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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

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

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

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

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

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

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

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

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

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

（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

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

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

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 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

输入 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

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

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

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

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

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张哲，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 

 

【网络文章】 

“我从新疆来”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困困 

http://newsletter.nytcn.net/article/aedb15d392d32d0b20281b2a897fd08a/ 

 

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人像摄影系列“我从新疆来”无关宗教或政治宏旨，它讲述的是

普通新疆人最平常、最卑微、也最动人的故事。镜头中的人物与他们的自述交相辉映，传递出一

种沉静且直接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与对“新疆人”这个词汇的异化进行小小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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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人像仍在拍摄进行中，它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已经拍摄的 29 组人物，他们在民族，年

龄，职业，人生经历，居住地，地域认同感上，都是如此迥异，除了他们都来自新疆，并无太多

共同特征。这正是“新疆人”这个概念的复杂与所包涵的可能性。 

“我拍摄别人，其实是在拍摄自己；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

江·赛买提说。 

因为马航 370 失联事件，我与库尔班江·赛买提相识。他的朋友——也是一位维吾尔族艺术

家——买买提江·阿布拉是航班上一位乘客，他因为从马来西亚的一个艺术群展返回而搭乘了这

班飞机。失联消息传出后的第一天，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在中国官方公布的乘客名单上被遮

盖了。 

“我太难受了！整整一天，我什么都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就在家呆着。”那天库尔班江在

电话里这样对我说。他的悲伤与失措不仅来自朋友的下落不明，还源自“新疆人”身份所遭受到

的压力。马航 370 失联前仅一周，昆明火车站袭击民众事件导致了 29名平民丧生，事后中国官

方将袭击暴徒锁定为“新疆一个分裂团体”。对“新疆人”的异化与误解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

——他们与暴力和恐怖分子连结在一起。虽然失联乘客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很快得以公布，

但他的姓名与官方遮遮掩掩的态度引发了诸多联想和猜测。 

居住于北京的库尔班江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新疆人”身份带来的压力，却是最强烈的一次。

昆明袭击事件后，他和几位来自新疆的朋友都遭遇到了北京公安系统的排查。他接到住所管辖派

出所打来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也许要在北京呆一辈子。”

他反问。 

库尔班江已经在北京生活八年。他 1982 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起初在博州师范学

校学习汉语，因为喜爱拍照片自 1999 年成为业余摄影师，为当地报纸拍摄照片。之后他卖过烤

肉，贩过玉器。2006 年前往北京，在中国传媒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艺术摄影，并为中

央电视台担任摄像师至今。 

面对压力与“新疆人”标签式的异化，他希望用摄影来表达一点点看法。“新疆人，往往离

开家乡才会被打上‘新疆人’的标签，”库尔班江说：“当我们回到新疆，并不会感觉到自己是

人群中的少数。在家乡，可以放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

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

教信仰，新疆人都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很多时候备受困扰。这更多的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

缺乏。” 

“新疆人”到底该如何定义？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概念。库尔班江说：“新

疆有 13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新疆人，民族之间也从来就没有围墙。即使同样是维

吾尔族，也因相距遥远而不同，从外貌上，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差别最小，罗布淖尔的维

吾尔族有些像蒙古族，喀什附近的维吾尔族则更接近欧洲人。” 

库尔班江本人似乎就在说明这一点。他的祖母 7岁时跟随家人从乌兹别克斯坦前往喀什，他

的祖父是维吾尔族，因此他的父亲有乌孜别克血统，母亲可能有蒙古血统；因为父亲的身份证上

标明维吾尔族，库尔班江随父亲，是维吾尔族。他有一种并不能使人迅速辨别民族的长相，深邃

感又显而易见：头发浓黑，皮肤也是综桐色的，瞳孔格外黑亮。 

自 2012年年底，库尔班江开始追踪他的拍摄对象。他刻意呈现民族多样性：既有维吾尔族，

蒙古族也包括塔吉克族和汉族；他们作为外乡人散居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职业也多种多

样：民歌手，玉器商人，小贩，或者供职于大型企业的高管。 

“中国梦”是库尔班江起初希望让受访人回答的问题。但很快他发现很多回答离“梦想”距

离尚远，它们十分现实，甚至谈不上是一种“梦想”。一对夫妻，他们希望自己即将降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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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健康；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要不被歧视地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卖烤肉的的餐馆老板，

盼望自己久病的儿子早日康复。 

生存下去，并对生活和未来有一点点期盼，这种梦想，不仅是“新疆人”的梦想，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卑微的梦想。 

以下是“我从新疆来”人像摄影的部分作品。人物采访、故事撰写和拍摄都由库尔班江·赛

买提完成。 

1、我叫买买迪克·迪力卡尔，我从新疆来，塔吉克族，今年 24岁。我的家在新疆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小同村，2012年大专毕业后我在新疆的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现在在中

央民族大学念成人教育，我想拿个本科的学位，这样我就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找个稳定

的工作。 

2、我叫张志强，我从新疆来，汉族，今年 35岁。我现在在深圳做手机生意。我原名叫张兰

疆，我父亲是当年的援疆知青，他非常热爱新疆，于是他给我们兄弟四个取名分别叫卫疆、建疆、

志疆和兰疆。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很困难，父母就把我送到他们的维吾尔族好兄弟家抚养，

直到初中才回到自己父母家生活，所以我还有一对维吾尔族父母，我视他们也像自己的亲生父母

一样。我去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

每次礼拜我也会为我的两对父母祈祷平安健康和幸福。我今年的梦想就是找个穆斯林姑娘结婚。 

3、我叫巴伊尔，我太太叫巴音，我们都来自新疆，蒙古族。我们俩今年刚结婚，在北京做

音乐，之前巴音一直在做伴唱歌手，我在酒吧弹琴。今年我们准备成立自己的乐队。 

4、我叫阿里木·卡迪尔，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34岁。我小学三年级之后就辍学了，

开始做生意。20岁的时候我离开新疆来内地做生意，曾经被一个合伙人骗走过所有的钱，这都

过去了。现在来北京五年了，刚来的时候在路边摆摊儿卖玉，两年前终于开了家玉石店叫“阿里

木和田玉”。我今年的梦想是能把我的名字“阿里木”做成品牌，开一个新疆土特产连锁店。 

5、我叫乃菲莎·尼合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35岁。我 2008年从华东政法大

学毕业，现在在上海金杜律师事务所做执业律师，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在中国最璀璨的城市当一名

侠气纵横的女律师。今年我开始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攻读比较法硕士研究生。我现在的梦想

是竞选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争取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女性的权利。 

6、我叫帕尔哈提·阿里木江，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27 岁。2008 年我从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和朋友组建了一个民族摇滚乐队 Bilaye，我们用摇滚的方式唱民歌，我还

在雷鬼乐团 OneDrop 做主音吉他手，2010 年还作为文化使者和众多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去北非的

几个国家做了演出。如果你去后海的谷雨酒吧，能听到我们乐队唱歌。我过去太过关注音乐事业

而忘了个人生活，现在家里人都催我结婚，所以我想先找个女朋友。 

7、我叫茹仙古丽·艾力，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我今年 25岁，在北京十年了。我现在在

北京的一家阿拉伯餐厅演出。我今年想学英语，以后可以有机会参加国际上的阿拉伯舞比赛。 

8、我叫托合提汗·麦麦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42岁。我和丈夫十五年前下岗，

就来到北京，在牛街摆摊打馕，如今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在新疆，一个在北京，

在我们身边。当初来北京本来是希望能让三个孩子都在北京接受教育，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接受

好的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9、我叫伊德里斯·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27岁。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维吾

尔语言文学系读硕士，这之前我在土耳其学了一年的语言。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不知道毕业后

该怎么办，是继续读博士还是停下来找工作，找工作的话找什么样的工作？在哪儿工作？什么样

的单位会要我？如何选择？如何在社会上生存？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年的目标。我现在还在

帮别人做一个项目，是关于维吾尔语里的波斯语的研究，我还希望有一天我能把中国的四大名著

翻译成土耳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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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叫提列吾拜克·扎尔洪别克，我从新疆来，哈萨克族，今年 25岁，我的名字在哈萨

克语里是梦想的意思。我现在给亲戚在北京开的餐厅做经理，我姐姐也在北京工作，她帮了我很

多。我十分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特别是哈萨克语歌曲，我今年的梦想就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份长

期的和音乐文化有关的工作。 

11、我叫玉苏普江·阿卜力克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25岁。我老婆叫努尔比亚·牙

森，我们的儿子叫艾尔盼。我们是 2013年 5月来的北京，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工作，

我做厨师，我老婆做服务员。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老板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然后就是好好工作

一年，攒钱回老家开个服装店。 

12、我叫艾山江·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32岁。我 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

大学，现在是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项目办副主任。我曾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也是北京市

唯一的维吾尔族村官，8年的村官经历，村民们都说我是他们离不开的人。作为北京市一名基层

干部，在事业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多民族大家庭里的尊重、包容、亲情和友情，学会了

用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历练人生。今年我准备和女朋友结婚，扎根北京。 

13、我叫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我今年 61岁。1982年中国刚改

革开放没多久，我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

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于是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

了和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当时我是卖了一阵子水果，但到

了冬天水果就没了，于是我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很受北京人民的欢迎。通过卖烤肉我攒了一些

钱，还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后来我攒够了钱，想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但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被发现得了脑瘫，为了治病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也

没能回到新疆，就继续卖烤肉卖了三十多年。我有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现在在新疆，老四在北

京上二年级，老三在北京治病。我们现在每个月要花一千多块钱给儿子看病治病，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 

14、我叫提力瓦尔地·斯地克，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30岁。2004年从新疆大学毕

业之后在新疆阿克陶县皮拉力一中教语文，08年结婚之后，我和我爱人想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就参加了疆内疆外的一系列进修培训。进修让我的汉语和英语水平都有了提高，更开阔了眼界。

2012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当代维吾尔语方向的研究

生。我爱人已经结束进修回校继续任教了，但我们为了让儿子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让儿子到

北京，在我身边上幼儿园。虽然我们夫妻俩要面对长期分居，但从长远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5、我叫亚库普江·阿布都塞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27岁，在深圳经营家里

的玉石店，老婆和 3岁的儿子也在深圳。我大学学的是英语，毕业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个导游。我

父亲是个做了三十多年玉石生意的商人，毕业那年夏天我陪父亲去东莞，那边清真餐厅就非常少，

吃饭要去很远的地方。我在宾馆看着玉石，父亲出去买饭。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我从宾馆的窗户

看到父亲买饭回来，微驼着背在雨里慢慢走着，看到这个场景我哭了，觉得父亲长年在内地做生

意太不容易了。我放弃了导游的梦想，和父亲一起做生意。我们家的店在深圳古玩城，我人缘还

不错，汉族朋友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阿江”。父亲教给我非常多的人生道理，我也很幸运能把

户口从和田老家转到深圳，过阵子我就能拿到护照了，今年希望能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看看，学到

更多的东西。 

16、我叫洪启，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 41岁，民谣歌手，诗人。我出生在新疆和田

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但因为家里穷，生父母把我送到一个汉族人家，直到高中家里人才告诉我

我的身世，我没有去找我的生父母，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疼爱我的父母和幸福的家庭。我也

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大漠当兵的时候我开始有唱歌的欲望，从最初的吟唱到创作歌曲，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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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出了三张专辑。最近为了在深圳做一个新疆主题的文化产业园，经常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

跑，成了空中飞人，今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成，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喜欢新疆。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网络文章】 

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 

王茜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http://newsletter.nytcn.net/article/ef7af3eb81bf4706518bebcefa2ae1b5/ 

 

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在网络上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不满和惶恐。我好像又

看见两年多前那个不安的自己——彼时我的家乡新疆喀什市内连续两天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发

地距我家仅半个小时路程。 

作为一名在新疆喀什出生，直到高中之前一直在那里长大的汉族人，很早以前，就有朋友问

我，为什么新疆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暴力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族人参与暴力袭击？我很

难解释，因为原因太过复杂，而我也并没有真正的答案。不过，如果你愿意听，我想把我知道的

新疆告诉你。 

一、 

1993 年的中秋节晚上，四岁的我和爸爸妈妈从姥姥家回来。夜已深，喀什的主街上已经没

什么人，四下静悄悄。走着走着，距离我们大概几十米的地方有几个喝醉酒的维族人摇摇晃晃，

大声叫喊。看到他们拿着东西（后来知道那是刀）向一个路过的骑车人甩去后，我很害怕，拉着

妈妈说：“不要过去”，妈妈说：“不怕，有你爸呢”。 

尽管我们避着他们走，但还是被拦住。我已经忘记被拦住的那几分钟发生了什么，再有印象

的便是爸爸和这几个人扭打成一团，甚至翻滚进马路边干涸的水渠，妈妈奔向附近求救（那时没

有手机），我躲在一旁哭着喊“救救我爸爸”。 

那晚月亮很大也很黄，周围很静，我哭得很大声。 

事情怎样结束我完全记不起来。还能记起的，便是妈妈抱着我坐在警用两缸摩托车里回家。

这些人用刀砍我爸爸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刀背——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听爸妈说，这些年轻的维族人来自农村，他们喝醉酒，几个人便商量出来“闹点事”，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所以，还没有胆子用刀刃伤人。 

随着我长大，连同这些持刀者的脸庞一起，整件事仿佛在黑夜中渐渐隐去，偶尔提及，印象

最深的还是那个挂在天上很黄很大的月亮，以及我自己的哭声。 

二、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友善的维族邻居和维族同学。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我而言，大概只

是名字多几个字而已，当然，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其他，大概真没什么不同。 

我第三次搬家前，住在楼下的维族阿姨时不时会给我们送好吃的蜜饯和点心。他们家有一对

双胞胎姐妹，还教会我跳维族舞时如何左右扭动脖子。五年级，学校要评“雏鹰奖章”，其中一

个考核要求是学会至少十句维吾尔族礼貌用语。我一个晚上泡在人家家里，她们不厌其烦地纠正

我的发音。我现在会说的好像就只剩下三四句：“你好”“谢谢”“请坐”……呃，还有“多少

钱”。 

我最要好的一个维族同学，很遗憾，现在已经没有了联系。我们一起度过了初中三年，那时

候，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差点结拜，她排老大，我老小。她的成绩非常好，考过年级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