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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主流社会学对于个人社会化的研究具有性别视角消隐的缺憾，但现实和理论都要求对女

性角色和生活的边缘化和曲解得到较大改观。如今，女性社会学的受关注蕴含着对妇女社会化问题展开

深入研究的吁请，因此，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问题作出全景式的分析和考察就实有必要。本文的论述

集中在：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内涵和内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并以新疆游牧少

数民族妇女为例，就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作出了相应的分析。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妇女；民族社会化；妇女研究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个人社会化理论是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借助于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文明支持和进步

力量。①但主流社会学从来都是从“整体的人”出发对个人社会化进行研究的，所以，性别视角的消隐

或缺失便成为必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传统学科中也有以男性为主、扭曲妇女的观念，②对妇女问

题的认识和研究一度出现过“庸俗化”倾向，总是将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缺乏一种理论分析

的动态视角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选择研究思路的分析策略。现实和理论都在要求对女性角色和生活

的曲解和边缘化③得到较大改观。有鉴于此，包括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在内的相关研究就必须接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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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妇女的挑战，以弥补性别盲点这一明显的缺陷，这是符合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让人欣喜的是，在我

国，如今，女性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支逐渐获得了清晰的学科定位，2007 年 9 月，“中国社会学学会

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一学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④乃至于它“在

社会学里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分支”。⑤女性社会学的受关注便蕴含着对妇女社会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

吁请，顺此，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问题作出全景式的分析和考察就十分必要。 

     

二二二二、、、、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内涵和内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内涵和内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内涵和内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内涵和内容 

  

（一）涵义 

由于受到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化具有不同于汉族社会化的特点。有的论著认

为，这些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劳动技能、生活习俗的社会化，道德社会化、信仰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

社会化等不同的方面。⑥实际上，只就这些方面并不能说明民族社会化与一般社会化之间的不同，⑦因

为一般社会化也会通过这些方面表现出其组成。 

社会化过程总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化而言，这里的文化具有“双重性”：

它既是特定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涉及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各民族文化共同的大文化背景。在少数民族

社会化过程中，以上双重性的文化都不可偏废。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社会学性质只有到民

族形成的时候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化才成为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才使社会有了

系统的行为规范，才使社会团结有了重要的基础，也才能通过文化塑造真正的社会的人。 

少数民族社会化研究与一般社会化研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民族性”，其研究的侧重对象是特定

的少数民族。因此，有人将少数民族社会化定义为：“在特定的民族群体中，个体通过与群体的相互作

用，适应并吸收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民族意识，成为一个合格的民族群体成员的过程。”⑧ 

笔者以为，这一定义的适应性是有限度的。对于民族心理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来说，它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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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社会化的焦点侧重于个体的“民族性”或“民族化”，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1946）中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更多地与此靠近。如果将此定义用到以研究民

族社会关系及其协调运行为主要任务的社会学中，则显得过于狭隘，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其解

释力都将明显不足。 

在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空前扩大的今天，各民族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化”的层

面，更重要的是其“族际化”的延伸和展开，只有在努力适应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过程中，才

能逐渐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因此，我们可将上面的民族社会化定义理解为狭义的民族社会化，广义的

民族社会化还应包括民族及其成员在族际交往中对其他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的适应。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社会化可以定义为：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吸收并适应民族文化传统，以及

学习并逐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从而成为合格的民族社会成员的过程。 

对于“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这一重要概念，在已有的妇女社会学文献中还没有明确地定义过，但

在明确了“少数民族社会化”以后，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就不难理解。如果说，社会化这一概念在

中国女性社会学中可以被定义为“自然性别的人或生物性别的人成长为社会性别的人全部过程以及性别

人适应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⑨的话，那么，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则只是将其对象特指于少数民族妇女

而已。但实际的情况远远要更为复杂，因为这里的性别社会化虽然是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但仅以它替代后者还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出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加以全方位的解读。 

1．民族文化的角度 

社会化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当中，而“社会又是文化的担当者与维系者”，⑩所以，社会主流

的社会化理论就被认为是一个文化的传递和延续的过程，对于社会化的个体来说，社会化就是内化社会

文化，将一个社会类型下的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规范自觉转变为个体的价值期待和行为方式。

在历史流转的漫长岁月中，人类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同民族的区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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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自不同群体的“文化模式”之差异性来确定的。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对两性的角色规范、经济活

动安排、生活习俗要求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所以理解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化就要首先考察其所处的民

族文化模式。 

2．人格发展或称个性发展的角度 

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

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

及情感（感觉和感情）”（11）。人格发展属于对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化考察的一个主要方

面。所以，少数民族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特质可能发生哪些改变？传统少数民族妇女的角色规范

是怎样影响其人格的发展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应该涉及和考察的重要内容。 

 

3．社会结构的角度 

在社会成分之中包含着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假定，（12）对这一价值体系的维系就是通过社会

化过程实现的，“这一过程的成功，将使社会过程紧密地同文化和个性结合起来。”（13）按照结构功能

主义的观点，角色学习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在角色学习的过程中，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

地位，领悟并遵从一定的角色期待，“社会系统通过角色系列整合每一个角色”。（14）一定的社会系统

要求有适当人格特征的人群构成并以之维持特定的社会结构，而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类型也就维护了社

会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同时，社会系统自身的变迁客观上改变了文化结构和特定的人格期待，作为社会化

客体的个体就要适时改变其人格组成的某些部分以适应社会系统的新要求。 

（二）内容 

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内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容的多样性。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妇

女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技能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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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学习以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为基础。在这里，生活技能的社会化是和新主流社会

学理论中的发展社会化这一社会化类型紧密相关的，它是指个体为适应新形势提出的角色要求而进行的学

习过程。（15）把生活技能社会化和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化联系起来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游牧民族妇女

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准备条件与核心内容。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聚居的游牧区，草原畜牧业在新疆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四季轮换，

游牧民族在一定的范围内逐水草而居从事畜牧业生产。围绕着畜牧生产形成的畜群管理技术、牧场使用惯

例以及牲畜产品买卖活动等成为游牧成员生活技能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游牧

生活方式本身的低效和牧场资源供给的紧张以及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和扶植等因素，游牧生产方式逐渐

转变为草场承包、牲畜圈养等方式，这样一来，畜牧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就相应发生了变化。传统游牧方式

的式微要求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尽快实现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她们在日常的生产活动和家务劳动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现实要求游牧民族妇女必须从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抽身，学习新的生活技能以适应社会的发

展。可以认为，现代化的进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个体只有通过对周围环境的不断调试和

适应使自己与有机体之间建立完满的和谐状态，而不断地适应社会则是达成这种和谐状态的手段。（16） 

2．行为规范的社会化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适当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个体角色社会化就是通过个体与社会

之间的不断互动，学习和实践各种社会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规范的过程。游牧民族妇女社会角色社会化问题

的研究必须有一种“性别敏感”的精神来加以指导，所以进入我们视野的首先是游牧民族妇女的“性别社

会化”。这是与社会性别概念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期，女权主义者发展了“社会性别”概念，并将之作为女权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

“社会性别指的是相关性别者建立在基因、生物、生理基础上的有关社会的和心理的特征及社会对不同性

别者的规范和评价”。（17）后现代的女权理论不再抽象地谈论妇女的权力和地位问题，而运用社会学的

想象力，将女性角色的分析置于社会背景下讨论。人们通常在心理和生理水平上解释人类行为，认为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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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其互动往往是通过小群体和微观组织来实现的，而往往忽视了社会背景对它们的影响，但恰恰是这

些社会背景塑造了这些群体（18）。从宏观上讲，社会类型对于性别角色有很大影响，各种不同的文化类

型中对男女两性角色期待各不相同。伊斯兰教文化中，《古兰经》既是具有神圣性质的宗教文本因而也是

对信教群体的具体生活具有规制意味的规范文本，其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规范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述。宗教文

化对伊斯兰女性社会化具有深刻的影响，传统的女性角色行为是被严格限定的，其衣、食、住、行、言等

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都有明确的规定。蒙面纱、戴盖头是穆斯林妇女传统的装束。《古兰经》中

就有“叫她们（信女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的教导。新中国成立前是否蒙面纱、戴盖头并

不是任人自愿。在维吾尔族聚居区，若卡孜阿訇在集市上发现哪位妇女不蒙面纱就会当众鞭打。（19）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存状况与传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已经在许

多方面丧失了它的规范性和制约性，但是宗教文化对妇女角色规范的影响依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

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即便在同一文化当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别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

而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性别文化观念、习俗、语言、符号时时处处都在有力地塑造着特定文化中的个体。 

其次，是建立在性别角色基础上的其他社会角色的社会化。比如，政治社会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现代化过程是社会结构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不是某些社会组织和系统简单地单向变迁。围绕着

传统社会构建起来的个体的社会角色规范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少数民族妇女群体

的社会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和自我认知有哪些变化？面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堕距”，她们有怎样的困惑？

作为正式的社会化主体，学校、家庭等客观上有怎样的转变，同时应该有怎样的定位和转变？相对男性，

少数民族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可能的选择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如此等等都是亟待研

究的课题。 

3．宗教信仰社会化 

在涂尔干看来，宗教力量是人类的力量，也是道德的力量，宗教力量和物质世界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解释社会发生的所有事情。（20）这样，借助于神圣的意义体系，宗教能将集体意识内化于个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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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中，从而提升社会的整合功能。新疆游牧民族成员大多有宗教信仰，哈萨克、塔吉克等族信仰伊斯兰

教，蒙古族则信仰俗称“黄教”的藏传佛教。带有神圣性的公共宗教仪式则表达和加强信教群体成员的价

值观和信仰从而创造出一种集体认同感。宗教教义、仪式对游牧民族的生活影响全面而深刻，围绕着宗教

文化逐渐形成的文化系统对成员的社会化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宗教信仰社会化对游牧民族妇女整个社会化

过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影响，游牧民族妇女自小学习宗教文化中具有性别区分色彩的“禁忌”与礼仪，型

塑她们的人格特征，特别是宗教文化对于妇女在家庭和婚姻中的角色规范的限定直接影响到游牧民族妇女

权利和义务的实际形式。 

三三三三、、、、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社会学早期创始人大多认为，女性是生活在集体之外的，诸如家庭和宗教等形式就足以满足她们的全

部需要，女性因此是更加简单的社会存在。（21）即便在美国，社会学相对风平浪静的制度化也是通过将

性别研究排除在外完成的。（22）在笔者看来，那些都市化了的城府男性固执地坚持着“女性是可以被忽

视和漠视的”这一判断，这样的认识限制了部门社会科学内在地生发出其研究的“性别化倾向”，从而在

整体上延误了我国妇女研究的进程。 

随着学科学术化水平的提升和学科化进程的深入，近些年来，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在我国已成

为一个得到重大关切的议题。（23）考虑到诸多方面的限制，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妇女问题的研究，更多

的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纵面探讨，而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还未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尤其对少数民族妇女

在本民族传承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社会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则更少。可以认为，有关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

研究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不足。 

（一）理论研究方面 

后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所采纳的框架和用语。（24）在国外，妇女研究是以“社

会性别”为核心范畴来展开的，该概念是指在既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建构下所形成的有关男女两性的性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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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性别差异，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建构性。这一建构论的视角说明，对妇女和社会

性别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从学术上和意识形态上建构非欧洲‘他者’的一个中心问题”，（25）这就要

求“把妇女情况放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性别、阶级和社区以及内部／外部影响的复杂背景下来讨论。”（26）

可以认为，社会性别分析范畴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在继承传统女权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基

础上，不断反思和修正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国内学者在借鉴这一分析范畴时自然会不断地扩展

“妇女研究”的视野、丰富“妇女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此而言，在抛开对该概念的产生作出系谱学追溯

的前提下，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会借助于女性研究逐渐得以认同和拓展，

这样的趋势能给“女性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女性社会学也因此会发出自己的学科声音。

但必须看到，时至今日，在对西方相关概念和社会化理论进行转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妇女社会化问题研究

的中国化任重而道远，而对于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来说，还不得不面临着双重“内在化”艰巨任务。 

（二）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类同质性群体，忽略了内部的差异性分析。“一般来说，社会研究过程是

从选题开始的。”（27）当研究者的视野中将女性当成同质的群体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不同类

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选题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有的研究中有关少数民族妇

女特别是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寥若晨星，这对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执

行、评估等都有许多消极影响。 

其次，单独的问卷法的使用。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化要求在研究中对样本的选取、测量的设

计、指标的选择要有“艺术化”的处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必须要“富有灵性地”结合起来。为此，需

要重提“社会学的想象力”，它是一种特有的“心智的品质”，借助于它，可以在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的基

础上，看清事情发生的内在全貌，（28）它强调必须把个体的生活历程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

二者是怎样相互交织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女性社会学中，学者们特别在意的是“文化背景与方法的

融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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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于静态化的研究倾向。以往研究更注重社会结构对个人社会化的规范和限制而忽视了妇女群

体的主体能动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和作用因此，一种“互动性”、“历时性”的、双向的过程考察视

角有必要引入。考虑到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形成的长期性和历史性，这其实说明了相关的学科的本土化

努力还不够、“历史的还原”也不够。如果说“本土的发展努力为的是克服脆弱性”（30）的话，那么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社会学仍未有独立的学科体系”。（31） 

  

四四四四、、、、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32） 

  

（一）知识技能社会化与社会竞争能力要求之间的挑战 

知识技能社会化要求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尽快掌握适合于现代社会要求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根据知

识差距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在知识技能差距存在的前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社会

地位、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较好和较差的人均能增进知识，但是前者将比后者获得更多的知识，因而

他们之间的相对知识差距将会逐渐扩大。后来的研究发现，知识差距的存在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将知

识差距假说移置到这里的研究主题上，我们便会不难发现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之

一，那就是知识技能社会化与社会竞争能力要求之间的挑战。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游牧民族草场资源的承载能力逐渐下降，草场的退化、沙化日趋明显，仅仅依

靠传统的生产方式、游泳传统的生活技能只能无缘现代生活或只能生活于现代生活之外。面对现代化潮流，

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如果不改变知识贫困状况就没有出路。但一方面，现代知识不断复制着传统的不平等的

性别关系，（33）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竞争又将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社会成员置于相同的竞争层面

上，这不能不是游牧少数民族妇女面临的时代性挑战。 

（二）政治社会化发育程度与现代社会民主要求之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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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治社会化是培养民族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由于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新疆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发育程度较低。就地理因素来说，牧区封闭的环境和交通的不便

极大地限制了她们获取政治信息的能力，我们的调查发现，有不少牧区少数民族妇女一辈子也没去过大城

市，丝毫感觉不到政治文化的现代气息；就文化因素而言，在新疆游牧社区，游牧民族妇女成员在政治上

更倾向于对民族群体、血缘组织的归属和依附，她们对这些角色的政治取向很少从宗教和社会的取向中分

离出来，“相对缺乏由政治系统推动的变化期待的意义”，对一个作为积极参与者自我的取向几近于零，

（34）很少出现具有独立意识的政治人格；就经济因素来说，现全疆国家定的贫困县（市）达 30 个，贫困

地区人口主要分布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聚居地，牧区贫困地区收入低、生活艰难，

北疆部分牧民甚至处于生存条件很差的状况，其精神、文化和情感的需求更多地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生产

和生活问题而相应降低了对政治的参与度和分辨度。总之，较低的政治社会化程度离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还

存在一定距离，表征现代社会的“公民”、“民主”、“法治”等概念和意识对于游牧民族妇女来说还处

在相对陌生的阶段。 

（三）性别角色要求与女性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挑战 

虽然，在历史上，社会对新疆游牧少数民族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女儿、妻子、母亲、媳妇和家庭主妇等，

（35）但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她们的角色地位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当中的一部分除

了担任以上角色外还成为了有知识、有职业、有收入的职业女性。她们的性别特征在传统的谦卑、体贴关

心他人和温柔顺从的基础上，增加了进取心、自主性、自信心和自我表现等倾向性，这反映了社会的文明

与进步。 

然而，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的影响，她们的角色定位表现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生活在农村、

牧区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受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其角色要求和价值定位依然有浓厚的传统

色彩。如生活在牧区的哈萨克族，大多依然是男性在外放牧，女性在帐篷内担负做饭、洗衣、照顾孩子、

照顾男人和挤牛奶、做奶酪等。每当家中有客人来，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用丰盛的羊肉、奶茶、奶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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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客人。只是哈萨克成年男性的任务是坐在毡房中陪同客人喝酒、吃肉，而女性便要从开始忙到半夜，

甚至通宵。她们负责给主人和客人递饭、端茶、倒酒。她们始终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不说一句话。当男主

人和客人睡觉了，她们便踡曲在门边的位置睡觉。第二天早晨，她们在客人还未起床时，又早已烧好了奶

茶，准备好了饭食。哈萨克族传统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女性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哈萨克族还有一传

统习俗，当孩子长大娶亲后，长子及媳妇要与父母同住，负责照顾父母亲的生活，即使大儿媳受过较高学

历教育，从结婚的那天起也要继承传统，从此在帐篷内回归女性的传统角色。以上的性别角色要求与社会

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之间也会形成时代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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