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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STDs 2006; 20: 133-142 

 

【书  讯】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王柯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 

 

第一章  在“乌玛”与“中华”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 

第二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起源——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形态 

第三章  反日亲苏路线的表与里——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新疆民族问题 

第四章  政治权利的双重结构与民族问题——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民族政策  

第五章  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圣战”——第二次独立运动爆发和伊宁起义 

第六章  权威与权力——战时体制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扩张的苏联背景 

第八章  国际政治游戏和“共和国”的悲剧——“新疆和平谈判”的前台幕后 

第九章  “民族独立”还是“民族解放”——“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 

第十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深入分析 

 

封底介绍：以往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研究，由于意识形态限制、资料匮乏、语言障碍等原因，

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视角，或简单概论式的叙述模式。本书首次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行了

理性、严肃且深入的学术研究。日文版自 1995年出版后，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最权威的研究著作。本书在日文版基础上经过了大幅度的充实及修订，增补了追究历史渊

源的章节，加入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在新疆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尤其难得的是涵盖了众多珍贵的一手史料：作者遍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谈话、

文章、信件等数百件重要文献，收集了大量运动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日本美国的外交资料等，

采访了与共和国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从伊斯兰民族社会结构、

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独立运动的内部结构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

方面，多角度地呈现与分析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过程和性质。研究深入独立运动内部，

层层爬梳，严谨推度，一步步揭示出在以往宏大叙事的遮蔽之下，一段迷离扑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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