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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为什么维吾尔研究生“疯狂印书”？ 

              ——一位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困惑与思考 
 

曹博林1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令我这个向来对维吾尔群体颇有好感的人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在对

整件事的探索过程中不但使我对他们的认识加深了一层，也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反思。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惯例学校对每位研究生（硕士、博士）在读期间都有一定额度的打印论

文、材料的经费。研究生去指定的打印部打印材料并在自己的名下记账，年终打印部将记账册送

至各学院。最后学院将每人的记账额与其经费标准核验，以便查询是否超出个人上限。往年都风

平浪静，但是今年有所不同，院里仅有的几位维吾尔研究生几乎步调一致地“热衷”于打印论文

资料。于是在学生中间开始窃窃私语议论这件事情，大多都表达着对他者的不满。人多口杂，自

然也就传到了一位维吾尔族博士耳朵里，平日里非常斯文的人这时突然歇斯底里开来，让人如同

梦魇。发完火，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时间一晃到了年底，打印部将学生记账册送来，经院系行

政老师核对后，发现今年刚入学的一位维吾尔族博士不到一学期便将其他学生三四年时间都用不

完的打印费全部用完。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院里这几位维吾尔学生，同时都有着惊人的打

印量，这种“疯狂印书”的行为难以理喻。于是包括我在内的汉族研究生将问题归结在维吾尔人

这一群体之上——他们都有着贪婪的本性。但是理性同时告诉我，千万不能将一部分人的行为归

咎于整个群体。 

自己真想将这件事忘掉不去想它，但是它又象个噩梦一般缠着我，破坏着整个维吾尔族群在

我心目中的形象。痛苦中的我想起了导师，他曾在新疆生活过多年，南北疆亦多有考察。于是我

拨通了他的电话，说明了困惑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因为当前的援

疆方式，只重视提供物质方面的‘补给’，如建学校、医院、投资建厂等；在提供精神方面的‘补

给’资源相对不足。南疆地方高校的图书馆建设滞后，书籍有限，当地民族师生所能阅读到的社

会科学作品有限；另一方面，汉语水平滞后，民族师生无法读懂汉文晦涩难懂的社会科学作品”。

因此，这些维族研究生因为汉语文能力提高，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社会科学书籍是研究维吾尔

社会的，如饥似渴的复印这些汉文资料，无须“大惊小怪”。导师的解释，比较符合情理，避免

了对维吾尔研究生的一次“妖魔化”。 

我自己去过南疆的喀什并在那里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个月，但是我还是无法体会“书籍有限”

这几个字。喀什噶尔自古以来便是南疆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汉唐时期这里曾是中原王朝通

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交汇点，中西大宗贸易麝香、丝绸、香料在这里交易。这里又是喀喇

汗王朝的政治中心，清代又是和卓家族的核心地区，清末民初西方探险家依然在这里看到有西亚、

中亚、汉人在这里进行贸易，今天整个喀什地区唯一的大学喀什师范学院便坐落于此。于是我打

开喀什师范学院图书馆开始检索，想看看到底这里书是多么的“稀缺”。在边疆研究方面，当输

入“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巴托尔德”等名字时，结果是“无法找到”。如果说边疆研

究过于专业、前沿（其实这些书都是西方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那当我输入近代西方社会学三

大巨匠中的“马克斯·韦伯、涂尔干”、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等名字时，依然阙如。这些思

想巨匠在近百年来影响了世界上人文、社会学科各专业无数的学者，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魅力。

这样的书在内地可以随处可见，但在这里——喀什师院——喀什地区唯一的高校却无法看到，即

使在喀什噶尔的书店里想必也不容易找到。 

                                                        
1 作者为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2011 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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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资金缺乏造成的吗？于是我又在西南边陲的一个二本学校搜索了一下，除了专业性

较强的边疆研究书籍外，韦伯、涂尔干、哈耶克等人的著作目录多达十几页。于是我相信这并不

是由于资金的缺乏，何况相对于那些援建喀什的诸多大型项目，提供资金购买一些书籍又算得了

什么！一位曾在南疆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像这种与西方社会思潮以及与伊斯兰教正统思想不符

的有关书籍是一律不许上架阅览的，因为担心这些书会搞乱人们的思想，所能读到的书籍主要以

传统马列主义作品为主。这不禁让人感慨，当世界其他地区已纷纷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的思想

则表现出理性、自由、宽容、多元等特征，出现社会科学持续至今的繁荣。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中国推动了改革开放，在中国也表现为思想解放，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支持。但是新疆似乎并没有和内地的社会科学繁荣同步，特别是南疆

却依然保留着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中国的教育在内地不断发展相比（虽

然这种发展被无数人诟病，但是相对于新疆，内地教育依然有着明显的优势），新疆教育却与内

地渐行渐远，社会科学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当代人类社会的智慧结晶不能进入到维吾尔的

社会当中。这不但使当地族群所受教育无法与中国其他地区学生竞争，也进而由这种教育上的差

距导致了新疆发展的相对落后其他省区。 

 

北京大学与新疆大学汉文、维文藏书种类比较 

图书分类  

(部分) 

北大图书馆 新疆大学图书馆  

汉文图书 汉文图书  维文图书 维/汉文比例(%) 

D0 政治理论  8988 1831 29 1.58 

F8 财政金融  23541 4023 34 0.85 

F3 农业经济  7318 1027 27 2.63 

D9 法律  52153 14010 475 3.39 

C91 社会学  11613 2338 100 4.28 

K0 史学理论  3032 536 8 1.49 

P1 天文学  1649 375 41 10.93 

K9 地理学  12018 2516 98 3.90 

Q1 普通生物学  1195 392 12 3.06 

R3 基础医学  1899 364 60 16.48 

R4 临床医学  521 155 62 40.00 

O1 数学  10501 5753 110 1.91 

O4 物理学  7454 3008 51 1.70 

O6 化学  5735 4788 59 1.23 

S4 植物保护  416 122 20 16.39 

       资料来源：马戎：《从现代化的发展思考双语教育》，《民族社会学通讯》，第 109 期。标题有所改动 

 

从上述数据看，北京大学图书资料的拥有量是全国各高校无法比肩的，不过，作为新疆第一

学府的新疆大学图书馆，民文资料少的令人称奇！如维文图书“政治理论”只有 29 本，“史学理

论”只有 8 本！当然，“双语”教育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维吾尔读者群能阅读汉文书籍，相对于

当前南疆绝大多数维吾尔读者群，语言的能力还达不到阅读汉文社科书籍的能力，是不是国家理

应为维吾尔族群提供一些社会科学的翻译读本，这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公共服务。虽然，出版社出

版维文社会科学图书，维语读者群相对汉语读者群少很多。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给予出版

社一些补贴，选择一些重点社会科学读物，让维文出版物中早一些出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

吉登斯的名字；能出现全球史、区域史研究的译著。 

当前滞后的社会科学环境下，不解放思想，如何为“现代文化”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持和保障？

不解放思想，如何去宗教“极端化”呢？ 

但愿维吾尔研究生印书不再“疯狂”！也但愿有一天能够和维族研究生共同在一个学术平台

上讨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吉登斯、哈贝马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