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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前言

《中亚东干学研究》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东干及东干学的著作。由于东干族就是居住在中亚的回族
，本想用“中亚回族研究”这一书名，但这一部分境外的回族在中亚各国都被称作“东干”，“东干
”是他们的法定族称，为了尊重中亚各国政府公布的民族称谓，我们便把本书定名为《中亚东干学研
究》。东干族是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分三批被迫迁移到中亚去的回族农民的后
裔。十月革命后，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时其民族名称被定为“东于”，但本民族仍自
称“回回”或“中原人”，现在居住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约五万人、吉尔吉斯共和国五万多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四五千人，共有十一万多人。迄今他们仍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汉语陕西话和甘
肃话、我国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以及传统的习俗。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亚东干
学是对东干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民俗等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前苏联、
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及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有专家学者进行东干学研究，在吉尔吉斯共和
国国家科学院还设有研究所一级的东干研究机构，现在叫东干学一汉学研究中心。我国对东干族的研
究起步较晚，但也做出了成绩。我们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关东干学的专著、论文及用汉字转写出版了
一些东干族文学作品，也培养出了几位研究东干学的博士、硕士。我国东干学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填
补了空白，而且也增进了我国各族人民与中亚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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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内容概要

《中亚东干学研究》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东干及东干学的著作。由于东干族就是居住在中亚的回族
，本想用“中亚回族研究”这一书名，但这一部分境外的回族在中亚各国都被称作“东干”，“东干
”是他们的法定族称，为了尊重中亚各国政府公布的民族称谓，我们便把《中亚东干学研究》定名为
《中亚东干学研究》。
东干族是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分三批被迫迁移到中亚去的回族农民的后裔。十
月革命后，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时其民族名称被定为“东于”，但本民族仍自称“回
回”或“中原人”，现在居住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约五万人、吉尔吉斯共和国五万多人、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四五千人，共有十一万多人。迄今他们仍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汉语陕西话和甘肃话、
我国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以及传统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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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作者简介

胡振华，回族，回回名穆哈买德，1931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干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驻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中亚友好协会顾问、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
荣誉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贡献专家。从教迄今已56年，一直从事柯尔克孜语言文化和中亚
民族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多次获奖，曾荣获吉尔吉斯总统颁发的“玛纳斯”三级勋章。
著作有：  《中国回族》、《当代回族文艺家辞典》、《伊犁维吾尔民歌》、《柯尔克孜谚语》、《
高昌馆课》（明代文献，校勘本）、《高昌馆杂字》（明代文献，校勘本）、《汉柯简明词典》、《
柯尔克孜语言简志》、  《（玛纳斯）第一部片段》（柯、汉、曰对照，日本出版）、《柯尔克孜语
教程》、《柯尔克孜语读本》（英文，美国出版）、《柯尔克孜语言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文
集》、《中亚五国志》等；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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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我的东干学情结　第一次听讲和讲述东干文课　在中国与东干亲人们见面　第一次应邀去
中亚与东干亲人交流　在中国热情接待穆哈买德·苏尚洛通讯院士　与东干亲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在中国培养研究东于学的人才　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东干学研究所第二部分  当代东干族知名人物　
雅斯尔·十娃子——东干族书面文学的奠基人　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东干学大师穆哈买德·苏尚洛　东
干族小说家阿尔里·阿尔不都　马斯利亚诺夫的杂技家族　东干语言学家穆哈买德·胡赛佐维奇·依
玛佐夫  　贾玛勒·卡里莫夫——第一位东干族数学教授　穆哈买德·乌玛尔·潘沙耶夫一一第一位
东干族画家　国家剧院总经理叶辛·依斯玛依劳夫　功勋教练亚历山大·胡赛音诺维奇·沃依诺夫　
功勋医生依斯哈尔·丰洛尔教授　东干族铸造专家拉什德·巴基劳夫　东干族宗教活动家卢格玛尔·
哈吉·古阿胡诺夫　优秀的农场主席穆哈买德·萨里哈尔　语言学家胡赛音·布呷佐夫教授　东干族
医生世家　当选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东干人　热心公益的实业家纳赛尔·依斯玛佐维奇·穆萨耶夫
　奥玛尔·王舒的善行　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的艺术家胡赛音·穆赫塔劳多  海塔洪·塔什劳
夫和他的接班人  吉尔吉斯共和国最佳柔道运动员第三部分东干学研究  东干、东干语、东干学研究  在
祖先的土地上  中亚东干族学者和作家诗人  穆哈买德·苏尚洛与东干学  我和东干族著名诗人雅斯尔·
十娃子  我和东干族历史学家依里雅斯·优苏波夫  东干族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的问题  中亚东干族文学
 中亚东干族的名字  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文化之比较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国际
学术研讨会——中亚东干双语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亚东干语的语言学价值  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
词  中亚东干学人新著简介  中亚东干人与吉尔吉斯人的双语教学研究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对
东干语研究情况  永远留在心中的美好回忆——纪念东干族作家阿尔里·阿尔不都  永久的纪念　亲情
和友情的纪念——《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译者前记  东干文化与东干作家文学漫谈——《苏联
东干族小说散文选》译后记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后记  正确评价白彦虎  东干族英雄马三成与苏俄三
年内战  《东干文化研究》序第四部分　汉语普通话东干语常用词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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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章节摘录

1998年2月22日穆哈买德·苏尚洛通讯院士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我们闻讯后非常悲痛。他转赠给我的纪念马三成·马呷孜先烈的那块手表也成了我纪念穆哈买德·苏
尚洛的遗物了！1999年3月30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经过对科研成果等材料的评审，通过投票
选举我为外籍的荣誉院士。我们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接到吉方照会，通知我于8月10日前去比什凯
克领取院士证书。国家民委领导按照我大使馆的要求让我和我夫人按时动身前去领院士证书。8月10日
上午，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隆重举行了颁发院士证书的仪式。仪式后，科学院东干学分部的全
体人员和来自各单位的东干亲人再次举行了祝贺会，祝贺我也为中亚的东干人赢得了荣誉。祝贺会后
，我在穆哈买德·依玛佐夫和冬腊儿等人的陪同下赶赴农村穆哈买德·苏尚洛的坟墓前诵经，接“都
瓦”悼念这位相识了近50年的良师益友。2000年、2001年、2002年，我多次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开会
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或作为国家民委代表团顾问前去比什凯克，我都抽空去穆哈买德·苏尚洛的
遗孀阿依霞嫂子的住处看望，并追思穆哈买德·苏尚洛为中苏、中吉友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2002年5
月，我又去比什凯克，是去接受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颁发的“玛纳斯”三级功勋勋章。为了适应我国
学者与中亚东干学者交流形势的发展，为了实现穆哈买德·苏尚洛建议我们在中国培养研究东干学人
才的美好遗愿，在我国国内兴起了“东干学热”的情况下，中央民族大学于1999年建立东干学研究所
，辖属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由胡振华任所长，王振忠任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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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后记

我编完这部《中亚东干学研究》书稿要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天，正好是2009年4月25日，这是
费孝通先生逝世4周年的日子，也是恩师马学良教授逝世10周年（1999．14．4）的日子，不禁使我回
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岁月及他们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这里，我只举费先生的一个例子：1953年1月我
刚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维吾尔语专业提前毕业不久，当时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先生通
知我参加他主持的云南省卡瓦（后改称“佤”）族的调研工作，据说是向政府提供中缅划界的建议。
他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记录及整理访谈内容。后来，我看到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印出的一本研究文集
中登载了费先生撰写的有关卡瓦族的调查报告。在文章的注释中还提到我参加了这一工作。马学良先
生也是这样，他也从不忘记别人的劳动。他们的身教使我非常感动，并使我永久地记住了“不要忘记
与你一起工作过的人”，“不要忘记曾经帮助或协助过你的人”。从那时起，从费先生、马先生身教
中学到的这种精神成了我的座右铭！我认为，实践费先生、马先生的教诲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我主
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这部书稿，反映了我们这些年来与中亚东干亲人交流的情况和我国研究东干
学的情况，这是在许多领导同志、许多专家学者和许多中亚东干亲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结出的成果
。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副院长、语文系主任、恩师马学良教授为了培养我，
让我跟苏联专家学习，我才开始学到了一些有关东干学的知识。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学院的领导
在1989年中苏关系刚刚解冻时就派我和我夫人穆淑惠去苏联调查研究东干人与东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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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编辑推荐

《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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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精彩短评

1、因为是陕甘回民的后代，所以对东干人感兴趣
2、这本书看起来很厚  觉得里面内容很丰富 定价也不菲 ， 但其内容通篇废话 ， 全是一些关于东干方
面的论文和伟其他学者撰写的序，内容重复，没有多大意义。
3、感觉这本书叫《胡教授和他的弟子们有关东干学与回族研究的学术名人交往录与研究论文合集》
才算贴切。由于是集子，重复的内容较多，论点也较分散，比较适合用来写论文查论据使用。整体的
编辑体例（尤其第三部分）较为松散凌乱。“东干族的名字”、“东干语常用词”和人物传记有较高
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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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学研究》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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