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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

内容概要

《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一些新思路，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发展机制，进行了深层
次的探讨，如族与教的关系（第5章），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第4章），读书与念经的
关系（第8章）等，而这些正是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中的重要问题。对困扰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因
素，作者从自然环境、文化观念以及低弱的历史起点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等方面作了分析（第12章）
。在最后一章《走向未来》中，作者指出转换观念、协调关系、完善制度、改造环境是西北回族社会
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本学术力作颇具政论色彩，读此书不仅可了解到西北回族社会的方方面面，还能
感受到作者的政治眼光，探索西北回族走向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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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生活问题，在这经济恐慌，蔓延遍了的世界上，一时胜似一时的不易解决了！无论
它是多么强的国家，多么富的民族，失业者的指数，可以说时时在猛烈地增加。没有衣食的人的范围
，一天天扩充起来，在这样样生产赶不上人家的中国，在这一切落伍的中国，伊斯兰民族，因为教育
程度的幼稚，生活技能是欠缺不完的，所以，能勉强得有职业的，勉强在生活问题上稍能安稳的，拿
这广大的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总额，比较一下，那衣不暖，食不饱的，仍占绝对多数。所以，我以为这
衣食无难题的教亲，实在应该作一种彻底的合作，大家研求个比较可能的生活计划作一番自救救人的
工作。虽然说，在整个的中国，没有办法之先，单独的动作，未必生效，但我相信，大家如果肯得低
首下心的努力做去，伊斯兰民族的本身，其将来的前途，未尝没有一丝的好希望。关于这个生产计划
，也就是我现在想向诸位教亲，提出的刍议。说起来，我这区区计划，简单地说，只是大家把零散的
资财集拢来，做起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事业。换句话说，也就是变相的合作而已。 生产事业的基础，当
然（一）需要有严密的组织，（二）需要有可靠的资本，（三）需要有可靠的人才。关于这三件，我
来分析着说一下： 组织的所以需要严密，大概大家都能明白这种原因，因为一种事业的行止，进、退
都需根据已成的计划去做。在什么时候应采什么步骤，什么时候应改变方针，谁负什么责任，及权利
义务支配等等，都应该彻底的严密的规定。不论它是大或小的事业，不论是小团体或一村，一镇，以
至于一省，一国，来设计严密的组织这件事，是大家应首先注意到的。有了严密的组织，再说到资本
的筹划。我以为处在目下这样经济恐慌的时代，想由多数穆士林的身上，招集股本，实在是个难题。
所以，认为这资本的担任者，只有推到有标准收人的教亲们身上。不过话说来倒很容易，试想中国的
多斯忒们，有几位是不依赖自己每月收入而度命的人呢？既然多数是要靠每月收入过活的，那么请他
们担任资本，不也是个难题吗？不，绝不是。我所说的资本，并不是叫谁一气拿出来，是由大家拟定
一年，或三年或五年的时期，把所拟定的时期再分成段，由认可担任资本的教亲，把所认定的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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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

编辑推荐

《回族历史报刊文选:经济卷》是对1908～1949年近百种回族报刊文献的分类辑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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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系统分析回族社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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