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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适应：“大、小传统”语境下 

中国回族民间教育的反思

马海龙、马云鹏

内容摘要：自从回族在中国诞生以来，它就面临着如何在传承伊斯

兰文化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经过不

断探索，回族开发了民间教育。回顾回族的民间教育历程，我们发

现一种“发展——式微——发展”的周期性循环，而当前中国回族

的民间教育又正处于新一轮的式微阶段，如何理解回族民间教育的

周期性循环的现象？其内在机制为何？当前回族民间教育的困境又

该如何解决？本文试以人类学中“大、小传统”语境下的文化传承

与适应学说、伊斯兰教教育思想以及文明对话理念为视角，对这些

疑窦做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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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Muslims have developed the present folk education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searching and exploration. This process goes 
through a periodic cycle of 'Development-Decline-Development' It 
is currently in the period of decline. But how do we understand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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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we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Hui Muslim’s folk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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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某一共同体所特有的，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

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

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

式。”①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自成体系的，它包括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系统在接触过程中必

定要经历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中国文

化正是在多民族文化互动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

互动将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本文以中国回族为例，

探讨中国的一个亚文化群体是怎样与主流文化展开互动的？这一文

化互动过程中又蕴含着何种机制与特点？从中我们又能得到何种 
启发？

①  （法）维克多埃尔著，康新文、晓文译：《文化概念》，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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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小传统”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适应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针对社会结构问题，提

出一对概念，叫做“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他为了有效区分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组

织结构，便使用这对概念来加以说明。所谓“大传统”，代表着文

明或国家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而小

传统则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方式传承的俗民文化传统。正

因乡民社会被包含于整体的大社会（传统的帝国体系、殖民体系或

现代国家社会）之中，因此，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两种社

会进行文化的互动时，“大传统”社会往往取得文化上的霸权地

位，而“小传统”社会只能被“淹没”于“大传统”社会之中，而

被迫适应“大传统”社会。

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理论实际上所反应的是居于亚文化

的民族群体如何在主流文化的包围下进行文化传承与文化适应的困

境。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魅力之所在，亦是不同民族

之间存在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故民族的延续有赖于民族文化在民族

成员代际间的传递与创新，我们将其称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文

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文化元素传递而是按照文化适应的规律和要求

作有机的排列组合，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作必要的文化要素积

累。”① 换言之，文化传承并不限于文化在民族成员中的传递和继

承，而在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使本民族文化得到调适

和重构，以实现民族文化的适应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由于，教育是人类社会有目的地继承人类的文化成果，以使人

类社会所积累的文化能够得到有效的保存、传递、创新与发展的过

程，因而教育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正如教育人类学认

为，“教育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② 文化传承主要是通过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来完成的。相较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而言，社会教育由于其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更广，教育方法和场所更

灵活，教育内容更丰富，使得社会教育成为一国之内少数民族传承

①  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 5期。

②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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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最普遍亦是最有效的方式。诚如格尔纳（Ernest Gellner）
所说的，“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社区生活与国家体系之间的社会距

离，而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得以再生产和延续，是因为它们依靠了

社区中的面对面的教育，面对面的文化传授为社会的文化延存提供

了重要手段。”① 因此，当一个民族参与到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互

动时，教育往往成为了该民族保留文化的独特性性而又推动文化的

适应性的最常见的方式。

中国的回族自形成以来，一直居于社会亚文化的境遇。这种境

遇必然决定了回族社会将长期面临如何确保文化的传承性与适应性

的难题：如何在一个以儒、释、道文化为“大传统”的社会的包围

下，使回族社会既能保持自身“小传统”社会的独特性，又能保证

这种“小传统”社会的适应性，以使其在与“大传统”社会互动时

获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回族经过不断探索，终于发现通过发展民间

教育这一方式，能够确保在传承自身“小传统”社会的同时又能适

应“大传统”的社会。因此，对回族的民间教育的总结与反思，将

有助于我们了解回族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的内在机制，并增进我们

对回族文化、中国文化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二、发展与式微——中国回族民间教育的周期性循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的若干主要文明体之一，儒、释、道文化构

成了这一文明体的核心要素，它对包括回族在内的世界上的多种民

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族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中国的一个说

汉语、写汉文，已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又是一个

深受伊斯兰教文化浸染并以此为其民族文化内核的穆斯林民族。这

种特殊性决定了回族从诞生之时起，就肩负着传承伊斯兰文化与适

应中国主流文化的双重使命。然而，无论是在古代帝国时期还是在

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回族都是以一种“小传统”社会的姿态而陷于

主流的强势的“大传统”社会之中。

在帝国王朝时期，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为核心要

素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受到国家权力的庇护而予以强制性传

①  王铭铭：《想像的异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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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为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人社会所内化并因

此而建立的“大传统”社会。而回族文化，由于其鲜明的伊斯兰文

化特点，更多时候是被视为一种“异文化”，回族也就被视为他

者。当“大传统”社会的文化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推介时，作为

“小传统”社会的回族文化必定做出排斥甚至是反抗行为，“大传

统”社会与“小传统”社会之间表现为一种持续性的张力，这种张

力的极端形式则是民族冲突。

明朝时中国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

外处于一种文化保护主义的局面，对内则是中央王朝推行“大传

统”社会强行介入“小传统”社会的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

胡姓”的政策，使得回族文化被迫适应主流的儒、释、道文化，回

族文化传承活动遭到帝国的禁止。到了明末，回族伊斯兰文化式

微，回族“汉化”现象普遍，回族伊斯兰文化急需复兴，因而回族

的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了一场文化自救运动，其表现为经堂教育的创

办。直到今天，在回族社区，经堂教育依然是传承回族伊斯兰文化

的有效途径。

由于清初，帝国在民族文化政策上采取的包容态度，“大传

统”社会与“小传统”社会间的张力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两种社

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吊诡的是，这种“大传统”社会对“小传统”

社会的包容，并没有激发“小传统”社会的自我保护主义，反而促

使“小传统”社会积极主动地适应“大传统”社会，清初回族的

“汉文译著”即是最好的例证。回族的“汉文译著”活动是历史上

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首次系统性地对话，推

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为回族在中国争取了更多的生存

空间，也因此成为了以后各个时期回族进行文化传承与文化适应所

效仿的楷模。

然而，清初这种“大传统”社会对“小传统”社会的宽容态度

没有维持多久，就转为“大传统”社会对“小传统”社会的全面同

化。清朝后期，由于西北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纷争发展成为回族起

义，清王朝对此采取残酷镇压措施，并由此开始采取“以回制回”

和强制同化的政策。对此有文献记载道：“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

掌教、阿訇、阿衡、师父等名目，择老成人称乡约，稽查约束。循

化掌教改为总练，阿訇改为乡约。新教礼拜寺全毁，旧教嗣后亦不

得增建。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居住，每年乡约头人具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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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及前项情节甘结一次，地方官加结，年终汇齐送部。”① 清廷对

回族和伊斯兰教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使得回族文化，甚至回族这

个民族，都遭遇到了重大的灾难。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历史，是回族探索民族宗

教教育与现代国民教育相结合的时期，史称“回族新式教育”。一

批回族的有识之士有感于回族传统经堂教育偏重于宗教教育而缺乏

科学文化教育的缺陷，必须对传统经堂教育做出改革，创办新式教

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新式回族学校的授课内容以科学文化知识

为主，以宗教知识为辅。此外，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旨在普及回族

宗教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刊物，较为著名的如《醒回篇》、

《月华》等，这些刊物成为了引领回族社会思想变革的舞台。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末，回族的新式学校为回族传承民族文化、适

应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清朝回族的“汉文译著”是回族

“小传统”社会与中国的“大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那么回族新

式教育则是一场回族“小传统”社会与现代化这一“大传统”社会

之间的互动。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中国回族及民族文化

再一次遭遇劫难的时期。由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所采取的“极左”

路线，宗教被贴上“精神鸦片”与“封建迷信”的标签而受到批

判，一切宗教活动受到打压，而“经堂教育实际上也和宗教活动一

样，有的转入地下而继续存在。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回民的普通文

化教育也大大地后退了。十年内乱时又受到空前大的摧残，是回民

教育的大倒退阶段。”② 同时，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灾难。历

史再一次证明，“大传统”社会的强势，意味着“大传统”社会

与“小传统”社会之间张力的增强，也就必然导致两种社会两败 
俱伤。

随着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纠正“极左”的政治路

线，特别是 1982 年宗教信仰恢复自由政策的实施，为回族参与宗

教活动、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提供了保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头十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回族的民间教育事业迎来了又一

①  龚景瀚：《循化志》（卷 8《回变》），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18页。

②  马汝邻：《回族教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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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展的“春天”。我们仅以甘肃省临夏市与云南省部分地区的回

族民间教育为例对这一时期回族民间教育的发展做一说明。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临夏市回族的传统经堂教育发生了

重大变迁。新式经堂教育在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以培养伊斯兰

宗教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兼备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如社区清

真寺工作人员，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在课程方面，宗教课程与科学

文化类课程并重；教材更新及时，大部分传统经堂教育中的教材被

淘汰；教学管理制度更为人性化与规范化。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市

回族经堂教育最重要的变迁体现在经堂教育办学形式的改变：传统

的以清真寺为依托的经堂教育变为教授宗教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职业

学校——阿拉伯语职业学校。

此外，回族民间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还体现在多种教育

形式的涌现与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

首先，依托于回族社区的各类学习班大量涌现。如：清真寺日

常中老年退休人员的经学班、中青年业余学习班、幼儿学习班、学

生假期学习班等。以云南为例，中老年退休人员的学习班在清真寺

基本每日开办，学习内容以《古兰经》诵读、《圣训》解读和日常

“杂学”（伊斯兰宗教常识）为主。中青年的学习班是近年来的趋

势，许多工作的穆斯林中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真寺进行宗教知识

学习。幼儿学习班也是在寺内进行，多聘请中阿学校教师负责教

学，内容以基本宗教常识和阿拉伯语字母为主。大、中学生假期学

习班则以聘请专家、学者来讲座以及组织学生社会实践的形式来进

行，近年来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

其次，回族民间教育办学主体的多样化。官方的伊斯兰教机

构——伊斯兰教协会，时常组织各种培训班和学习班，对教职人员

和普通信教群众进行宗教知识培训，并以各种教育基金会、协会形

式开展社会公益教育事业。民间的一些伊斯兰文化教育机构及慈善

团体也经常以慈善公益的方式为穆斯林各级学校和个人提供宗教教

育培训和文化知识普及。

第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网络新媒体的特点是，“它超越有

①  对临夏市回族民间教育的论述基于马海龙在 2012年 9月 -10月在临夏的
人类学田野调查，对云南省部分地区回族民间教育的论述基于马云鹏的人
类学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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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地理空间与文化区隔，是现代社会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表达话

语、与大传统沟通的重要媒介”。① 网络媒体已成为云南回族民间

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诸多有关伊斯兰教的网站相继建立，如“中

国穆斯林网云南社区”。同时，依托于 QQ 和微信等社交工具的教

育平台亦被广泛运用。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间年，中国社会卷入现代化浪潮

中，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在这一

大的背景下，回族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必然会主动地、

被动地适应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要求。

我们从中国回族民间教育历程来看，每当“大传统”社会以文

化强势的姿态强行进入“小传统”社会时，必然导致两种社会间张

力的增强，导致社会结构的失常，从而阻碍两种社会间的互动，进

而给双方造成伤害。而当“大传统”社会与“小传统”社会间的张

力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两种社会结构间形成一种文化互动的机制

时，“大传统”与“小传统”社会间的互动将是积极有效的，进而

使互动的双方得到互惠。从文明对话的视角来看，形成两种社会结

构间的张力的原因在于，不同文明之间失去了平等原则，并把己方

定义为更为优等的文明，破坏了对话的双方间的信任。消解“大传

统”社会和“小传统”社会间的这种张力，可能的途径只能是双方

放弃先见的“僵硬前提”，逐步从“毁灭性的对话”过渡到“深层

对话”的阶段。②

三、当前中国回族民间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当前，中国回族民间教育正处在新一轮的式微阶段。我们可以

从当前一些重大的典型事件看出当前回族民间教育所处的困境。

临夏市阿拉伯语学校自 2007 年被归入当地教育局管理，成为

公办的阿拉伯语职业技术学校，该校也由此前的“临夏中阿学校”

更名为“临夏外国语学校”。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规定，禁止该校

①  桂榕，马云鹏，张晓燕：《调适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民间教
育》，《回族研究》，2012年第 3期，第 133页。

②  （美）列奥纳多·思威德勒、保罗·莫泽著；朱晓红、沈亮译：《全球对
话时代的宗教学》，四川：四川出版集团，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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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宗教类课程，只许开设职业技术类与科学文化类课程。

自 2009 年中国新疆发生“七·五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和社

会意识到“反恐”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反

恐”行动。然而，对国内的恐怖主义打击行动，最后演变为全社会

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抵触情绪及至过激行为。如：近年来，新疆

部分地区禁止穆斯林女性带“Hijab”、禁止穆斯林男性留胡须，

禁止青年人去清真寺参加宗教仪式，更不用说清真寺能够有机会招

收学生、传授宗教知识了。此外，各地政府规定当地的回族经堂教

育、阿语学校禁止招收新疆籍学生。

2014 年 6 月以来，云南省省委统战部、伊斯兰教协会、宗教

与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通过了关于开展“两清”的政策，清理云南

省范围内的清真寺和阿语学校的外籍（户籍非云南省）穆斯林师

生，禁止阿拉伯语学校开设宗教类课程，教授宗教知识。通过这一

系列事件，我们发现当前回族民间教育正处于新一轮的式微阶段。

“大传统”社会再一次以强势姿态介入“小传统”社会之中，这应

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担忧。

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实行“从独白时代到全球对话时代”① 的

逐步转型。文明对话不仅包括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各个种族之间的

相互认知与互动，也包括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对

于中国的回族而言，对话将成为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适应的有效途

径。这也是回族伊斯兰教信仰的要求——倡导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平

等和交流，正如《古兰经》所言，“……我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

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

们中最敬畏者。”②“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

横暴而互助。”③ 各民族之间惟有互相尊重、文明对话，人类社会

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 
愿景。

基于以上对中国回族民间教育历程的反思，笔者不揣浅陋，试

①  （美）列奥纳多·思威德勒、保罗·莫泽著；朱晓红、沈亮译：《全球对
话时代的宗教学》，四川：四川出版集团，2014年。

②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49章第 13节，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兰经》第 5章第 2节，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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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改善当前回族民间教育的困境提供一些思考及建议。

第一，“大传统”社会对“小传统”社会的尊重与包容。中国

回族民间教育的核心是宗教教育，中国政府及全社会应当充分尊重

与包容回族的文化传统，以避免由于“文化中心主义”而产生的冲

突。对于回族宗教教育的管理，政府部门应多调研，多听取回族教

育界内部意见与诉求，使回族的民间教育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积极

推动力。

第二，回族民间教育对普通国民教育的启发。回族民间教育非

常注重民族文化的德育功能，相比当前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形同虚

设的思想品德教育来说，前者更具有言传身教、知行合一的优点。

因此，国家普通国民教育可以借鉴回族民间教育，重视中国传统文

化的德育功能。此外，中国普通国民教育中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缺

失，使得多元文化教育成为一种“奢望”。在全世界倡导“文化多

元主义”的今天，中国普通国民教育理应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将

实行多元文化教育提上日程。

第三，回族民间教育的理念应当得到改善。伊斯兰教育理念认

为，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感性经验与理性探索并行不悖，合而为

一。因此，回族民间教育界内部需要提倡正确的教育理念，摒弃宗

教与世俗相对立的二元论，以使回族民间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

时，能够适应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要求。

第四，回族民间教育须向普通国民教育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的

不足。回顾中国回族民间教育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回族文化的发

展需要“大传统”社会的包容，更需要回族“小传统”社会的文化

调适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自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

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

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① 通过民间教育这种方式，回

族在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吸纳主

流的汉族文化，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此外，回族民间教育的

办学者，也应当主动学习普通国民教育中的优秀部分，如先进的教

学管理制度和现代教育技术等，以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7年，第 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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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多元性在于文化的民族性，而文

化的民族性又在于文化的可传承性。在全球化时代，怎样认识和尊

重“他者”的民族文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并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对回族民间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供我们反思：作为弱势文

化或亚文化的“小传统”社会该怎样构建一套并行于“大传统”社

会而属于“小传统”社会的话语体系，以此来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

化；而作为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大传统”社会该怎样以包容的

姿态以及文明对话的方式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此来为人类

文化的多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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