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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

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

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

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

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

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

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

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

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

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

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

岗老师。 

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

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

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

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

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

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

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

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

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

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

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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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一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

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一圈。伊犁在新疆，

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 

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去了两次伊犁，

他都不肯见我。 

他父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差距非常大，不同环境下的成长起来的人，生

活习惯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民考汉”（少数民族在汉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与“民

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虽然同是大学毕业，但结婚后因为观念习惯

不一而最终离婚的。 

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工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

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 300 多。 

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

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无论如何，我要在 8 月回新疆呆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课程作业】 
 

藏族学生看我国的民族问题 
    ——一名北京大学藏族本科生的课程作业1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和疆海，在这个国度里生存着勤劳勇敢的 13亿人民。

我们有着 56 个民族，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是一个有统一共性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已经构建成为一

个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迁移制约和族际交往历史的不同，我国

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行政关系有着各自的发展态势，有的如满族几乎完全

融入汉人社会，有的像我们藏族，因为长期保持相对自治的状态，缺少与外界的联系，很不习惯

汉人的生活方式，也很难融入汉人社会。就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民族的历史、信仰、宗教、习俗

的不同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各方面呈现出千姿百态。 

自从 2008年的拉萨 3·14事件及新疆的 7·5事件以来，全国民众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

聚居区的社会发展日益关注。作为举世瞩目的、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宗教

冲突背后，无疑有许多境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

们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暴

力事件的发生只会伤及无辜，对百姓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在本人

看来，自从 3·14 以来，作为一名在内地求学的藏族学生，每当在与同学一起观看 3·14暴力事

件新闻的时候，总是觉得很尴尬，每当看到电视里被害的无辜群众泪流满面，叙述他们被野蛮殴

打，在医院里看到他们躺在病床上，看到他们惨不忍睹的伤势，我感到心痛。出自对自己民族的

自卑感，我不得不说，在观看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是充满着满腔的怒火，迫切希望那些犯罪嫌疑人

                                                        
1 这是一名藏族学生 2009 年秋季在北京大学选修《民族与社会》本科通选课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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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之于法。那时我多么希望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能收手啊，放了那些无辜的群众，我不禁呼唤：藏

族的信仰去哪了？ 

但是更令人悲痛的是，一次在上课间操的时候，我的一个藏族伙伴哭着跑出了操场，我紧跟

过去，问她事情的原因。原来她被身边排队的汉族同学所羞辱，因为一次不小心踩了一下汉族同

学的鞋子，在充满诚意的道歉之后，谁知那位汉族同学冷不防地很愤怒的来了一句：“你们就是

一群野蛮的民族，你们都是达赖的人”。我想无论作为什么样的民族，在听到类似片面的侮辱及

嘲讽性的语言时，有谁会不心痛呢？不伤心？何况在当时那样的敏感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几个藏族同学首先感觉到的是，汉族同学对我们少数民族的

不了解，我们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己是属于卑微的民族成员，我们不敢反抗，最让我吃惊的，是连

老师们也不理解，我们无处诉苦，感到很无奈。所以我想到，假如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理论

和思想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各项工作的效果得到各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肯定，那么境外势力再

如何捣乱，也不可能掀起大浪，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各民族的沟通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会和不

解。所以，我们应当还是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清醒地面对现实。在 3·14

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些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些汉族的极端民族主义严厉语言文字，在一些城市出现

了针对藏族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如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商店拒售、机场进行歧视性的安检等

等，这些现象需要引起全国汉族民众的警惕与重视，提高认识，必须使绝大多数汉族民众深刻地

意识到大汉族主义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重危害性。 

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

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西藏社会的发展道路必然会带有许多的特殊性。时代改变了，社会在前进，

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基本矛盾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少数民族青壮年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翻身解

放、烧毁身契的农奴和贫民，而是 70 后 80 后，甚至是 90 后，他们没有亲身受过旧西藏的农奴

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他们在成长时期所听到的，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毁

灭性破坏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是今天各族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就业竞

争，他们接受的信息，除了政府的思想教育之外还有境外的反华宣传。不去与他们深入交谈，不

去了解他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内心感受，仍然以上世纪 50 年代的刻板印象来想象今天的藏

族青少年，是不可能客观理解目前的西藏社会的。 

在拉萨 314 事件中，我在新闻的画面中看到了许多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的参与，他们为什么

会不去上课? 而是在街上溜达，盲目跟风呢?后来看到他们被逮捕，亲手断送了他们自己的未来，

他们的青春，我感到惋惜。对于西藏的教育，我个人很担心，像我一样从小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都被送到了内地上学，随即是高中、大学。虽然在这段经历中我收获了很多，学会了很多知识，

但是有利也有弊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很多的问题不敢向汉族老师请教，自己的学业都是自己

一个人策划，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指导。有时很羡慕汉族同学，虽然他们老叨唠父母让他们学这个

学那个的，我想那是一种幸福。我初中的时候都是接受学校半封闭式的管理，与外界的沟通很少，

一直是闷在学校，努力学好汉语知识、数学和英语，由于理解上的差异以及基础上巨大的差距，

我不得不特别费劲和认真地学习，而在那时，藏语已经不算我的主要科目了，许多同学已经不怎

么认真学了。 

进了高中，身边的藏族更少了，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作为插班生，我的学习过程

又有了极大的挑战，但是在自我安慰与调节之中，我顺利地毕了业，在少数民族的高考制度下考

上了中国最好的学府北京大学。这一个近 7年的学习经历，不仅只有我有过，像我一样的还有成

千上万的藏族学子。 

回顾这一经历，我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许多在内地求学的藏族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之外，

却很少有特长，比如音乐，绘画等等，要知道汉族同学在家长的催促下大多是有几样特长的；（2）

我们淡忘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由于长期在内地读书以及考试制度的影响，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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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文知识比小学生还差，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惭愧。 

不得不说在内地求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陌生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小伙伴有很多的不适应，

一些不会进行自我调节的藏族学生产生了一种排斥汉文化的现象，他们进行自我隔离，闷闷不乐，

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害怕接触汉族，刻意回避与汉族相处。我们大多都在 12 岁就被送到

内地独自生活，还很稚嫩，什么都不会的我们，就要学会自己买日用品，自己打理生活、洗衣服

等。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伴因为不适应，所以乱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零食，不好好吃饭，于是挑食

厌食所引起的同伴病倒的例子，发生过很多了。我想这样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个人觉得，从 12 岁就开始到内地读书过于早了，现在的拉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家长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教学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再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

西藏高等教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初步形成了能够满足西藏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的涵盖高等职业、普通本(专)科、留学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乃

至全社会为发展西藏高等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西藏已初步形成了符合西

藏实际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凭借这些经验，西藏高等教育将迎来更大的辉煌。我们

有能力将孩子放在拉萨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 

只要把优秀的孩子留在了西藏，那些不学习、调皮的孩子才会有竞争的压力，不会再因为愚

昧和盲目随便跟风而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啊。能够留在西藏学习，他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本民族

文化，可以说一口纯正的藏语，能够很自然地跟汉族同胞对话，这样会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不然，像我一样，虽然掌握了各种知识，走出了狭小的文化领域范围，

更加社会化，国际化了，但是连一句纯正的藏语都说不出来，更不用说用汉语来介绍家乡的文化

了，这是何等地让人痛心与羞愧啊。作为接班人的我们竟然让我们的祖先如此的失望，那么我们

民族文化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国家能够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能够制定一些可实际

利用的政策，那么我希望我的后代将来在我的年龄阶段能够破解我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假如实

现了，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会更加地光彩炫目。 

现在的西藏确实是开放了，更加的现代化了，就拿拉萨来说，众多的娱乐场所包满了一条街，

夜市更加繁华了，仿佛在内地一样。从艺术家、普通人到企业家，西藏经历了从冷到热的冰火三

重天。 

西藏不是一天被发掘出来的，当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如一门重炮唤醒了画家的激情，纷

纷背上画架，渴望再现这片圣土的一草一木。现在美院的学生们，都少不了要去西藏上写生这门

必修课。当年韩红一个高亢的尾音，四座皆惊，第一次让人知道原来藏族曲调与流行的结合可以

如此美妙。于是，大批音乐人千里迢迢远赴西藏采风，盼望着给自己日益枯竭的灵感里注入一些

新鲜曲调。摄影师们发现西藏蓝得令人吃惊的天空，不约而同地扛上几十公斤重的摄像器材，恨

不得把沿途的每一粒砂石都刻印在胶片上，结果却发现，千篇一律，如有雷同，不属巧合。  

但是西藏还是被艺术家们以各种途径带出去了，被讲情调的小资们发现，眼前一亮，如获至

宝，呼朋唤友就往西去。或许是天然壮阔的美景，或许是路途艰难的挑战，或许是被磕长头的藏

民感动，一批又一批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怀着朝圣般的冒险心情来到西藏，来寻求心灵的渴望

和净化。  

当西藏得到越来越多推崇和景仰，集中到雪山高原的目光越来越多，西藏开始“火”了。商

家们怎肯放弃这样好的商机，于是，各种作秀活动纷纷出动。但是，西藏总还与别处不同，太显

摆容易亵渎净土，于是模特们打着美的旗号，企业家们瞄准登山的势头，对西藏启动了新一轮的

开发。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家乡仍然是那最纯洁、最神圣的地方，我们欢迎远方

的客人来我们这观光旅游，我希望我的家乡不会被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建设所打造，我想要保持那

小时候的印象，保留这一块净土，能让它永远保留它的天然姿色，天空变得更蓝，人们的心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