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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新疆来》编后记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百组来自新疆，生活在内地各个城市，工作在各行各业的新疆人，他们讲

的是新疆人的经历，说的是普通中国人的故事，相信你们和我一样，和主人公们找到了相通的思

绪和情感。毕竟这只是他们的个人经历，信不信由你，喜欢不喜欢也由你。 

新疆，位于中国的最西部，一片占中国国土面积 1/6 的神奇土地，拥有 13 个不同的民族，

2000 万人民，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生活着，在这片土地上融合并孕育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疆

精神和民族文化。 

这是一片中国少有的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风貌的土地，但对于大多数内地人来说，

新疆仍然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话题。媒体上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贫困、瓜果和歌舞。人们对新疆

知之甚少，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新闻报道的措辞不当，使得新疆

被冠以错误的名号，令大众“谈疆色变”， 对新疆人更是回避。 

新疆人往往离开家乡后，才会被打上家乡的标签。当他们回到新疆时，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属

于特殊群体。在家乡，他们可以放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代表

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成为真正的“少数”。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

新疆人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备受困扰，而这更多的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缺乏造成的。 

人在社会中会受到制约，但更多的是在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中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

少数人极端反击，多数人包容应对。有这样一批人，在新疆被符号化、被异化的社会环境中，他

们没有选择逃避，或者走向极端，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继续热爱生活，坚守着自己的专

业和岗位。他们中不乏成功者，有的更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但无论离开新疆多少年，新疆都

是他们无法割舍的元素，新疆精神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给了他们鲜明的性格，给了他

们独特的经历，更给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选择。每一个新疆人都是新疆这幅画面上的一抹颜色，即

使离开新疆，他们都对家乡有着割不断、抹不掉的牵挂。 

我曾经拍摄了很多新疆的俊美风光和人文风情，想以这些美好的风光让人们对新疆有所改

观。但最后我发现，最真诚、最有力量的还是身边真实的人和事。因为几个特殊事件而对一个群

体产生特殊印象，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风景、歌舞和瓜果这些表面

的事物固然美好，力量却很脆弱，人们只会被吸引一时。而一个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才是他们的

符号与灵魂。只有每一个个体都能表现出来，人们才会为之所动。既然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能改

变一个群体的形象，那么多数人的积极行动更应该能够改善一个群体的形象。现在，最能改变人

们看法的就是我自己，以及像我一样从新疆来到内地的勤劳上进的新疆人。个体散发出的力量无

比强大，他们是我最应该关注和记录的。 

近期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这种行为让人深恶痛绝，我同样也在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

无论犯罪分子是什么目的，这都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不能由一个特殊群体来单

独面对和负责。这两年，我从很多网络评论中发现，人们不再关心新疆的秀美风光，而是开始关

注身边的新疆人，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我

从新疆来》正好可以给人们一个答案，给大家一个重新正确认识新疆人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在如

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方面，和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了思考。人类进

步需要大爱，而我想要做的就是让大爱回到人们的心中。 

从 2014 年 3 月开始，我带着相机和录音笔，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近 20 个

城市和地区，联络沟通、采访了近 500 人，收集了 100 多组人物故事，20 万字录音资料，15 万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8 

由各个主人公撰写的文字，最终汇聚成了这本《我从新疆来》。其中很多主人公是在看到 2014 年

4 月在网络上热传的《我从新疆来》30 组图片故事之后，主动和我联系，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这

些故事在主人公的娓娓道来中散发的力量，让我全身心都为之震撼，几乎每个人都有和我相通的

经历和心得，让我想起我有生 30 年那些幸福和艰难的时光。他们汇聚成的大爱让我发现自己还

差很多，也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民族和祖国。我在记录他们，同时也是在记录我自己。他

们的大爱不仅让我对这个专题更加有信心，也促使我不断前行，去挖掘这个专题中更加深厚的正

能量。 

拍摄和采访期间，我停掉了所有纪录片外拍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全靠存款和家人的支持，

几度资金非常紧张，但我没有放弃。我也不断地反省，促使自己更加努力地去完成这件事。这并

不是要树立少数的、个别的偶像。这本书除了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平凡、普通的人和故事来重新

认识新疆人，也希望大家能抛开地域和民族，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真实的故事，了

解真实的新疆，了解真实的自己，更希望这些新疆人奋斗拼搏的精神散发出榜样的力量，来鼓舞

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促使他们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他们勇于拼搏，

敢于吃苦。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库尔班江· 赛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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