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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会下基层去维稳，是因为最近在新疆一个影响颇大的政策——“二十万干部下基

层”。这些来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将在三年内分三批前往南疆各地州的农村进行

维稳。 

前往农村维稳，这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我的朋友为例，他必须打包被褥行李和他的同事一起前往农村，大概近一年的时间里，吃

住都得在那里，按他的工作年限，他享有十天的假期。 

在出发前两天，他们会进行一些培训，比如宣读一些纪律和注意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单位

给每人买了一份保险。 

八、 

有时候，在跟陌生人聊天时，被问及哪里人，我会撒谎。 

有时候，我会在告诉别人“我是新疆人”之后，补充一句“我是汉族”。 

我没法描述那尴尬，以及那莫名的底气不足。同时，也厌倦，同别人一遍遍描述新疆的风景

有多美，水果有多甜，人们生活有多美好，旅游宣传片比我说的更漂亮。我其实更想跟人聊聊，

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什么。尽管很多时候，都是敏感词。 

我爱这片土地，但它之于我，亦像一个标签，一个不那么自在的标签。因为它，我一面要跟

别人解释“我们不是骑马上学”“我们不住蒙古包”“我们也有水果蔬菜，也吃海鲜水产”；另

一面，还要面对被拒之于网吧、酒店门外的尴尬，以及办理护照、通行证比旁人更复杂的审核手

续。 

我爱新疆，但我也知道，无论我多么爱它，我终将，也只能，逃离它。 

（王茜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网络文章】 

我的维吾尔语名字叫“帕提曼” 

王晴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http://newsletter.nytcn.net/article/cc01548cf3382b21a139aac02b678f62/ 

 

吐鲁番，一个流蜜的火盆。 

盛夏，葡萄积攒糖分的季节，天空如洗过般干净，没遮没拦的太阳如下火般照着大地，正午，

人们尽量减少在外逗留的时间，所有能喘气的生命都想躲进荫晾下。 

在吐鲁番东郊两公里有一个葡萄乡木纳尔村，那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植葡萄为主，在葡萄

地的绿色怀抱中有座伫立了二百多年的古塔。              

苏公塔经年累月接受着酷暑的洗礼。拔地而起的塔体笔直高耸，直冲天穹，仿佛在向太阳宣

誓信仰的坚定，相连的木纳尔清真礼拜寺默默地守候在旁边，迎接着信徒的朝拜。这是一座维吾

尔族人的圣殿，是他们的祖先额敏和卓，协同清王朝剿灭准噶尔叛乱，屡立战功后被加封进爵为

吐鲁番郡王，王位世代相传，额敏和卓为恭报清王朝的恩遇和对真主的崇敬，修建古塔以传世警

醒后人。 

这个可容纳千人礼拜、处处都显示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已经成为吐鲁番著名的旅游景

点，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每周五中午仍然会来到这里做主麻礼拜。 

七月正午，吐鲁番气温飚至 45 摄氏度是常事。阿訇及教职人员身着过膝的礼拜服相继来到

木纳尔清真寺，他们利用提前到达的时间为即将举行的集体礼拜做准备：打开殿内的灯光和风扇，

试试麦克风和扩音器。随后，信徒们从村庄陆陆续续到达清真寺，有的唯恐时间不及，一路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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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礼拜殿时，却立刻屏神静气，身轻入微。二点半，唤礼人用高亢的声音向穆斯林宣告开始礼

拜，长长的尾音从胸腔发出，传遍整个村庄。 

这是一个全部由男人组成的集体祷告，向真主表达虔诚的礼拜。我站在清真寺大殿外，隔着

重重门框向里观望，幽暗的大殿内从天窗射下光束，照亮信徒的背影，站立、静默、俯身、叩拜，

信徒以阿訇为首熟练的做着每一个动作，列阵般的井然，仪仗式的整齐；殿内肃穆安静，甚至能

听到身体起俯和膝盖触地的声音，这一切，我在门外只看到了背影，即使如此，我也感受到了所

有信徒的庄严。而我暴露在直晒太阳下的后背却被烘烤的火辣般剧痛。 

高温考验生命，也考验人的虔敬，我准备接受考验。 

接下来，我每周五礼拜时间都来到木纳尔清真寺，端着相机站在大殿门前，目光迎接着每一

位信徒的审视，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有猜忌、疑惑还有好奇：这位汉族女子站在这里做什么？ 

一周、二周、三周，我依然如期而至，站在殿门前与信徒交流目光，目不躲闪，立于太阳下

从礼拜开始到礼拜结束，信徒们看着被太阳晒的通红，满脸大汗的我，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和对他

们信仰的尊重。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让我眩晕多次的正午太阳已斜至被塔体遮挡，秋天来了。

葡萄攒足的甜蜜让农民收获了夏的恩赐，而我则被阿訇和维吾尔族信徒用他们包容民族差异、文

化差异的胸怀接纳了。 

阿不都·热衣木阿訇，年近七旬，胡须银白，由内而外散发着仁爱的气场，我上前行礼问好，

向他阐述了来这里的原因和拍摄想法，阿不都.热衣木阿訇和清真寺的其它教职人员交换了意见，

之后，用笃定的语气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获得了在礼拜时间进入清真寺内拍摄的允许，这也正是

我要表现维吾尔族人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这一民族文化的摄影专题《生命的回声》里的重要内容。 

我的生命始于吐鲁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那时，衣食充足，小时候的事能记住得不是太多，但在家里饭桌上经常发生的一幕总会让我

记忆犹新。每当吃饭时有饭粒剩在碗里，慈爱的母亲就会指责我，而父亲则会絮叨起他们初来新

疆时的艰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母从学校毕业后已经在家乡的工厂工作，当政府号召广大知识青

年和技术工人支援大西北生产建设时，父母毅然报名，把刚刚建立起的新家从江苏徐州搬迁到了

新疆吐鲁番。 

父辈们把所有热情、青春和希望都托付给了新疆，新疆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与维吾尔族人相伴的环境中，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维吾尔族人或为同

学、或为同事、或为朋友，我感受到了她们与汉民族不同的伊斯兰文化，了解了伊斯兰教的一些

习俗和禁忌，可以说伊斯兰文化伴随了我的成长。 

十六岁时，我拥有了一台海鸥机械相机。整个少女时代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了许多肖像照，至

今仍然被大家喜爱和珍藏。后来，苦于胶卷与冲洗费的昂贵没走上创作之路。 

2006 年数码时代到来，我终于圆了年少时代的摄影梦。拥有了数码单反相机之后，我和大

多数摄影人一样，喜欢利用休假时间独自闯入大自然的怀抱。那时，我很享受那种在大自然里行

走的感觉，人面对大自然是没有掩饰的，可以得到一种释放，也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这一时期

我拍摄了大量的风光片，对我的摄影造型能力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但对于我，最大的收获还

是在于大自然里的人带给我的思考和触动，最开始是在帕米尔高原，高原文化让那里人的生活方

式、价值观，和我在都市中接触的人是那么不同，比较中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异同，并试图去接受

和理解他们的生活，这一转变让我慢慢把镜头对向生活在我周边、生活习俗却完全不同的维吾尔

族人身上。 

吐鲁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厚重，宗教信仰随着各族居民的陆续迁入而不断的演变。早期的

原著居民车师人，有过对巫术的信仰。汉魏时期（公元前一世纪—公元四世纪），大批汉民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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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带来了道教和多神的民间信仰。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 公元四世纪—公元八世纪)，佛教成为

了这里汉民的主要信仰，且十分兴盛，甚至成为高昌国的国教，因而在吐鲁番盆地留下了许多佛

塔、佛寺和洞窟遗址。14 世纪末，伊斯兰教随着东察合台汗国第三代可汗黑的儿火者进攻吐鲁

番王国，并将吐鲁番征服后传入，直到 15 世纪，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的普遍宗

教信仰。 

这些曾经在吐鲁番发生过的历史，让我对吐鲁番越来越着迷，也让我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

拍摄思路。我想通过反映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群体从出生到死亡，不同阶段所经历的礼节习

俗的图片，来展示这一信仰的历史人文意义，如同当下中国纪实摄影领域那些表现藏传佛教、汉

地佛教、天主教信仰状况的图片一样。 

曾有记者问我：做为汉族摄影师，你是如何拍到这些照片的？ 

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隔膜被世人普遍认为不易逾越，这主要是相互之间不了解而缺乏深入

的动力。事实上，如果你对所接触的民族，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我相信没有哪个民族不愿意传

播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因为文化本位往往是民族引以自豪的地方。 

在七年多的拍摄中，我跟我拍摄的对象和村里的老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把洗印的照片送

到她们手中，和她们一起分享定格在照片中的瞬间。 

我把拍摄的专题图片，拿到我常去的木头沟村沙米提阿訇面前，整组播放给他看，这位在伊

斯兰教传统节日里带领三千多教徒礼拜的阿訇一惯温和平静的表情中还是流露出激动的喜悦，他

说，你记录了我们维吾尔族人传统文化生活及宗教信仰，它是那么真实而美好，我代表木头沟的

维吾尔族老乡感谢你，并说，赐给你一个维吾尔语名字叫“帕提曼”，愿意吗？“帕提曼”是开

启天国钥匙的意思。“帕提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不仅是如此悦耳，还是对我作品最大的认可。

那一刻，我幸福极了，欣然接受，在随后拍摄的日子里，每当维吾尔族老乡问起我，你叫什么名

字，我都会响亮的回答，我叫“帕提曼”。 

我的专题图片被家乡和新疆更多地方的维吾尔族同胞以微博、微信的方式广泛传播，有人告

诉我，他们很喜欢那些安宁、温情的画面中传递出的真实与质朴，一种本原的美为伊斯兰的生活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汉族中原文化与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相交于吐鲁番，使其具有一种独特魅力。当礼拜时间到

来，从清真寺邦克楼传来响彻云际的唤礼声，唤礼人让我常常为之注目，他那目无他物、倾注全

身心力量的呼唤让这个城蒙上了伊斯兰风情。在街市休闲区，晨炼的人中，正在打太极的汉族女

师傅背后，却有维吾尔族男子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地学习，这时这个城又赋予了中原太极文化的

色彩。而我最期待的那一刻，是在 2014年 5月将要领取“第八届人类贡献”这一世界性的摄影

奖项时（由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颁奖城市每届会选择不同的历史文

化名城），我会穿上用维吾尔族传统的艾迪来斯绸制作的裙装走上台，让那富有迷幻色彩的服饰

告诉世界一个我所了解和热爱的新疆。 

在这七年中，我的图片专题“生命的回声”如同自己的小孩一步步成长并逐渐成熟，我为她

付出了许多，但她同样改变着我，让我更用心的面对每个人，让我有个博大的胸怀接受和理解民

族文化的差异，让我明白生存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也让我深刻意识到，这个世界因民族多样性

而异彩纷呈，因为文化不同而激发人类更多的探究和思考，一个国家是这样，整个人类亦是如此。 

（王晴是摄影师，现居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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