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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新疆维吾尔 自治 区的人 口概况
、

民族人口 分布和南疆

喀什地区的民族人 口分布情况以探求改善维汉民族交流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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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或地区中
,

影响民族关系和相互交往的各个因素当中有两个最基

本的因素
,

或者说是最基本的条件
,

一是各民族集团的人口相对规模
,

二是它们的地理分

布格局
。

人 口相对比较多的大民族在保持文化与宗教传统
、

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利等各个方

面
,

一般具有优势 ; 人 口较少的小民族
,

如果其人口相对聚居在一个或几个地区
,

也可以

在局部地区形成自己的
“

社区
”

而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争取自己的权益
。

所以
,

文化同

化和融合通常都发生在民族杂居地区
,

而且融合的主流往往倾向于人口较多的族群
。

中国有 56 个民族
,

各个民族的人 口规模差别很大
,

按照 19叭〕年人 口普查的统计数

字
,

中国有人 口超过 H 亿的
“

汉族
”

(实际上是在几千年历史中不断融合了其他族群而形

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

参见马戎
,

1999 )
,

有 18 个人口超过百万的族群
,

还有 7 个人口在

1万以下的族群
。

同时
,

各个族群的地理分布格局也很不一样
,

例如回族和满族遍及全国

各个省区
,

而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则相对集中居住在各自的自治区域内
。

为了深人而系统地研究中国各个民族的交往条件
,

对各个地区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进

行分析和比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

我们曾经对西藏自治区
、

内蒙古自治区等民族聚居地

区进行过有关地理分布特点和城市内民族居住格局的调查与研究 (马戎
、

潘乃谷
,

1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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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199 6 ;王俊敏
,

199 7)
,

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当地民族关系的变迁很有帮助
。

本文

是在 19 97 年新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

结合历次人 口普查的资料数据
,

对新疆自治区特别

是维吾尔族相对集中的南疆喀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变化情况
,

进行一些最初步的分

析
。

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
,

面积 166 万平方公里
,

相当于法国
、

英国
、

德

国和西班牙 4 国面积的总和
。

由于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
,

因而有大量沙漠和戈壁
,

仅南疆

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就有 33 万平方公里
。

在沙漠周围的绿洲上形成了有人 口 居

住并具有一定特点的农业区
。

所以新疆虽然地域辽阔
,

但 199 7 年总人 口仅为 17 18 万人
,

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0
.

3 人
,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人 口密度的每平方公里 135 人 (新疆

白治区统计局
,

1卯8 : 5 5 )
。

根据 19叭) 年人 口普查统计
,

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共居住着 47 个民族
,

其中维吾尔

族
、

哈萨克族
、

柯尔克孜族
、

塔吉克族
、

乌孜别克族
、

塔塔尔族
、

俄罗斯族这 7 个民族在

中国仅居住在新疆
。

这 7 个民族除维吾尔族外
,

大多属于跨境民族
,

与中亚各国有着密切

的历史关系
。

这 7 个民族以及 回族
、

撒拉族
、

保安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

使新疆自治区成为

我国伊斯兰教比较集中的地区
。

传统上
,

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属于
“

逊尼派
” ,

近年来从

中东地区传人的原教旨主义
“

瓦哈比
”

派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
,

引发一些教派冲突和宗教

矛盾
。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or 个主要民族人 口规模的变化情况
。

194 9 年的统计可能有误差
,

其他各次统计均是全国人 口普查 的数字
。

我们可以归纳出新

疆人口变化的几个主要趋势
:

( l) 各个少数民族人 口自 1964 年以后都有十分显著的增长
,

而且在 198 2一 199() 年期

间的年增长率要高于 1964 一 19 82 年
。

高生育率是各少数民族人 口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

199 7 年新疆全区少数民族人 口出生率为 2
.

31 %
,

汉族为 1
.

40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

局
,

199 8 : 73 )
。

哈萨克族人 口减少是一个例外
,

原因是在 团 年代初期
,

在境外势力的策

划鼓励下
,

有几万哈萨克族人越境前往前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
。

迁往国外也是乌孜别

克和其他小族群在 50 年代人 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

(2) 汉族人 口在 195 3一 19麟 年期间迅速增加
,

主要原因是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团年代初期内地饥荒造成的人 口流动与迁移
。

在 1982 一 19 9( ) 年期间
,

由于计划生育特别

是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
,

汉族人 口增长低于自然增长率 ( 1982 一 19喇〕年期间
,

全国

汉族人 口增长率为 1
.

31 % )
。

(3) 回族人 口由于迁人和高生育率
,

在 19 53 一 1964 年
、

1964 一 1982 年这两个时期均

有显著增长
,

但 19 8 2一 1 9以〕年期间增长率降到 2
.

26 %
,

l塑X卜一 199 7 年进一步降到 1
.

74 %
,

低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增长速度
。

这说明部分城镇回族居民接受了计划生育
,

同时少数回族

居民也有可能迁出了新疆
。

(4 ) 东乡族人 口在 194 9年没有进行独立的统计
,

可能被计人其他民族
。

19 5 3 年新疆

统计的东乡族仅有 229 人
,

1964 年统计则达到 8 379 人
,

改变民族成分和迁移是可能用来

一 2 一



解释这一变化的两个原因
。

199 8 年的 《新疆统计年鉴》 没有提供东乡族单独的统计数字
。

(5) 1塑灭卜一 199 7 年期间
,

汉族人 口 明显增长
,

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增长率与 198 2一

1990 年期间相比有所下降
。

由于迁往 国外或新疆区外的人数不多
,

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有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计划生育
。

表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人口变化

1111194999 195 333 1叭抖抖 19 8222 19男))) 199 777 195 3 一 麟 年年 19翻 一
82 年年 198 2 一 卯 年年 19男) 一 97 年年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增长%%% 均增长%%% 均增长%%% 均增长%%%

维维吾尔族族 329
.

111 3印
.

888 3男
.

111 595
.

000 7 19
.

222 8皿
.

000 0
.

9222 2
.

2444 2
.

4000 1
.

5666

汉汉族族 29
.

111 33
.

222 23 2
.

111 528
.

777 569
.

555 6以)
.

111 19
.

3444 4
.

6777 0
.

9333 2
.

1333

哈哈萨克族族 44
.

444 50
.

666 4 8
.

999 卯
.

333 110
.

666 127
.

111
一
0

.

3 111 3
.

4777 2
.

5777 2
.

0 111

回回族族 1 2
.

333 13
.

444 26
.

444 57
.

111 68
.

333 77
.

111 6
.

3 555 4
.

3888 2
.

2666 1
.

7444

柯柯尔克孜族族 6
.

666 7
.

111 7
.

000 1 1
.

333 14
.

222 16
.

333 一 0
.

1333 2
.

7000 2
.

卯卯 1
.

9999

蒙蒙古族族 5
.

222 5
.

888 7
.

111 1 1
.

777 13
.

888 15
.

888 1
.

7 222 2
.

8999 2
.

0888 1
.

9555

东东乡族族族 0
.

000 0
.

888 4
.

000 5
.

7777777 9
.

3555 4 533333

塔塔吉克族族
`

1
.

333 1
.

444 1
.

666 2
.

666 3
.

333 3
.

999 1
.

2222 2
.

7333 2
.

5444 2
.

4222

锡锡伯族族 1
.

222 1
.

333 1
.

777 2
.

777 3
.

333 3
.

999 2
.

4777 2
.

印印 2
.

5444 2
.

4222

乌乌孜别克族族 1
.

222 1
.

444 0
.

888 1
.

222 1
.

555 1
.

444 一 4
.

9666 2
.

2888 2
.

8222 一 0
.

9888

其其他民族族 2
.

999 3
.

333 1
.

666 3
.

666 6
.

333 6
.

666 一 6
.

3777 4
.

6111 7
.

2444 0
.

6777

总总计计 43 3
.

333 47 8
.

333 727
.

000 130 8
.

222 巧 15
.

777 17 18
.

111 3
.

8888 3
.

3111 1
.

8666 1
.

8 111

资料来源
:

周崇经
,

19男〕: 28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

199 8 :
58

。

二
、

新疆各个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

新疆地域辽阔
,

平均人口密度低
,

说明人口的地理分布不可能是均布的
。

特别是在历

史上就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和各个民族的传统居住地
,

汉族的大部分为 1953 年以

后逐步迁人
,

所以在各个民族的地理分布上必然存在各 自的特点
。

从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人 口分布情况来看
,

汉族和非本地原籍的回族主要居住在城

镇
,

他们来到其他民族聚居区主要是从事商业
、

手工业和近年来的现代工业
,

从这两个民

族的职业结构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特点
。

表 2 介绍了 19喇〕年人 口普查得到的关于新疆 自治区各族就业人 口的职业构成情况
。

其中在农业
、

畜牧业就业人 口在总数中低于 印% 的依次为乌孜别克族
、

汉族和锡伯族
,

在 团% 一70 %之间的有回族和蒙古族
。

高于 so % 的有塔吉克族
、

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
。

在工业和运输业就业比例最高的是汉族和乌孜别克族
。

这样的职业结构与各族的经济活动

传统
、

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

表中还列出了全国汉族就业人 口的职业构成
,

以便与新疆的汉

族进行比较
。

可以看出
,

在新疆就业的汉族
,

由于政府组织迁人的移民比例较大
,

在行政

部 r了和工矿企业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而这些部门
、

企业大多集中于城镇地

区
。

职业结构特点对各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
。

新疆各个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可以从表 3 中得到一个概貌
。

维吾尔族主要集中居住在

南疆的喀什地区
、

和田地区
、

阿克苏地区和东部的吐鲁番地区
,

占新疆全区维吾尔族人 口

的 83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
,

1985 : 1 1 )
,

也占当地总人 口的 70 % 以上
。

汉族在解

一 3 一



放后迅速发展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和另外两个新兴城镇克拉玛依市 (石油基地 )
、

石河子

市 (农垦兵团基地 ) 里占大多数 (超过总人 口的 75 % )
,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
、

博尔塔拉蒙

古族自治州
、

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 3 个地区以及哈密地区
、

塔城地区
、

伊犁地区这些历

史上传统的中央政府屯垦区域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在总人 口的 40 % 以上 )
。

表 2 新疆各民族人口的职业结构 ( 1夕男) 年 )

在在在业业 技术人员员 干部部 办事人员员 商业人员员 服务性人人 农牧林业业 生产工人人 其他他

总总总数数 (% ))) ( % ))) ( % ))) ( % ))) 员 ( % ))))))))))))))))))) ( % ))) (%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切自 L呱呱呱呱

%%%%%%% 198222 19男))) 1 9 8222 19男))) 19 8222 19男))) 19 8222 19男))) 19 8222 1空哭))) 198222 19驯))) 198222 19剑))) 198222 1夕哭 )))

维维吾尔族族 100
.

000 4
.

222 4
.

111 0
.

999 0
.

999 0
.

999 1
.

111 1
.

444 2
.

000 1
.

444 1
.

666 84
.

000 84
.

111 7
.

111 6
.

111 0
.

000 0 000

汉汉族族 100
.

000 12
.

444 12
.

444 3
.

999 4
.

555 3
.

666 4
.

555 2
.

333 4
.

222 4
.

999 4
.

999 38
.

222 3 8
.

111 34
.

555 3 1
.

222 0
.

111 0
.

222

哈哈萨克族族 100
.

000 11
.

111 8
.

888 2
.

000 1
.

888 1
.

999 1
.

888 1
.

333 1
.

333 1
.

666 1
.

666 74
.

666 80
.

444 7
.

444 4
.

444 0
.

000 0
.

000

回回族族 100
.

000 6
.

111 5
.

333 1
.

666 1
.

888 1
.

777 2
.

000 3
.

222 4
.

555 3
.

777 4
.

222 62
.

333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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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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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0
.

111 0
.

111

柯柯尔克孜殊殊…
l , ooo 7

.

000 } .6 777 1
.

666 1
.

666 1
.

777 1 1
.

777 0
.

666 0
.

777 0
.

99911
.

222 84
.

111 85
.

444 } .4 000 2
.

777 0
.

rrr 0
.

000

蒙蒙古族族 100
.

000 13
.

888 14
.

000 2
.

888 2
.

999 2
.

555 3
.

222 1
.

444 1
.

666 2
.

111 2
.

222 69
.

111 67
.

777 8 333 8
.

111 0
.

111 0
.

222

塔塔吉克族族 100
.

000 5
.

888 6
.

000 1
.

666 2
.

666 2
.

000 2
.

333 0
.

666 0
.

666 0
.

777 1
.

111 86
.

777 85
.

666 2
.

666 1
.

999 0
.

000 0
.

000

锡锡伯族族 100 000 20
,

777 19
.

888 3
.

666 4
.

888 5
.

333 4
.

888 2
.

777 3
.

000 2
.

222 2
.

777 气1 ,, 5 2
_

000 13
.

999 12
.

888 0
.

111 0
.

000

乌乌孜别克州州
100

.

000 17 222 18
.

444 3
.

111 3
.

222 3
.

777 3
.

999 10
.

111 12
.

777 6
.

444 6
.

111 3 1
.

444 33
.

777 27
.

222 22
.

000 0
.

111 0
.

000

全全区总计计 100
.

000 8
.

111 8
.

000 2
.

222 2
.

555 2
.

222 2
.

666 1
.

888 2
.

999 3
.

000 3
.

111 63
.

666 麟
.

444 19
.

000 16
.

555 0
.

111 0
.

111

全全国汉族族 100
.

000 5
.

111 5
.

444 1
.

666 1
.

888 1
.

333 1
.

888 1
.

888 3
.

111 2
.

333 2
.

555 7 1
.

222 69
.

666 1 6
.

666 巧
.

888 0
.

111 0
.

111

资料来源
:

新疆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9 2 : 532

一
53 ;7 周崇经

,
19男〕: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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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卯 3
:
7研 一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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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疆各地区民族人口分布

总总总人口 (万 ))) 总人 口 ( % ))) 维吾尔族 ( % ))) 汉族 ( % ))) 哈萨克族 ( % ))) 其他民族 ( % )))

1111198222 199 777 1 98222 199 777 19 8222 1卯777 198222 199 777 19 8222 199 777 198222 199 777

乌乌鲁木齐市市 1 1 2
.

111 巧 1
.

999 100
.

000 100
.

000 10
.

999 12
.

777 75
.

666 72
.

777 2 999 3
.

222 10
.

666 1 1
.

444

克克拉玛依市市 16
.

999 25
.

444 100
.

000 100
.

000 14 000 14
.

888 7 8
.

888 76
.

444 3
.

555 3
.

999 3
.

777 4
.

999

石石河子市市 54
.

999 56
.

999 100
.

000 100
.

000 0
.

999 1
.

111 %
.

222 95
.

111 0
.

444 0
.

111 2
.

55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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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吐鲁番地区区 4 1
.

000 54
.

888 100
,

000 100
.

000 70
.

888 69
.

333 22
.

333 24
.

000 0
.

111 0
.

000 6
.

888 6
.

777

哈哈密地区区 37
.

888 46
.

666 100
.

000 100
.

000 20
.

000 19
.

555 68
.

111 67
.

333 8
.

222 9
.

333 3
.

777 3 999

昌昌吉自治州州 114
.

444 143
.

888 100
.

000 100
.

000 3
.

999 4
.

111 76
.

333 74
.

888 7
.

999 8
.

444 11
.

999 12
.

777

伊伊犁地区区 177
.

888 2以
.

666 100
.

000 100
.

000 24
.

000 26
.

999 42
.

999 33
.

000 18
.

777 23
.

000 14
.

444 17
.

111

塔塔城地区区 68
.

777 89
.

666 100
.

000 100
.

000 5
.

000 4
.

555 59
.

222 58
.

444 24
.

444 24
.

555 11
.

444 12
.

666

阿阿勒泰地区区 46
.

888 57
.

555 100
.

000 100
.

000 2
.

222 1
.

888 47
.

777 43
.

555 44
.

999 49
.

333 5
.

222 5
.

444

博博尔塔拉州州 28
.

777 3 8
.

666 100
.

000 100
.

000 13
.

444 13
.

000 65
.

000 65
.

888 10
.

666 10
.

000 1 1
.

000 1 1
.

222

巴巴音郭楞州州 75
.

555 9 8
.

000 100
.

000 100
.

000 35
.

000 34
.

333 54
.

222 55
.

222 0
.

111 0
.

000 10
.

777 10
.

555

阿阿克苏地区区 150
.

000 1男
.

000 100
.

000 100
.

000 76
.

333 75
.

555 22
.

000 23
.

222 0
.

000 0
.

000 1
.

777 1
.

333

克克孜勒苏州州 29
.

666 42
.

000 100
.

000 100
.

000 研
.

999 63
.

999 4
.

999 5
.

222 0
.

000 0
.

000 30
.

222 30
.

999

喀喀什地区区 237
.

777 320
.

999 100
.

000 100
.

000 卯
.

888 89
.

444 7
.

777 9
.

000 0
.

000 0
.

000 1
.

555 1
.

666

和和田地区区 116
.

222 巧5
.

444 100
.

000 100
.

000 肠
.

444 %
.

999 3
.

555 2
.

999 0
.

000 0
.

000 0
.

111 0
.

222

全全区总计计 13朋
.

222 17 18
.

111 100
.

000 100
.

000 45
.

555 46
.

777 40
.

444 38
.

444 6
.

999 7
.

444 7
.

222 7
.

555

资料来源
:

周崇经
,
1 ,男) : 28 8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

1卯8
:

58
一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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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的阿勒泰地区
、

塔城地区
、

伊犁地区
。

其中伊犁地区的哈萨

克族人 口占全区哈萨克总人口的 6 7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 》
,

1985 : 1 1)
。

其他规模

较小的族群分别居住在政府为他们设立的自治州
、

自治县中
,

如柯尔克孜族居住在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

回族居住在昌吉回族自治州
,

蒙古族居住在新疆中部和东部的两个蒙

古族自治州
,

各个地区和 自治州内还有为其他族群设立的自治县
。

从以上行政区划的设置

上也可以看到各个族群在新疆各地相对聚居的特点
。

从表 3 可以看到
,

在 1男吁一 199 7 年期间
,

汉族人口在各个地区的比例发生一些变化
,

在乌鲁木齐
、

克拉玛依
、

石河子这 3 个主要城市和大多数地区的比例在下降
,

但在博尔塔

拉州
、

巴音郭楞州
、

克孜勒苏州这 3 个少数民族 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
、

吐鲁番地区
、

喀什

地区这 3 个地区有一定增长
,

特别是在喀什地区的增长比较明显
。

这个变化与这些地区经

济近年来的发展 (特别是石油开采 ) 有一定的关系
。

三
、

南疆喀什地区的民族地理分布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
,

位于南疆的喀什与和 田是维吾尔族人 口最为集中的两个地

区
,

也是汉族人 口最少的地区
。

我们以上的考察都是以地区或自治州为单位的
,

其实在各

个地区的地域内
,

族群仍可能以县
、

乡
、

村这些不同层次的基层社区为单位
,

在居住和交

往上彼此隔离
。

如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也存在着以街区为单位的族群
“

居住隔离
”

(马戎
,

199 7 : 324 )
。

对喀什地区下属的各个县的民族居住格局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察
,

可 以帮助我

们了解在最基层的社区里
,

各族居民相互接触的实际条件
。

喀什地 区下辖 1 个市和 11 个县 (表 4 )
,

19驯) 年总人 口为 28 5
.

5 万
,

其 中汉族 占

7
.

1%
。

除了喀什市以外
,

汉族在其中 3 个县的总人 口中占 or % 以上
,

而在其他县则在

1% 到 6% 之间
,

可以说居住得相对集中
。

塔什库尔干是塔吉克 自治县
,

以塔吉克族为人

口主体
。

在其他各县中
,

维吾尔族都占人 口的绝大多数
。

以县为单位
,

汉族人 口可以分为

具有一定规模 (占总人 口 10 % 以上 ) 和规模很小 ( 7% 甚至 5% 以下 ) 两大类情况
。

表 4 喀什地区民族人口分布 ( 1 9 8 2 年
、

1夕男)年 )

总总总人口 (万 ))) 总人口 (% ))) 维吾尔族 ( % ))) 汉族 (% ))) 其他民族 (% )))

1111198222 19男))) 198222 19男))) 1 98222 19男〕〕 19 8222 19男))) 198 222 19男)))

喀喀什市市 2 74 13888 2 154 3777 100
.

000 100
.

000 83
.

777 76
.

555 巧
.

444 22
.

000 0
.

999 1
.

555

疏疏附县县 173() 5888 337双刃刃 100
.

000 100
.

000 盯
.

777 97
.

999 1
.

888 1
.

999 0
.

555 0
.

222

疏疏勒县县 2仪兮肠肠 从5吞坦坦 100
.

000 100
.

000 93
.

111 93
.

444 6
.

666 6
.

333 0
.

333 0
.

333

英英吉沙县县 巧 35卯卯 18774555 100
.

000 100
.

000 卯
.

444 盯
.

888 2
.

111 1
.

777 0
.

555 0
.

555

泽泽普县县 1172田田 1492 2666 100
.

000 100
.

000 84
.

333 80
.

444 1 2
.

888 16
.

777 2
.

999 2
.

999

莎莎车县县 4 5() 85444 5377加加 100
.

000 100
.

000 95
.

444 95
.

222 3
.

555 3
.

777 1
.

111 2
.

111

叶叶城县县 2石28飞lll 3 1 163 333 100
.

000 100
.

000 9 2
.

000 93
.

666 6
.

666 5
.

111 1
.

444 1
.

333

麦麦盖提县县 145 55222 168 23 111 100
.

000 100
.

000 8 2
.

222 86
.

111 17
.

333 13
.

666 0
.

5
、、

0
.

444

岳岳普湖县县 94 15000 n 08 2555 100
.

000 100
.

000 9 3
.

999 肠
.

444 5
.

888 3
.

555 0
.

333 0
.

111

伽伽师县县 2 1争抖222 肠四邓邓 100
.

000 100
.

000 9 8
.

888 98
.

666 1
.

111 1
.

333 0
.

111 0
.

111

巴巴楚县县 乃 69 2222 刃 329 111 100
.

000 100
.

000 84
.

888 86 444 14 888 13
.

222 0
.

444 0
.

555

塔塔什库尔干县县 加15333 246 1888 100
.

000 100
.

000 8
.

888 6
.

888 4
.

000 2
.

777 87
.

222 男
.

555

全全区总计计 23 76 80555 28夕巧5333 100
.

000 100
.

000 卯
.

888 9 1
.

333 7
.

777 7
.

111 1
.

555 1
.

555

资料来源
: 1 982 年

、

19男)年人口普查资料
。



在一个县内
,

可以进一步分出四类基层行政区划组织
。

第一类是县镇城关区
,

是全县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商贸
、

医疗
、

交通
、

通讯中心
。

我们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

喀

什市 4 个城区街道办事处所辖人 口中
,

汉族占 29
.

2%
,

其他 4 个县的县城镇区的总人口

中
,

汉族也在 17 % 到 36 % 之间
。

如疏勒县总人 口中汉族占 6
.

3%
,

但在县城人 口中汉族占

3 6
.

8%
。

英吉沙县的总人 口中汉族占 1
.

7%
,

但在该县县城人 口中汉族占 17 %
,

也即是说

该县汉族人 口中很大比例的人居住在县城
。

第二类是乡或县镇以外的其他建制镇 (在 1982 年为公社 )
,

这是各县 的基层农业社

区
,

是占各县人口 85 % 以上的农民所居住的地方
。

从表 5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

在这一

类社区中
,

汉族人 口仅占 0
.

3% 到 2%
。

一个例外是泽普县
,

在它的一个乡里有一个汉族

大队 ( 18 69 人 )
,

使全县乡级单位的汉族人 口比例达到 8
.

5%
。

第三类是国营农牧场
、

种畜场
、

园艺场等基层组织
,

直接由县里部门领导
,

技术要求

比较高
,

产品商品率也比较高
。

在这类经济组织中
,

汉族人 口一般比例在 or %一叨% 左

右
。

凡是带有较高技术要求的
,

汉族比例也就比较高
,

如疏附县的种畜场有 1 1巧 名职工
,

其中汉族 5 53 人 ; 疏勒县的食品厂有职工 19 19 人
,

其中汉族 10 27 人 ; 而英吉沙县的国营

牧场中汉族较少
。

第四类是由自治区甚至中央部门直接管辖的石油基地
、

兵团等机构
。

许多职工从内地

调来
,

有的定期轮换
。

这类机构也从当地招收部分少数民族职工
,

但总的来说汉族比例较

高
,

如泽普县的石油基地
,

汉族比例为 66
.

4%
,

疏勒县的兵团汉族比例为 91
.

7%
。

在 1982 年至 1990 年期间
,

各类组织的汉族人 口比例也有一些变化
。

第一类组织 (县

城 ) 的汉族人 口比例总的来说在减少 ; 第二类组织 (公社一乡 ) 的汉族人 口比例有少量增

加
,

有些大队从内地招收了一些汉族农民来开荒 ; 第三类组织 (农牧林场 ) 根据各县每个

机构的具体情况
,

汉族人 口或有增加
,

或有减少 ; 第四类组织 (直辖经济组织 ) 逐步在增

加少数民族职工的数量
,

汉族人 口比例有所下降
。

表 5 喀什市及喀什地区 4 县乡镇
、

单位民族构成

行行行行政单位位 维吾尔族 (% ))) 汉族 ( % ))) 1982一 l空关 )))

111111198222 19男))) 19 8222 19男))) 19 8222 1夕关))) 汉族%变化化

喀喀什市市 城区办事处处 444 444 65
.

555 69
.

000 32
.

888 29
.

22222

公公公社 /乡乡 777 333 卯
.

777 %
.

111 0
.

222 3
.

333 十十

农农农牧林场场 222 222 93
.

888 69
.

555 6
.

000 29
.

444 +++

疏疏附县县 县城镇区区 lll lll 77
.

555 7 6
.

000 2 1
.

777 23
.

333 +++

公公公社 /乡乡 l 000 l 777 卯
.

000 98
.

444 0
.

666 1
.

111 +++

农农农牧林场场 555 555 56
.

555 肠
.

111 4 1
.

888 32
.

77777

疏疏勒县县 镇区区 lll lll 50
.

777 6 1
.

999 47
.

666 36
.

88888

公公公社 /乡镇镇 l 222 1444 99
.

777 卯
.

555 0
.

111 0
.

333 十十

农农农牧林场场 333 888 6 1
.

666 58
.

666 37
.

777 40 666 +++

兵兵兵团团 lll lll 6
.

777 7
.

111 92
.

111 91
.

77777

英英吉沙县县 县城镇区区 lll lll 79
.

222 82
.

444 20
.

222 17
.

00000

公公公社 /乡乡 l 222 l 333 99
.

333 99
.

444 0
.

222 0
.

22222

农农农牧林场场 222 777 6 1
.

666 89
.

222 36
.

222 9
.

3



续表

行行行行政单位位 维吾尔族 ( % )))汉族 ( % )))1 9 82一1 9 男 )))

1111111 9 81 9 222男 )))1 9 81 2229 男 )))1 9 81 222空男 )))汉族 %变化化

泽泽普县县 县城镇区区 lll lll6 7
.

7776 7
.

999 31
.

000 0 3
.

99999

公公公社 /乡镇镇9991 9 l lll
.

555 88
.

5 222
.

222 8
.

555 +++

农农农牧林场场1 8 444 444
.

222 8 4
.

9991 7
.

5551 4
.

33333

石石石油基地地 lll lll 22
.

77731
.

999 75
.

888肠
.

44444

资料来源
:

1 9 2 8年
、

1 9 男 )年人口普查资料
。

四
、

喀什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与特点

1 99 7年我们在喀什地区的 4个县进行了实地考察
。

由于时间较短
,

难以开展系统的

深人调查
,

不过从观察和访间中得到的各种具体情况中
,

仍然可以对当地维吾尔族与汉族

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有一些感性的了解
。

1
.

在基层农村
,

不同族群往往在行政建制上组成独立的单位

喀什全地区共有 29 1 个乡镇
,

其中 6 个乡有汉族大队
,

一般为 粼} 一5 0 户
,

1以} 一以刃

人左右
。

在 印 年代和 70 年代
,

汉族大队和小队在南疆地区的乡镇中比较普遍
,

在 so 年

代后
,

一些乡镇撤消了汉族大队
。

有的县 (如叶城县和泽普县 ) 由于政府比较注意做汉族

农民的工作
,

至今每个乡镇仍然保留了一个规模不等的汉族农场
。

叶城县夏合甫乡设有一个园艺场
,

有两个维族小队和 1个汉族小队
。

该乡有 2 09 名汉

族
,

主要是 60 年代初期内地 自然灾害时迁来的
,

大多集中在园艺场
。

这个乡的 39 户

( 176 人 ) 塔吉克族和 哭 户 ( 150 多人 ) 回族
,

也都在行政上建立 了独立的生产小队
。

回

族农民还建造了独立于当地维吾尔族的清真寺
。

所以在南疆基层农村
,

不同的族群在行政

建制上相对独立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

2
.

农村的汉族常住人 口减少
,

但是出现了承包经营的
“

流动人口
” 。

我们调查的莎车县荒地乡总人口为 2
.

45 万人
,

曾经也设有汉族大队
,

到了 80 年代由

于汉族农民返回原籍而撤消
,

现在该乡拥有本地常住户 口的汉族只有十几人
。

随着各县汉

族人口的减少
,

维汉群众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学习语言的情况
,

与 50 年代和 印 年代相比
,

应当说是倒退了
。

另外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
,

属于
“

流动人口
”

的内地季节性汉族农民在荒地乡约有

2X() 多人
,

主要从事盖房子
、

修路或承包菜地
,

春天来
,

秋天走
。

常住汉族农民减少
,

而

根据承包合同来到本地打工的汉族手艺人
、

菜农增加
,

这在喀什各县是普遍的情况
。

本地

的绿洲农业
,

最重要的是水源
,

在绿洲边缘的一些荒地
,

土质差
,

浇水困难
,

本地的维吾

尔农民不愿耕种
,

大队或村委会就托人到内地 (甘肃
、

四川 ) 招引汉族农民来承包
,

承包

条件比对本地人要苛刻些
,

但这些在原籍缺少耕地的汉族农民凭着自己的勤劳
,

在交纳了

承包金后仍有一定收人
,

而这些承包金也就成为本地大队
、

村委会的重要收人来源
。

由于

这些承包的汉族农民并没有长期打算
,

在日常生活中与维吾尔族农民的交往并不多
,

因文

化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
,

有时还常常产生误解
。

叶城县夏合甫乡有 2X() 多汉族人口
,

另外办理了
“

暂住证
”

的来自内地搞承包的汉族

一 7 一



菜农有 30 多人
。

其他各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

都有一定数量来自内地的短期承包农民
。

3
.

在国营农场
、

园艺场等经济组织中
,

维汉关系仍然比较密切

我们调查的叶城县园艺场约有职工 500 人
,

分为
“

国营队
”

(汉族职工占 80 %
,

维族

职工 20 % ) 和
“

本地队
”

(均为维族职工 ) 两部分
。

据该场的维族负责人介绍
,

在创建这

个园艺场时
,

从当地招收了部分维族职工
,

又从内地招收了 30 名汉族农民
,

通过不断发

展
,

现汉族职工已经有 2的 多人
。

在汉族职工中
,

有 20 % 的老职工会说维吾尔语
,

维族职

工中有 30 % 的人可以讲汉语
。

园艺场在安排职工住房和责任田时
,

把汉族和维吾尔族职

工交叉分配
,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相互交往
,

有利于民族团结
。

这个场子的领导没有学过社会学
,

出于直觉感觉到了
“

居住隔离
”

可能带来的问题
,

并主

动地通过行政手段来加以克服
。

我们在叶城县夏合甫乡了解民族通婚的情况
,

但没有找到维汉通婚的家庭
。

在这个相

邻的园艺场中却发现了 3户维汉通婚的家庭
。

我们访问的 1个是原籍四川的农民
,

1 骊 1年

来叶城开荒种地
,

1966 年与一个维族妇女结婚
,

生了 3 个女儿
,

两个嫁给汉族
,

小女儿

仍在读书
。

他生病在家
,

可以看到他的维族妻子对他照顾得十分周到
。

园艺场中有维族小学和汉族小学
,

但是有 3 家维族职工送自己的孩子到汉族小学读

书
。

我们访问的一家维族职工
,

他们的维族女婿就是汉文学校毕业的
,

自己的孩子也在汉

文学校读书
。

他们表示懂得两种语言有很多好处
,

特别是学会汉语后做生意方便
。

在汉文

高中毕业的维族学生考大学
,

如果父母都是维族
,

加 2X() 分
,

如果父母中有一个是维族
,

加 100 分
。

这样的优惠政策
,

也鼓励维族学生到汉文学校就学
。

泽普县有一所汉族中学
,

来这所学校读书的维族学生有几十名
。

4
.

兵团等独立建制的组织仍以汉族人 口为主体
,

民族关系以单位关系的形式来体现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独立行政建制
,

下设 10 个农业师
、

1个建筑工程师以及独立核

算的农业工业企业 322 个
,

199 7 年总人 口为 2 38 万
。

其中 1个农业师 ( n 个团场 ) 设在喀

什地区
。

在疏勒县的就是这个师下属的一个团场
,

当地人介绍有 41 00 人
,

其中 3 7 58 人为

汉族
。

泽普县的石油基地是直属于中央管理的油田
,

19男〕年有 145 12 人
,

其中汉族 9 6 35 人
。

19 79 年中央油田联系附近土地建设炼油基地
,

叶城县不肯给
,

泽普县划出了 13 平方公里

的戈壁滩
,

现在县政府每年可收税 5《XX ) 多万元
,

带动了当地的建筑业
、

制造业
、

服务业

的发展
。

像兵团和石油基地这样独立建制的经济组织
,

与当地的乡镇政府和村民经常容易在地

界
、

水源
、

基础设施 (道路桥梁 ) 的修建与维护
、

税收等方面发生矛盾
,

一旦发生纠纷
,

只有采取请上级部门裁决的办法来解决
。

由于这些单位以内地调来的汉族职工为主
,

与在

本地社区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汉族农民相比
,

他们在文化观念上与本地维族群众的差距更

大
,

这些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上面的纠纷
,

有时双方都可能连带着民族情绪
。

正因为如

此
,

这些单位特别注重对职工的民族政策教育
,

尽可能避免职工与农民之间的冲突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喀什地区作为维吾尔族人 口集中的地区
,

对于研究新疆的维汉关系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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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

我们在南疆喀什地区的短期实地考察仅仅了解了当地人 口地理分布的基本情况
,

访问了 4 个县和下属的乡镇
、

园艺场
。

从我们在考察中得到的资料和印象来看
,

南疆喀什

地区的民族人 口分布是具有 自己的特点的
。

作为常住居民的汉族人 口集中在县城和国营经

济单位
,

近年来的流动承包经营的汉族农民则散见于各个乡镇的农村
,

这样的居住格局限

制了维汉居民的日常交往与文化语言交流
。

只是在少数国营经济单位 (园艺场 ) 保留了比

较融洽的民族关系
。

而像兵团和石油基地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单位
,

以汉族人 口为绝大多

数
,

实际上也限制了职工进行民族交往的客观条件
。

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与汉族的儒

家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
,

目前这样的地理分布和居住格局对于维汉民众之间的交流

无疑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

今后如何改善维汉民族交流的条件
,

还需要从经济管理体制
、

人 口流动
、

教育体制的改革等许多方面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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