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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民俗学这一学科的产生、形成、发展以至当前研究动向和社会影响，《回族习俗探源》作者
在开篇的《引言》中已有具体而详尽的论述，毋庸饶舌。
但我想侧重强调的是了解民俗、尊重民俗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敏感性，非同小可，决不能掉以轻
心。
具有悠久历史、高度文明的中国，很早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被列入“十三经”之一的《礼记》，就
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面临并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要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创造和谐
共处的氛围，就必须“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仔细掂量、推敲，这不仅仅是个人礼貌涵养、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而主要是人际、实际、国际之间相
互了解、相互尊重的准则规范，是维护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和必要前提。
君不见，在日常生活中，为此类敏感问题不是几曾大伤脑筋吗？
小则发生口角摩擦，大则引起轩然风波，处理失宜则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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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拜学英，回族，1963年6月出生，宁夏泾源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宁夏科协科普部。

　　主要著作：
　　《六盘雾中行》散文集1997年版
　　《世纪末的行动》报告文学2000年版
　　《青山绿水话泾源》旅游丛书2001年版
　　《虔诚》中短篇小说集2002年版
　　《心迹履痕》散文集2002年版
　　《睁眼看苏南》政论散记2003年版
　　《域外走笔》散文集2003年版
　　《拜家村今昔》回忆录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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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宗教信仰方面，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在行为习惯、日常生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多方面
有着较为严格细致的要求，这就使得回族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处世原则、道德规范和行为准
则。
回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准则，用这些规范和准则约束、对照自己的言行。
回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深受伊斯兰教影响。
　　由于回族从产生至今受上述三个方面或者更多因素的影响，使回族的风俗习惯呈现出多样性，一
些习俗为各民族共有，一些习俗却为回族独有；一些习俗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极具异域特色；一些
习俗受传统悠久汉文化的影响，颇具地方特点；一些习俗又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从而
使回族的风俗习惯精彩纷呈，独具特色。
　　回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在共同开发建设中华大家园上表现出的突出贡献，在对外交往
尤其是与阿拉伯国家交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不
可忽视的作用，在风俗习惯方面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的广泛重视。
加强回族特别是风俗习惯方面的研究，对人们了解回族、宣传回族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社会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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