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俄国人与反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的伊犁起义者之间所达成的那些

协议情况”，因此出现了谋杀这样的结果。伊宁按莫斯科指示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前往

北平。9月 8日，由赛福鼎·艾则孜、阿里木江、涂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赴北平参加“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 

1949 年夏，新疆境内再次紧张起来。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占领新疆已被中国共产党纳入其

近期计划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陶峙岳将军来到酒泉，邀请人民解放军进

入新疆。10月 13日，东突厥斯坦城市哈密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在这些天，为了占领新疆首府，

新政府主席毛泽东紧急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飞机使其能够调运一个师到乌鲁木齐。10月 13日

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满足毛泽东同志请求的决议。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电中讲道：“我

们认为您使用飞机从酒泉调派一个师到乌鲁木齐的决定是正确的。关于您请求运送 1000 吨航空

汽油到乌鲁木齐以及其中 200 吨到哈密，现通知如下：我们可以用汽车把这些燃油于 11 月 1-3

日间运到乌鲁木齐和哈密。我们需要知道您的看法：我方载燃油车队在从伊宁经乌鲁木齐到哈密

这一路线上能否畅通无阻。用于加强乌鲁木齐和哈密机场服务的人员以及您在自己电报中请求

的、五架由彭德怀同志支配的备用运输机，我们将按您指定的时间如期提供到位”。双方通过这

些电报交流一周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就进入了乌鲁木齐。新疆其余那些大城市于较短时间之内

也纷纷移交到解放军手中。在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自邀请张治中将军担任领导之职。1949

年 12 月 17 日，新疆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以及新疆军区，包尔汉再次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而北部三

专区作为分离的区域单位则被撤销。分布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军部队被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

军。12 月 28 日，回到北京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新疆情况的详细报告。 

就这样，在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胜利之后，新疆的“苏联篇章”也走到了尽头。对于新

疆北部地区 1944 年 11 月那些革命事件的秘密，莫斯科选择了向世人、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保

密。这些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也因伊尔库茨克城外的空难而被清除。苏联最终将曾被用作向蒋介石

政府施压工具的新疆北部三专区以及整个新疆省交给了北京政府。新疆历史新的一页也从而开

始。1955 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地区的这个

身份一直沿用到现在。 

 

 

 

 

【报刊文章】 

印度取消印地语强制教学 

《环球时报》2019 年 6 月 4 日第 4 版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苑基荣 

 

  “这就是在给印地语开后门！”印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一名议员指责印度中央政府上月 31 日

发布的 2019 年国家教育政策时说。据《印度教徒报》3 日报道，该政策规定，印度非印地语地

区的课程体系必须包含当地语言、英语和印地语，而印地语地区除了印地语和英语外，须再加一

种现代印度人的语言。但该法案在非印地语地区遭到强力反对。无奈之下，印度中央政府将该规

定改为“这 3 种语言中至少一种达到可读写程度”。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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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 2014 年上台以来就打出民族主义旗号，提出“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

化”，全国推行印地语教学，希望将印地语作为全国通行语言。但是，被联合国誉为“语言博物

馆”的印度其语言种类非常丰富，打开印度货币卢比，上面印着的官方语言有 18 种，而实际情

况远比这多。根据印度建国初期的统计，印度共有 1652 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 33

种。那时，印度宪法规定可以根据语言建邦，即只要说一种语言的族群经过公投后达到一定标准

就可以建立一个邦，这是各地方语言逐渐被强化的原因，更是各地反对印地语教学的根源。虽然

印地语是宪法规定的印度官方语言，但真正能说印地语的人只占印度人口的 40%左右。这种情况

下，印度政府把英语暂定为官方语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3 日报道，1965 年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就曾因为印地语被定为

官方语言发生暴力抗议事件。该邦所用的泰米尔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当地人都以此自豪。此次，

强制印地语教学的政策在泰米尔纳德邦再度引发强烈反抗。该邦两个主要政党表示，仅修改政策

还不够，当地学校只愿意教授两种语言——泰米尔语和英语，根本不想引入第三种语言。为了平

息抗议，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和外交部长苏杰生用英语和泰米尔语发推特，保证不会强制任何

语言，并保证进一步与公众和各邦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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