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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普通話 

哈密地處中國的西北，它是中原進入新疆南北兩路的交匯之地。哈密一度是明王朝的朝

貢國，明王朝亦曾設有哈密衛。在15-20世紀中葉的550年間，哈密地區的族群遷移、宗教傳

播、政權更迭及至整體社會變遷，與海洋方向的影響不無關聯。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大量美洲白銀從海洋方向流入中國，明王朝財政白銀化的

進程造成甘肅鎮邊防軍作戰能力驟然降低。西域各國的入貢之路遂成為土魯番東察合台伊斯

蘭教勢力武裝東擴的入寇之路。明王朝拒絕土魯番開闢海上貿易新路線，促使哈密回回人內

應土魯番。明王朝的勢力從此退守嘉峪關，北方蒙古人和藏傳佛教退出哈密，伊斯蘭教沿著

哈密至河西走廊一線迅速地傳播。 

清康雍乾三朝皇帝打擊準噶爾部，漢人以綠營官兵、遣犯、客商等身份進入哈密。以綠

營官兵為主體建立的哈密漢城以及軍屯成為漢人聚居地，關帝信仰是這些漢人彼此身份認同

的象徵。19世紀前期大量白銀隨著海上鴉片貿易流出中國，財政拮据的道光朝政府開始在新

疆地區推行招墾計畫以節約駐軍財政開支。哈密出現了新疆地區第一塊漢人民田，擁有了第

一批漢人民戶。民國初年哈密軍屯土地民田化，民田成為漢人進入新疆的重要中轉地。64份

光緒年間至1954年的漢文契約清晰地反映了哈密地方舊秩序的改變以及漢人與維吾爾人關係

的新發展。 

（如有查詢，敬請電洽宏達，Tel: 5349 6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