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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陕甘宁青回族穆斯林家族中的天水吴氏、灵武王氏、岐山马氏和西安乌氏四个较为典型的
案例，作为陕甘宁青社会的缩影，对这些家族的兴衰和文化嬗变作了具体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家
族势力对地区社会的客观影响，探寻了家族在西北社会中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就研究对象辐射面看，显然是对西北回族穆斯林家族社会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首先，作者正面纠正了《辞海》中对“家族”的界定的含混和错误，指出：家族是在婚姻和血缘关系
基础上，由若干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联合家庭(两对以上夫妻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亲属集
团。
考量家族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尺，也即联络家族的情感纽带，是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拥有某一位共同的
祖先。
其次，作者通过对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历史回顾，探讨了家族和家族政治与西北多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
，勾勒了穆斯林社会群体构成的模式和流变的过程。
同时，将人文生态纳人生态环境范畴，综合考察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再次，还结合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晚清以来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
会形成的动因以及家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流变和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如作者在本书中从宗教学的角度审视陕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传统积淀；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陕甘宁青
回族家族的发展动因和社会功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这种多学科方法的吸收和应用，不仅使本项研究得到了深化，而且还为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陕甘宁青
回族家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在具体论述中，本书以陕甘宁青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家族和家族政治为切人点，进而解
读陕甘宁青近现代回族家族社会，以及陕甘宁青社会人文生态的形成动因，由微观而宏观，点面结合
，见微知著。
作者提出的陕甘宁青回族社会具有的家族政治积习、家族制度与伊斯兰教互为民族感情和宗教精神的
源泉等观点，可谓新论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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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宪隆，男，1964年11月生于安徽寿县，回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专家，兼任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会长、湖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会常务理事等学
术职务，湖北省理论界“五个一批”人才。
主要研究散杂居民族问题、回族历史与文化，国家级精品课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负责人，已主
持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及十余项人事部、国家民委、湖北省社科等省部级项目，代表著作有《诸马
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整合的魅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与近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人
类学与乡土中国》等，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六十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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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族族群社会　　一、家族的社会功能和学术界定　　既往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组织和
家庭形态的研究，切人点几乎无一例外地着落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室”、“家”、“族”、“宗”
四个相近概念，试图从它们各自的结构特点上找到较为明确的定义。
例如，认为“族”是“五世以内的父系宗亲所组成的父系家庭”，“宗”是“较大级别的世系集团”
；或者说“家”是“较小的宗族”，宗是“较大的宗族”等等。
然而，这种将古代文献中的某些提法与现代学科的最新概念简单等同或类比的做法很不恰当，对古代
社会家庭、家族研究中的诸多课题之所以长期以来“研”而不“究”，与这种近乎公式化的分析逻辑
定式有莫大干系。
因为“室”、“家”、“族”、“宗”这四个概念在先秦时期文献中的含义原本就存在内涵或外延上
的交叉，它们都可以是较大的血缘团体的称谓，也可以是较小的血缘团体的名字，例如“族”一般可
泛指同姓集团。
即使是在特指家族组织的意义范围内，“族”和“室”、“家”、“宗”的含义也并非清晰可辨，因
此，依据“室”、“家”、“族”、“宗”这些早期历史典籍中固有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家族组织
的整个结构，往往并“不能准确辨析不同时代的家族组织和家族制度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甚
至反而造成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研究问题的前提既然还存在含混模糊之处，得出的结论焉有不错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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