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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灭开·胡夏巴耶夫， 《乌斯满土匪第一次被逐出阿勒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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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在阿勒泰庆祝‘11.12’解放革命胜利 4 周年群众大会上的讲

话》. 

2.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 《达列力汗给乌斯满的一封信》. 

3. 哈吉也夫，《三区革命中塔城的地下活动与武装斗争》. 

4. 哈再孜·阿合提，《1940年富蕴暴动经过》. 

5. 莎·吾列习，《回忆爷爷达里力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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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赛买提·谢尔德曼. 《回忆父亲谢尔德曼·乌斯满》. 

7. 铁衣甫江·阿迪. 《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木》. 

8. 陶天白，《张治中与三区革命》. 

9. 杨宗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纪年（初稿）》. 

《中华名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新疆卷》 外交部编印 1990（ROC） 

1. 《哈族乌斯满部收复阿山区对北疆情势影响颇大由》. 

2. 《新疆阿山区哈萨克族乌斯满及达列里汗二部交兵经过》. 

3. 《驻新刘特派员电呈阿山全区已由乌斯满掌控情报由》. 

4. 《刘师舜次长密电纽约领馆转王部长，乌斯满已力收复阿山全区由》. 

5. 《新疆阿山、伊犁、塔城三区变乱与苏联、外蒙之关系》. 

6. 《外蒙科布多防卡队阿副队长口供记录》. 

7. 《参训：苏机掩护外蒙军入寇新疆，已深入六百里与我军激战中》. 

8. 《国民政府函外交部为抄张治中、宋希濂报告外蒙骑兵及苏机攻炸我北塔山驻军，并饬外交

部核办向外蒙抗议具报为要由》. 

9. 《国民政府函外交部为抄送宋希濂已佳密电由》. 

10. 《部电驻苏大使，我政府决定向苏联及外蒙抗议，抗议文将另行电达》. 

11. 《外蒙军侵我白（北）塔山事件节略》. 

12. 《新蒙边境我蒙两军冲突情形》. 

13. 《驻新刘特派员电部迪化南疆平静，乌斯满占承化，达列里汗败走等情由》. 

其它： 

1. 吴忠信，《主新日记》. 

2. 《新民日报》（民国 1936年 10月 17日）. 

3. 《永安月刊》（民国 1937年 105、106 期）. 

4. 《人民日报》（1947年 6月 20、21、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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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彝族小姑娘作文《泪》 这或许是最悲伤的小学生作文 

2015-08-05 16:41:08   来源：新华网    

http://www.lznews.gov.cn/show-39-122295-1.html 

《泪》 

  

  爸爸四年前死了。  

  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  

  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  

  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

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  

  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  

  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  

  我问：“为什么了？”  

  “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那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 

  

    “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近日，一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年级小学生写的

作文《泪》，让无数网友为之揪心。12岁的彝族小女孩木苦依伍木（汉文名：柳彝），在作文

中描述了她的母亲离世前的场景。4年前，她的父亲已去世。  

  短短 300余字，悲伤渗透纸面，网友称之为“最悲伤的小学作文”。成为孤儿的木苦依伍木，

其未来命运也牵动着网友们的心。昨天下午，《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了解

到，父母相继离世后，木苦依伍木带着两个弟弟生活，除了种几分地，放学后她还要做饭、喂猪。

目前，志愿者已对木苦依伍木一家进行帮扶，让她能够安心读书。  

  “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

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

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

—节选自木苦依伍木作文《泪》  

  让人心疼的“最悲伤作文”  

  木苦依伍木是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四年级学生。她生活的地方，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川滇交界处，多山地，被公认为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  

  最早将作文发到网上的是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网名“老邪哥哥”。该基金

会长期培训、组织支教志愿者到凉山州的偏远学校支教。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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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红斌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 7月 9日去普雄镇宝石小学探望志愿者时，他看到一间教室的

墙壁上贴着孩子们新近写完的作文。其中，一篇以《泪》为标题的作文吸引了他的注意：“爸爸

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爱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  

  在这篇作文中，木苦依伍木回顾了爸爸去世 4年后，妈妈又生病卧床，她开始照顾妈妈，陪

她去镇上、去西昌看病，都不见好。后来妈妈病重，木苦依伍木请人送妈妈去镇上医院，遗憾的

是，在她将做好的饭端到妈妈跟前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黄红斌说，自己读完后潸然泪下。因为很受触动，他便将这篇作文拍了下来，简单陈述事实

并分享到微博及朋友圈里。黄红斌没想到的是，这篇《泪》一下子火了。在传播中，作文被接力

者冠以“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小学作文……”的感性引言，引起众多网友关注，一度被误认

为是新华社记者发现并采写的稿件，而木苦依伍木的名字也一度被误写为“苦依伍木”。  

  昨天下午，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校长吉木向北青报记者证实，网传作文确实为该校

四年级学生木苦依伍木所写。  

  网友“白蓝色的路小路”说，这是她“长大以来，见过最悲伤的文字”。另一名网友评价：

“没有任何喧嚷感情的词语，却处处看得让人想掉泪。”  

  “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

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

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节选自木苦依伍木作文《泪》  

  姐弟三人独立生活至少两年  

  早在“最悲伤的小学作文”引爆微信微博、引发诸多关注之前，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就已

经有所行动。黄红斌告诉北青报记者，读完作文后，他就向支教老师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在宝

石小学支教老师任中昌的印象中，木苦依伍木不太爱讲话，在班上不太显眼，成绩中等，平时时

不时会迟到。但在这篇作文之前，支教老师对她的家庭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  

  黄红斌同支教老师决定到木苦依伍木家进行家访。从学校出来，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十来分

钟，他们走到木苦依伍木家。面前是一栋破旧的简易房，空心砖砌成。除了一个开缝的旧沙发，

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在外屋，一个三角铁架子上放着锅，是木苦依伍木做饭的地方，土豆

和玉米是孩子们的主食。她家的院子里还养着猪。  

  见到老师，腼腆的木苦依伍木笑得很开心，还为大家煮了几个大土豆。但她话还是很少。慢

慢聊天中，支教老师了解到，木苦依伍木家共有姐弟五人。大姐 16 岁，目前在成都打工，二哥

15 岁，也在外打工。木苦依伍木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 10岁、一个 5岁。父亲几

年前去世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心脏病时常犯，到镇上、西昌市“看病”，总也不见好，懂

事的木苦依伍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直到 2013年，母亲病逝。  

  自此，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的责任就落到了木苦依伍木的肩头。姐弟三人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但两位老人年岁已大，身体也不好。支教老师了解到，不在学校的时间，木苦依伍木要给弟

弟做饭、割猪草喂猪，还要忙活地里的农活。“她家有几分地，种着几百斤土豆。”基金会工作

人员介绍，从她的生活状态，老师们也大概猜到了木苦依伍木上课迟到的原因。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节选自木苦依伍木作文

《泪》  

  两个弟弟已被接到儿童村  

  看过木苦依伍木的作文，热心人士流过眼泪后也在追问，父母双亡的木苦依伍木接下来该如

何生活？是否需要帮助？不少人表示想要为她捐款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帮扶。北青报记者注意到，

昨天多个网上捐助平台开通了为木苦依伍木捐助的项目，网友捐款踊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