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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族聚居村镇调查研究:单家集卷》从微型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历史社会学、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
模型和文化一资本理论为背景，着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宁夏两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的历史与现状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作者首先对村庄社会结构中的婚姻与生育、家庭与亲属关系、非农产业
、宗教生活、权力结构、文化教育等要素作了细致的调查，进而从社会阶层、职业结构、村庄边界等
不同侧面对村庄变迁进行了分析，最后就村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展开学术对话，并
就今后如何推动该社区的发展变迁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和观点：第一，通过对村庄历史的复原性重建，展现了一个村
落共同体的兴衰与国家体制和区域性社会历史变动之间的关联性。第二，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和嫁
妆包含着补偿、互惠和财产转移等经济意义。乡村回族社区的通婚圈是地理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
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回族村庄社区中存在着村干部、乡老集团和阿訇阶层三种
权力类型，这三种权力的相关互动决定着村庄社区的秩序化程度和村庄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
单家集回族穆斯林在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方面呈现出老龄化、渐疏化和节日化的趋势，中青年人礼拜
频次的减少主要与他们紧张的社会劳动有关。第五，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同时增
强了村庄社区的开放度。乡村回族社区的发展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体制与地方
传统的互动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条件。第六，未来乡村回族社区的建设应坚持全面发展和穷人受益的原
则，充分关注现代风格与民族传统、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社会政策应当指向保存或重建不同
形式的地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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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宗保，1968年1月生，回族。199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现为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2001—2004）。2003年入选“新世
纪313人才工程”（宁夏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
文科学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2002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
余篇。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回族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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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庭院是农业村庄里最重要的私人空间，只有那些具有密切亲属关系的人才有可能住在同一个庭院
内。单家集的回族住户一般都自成庭院，但也有一些住户没有修建庭院。院墙大多用黄土夯筑而成，
多开南门和东门，也有开西门和北门的，在什么方向开门主要取决于庭院四周的地势以及同相邻庭院
之间的关系。从山上俯瞰，村里的庭院组合主要有簇团式和星点式两种类型。簇团式庭院的主要特点
是庭院分布集中，往往是数个庭院鳞次栉比、彼此相连形成簇团式院落群，簇团之间有纵横交错的村
巷。属于同一簇团的各个家户之间一般都有血缘关系，如父母和几个已婚的儿子。星点式庭院是一种
单门独户、相对分散的庭院形态，一个家庭中的男子在结婚分家后如果在原来的簇团中已没有足够的
空间修建自己的庭院，就会在父母分给他们的农田中另建独立的庭院。　　单家集的村庄范围是由东
向西、从中心向南北逐渐扩展的，所以处在村庄东头中间位置的庭院一般都比较古老，而远离村庄中
心的庭院则比较年轻。簇团式庭院形态在村庄中心比较典型，表明单家集过去的庭院建设是有计划和
受到制约的，而不是随意的。这种比较紧凑的组合形态有利于节约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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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家集，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回族村庄。本书从微型社会学的视
角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单家集回族农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阐释了一个村落共同
体的兴衰与国家体制和区域性社会历史变动之间的关联性，展现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创新
与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乡村民族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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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很详实，值得一看。
2、资料翔实，论证充分，理论清晰，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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