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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内地迁移进疆的汉族人口, 同时也有部分少数民族长

期居住生活在兵团内。这些民族人口和兵团的汉族人口共居一地, 彼此在文化、结构、通婚和相互认知领

域频繁交往、互动交流, 呈现出较高的融合性。兵团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新疆民族关

系的发展提供一种模式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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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兵团! ) 的筹建始于 1953年, 是中央出于稳定新疆、开发新

疆的战略部署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兵团初建时汉族人口占兵团总人口的 96 37% ; 到 2005年末,

兵团总人口 2 569 756人, 汉族占 87 84%, 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增长至 22 16%。新疆兵团内部少数

民族成员在汉族人口居主体的兵团社会大环境中,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兵团内部的民族关系如

何? 本课题专门对兵团内的民族关系做一考察。

农七师 130团成立于 1958年。是年, 全师捐款 48万元, 抽调各个团场共青团员和青年共一千

余人, 并汇合新疆军区 380名转业军官, 于当年 5月 4日在奎屯河东岸被称为六十户的地区正式成

立  农七师共青团农场 !。 1969年, 兵团统编其为农七师 130团。农七师 130团是一个有 23 573

人、20个民族的兵团  民族! 农场, 少数民族人口 1 449人, 其中以哈萨克族为主, 有人口 873

人; 回族 273人; 维吾尔族 58人; 蒙古族 29人; 土家族、俄罗斯族等 216人。

本研究对调查问卷的分析采取以下方法: 首先用简单频次分布来反映民族关系各个方面的现

状, 在需要的情况下, 用交叉分析反映不同民族之间互动融合的差异和区别。

一、文化层次的互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 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 由于新疆兵团内大批汉族移民进入, 不同民族间开

始了广泛的人际接触和联系日益紧密的社区生活, 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相应得到迅速而深入的发

展。现从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三个角度考察。

1 语言的互动

关于不同民族间语言上互动的情况, 从民汉混居的三角庄地区回收的问卷分析结果显示 (见

表 1) , 总样本中能够说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数占到 52% , 其他语言的种类是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

尔语, 频数分布显示, 少数民族中有 81 8%的人会说汉语, 有 15 2%的人会说该地区民族人口占

多数的哈萨克族的语言 哈萨克语, 只有 3%的人会说除汉族和哈语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 本调

查中是维语。

对民族成分和说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交叉分析显示 (见表 2) : 汉族中只有 14 3%的人会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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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族的语言, 绝大多数的汉族人 ( 85 7% ) 不会说其他民族语言, 与之相反的是, 100%的哈萨

克族和维吾尔族会说其他民族的语言, 这种语言主要是汉语。

表 1 双语的语言种类和频次分布表

语言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汉 语 27 81 8 81 8

哈萨克语 5 15 2 97 0

维吾尔语 1 3 0 100 0

合 计 33 100 0 100 0

表 2 双语现象的交叉分析表

民族
双语现象

不会 百分比 会 百分比
总计

汉 族 36 85 7% 6 14 3% 42

哈萨克族 0 0 28 100% 28

维吾尔族 0 0 6 100% 6

回 族 2 66 7% 1 33 3% 3

合 计 38 41 79

在三角庄, 少数民族人口能够说汉语的比例如此之大, 那么汉语掌握的程度是怎样的呢? 本研

究对双语现象的熟练程度区分为会话能力和文字能力两部分做了进一步考察 (见表 3、表 4)。结

果显示: 在双语的少数民族中能够正常会话的占 81 3% (  熟练 ! 的比例与  一般! 的比例之
和 ) , 有 14 6%的人未能达到正常会话程度, 只是会说一些简单的语句。在文字方面, 相应的比例

要低很多, 声称能够  熟练! 掌握其他文字和  一般! 性掌握的比例为 57 1%, 双语人群中只会

说而不认字的比例为 24 5%。

表 3 双语现象中的会话能力和频次分布表

会话程度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练 18 37 5 37 5

一 般 21 43 8 81 3

只会说几句 7 14 6 95 9

只能听 2 4 1 100 0

合 计 48 100 0 100

表 4 双语现象中的文字能力和频次分布表

文字程度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熟练 14 28 6 28 6

一 般 14 28 6 57 1

只认一些 9 18 4 75 5

不会认 12 24 5 100 0

合 计 49 100 0 100

数据显示, 在三角庄地区,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语言互动方面显示为积极开放的态势。不同

民族之间能够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 有利于民族间的进一步交流互动。但是, 这种民族间语言的互

动融合呈现为  一边倒! 的现象,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比例和程度远远高于汉族对民族语言的学

习掌握。

在关系未来趋势的意愿性问题,  您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吗? ! 的回答中, 汉

族认为  愿意! 的人数是 58 7%,  不愿意 ! 和  无所谓! 的占 41 3% ; 维吾尔族持  愿意 ! 态
度的有 80%,  不愿意 ! 的为 0, 但认为  无所谓 ! 的有 20% ; 相应的, 哈萨克族认为  愿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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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96 3% ,  不愿意 ! 的为 3 7%, 持  无所谓 ! 态度的是 0; 与哈萨克族比例类似的是回族,

其中 100%的人持  愿意 ! 态度。这样的数据进一步表明, 民族间在语言的互动融合上汉族的积极

性和意愿远远低于少数民族。

同时, 数据也反映了民族自治地区中非自治少数民族的社会心态。一方面, 他们是少数民族群

体, 但他们不是区域内拥有政治优势的少数民族, 因此与自治地区内的自治民族相比, 他们不仅有

向汉族  靠近! 的必要性, 也有亲近自治民族的需要, 毕竟后者比前者在文化抑或心理上可能更

容易做到, 这也许源自其共同信仰 伊斯兰教的  聚合! 作用。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 以语言而论, 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大大胜于汉族对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借

鉴。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认识到学会汉语是在社区小社会以及未来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必备的一项

技能和素质, 是融入主流社会、参与竞争, 最终实现职业上、地理上和社会上流动的一个必备条

件。另一方面, 一些汉族人承认, 掌握了民族语言, 特别是维吾尔语, 对自身的发展并无坏处, 它

会使自己在新疆这一民族地区拥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这就是很多汉族老人会说民族语言的原因, 但

随着各个地方社区内汉族人口的增多, 以及新疆范围内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大中城市的强劲发展,

如石河子、奎屯等兵团城市的良好发展态势, 使年轻一代的汉族人觉得不具备民族语言的能力并不

会对自身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因之, 现在的汉族人并没有学习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和热情。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民族人口学习汉语更多的是种生存策略和生活技能, 因此掌握汉语会话

的人数大大高于掌握文字的人数也就不足为奇。对于以较传统型社区小社会为生活发展空间的民族

人口而言,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就足以实现融入主流社会的目的, 而无需再为掌握汉语文字能力

费心。另一方面, 民族人口汉语会话能力和文字能力的兼具, 甚至前者普及程度高于后者, 更说明

民族之间语言的互动融合是两种文化自然接触、作用下文化涵化的结果, 并非任何强制政治力量作

用的产物。同时, 能够预见, 由于民族人口已经意识到掌握汉语的必要性, 加之学校教育中汉语教

学的不断深入, 因此, 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 在未来的民族关系中, 语言上的融合将越来

越明显, 并且这种融合是朝向汉语一边的。

2 风俗习惯的互动

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民族风俗习惯既是民族的外部特征, 也和民族的思想情感、

民族心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时候, 各民族成员总是把风俗习惯和民族的地位、尊严等紧密联系起

来, 这在同其他民族相处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另一方面, 风俗习惯在民族中世代沿袭相传, 因此

具有很大程度的惯性和延续性。

表 5 风俗习惯诸方面相互影响程度和分布表

类 别

百 分 比
影响大 一般 影响小 无影响

孩子教育模式 26 7 28 0 13 4 32 0

饮 食 27 6 26 3 17 1 28 9

为人处世 21 6 28 4 18 9 31 1

婚 俗 20 0 25 3 22 7 32 0

丧 事 25 0 15 3 18 0 41 7

家居服饰 10 8 25 7 7 0 36 5

为了考察新疆兵团内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的互动融合情况, 本研究根据经验选取饮食、婚俗、丧

事、家居服饰、为人处世和孩子教育模式六个方面加以考察。问卷按六个等级 (很大、大、一般、

小、很小、没有 ) 区分不同民族在上述六个方面相互影响的程度。根据问卷中六个等级百分比的

分布状况, 将其进一步合并为影响大、影响一般、影响小和无影响四个区分度, 做出分布表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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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从表 5可知, 不同民族之间在风俗习惯上都有一定影响, 影响比较大的是饮食、孩子教育模

式、丧事和为人处世四个方面。同时应当注意的是, 不论是相互之间影响比较大的四个领域, 还是

其他两个方面, 认为  无影响 ! 的比例始终是很大的。问卷又设计一题以期验证或证伪这个结果,

在回答  您认为您现在的生活习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了吗? ! 的提问中, 绝大多数的人

( 77 8% ) 认为没有受到影响 (见表 6)。

表 6 生活习惯是否受其他民族影响和分布表

类 别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13 20 6 20 6

没 有 49 77 8 98 4

不好说 1 1 6 100 0

合 计 63 100 0

结果一方面说明, 风俗习惯的互动确实已经在民族间产生, 但互相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并不大。

不同民族在一些领域的某些文化因素上相互学习, 但这种学习互动并不能对本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

产生冲击, 而且这类借鉴学习是在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以不违背其核

心文化特征为前提的。另一方面, 由于笔者一行人的汉族身份, 被调查者在面对异族调查员正面询

问其生活习惯是否受到其他民族影响时, 隐匿于内心深处的也许并不为其所知的民族情感而引发的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倾向于使其做出否定的回答, 往往是被调查者一边津津乐道向笔者叙述他们

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会了哪些技能技巧, 一边又强调自己并未受他民族习惯影响。这种看似矛盾的说

法深刻体现出民族风俗习惯变迁中承载的动力机制和民族心理, 这些在访谈中都有所反映。

访谈对象: 男 哈萨克族 53岁

我以前是放牧的不会种地, 后来要种地了就学汉族种地, 他们怎么种法, 我就怎么种。连队里

也派人来教 (种地 )。种地以后也不放牧了, 就住现在这样的房子。房子里的东西, 像窗户、火墙

跟汉人家是一样的, 都跟汉人学的。其他的都没有矛盾, 我们从小都会说汉语, 都是一起长大的。

住在一起没有不习惯的, 他 (汉族 ) 吃他的大肉 , 我们不吃。其他吃菜啊、面条啊, 我们也都吃。

现在我们吃饭也是炒菜、大米饭。吃习惯了都爱吃, 像喝糊糊, 刚开始时候, 我们家不会, 看他们

河南人喝完以后碗里干干净净的, 我们就不行, 不会。后来才知道他们喝的时候是转着碗喝的。现

在我们也是转着碗喝糊糊。

我们的房子外面看和汉族一样, 但里面摆的不一样。我们房子里还是要有毡毯子, 毯子要专门

挂, 毯子挂一间, 来了客人就到那间房间去。我们每家哈萨克族都有一间那样的房子。这是民族特

点的东西。 (要是 ) 不挂还以为是进了汉人的房子里。我们哈萨克族家里还是要有毯子的。特别是

儿子结婚时候, 结婚没有毡子不行! 结婚没有 (毡子 ) 的话, 亲戚、老婆都会说。这是祖传的不

能丢, 我们民族要有点东西留下来。

访谈对象: 女 汉族 43岁

我们和民族人一样, 也清真了, 老一辈爷爷也清真, 不吃大肉, 以牛羊 (肉 ) 为主, 汉族也

是这样。这里大部分都是河南的生活习惯, 讲话也是河南话, 那些民族人的河南话好的很。吃面

条, 民族人也吃面条, 还幹面吶, 他们做饭也讲究的很。我们也吃抓饭, 大部分汉族用筷子, 在民

族家用手抓着吃, 一模一样。他们也做菜, 酒宴和汉族一模一样的。生活习惯也差不多, 就是民族

人不吃大肉。现在我们也爱吃抓饭、奶茶, 爱吃馕。冬天闲了, 到哈萨那里买回奶子来, 自己做奶

茶喝。馕都是我们自己打的, 我们家有自己打的馕坑, 想吃了自己打着吃。

从发生学上说,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具有特定民族适应其自然生存环境的特点, 随着民族迁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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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技术进步, 自然环境影响下的风俗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变迁的可能性, 同时, 各民族族群

间长期共处, 同一时空内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上具有了相似生产生活方式的必然性。而现实状态下

相互间借鉴学习的程度孰轻孰重, 则更多取决于社区小环境内民族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民族关

系。三角庄从有记载至今, 汉族就是社区内人数为重的民族; 另一方面, 农业经济是汉族的传统和

优势经济, 在生计方式从畜牧业等其他方式转变为农业生计之后, 在生产技术技能方面向汉族学习

是其他非农业民族的必须和必然选择, 由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化也随之而

至。风俗习惯涵化的过程自然、漫长并且悄无声息, 一切都在耕作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完成, 使

 身在庐山! 的当事者未及自觉。良好民族关系带来的是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 同时也为汉族习惯

熟悉、仿效学习兄弟民族的风俗铺平了道路。从历史和现实中知道, 风俗习惯处理的好坏会直接对

民族关系产生影响。民族间在风俗习惯上积极主动地相互学习融合不仅会营造出友善的民族共居氛

围, 也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给对方民族以尊重感和地位的表现, 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间的

和谐相处, 是民族平等的体现, 因而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融洽。

3 宗教交融情况

由于新疆境内的世居民族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 宗教把这些民族整合在一起的程度比较高, 因

而穆斯林内部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上有较大的同质性, 在更多的情况下, 穆斯林的不同

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区别于所谓无宗教信仰的汉族而存在。因此, 在新疆, 所谓宗教之间的互

动更主要的是在穆斯林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和汉族的世俗信仰体系间展开。国内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

大都认为, 新疆民族间在宗教方面的融合现在还无从谈起, 相反更多地把宗教看成是民族间矛盾和

冲突的诱因之一。本研究部分支持此种观点。

从调查结果和一般认为的新疆民族宗教信仰状况相符: 即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等民族全

体成员仍然对外声称其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 汉族中则无一人声称信仰伊斯兰教。从这个角度上

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间在宗教信仰方面并无融合。但是仔细考察穆斯林群众

去宗教场所的频率显示, 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穆斯林群众中, 声称自己  偶尔 ! 和  从不去 !

的人数超过了 80%多, 显然, 这种和伊斯兰教义相违背的现实宗教行为已经成为穆斯林民众的坦

然行为。访谈中很多民族人士也表示,  现在每个人都在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 想办法弄点钱, 都

没有心思想教义的事了!。信众的世俗日常生活和宗教行为是合为一体的, 生活中信众的行为必然

受现实社会语境影响。在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代社会, 以  经济 ! 为中心已经成为所有社会人无法

回避之心理、行为导向。宗教世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和趋势, 新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也不

例外。此外, 由于汉族基本属于世俗化民族, 因之, 我们大致可以把穆斯林民族的世俗化看作在宗

教领域与汉族的文化融合, 当然, 汉族人皈依伊斯兰教是在宗教上以穆斯林民族文化为取向的文化

交融。所以, 应该说新疆兵团内穆斯林民族的世俗化效应既是社会制度结构的客观结果和时代主题

的潮流效应, 亦是汉族群体与之互动与文化交融的结果。

二、结构层次的互动

社会结构上的民族交融指的是分属几个不同民族的群体开始拥有了一种共同的经验和生活。一

般而言, 交融所涉及的事项包括加入其他群体原先支配的派系、政党、俱乐部等社会组织, 并与其

他民族群体的成员杂居、同校、交友等, 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结构上的交融采取人际关系的形式。本

研究讨论人际关系交融是指不同民族之间日常接触达到一定频率而结成的较稳定的关系, 如朋友、

邻居等。为了获取新疆兵团民族间在结构层面互动交融的状况, 现从朋友关系与邻里关系两个角度

入手考察。

1 朋友关系

朋友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 是反映以人际交往形式进行民族接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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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显示 (见表 7) , 有超过一半的人口 ( 63 1% ) 有异族朋友, 相反的比例 (一个没有 ) 只

有 6%。

表 7 异族朋友数量分布表

类 别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一个没有 5 6 0% 6 0%

不到十个 24 28 6% 34 5%

十个以上 53 63 1% 97 6%

其 他 2 2 4% 100 0%

合 计 84 100 0% 100 0%

为了弄清不同民族拥有异族朋友的数量是否存在差异, 进一步对民族属性和异族朋友数量进行

了交叉分析。结果显示拥有十个以上异族朋友数量的比例在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等各

个民族中仍居半数以上 (见表 8)。以数据来看, 三角庄地区不同民族在人际关系方面呈现较为平

衡的朋友关系格局, 汉族和民族间能够建立友好的朋友关系, 民族也可以接受汉族人作朋友, 而只

有很少的人 ( 6 0% ) 没有异族朋友。

表 8 各民族异族朋友数量交叉分析表

民 族
异族朋友数量

一个没有 百分比 不到十个 百分比 十个以上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总

计

汉 族 5 10 6% 16 34% 24 51 1% 2 4 3% 47

哈萨克族 0 0 6 21 4% 22 78 6% 0 0 28

维吾尔族 0 0 1 16 7% 5 83 3% 0 0 6

回 族 0 0 1 50% 1 50% 0 0 2

合计 5 24 52 2 83

2 邻里关系

由于本次研究的社区仍属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 所以, 对社会结构的考察除了朋友关

系之外另设了一项重要指标 邻里关系。费孝通先生早在 #乡土中国∃ 中就指出, 农业经济是

 土地捆绑! 的社会, 在那里, 邻里关系是社区小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结构形式,  远亲不如近邻 !
以通俗的逻辑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在回答  您愿意和其他民族交往吗? ! 与  您愿意其他民族的人

员住您们家附近, 成为您的邻居吗? ! 的问题时, 绝大多数 ( 90 6% ) 和 ( 89 3% ) 的人愿意与异

民族交往和比邻而居。从人口数量上来说, 由于汉族占三角庄人口的多数, 所以现实中少数民族有

比汉族更多的异族邻居。

作为社会结构上的民族交融指标之一的民族间跨越族属界限的友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建立起

来。同时, 比邻而居这一层次的民族交融也已经广泛形成。由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上少于汉族, 因

此, 少数民族比汉族更可能有其他民族的邻居。在这里政府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 新疆兵团由于具

有相当大的  军事化 ! 集中管理的特色, 因而在贯彻国家民族政策时非常有利, 各级基层政府在

人口居住格局上常常有意识地进行譬如  抓阄 ! 形式的  插花 ! 安排, 使各民族杂居有了现实措

施保证。

总之, 社会结构层面的民族互动交融已经广泛建立起来, 并且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的社会联系

超过了汉族与兄弟民族的社会联系, 部分原因是这样的友好关系明显有利于少数民族这一边。文化

交融, 特别是使用汉语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 三角庄民族关系在朋友

结构上的结果显示了不同民族成员儿时共同生活玩耍的经历在建立和谐民族关系上的重要性。民族

间彼此接触、共同生活会增大产生摩擦、滋生问题的几率, 但更重要的是在多民族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下一代会拥有较其父辈更加宽容的心态, 从而易于在民族间建立跨越民族界限的自然和谐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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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民族群体的樊篱, 是意气相投式的人与人的个体关系。

三、通婚情况

民族通婚 (指自由通婚 ) 亦是民族间社会结构层次互动融合的一种形式, 却因为它属于高层

面的结构融合形式, 故一般将其单独列出。前人研究显示新疆汉族和穆斯林民族自由通婚比例很

低。那么新疆兵团内民族间通婚情况如何呢? 从 130团民政科获得的  2006年 130团婚姻登记表 !
看到, 130团 2006年全年登记结婚的有 101对, 其中汉族 91对, 哈萨克族 8对, 维族 1对, 回族

1对, 所有婚姻都是民族内婚。由此窥见民族间通婚在兵团也属个别。从三角庄 19连退休老书记

了解: 目前为止, 整个三角庄有两户是民族与汉族结婚的。一个是 20连的现任书记, 是维族的小

伙子娶了汉族媳妇, 婚后他们的风俗习惯两个民族的都有。另一个是 13连退休汉族老书记小儿子

的媳妇, 是个哈萨克族。两对中其中一对是同事, 都是转业军人; 一对是同学, 上学时候认识的,

都是自己谈的。

这样的个案虽属个别, 在民族通婚家庭中却有一定代表性。不同民族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上

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穆斯林民族和汉族间更是如此。一般而言, 通婚当事人双方必须有共通的语言

才可能结合, 同时, 来自双方家长的反对和压力往往是通婚失败的重要原因。从问题  您或您的

家人择偶时候更多考虑哪类人! 的回答来看, 少数民族没有一个选择  汉族 ! 选项, 相应的, 汉

族也全部选择了  本民族 ! 或  汉民族! 选项。可见在民族通婚方面, 来自于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和民族心理上的芥蒂是广泛存在的。一起同窗共事的年轻一代与父辈相比虽然更易于接受民族通

婚现象, 但在父辈亲人的压力下往往也望而却步。

民族差异是由空间、文化、社会结构和心理等多方面的长期隔离造成的。新疆兵团成立以来,

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新疆, 克服了汉族和新疆少数民族人际交往的空间障碍。在同一种社会环境下,

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和日常接触、双语的使用以及民族团结政策的教育, 使民族间的交流逐渐变

得顺畅起来。新疆兵团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政治组织结构使不同民族群众间能够建立起同事、邻

居、同学、朋友等稳定的合作关系, 结构上的互相介入已经广泛出现。同时, 民族间在社会结构上

的开放还远未达到自由通婚阶段, 民族间自由通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族间在心理上也不乏成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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