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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普遍都有较高的期

待。特别在农村地区，只有考入大学才能把农村户籍转

成为城市户籍，为此父母和子女都非常重视升学教育。

根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2006年以甘肃省夏河县

西藏族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父母自身为

不识字者居多，但在对于子女将来的期待上，大部分

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取得大学毕业学历，拥有一份

高收入的职业。尤其是医生，国家干部，老师，军人，

警察等职业最受父母青睐。

不过，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的升学率仅为同一年龄

人口的约 22%（根据 2006年调查解结果），大部分的

青年并不能跨入大学的门槛。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农村

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要想进入大学，尤其

是大城市的著名大学并非易事。即便是考上了大学，

对于现金收入有限的农村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支付

学费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更不用说，大学毕业后等

待他们的将是就业难这一社会难题。

然而，即便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家庭的孩子来说进

入大学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筹集教育费而

把孩子一个人寄放在亲戚家中，父母外出去打工赚钱

还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风潮。但是，从孩子的

角度来看，与父母分离未必是他们所希望的。与此同

时，以考入大学为最终目标的中国的教育现状也被认

为蕴含了诸多的问题。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教育方式可以选择呢？本

报告将以回族的民间教育机构�女子学校为例，对替

代教育这一课题作一探讨。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一直到甘粛省的黄土高原，

在这里居住着大多数的回族。笔者作为宋庆龄日本基

金会的成员之一，于 1994 年以来，基本每年造访宁

夏南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为当地的回族女性提供教育

支援。并于 1998年，2006 年和 2007 年三度访问甘

粛，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本报告将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女性教育的现

状，以及由民间经营的伊斯兰宗教教育机构�伊斯兰

女子学校的状况作一客观分析。具体将依据 2005 年

在宁夏， 2007 年在宁夏，甘粛和浙江等地实施的实

地调查的结果，对伊斯兰女子学校的现状，女子学校

在当地社会所担负的职责，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等

项目进行分析探讨。

1. 居住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回族

很久以来，黄土高原都是贫困的代名词。而回族，

从其历史上就一直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地带居住。而

就是这片黄土高原，近 10年来出现了变化的征兆。特

别是以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为中心，其经济呈不断发展

的趋势。这从农民的住房从土窖转为砖瓦房的改变中

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走进宁夏南部的农村各地，就能

深深体会到经济发展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只

是相比较沿海地区而言，这里的发展步伐要缓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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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视点转向教育面，1993 年国家发布了

21 世纪的教育基本方针「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

提出了至 2000 年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

整体目标。在此影响下，宁夏地区的初等教育，在政

府和民间的合力推动，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援之下，在

90年代后半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就以小学学龄儿童

的就学率来说，从 1990 年的 93.9%增长到了 2006

年的 99.3%（全国平均为 99.3%）。

但在另一方面，宁夏南部的众多农村地区还依然

存在着一些女孩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得不从小学，

中学退学的现象。以小学学龄儿童未就学的数据为例，

根据 200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就达到了以回族女童

为中心的 4600人。

2. 伊斯兰女子学校

在此先对 2007 年 9 月进行过访问考察的临夏

中阿女子学校（甘粛省临夏市），大祁寺女子学校（甘

粛省临夏市），前河沿女子学校（甘粛省临夏市），兰

州西关中阿女子学校（甘粛省兰州市）等几所伊斯兰

女子学校的概况作一介绍。

（1）临夏中阿女子学校

临夏中阿女子学校创建于被称作是东洋的麦加的

甘粛省临夏市，校长是具有马来西亚留学经验的马秀

兰女士。该校在众多伊斯兰女子教育机构中处于培养

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的位置。学校不仅设有针对中学

毕业生的班级，还开设了针对高中毕业生的班级。可

是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方面的补助金，临夏中阿女子学

校的经营主要依靠临夏市各地方企业的捐赠，所以其

学费也较其他的女子学校为高。

从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来看，首先是去国外留学。

特别是前往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泰国，马来西亚

等阿拉伯语圈留学的人较多。其中还有在留学过程中

取得了大学本科学位或是修完了研究生课程后回国在

大学任教的例子。其次是进入国内的大学。比如，北

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

院等。第三是从事对外贸易业务。如到广州，深圳，

义乌等地从事阿拉伯语的翻译工作等。第四是到伊斯

兰女子学校等阿拉伯语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也有一些

在各清真寺内的女子学习班，或是公立学校执教的人。

从全体的趋向来看，第四类在伊斯兰女子学校等担任

教师的人逐步呈减少趋势。

该校教师阵的整体素质较高，阿拉伯语的课程十

分充实，一般认为已经达到了阿拉伯语专科学校的水

平。教师的平均月薪为 500元。

临夏中阿女子学校

（2）大祁寺女子学校

大祁寺女子学校拥有约 100名的学生，其中有住

宿生 50�60 名，主要是居住在农村地区或郊外的女

孩。除了中学毕业，高中毕业的女孩以外，一些家庭

主妇也在这里学习。学习的年限一般是 3年，主要学

习古兰经等。由于归属于宗教活动所以学校不收取学

费。现有教师有 5�6人，许多都是该校的毕业生。教

师的平均月薪较低，为 300元左右。

（3） 前河沿女子学校

校长为马春香女士。前河沿女子学校的校舍是租

用的普通民房。现有包括多数住宿生在内的 140名学

生。该校的学习年限是 3年。学校于几年前在迁至现

在的地方，相比较以前的校舍而言，地方更为狭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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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访问时恰逢晚饭时间，当天的餐桌上只有面条这

一非常简单的食物。

女学日常风景

（4） 兰州西关中阿女子学校

兰州西关中阿女子学校是于 1991年在西关清真

寺附设的兰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分别开设有针对中学

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班级。学校主要教授汉语文化，

英文，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教义等课程。课时安排为

上午 3个小时，下午 3个小时，全部课程的学习时间

为 3年。毕业生的去向除了升学到临夏女子学校，西

北民族大学的阿拉伯语系之外，也有选择去阿拉伯各

国留学，或是前往广州，义乌，福建等地从事翻译工

作的。

该校还设有针对中老年女性的学习班，有上午和

下午两个班可供选择。上午班的上课时间为早上 8 点

30 分到 11 点，并不耽误学生中午回家准备午饭。在

此学习班中，也有一些一般的退休女性来参加。她们

一般并不具有伊斯兰的基础知识，因为想了解伊斯兰

的情况所以自发地前来参加学习。其中有的人家住得

很远，甚至还有已经坚持学习了十几年的学生。她们

都给笔者留下了非常热心于学习的印象。

除此之外，该校还根据大家的要求设置了女性识

字班，主要以老年女性为对象。至今已经实施了三年。

女性识字班从拼音开始教授，星期六，星期日还开设

了算术班。

从以上兰州西关中阿女子学校的情况来看，特别

应该注意的是，西关中阿女子学校作为女性的终生教

育机构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退休女性来参加学习班

3. 从宁夏到浙江义乌打工的实际情况

根据 2005年和 2007年对宁夏，甘粛的伊斯兰

女子学校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许多学生在毕业后去浙

江省义乌打工赚钱。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外出打工的实

际情况，笔者于 2007 年 12 月 22 日至 26 日在义

乌进行了实地考察。

浙江省义乌，位于杭州以南约 100 公里的浙江

省中部。面积为 1105 平方公里，人口是 160 万人。

其中拥有户籍的居民为 68 万人，外来人口为近 100

万人。原本义乌是一个贫困的农村地区，然而自从 80

年代建立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开始，其经济不断发展，

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它也是

日本 100 日元均一店商品的主要采购地。

义乌拥有中国义乌国际商貿城（丰田市场）等众

多巨大的商品批发市场。这些批发市场的总营业面积

达到 80 万平方米，共有 34000家商铺，拥有业务员

8 万人，1 天的顾客总数达到 20 万余人次。除了中

国各地的顾客之外，还有来自中东，南亚，韩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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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美国等 18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人。在义乌的各种

批发商品中，工艺品，装饰品，眼镜等商品占据了总

数的 70%以上。

现在，很多中东，非洲等伊斯兰国家的商人都常

驻于义乌。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义乌的穆

斯林人口大约为 2 万人，其中 60%来自国外。主要

来自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巴基斯坦，

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利比亚，埃及，阿尔

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突尼斯，摩洛哥，苏丹，

阿富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义乌，街上随处

可见到清真餐厅，还能收看到也门电视台等阿拉伯语

的电视节目。对伊斯兰商人来说义乌为他们提供了一

个相对舒适的商业环境。

随着这些伊斯兰各国商人的流入，会说阿拉伯语

的回族在义乌商业界也逐步活跃了起来。以下是几个

具体的事例。

义乌国际商贸城

义鸟清真寺

A氏，34 岁，经营贸易公司，与埃及有着外贸

交易。A氏是宁夏人，在银川的阿拉伯语学校，兰州

和西安等地学习过阿拉伯语。毕业后，他先在西安工

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塑料玩具制

造厂，以及主要向埃及出口服装的贸易公司。在转至

义乌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其公司规模。A氏现任地方

政协常务委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正统阿拉伯语，这

个特长对其与中东各国的阿拉伯商人之间构筑起相互

的信赖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B氏，高中毕业学历，新彊人。在完成了宁夏伊

斯兰经学院的学习后，成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干部。

后至深圳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现正在将公司转移

到义乌。其主要的交易客户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

国的商人。

C氏，25岁，河南省回族村人。中学毕业后，在

兰州和陕西省学习了阿拉伯语。他一开始在饮料搬运

公司工作，工资为每月 298 元。在工作中曾搬运过

100公斤以上的货物。后因摔伤被公司辞退，转而靠

在路边卖羊肉串为生。当初他曾打算进入河南阿拉伯

语学校学习，可是由于学生招募名额已满而无法实现。

这之后他来到了义乌。刚到义乌时，他的生活并不轻

松。曾经有一次去福建出差，因为没有钱购买足够的

食物，所以人消瘦了许多。以至于回义乌时，发生了

被警方误认为是吸毒者而遭扣押的事件。

C氏曾在义乌的贸易公司做过仓库保管员，之后

与人合作开办了贸易公司。现在主要经营兼做服装加

工（主要出口中近东阿拉伯各国）和贸易的企业。在

他的工厂也有不少回族工人（工厂设有专为回族工人

提供清真食物的餐厅）。C氏每年都会捐钱给家乡，比

如帮助家乡修正道路，或是捐赠给清真寺院等。在义

乌，像 C氏这样，用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为清真寺，

或是家乡的回族村尽一分力的回族企业家并不在少数。

从上述的几个事例可以看出，如今的义乌和中东

各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联系，而此中跃在第一线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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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族出身者。因为与中东各国的贸易交易都需要会

说阿拉伯语的翻译，因此在宁夏，甘粛等地的伊斯兰

女子学校学习的女孩，有许多在毕业后就选择了来义

乌从事翻译工作。

比如说，在 D贸易公司工作的 E氏，她是宁夏

人。在女子阿拉伯语学校学习了 4 年，毕业后来到义

乌从事翻译工作，至今已有 3年了。和她一起从女子

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的 20名同学中，有一半去了广州，

而另一半则来到了义乌工作。她现在的收入大约是每

月 3000元。E氏已经和同样从事翻译工作的男性结

婚。她表示在义乌工作几年攒了钱之后，还是希望回

宁夏老家去。

在义乌从事翻译工作的回族女性中，还有曾在同

心的韦州杏庭园中阿女子学校作为女性阿訇执教了数

年的人。从在义乌工作的回族女性的事例可以清楚地

看到，在伊斯兰女子学校学习阿拉伯语的经历，大大

拓宽了她们的职业选择范围，对提高其职业能力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义乌就如同是现代版从中国到中东，欧洲的丝绸

之路的出发点。在此中，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原本

就与中东有着共同祖先的回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 伊斯兰女子宗教教育的作用

伊斯兰女子学校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归纳

为以下两点。

第一，伊斯兰女子学校在培养和提高女性青年的

职业能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非正规学校教育的

伊斯兰女子学校接受教育的女性，通过学习古兰经和

阿拉伯语，不仅接受了宗教教育，与此同时也获得了

职业教育，为提高自身能力打下了基础。她们在毕业

后，有的在经历了海外留学后走上了中国的高等学府

的讲台，有的去了广州和义乌从事翻译工作，还有一

些成了各地的阿拉伯语学校的女性阿訇，执掌了教鞭。

这些拥有伊斯兰女子学校学习经历的女性为整个回族

女性的活力化做出了贡献。

根据伊斯兰女子学校对于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中出身于贫困家庭者居多，其中大部分为从未曾

离开过生长地的女孩。然而在经历了伊斯兰女子学校

的学习生活之后，走出去转向异地发展的人不在少数。

如居住在宁夏的女性阿訇中，有不少就有当初为了进

入甘粛的临夏中阿女子学校学习而移居至甘粛的经历。

此外，如前面所提到的，伊斯兰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中，

还有选择去国外留学的，或是作为女性阿訇在伊斯兰

女子学校执教数年之后，去广州，义乌，福建等地从

事翻译工作等的事例。

移动可以被看作是活力化的一个指标。而众多伊

斯兰女子学校毕业生的异地发展现状，正是有力地验

证了，接受伊斯兰宗教教育的经历，不仅开阔了她们

的眼界，也进一步提高了其自身能力这一事实。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偏离了以汉语教育为中心

的正规学校教育的穆斯利女性，通过非正规教育的阿

拉伯语的学习，在获取了宗教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

也接受了职业教育，并通过此学习经历提高了她们自

身的社会地位。

第二，伊斯兰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为伊斯兰关系网

的扩大做出了贡献。举例来说，在伊斯兰女子学校的

毕业生中有去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留学的人，也

有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巡礼的人，通过这些走出国门

的穆斯林，和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家形成了关系网。

可以说，通过伊斯兰女子学校，回族形成了一个遍布

国内外的广泛关系网。

结语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沿海各地发生了显而易见

的变化，摩天大楼不断升起，交通量飞速增长。全球

化的冲击波已经确确实实地抵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

不过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的情

况依旧存在，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教育水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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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沿海地区都还有着天壤之别。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布在宁夏南部地区以及甘

粛回族居住地区的伊斯兰女子学校，起到了一个吸收

全球化所造成的地域发展矛盾的安全网的作用。伊斯

兰女子学校为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继续正规学校教育

的穆斯林女孩提供了再次学习的机会。而通过这些学

习经历，她们有机会成长为女性阿訇，或是作为翻译，

活跃在广州，义乌等地的外贸教育中。从这一点来看，

伊斯兰女子学校，不仅是一个兼备了道德教育和职业

教育两职的教育机构，同时也对回族女性的自我形成，

职业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笔者自 1994年开始，持续对宁夏农村地区的女

性教师作采访调查至今。一般而言，要成为教师，她

们必须在中学开始进入师范学校学习，在中国的正规

教育体系中接受正统教育。而成为女性教师，不仅在

农村意味着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而且社会普遍

认为教师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稳

定职业。

可是同样是 20 多岁的女性，与每月拥有 1000

元左右现金收入的教师相比，在义乌从事翻译工作的

回族女性的收入可以达到每月 2000�3000 元，远远

高于前者。就这一现象而言，可以说，对于不通过正

规教育路线，或者说因各种原因无法进入正规学校教

育体系，而选择进入伊斯兰女子学校学习宗教教育的

女性来说，伊斯兰女子学校的学习经历，为她们开拓

了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择业，获取高收入的机会。这

一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从以上可以看出，伊斯兰女子学校作为一个宗教

教育机构，在进行宗教教育的同时也兼备了职业教育

的职能，在扩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方向上发挥了极大

的作用。而造成这种状况有一部分的原因要归结于回

族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功臣的回族，一直采取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

为此，对于象宁夏和甘粛等地的伊斯兰女子学校这样

的，表面上是语言教育机构，而实际上是宗教教育机

构的实际情况，各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承认其存在

的方针。

除以上的原因之外，中东和近东各国的石油资本

的也为中国穆斯林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这些资本的

涌入，为穆斯林拓宽了职业选择的范围，提供了众多的

商业机会。这些都是回族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

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以美国为中心的

市场化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范围。在此中，作为一种与

之相对抗的实例，本报告所提到的伊斯兰的自我形成

及职业能力形成的方式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伊斯兰女子学校，为无法继续正规学校教育的穆

斯林女孩提供了再次进入学校的机会。而学校在提供

道德教育的同时也提供了职业教育的机会，这些都为

她们今后的自我形成，职业能力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是否可以视伊斯兰女子学校为一种替代教育方

式呢？从这一点来说，伊斯兰女子学校的教育给予中

国的教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拟对在全球化浪潮中，中

国的穆斯林女性是如何通过宗教教育，同时进行自我

形成及职业能力形成的状况作一具体地分析探讨。

（翻訳 裘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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