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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功能分析的视角，以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为例，分析了其经堂教育的现

状，探求了纳家营经堂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协调稳定社会的功能及推动当地回族经济发展的

功能。尽管纳古镇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存在一些问题，但其辐射伊斯兰文化的经济、社会整

合功能，为我们深人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构建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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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分析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引入 

功能主义学派是在上世纪 20 年代英国人类学界产生的一个学派。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

范式，其代表人物有涂尔干、拉德克利夫一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涂尔干认为构成社会内部

组成部分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社会的整体功能。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建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

理论借用安达曼岛人的神话仪式来说明社会是如何通过组织、仪式、习俗、巫术、信仰、宗教

、神话等象征手段进人个体心理的。通过研究安达曼人的信仰仪式，他认为该仪式的功能是增

强社会凝聚力，这个功能统一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促使我们要善于了解挖掘各部分的功

能和意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应放在一个整体中考察，从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他认

为一切习惯、思维、信仰、物质对象在每种文明中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并构成不停变动的整体

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从功能的视角解释人类事实在文化体系内所占的

位置，解释在此功能体系内，各部分如何相互与外界物质环境相互联系。此外，马林诺夫斯基

提出文化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前提是应满足个体需求。因此我们就需要建立一套秩序、建立某

种制度来满足人的个人需要。 

 

二、云南省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的现状 

（一）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概述 

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古镇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乡，该镇由纳家营、古

城、三家村三个自然村组成，座落于云南省通海县西北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素有“华侨

之乡”、 “轻工业之乡”的美誉。据《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记载，纳家营清真寺是由 13

世纪末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纳速拉丁主持修建的。该寺坐落在村子中心，是西南地区最壮观

的一座清真寺，始建于纳速鲁父子定居纳家营的明初洪武三年（1370 年），六百三十余年来

几经扩建。至 2001 年，集资建成新礼拜大殿，原老大殿保持原貌，改为女寺，与新大殿遥相

呼应。纳家营经堂教育就在这里开办，从第一位在寺中创办经堂学校的蔡老师祖开始。直到今

天，在云南纳家营清真寺培养出众多的宗教人才，其中声誉卓著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教授、

回族翻译家纳训先生都是在该寺受到启蒙教育的。 

目前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开有 22 个普及班，其中 20 个班为幼龄儿童 4 岁到 12 岁青少

年，学生人数为 950 多人次，其中本地人 750 人左右，外来务工子女约 200 人左右，约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其余两个班为中学和寒暑假培训班。小学教员二十人左右，均为穿衣教师，女性

占多数比例。专业班则包括独立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文化学院及招收一年制的本地青年班，所招

收的对象均为初中以上毕业生。本地青年班开设一个班，共计 38 人。业余班包括中、青、老

年妇女进行业余进修，补充伊斯兰文化知识，共开设三十多个班次，教员大约 14 人左右。此

外，还包括短期培训班（如婚前培训班） 20 多人次。经堂教育的多种培养层次作为对国民教

育的补充，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省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结构分析 

1．纳家营清真寺伊斯兰文化的普及教育。其中阿拉伯语小学教学的目的在于向学生传授

伊斯兰文化知识，为其打下坚定的信仰基础并培养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成为有信仰、有理

想、有道德、守纪律、讲文明的穆民。通常为常年开设。业余班即学生平时除了白天接受国民

系列教育外，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由家长陪同到清真寺接受伊斯兰文化知识。中学生班则是

利用寒暑假期进行系统的短期培训，中老年人的业余培训班旨在对职业妇女或家庭妇女在闲暇

时间接受再教育。主要学习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及古兰、圣训。此外还增设一些关于古兰经与

科学、社会方面的新闻时事聚焦论谈。阿旬在授课时实行中阿双语教学，同时讲解经文的一些

浅显的哲理知识。总体而言，通过接受伊斯兰文化的学习也是对自身民族的一种认同、加强民

族自身的团结和“四海穆民皆兄弟”的跨族认教的民族凝聚力。 

2．纳家营清真寺伊斯兰文化的专业教育。清真寺的专业教育，是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

对穆斯林青年中的少数人进行专业培训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普及教育阶段的基本教义，原文

学习《古兰经》、圣训、教义学、教律学等。通过学习一些阿语经典原著，掌握更多的宗教知

识、社会科学知识。本地青年班是清真寺伊斯兰文化开设的专业教育，学制为一年，招收的对

象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的穆斯林青年，经人学考试合格录取。纳家营清真寺办

的“伊斯兰文化学院”开办的是专业教育。该学院成立于 1994 年，首创者为马恩信老师，是

一所教授阿拉伯语与伊斯兰专业知识的现代化伊斯兰学校。该学院招收初级班和中级班，男生

女生班分开收 10~ 15 名学生；插班生收 10 一 15 名学生。新生人学只需进行笔试（汉语）, 插

班生由相关老师，高级班由院长亲自面试择优录取。各班每学年象征性的收取 450-650 元不等

的学费，住宿免费，伙食费自理；初级班主要讲授阿拉伯语、宗教课和古兰经诵读；高级班的

课程分得较细且较为丰富，有阿语语法、阿语精读等语言类课程；世界伊斯兰史、立法史等历

史类课程；有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选读等文学类课程；有语言法学、阿语辞典法学等法

学类课程；还有伊斯兰演讲学、教法政治等多门综合类学科。对于优秀学生，有设立 700 - 2000

元的奖学金奖励制度。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无论是汉族还是穆斯林，都有人专门供学，

每年清真寺还要赞助、奖励上重点学校的学生。 

3．纳家营清真寺教育的学员情况分析。从年龄结构上看，这里既有幼儿阿语学习班、青

少年学习班、亦有中老年人的业余培训班，体现出经堂教育的早期教育、全民教育、乃至终生

教育的三大特色。正如圣训所言“求知，从摇篮到坟墓。”从地区分布上看，学员以本地人为

主。随着纳古经济的发展扩大，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学员当中不乏许多外来务工的子

女，他们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人数比例。清真寺教育不仅仅为他们提供宗教教育，增加阿文知

识，建立人际关系网，而且长期提供免费的资源（如学杂费和餐费），对于经济不宽裕的家庭

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文化程度上看，学员当中初小文化毕业的学历占绝大多数，高

中程度比例相对较少，大学程度的学员显得更少。反映了参加清真寺伊斯兰文化知识的学员文

化素质参差不齐，总体文化水平底子薄弱，势必影响经堂教育的整体教学水平。从性别上看，

女性比例大大超于男性。这个调查结果也出乎笔者的预计，传统的观点认为穆斯林中男性在社

会中地位高于女性，而实际上男学女学一样并重。穆圣说：“学习知识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主

命。”在一个家庭里，母亲的文化修养、道德行为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启蒙教育起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调查问卷反映了 99％的人均认为妇女在伊斯兰文化的家庭教育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意味着妇女在承担起传承伊斯兰文化方面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从学员的学习情况看，通过调

查问卷和访谈从中了解学员的求学动机大多都是出于自身信仰及家人的要求，这与回族族源的

历史因缘有关，作为一个成长于穆斯林家庭的男女都是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文化的，表明了对

自身民族的认同及宗教习俗的传承，坚定伊斯兰教的信仰。在笔者的 50 份问卷调查中，100

％的人均认为家庭和清真寺对个人的教育最大，反映了家庭和清真寺对个人宗教教育发挥着双

重机制的辅助和约束作用。学员参加清真寺学习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无疑是一种道德精神的补充

。从毕业学员的情况来看，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自成立至今已有 21 年，毕业学生约 2000 多

名，毕业生分布在社会各界，有的在各地清真寺当阿旬，有的当老师，有的到义乌、广州等地

当翻译，有的出国深造，有到政府宗教部门当领导，还有大部分经商人员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

伊斯兰信仰知识的学习。 



三、云南省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功能分析 

（一）文化传播功能分析 

以云南省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为例，我们看到清真寺经堂教育具有的宗教传承、传播宗

教知识和伊斯兰文化的功能。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针对不同学员的需求进行的普及和专业教

育，为穆斯林男女讲授伊斯兰文化知识。其教育注重培养学员的信仰并把普通教育作为宗教知

识的补充。因此，为发挥其文化传播的功能，在教育体制上，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应提高师

资队伍及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应既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避免学员单方面宗教知识的学习，

加强对学员汉语和阿语的训练及其对基本文化素质的训练，使其与社会接轨，适应社会发展并

为社会服务。 

（二）经堂教育协调稳定社会的功能 

伊斯兰教的传统道德伦理是伊斯兰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

和行为准则。根据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分析，通过清真寺伊斯兰文化教育，无论是对个人自身的

道德修养、人际交往、家庭与婚姻、促进小区经济发展、稳定当地的社会治安都带来很大的约

束和促进的作用。 

据调查，100％的人都认为通过学习伊斯兰文化，可以树立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而不会

沦为一个酌酒、歹徒、六亲不认的极端个人主义，养成一个谦虚、谨慎，敬主爱人的人，对于

家庭和睦、邻里关爱、夫妻互敬都发挥着积极的意义。此外，经堂教育所宣传的教义教法使穆

斯林群众形成稳定的紧密共同体。如在云南省纳古镇深通教义教法的阿旬在当地具有较大的权

威，这种宗教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法律所没有的调解民事纠纷和教派纷争的功能，通过引导

清真寺伊斯兰经堂教育来协调、稳定社会，成为国家民族治理的一部分。 

（三）推动当地回族经济发展的功能 

清真寺经堂教育以圣先知穆罕默德为模范，认为教育是天职，不应苛求酬劳。从云南省纳

家营的清真寺教育经费来源上看，他们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即有当地的文化、经济精英集资及

自主经营，部分由清真寺自有资产供给。清真寺独有的宗教信仰使穆斯林每年凭自觉自愿原则

从收人中抽出 “天课”上交给清真寺，伊斯兰教认为这种行为是由阿拉监督并派天使来记录

，所收的“天课”专款专用，给最穷的人，包括贫穷的学生，在报名接受经堂教育前只要有学

生说明情况，就会有人供学，而且每年清真寺会抽出一定的经费奖励优秀学生。这种经堂教育

的模式完全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是由穆斯林共有的宗教信仰和共同发展教育的精神推动的，

尽管存在经费可能不足，经堂教育发展受限等难题，但能看到当地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育的重视

。另一方面，天职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责任，并不意味着接受清真寺经堂教育的人不能追逐财

富。如果穆斯林为了履行天职而尽义务，那么追逐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许可的、而且是必须的

。正如马克思・韦伯的天职观认为，天职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把宗教行为融人了日常生

活，表现个人在具体社会事务中履行他的责任即个人道德义务的表现形式。勤奋严肃的事业、

财富的积累与宗教信仰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得到了道德上认可财富积累是天职观所认可的。如

前所述，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所培养的学生流向社会各地，本地大部分回商还接受过一定的

伊斯兰文化教育，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了一定力量。清真寺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义的主要

传播渠道，而伊斯兰教是纳家营一切生产活动的精神力量。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韦伯的《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基督教新教的伦理推动了美国的发展，那么纳家营私营企业经济发

展从传统到现代，都有伊斯兰教的伦理为作为它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底蕴。从宗教的意义上看，

伊斯兰教推动着穆斯林自强不息的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以 “两世吉庆”观为主导的：既要有

积极追求今世幸福生活的精神，又企望获得来世在真主安拉的引导下进人天堂的思想愿望。 

清真寺体现的回族传统文化优势对当地经济有较大影响。以纳古镇清真寺这个点我们可以

看到，伊斯兰教信仰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已融人穆斯林精神。本

人通过采访云南省纳古镇纳家营受过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回商企业家，也是现任纳家营清真寺管

委会主任纳 xx，通过访谈发现在其企业创办中已经把穆斯林强烈进取的民族精神融人到企业

的创办中。纳总在 80 年代在纳家营搞试点创办私有企业。当时有 14 家人联合办云南第一家钢

窗厂，14 家人平均出资人股，每人出 200 元，企业创办初期异常艰难，没有政策支持，没贷

款来源、没地。靠着共同的宗教信仰，朋友亲戚之间互相借款融资，创办了纳家营第一家做五

金部件、轧钢、炼钢的工业企业。纳古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及接受的经堂教育潜移默化地对

纳古回族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回族商人经商时诚实讲信用，企业经营筹资秉承

依靠回族穆斯林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相互支持并不放高利贷等行为中。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纳古的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其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问题。

，纳古镇政府及企业家正积极思考以后经济转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纳古镇清真寺经堂

教育为纳古镇后续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等问题提供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综上，以云南省纳古镇纳家营为例，清真寺经堂教育作为我国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传承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及回族经济发展在功能上是互相联系的统一体。尽管与普

通国民教育相比，纳古镇纳家营清真寺经堂教育存在缺乏一套系统的办学体制和行政管理，教

学管理方式散漫、教学质量不高、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师资队伍素质不高等问题，但其在促进

民族认同、推动伊斯兰文化传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穆斯林共有的伊斯兰信仰推动了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发展，而经堂教育的发展又推动了当

地回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强化。构成结构统一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因此，

以清真寺经堂教育的研究为基础，辐射伊斯兰文化的经济、社会整合功能，对我们深人伊斯兰

文化的研究，构建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社会，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协调民族

关系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