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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分析了哈萨克族成为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并主要讨论了哈萨克斯坦独立以

后，中国新疆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的内、外部原因，简单概括了目前中国新疆哈萨克族迁居哈

萨克斯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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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萨克族基本概况

哈萨克族是一个跨多国居住的民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共有 146.258，8 万人口，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族自治州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以及新疆东部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

哈萨克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哈萨克族又是我国西北边疆一个重要的跨境民族，而且是一个跨多国而居的民族，其主

体部分居住在哈萨克斯坦，此外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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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蒙古国、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国家都有分布。哈萨克斯坦

的哈萨克族约有 811.95 万人（2005 年），占该国总人口的 53.4%，是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
据统计，全世界哈萨克人口总数不少于 1500 万。

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一事

件的结果之一，是在原属于苏联的中亚地区出现了五个独立的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地区迅速出现以振兴主体民族精神、
提高主体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民族复兴运动，其目的就是以此为手段形成新的国家意

识。1991 年 12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正式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为

272 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资源，是中亚地区的领土和经济大国。哈萨克斯坦有 130 多

个民族，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哈萨克族是主体民族，但在历史上俄罗斯族曾在哈国占据主导

地位。哈国人口稀少，2013 年官方正式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为 1691 万人。

二、哈萨克跨国（跨界、跨境）民族的形成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跨界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是
民族与国家交错分布的产物。其基本原因是“各人类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与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界限日益分明”。

兰州大学马曼丽教授对跨国民族的定义为“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两

侧，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①
对于跨国民族、跨境民族、跨界民族定义的争论也比较之多，本文主要引用马曼丽教授

的跨国民族定义，因为目前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不仅仅是跨越两国或者跨越两国边界居住

的民族，全球化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还加强了哈萨克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因此不

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哈萨克族属于跨界民族、跨境民族甚至跨国民族。因此本文认为初期形成

的哈萨克族属于跨界民族，近期形成的哈萨克族应该属于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

（一）早期哈萨克跨境民族的形成

笔者认为哈萨克族变成跨境民族的问题从哈萨克汗国建立时期说起最为合适。“13-15
世纪中叶的两个多世纪中，处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下的诸游牧部落，经历了从最初的

‘阿拉什’联盟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哈萨克族的历史过程。”②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才会形成，民族的形成由历史的必然条件所决定。哈萨克族形成的历史条件

是从最初的金帐汗国到后来的白帐汗国和乌孜别克汗国时期具备的。“1312 年乌孜别克汗

国建立，创立者叫乌孜别克汗，他的汗国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乌孜别克民族也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③乌孜别克汗国不是由单纯的乌孜别克族人创建的汗国，汗国内大部分是哈萨克

族人，汗国只是以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16 世纪中亚学者肉孜别汗曾指出：乌孜别克包括三

个民族，他们是曾经处于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诸民族当中的佼佼者。一是包括昔班尼后裔统治

① 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②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56.
③ 姜崇仑主编.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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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所有部落；第二个民族是哈萨克族，他们（哈萨克族人）以其实力和勇敢而闻名于世；第

三个是 manggit 人，他们属于阿斯特拉汗国。
15 世纪 60 年代，乌孜别克汗国在阿布里海尔汗统治时期（1428-1468），阿布里海尔汗对

内实行残酷的剥削，对外实行扩张政策，非常不得人心，广大牧民四散逃亡，统治集团内部因

争权互相攻伐。“1456 年白帐汗国最后一个汗巴拉可之子克列和贾尼别克汗进行了反对阿布

里海尔汗的起义，并将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哈萨克诸游牧部落带到蒙兀儿斯坦所属的楚河流

域。当时，蒙兀儿斯坦汗国的统治者是也先不花（1429-1462）。也先不花欢迎克列和贾尼别克

率领哈萨克部落迁移到楚河流域（此处是哈萨克部落乌孙和杜拉惕等部生息的地方）。并将

楚河附近的库齐巴什（哈萨克斯坦学者阿里凯·玛尔库兰认为此地名应为 kuljabase“伊犁上

游”）等地方让给了他们。”①哈萨克人迁移到故乡七河、伊犁河流域后，人口迅速增长。迁移

的哈萨克人和当地的部落是同根同源，有统一的语言、文化和风俗的兄弟部落。就这样，在七

河西部地区的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哈萨克汗国。从克列汗到头

克汗的二百多年中，哈斯木可汗时期是哈萨克汗国的强大时期，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疆域东

起七河流域，西到乌拉尔河，南到塔什干，北到伊施姆河。首次将哈萨克各部分为三个玉兹进

行治理的汗之一是贾尼别克汗。克列汗和贾尼别克汗是哈萨克汗国的创建者。哈萨克汗国的

建立意味着哈萨克族的真正形成。
中国历史甚至中亚历史篇章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清朝统一中国、准噶尔侵略者对外扩

张以及沙俄侵略中国领土和哈萨克草原。准噶尔政权的建立和强大，沙俄对外扩张、侵略中

国领土和哈萨克草原是哈萨克族变成跨境民族的历史条件。
17 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大变动的时期，清朝军队推翻了明朝，建立了中国

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中央王朝———清朝。“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沉默 100 余年的瓦剌诸部

重新聚集崛起，在汉文史籍中以卫拉特或厄鲁特的名称又活动于我国西北广阔的历史舞台

上。到 17 世纪中期清朝入住北京时，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东西的卫拉特蒙古中的准噶

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取代了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并且成为了卫拉特各部的首领，逼迫卫拉

特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及和硕特部的主要部众前往他处，而且先后打败了周围的哈萨克、布
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统治着北从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游，南至天山，包括巴尔喀什湖以

东以南广大地区，成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一个重要的地方政权（准噶尔汗国）。”②当时，迁移

到哈萨克草原东部（今新疆北部）地区的卫拉特与哈萨克汗国为争夺草场而经常发生冲突。
准噶尔汗国就成了哈萨克汗国强大的敌人之一，哈萨克汗国的阿布赉汗为了消灭准噶尔侵

略者，跟清朝结盟。
清朝 1759 年消灭了准噶尔政权，统一了天山南北。“这时，在新疆沿边游牧的哈萨克、柯

尔克孜（当时称布鲁特）等各部首领先后表示‘臣属’清朝。清朝对这些‘臣属’的哈萨克、柯尔

克孜各部，实行传统的‘羁縻’政策，统称他们为‘外藩’，不在其游牧地设官驻军，不征收赋

税，也不准其在由清朝直接管辖的新疆境内游牧。因此，这时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还不能

算是新疆多民族中的成员。”③

①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57－158.
② 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321.
③ 齐清顺.清朝对新疆民族的整合与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J］.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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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成与准噶尔有密切的关系。哈萨克族自古以来

游牧于新疆的北部和现哈萨克斯坦等地，准噶尔迫使哈萨克族不断地向西迁移并占领该土

地，清朝打破准噶尔势力后划出了中国西北边界线，中国疆域最终形成。哈萨克族变成跨境

民族与哈萨克汗国的阿布赉汗推行的政策有关。清朝时期，阿布赉汗给清朝写了几封信，请

求清朝归还哈萨克古代生息的伊犁河流域和阿尔泰山地带。第一封信这样写的：“尊敬的天

皇，塔尔巴哈台是准噶尔之前哈萨克族部落生息的古地，请求天皇宽广大量地把哈萨克族

的故乡归还给我们……”①但是清朝没有接受这个请求，清朝回信说：“那里刚刚平定，也没

有人管理，如果你们附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把那些地方归还给你们……”②1760 年初，阿布

赉汗给清朝写了第二封信，请求清朝把伊犁等地也归还给哈萨克人民，这个请求又被拒绝

了。阿布赉汗给清朝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准噶尔侵略者占领了哈萨克族世居生活的故

土，所以现在应该把哈萨克草原还给哈萨克人民。两次请求失败后，阿布赉汗要求大玉兹和

中玉兹的一些部落向东移动，到清朝疆内来放牧。这一举动也是后来哈萨克族成为跨境民

族的主要历史背景。
“哈萨克族在夜间迁移到此处，居住放牧。清朝士兵发现了会把他们赶回到清朝边界外

的哈萨克草原。”③由于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清朝就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管辖游牧于此地的

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从此，清朝正式承认哈萨克族就是中国多元民族中的一员。从此，哈萨克

族完成了第一次的跨境民族形成过程。

（二）近代哈萨克跨境民族的最终形成

民族迁徙或人口移民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的社会现象，一直存在于人类

社会。哈萨克族再次成为跨境民族是历史的必然，是在历史上的一些边界划分、新国家形成

中形成的。以下笔者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过程。
（1）沙俄兼并哈萨克中小玉兹

19 世纪初期,俄国加紧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兼并,在哈萨克三玉兹中,地处西部的小玉兹最

早被俄国控制。1822 年,俄国公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④条例》,宣布废除中玉兹的部落

制度,以俄国军事政权取代汗帐政权。1824 年,小玉兹汗帐政权也被废除。大批哥萨克⑤武装

军队从边界要塞开进草原,“草原被划分为州,州由拥有治安和司法权的州厅治理”。⑥中玉兹

与小玉兹被沙俄兼并。
（2）清朝与哈萨克藩属国关系的结束

近代哈萨克族分居局面的形成,是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后。在此之前,清王

19.http:／／www.xjass.com／ls／content／2008－06／19／content＿11906.htm。
①②③ 纳比江·木哈买提汗.哈萨克族有些部落的西迁［C］／／中国哈萨克族的社会历史

1860－1920 年（哈文）.阿拉木图.
④ 当地哈萨克族土著居民，沙皇统治哈萨克草原时期被官方统称为“吉尔吉斯人”,后

于苏联时期开展民族身份确认时更正为哈萨克族。
⑤ 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民

族内部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地方性集团。
⑥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1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中译本）.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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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故宫博物院辑. 清代外交史料［M］.道光朝二.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② 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9－43.
③ C.D.阿斯芬佳洛夫.1916 年哈萨克斯坦民族解放起义［M］.阿拉木图,1936.101－105.
④ 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1.
⑤ 萨拉·卡梅伦,陈召强.哈萨克斯坦大饥荒 ———骑骆驼进入不了社会主义［J］.文史参

考，2012,（13）.
⑥ 李燕.乌克兰“大饥荒”:不仅是个历史真相问题 ———兼析历史问题的政治化［J］.当

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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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与哈萨克中玉兹保持着藩属关系。1824 年中玉兹瓦里汗之子艾比勒达在其父去世后,请
求清朝册封,以承袭汗爵。清朝派伊犁领队大臣乐善前赴艾比勒达汗驻地封汗赐奠,行至巴

彦乌拉地方,被俄罗斯军队劫去。伊犁将军奏请敕理藩院交涉,道光帝却谕令：“疆外之事,原
可不须过问,天朝亦断无派员前往之理……询问俄罗斯之处,竟可不必,惟应严敕沿边卡伦,
谨守边界。”①这种态度实际上结束了清朝与哈萨克中玉兹的藩属国关系。

（3）《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1864 年(同治三年)10 月,沙俄与清朝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是将原

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直辖的 44
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同这些土地上游牧生息的中国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民族悉数划归俄

国。《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导致西北边界再次发生变化，哈萨克族又成为跨俄罗斯和

中国而居的跨境民族。
（4）1864 年后与 1916 年期间俄属哈萨克部落的内迁

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划归沙俄的哈萨克民族不愿“人随地走”,接受沙

俄的统治。同时,正值新疆各地爆发反清起义,伊举惠远城被围,将军明绪自杀,军队退守至塔

尔巴哈台、哈密一线,清政府失去了对新疆北部地区的控制。这给哈萨克各部落重新迁移至新

疆北部地区提供了有利时机，有十万多哈萨克人越过新划定的边界,进入中国北疆边境地区

游牧生活。②
1916 年,中亚地区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俄属中亚各民族二

十多万人为躲避战乱,逃入中国新疆境内。其中哈萨克族逃入新疆的人数最多,他们选择留居

于相对比较安宁、稳定的新疆伊犁、阿勒泰等地。③
因此,近代中国哈萨克族的最终形成与发展,是在 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

后。时至 1944 年,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达到四十三万多人，不仅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跨国民

族之一,而且成为新疆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人数仅次于维吾尔族。④
（5）从斯大林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大饥荒到苏联解体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 1930 年至 1935 年，哈萨克斯坦大饥荒导致超过 150 万人死亡，其中

130 万为哈萨克族，占当时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人口的三分之一，其结果是哈萨克斯坦损失了

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⑤“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 700 万，其中乌克兰人有 300-350 万。”⑥此数据

也正是哈萨克斯坦大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此次大饥荒也导致一部分哈萨克人逃亡至哈萨

克斯坦境外，其中一部分逃亡至中国成为中国居民。饥荒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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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粮食歉收，相反地，这场饥荒是由国家推动并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现代化政策的恶果。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

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粮食收购和集体化引

发了这场灾难。这些短期政策的变化是导致这场饥荒最重要的原因。在哈萨克斯坦，因当时哈

萨克人草原游牧生活已经发生变化，斯大林政权政策变化的灾难性影响被进一步强化。哈萨

克人游牧生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俄帝国农业疆界的扩张，或者说是 19 世纪末哈萨克大草原

大规模的农民殖民化。…….哈萨克斯坦的活动人士致力于驱逐‘富农’，即俄罗斯社区的剥削

者。在哈萨克社区，他们致力于确定‘巴伊’的身份。”①在哈萨克族传统的游牧生产转变为斯大

林的集体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更多的人被饿死。有些分析认为，1932-1933 年间的乌克兰大

饥荒为种族灭绝。虽然斯大林所作的改革具有这一性质，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证明这

一点，而且哈萨克斯坦学者们也不敢进一步地分析大饥荒的政治阴谋。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政

治化，以免影响当今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政权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是确定哈萨

克“巴伊”的身份，后来没收私人财产，分给穷人。这也是一些哈萨克人逃离到境外的原因之一，

这可以说明该期间逃亡到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大部分是比较富裕和具有“巴伊”身份的人。
目前生活在中国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伊犁等地区的哈萨克族人部分属于此类身

份的哈萨克人。本人也从祖父祖母们那里听说过当时跨境迁移的相关故事。
苏联解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剧变，是大帝国消灭的悲剧。但是我们

从微观层面来看，苏联时期，苏维埃政权对中亚推行的政策（经济改革、民族政策、意识形态

等等）的不平等，已经埋下了中亚国家独立的导火线，在此不再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进一

步的分析。

三、中国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现状及其过程

以上笔者已经谈到近代历史上哈萨克族成为跨境民族的过程和原因，接下来探讨苏联

时期中国哈萨克族人迁徙的状况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哈萨克族人外迁的基本情况。
民族迁移是民族融合和民族交流的过程，民族迁移不仅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变迁有促进

作用，而且对迁入地民族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影响。哈萨克族成为跨国民族之后，跨俄苏和

中国而居的两个部分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势。哈萨克斯坦的哈萨

克族，由于俄罗斯人大批迁入哈萨克斯坦，加之俄苏的一体化统治，其社会经济文化开始了

斯拉夫化（俄罗斯化）的过程；而中国哈萨克族则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除了特殊

原因的迁徙之外，其传统的寻找游牧地的迁徙依然还有一些延续。②

（一）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为起始标志

中俄双方 1861 年在新疆塔城举行勘界会谈，后于 1864 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按“人随地归”原则将世代臣服于清王朝并游牧生息于清朝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连同划归俄

① 萨拉·卡梅伦,陈召强.哈萨克斯坦大饥荒 ———骑骆驼进入不了社会主义［J］.文史参

考,2012,（13）.
② 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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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清朝领土一同悉数交于沙俄统辖。据《准噶尔边区居民》①一文，俄科学院民族学家米·
伊·维纽科夫在 1871 年对当时中俄两国划定的新边界两侧的哈萨克族情况作了细致记载，

当时在俄国境内生活有 44 万哈萨克族人。笔者认为，这 44 万哈萨克族人被迫置于沙俄统治

之下，基本可以看作是近代我国哈萨克族中最早的一批外迁群体，为日后中俄两国内的哈萨

克族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断互迁创造了条件与纽带关系。而且这些区域生活的哈萨克族

人同属一个玉兹，即中玉兹，也就是中国史书里记载的“中帐”，因此这种血缘关系是他们之

后不停地相互迁移的根源。这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经济的

主要特点，也影响着哈萨克族国家边界意识的模糊。

（二）民国时期的大量外迁

由于盛世才在新疆对当地哈萨克族实行暴政、苛政，哈萨克族在难以组织有效反抗活动的

情况下选择了迁徙。加之当时驻甘肃的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的诱使,从 1936 年至 1939 年，哈

萨克族人开始向甘肃大批迁徙，想以此来躲避盛世才的压榨与迫害，得到同为伊斯兰教徒的马

步芳的保护。到 1939 年春，逃往甘、青等地的哈萨克族人“总计 2427 户，约 11680 人”。②
但是，迁徙到甘、青两地的哈萨克族并没有因为与马步芳同教的缘故而受到优待，而是

遭到了一次次残忍的大屠杀，哈萨克族人数大大减少。在这种处境下，哈萨克族人不得不再

次迁徙，除一部分迁回了新疆外，另一部分则冒险向西藏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地

逃亡。“1940 年 11 月，由艾里斯汗、扎叶甫、沙布日巴依等哈萨克族头人带领各部共 1000 户，

准备向国外逃跑。”③
从中国流散到其他国家的哈萨克族人，其原来居住地基本都在阿勒泰、巴里坤、木垒以

及玛纳斯一带。1941 年和 1951 年，在其部落头领艾里斯汗、胡赛音、苏鲁通希热布、达列里

汗、哈力伯克和哈木扎等人的带领下，经西藏地区前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20 世纪 50 年代，

又陆续迁往土耳其定居。④
1941 年，约有 1000 户、共计 3039 名哈萨克牧民抵达印度定居。⑤1942 年 4 月,由于当地

疾病流行，哈萨克牧民在一年之内,人口由原来的 3000 人降到了 1200 人。⑥1947 年 6 月印巴

分治，哈萨克侨民因宗教信仰同巴基斯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致，被划入巴基斯坦。
1953 年，在定居印巴两国的哈萨克牧民的要求下,土耳其政府同意接纳哈萨克牧民移居土耳

其。自此直至 I960 年，约有 3000 名哈萨克人陆续迁往土耳其。⑦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德国、

① 米·伊·维纽科夫.准噶尔边区居民［J］.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71,（7）.马曼丽译.
引自新疆大学学报，1980,（3）.
② 马铃梆.记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J］.新西北，1941,（5）.
③ 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M］.西宁:青海人民出

版社,1985.114.
④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编写组编.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

版社,1993.
⑤ Altay, Halife.Anayurttan Anadolu＇ya.Istanbul. 1981 .P344.
⑥ Altay, Halife.Anayurttan Anadolu＇ya.Istanbul. 1981 .P359.
⑦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编写组编.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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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等西欧国家由于缺乏劳动力，通过土耳其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大量招

募工人,许多哈萨克人也应募而去。
2009 年，笔者同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位教授，受德国伯恩大学相关学者

的邀请，参加了“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文化的历史记忆及其传承”国际研讨会。我们在研讨会上

宣读了论文，研讨会中放映了影片，阿肯进行了阿依特斯弹唱。①在德国期间，我们也预见到

了德国哈萨克人赶来旁听，通过聊天才了解到，他们是当时从中国新疆阿勒泰经过巴里坤、
青海和印度，此后迁居土耳其、德国的中国老一代哈萨克移民。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因此就

聊起了当年迁徙的故事。好多人当时认为，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没有哈萨克族生存了，都被

盛世才杀光了。当阿肯们弹唱此次迁徙时的故事时，他们都泪眼汪汪（当然是老一代人，年轻

一代没有这种历史文化记忆）。就因为此次的历史迁移，把跨境、跨界的中国哈萨克族变成

了跨居多国的跨国民族。

（三）“伊塔事件”中外迁苏联

新中国成立之后,哈萨克族较大规模的迁徙主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当时国内处于

经济困难时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伊犁、塔城设立的领事馆乘机暗中进行策反活动,霍尔果

斯、塔城两地的哈萨克族人在苏联煽动下大量迁往哈萨克斯坦，简称“伊塔事件”。50 年代末

期大跃进运动盲目冒进的倾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且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

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当时地方在民族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使得我国新疆地区的少数

民族产生了恐慌心理。在苏联驻伊犁、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1962 年 4 月 21 日，以塔城额敏

县城镇中学教员朱马汗离敏去苏为此次事件的开始”。②“在 4 月-9 月的五个月间以塔城零

星越境为开端，逐步发展为由北向南至伊犁州全境范围的群体越境。整个事件中参加外逃的

总人数为 74570 人，其中去苏 61361 人。”③“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伊犁、塔城、博尔塔拉等地

区内的部分哈萨克人陆续迁居苏联。共计迁出 19.84 万人，其中哈萨克族占 49.5%，共计约

9.9 万人。”④
（四）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中国哈萨克族人的外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新疆、甘肃等哈萨克族聚居区内出现部分哈萨克族人口外迁哈萨

克斯坦定居的现象并渐成趋势，这种趋势至今仍在继续。“迁居哈萨克斯坦的时间越早，发展机

会越多，发财前景越好。”这是我们从迁居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侨民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

话。这说明，中国哈萨克族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很难适应新的社会转型过程，选择去

哈萨克斯坦发展是另一种选择。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为了子孙后代，迁居哈萨克斯

坦，但是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生活保障。如果没有好的经济生活保障，不管去哪里，人们还

版社，1993.115.
① 德国波恩大学的白瑞斯等人邀请中国新疆的两位阿肯在研讨会中现场弹唱。阿依

特斯弹唱就是面对面的现场对唱，对唱内容完全是即兴创作的，在冬不拉的演奏下进行。
② 李荣敏主编.额敏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27.
③ 赵定东.论跨国移民的“异国适应”———以中哈移民为例［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4）.
④ 房若愚.新疆哈萨克族人口规模变迁及分布［J］.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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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选择回迁或迁居有发展前景的地方，这是国际移民普遍的特点。因此，哈斯萨克斯坦独立

后，在哈政府对境外哈萨克族回归“历史祖国”的倡导和政策支持下，中国部分哈萨克族人选择

迁居哈萨克斯坦。哈国独立初期，中国哈萨克族迁居哈国的人数量不多，但从 2002 年开始逐

渐增长。从迁居人数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众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可总结为国家层面

的中哈关系的建立、双边贸易合作的开辟和个人层面的个人自愿选择迁移两种。
据哈国统计数据，从 1992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1 日，共有 197.254，4 万人从国外

移民到哈萨克斯坦，同时共有 369.702，8 万人离开哈国移民海外 （峰值出现于 1994 年，计

40.66 万人）。哈政府每年给予海外哈萨克同胞（Oralman）回归家庭的数量额分别是：1993 年

1 万个家庭，1994 年 0.7 万，1995 年 0.5 万，1996 年 0.4 万，1997 年 0.218 万，1998 年 0.3 万，

1999 年 0.05 万，2000 年 0.05 万，2001 年 0.06 万，2002 年 0.2655 万，2003 年 0.5 万，2004 年

1 万，2005-2008 年每年 1.5 万，2009-2011 年每年 2 万。①

90 年代初，甘肃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境内有 2700 余哈萨克族人，出现了部分人口外迁

哈萨克斯坦定居的现象。最早外出的是 1984 年一位在阿克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哈萨克族退

休干部，他携妻子及三个子女举家迁往西德定居，后因在西德语言不通、生计不便，又举家迁

居哈萨克斯坦。此人开了阿克塞哈萨克族人西迁的先河。到 1992 年，又有 56 户 291 名哈萨

克族人陆续申请迁居哈萨克斯坦，获批准，至 1995 年 5 月份，分三批离开阿克塞，出境定居

于哈萨克斯坦（这些人中有牧民、工人，也有副科级、科级、副县级干部）。较早迁居哈国的一

些人，多次以奔丧、探亲和办理其他事宜为由来阿克塞县，并在他们的亲属、朋友及本部落兄

弟姐妹中宣传：“哈国人口少，土地资源丰富，集中居住可以建立自然村。”“子女免费上学、就
医，有宗教知识的人可以当毛拉，获得最高薪水。”“中国允许自行处理现有牲畜，可以获得一

笔巨款，到新的环境去重建家园，发展前途比中国大。”等等，并分发邀请书。由于这些宣传的

鼓动，要求迁居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日益增多。除已获批准的 56 户 291 人外，1995 年

3 月，又有 36 户 186 人正式向公安部门申请登记，其中工人 10 人，一般干部 9 人，副科级

干部 1 人，共产党员 10 人；还有 40 户 200 多人收到邀请书，尚未提出申请登记，正在观望

等待。这三部分人共计 68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占全县哈萨克族人口总数的 25%。②
从哈萨克斯坦相关部门对 1991 年至 2012 年间境外哈萨克移民数据的统计来看，从

1991 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到 2007 年间，中国哈萨克族移居哈萨克斯坦的人数，1994 年

500 人，1995 年 470 人，1996 年 360 人，1997 年 75 人，1998 年 100 人，1999 年近 300 人（60
户），2000 年近 300 人（60 户），2001 年近 200 人（40 户），2002 年近 225 人（45 户），2003 年近

380 人（76 户），2004 年近 3330 人（666 户），2005 年近 5075 人（1015 户），2006 年近 5325 人

（1065 户），2007 年近 5075 人（1015 户），1994 年至 2007 年共 43，430 人迁居哈萨克斯坦。③此

① ［哈萨克斯坦］阿依努尔.哈萨克斯坦外国哈裔移民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2.
② 哈萨克族同胞，请留步！［J］.发展,1995,（7）: 40－41.
③ 世界哈萨克联合会为 2012 年举办的“哈萨克移民”全国研讨会准备的 1991 年至

2012 年间对境外哈萨克提供优惠政策的法制法规文件汇编。《К1азак1 к扌шi-к1азак1тын1

к1ауымдастыFы—К1азак1ы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i прездентi мyраFатынын1 к1орынан к1yжаттар
жинаFы》，Алматы ,2012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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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不包括未享受哈国优惠政策、自行迁居哈国的中国哈萨克族人。
关于哈萨克斯坦境外移民数据统计，中央民族大学 2012 届哈萨克斯坦籍博士研究生阿

依努尔①提供如右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 1991 年至 2007 年迁居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侨民 43，430 人，而第二

个数据为 1991 年至 2009 年移民总人数 71，699 人，相差的两年时间中每年有近 10，000 的人

迁居哈萨克斯坦。因此，以上两个数据来源比较符合实

际。
而由于公民出国涉及国家机密，国内相关部门领导

不能证实公开外出人员的数据，因此目前国内缺乏中国

哈萨克族人外迁的确切数据，我们只能从对相关课题进

行过实地调查的学者的成果中得到一些数据，与相关部

门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

吻合度。
在自治区相关单位的调研中，所获得的全自治区外

出哈萨克斯坦的人数统计为每年 2000～3000 人，这仅限于民间外出，不包括官方。外出者有

合法的外出手续，无法得知外出者是否定居哈萨克斯坦，但外出的人肯定呈增加趋势。在阿

勒泰的调研中发现，外出人数呈以下变化：2002 年外出哈萨克斯坦的人不足 1000 人，2003
年为 2000 人，2004 年为 4000 人，2005 年为 8000 人，2006 年仅上半年就有 8000 人。依此

估计，2006 年底有 15，000 到 16，000 人外出其他国家，外出人口呈现出成倍增长趋势。在全

部外出人口中，哈萨克族占 90%以上，90%的外出哈萨克族人中又有 90%左右的人选择去哈

萨克斯坦。伊犁地区（伊犁州直属区）1997 年至 2006 年去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哈萨克族人明

显增多，近几年，仅批准去哈萨克斯坦定居的人每年约有 1300～1400 人，每年有 1 万人左右

去哈萨克斯坦，其中哈萨克族人占 90%以上。塔城地区外出他国人口的情况：2003 年为

3000 人左右，2004 年为 2000 人左右，2005 年为 3000 人左右，2006 年上半年为 2000 人左

右。在出国的总人口中，哈萨克族人占 90%，去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占外出总人口的 85%左右，

去哈萨克斯坦的人口中探亲的占 85%，其他多为旅游者。额敏县外出人口数据如下：2004 年

有 800 人出国，95%的为哈萨克族人且去哈萨克斯坦。2005 年，全县有 1500 人外出，仅 150
人左右去港、澳等地旅游，外出者 90%以上的为哈萨克族人且多去哈萨克斯坦，其中有 64 户

近 300 人是去哈萨克斯坦定居的。2006 年上半年，有 900 多人外出他国，95%的为哈萨克族

人，去哈萨克斯坦。②
虽然不能根据以上数据确定迁居哈萨克斯坦的确切人数，但是以上数据证明中国哈萨

克侨民在中哈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而且以合法的旅游、探亲、求学等理由出境哈国、迁居

哈国并取得哈国国籍，在没有去除中国国籍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的境外哈萨克族人具有双

重国籍。这种国籍上的便利，更加吸引具有观望态度的中国哈萨克族人迁居哈萨克斯坦。如

果哈国经济不景气、生活困难、社会生活不被适应，他们还会选择回国，因此最近几年中哈两

国的人出入境越来越频繁。这种双重国籍对于个人而言是财富，给个人积累财富、经商带来

① 迁居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侨民。
② 纳森.我国当前部分哈萨克族民众外迁问题研究［D］. 成都:西南民族研究院,2008.

1991-2009 年移民情况

国 家 户 数 人 数 百分比

蒙古国 21，161 103，130 11%

中 国 21，045 71，699 11%

俄罗斯 10，272 33，462 5.5%

乌兹别克斯坦 122，771 437，447 60%

土库曼斯坦 15，312 59，776 8%

塔吉克斯坦 2，735 11，60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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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因此新一代移民具有以经济利益吸引为主移民的特点。

四、中国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的原因分析

中国哈萨克族人移民至哈萨克斯坦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概括为外国因素（外因）和国

内因素（内因）两方面。哈萨克族人的跨国移民不只是由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对境外哈萨克

族人发出的回归“历史祖国”的号召和推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是由于国内社会转型中

新疆哈萨克族社会融入和适应社会转型以及传统生计方式、文化传承、语言文字等复杂因素

的混合效应，内因是主要原因，外因是次要或影响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分析外因和

内因共同作用下哈萨克族人跨国迁移的深层原因。

（一）国外因素

哈萨克斯坦独立国家的建立及世界哈萨克大会在阿拉木图的召开，使境外哈萨克族在

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加强化了民族认同，这一认同驱动他们回归“历史祖国”。 哈萨克斯坦总

统纳扎尔巴依耶夫在谈到这点时说：“假如在我们的国家中实现了所有人，不管其民族属性

如何，机会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当地民族———哈萨克人的利益在某些场合下有特

殊的保留也是适宜的，正如在许多国家所存在的那样。这涉及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复兴，恢复

与散居在国外的哈萨克人间的精神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被迫迁离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

重返祖国创造必要的前提等。”①另外政策层面上，哈国出台的各类移民法规和优惠政策，使

回归“历史祖国”的境外哈萨克族人的愿望得以实现。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并不鼓励本国各族人口外流，担心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号召

境外哈萨克族人回归，希望以此增加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巩固独立，维护稳定。独立后至

今，涉及海外哈萨克族问题的法律文件主要有：1992 年 11 月 23 日哈政府发布的第 791 号

《关于境外哈萨克同胞在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和经济保障措施的决议》②，1996 年 12 月 31 日

第 3308 号《关于支持境外哈萨克同胞的国家纲要》③总统令，1997 年 3 月 19 日《关于 2000
年前移民政策的基本方针》总统令，1997 年 12 月 13 日的《人口迁移法》，2005 年 11 月 21 日

第 1673 号《关于 2005 年-2007 年支持境外同胞的国家纲要》④总统令等。其中《人口迁移法》
规定：“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人有权自由返回历史祖国。”哈国政府出台的以上移民政策吸引

了哈国境外的哈萨克族人迁居哈萨克斯坦。
2002 年以后，哈政府又开始加大鼓励海外哈萨克族人回归的力度，逐年增加配额。原因

主要有：第一，经过独立后近十年的人口流失，哈国劳动力大量短缺，而当时经济已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需要大量劳动力。第二，政局稳定，主体民族已经在国家生活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① 努·纳扎尔巴依耶夫.独立五年［M］.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出版社,1996.98.
② К1азак1 к扌шi -к1азак1тын1 к1ауымдастыFы—К1азак1ы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i

прездентmi мyраFатынын1 к1орынан к1yжаттар жинаFы ，Алматы ,2012Ж, P44.
③ 同上书，第 112 页。
④ К1азак1 к扌шi -к1азак1тын1 к1ауымдастыFы—К1азак1ы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i

прездентmi мyраFатынын1 к1орынан к1yжаттар жинаFы ，Алматы ,2012Ж, P44.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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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有实力帮助海外同胞，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海外同胞进一步提升哈国国际地位。
除鼓励回归外，为加强同海外同胞的关系，哈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完善相关法律，

比如简化入籍手续，提供求学、就业、社保便利等。（2）加强与海外同胞的经济联系，如建立贸

易关系，兴办合资企业，收集分析同胞的经济社会能力与资源等。（3）加强与海外同胞的人文

联系，促进海外同胞间的互助团结和联系沟通，比如组织各种社会团体，资助研讨会、科研课

题、文化活动等。（4）提供信息帮助，让海外同胞能够听到或看到哈国的出版物或传媒节目。
哈国政府专门开设“里海”电视频道，使用哈语、英语和俄语三种语言，向海外同胞介绍哈国

情况与文化。（5）为海外同胞接受哈国教育提供帮助，如提供教科书，开展网络教育等。哈国

教育部门从 2003 年起，每年为海外同胞留出 2%的中职和大学入学名额。（6）提供预算支出，

如 2005 年至 2007 年预算拨款 17.897，7 亿坚戈专门用于开展海外同胞事务。
为加强与海外哈萨克族同胞的联系，哈萨克斯坦至今举行了四届“世界哈萨克人大会”。

第一届于 1992 年 9 月 29 日在阿拉木图举行，来自 31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选

举纳扎尔巴耶夫为协会主席，决定成立“世界哈萨克人协会”，作为世界各地哈萨克人保持联

系的常设组织。世界哈萨克人协会的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在各州和直辖市设分支机构，另外

还下设一个哈萨克语言发展基金会和多个哈萨克文化中心，以各种方式帮助海外哈萨克族

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开展文化交流。第二届于 2002 年 10 月 3 日在希姆肯特

市举行，来自 36 个国家的 500 多名代表出席，主要讨论支持海外哈萨克族同胞发展、支持建

立文化中心、帮助海外哈萨克族同胞在哈国求学等问题。第三届于 2005 年 9 月 30 日在阿斯

塔纳举行，共有 38 个国家的 300 多名代表出席，主要讨论海外同胞回归以及保障回归同胞

的生活等问题。第四届于 2011 年 5 月 25~27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共有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

的 660 名代表出席，主要讨论海外同胞的生活状况、海外哈萨克族的传媒状况、哈萨克族青

年的文化和体育活动等。
以上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层面对境外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祖国”的政策、法律、社会保

障、经费方面的优惠和资助，尤其是给移居哈萨克斯坦的移民提供经费和工作方面的便利。
据笔者调查所知，当移民在哈萨克斯坦住够规定的时间而取得户籍时，或直接申请移民到哈

萨克斯坦定居而取得户籍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会给他们一定的资金，如一家三口人移民哈国

并取得该国的国籍，他们每人可从哈国政府得到资助经费 1 万元人民币，若是农民、牧民，可

在取得资助经费的同时还得到一定的土地和牧场的使用权。哈国的驻外使馆对前往哈国的

哈萨克族人的签证亦给予特别关照，不仅简化程序，而且费用较低。哈国对迁入该国的哈萨

克族人还实行双国籍，即前来的哈萨克族人只要住够年限，不管其是否在他国脱籍，都被允

许入籍。移民与哈国公民的子女享受同样的教育待遇。虽然国家出台的政策很便利，投入的

经费也不少（住房、就业、社会保障金等），但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腐败贪钱的情

况，层层为难着境外哈萨克回归者。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几年没有加入哈萨克斯坦国

籍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也是部分哈萨克族移民回迁的原因之一。即使是这样，部分中国哈萨

克族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移民还是选择移民至哈萨克斯坦，原因主要是哈萨克斯坦经济、文
化、社会稳步发展，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更好的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二）国内因素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中哈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等也为中国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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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带来便利。
1992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先科即访问了中国,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哈政府间经

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关于双方公民相互往来的协定》等合作文件。1999 年 11 月,
两国签署《中哈关于在 21 世纪继续加强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国在双边问题和相

关地区问题上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的愿望。1999 年 11 月,中哈两国领导人又签署了《中哈关于

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的隐患,为两

国的边界安全、边界贸易和跨界民族友好往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上海五国”机制下

完成了在边界地区加强信任和联合裁军的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稳定,
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还为中国哈萨克族人移居哈国创造了宽松的政

治环境。
跨国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的概念，其根本内涵是不同国家认同的人们有着内在的民族

文化联系。也就是说，跨国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三层内容：其一为同源性，其二为共同的文化

特征，其三为共同的族属认同和民族感情。①哈国向世界哈萨克族人发出回归“历史祖国”的
呼唤，激活了包括中国哈萨克族人在内的世界哈萨克族人的民族认同，促进了他们跨越国界

移居哈国的进程。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内部原因是国内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的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中国新

疆哈萨克族传统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农牧结合的圈养经济。哈萨克族历来就是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民族，在没有任何预先准备包括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果断地实行牧民定居，而没有考虑

实际情况实行定居，也是牧民难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表现。从我们在新疆长期调研的情况来

看，国家在游牧地区推行定居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想把牧民引上富裕之路，但是设立定居点

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水是生命之源，人和牲畜需要水，随便选择荒漠作为定居点，

是欠考虑的。
长期从事游牧生产的牧民们一下子让他们从事农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需要培训，适

应生产，以完成指标为目的的定居工程不会考虑让他们慢慢地适应生产，就让他们把土地包

租给汉人，自己一无所有，整天闲着无所事事，年轻人当中喝酒打架是常有的事儿。传统的阿

吾勒（村庄之意）社会组织破裂，哈萨克头人阿吾勒阿克萨卡勒（相当于现在的村长）的劝告

不起任何作用，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遇到新社会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老人觉得新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是个不错的选择，宗教恢复，哈萨克文化复兴，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同

源同族同血统的哈萨克斯坦是他们的第二麦加，也算是第二个祖国 （认为中国是第一个祖

国），因此开始迁居哈萨克斯坦。一开始新疆迁居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哈萨克族人是没有文

化水平的牧民们，被哈萨克斯坦人称为“中国的文盲”，不能读写西尔维字母的哈萨克文字。
还好，哈萨克斯坦给他们草原、土地，让他们继续过传统的游牧生活，大部分人就渐渐适应了

哈萨克斯坦的生活，就长期定居下来。而在有些人眼中，想象中的哈萨克斯坦和现实的哈萨

克斯坦不一样，他们于是选择了回国。
汉族是强大的农业民族，内地发展迅速，资源越来越短缺。内地多余的劳动力迁居新疆，

从事一些土地开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推动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引起当地人的不

① 参照马曼丽等著.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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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和反感，当地人不能与具有几千年农业经验的内地汉人同步发展，选择了其他行业。边疆

地区当地人们开始从事边疆贸易，比如在塔城口岸、吉木乃县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

口岸、乌鲁木齐从事外贸生意。但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深刻，中哈边疆

贸易下滑，从事边疆贸易的商人不可能回老家从事牧业或农业，这些人就选择了迁居哈萨克

斯坦从事商贸。不到几年这些人富裕起来，其消息对中国境内的其他哈萨克青年的诱惑也是

很大的，所以迁居哈萨克斯坦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人也不需要哈萨克斯坦的住房补贴等优

惠政策，只享受了对境外哈萨克族人的护照、签证等便利，迁居哈国或流动于两国进行贸易。
这是由于经济贸易的便利选择迁居哈萨克斯坦的移民的情况。

最后一个国内原因是子女教育问题。中国新疆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教育政策，近十

年的双语教育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但是在部分人眼里，双语教育就是少

数民族的汉化政策，消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而且子女上大学费用过高（按新疆平均

工资而言，一般家庭根本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也是

父母们考虑的重要问题。哈萨克斯坦每年为境外几千名哈萨克族中学生提供免费上大学的

机会，提供生活费，免除住宿费等，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部分哈萨克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选送

至哈萨克斯坦就读大学，这样有些家庭选择迁居哈萨克斯坦，这也是国内资源短缺、就业难

导致的迁居。
总之，迁居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新疆哈萨克族人目前的趋势，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哈萨克

族人都愿意迁居哈萨克斯坦。而且迁居哈萨克斯坦，是在中哈两国关系友好的大背景下，与

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为了个人的发展及个人价值的体现

而作的选择。而且越来越多的新疆哈萨克族移民对中国企业去哈萨克斯坦发展起到了桥梁

作用，这表明中国哈萨克侨民在境外发挥着自己应有的能力和自己的优点。我们在去哈萨克

斯坦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哈萨克侨民在哈国中国企业工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利用好

跨境民族的这种积极作用，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全面发展战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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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出，民俗是人民的记忆、日常生活的存在，软实力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民俗有很多日常

生活化的东西。高端的文化如何打通到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在文化软实力中起到重要作

用。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大众文化传播和互联网+，这种文化传播是润物细无声的。《光明日

报》资深记者宫苏艺指出，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到 21 世纪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这一历

程反映了我国社会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和在世界新形势下阐释中国文明能力的增强。上个

世纪 80 年代，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采访钟敬文先生，钟先生认为，中国民俗学“刚刚起步，还

缺少过细的研究”。这就是当时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在采访中，钟先生强调：“对中国来说，学

习西方文化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有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否则就是完全被‘化’了。实际上，世

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并且应该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今

《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首次将中国民俗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体发

展战略研究的范畴，从民俗学的视角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补充提供理论新成果，提供可

资参考的社会应用意见，这是几十年前我采访钟敬文先生时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发展。中国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指出，建设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就要重

视优秀民族民俗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专家学者指出，我国民俗文化建设的进程

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和国际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民俗文化建设具有国内

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广泛的国际性，当今互联网的活跃发展日益展示了这种重要性。目

前我国需要加强建设中国故事文化软实力、非遗文化软实力、节日文化软实力、民族民俗文

化软实力和综合防灾减灾民俗文化软实力，这些都可以与互联网+的改革相结合，以利将传

统民俗文化建成现代积极性文化，维护国家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社会认同和民族团结。
跨文化对话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共同目标是形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综合柔性力

量、上中下文化层构力量和对外文化传播力的互动形态，要使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展现推己

达人的文化气度和文明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能把最好的传统价值观、当代文化创新与跨文化

对话交流融汇一体的强大能力。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编审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可能封闭进行，商务印书馆

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化战略研究著作，同时也发掘我国学者研究文化软实力的优

秀著作予以出版，从双向着手，让出版界与国家社会文化重大需求联系得更加紧密。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董晓萍·跨文化对话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步建设

The Study of Chinese Kazak’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aking
Kazakhstan as an Example

Nurbahit Tursin
Abstract: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Kazak and how Kazak became a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that Kazak becomes a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 And through mainly discuss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that Chinese Kazak in Xinjiang moved to Kazakhstan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is pa－
per also simply sums up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Kazak in Kazakhsta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 words:Kazak;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l and ex－
ternal factors（see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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