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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储安平与浦熙修对新疆新时期的　　即时报道　　（代序）　　20世纪的新疆，可以以1949年为
界，分前后两期。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大事，更是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浦熙修的《新疆纪行》，是率先对和平解放
之后的新疆作出的调研，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报道基层情况的纪实之作。
同时，它们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两大强势媒体《新观察》杂志与《文汇报》对新疆的特别关注，对新疆
位置的认同。
　　储安平（1909～ ），江苏宜兴人。
早年热心写作，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学习，学习期间即出版了小说集《说谎集》（1930年
）。
大学毕业，在南京编辑《中央日报》副刊。
抗战期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新闻工作。
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到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一个民办刊物居然有10
万余份的发行量。
1949年10月以后，《观察》杂志很快就复刊了，1949年11月，储安平出任《观察》杂志主编，1950年，
《观察》杂志更名《新观察》杂志。
此后，他出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改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
离开《新观察》，储安平以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视察采访，包括深入新疆
天山南北。
在新疆期间，写出系列报道，并且先后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旅行家》等报刊发表，时间
跨度是1954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
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便出版了这些报道的精选集《新疆新面貌》，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
可是，储安平的新书在新华书店与各图书馆陆续上架时，刚刚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就成
了“大右派”，印装好的《新疆新面貌》，大部分从印刷厂直接拉到了废品收购站或造纸厂。
从“反右”开始，储安平作为记者自报刊淡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失踪。
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的22篇报告文学，通过具体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新
疆进入和平生产时期的整体状况。
认真读过《新疆新面貌》，就知道新疆今天的来之不易。
可以说经过60年的历史进程，今天新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直射，新疆今后的路径走向，就确立于那个
时期。
《新疆新面貌》涉及了从阿尔泰山到帕米尔高原，从伊犁河谷到和田沙漠绿洲的广袤区域。
然而它的立足点（着眼点）仍然是对新疆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归纳判断。
储安平通过《新疆新面貌》反映的思想观点，当然离不开它的时代，但作为一个的新闻记者，他坚持
自己搜集第一手素材，一切来自生活真实。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新疆新面貌》之中写到的内容，为那一阶段的历史留下了真切的印记。
　　《新疆新面貌》第11篇《在塔里木河下游》，是全书的范例。
　　1955年6月，储安平在塔里木河的下游亲自探访了一个村庄，这个叫“客拉切其”的地方，是著名
的罗布人的聚落地，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居民“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以麻布片为衣，完全
自给自足，只要有外人来到，居民们躲进芦苇荡或柽柳沙包。
从尉犁县城，经群克，再经卡拉，越过了英格可力，就来到人迹罕至的客拉切其。
实际上，这里距离1899年斯文·赫定考察罗布荒原的大本营“图拉撒干乌依”不远，著名的罗布人奥
尔得克在加入赫定探险队之前，就是这附近的渔民。
在当年，哪怕在今天，这一带都是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不稳定的区域，是神秘寂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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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一行，是客拉切其历史上第一批专门来访的客人。
那时，村民们很少见到外人，也是第一次见到汽车。
如果真的有世外桃源的话，这里就是了。
　　储安平就在这个世外桃源发现了容易被忽视的人间至情至感，记录了“化外之民”罗布人的生活
实况，对塔里木河，对河流两岸的植被与动物，没有人比对世居于此的罗布人更敏感。
更有发言权。
新疆解放了，罗布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再因为穷困而躲避时代潮流，从新疆解放到储安平到来
，仅仅几年时间，通过外人的眼光折射出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
来到客拉切其，更有收获的是身居新闻界要职的储安平，他倾心写成的《在塔里木河下游》，就是从
这个原本人迹军至的小小村落出发的一次穿越时间壁垒的旅行。
通过与罗布人的相识。
储安平确认了自己在新生活中的位置。
　　储安平以资深记者的职业敏感，在这篇文笔准确、感情充沛的通讯之中，借助许多生动细节反映
了新疆正在出现的深层变化。
他这样描写了这个塔里木河岸边的村落的人与环境：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
沙地，而是被风吹成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冈。
沙冈不很高，大约两三米光景。
沙冈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
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
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只有两扇门，没有窗子。
屋子里砌着一个有一米半高的、可以通烟到屋顶上的壁灶。
后来主人们在屋边没有太阳的沙地上铺了毡毯，我们就在那儿围坐下来。
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们。
多年以来，鱼是他们活命的恩物，现在又成为他们飨客的佳肴。
由于天热，村子上的人们都露宿户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们睡在那旷畅的沙浪上。
当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入睡时，便轻轻地走动，轻巧地说话，想尽量不惊扰我们。
虽然夜晚的太空是静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太空中，我一样感觉到民族之间互信互爱的亲切的感情。
那一天正是阴历十三，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这个时代的豪壮，虽然已很疲惫
，但还强自振作，细味这难得的丰富的境遇。
　　在客拉切其的日子，每一缕阳光，每一声笑语，都留在储安平记忆深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不仅是罗布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是罗布人的善良与无私。
　　与之对照，储安平写到“水走了”，写到“洪水漫浇地”，写到塔里木河尾闾海子中的鱼以及罗
布人的独木舟，写到野麻花与野麻（罗布麻），写到利用两只木叉几块木板制作出来的织布机，这些
都是当地人早就熟悉的，可外人会感到陌生。
同时，他借助一个细节：渔猎之民养鸡，表达出了塔里木人的共同愿望：扩大生存空间。
　　可以说，写下《在塔里木河下游》这篇报道的，必定是敬业的记者。
只要读过《在塔里木河下游》，对于罗布人与塔里木河相依相存的关系，就有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新疆新面貌》的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
它记录了从阿勒泰的哈萨克牧民到和田的缫丝女工，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建立到帕米尔高原的牧业合
作社，从培养民族师资到置身于库尔班节欢乐的人群中。
1954年夏到1955年夏，储安平“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新中国
成立初期新疆的面貌。
《新疆新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新疆旅行通讯集”。
它不同于此前或此后的某些同类文章，由于条件限制，或是出于特殊时期，不能或不愿亲自面对新的
素材。
正因为如此，《新疆新面貌》为我们记录了新疆百废待举的新时期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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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熙修（1910-1970），女。
上海嘉定人。
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
毕业后，在北京中学任教，1936年起，先后任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驻
南京特约记者，是著名的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著有纪实文学《朝鲜纪行》、《六人行》、《新疆纪行》。
1949年以后，浦熙修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
员和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浦熙修被点名
批判，此后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起，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
1965年身染重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
1981年1月，平反昭雪，1981年8月，为浦熙修补开了追悼会。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浦熙修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女记者，她提出，作为一个记者“除了基本
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抗战期间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所谓“四大名旦”，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
前三人，还被称作“三剑客”。
　　50年代前期，浦熙修曾深入到新疆塔里木，并且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
1951年7月16日，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浦熙修自朝鲜前线回国，从兰州乘飞机前往新
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
在此后的四个月间，浦熙修成为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较早进入新疆的、来自北京的新闻工作者
。
此行她的任务，是对新疆各界宣讲抗美援朝，但新疆之行则促使《文汇报》资深报人的浦熙修重新确
认了自己的位置，写出了连续报道，并且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
浦熙修新疆之行在1951年夏天，那时新疆刚刚转入和平生产时期，而储安平深入进行采访的1954年
至1956年夏，新疆和平生产初见成效。
从浦熙修到储安平的“接力”，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新疆基本面貌的了解。
是认识新疆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53年4月，平明出版社将浦熙修的系列报道结为一集，出版了《新疆纪行》，全书9章，约5万字
。
《新疆纪行》的采访写作，比储安平《新疆新面貌》早几年，但他们的立意一脉相承：反映1949年和
平解放之后的新疆现状。
与储安平《新疆新面貌》面对全新疆相比，《新疆纪行》的侧重点在天山以南（南疆）。
同时，也更多观照到新疆政治格局的确立。
　　新中国刚建立，面对突发朝鲜战争与紧张的台海形势，储安平与浦熙修以他们的文字反映出中国
文化界人士的共识：　　有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便具备了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读过《新疆新面貌》与《新疆纪行》，作为读者，我的体会则是：　　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
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新旧新疆的对比线，在于人民生活状况。
　　为了全面认识20世纪新疆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将储安平《新疆新面貌》与浦熙修《新疆纪行》编
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通过这两部书，读者可以重返60年前新中国成立的起点。
这两部书的原本都有插图，但清晰度达不到今天的标准。
我们另选取了同一时期、相同内容的图片作了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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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新疆，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前后两期。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大事，更是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浦熙修的《新疆纪行》，是率先对和平解放之后的新
疆作出调研，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报道基层情况的纪实之行。
同时，它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两大强势媒体《新观察》杂志与《文汇报》对新疆的特别关注，对新疆位
置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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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储安平与浦熙修对新疆新时期的
即时报道（代序）新疆好地方伊犁夜话——民族关系是怎样扭过来的石河子新城新疆大棉区的创造访
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阿尔泰山一带流散哈萨克族的救济在阿尔泰山之巅欢乐的库尔班节路中邂逅
——记一个维吾尔农民的谈吐在塔里木河的下游一个村子的诞生优先照顾民族老乡的利益南疆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帕米尔高原上的牧业社和田的缫丝女工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新疆学院访问记教学结
合生产——八一农学院访问记新疆远景天山上的红领巾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从工人做起——记独
山子油矿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的成长迪化印象南山之游焉者的新气象铁门关库尔勒、轮台、库车所见
从喀什看南疆和田的新生莎车、阿克苏、拜城杂记著名的吐鲁番盆地整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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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试马归来，我们就在如茵的绿草地上和他们举行了座谈会。
通过翻译。
我们仅仅了解到：这里是南山最大的一个乡，共有300户人家。
其中50户是牧主，但仅10户有牧场。
最大的牧主有100匹马，50头牛，300只羊。
中等人家有10匹马10头牛50只羊的（按：此地所谓的“牧主”恐怕也包括富牧中牧了。
），其余250户都是贫苦牧民。
有的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一两匹马，七八只羊，也有的什么都没有的。
贫苦牧民终年为牧主劳动，但还养活不了全家。
他们有的便只有靠伐木为生了。
　　“政府目前应该帮助你们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问他们。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自古以来牧场便是有钱人的。
”他们述说着他们的哀怨。
“我们放20匹马、20头牛吃4个月的草，便要给牧场主3岁的牛5头。
有时牧场主要钱不要牛，而我们的牛一时又卖不出去，那就不能不把牛贱价折钱，吃亏的当然是贫苦
的牧民。
因此我们希望政府的减租反霸政策要在各民族间无区别地执行。
牧区也须要减租反霸，最贫苦的牧民应该无须乎再付租金了。
”（按：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已普遍试行减租反霸，唯牧区尚未实行。
）　　“其次，”他们接着说下去，“贫苦的牧民一般是靠伐木为生。
但自政府禁止砍伐树木以来．我们断绝了生活的来源。
我们不知道树林中倒下去的废料是否还准我们砍伐？
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更有另外救济的办法。
”　　和我们同来的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张邦英同志记下了他们的要求。
他答应回去仔细研究后予以答复。
　　他们对于今日人民政府能够深入了解他们的痛苦并予以解决，感到莫大的欣慰。
他们说：“过去官家人来总是住在大巴依家里（新疆各族人民称老财为大巴依），哪有我们穷人说话
的余地？
现在不同了，你们专来照顾我们穷人。
这是毛主席的大恩典啊！
”他们商议了一下，共同献出九只羊给我们。
我们说：“毛主席关心你们．会知道你们的痛苦的。
这些羊还应该留下来为你们自己用。
”　　人民政府给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他们最感激的是今年春天牲畜的口蹄疫传染病的防治。
他们说：“过去牲畜患口蹄疫传染病而死的死亡率最高曾达90％。
经过人民政府兽医专家深入的治疗，这种死亡率已经大大减少，今年只有10％，目前可以说已经停止
了。
”　　牧民们长久以来所受的深重苦难不是一下可以解除的。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局与新疆省人民政府曾派遣了工作组深入各民族地区调查。
他们在牧区中调查到：牧民所受牧主与喇嘛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的剥削，其程度之深已到了
不能生活的地步。
牧区蒙古、哈萨克两族的人口因此逐年在减少。
这在新疆分局陆续编印的《新疆社会调查》中，都有详细的纪录，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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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人民政府是能挽救这种危险的，我深信人民政府是能为各族人民谋求幸福的，我深信5年10年后
再来到此地的时候，哈萨克族牧民们已经过着像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中所描写的库班哈萨克族一
样美丽而幸福的生活了。
　　草地上的游牧包已经搭好了。
包尔汉主席邀请我们进去聚餐。
那是一个多么别致的餐会！
地下铺着和田地毯，上面再敷上一层白色的餐布。
我们在游牧包内坐成了一个大圆圈。
各种果品，各色菜蔬杂陈着，其中最珍贵的当然是羊肉了。
我们先吃用铁扦子穿起的一串串烤羊肉，再吃煮羊肉，再吃羊肉抓饭。
哈萨克族人把最宝贵的马奶子端来了一大脸盆要我们当酒喝。
这是发了酵的新鲜马奶。
他们把马奶挤下后，便存储在大缸中。
这需要随时用棍子在缸内搅拌，等过了两三天或一个星期马奶便发酵变成酒了。
包主席殷勤地欢饮。
他说，马奶最滋养人，他过去因坐牢而得的肺病全靠马奶吃好了。
我们喝着真像酒一般鲜美，但喝不了很多。
包主席却一天能喝上几大脸盆。
在这种场面上哈萨克、维吾尔等族人民总是高歌曼舞以欢乐，而我们汉族人不免相形见绌了。
　　饭后，我们又参观了包主席的别墅，那是在山沟小溪旁用四个游牧包搭起来的，他的老母妻子儿
媳及孙儿女辈祖孙四代都在此过夏，包主席每星期来此休假一日。
他说：“母亲过惯了山中的生活，每年必携儿孙辈来此度夏，一尝游牧的生活。
这真是恢复健康的好地方。
”他们的游牧包中都有一个储存马奶的大缸。
这在他们已为日常的饮料了。
包中已生了火炉，四壁挂着鲜艳的和田毯，一切日常用品俱全。
整日在青山绿水间，牧羊驰马于草原上，这是多么美满的生活！
新疆各族人民健壮的体格、歌舞的传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今天人民掌握了这美丽的自然环境，这美妙的民族风光与优良的民族传统，更将无限量的发扬光大了
。
　　夜幕降临了，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预备的两个大游牧包里已经铺上了厚厚的毡毯，包外燃起了熊
熊的柴堆，我们便凭藉着这火光在原野上睡了一个舒适温暖的觉。
清晨起来只见万道红霞．昨日的阴霾已经一扫而空，雪山显得愈加美丽，草原显得愈加青翠。
黑白黄棕相间的牛羊马群早在我们面前散步了，我这时再不感觉寒冷。
我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精神焕发，我今天要和哈萨克族的牧民们一齐歌唱了！
附近的男女牧民们聚集了千人以上，他们是特地前来听关于朝鲜前线的传达报告的。
抗美援朝的热潮早已流人了这草原地带，牧民们曾经提出实报牧税，就是抗美援朝的爱国工作。
他们在有一次群众会上就曾检举过企图分散牲畜逃避税收的牧主马的牙，一位叫做哈季的贫牧虽然自
己只有4只羊，不够起征点，但他也非要缴税不可。
他说：“打倒美帝国主义人人有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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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疆新面貌》的22篇报告文学，通过具体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新疆进入和平生产时期的整
体状况。
认真读过《新疆新面貌》，就知道新疆今天的来之不易。
可以说经过60年的历史进程，今天新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直射，新疆今后的路径走向，就确立于那个
时期。
《新疆新面貌》涉及了从阿尔泰山到帕米尔高原，从伊犁河谷到和田沙漠绿洲的广袤区域。
然而它的立足点（着眼点）仍然是对新疆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归纳判断。
储安平通过《新疆新面貌》反映的思想观点，当然离不开它的时代，但作为一个的新闻记者，他坚持
自己搜集第一手素材，一切来自生活真实。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新疆新面貌》之中写到的内容，为那一阶段的历史留下了真切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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