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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
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
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
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
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
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
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
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
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
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
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
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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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内容概要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
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
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
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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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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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章节摘录

　　二、村名来历和地理位置　　据调查，在哈萨克语中“巴扎尔”是集市的意思，而“湖勒”则是
奴隶的意思，结合起来就是“奴隶市场”，常作为哈萨克族的人名来使用。“巴扎尔湖勒”也是1780
年前后在今天巴扎尔湖勒村区域放牧的一个哈萨克族大牧主的名字，由于名声较为显赫，他的后代便
以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氏族。据村中长者说，该氏族于20世纪初已全部迁往呼图壁一带.而“巴扎尔
湖勒”就约定俗成地由人名而部落名又转为地名沿用至今。1949年以后“巴扎尔湖勒”这个村名也有
多种称呼、写法，包括：“巴扎胡尔”、“巴扎尔湖”、“巴扎湖”、“巴扎库”，直到1987年吉木
乃县进行地名普查，编纂《吉木乃县地名图志》时，才正式确定了今天所使用的村名。　　巴扎尔湖
勒村建于一个河谷地带，村庄整体呈南北向的狭长形，长约1000米，宽200米，村口位于南端与219省
道连接，村庄以北约5公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丘陵，当地人称为巴扎尔湖梁子，村民主要在上面放牧
山羊。村庄东面是一列高60～70米的南北向的无名丘陵，巴扎尔湖勒村就沿山脚而建。巴扎尔湖勒村
的西面是主要的灌溉水源“黑泉”（“喀拉布拉克”），它的源头在巴扎尔湖勒村南面2公里处，由
村庄西面的水渠引至耕地。巴扎尔湖勒村耕地位于公路以南和村北水库旁边。水渠以西是一大片平坦
草地，村民在此放养大牲畜。　　巴扎尔湖勒村整个村庄是南北走向，一条主要道路将坐北朝南的村
庄一分为二。村中的道路原为土路，2002年开始改修为宽10米、大石为基、碎石为面的乡村公路，我
们调查时尚未竣工。村庄另一条主要道路沿村西面水渠南北向延伸，为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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