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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回族社区的转型及走向

——关于精神社区的认识与思考

马  强  胡群琼 [1]  

城市化将城市回族推向散居的境地 , 这是群体面对现代化必须经历的阵痛 ,

也是中 国社会发展变革给这一群体带来的机遇 。 传统地域社区面临解体 、分散或

迁移 , 社区组织体系和人 口 凝聚方式终被打破 , 因 打工 、 经商 、 求学 、工作分配 、族

际通婚等流散到城市中 的回 族面临重新构建社区的 困境 , 社区处于剧烈的变迁

之中 。 本文将 以近年来我国城市 回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 的探索与调适 , 对 回族

这一民族共同体在都市 中既要保持族群特征 , 同 时又要融人主流社会的 矛盾心

态进行反思 , 对当前 已经出现的多种形式的 、 流动的 回族精神社区进行初步研

究 , 以期引起学术界关注 。

一 、 都市化与城市地域社区 的解体  

城市化使那些同地域捆绑在一起 , 拥有相对固定人 口 , 成员 对社 区充满感情

的 “ 哲玛提 ” ( 社区 ) 已经难以维持 。 城市化过程中 , 不同都市因社区历史差异和传

统文化保持程度的不 同 , 社区解体或功能弱化的历程也不尽一致 , 其普遍原 因主

要在于以下三点 。  

( 一 ) 地域社区人 口 下降  

城市建筑高楼大厦 , 导致单位面积 中穆斯林人 口 相对下 降 ;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发展主要在城外 , 而传统穆斯林社区所处的 老城区 经济增长点不大 , 经济

因素 造成社区对穆斯林的 吸引力减弱 ; 交通 、 住房等 的方便程度也会导致社 区

人 口减少 。

人 口 的流失降低 了社区凝聚力 , 维持社区运作的经济力量随着人 口 的外迁



也减弱 , 造成 “ 经学 ” 的萎缩 , 社 区活动难 以开展 , 清真寺因管理 、 维护者减少而 出

现衰落 。      

( 二 ) 文化功能下降  

城市化引起了社区生活 的世俗化 , 社区文化单一 、 死板 , 对社 区成员 疏于教

化和劝导 , 缺乏文化 自觉和创新 , 对成员 的 吸引 力降低 , 引发人们寻求新 的人际

互动方式以加强伊斯兰教教义的学习 和相互劝鉴 , 以弥补社 区文化缺乏之不足 。

此种境况同时又会加速人 口 外流 , 以寻求新 的互动方式 。这一因素往往是地缘消

失 的深层原 因 , 其过程虽然缓慢 , 但对于社区 的消 亡具有决定意义 。

( 三 ) 社区遭到人为破坏    

“文革 ” 时期 , 城市中许多清真寺被拆除或停止宗教活 动 , 伊斯兰 教特色文

物被毁 、 经典被烧 , 造成宗教文化传承物质依托 的断层和家庭代 际之 间 出 现信

仰断裂 。    

随着旧社区 的解体 , 新社区运作体系在不同人群中被重新构建 。 无论是社区

精英的培养还是权力体系 的运作诸方面 , 如何达到不同层面的宽容和互动 , 都需

要长时间的磨合 。 地缘社区解体后 , 旧社 区文化功能逐渐弱化 , 但部分成员对旧

社区怀有感情 , 往往认为 自 己仍是迁 出社 区的成员 。

二 、 都市化进程中 的回族社区类型    

社区一词在 回族民 间通常称作 “哲玛提 ” ( 意为群 、 伙 、 集体 ) , 按照农村—城

市二元分类 , 大致也可以将哲玛提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类型 。 一般而言 , 农村哲

玛提地域特征明显 , 人 口 围寺而居 , 社区成员 间相互熟悉 , 日 常接触异质文化的

几率较低 , 社 区意识较强 。 传统城市社区 主要集 中在几条街巷 , 拥有一个或多个

清真寺 , 社 区能够组织居 民开展经学传播 、 经营生意 , 满足社 区居 民 的宗教及饮

食生活 。 城市社区人 口 构成和职业特征庞杂 , 与异质文化接触频繁 , 社区在世俗

生活中经济服务功能辐射力 强 , 在城市中往往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 成为市

民和游客感受多元文化的休闲之地 。 我 国城市回族社 区在城市化浪潮中发生 了

巨大变迁 , 根据其 目 前形态 , 大致可以从 以下方面对其进行分类 。    

( 一 ) 从社区居住格局看 , 可以分为多点聚居型 、 散杂居型和集中聚居型    

多点聚居型 。 例如兰州 回族主要集 中在小西湖 、 庙滩子 、 金城关 、新关 、南关

等地 。 其居住格局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 在局部地方 同汉族等各民族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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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 但同时在有清真寺的地方又有数量不等的穆斯林聚居 。    

散杂居型 。 目前 国 内 大多数城市的 回族居住格局都处于此种状态 , 如广州 、

深圳 、 上海 、银川 。 越是城市化程度高 、 商业发达 、 城市扩张速度快的城市 , 其散居

趋势和特征越明显 。    

集中聚居型 。 典型的如西安 回坊 、 西宁东关 、 呼和浩特回 民区等 。 这些城市其

余地区也有少量 回族集中点 , 但都没有如历史上形成的聚居区那样人 口众多 、 传

统深厚 、 人们具有强烈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 。    

( 二 ) 从历史传统和演变观察 , 可以分为传统社区和新兴社区    

传统社区一般建立年代久远 , 具有深厚的 历史记忆 , 然而就其演变来看 , 在

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区总体处于已经解体或正在改造的过程 中 。 如西安 回坊 , 北

京牛街 、 东寺 , 银川 的 中寺 、南关寺 , 南京的七家湾 , 兰州 的西关 、南关 、 新华巷等 。

这些社区 中的坊民基本为世居者 , 社区管理权也掌握在定居者手 中 , 外来移民只

是选择性地参与清真寺活动 , 对社 区归属感不强 。    

新兴社区是改革开放 以来各族群穆斯林进入城市共同构建的社区 , 通常由

来 自 不同地域的新移 民创建 。 如浙江义乌市随着近年来商贸事业的发展 , 为方便

中外穆斯林践行宗教生活 , 应广大穆斯林的要求 , 政府在市内穆斯林活动较为集

中的地方新建了礼拜寺 , 成立 了伊斯兰教协会组织 , 聘任阿訇负责社区宗教生

活 。 深圳市为便于本市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 于 1 9 9 7 年筹建深圳清真寺 , 并于

1 9 9 8 年投入使用 。    

( 三 ) 从族群构成看 , 可以分为多族群社区 和单一族群社区    

多族群是城市穆斯林社区 的一大特征 , 也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表现 。 如香港湾

仔的爱群道清真寺 、 九龙清真寺都是中外穆斯林共同参与管理的城市社区 , 其中

除华人外 , 还有印 巴人 、 阿拉伯人 、 东南亚人 , 甚至还有欧 、 美 、 非等洲的族群 。 随

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 日 益发展 , 广州 、 义乌 、南京 、 北京 、上海 、西安等地也出 现了 中

外穆斯林共同参与宗教活动的多族群社区 , 但总体而言 , 回族在这些社区 中 占大

多数 。

三 、 地域社区解体与散居回族的调适与应对    

地缘社区弱化或消失 , 回族传统社区功能出现残缺或断裂 。 原来能够为社 区

成员提供便利的宗教和经济生活的社区机制被打破 , 伴随着现代化出现的世俗化



和新的社区成员之间 的陌生感销蚀 了社区成员对哲玛提的归属感和依赖感 。 部分

原属 同一社区的成员之间只有通过节 日 庆典 、婚丧嫁娶 、 周五聚礼等特定时刻相

互见面 , 日 常以家庭 、清真寺号召为主的社 区活动减少 。 散居后 , 个体之间 的 自 由

交往成为文化因子传播的主要途径 。 社区普遍经历了从过去因 同地域捆绑在一起

的熟人关系 , 发展为分散的 、多种形式的 、流动的 , 以信缘为认同根基的社区 。    

随着现代通讯及媒体技术的发展 , 利用新的手段和技术建立以信缘为基础

的哲玛提成为新一代人们 的必然选择 。有线 电话 、手机 、 国际互联网 ( 诸如电子邮

件 、 Q Q 聊天 、 网络社区 中的 留言板 、 H o tm a i l 和雅虎通短信及语音服务等 ) 成为最

直接的交往手段 ; 书籍 、影碟 、 网页 、 旅游等成为青年人获取信仰知识 , 得到 文化

启 蒙的主要途径 ; 工作单位 、 娱乐场所 、 家庭等都可能成为他们的互动空间 ; 周末

聚会 、 节 日 出 游 、 文体活动等成为他们交往的主要形式 ; 演讲 、 讨论 、 学习 、 娱乐等

成为城市新一代人们的最主要互动方式 。 网状的小型社区 、 临时社 区 、过渡型社

区成为城市化过程中 的主要社区形式 。 这些社区 的建立者和参与者通常是周边

流动者 , 同时整合了同一城市中的 文化掮客 ( 如打工者 中的 乡 老 、 阿訇 、 满拉 、宗

教热心人士等 ) , 而不仅仅限于世居者 中 。    

作为城市社会中 的异质社区 , 随着现代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 这些地域上

的群体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文化共享 。 正因为如此 , 城市化导致的穆斯林

社区解体虽引起多数传统社区成员 的担忧 , 但并没有对城市穆斯林的文化认同产

生致命性打击 , 反而激发 了他们构建精神社 区 的创造力 , 重新在新的生活环境中

建立信缘网络 。 “ 网络哲玛提 ” 、 “相约主麻” 、 “周末有约 ”等城市互动组织和活动在

民间兴起 。 哲玛提由 以清真寺为中心转向 以流动人 口 居住地为中心 , 由一点扩散

到多点 , 由 单一中心发展为多中心 , 社区形式 向多元化发展 。 社区的产生具有 自 发

性 、 随意性 , 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 , 以朋友 、 教亲 、 老乡 、 同行之间交往为主 , 也会扩

展到非信仰群体。 社区成员平时生活在主流社会 , 主动适应当地生活 , 增加了同主

流社会接触的机会 , 成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了解的窗 口 。 可以看到 , 在中国宗

教信仰 自 由 政策的实施下 , 流动社区是促成族群交往的场域 , 并不会导致种族隔

离 。 可见 , 西方某些国家形成的种族或文化隔离制度 , 同特定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同

化政策有关 。 中 国 的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多元 、 和谐发展的

政策 , 其倡导的是不同文化载体之间既能美美与共 , 又能和而不同 。    

城市穆斯林以现代媒体和通讯手段作为联络工具 , 建立虚拟社区 , 创造现实



互动 , 以宣扬穆斯林的 团结互助为宗 旨 , 提倡在城市中恪守伊斯兰信仰 , 努力工

作以实现个人价值 , 使流动社区突出互助性和劝鉴性 , 成为 “他群 ”了解 “我群 ” 和

进行文化展演的 窗 口 , 以期对 “我群 ”形成示范作用 , 为 “他群 ”创造对话平 台 。 只

要有年轻一代穆斯林活动的城市 , 就有这种非地域社区的存在 。 仅 以网络社区 为

例 , 香港有伊斯兰之光 ( 域名 : w w w . n o r i s l a m . c o m ) , 上海有中 国伊斯兰在线 ( 域名 :

w w w . i s l a m . c n . n e t ) , 西安有绿色中华 ( 域名 : w w w / . x a m u s l i m . c o m ) , 深圳有星月 , 广州

有广穆等 。 此外在中 国穆斯林网站创建的 网络社区中有上海 、 西安 、 广穆 ( 广州 ) 、  

义乌 、宁波 、 兰州 、 西宁 、 成都 、 武穆 ( 武汉 ) 、 昆 明等城市社区 。 商业流动性 以及媒

体和通讯技术 的发展 , 尤其是超越时空的计算机网络已经将不 同文化特质的人

群锁定在 同一个超级虚拟空间 中 , 使文化或种族隔离已变得不太可能 。

四 、 作为精神社区的城市穆斯林哲玛提    

( 一 ) 学术界对于精神社区 的认识    

学术界一般将上述穆斯林哲玛提称作精神社区 。 如英克尔斯认为“精神社区

指的是这样的社区 , 它的 共同成员 感建立在价值 、 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之

上 ” [2] 。 李迎生在对社 区进行横向分类吋也将宗教社区 、种族社区 、 散杂居 民族

等作为非空间性的社区归入精神社区之列 , 他认为 “精神社区是指建立在共 同的

价值 、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上的社区 。 虚拟社区则是由 于互联网 的发展而出现

的网络社 区 。 在这类社 区 , 人们虽没有明显的共居地 , 但有着某种共同的 归属感

和成员感 , 有着某些共同 的信仰和亚文化 ” [3 ] 。 强调超地域 、 非空间性 , 注重成员

之间的相互依存感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是精神社区 的共同特征 。 有学者还专 门

以全球穆斯林信仰社区为例 , 认为 “从空间特征来看 , 人们没有共同 的区域 , 但却

有着共 同的成员感和隶属感 , 有着某种共 同的价值观 、 生活方式和信仰 , 他们可

以看成是一个精神上的社 区 。 ” [4] 笔者认为穆斯林作为一个信仰群体 , 其组织并

未根据教阶或国家体制来划分 , 而是人们按照教义教法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和实

践 ( 如朝觐 ) 。 随着现代化将人与地缘剥离 , 这种精神社区在城市环境中已经 比较

普遍 。 也有学者认为精神社区 “有文化社 区 、 宗教社区 、 种族社区等 。 在同一种传

统文化 、 或同一种宗教 、 同一种种族背景下 ‘ 互动 ’ 、 ‘ 共生 ’ 的人们 , 构成了此种社

区 。 典型的如闽粤 的 ‘ 客 民 ’ 社区 、 西北西南 的藏传佛教社区 、 伊斯兰教社区 、北方

的‘ 旗 民 ’ 社 区等等 。 ” [5] 其实精神社区 主要是宗教社区 , 即便是同一个种族如果



没有共同的精神信仰也不会形成精神社区 。 同样 , 不 同的种族 因 为同一信仰反而

容易建立精神社区 。 将文化 、 种族等社区置于精神社区的概念之下容易造成精神

社区 的认识走向泛化 , 这是对社区分类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认识 。    

精神社区正如《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言 : “共同联系 和归属感来 自 信仰 , 具

有相 同的过去 、 命运 、 价值 、 兴趣 、 亲属关系等等 , 这些都没有预设成员 生活在一

起 , 就像民族或宗教社 区中其成员 在地域上是分散的 。 ” [6]‘ 社区 ’ 作为一种形

式 , 对学者和移民者是开放的 多种解释和意义 。 社区真的就必须意味着临近吗 ?

有 了电脑空间的优势地位 , 长期以来 习惯于说‘ 社区 ’ 很少有直接的交互作用 , 现    

在能够同那些从来都没有直接的 、 有形接触的人们谈及社区 。 社区常常并非意味    

着地理的空间或物理的接触 。 ” [ 7 ] ( R h y s H . W i l l i a m s , 2 0 0 2 : 2 5 6 )  

( 二 ) 笔者的认识  

基于以上梳理 , 笔者认为精神社区是建立在宗教或文化认同基础之上 , 以共

同 的信仰或信念整合的人们共同体 。 维持精神社区存在的不是地域空间与物质

设施 , 而是建立在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基础上的社区归属感 。信仰是精神社 区

文化 的支柱 , 也是其与世俗社区 的分界 。 构成精神社区 的要素包括共同的信仰 、

文化负载者 ( 人群 ) 、成员 之间 的交往和互动 。精神社区的边界不能通过地域来确

定 , 只有经过文化的考察才能发现 。 在这样的社区 中 , 人们对空 间的概念超越 了

物理地域 , 任何一个城市 中的穆斯林家户都可能成为精神认同下社 区成员互动

的神圣场域 , 成员 的 “在场 ”表现为暂时性的 聚合 , 而凝聚和提供这种空间 中 “在

场 ” 的条件是对信仰意义的追寻 。 精神社区是信仰群体在高度行业化和分工 日 益

细微的都市社会中维系信仰的应对措施 , 是地域社区面临改造或解体之后人们

之间新 的整合方式 , 也是现代化挤压下信仰者之间探索 出 的新型互动方式 。  

( 三 ) 精神社区 的认同  

中 国城市穆斯林社区 的认同其实是对以不 同清真寺为象征的一整套教义解

释体系 、 仪式展演过程 、组织架构方式 的认同 。 这种认同既有教派的 因素 , 也 同现

代化过程中不同清真寺采取的文化复兴措施对人们 的吸引 力有关 。 年轻一代一

般不抱厚此薄彼 、 相互褒贬的教派思想 , 他们对社区 的归属视清真寺的文化复兴

活动而选择 。 某个清真寺 阿訇和寺管会的文化举措贴近青年人 , 就会对他们有吸

引力 , 从而吸引 更多的追随者 。 反之 , 一个阿訇 的离去也会造成整个社区 活动的

冷落 。 散居城市中人们因宗教活动点 的稀缺而淡化 了社区认同分歧 , 而分散 的 、



流动的哲玛提是这种分歧的另一种表现 。 不同个体建立的 流动哲玛提集聚 了爱

好 、 职业 、 性格 , 或教义思想认识 、 知识背景 、 籍贯等相 同的成员 , 穿梭于不同哲玛

提 中 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够容纳多种宗教思潮 , 以整个伊斯兰发展为宗旨的 文化

掮 客 。    

流动的哲玛提是独立于国家管理体制之外的一种社区形式 , 是公共社区 中

的社区 , 既非国家权力渗入或打压的结果 , 亦非熔炉或文化多元政策等涵化过程

所致 。 其凝聚力来 自 宗教传统 , 是一种心灵的力量 。 凝聚并不是刻意的文化抗拒

或对现代化的排斥 , 而是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直面应对 , 在城市化进程 中做出 符

合伊斯兰精神的价值判断 , 更加积极地调和各种文明以选择 自 身发展的路径 , 做

到既符合穆斯林的本色 , 又能与现代化接轨 , 适应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 , 做城市

中 的精神游 民 。    

五 、 精神社区对于城市穆斯林生活的 意义    

自 穆斯林先民移居 中国起 , 他们历来就以入世的 心态 , 在保持心灵信仰 的前

提下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 其先民在唐宋时期尚 有侨居心态 , 但 自 元以降逐渐淡

化了侨民身份 , 以 中国为家园 。 不同穆斯林群体融入城市的深度和力 度同他们在

此居住的 时间长短 、 居住格局 、 文化因子 习得的概率 、 婚姻关系等有关 。 一般而

言 , 世居者与 当地主流社会交往 日 久 , 相互 了解 , 他们在地域解体之后已适应了

市民交往与城市生活 , 陌生感较弱 , 部分人对伊斯兰文化 的归属感不强 。 他们讲

当地方言 , 同周 围汉族群体通婚率高 , 习惯于本地饮食和服饰 , 同本单位职工或

小区居民杂居 , 生活上已基本融入汉族 , 仅在某些民俗方面保留 “清真” 的痕迹 ,

如不吃猪 肉 ( 但个别人对市场上出售的没有按照伊斯兰教法屠宰的牛羊鸡鸭肉

并不排斥 ) 等 。 而来 自聚居地区 的新移 民在融入 中仍然处于调适阶段 , 对非伊斯

兰文化的渗入持抗拒心态 。 他们更加注重小型交往 圈的构建 , 以流动的家庭哲玛

提来补充地域社区缺少之不足 。 对于正处于社会经济 、政治转型 中的城市而言 ,

这种在保持与融入之间徘徊的状况必将随着城市 自 身的发展持续很长时间 。 经

历了长期的城市心灵漂泊 , 未来城市穆斯林还会朝着 以建立地域社区 , 以聚居为

主的形态发展 , 但聚居者在进入同一地域之前 , 将会通过各种途径达到相互认知

和了解 , 因为他们大多充满 了对精神家园的渴望 。    

经历了地域社区解体或功能削 弱的普遍过程 , 流动的哲玛提将会成为城市



穆斯林群体文化 自 觉的表征 。 它以彰显异质文化 、 表达社区认同为内 容 , 为城市

文化增添多元特色 。这种流动的哲玛提将以伊斯兰精神为社 区意识 , 主动适应城

市生活 , 在理解周围非信仰群体文化的前提下 , 试图通过群体的文化展演行为体

现 自 身的伊斯兰文化属性 。    

地域社区消失或弱化之后 , 清真寺作为象征符号在特定时空 中发挥作用 , 但

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发生断裂 。 同化论者认为 , “随着不同 民族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

民族群体成员得到教化 , 在大社会中建立起 自 己 的社会经济地位 , 早晚有一天 ,

移 民社区会瓦解 。 ” 民族聚居区要么消失 , 要么成为 “一个不断衰落的贫民窟 , 里

面住的全是失意 、 潦倒的人” 。 [ 8]周敏认为这种观点是学者研究城市中的外籍移

民社区 , 尤其是欧裔少数民族群体 ( 如意大利裔美 国人 ) 而得出 的 , 并不符合华人

社区的状况 。 通过对城市散居穆斯林的研究 , 笔者认为我国 的城市穆斯林群体组

织既不会完全消失 , 也不会沦落为贫 民窟 , 而是分散为多点的 网络结构 , 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参与城市生活 , 在保持信仰文化和融入都市生活的博弈中顽强生存 ,

以 民族特色经济为生计支撑 , 成为城市多元文化中 的独特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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