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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不一定在每一个局部强调多媒体形

式，资源允许有类似ppt、pdf、doc等形

式的内容单独存在。

除此之外，还要有专人负责资源的及

时更新，及时解答学生问题，进而提高网

络教学的互动性。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现代远程教育

资源建设技术规范[Z].2000.

[2]刘成新.网络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与评价[J].电化教

育研究，2000（3）.

[3]南国农.信息化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6.

[4]余欣欣，李红波，贾远娥.论高校网络教学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利学版），

2005（1）.

作者简介：李晶(1981—)，女，管理学硕士，广西财

经学院教师，助教。

浅析社区变迁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

赵  越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经由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区等媒介使然，贯穿了穆斯林生活的始终，宗教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随着一系列社会变

迁（尤其是社区变迁）的影响，宗教社会化从范围、内容与方式上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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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

知是为了认识真主所创造的世界，进而认

识真主。伊斯兰教育的初衷是神圣世界的

产物，不带有任何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生

活在穆斯林的社会中拥有绝对的地位，教

育是为了宗教而服务，是穆斯林群体宗教

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宗教社会化是

“自然人”转变为“宗教人”的过程。而

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社会化随着社会的

发展呈现出独有的态势。

1.穆斯林教育与社会化

1.1 终身的教育与终身的社会化

《古兰经》上说：“有知识的与无

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

（39：9）圣训言明：“求学，从摇篮

始，至坟墓终。”伊斯兰教认为教育与求

知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去认识真主。

因此，在穆斯林的成人之路上，宗教教育

至始至终伴随终身。

“社会化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

即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

适应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1]张德胜认

为，社会化是个人成为社会一分子的过

程。Kurt说“社会化是成人的过程”。社

会化伴随人的终身，社会化的内容多种多

样，教育是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穆斯

林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宗教的社会，对

于穆斯林群体而言，宗教的社会化是传承

伊斯兰文明的最主要的途径，宗教教育在

此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2 履行宗教社会化功能的主体

履行社会化功能的主体，即社会化的

主要媒介有：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

区等。

1.2.1 家庭

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家庭是其宗教

社会化的主要环境之一，中国自古就有“家

国天下”的说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初

级群体中最具凝聚力的一个群体，是文化的

主要载体之一，在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依恋

行为对于子女的成长之路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在家庭中，母亲则是其宗教教育的

第一位重要的领路人。梁启超认为“故治天

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

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

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

强弱之大原也。”而家庭中夫妇两人的社会

角色是不同的，对于父亲与母亲在子女教育

中的作用，郑观应如是说：“襁褓之婴、孩

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

性多，亲父之性少。”[2]《古兰经》也对父

母亲的职责予以说明，“做母亲的，应当替

欲哺满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

做父亲的，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 

1.2.2 学校

当穆斯林孩童六、七岁开始就要学习

基本的宗教知识，而从此时开始，他们的

社会化媒介又增加一项，这就是学校。而

提到穆斯林的学校，就不得不提到经堂教

育。中国的经堂教育自明朝胡登州伊始延

续至今，与穆斯林社区的教坊相结合，已

经成为极具中国伊斯兰文化特质的文化事

项。经堂教育设在清真寺之中，一般分为

小学、中学和大学。

经堂小学是穆斯林的宗教启蒙教育。

小学课程包括“1.黄本(阿拉伯字母及拼读

)，2.凯里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重在

拼读原词，称作“编凯里迈”)，3.亥帖 (

《古兰经》选，重在熟练地背诵原文);4.乜

帖(阿拉伯、波斯语的各种宗教生活祷词)，

5.凯合夫章(重在带韵诵读经文)。”[3]在学

习这些宗教基本知识的同时，穆斯林子女也

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同龄群体的影响。在这种

传统的同质化的群体之中，宗教文化轻而易

举地渗透其中，并且成为了这一群体认同的

重要符号，当符号使这些伊斯兰文化的承载

着们很容易的区分出群体边界时，其自我显

现的更加的成熟，宗教文化便沉淀在其心灵

深处成为一种内化的价值从而影响其一生。

经堂教育的中学是为了从小未受到过

宗教教育的成年人所办，这也是穆斯林社

会的一种广义的再社会化（继续社会化）

手段。

经堂教育的大学阶段是培养宗教精

英群体的摇篮。“经堂教育宗旨主要是为

了各教坊清真寺培养经市、阿訇，对穆斯

林进行宗教只是的教育。”[4]宗教精英在

穆斯林社会中享有极高的权威，而偏偏这

种精英阶层培养制度的准入规则较为简单

（“小学老师会同主管乡老，在主麻日聚

礼下殿时，领学生到开学阿旬面前去“接

经”，即举行下跪、拿手、认师和开课等

仪式，即算入学了。”[5]），这使经堂大

学教育在穆斯林的群体中更添吸引力。

在经堂教育的体制下，女学教育也在

默默发展，有些女学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

女性为主导的女寺，这种局面，一方面显

现出女性作为一种宗教群体的自觉，另一

方面也使家庭发挥宗教社会化的功能上升

到一定的层次。

1.2.3 社区

经堂教育依附在极具伊斯兰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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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教坊社区之中，（“所谓教坊，包括

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全体穆斯林

所形成的独立的、地域性的宗教组织单

位。”[6]）而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在

这种由初级群体组成的、群体符号鲜明的

社区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对于群体符

号的认知与学习是穆斯林群体宗教社会化

的主要内容。“回族在用汉语作为本民族

的统一语言后，因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

还保留一些先民们使用过的阿拉伯语、波

斯语词汇，以及回族自推广经堂教育后，

广泛流传在回族民间的经堂语。”[7]孩子

们在经堂小学学习的过程中充分的掌握了

这些日常生活中交流的特殊的语言符号，

而具有伊斯兰传统特色的建筑、服饰、饮

食、节日、习俗等符号也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社区之中一览无余。这种立体的全方位

的社会化较之书本所学更加生动多姿，更

加容易被穆斯林内化。

伊斯兰文化特质的穆斯林教坊社区，

成为穆斯林宗教社会化的最合适的大熔

炉，其他的社会化媒介如家庭、学校等都

依附在这个社区之中而发挥着他们各自的

功能。正如杨文炯所指出的那样“经堂教

育在中原地区由于大传统的强大排压和挑

战而获得充分的发展 ———男学与女学

并举的双轨发展 ——— Jamaat→清真寺

(经堂教育男学、女学)→家庭(全体成员) 

→ Jamaat ,这一发展模式既强化了回族

穆斯林社区的社会与文化结构 ,又硬结了

家庭这一文化传承的载体。”[8]

2.穆斯林社区的变迁与宗教社会化模

式的转变

2.1 穆斯林社区的变迁

对于穆斯林传统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

特点，白友涛提出了回族传统社区的“盘

根草格局”这一概念。他认为“回族社区

外部联系非常松散 ,内部亲缘、地缘、血

缘、情缘、业缘等关系紧密而复杂 ,如果

借用费孝通先生的格局范式来描述传统回

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 ,可以称之为‘盘根

草格局’”[9]

在穆斯林宗教社会化过程中，这种盘

根草格局的社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

展，这样的穆斯林社区也只能随波逐流，

潜移默化间,其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与文

化结构发生着一系列的变迁。

一个社区之所以存在，必定具备一

定的要素，即人口、社会互动与社区文

化。这些要素的变化会导致社区的变迁。

这种变迁在范围上主要波及两个极端的地

域，即乡村与都市。乡村中大量的人口涌

入都市之中，这直接导致乡村中家庭结构

的变化，核心家庭与空巢家庭的数量随之

增加。这就使原本传统社区中宗教社会化

的链条在家庭这一环节产生一定程度的松

动；而城市之中也随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

涌入而发生着变化。 

2.2 都市穆斯林社区与异质性文化的

冲击

在众多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菲雪尔的城市社群网络理论

独树一帜，他的这一理论不同于“城市决

定论”与“人口组成论”，认为“任何人

在社会上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赞助与支持，

即人际关系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了

解、接受，以及养成的共同规范和生活方

式就是‘次级文化’。次级文化从社会群

体的互动上讲，就是指属于同一类的次级

文化者之间，在社会互动中给予彼此感情

上、心理上的赞助、同情和支持。”[10]

大量穆斯林人口往往通过强关系而流动进

入城市（如通过亲属或老乡介绍进入城

市），这种性质的流动致使他们很容易形

成这种次级文化群体。而伊斯兰文化就是

连接与维系这种群体的重要的文化结构。

他们在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在城市

中充实或重建了一个穆斯林“城市社群网

络”。

城市之中的原有穆斯林社区在原本的

都市异质性文化夹缝之中一直作为一种边

际文化而存在，并且有逐步没落的趋势，

但是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他们作为

一种新鲜血液充分补充而进入了都市穆斯

林社区，这种次级文化群体建立的亲密关

系，增加了这里的宗教氛围，连接起原有

的伊斯兰文化在城市中的些许孤岛，使宗

教在都市穆斯林社区中的社会化程度有所

加深，促进了城市中原有穆斯林的宗教再

社会化（继续社会化）。

然而这种城市社群网络的社区整合程

度与传统的盘根草穆斯林社区的整合程度

相比仍然较弱。因此在传统社区中那种社

区以及经堂教育对于宗教社会化的影响在

逐步减弱，而家庭的功能逐步显现，成为

了一种能够与社区影响分庭抗礼的重要力

量。但是鉴于流动人口本身的一些特性，

使得这一群体及其子女在宗教社会化方面

面临一些困境，如由边际文化的特质而造

成的流动人口子女教学问题。

面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问题，大

部分流动穆斯林倾向于选择把子女留在原

住地就学。流动穆斯林男性更加倾向于流

动行为，因此，留守在原住地的女性往往

成为家庭之中宗教社会化的主导力量。这

种局面就冲击了之前的那种“Jamaat→清

真寺(经堂教育男学、女学)→家庭(全体

成员) → Jamaat”宗教社会化模式。这

样在城市之中造成了穆斯林城市社群网络

——家庭并举的宗教社会化模式，而在原

住地，出现了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教育——

教坊社区并重的宗教社会化模式。

3.结语

在中国传统的穆斯林社区之中，家

庭和社区在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社会化过程

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宗教

社会化的启蒙来自家庭，另一方面，社区

依靠经堂教育以及社区文化促进宗教社会

化的发展。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流动人

口的增加，穆斯林传统社区经历一系列变

迁，致使家庭与社区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城市之中呈现穆斯林城市社群网络——家

庭并举的宗教社会化模式；在原住地则出

现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教育——教坊社区并

重的宗教社会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随着人

口的流动的变化而显现出不稳定的态势，

而这其中的具体表现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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