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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历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观、民主的方式对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进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区

人大常委会举手表决的方式，是以多数人赞成的规则通过的。由此可见，当时这种地方民族主义

的势力是何等的强大！ 

作者格尔夏也愤懑的诘问，“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彻底地取消和

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进步的列车被拉上了历史的倒车。……这

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剧。它使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民丧失了

一次与祖国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 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现这

种逆潮流而动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怪事，岂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确，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传递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徽记，是人们进

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有机地运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彼

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偏见和隔阂，走向共同进步，实现

共同繁荣。但是，1982 年的那次人代会却使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们丧失了一次与祖国

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 

那是一次教训极为惨痛新文字的改革，我们希望在新历史的时期，在全国 19 省市大力援疆

的形势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可否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大张旗鼓的制止倒退，让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阔步前

进的正确道路！                                                 （2011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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