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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广大穆斯林群众接受，这为政治、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穆斯林争取民族独立，构建政治合

法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四、结论 

 

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是其深刻的民族因素作用的结果。

独立的穆斯林现代民族意识是其首要的因素。因为只有独立的穆斯林现代民族意识成熟时，穆斯

林传统居住的土地才被视为本民族的“固有领土”，穆斯林的民族精英才会以“民族首领”的角

色进行民族动员，发动独立建国的运动。因此，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英属印度内部印度教

徒和穆斯林两大势力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背景下上述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  文】 

中国穆斯林网络 BBS 的议题特征及其建构分析
1
 

——以百度“回族在线”贴吧为例 
 

鲁孟琦 

 

摘要：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百度“回族在线”贴吧中特定时间范围内主题帖的主题，

以及其中有效回帖内容的内容表达进行统计分析，来分析中国穆斯林网络 BBS的议题建构及议题

特征进行探究。分析结果显示，从主题帖角度来看，其主题内容表现出该 BBS的议题建构淡化民

族宗教因素，突出日常生活因素的建构倾向；从有效回帖内容表达的角度来看，其内容表达侧重

于 BBS成员自身身份认同的表达，以及围绕不符贴吧宗旨的异质性回帖的互动展开。综合分析结

果，在该 BBS中，BBS管理者主观上进行的议题建构，与贴吧网友客观上表现出来的议题呈现具

有较大的差别。 

关键词： 中国穆斯林；回族；网络 BBS；议题建构；议题特征 

前  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互联网的崛起，是 20世纪后期一个全球性的重要事件。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如上网冲浪、

收发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娱乐、在线讨论、网上购物、在线直播等网络活动在短短的几十年深深

融入到了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愈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互

联网的崛起，使得信息成为了重塑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再结构化的基本力量。而由互联网型塑的

网络生活空间，作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场域，大大拓展了人类社会生活的范围，

转变了社区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形态。借助网络，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多、更直接的话语权，同时

在其中拓展原有的社会关系，或是建构的社会关系。互联网“为那些原本可能社会生活狭隘的人

们提供了社会联系的机会，为那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或受到压迫的群体提供公开表

达自己的机会。”
[1]
就穆斯林世界来说，目前，“数以百计的团体、协会、个人和很多政府及宗

教机构都在企图增加穆斯林在网上的存在。”我国的穆斯林各族群也开始大量利用网络空间来传

播伊斯兰信息，沟通穆斯林世界。“网络似乎是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对穆斯林来说是再合适不

                                                        
1 本文为作者 2017 年的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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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工具。”
[2]
2017年 4月 5日，笔者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搜索关键词“穆斯林网络社区”，

得到相关网页约 2，600，000 个，搜索“穆斯林 BBS”，得到相关网页约 2，290，000 个。由于

技术所限，笔者无法获取到有关“穆斯林网络社区”或“穆斯林 BBS”数量或规模的数据，但是

从上述数量众多网页搜索结果，我们不难看出 ，“穆斯林网络社区”、“穆斯林 BBS”等概念已在

网络上被广泛讨论。“穆斯林社区在互联网上”成为了中文互联网范围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文互联网中，网络上的穆斯林社区，尤其以 BBS形式出现的穆斯林社区，为中国穆斯林

族群分享信息、表达意见、进行网络互动以及寻求价值观的认同，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这之中，

我国回族穆斯林族群在网络上的互动有着新的特点。“由于网络社会所具有的结构特性，与回族

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因此，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扩张

和普及，回族穆斯林多了一条相互凝聚和亲近的渠道。根据观察，回族穆斯林不仅建设了相当数

量的网站，并且正在其中展开各种形式的族群认同实践，正在利用网络空间形塑和凝聚自身的族

群认同”
[3]
。在中国，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穆斯林族群之一，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回族人口已超过一千万，且在全国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都有

分布。互联网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跨地域的沟通渠道，对他们的网络互动和意见表达带来了巨

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回族穆斯林群体在 BBS中所讨论互动形成的议题，也反映出其自身，尤其

是善于使用互联网互动的年轻一代回族穆斯林的意见和诉求。 

综合上面的讨论，本研究把研究问题定位为：在以中国回族穆斯林族群为主体而建立的 BBS

中，回族穆斯林在自族群内部，以及与其他族群成员的网上讨论都包含什么内容？由这些讨论内

容所组成的 BBS议题有着怎样的特点？ 在这些议题的建构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其产生了影响？  

（二）研究意义 

卡斯特强调，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诱发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即网络社会的凸显。他认为，伴随着

这一新世界和新社会形式的崛起，以神、民族、种族、家庭和地域等为基础的集体认同也正在营

造战壕。
[4]
这些认同包括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生物等方面。而且值得注意

的是，互联网络这种新的、强大的技术媒介，正在被各种集体认同力量所采用，以增强和加剧他

们的抗争力量，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动员、女性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环境主

义等，都把互联网作为抗争的工具。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化依然会

是世界经济及其他某些方面的主流，它对全球国际体系也依旧会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但反全球

化力量的日益活跃说明，“为弱者和处于边缘者的利益来抵制富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

依然有力，并且已经在卷土重来。”
[5]
这些以认同为基础的反抗势力将同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一

同维持着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稳定和延续。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全球化和认同两股力量的交

汇，构成了新社会浮现的基本张力。这些张力，同样对身处互联网之上的回族穆斯林族群的互动

和意见表达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对其自身内部的反思，以及对族群外部群体关系的反思。另

一方面，在我国，2014年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反对分裂”

的主题，并就加强民族团结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在 2016 年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总

书记也强调“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

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从这一方面来讲，回族穆斯林在 BBS 中的交流互动，也应符合上述的民

族宗教政策，以实现自身网络互动的和谐有序与回族穆斯林 BBS建设的良性发展。因此，通过对

回族穆斯林族群网络 BBS中的互动议题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去了解他们“在说什么”“想说什么”

以及“实际上说了什么”，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进而了解回族穆斯林虚拟网络社区中议题建

构的真实面貌。这对于分析目前中国回族穆斯林族群自身内部关系、与国内其他各族群的关系，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进一步维护我国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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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研究现状 

（一）内容分析法及其研究综述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深人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方法。美国传播

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首先把它定义为一种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交流的明显内容的研究

方法。二战期间，内容分析法开始被应用于军事情报研究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之后，内容

分析法又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政治军事、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各领域中。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内容分析法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中也成为了一个新热点。同时，方法本身

也在不断完善，各学科研究者的角度也有所侧重。图书情报研究人员利用其专业优势，在获取充

分资料的基础上能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与之类似的还有新闻传播学，也能掌握大量有价值

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应用研究。社会学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在应用内容分析法的同时也注重了其

理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容分析法的发展。
[6]
而计算机科学和医学虽然发文不多，但在

两个方面都有所研究。 

我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引入内容分析法以来，我国学者对内容分析法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在逐

步提高，相关文献从 1992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内容分析法分布的学科面也比较广，尤其在图书

情报学、新闻传播学和医学中得到了较为多的应用。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理论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大多数的研究都是概述性文章，深入研究的较少。无论是谈综述还

是谈应用，我国对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上，在方法上的深入还没有进

行。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实践和发展，内容分析法虽然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但是真正领会

了内容分析法的精髓，全面掌握其方法步骤的并不多。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资料的依赖性大，不仅

数量多，而且要求数据来源准确可靠，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中文内容

分析法软件的发展较为迟缓，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统计工作还需要由研究人员手工操作完成，这

也影响到了国内内容分析研究的发展。 

（二）网络 BBS 研究综述 

BBS是“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通常被称为“电子布告栏”、“电子公告栏”、“电子

公告牌”，在近年来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 BBS 逐渐发展发展成为集信息发布、信息服务、

交流沟通等功能为一体的；内容丰富，交互性极强的；具有“虚拟信息社区”特性的“万维式

BBS”，对此，业界又赋予其新的称呼“论坛（Forum）”。论坛可以视为是网络 BBS的进一步发展

产物，而在目前的网民话语体系中，“论坛”和“网络 BBS”也是被赋予了相同的含义。随着互

联网的迅扩张和蔓延，学界对其的研究也与日俱增。王海明和韩瑞霞在对多层筛选后的 136篇网

络 BBS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 BBS研究现状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8.7%)，

对于 BBS自身的初步研究，包括历史和哲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应用，功用和服务以及政策法律等

问题；第二阶段(41.9%)，对于 BBS的使用和用户的研究，包括用户的使用感受， 以及 BBS提供

的服务内容等；第三阶段(16.9%)，对 BBS 影响的研究，包括它对人际关系和人们生活的改变、

因之产生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及其对传统媒介的冲击；第四阶段(12.5%)，对于 BBS 的改

进和研究，包括如何发展利 BBS及对 BBS产生的相关问题的专业深入研究和系统化、综合性分析。
[7]
在这之中，有研究把 BBS视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并在此框架内进行讨论。陈洁认为

BBS的出现及其去中心化、匿名化、去阶层化以及平等、开放、理性批判、服务而非管理等特点，

为以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取代由工具理性主宰的规范限定的行动提供了可能
[8]
，因而有助于人们在

交往中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而祁林则认为，由于在 BBS中信奉权威——或者叫“意

见领袖”——的心理仍然存在，因此由网管、版主、资深网民、普通网民构成的等级梯队的实际

效力以及主动放弃话语权的沉默者(Lurker)的产生，仍然从内部极大的限制了所谓的“说话”的

实际可能性，而在外部的各种因素限制最终导致 BBS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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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乌托邦”，同时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依然具有很大局限性
[9]
。另一方面，由于在网

络 BBS中的互动具有间接性、超时空性、符号性、语言性、扩张性和工具性等特点
[10]

，因而也有

研究侧重于探讨微观行动者自我的建立、角色的扮演以及与他人的互动。白淑英和何明升通过实

证量化研究，分析了 BBS互动的建构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并讨论了其互动类型和互动模式。指出

BBS上互动实现了同步性和异步性的统一、弥合在场和不在场的界限，从而增加个人交往的自主

性的同时，该研究发现 BBS上的互动由于信息（即帖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使得在现实社

会中拥有建立互动关系主动权的互动者却成为了 BBS互动关系的被选择者，而现实意义上的被选

择者却成为互动关系建立的关键，体现了个体在 BBS互动中被动的一面
[11]

。 

（三）网络 BBS 议题分析研究概述 

就目前而言，学界对于网络 BBS议题分析的研究多以某一具体的社会热点为实例，来分析在

此过程中网络 BBS 如何针对该热点进行议题建构并使舆论展开。沈小根通过对浙江乐清“钱云会”

案为例，对其议题建构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从议题兴起到最终衰退整个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影响，

强调了网络 BBS“零把关人”的特点以及“意见领袖”对整个议题建构的影响。
[12]

陈彤旭、邓理

峰通过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分析，强调了大众传媒对网络 BBS议题形成的影响、以及网

络 BBS管理者在议题讨论过程中采取的控制手段和普通网民对此的反应，并探讨了议题建构的社

会意义
[13]

。 

（四）小结 

对于网络 BBS 的议题分析，从某一具体社会热点去切入分析不失为有效的手段，这种方法在

考察短时间内议题呈现以及议题建构机制的分析方面具有优势，但相对地，全面考察一个 BBS基

本议题建构特点方面，这种手段稍有欠缺。对于一个正常运营中的网络 BBS来说，其向外界体现

自身运营情况及自身最直观的手段就是在网民访问 BBS是看到的一篇篇主题帖以及其中的回帖，

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所有主题帖及回帖的内容表述，就组成了一个网络 BBS相对稳定的议题呈现

情况。本研究就是以此为突破口，在一个较长时间范围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回族穆

斯林 BBS中主题帖和回帖内容的考察，来分析其议题建构的倾向及特点。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项研究通过对回族穆斯林网络 BBS“百度回族在线贴吧”中的主题帖以及相应的回帖进行

内容分析，来探究其中议题的内容特征，并分析其议题的形成原因。为了能够较为方便地进行研

究工作，同时得到较为准确的研究结果，笔者对目前我国的穆斯林网络 BBS的运营现状进行了前

期考察，在综合考察“BBS类型”“BBS访问的便利程度”以及“BBS 日活跃度”几方面因素后，

本次研究对象选定为百度“回族在线”贴吧”。该贴吧属于中文 BBS“百度贴吧”中“民族文化”

分类下的一个子 BBS，截止 2017年 4月 1日 0时，该贴吧关注总人数为 9917位，发帖总量为 338941

篇，在 21个主题涉及中国穆斯林族群的百度贴吧子 BBS中位居第一。且由于依托于“百度贴吧”

这一平台，“回族在线贴吧”拥有多种访问方式，访问较为便利。因而该贴吧是目前我国较为知

名,且非常开放的回族穆斯林网络 BBS。  

本研究选取发布时间从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年 3 月 31 日的主题帖，并对其中的主题帖

主题及有效回帖进行内容统计。以一年为周期可以较为完整地统计该 BBS中的与节庆或宗教功课

相关的内容,此外在选定的时间段前后,国家相关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如 2016 年 1 月召开了全国

城市民族工作会议，社会上也发生了与回族、穆斯林相关的热点事件。如“清真食品立法事件”、

“上海阿里兰牛肉面馆事件”等。以此时间段进行统计，也能够较好地统计到以上事件是否对改

BBS的内容讨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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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概念界定 

1. 中国穆斯林网络 BBS：指网络服务器架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讨论内容以伊斯兰

教、穆斯林群体、以及中国穆斯林各族群为主的网络 BBS。 

2. 主题帖：指网络 BBS 成员在 BBS 中发布，且能够被公开浏览到的独立主题帖子，包括该

主题帖的标题和该主题贴发帖者所发布的第一篇帖子（也即为本主题帖内第一篇帖子），该发帖

者称为楼主。其他 BBS成员可在该主题帖内进行回复。在本研究中，将按以下标准对统计时间范

围内的主题帖进行筛选统计： 

（1）有效回帖数大于等于 25篇；（“有效回帖”定义见相关概念界定 3）  

（2）由同一 ID所发布的标题相同的多篇主题帖，只统计其中回帖数最多的一篇； 

3. 有效回帖：指在某一主题帖内可以被公开浏览到的所有回复帖子。在本研究中，将按以

下标准对统计时间范围内的有效回帖进行删选： 

（1）在某一主题帖内，由同一 ID所发布的内容相同的多篇回帖，只记录一次； 

（2）对由百度贴吧合作单位发布的广告贴不进行统计； 

4. 对由明确无意义的表情、符号、字母组成的回帖不进行统计。 

5. 吧务管理团队：指“回族在线”贴吧内日常事务管理者，包括统管整个“回族在线”贴

吧的“大吧主”，和具体配合进行各类日常管理的“小吧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以在“回族在线”贴吧中发帖时间在 2016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3 月 31 日之间的、可以公开浏览到的主题帖，以及其中所有有效回帖为统计对象。通过对统计

时间范围内所有主题帖的主题内容，以及对其中所有有效回帖内容分别进行关键词统计和分类，

并通过“主题帖主题内容特点”和“有效回帖内容特点”两方面来描述和评估该网络 BBS中议题

呈现情况。 

三、统计分析结果 

在按照相关筛选标准对主题帖以及有效回帖进行筛选和剔除后，符合要求的议题主题帖共有

136篇。共有帖子 11945篇。 

（一）主题帖内容分析结果 

在对 136篇主题帖的主题内容进行统计归纳后，发现其主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日常生

活类类；（2）婚恋讨论类；（3）饮食习惯类；（4）民族文化类；（5）宗教信仰类；（6）贴吧管理

类；（7）社会热点类。具体而言，以上七类主题帖及相应有效回帖数量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主题帖内容分类 

主题帖类型 主题帖数量 

（单位：篇）  

 主题贴数 

（%） 

每类主题帖有效回帖总数

（单位：篇） 

日常生活类 77  56.62 2158 

婚恋讨论类 16  11.76 592 

饮食习惯类 13  9.56 2197 

民族文化类 11  8.09 3499 

宗教信仰类 10  7.35 2950 

贴吧管理类 6  4.41 282 

社会热点类 3  2.21 267 

总计 136  100.00 11945 

进一步统计显示，日常生活类、婚恋讨论类、饮食习惯类、民族文化类、宗教信仰类主题帖

可细分为如下类型（见表 1-1、表 1-2、表 1-3、表 1-4、表 1-5）： 

表 1-1  日常生活类主题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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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类型 数量（单位：篇） 百分比（%） 

网上交友 35 45.45 

旅行游记 19 45.24 

个人风采展示 11 26.20 

育儿经验分享 7 16.67 

生活问题咨询 5 11.90 

总计 77 100.00 

 

表 1-2  婚恋讨论类主题帖分类 
主题类型 数量（单位：篇） 百分比（%） 

恋爱问题咨询类 8 50.00 

族际恋爱咨询类 6 37.50 

网上征友类 2 12.50 

总计 16 100.00 

（注：表 2-2 中“网上征友”类专指网上发帖寻找男/女朋友） 

 

表 1-3  饮食习惯类主题帖分类 

主题类型 数量（单位：篇） 百分比（%） 

饮食咨询类 11 84.62 

教义阐述类 2 15.38 

总计 13 100.00 

 

表 1-4  民族文化类主题帖分类 

主题类型 数量（单位：篇） 百分比（%） 

历史讨论类 7 63.64 

人物评论类 2 18.18 

语言文字讨论类 2 18.18 

总计 11 100.00 

 

表 1-5   宗教信仰类主题帖分类 

主题类型 数量（单位：篇） 百分比（%） 

教义学习心得类 7 70.00 

著名人物事迹讨论类 3 30.00 

总计 10 100.00 

 

除此之外，6 篇“贴吧管理类”主题帖的内容均为吧务管理人员的人事变动公告，3 篇“社

会热点类”主题帖则均为针对“上海‘马里兰拉面馆’事件”的讨论帖。综合以上统计结果。我

们可以看出，“回族在线”贴吧的主题帖内容主要涉及日常生活及个人情感问题，对于与民族文

化、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热点相关的主题涉及较少。由于该 BBS中的制定的删帖操作规程为“主

题帖删帖制”，即吧务管理团队主要对不符合发帖要求的主题帖进行删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

说，这样的主题帖内容分布，也反映出该 BBS管理团队对该 BBS讨论议题的建构倾向。 

（二）有效回帖内容分析结果 

对于网络 BBS 而言，其发帖与回帖具有极大的自由度，一方面， BBS 成员可以根据自身倾

向而在任意一篇主题帖内进行回帖，这使得 BBS的主题帖内容分布与有效回帖内容分布可能会产

生差异，在本研究中，如表 1的统计结果，在主题帖分布上，日常生活类主题帖数量有着明显的

优势；而在其中有效回帖数量的分布上，数量位居前三的依次为民族文化类、宗教信仰类和饮食

习惯类主题帖，日常生活类主题帖中的总回帖量仅居第四。这说明贴吧成员的回帖倾向与贴吧主

题帖的分布或称主题帖建构倾向是存在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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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每一篇主题帖内的回帖，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内容。因此这就造成了一个在

BBS主题帖内经常能看到的现象：“歪楼”，即在某一主题帖内由于若干与主题无关或不直接相关

的回帖吸引了后续回帖者的注意力，从而使得后续回帖转而讨论与原主题无关的新内容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BBS成员更愿意讨论新的主题，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主题帖内实际讨论的内容与主

题帖原本的主题内容出现不符或是较大差异。因此，考察中国穆斯林 BBS的议题建构情况，就有

必要同时对其主题帖内有效回帖内容进行分析。笔者通过对“回族在线”贴吧统计范围内 11945

篇有效回帖进行统计后，发现讨论主题帖主题的有效回帖数为 3792 篇，仅占总数的 31.75%，与

之对应，讨论内容与主题帖主题无关或不直接相关的有效回帖有 8153篇，占 68.25%。这反映出

“回族在线”贴吧中实际讨论的内容与主题帖内容在大部分情况下有差异。 

在对上述 8153 篇回帖进行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其中有 261 篇回帖属于贴吧内相识网友的的

日常问候，剩余 7892 篇回帖具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内容表达倾向，即至少涉及以下两种表达倾向

之一：一是具有较为明显的身份认同表达倾向，如表达“我是中国人”“我作为一个回族穆斯林”

等；二是具有不符合该贴吧发帖宗旨的异质性表达倾向，如出现“回族是毒瘤”“伊斯兰教应该

在中国被禁止”等不符合“回族在线”贴吧“理性讨论”“爱国尊教认族”发帖宗旨的表达。据

此，笔者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1、有效回帖认同表达倾向分析 

在对“回族在线”贴吧所有有效回帖进行统计分析后，笔者发现，在 136 篇主题帖中，有

134篇主题帖内存在涉及自身身份认同表达的有效回帖。另一方面，在全部的 11945篇有效回帖

中，有 7577 篇回帖涉及到自身身份认同的表达。这说明自身身份认同的表达客观上成为该 BBS

的重要讨论议题。经过进一步分类，笔者发现，这些认同具体包括“回族认同”“穆斯林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地域性认同” “回族认同疑惑”“穆斯林认同疑惑”，以及同时表现出多种认

同的 “回族并穆斯林认同”“回族并中华民族认同”“穆斯林并中华民族认同”“回族并其他民族

认同”，具体分类见表 3-1： 

 

表 3-1  有效回帖身份认同表达分布 

回帖内容编号及分类 数量 百分比 

1.回族认同 1038 8.69% 

2.穆斯林认同 678 5.68% 

3.中华民族认同 311 2.60% 

4.地域性认同 510 4.27% 

5.回族并穆斯林认同 1099 9.20% 

6.回族并中华民族认同 2131 17.84% 

7.穆斯林并中华民族认同 1456 12.19% 

8.回族并其他民族认同 153 1.28% 

9.回族认同疑惑 201 1.68% 

10.不涉及自身身份认同 4368 36.57% 

总计 11945 100.00% 

 

在表 3-1中，涉及到有关回族认同的第 1、5、6、8类回帖共计 4421篇，涉及到有关穆斯林

认同第 2、5、7类回帖共计 3233篇，涉及到中华民族认同的第 3、6、7类主题帖共计 3898篇。

从这一计算可以看出，在这之中网友的认同表达倾向由高到低分别是回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

穆斯林认同，中华民族认同超越了穆斯林认同，位于回族认同之下。这说明在贴吧中，网友们更

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置于中华民族的大框架之下在进行表达和讨论，如有回帖表示“稍有常

识的人都能看出，回族跟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回族毫无疑

问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我正在其中”。“中国穆斯林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十字军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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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阿拉伯基督徒与穆斯林联合对抗欧洲十字军，除此以外穆斯林内战数不胜数，穆斯林既已生活

在地方上，当以主人翁自居，建设好家园”。结合表 3-1 中其他选项，我们能够发现，在目前中

国回族穆斯林 BBS 中，身份认同的表达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而身份认同的表达的主要倾向依次是

民族、国家、宗教信仰和地域。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表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认同，如多民族认同以及认同疑惑。

多民族认同的出现是由于族际通婚导致。如有网友提到“我父亲是回族但我母亲是满族，虽然我

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回族，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既是回族也是满族”。而认同疑惑的情况则是由于网

友理解的不同而导致认同的模糊情况，如通过对第 9类回帖的分析，笔者发现，表现出“回族认

同疑惑”的回帖普遍认为并不应该是一个独立民族，有回帖表示“无论从历史演变还是现今状况

来看，所谓回族的形成都有汉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上的‘回’或者‘回回’并不等同于

回族，我们跟周围其他民族朋友的差异可能远远小于与相隔千里的回族的差异，所谓‘回族特色’

更多是地方特色，就是加上了个伊斯兰的影响。所以说我真的不确定所谓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所谓回族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回族穆斯林群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产

生了新的认同思潮。  

2、有效回帖异质性表达分析 

“回族在线”贴吧作为目前中国互联网上规模比较大的回族穆斯林 BBS，在网络上也有不小

的知名度，加之百度贴吧平台便捷的登录和发帖渠道。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在理论上网民在

BBS中可以发布任何内容的帖子，如果 BBS 管理员由于各种原因未进行删帖操作的话，这些具有

异质性的帖子将在客观上成为该 BBS 讨论议题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他看到其内容的网民产生影

响。因此，与该 BBS创立宗旨有所不同的异质性回帖，客观上也成为了“回族在线”贴吧的议题

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按照以回族在线吧置顶帖中“分享生活故事，理性发言讨论，爱国

尊教认族，共筑网络家园”的宗旨为依据，定义“回族在线”贴吧中异质性回帖为：回帖内容明

确表现出对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群体或回族群体持负面态度的回帖。如 “伊斯兰是人类

社会之癌”、“回民这是要颠覆新中国”、“穆斯林百害无一利”等表达，以及含有明显攻击、侮辱

含义的“穆畜（笔者注：意为视穆斯林为畜生）”、“回子（笔者注：指称回族）”、“绿皮猪（笔者

注：指称穆斯林。伊斯兰教尚绿，猪肉为伊斯兰教禁忌食物）”、“阿拉伯猪（笔者注：指称中国

穆斯林）”、“黄皮马瓦里”（笔者注：指称热衷于讨论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穆斯林。“马瓦里”为阿

拉伯语音译，愿意为“被释放的奴隶”，在历史上曾将非阿拉伯人穆斯林称为“马瓦里”）等表达

内容。 

以此为标准，笔者对所有有效回帖进行了统计，发现在 11945 篇有效回帖中，有 2716 篇异

质性回帖，占总数的 22.73%。136 篇主题帖中，有 97 篇主题帖内出现了至少一篇异质性回帖，

占总数 71.32%。在 2716异质性回帖中，2045篇使用了具有明确网络暴力含义的词语，占异质性

回帖总数的 75.29%。这种网络暴力回帖的典型例子如，有网友在某一宗教信仰类主题帖中回帖

表示“穆斯林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中华心胸宽广容了你们，一个个都是白眼狼，我大唐允

许你们经商，你们牛逼的商人围了广州烧杀抢掠，我大宋许蒲寿庚泉州市舶司之职，这个狗呢，

参与叛乱不说，最后还特么降元了，尽屠大宋宗室三千！元朝你们狗仗人势就不提了。到了明朝

想着帮帖木儿里应外合攻打我们，到了清朝，马明心马化龙白彦虎杜文秀都不是好东西，屠了多

少汉人百姓，还想去炸黄帝陵，你们这些黄皮马瓦里整天趁早滚回中东跪舔你们的阿拉伯野爹

吧！”等等。 

另外，在 1731篇异质性回帖之下有至少一条对该回帖内容的批判性回帖，这些批判性回帖

共计 2268 篇。占所有有效回帖的 18.99%。而在批判性回帖中，有 1067 篇使用了网络暴力性质

的表达，占批判性回帖总数的 47.04%。上面提到的有关“穆斯林对中国百害无一利”的异质性

回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在此帖之后，也有许多网友以批判性回帖的方式进行了回应：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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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事谁都说不清，五胡乱华、靖康之变、崖山悲歌、嘉定三屠都发生过，又不是独我们穆斯

林一家”、“少放屁啊，专制政权哪个没叛乱？汉人自己搞颠覆改朝换代的事还少？少打黑枪啊”

“兄弟你也就会干这个了，放你到清朝还不是乖乖剃成辫子，所以还是少逼逼的好”等等来回应；

又如有网友在某一网上交友类主题帖内发表了异质性回帖“你们伊斯兰教不是禁止妇女抛头露面

么？你这样不穿垃圾袋（笔者注：此指受伊斯兰极端思潮影响而产生的遮蔽妇女全身、只露出双

眼的黑色罩袍）还露脸真是不清真，该下火狱”，对此有网友在其下回复“伊斯兰教义从来没说

不让妇女抛头露面，别胡说”、“哪来的滚哪去，我们穆斯林该怎么做比你清楚，用不着你吠”、

“怎么着兄弟，看来你研究伊斯兰挺多啊，来来来咱俩约个地方练练，我学习学习”等等。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回族在线”贴吧中，有相当一部分回帖是与贴吧宗旨不符的

异质性回帖，且广泛分散在大部分“回族在线”贴吧的主题帖内。这客观上反映出在互联网上所

存在的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群体以及中国回族群体所持有的一种消极态度。这种消极

态度借助其可浏览性能够被其他人所了解，进而对其他网民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就

是部分贴吧成员所发布的批判性回帖。异质性回帖和对应的批判性回帖共同占据了有效回帖总数

的 41.72%。从以上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回族在线”贴吧中，超过四成的回帖属于围绕“中

国穆斯林族群”这一主题而产生的网络暴力行为及回应展开的。这一主题客观上在一定范围内成

为了穆斯林网络 BBS讨论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主题帖的主题以及对其有效回帖的表达特点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回族

在线”贴吧中，主观的议题建构和客观上的议题呈现实际上并不相符。从主题帖的主题分布上看，

该 BBS试图建构一个以日常生活经历以及网上交友内容为主的生活气息强的 BBS，对于民族宗教

等因素并未过多提及。但是在客观上，由于回族穆斯林群体自身的心理特点以及外部异质性群体

的影响，使得客观上体现出来的议题特征更多地体现出了民族和宗教的因素。这一差异表明，“回

族在线”贴吧“分享生活故事”的首要宗旨并未成功，民族宗教话题实际上在回族穆斯林群体的

网络讨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贴吧议题客观上呈现的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回族穆斯林

群体在网络上表达出来的身份认同还是正面的，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民族宗教政策导向的，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网络上的对立情绪，也对回族穆斯林网民群体产生了影响。对其回应的过程，一定

程度会影响到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倾向。 

如上文所述，就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虽然管理方主观建构的网络议题与网上互动中客观呈

现的议题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总体来说，穆斯林 BBS的议题呈现是较为积极的。但是，在与异质

性表达互动过程中，批判性回帖中也有接近半数使用了网络暴力来进行回应。我们同样有必要对

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进行考察。并采取适当的引导，使中国穆斯林 BBS的网上互动和自身建设有

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从本次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角度来说，通过内容分析，本研究从宏观角度把握了该贴吧

的议程设置及其互动状况，直观清晰地呈现出了议题特点与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情况。但是

由于内容分析法只以内容要素作为对象，实际上无法呈现互动的完整过程，因此本研究就无法回

答“参与贴吧互动的网民的身份建构是由网络以外带入的还是在贴吧互动中建构的”这样一些基

本问题。而对于以上的问题，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对贴吧管理成员或贴吧活跃成员进行

深入访谈等手段，来了解影响网络互动和议题建构中存在的更多因素，进而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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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抵御伊斯兰教法向世俗国家法律体系渗透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科学无神论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习五一1
 

 

我发言的内容包括五个论点：第一，“教族一体”的危害；第二，全国统一清真食品认证体

系潜在的战略风险；第三，以民族团结为旗帜，兴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第四，以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之名，推行“逆世俗化”、“逆中国化”。第五，伊斯兰教法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向世俗社

会渗透。   

（一）教族一体的危害   

将某些少数民族与特定的宗教捆绑在一起，仍是当前主流社会的思维方式。多年来，官方发

布宗教教徒的人数，把某些少数民族视为全民信教，民族人口等于信教人数。我国“回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

这十个少数民族大约有 2000万，官方公布的穆斯林人数 2000万，就是依据这十个少数民族人口

的总和。这样的统计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民族由先天血缘、历史文

化等因素构成，而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后天的自由选择。   

现代社会不能将民族与宗教捆绑在一起。“教族一体”导致三不利，不利民族、不利宗教，

不利个人。民族是主体，宗教只是民族的一种文化附丽，一个民族有多种文化形态：文艺、医学、

教育、哲学、科学等。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垄断所有学科，政教合一，可谓教族一体；史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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