇女还保留着扎裤脚的习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多数已婚男
女已不戴帽子，留起了新潮发型。　　（二）饮食　　回族饮食比较丰富，品种多样。特别是各种风
味小吃，精美可口，颇具特色。回族的主食是五谷杂粮，冬天喜食莜麦面或玉米面馓饭、搅团，佐以
酸菜、腌咸菜或红、白萝卜丝的凉拌菜。夏天喜吃油泼辣子浆水面、凉面。若招待亲友，则吃“出汤
面”或牛、羊肉臊子面，民间多用手工擀面，刀切而成。日常吃的家常便饭也多种多样，有面片、转
刀、箭头（雀舌）、麻食、扯面、饺子等。每逢节日，回族家中都要制作各种油煎食品，最常见的是
油香、油切、馓子和各种花型的面果子。杂食有麻花（俗称麻糖）、荞面油饪、玉米面碗饪等。干食
以干面锅盔著称。日常有蒸馍、干粮、软饼、莜麦面和玉米面干炕。还有“油面子”，将白面和牛肉
炒熟，拌上植物油、牛骨髓油、核桃仁、杏仁，早晨用开水冲饮，味香可口、富有营养，是滋补佳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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