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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生态移民研究》首先以国内外移民研究作为启发，试图探寻具有指导意义的生态移民的理
论基础，构建起生态移民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提出生态移民的定义、原则和政策，以提高生态移民
的效益；根据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研究新疆生态移民的背景、特点、途径、
类型、作用与影响因素，总结经验教训。
为更好的发挥生态移民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生态移民效益的基本思路
并建立新疆生态移民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优化生态移民的政策、提高效益的对策和建议。
《新疆生态移民研究》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新疆地区所面临的环境保护和扶贫这一”两难”
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措施，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生态移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提高生态移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有效途径。
促进生态移民与三大生态文化的融合，重视生态移民的民族心理认同，并加强生态移民与迁入地的社
会整合，创造有利于生态移民的社会心理环境和生态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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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1955年3月12日出生于新疆哈密，1983年毕业于新疆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员，教授，区域经
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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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论文）优秀奖。
目前在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级课
题一项。
发表《关于新疆生态移民的意义和形式的初步探索》、《新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移民的关系研
究》、《生态移民反贫困的实证研究》、《关于新疆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等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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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新疆人口迁移的历史演变和展望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的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是人类
非常明显的特点之一，人类历史的发展伴随着人口迁移的发生。
在新疆的历史上，与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发生过无数次的人口迁移，其中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人
口迁移的原因对新疆几个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亚洲，东起兴安岭，西至咸海，南起蒙古大沙漠，北至贝加尔湖一带，犹如一个历史的大舞台，许
多古代游牧部族在这里载人了史册。
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地区发源、壮大和强盛起来的。
维吾尔民族也在这个地区经历了其发源、壮大和强盛的历史时期。
　　一、古代人口迁移　　（一）人口迁移对维吾尔族形成的作用　　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
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维吾尔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根据历史学家的一认为，袁纥和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原住居民是维吾
尔族的两个主要族源。
回纥（袁纥）先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纪游牧于我国北方的丁零。
晋时，丁零又称作高车丁零，因为他们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交通工具回纥先世，源自丁零
曾役属于匈奴。
公元1世纪中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1世纪末，在汉朝与南匈奴的共打击下，以鄂尔浑河流域为统治中心的北匈奴“遁走乌孙之地，而漠
北空矣”。
至2世纪中叶，史载：鲜卑在首领檀石槐率领下“南抄汉边，北炬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
匈奴故地”。
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丁零仍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贝加尔湖一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亓迪、铁勒、丁零、高车，回纥或袁纥等不同名称都是维吾尔族先民各个时
期的称呼而已。
抛开战争，公元3世纪，维吾尔的历史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迁徙和组合。
这一时期的维吾尔以鄂尔浑河流域为基础，向两个方向迁徙：其主要部分向东，往土拉河方向移动；
另一部分则向西，往遥远的天山一带移动。
　　丁零或被称为铁勒，分为东铁勒和西铁勒，公元4世纪东铁勒逐渐向鄂尔浑河流域迁移。
《隋书》卷八十四记载说：“铁勒⋯⋯种类最多，独乐河（土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袁纥
）。
”这段文字说的是维吾尔向西迁徙的情况。
追逐水草，是这种迁徙的原因之一。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战争。
明显的例证是副伏罗部十余万帐的集体西迁。
　　早在2000多年前，天山以北广大地区为从事游牧生活的“行国”，主要是匈奴人和乌孙人。
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城郭诸国”，主要是操龟兹语、焉耆语和怯庐语的定居农业民族。
此外，在昆仑北麓还分布有不少羌族。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新疆发生过多次民族迁移，最重要的有公元3世纪时大量丁零人迁入伊犁河流
域。
公元5世纪大量铁勒人迁入北疆和南疆。
9世纪中叶又有大量的回鹘人从蒙古西迁到新疆，他们与本地居民相融合，逐渐使维吾尔族成为新疆
的主要民族。
　　公元9世纪40年代，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被黠戛斯可汗摧毁。
回鹘汗国灭亡后，其部众南迁或西迁，其中，南迁附唐的回鹘部众，由于扰边，被唐军击溃后，转附
室韦，后融合到蒙古人中，也有部分部众被唐朝安置于长安、太原和江淮地区。
据传统说法，西迁各部又分为三支：一支迁徙到吐鲁番一带，史称西州回鹘，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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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西迁到葱岭以西地区，后联合葛逻禄、样磨等部建立起喀喇汗王朝；一支迁至河西走廊地区，后
来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又称河西回鹘）。
　　回鹘西迁对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迁后，由于生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原居漠北、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的回鹘部众，逐渐转向定
居，农耕经济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
　　迁往河西的回鹘分散于甘州、瓜州、沙州、凉州、秦少及贺兰山等处，最初臣属于吐蕃。
甘州回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蒙、藏、汉等民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裕固族。
　　西迁东部天山之回鹘，初迁北庭与龟兹之间，后逐步以高昌为中心建立政权，史称高昌回鹘，或
称西州回鹘。
其疆域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冰达坂（今新疆阿克苏北）、南距吐蕃（今和田、敦煌间）。
公元924年，契丹耶律阿保机遣兵西征，占领北庭，高昌回鹘成为辽的属国。
辽在高昌地区设立了“高昌大王府”，在龟兹地区设立了“阿萨兰回鹘大王府”，授其王以“大王”
、“于越”之号以统之。
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西迁于河中地区建立西辽，高昌回鹘成为西辽的属国。
高昌回鹘还与北宋及金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西迁至葱岭以西的回鹘，在10世纪中叶，与葛逻禄、样磨等操突厥语诸族共同建立起了以巴拉沙
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为都城的喀喇汗王朝。
公元960年，伊斯兰教被宣布为国教。
经过几十年的战争至ll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占领了和田地区，并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了那里。
极盛时，其疆域包括塔里木盆地，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以南，直至锡尔河、阿姆河中游以东地区
。
汗国疆内主要有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回鹘、粟特等操突厥语和伊朗语部落。
11世纪中期，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以撤马尔罕为中心，东部以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中心。
12世纪，汗国灭亡于西辽。
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回鹘在经济上开始从游牧业向定居农业过渡，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加快了当地
居民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突厥化。
以回鹘文化为主体的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一突厥文化也在这时形成。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后，建立蒙古汗国。
1209年，高昌畏兀儿杀死西辽少监，遣使蒙古，表示臣服。
因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尔忒的斤的主动归附，成吉思汗许以公主，并让他享“第五子”殊遇，
令其管辖所部，但必须履行纳税、纳贡、从征等义务。
蒙古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诸王，察合台分得从畏兀儿地一直延伸到河中的草原地区，察合台及其后裔在
此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
后察合台汗国又乘蒙古大汗权力衰弱之机，把天山以南和河中农业区并入版图。
忽必烈继大汗位后，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西北诸王发动叛乱，畏兀儿之地成为双方的战场。
高昌亦都护不能自立，迁居甘肃永昌，遥领畏兀儿之地。
元朝政府还在畏兀儿地设立了提刑按察司、元?帅府、都元帅府、宣慰司，统辖其地军政事务。
元代，许多畏兀儿人进入内地，任职于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桑哥、廉希宪、帖木补花、脱力世官、
叶仙鼐等是其代表。
畏兀儿人中也产生了像鲁明善、阿鲁浑萨里、廉惠山海牙、伯颜不花这样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能。
与此同时，蒙汉等军民屯戍新疆，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元末，察含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入明以后，1406年，明朝政府设立哈密卫，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各。
明朝还册封新疆各地的头目为王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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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是新疆伊斯兰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由于蒙兀儿诸汗的提倡和大力推行，除
个别地方外，天山南麓的大多数居民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兀儿人从传统的游牧经济转化到经营农业和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定居生活，蒙兀儿
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这一转变，为与本地其他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1514年，察合台后裔赛义德占领天山南部各地，并自称汗王，建立叶尔羌汗国。
1570年，叶尔羌汗圄阿不都?哈林汗派军攻占了吐鲁番，从而归并了东察合台汗国。
虽然其后东察合台满速儿后代曾短暂恢复了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统治，但到16世纪80年代，该地区再
次被叶尔羌汗国占领。
自此，从9世纪中叶以来天山南路长期分治于不同政权、信仰不同宗教的局面宣告结束。
共同的地域，有力地促进了维吾尔族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生活习俗的形成。
也正是在叶尔羌汗国统治时期，维吾尔民族由一个古老的民族发展壮大，形成一个近代民族。
　　（二）人口迁移对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族等民族的形成产生的作用　　1.哈萨克族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由历史上居住在伊犁谷地和中亚草原的许多部落和部族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融合而成的。
最早的核心是乌孙、康居、阿兰等部落联盟。
“乌孙故地”的伊犁谷地和七河平原，就是哈萨克民族的主要发源地。
6世纪以后突厥兴起，乌孙故地成为西突厥的中心。
12世纪契丹人西迁。
13世纪又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
突厥、契丹和蒙古等民族的一部分部落和部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成为哈萨克的组成部分。
　　15世纪中叶，加尼别克和克烈依率领的哈萨克人，从楚河迁到塔拉斯河，建立了哈萨克汗国，这
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哈萨克”一词。
16世纪哈萨克人牧地进一步扩大，其分布地区分为三个部分，称为三个“玉兹”（又称三个帐）。
18世纪初，哈萨克人的游牧地被准噶尔所侵占，哈萨克人被迫流离。
清朝平定准噶尔受到哈萨克人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从18世纪60年代起，被准噶尔封建主赶往西方的哈萨克，又陆续返回家园，在伊犁、阿勒泰、塔城等
地区放牧并定居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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