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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政策對都市回族的影響力 

   

1.牛街回族由聚居轉向散雜居的型態 

 

牛街回族社區經歷了近千年來的歲月，許多牛街上的店舖與商號等街景都在

逐漸轉變與消失，但回族居民的民族特點仍未改變。在北京這個現代化的首都

中，牛街社區的特點卻沒有消亡，除了回族聚居型態的原因之外，還有三個因素： 

（1）牛街在地理位置上，與歷代王朝的宮城相距較遠，因此受到漢族、滿族文

化影響較小。 

（2）牛街社區內有著具有強力的組織與凝聚力的寺坊制度，可作為維持其民族

意識與聚居區的邊界範圍。 

（3）牛街回族人口較多、傳統經濟聚集、牛街禮拜寺的功能與象徵性高，更加

強了回族聚居區的穩定性。 

但是自一九九七年，北京市宣武區政府推行了牛街危改計畫，導致在拆遷與

重建的過程中，牛街社區回族居民的比率降低，其他民族的居民人數增多，使得

原本封閉的回族聚居區，逐步走向多民族雜居的社區型態。 

 

2.牛街回族社區的轉型 

對於「牛街回族社區」而言，中共政權透過宗教政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

經濟政策的執行，逐步瓦解了清真寺的掌教權力，實現了「宗教與民族分開」、「教

育與民族分開」的政策，使得牛街回族社區不再是個具有傳統濃厚伊斯蘭教文

化，以清真寺為生活、教育、宗教中心的寺坊範疇，它已經提升到了一種具有象

徵意義的社區，吸引了各地的回族居民來此經商、居住、就學，甚或作為進行宗

教活動的場地，成為了中國都市回族的一種想像中的社區型態。 

促使此想像的社區的主因也還是是政府政策的推行，例如：在具有伊斯蘭文

化象徵的「清真寺」方面，牛街禮拜寺沒有隨著危改計畫而消失，這與各地的清

真寺面臨被拆遷的情形，有著極大的差異，牛街禮拜寺具有千年的歷史意義，賦

予穆斯林的精神象徵意義極高，足以作為該社區的精神指標；此外，在「經濟型

態」方面，牛街民族特色街區的興起，也帶動了牛街社區的經濟發展，保留了以

往回族居民傳統的清真餐飲業、牛羊肉業、珠寶玉器業，使得該社區的經濟功能

逐步取代了單純的社區意涵；在「朝覲團體」方面，每年要前往到麥加朝覲的團

體，都會到位於牛街的「中國伊斯蘭教協會」報到，前往牛街禮拜寺進行宗教活

動講習；在「宗教慶典」方面，每年都會在牛街禮拜寺舉行的宗教節慶活動，更

吸引了各地的穆斯林前來共襄盛舉，感受伊斯蘭教的節慶氛圍，這些因素都更確

立了牛街回族社區在中國都市回族社區之中的重要性與不可取代性。 

因此，筆者認為牛街回族社區在經歷了中共政權的各項政策、都市化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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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響，已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轉型為另一種想像且具象徵性的回族社

區，作為中共政權在推行城市拆遷工作時，都市回族社區的一個樣板社區模式。 

 

3.牛街回族生活方式的轉變 

在「牛街回族」方面，原先相鄰而居的回族街坊在牛街危改計畫的推行下，

由聚居的型態轉為多民族散雜居的形式，現代化住宅與傳統獨立的院落相比，有

著較大的封閉性，加上電視、網際網路等大眾媒體的發展，使得人們可以足不出

戶而知天下事，待在屋內的機會與時間增多，還有現代生活節奏快、生活水準提

高，使得許多人轉往非家庭、鄰里、社區以外的餐廳、電影院、KTV 等地方進

行娛樂與交流的活動，減少了上清真寺交流活動的機會與次數，連帶地都市回族

彼此互相見面的機會則會大幅度地減少。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對新的居住環境對族內交往機會減少的衝擊，中年人與

青年人的心態是不太受影響的，他們更加關心物質條件的改善，但在老年人身上

則可以看出明顯的失落感與孤獨感。 

 

二、伊斯蘭教在散雜居少數民族地區的凝聚力 

 

1.牛街回族增強民族意識的途徑 

在人口與文化上皆屬於少數的都市回族要如何因應其新環境，鞏固其民族界

限，維繫民族文化與情感，這在筆者與牛街回族 B 先生的訪談過程中，聽到了許

多他們的心聲，在言談中流露出擔心與危機，能夠明顯感到牛街回族受到漢化與

現代化的影響很深，尤其是年輕的穆斯林民族意識淡化，宗教觀念淡薄的現象比

比皆是。 

目前他們已於二○○二年，在地方鄉老的推動之下， 牛街禮拜寺開始有了

學習班，希望能透過民間自發性的學習班，延續其伊斯蘭文化傳承的主要管道。

清真寺的楊東文阿訇也在主麻日講道時，結合世界發生的時事，向來清真寺作禮

拜的穆斯林介紹新的資訊，例如：穆斯林要如何因應 SARS 所帶來的危機，就是

要確實做到伊斯蘭教義規定的大淨與小淨，保持自身與週遭環境的乾淨便能免除

其危機，希望透過新式的講道內容與方式，吸引更多年輕的穆斯林進入清真寺

內，接受伊斯蘭教文化的薰陶，了解伊斯蘭的知識體系與回族的風俗習慣，勸導

年輕人不要沾染酗酒、賭博等社會惡習，走向今後兩世幸福的伊斯蘭光明大道，

從中也能看出牛街回族居民對於新的居住環境所做出的適應方案。 

 

2.對危改計劃的反思 

但從「都市更新計畫」與「社區總體營造」的這兩個研究議題來看，前者是

由國家體制的角度出發，後者則以當地居民的人文素養著眼，筆者發現牛街回族

居民尚未發展出一套較為完整體系與具有民族文化的社區意識，足以和中共政權

的政策體制加以抗衡，使得牛街的危改計劃，少了中共政權替回族居民精神失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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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考量，多了點圖利開發商，追求商業的利潤效益的味道。筆者認為中共政權

在推行危改計劃時，應當更注重回族的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等精神層面的補強，

而非只是興建出具有回族風貌的硬體建築，更該以當地居民的心聲為主；在牛街

回族居民方面，也該多凝聚民族意識，自動自發的扮起自主的宗教學習班，試圖

以民間的力量來表達自身的訴求，雖然中國與台灣的國情不同，牛街回族居民受

到政府的壓力與台灣相比要更為龐大，但筆者仍舊深深期許日後的牛街回族居

民，能夠繼續推動宗教學習班的課程，及極力爭取該有的民族權益，使得牛街回

族的民族意識能夠更為深厚，宗教信仰能夠更為堅定，做到不只是想像中的回族

社區，而是具有強烈民族風味的回族社區。 

    筆者由於田野時間較短，無法和當地的報導人進行較為長期且深入的訪談，

不易取得回族居民較為真實的心聲，因此有可能對於牛街當地居民的實際情形，

有所誤解，或許日後有機會再深入訪談時，將能取得更多關於當地居民的真心

話，表達出牛街回族居民真正想要的回族社區之風貌。 

 

三、具有象徵意義的北京牛街回族社區 

 

雖然牛街回族社區在政府政策的影響下，已經不再是以回族為主的聚居區，

而成為了一種想像的回族社區，作為中共政權推行都市更新計畫時，向各地都市

回族宣傳的典範，具有象徵的意義，也是中共政權向世界各穆斯林國家宣揚宗教

政策的窗口，具有不可動搖的重要地位。 

從北京牛街回族社區的例子可知，政府政策對於國內各民族發展與民族意識

的影響之大，足以左右與改變民族發展的走向。但從筆者對牛街部分回族的訪談

中，仍可看出牛街回族對於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的消亡，對於本民族意識所造成

的影響，有所覺醒，足見牛街回族自身的努力，才是促使加強民族認同與團結民

族情感的主要動力。 

牛街回族社區的變遷並非中國都市回族社區的特例，因為政策影響而引發都

市回族意識改變的例子，在中國處處可見，能如牛街般有加以保護回族生活機能

的社區，卻不多見。由此可知，中國都市回族要能繼續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與族

群意識，是件不簡單的事情，卻也是責無旁貸的重要任務，這是當今中共政權政

策與都市回族正在上演中的角力賽，考驗著每位中國都市回族的決心與毅力，而

這齣戲碼將會持續出現在中國各地的都市回族社區，因此當今中國都市回族的研

究者，更應該要持續注意與關心這個議題。本文僅以牛街回族社區作為一個研究

的觀察點，希冀能拋磚引玉，能讓更多的研究者加入都市回族社區的團隊，充實

與壯大都市回族社區的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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