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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构

―以陕西省西安市“回坊”为例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 The Case of Xian’s “Hui Quarter”

今中　崇文（马茜、邹双双译）

IMANAKA Takafumi 

 This report, focusing on the Hui’s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 in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 through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Islamic sacred space, attempts to indicate the 
Hui’s changing ethnic identity.
 The Hui are an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that believes in Islam. They speak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closely resembles the ethnic majority group, the Han 
Chinese. Yet the Hui’s practice of Islam has produced some strik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Han Chinese. They a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in each city they live in 
close proximity to mosques, which are called Qingzhensi, which form the heart of their 
communities. Recent investigation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Hui communities face significant 
changes; some of their communities have been reorganized while others have disappeared. 
However, the Xi’an Hui are known for preservi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stoms in the face of such 
challenges.
 In Xi’an, Hui’s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Xi’an city, called Hui 
Quarter (Huifang) or Hui Street (Huiminjie). There are 13 mosques and 30,000 Hui living in 
this area. There are many halal restaurants and grocery stores, religious goods shops, and it serves 
as a living space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Xi’an Hui. However, an anthropologist indicated that 
some Hui leave this area because of the school’s low educational standards and un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year 2000, some Hui who study and practice Islam with enthusiasm 

have appeared in this area. Also, some Hui constructed the Gate mar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Hui 

Quarter and other distinct districts. These cases represe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Islamic sacred space. This 

report, through these cases, attempts to indicate the separation of the Huizu (= secular Muslim) and the 

Huimin（＝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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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及背景1．研究目的及背景

　　本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的回族聚居区域“回坊”为例，考察在中国各地飞速进行城市改造过

程中，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如何被改变的，以及此变化对当地回族的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族是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被称为“回民”或

“汉回”，“回回”。中华民国时期的20世纪20、30年代，对于该不该把他们看作“民族”展开了激

烈的讨论，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定它为“民族”1）。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10个，其中回族人口最多，散居在全国各地。信仰伊斯兰教

的其他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等西北地区。回族则北至东北三

省，南至海南省，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至山东省，散居在几乎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里。

　　另一方面，正如“大分散、小集中”所形容的那样，回族在各地呈现聚居的生活状态。这些

聚居地被称作“哲玛提”、“教坊”、“寺坊”等，形成回族独特的社区，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

象2）。聚居地的中心部位有“清真寺”、“拱北”，周围各种饮食店、肉食店、宗教用品店等鳞次

栉比，对穆斯林来说是适宜生活的环境。

　　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各地的城市改造进程也非常迅猛。城市改造也给城市里的回族

社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清真寺的礼拜参加者减少了，近年还引发了回族社区的消失和

弱化等严重事态。这种回族社区的变化对回族的认同又有什么影响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的推进导致城市清真寺礼拜者减少这一现象就被注意到了。研

究者认为原因有：和汉族的混居致使信仰虔诚度降低（马宗保等 1997），基础设施的完备导致清

真寺作用的弱化（高桥 1998）等。

　　其中，回族出身的社会学者白友涛调查了南京市七家湾的回族社区被城市改造淹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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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清真寺和居民的转移致使社区逐渐消失的过程（白 2005）。另外，良警宇通过调查正在进

行再开发的北京牛街，积极肯定城市改造使回族社区从“传统的、封闭式的社区”再建成为“象

征性的、开放式的民族社区”，但同时她认为城市改造淡化了近邻居民间的交流。（良 2006 ）

　　另一方面，回族出身的人类学者马强通过考察广州和深圳的回族社区，强调回族社区解体的

趋势乃伴随城市现代化而行，虽然传统的社区解体，但诞生的网络社区等“流动型的精神社区”，

显示了回族对变化的新适应（马强 2006 ：同 2007）。关于回族的文化继承，马强特别谈到由于

诞生了“流动精神社区”，“地域社区消失或弱化之后，清真寺作为象征符号在特定时空中发挥作

用，但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发生断裂”（同 2007:99）

　　与此相反，西泽治彦通过调查南京市回族社区指出，与有回族散居的广州不同，如南京一般

历史较长的聚居地可能会排斥向网络社区的转移（西泽 2012:126）。对于回族的民族认同，他认

为即便是沿海地区的回族，其比重并不是向穆斯林的认同倾斜，而是“正慢慢向‘少数民族’认

同倾斜”（同 2012:127）。

　　持正脱离伊斯兰观点的西泽，与同样研究城市改造中的回族社区，认为回族穆斯林文化传承

绝不会断绝的马强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到底是否如西泽所说，是环境不同导致的呢？

　　本文以和南京一样作为回族聚居地、历史较长的西安回坊为例，考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聚居

地是怎样被再建、重构，生活在此的回族的认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出生于西安回坊当地的李健彪认为西安回坊是研究西安回族的关键（李 1998），关于城市改

造影响下的回坊的研究和报告也接二连三地出现（朱 1998 ；肖莉 2004 ；肖红 2006 ；徐、万 

2009）。另有美国人类学家Maris Boyd Gillette的著作，通过消费活动描述回坊“现代化”的民族

志（Gillette 2000）。有的研究也不局限于回坊，出生在回坊的马健君著有关于西安回族的详细的

民俗志（马健君 2008），马强关于西安现代化中的回族社区和伊斯兰文化也有著作（马强 2011）。

本文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回望回坊的历史变迁，并论述回坊回族的认同的变迁过程3）。

2．西安的回族聚居地：回坊2．西安的回族聚居地：回坊

2.1　回坊的概要2.1　回坊的概要

　　中国屈指可数的古都西安有20座清真寺，生活有约6万人的回族。市内现存有明代建造的各

边长达约4千米的城墙，被城墙围绕的旧街市里有钟楼、鼓楼等历史建筑。从清末开始西安市区

扩展到城墙以外，之后又不断扩充，现已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都市，拥有800万人口。

　　西安市内的城墙内外有数个回族聚居地，本文要讨论的“回坊”则是其中一个。回坊位于旧

街市中心地带的鼓楼的西北一带，也叫做“坊上”、“回民街”、“回民坊”等，附近因聚集了各种

回族独特的点心店和古董店而成为旅游景点。从鼓楼往北延伸的北院门街和相连接的西羊市一带

是饭馆林立的“饮食街”，从鼓楼延伸至号称市内最大清真大寺门前的是化觉巷，巷里古董店很

多，被称作是“古玩街”，游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

　　回坊是西安市内最大的回族聚居地，不同于其他聚居地，它由几个回族社区共同构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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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回坊包括西大街以北、北院门以西、红埠街以南、早慈巷以东，边长约1 . 5千米的方形地带。

这一带有12个清真寺，生活着3万回族。他们各以自己所属的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社区。

　　回坊虽具规模，但却并没有被官方认定为回族聚居地。20世纪90年代实地考察了回坊的美国

文化人类学者Gillette认为，回坊并不是官方认定的空间。正如Gillette所述，此地说到底是莲湖

区的一部分，主要受北院门街道办事处的管辖4）。顺便提一下，前几年出版的《西安志 第七卷 

社会·人物》在描述回族聚居地时并没有使用回坊这个名称5）（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6：13）。

然而，虽说在行政区划上回坊仅属于莲湖区的一部分，但在西安市民（包括公务员）中却是作为

回坊而广为人知的（Gillette 2000:29）。

　　究竟回坊这个空间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董卫以回坊为例，分析了都市少数民族社区的现代

变迁。他认为回坊内10个清真寺的创建原因可归结为四类：①定居（化觉巷清真大寺）、②人口

增加（大皮院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北寺、红棉街清真寺、北广济街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洒

金桥清真古寺）、③外来移民（小学学巷清真营里寺）、④教派分裂（小学习巷清真中寺、洒金桥

清真西寺、红埠街清真寺）（董 2000）。研究中华民国以后的回坊社区构造变迁的马强则认为社

区分裂的主要原因有：①移民的活动、②教义的传来、③城市再开发、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分

裂（马强 2011）。以下，本文参考这些前人建树对回坊空间概念的形成和变迁稍做历史性概观。

2.2　回坊的起源2.2　回坊的起源

　　对于回坊历史，莲湖区人民政府在2005年10月制作了一块题为“回坊由来”的石碑立在西羊

市的牌楼底下（照片1），记如下：

　　唐、五代时，阿拉伯、波斯等国及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留在长安的商人，与平息“安

史之乱”留居长安的大食援兵等，经过长期融合繁衍，形成了长安城内的回族穆斯林群落。

北宋晚期在长安城西北部已形成居住区，明清时更有了七寺十三坊的格局。目前莲湖区回

民坊约有3万人，为西安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

照片 1　“回坊由来”的石碑　2011年今中崇文摄于西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