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5083039

10位ISBN编号：7105083034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民族出版社

作者：骆桂花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力探讨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并运用
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方法，对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进行探讨与反思，深入分析了甘青
宁回族传统社会变迁进程中回族女性的文化自觉与现代化转型。
    本书择取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中的婚姻文化、家庭文化、生育文化、教育文化、社会参与文化
与宗教文化等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并以甘青宁三省区的西宁(城东区)、临夏、平凉、海原、固原等地
回族社区为视点，’剖析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
探索了社会转型时期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的多向交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和
谐及新时期回族女性文化的互动、调适与重构。
    通过对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系统梳理与剖析，认为甘青宁回族女性文化因其民族形成历
程的复杂性、民族聚居的广泛性，使其成为蕴涵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下综合
的文化。
因此，甘青宁回族女性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中国大文化背景的土壤之中，中国传
统文化的烙印始终相随于回族女性社会发展的始末，并且伊斯兰宗教文化渗入回族女性发展的一切领
域，使其呈现较强的民族性与宗教性。
这种文化的综合性，促成了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多元聚合的地域表征。
此外，当前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
从实质上讲，甘青宁回族女性社会发展的过程在于文化适应与国家政策影响；从具体表现上讲，独具
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使回族女性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困境、迷惘与扶择，甘青
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调适、重构，并随着文化自觉、社会经济的
发展而不断更新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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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桂花，回族，1972年生于青海省都兰县。
1995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2003年至2006年就读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法学
博士学位。
1995年至今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任教，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社会学及社会性别研究，先后发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
写并出版了《西宁历史与文化》、《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专题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现代化与可持续
发展经济》等学术著作6部。
荣获青海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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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民族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女性研究    一、回族女性研究的文化背景    二、回族女
性研究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三、回族女性研究的困境    四、回族女性研究的拓展  第二节 选题的缘由、
思路和方法    一、回族女性文化研究的缺失    二、调查地域的选择    三、回族女性研究现状与评述    四
、研究的理论范式及方法第二章 甘青宁回族社会文化的地域、人文特征  第一节 甘青宁回族女性社会
的大文化生成背景    一、地缘关系    二、甘青宁回族社区地域分布现状与特点    三、甘青宁回族社会
的自然地域特征    四、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结构性融合  第二节 近现代以来的甘青宁社会    一、马家军阀
统治时期的甘青宁回族社会    二、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甘青宁回族社会  第三节 甘青宁回族性别人口分
布  第四节 回族传统社会的妇女观    一、伊斯兰教的妇女观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妇女观    三、明清之
际回族女性观在中国的儒化建构第三章 回族女性社会的婚姻文化  第一节 回族婚姻观念文化之探究    
一、择偶观与择偶范式    二、通婚范式  第二节 回族婚姻的缔结与现代变迁    一、回族婚俗    二、现代
回族婚嫁的丕变    三、回族婚俗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  第三节 回族的性文化    一、回族的性观念    二
、回族的性道德  第四节 “一夫多妻”现象第四章 回族女性社会的家庭文化  第一节 回族女性的家庭
关系    一、回族夫妻关系在家庭地位中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中的婆媳关系    三、亲子关系    四、赡养
关系：回族社会的“孝”文化    五、回族家庭伦理道德关系  第二节 文化视角与回族女性的家庭角色
定位    一、社会变迁中的回族女性角色错位和冲突    二、回族传统社会的家庭性别分工⋯⋯第五章 回
族女性社会的生育变化第六章 回族女性社会的教育文化第七章 回族女性社会的宗教文化第八章 回族
女性发展与社会参与文化 第九章 社会变迁中的回族女性变化环境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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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民族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女性研究　　四、回族女性研究的拓展　　如
何拓展回族女性研究的视野，使回族女性研究走向深入．需各界学者、同仁的共同关注、共同耕耘。
在此，笔者认为，就此而言，至少还需注意回族女性研究中的几个视角：　　（一）文化地理的因素
　　回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因其形成历程的复杂性，民族聚居的广泛性，其文化表现
为蕴涵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的综合文化。
　　这种文化的综合性，构成了中国不同地域回族文化的不同地域表征，概括而言，可归为以商业为
生计模式的回族商业文化；以依凭土地为生的回族农业文化及以牧业地域为依托的牧业商业文化等等
，共同构筑了回族文化大视野下的地域回族文化的多元性。
　　在回族文化的大地域系统下所映照的回族女性文化，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又呈现不同的外在表现
形式。
如中原汉文化浸润下回族女性文化相对而言的开放与吸纳性，西北宗教文化影响下回族女性文化相对
而言的保守与内敛性，无不因地域之差异而尽显不同。
所以回族女性研究依文化地理的差异而论，应置于一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研究层面，对不同取向
，不同地域的回族女性进行比较研究与关注，将有助于回族女性研究这一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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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力探讨甘青宁回族女性
传统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并运用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方法，对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
化的变迁进行探讨与反思，深入分析了甘青宁回族传统社会变迁进程中回族女性的文化自觉与现代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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