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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

内容概要

《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是两本乌尔都文著作的合辑本，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巴尔蒂斯
坦当地人，他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土地和文化，他们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来著述，首先是希望
巴基斯坦的国民来了解自己的家乡。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必要的，水林同志不辞辛苦，把这两本书
翻译出来，学术界的朋友们由此可以获得有益的参考资料，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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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水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译审（退休）。1946年生于浙江湖州。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
方语言系乌尔都语专业。长期从事乌尔都语广播的翻译及采编工作。业余时间翻译、研究巴基斯坦的
文化、民族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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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约7％的人口属于雅利安种族的4个部落：欣（Shin）、雅希昆（Yashukun）、格
敏（Kamin／Karammin）、杜姆基（Domaaki）。其他居民称他们为“布鲁格巴”（Baluqapa／Brokpa
／Broqpa／Blokpqa），亦即“上部地区的人”。他们分布于隆多、斯卡杜、克尔门的一些小河谷，以
及欣库希格尔和福尔多格斯的三个河谷里。小河谷中的居民是斯卡杜统治者在其盛期（1588—1673年
）从吉尔吉特地区迁移过来的。他们的语言为希纳语（shina），但已融入大量巴尔蒂语词汇和成语。 
在巴尔蒂斯坦的巴尔蒂人口的中间，有一个名叫格诺赫（Ganokh）的达尔德人村庄。人们将格诺赫的
语言称作Kyang Skat（亦拼为ChangSkat），据我们研究，这是希纳语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方言，现在操
希纳语的人们已听不懂这种语言了。格诺赫的居民是穆斯林，已忘却了自己过去的传统。但该部落的
一部分人，在格诺赫村往前去的拉达克内地的十处地方也有定居。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也没有接
受佛教，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古老信仰。这些人每过三年，或更早一些，要庆祝一个名为“布诺纳”
（Bonona）的节日。在节日上唱的民歌里，有一首歌提到了他们当年迁徙过程中经过的居民点：布鲁
沙尔（Brushal）、吉尔吉特、萨特西尔（Sathsill）即萨西（Sasi）、隆格久尔居德（Rong-churgyud）即
隆域（Rongyul）、巴舒（Basho）、古苏尔（Gusur）即格久拉（Kachura）、格瓦尔多（Coarto）即格
瓦尔杜（Kwardo）、古默尔（Kumar）即古姆拉（Qumra）、斯卡杜戈德（Skardogod）、希格尔、基
里斯（Kyeris）、伯戈达（Pakudda）即伯尔戈达（Parkuta）、迦辛格（Ghashing，即今Ghasing）、门
特罗克尔（Mantharo-khar）即门图卡（Manthukha）、格比斯（Gabis）、格努格塞（Ganogase）即格
诺赫（Ganokh）、盖舒尔（Kyshur）、哈努（Hanu）⋯⋯ 这所有的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只有些微
的变化。由此可见，他们不是这里最早的居民，而是在后来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不了解的原因而从其故
国达尔德斯坦迁移到这些地区的。当时，居住在巴尔蒂斯坦的是藏人。 伊斯兰教传人以后，阿拉伯种
族的一些赛义德家族的人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大多是穆萨维（Musavi）、侯赛尼（Hussaini）和里兹维
（Rizvi）人。他们有些来自伊朗，有些则来自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的王公们在不同时代都曾从克什
米尔迁入各行各业的工匠，其后裔至今仍大量居住在兰加、迈赫迪阿巴德、赛格麦丹等地。在兰加，
至今仍通行克什米尔语，但已融人了40％的巴尔蒂语。 关于巴尔蒂斯坦的王族“默格本”（Maqpon
）、希格尔的王族“艾玛贾”（Amacha）和哈伯罗的王族“叶护”（Yabgo），都说他们属雅利安人
种，他们不是藏人。关于“叶护”，有一种推测是：他们是吐火罗斯坦统治家族的一支。 默格本王室
的统治者进行行政改革，规定了巴尔蒂社会的等级制度，12个家族被赋予高等阶层的地位，担任大臣
或顾问的职位。他们被称为“巴琼额斯”（Pa—chungas）即12个高贵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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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喜马拉雅文丛: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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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少有这样介绍这块地域的书。书的内容很系统，易读，配以图片。是不可多得了解巴尔蒂斯坦
的书。
2、这种书实在太难得了。
3、这种书实在太难得了
4、图片略少（这本书其实应该多配图片的），地图配得也不充分，尤其是谈到这个位于中、印、巴
、波斯、突厥、西藏共同影响之地的历史时。感谢送我书的人。
5、原著是了解当地风情的窗口，但历史部分特别是译者的考证完全是一锅粥，关键是开头就错了，
往下自己也稀里糊涂喽。懂点乌尔都语就想做陈寅恪，差得远咯。还有陈庆英对藏文石刻的翻译，真
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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