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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耿世民教授诞辰80周年，作为他老人家亲手创建的哈萨克语专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哈
萨克语言文学系，我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为先生出版一本文集，来祝贺这位学界伟人的80华诞。
　　耿世民先生是世界知名古突厥语文学专家，他学问蜚声中外，令人高山仰止。
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历任副会长、中国阿尔泰语言研究会名誉会
长、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
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
、中国《福乐智慧》研究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名誉主
任，中国《新疆通史》编委、土耳其共和国大型丛书《突厥民族》编委，国际摩尼教研究会名誉顾问
，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顾问，土耳其《突厥语研究》、《现代突厥语研究》、《突厥学》等学
报顾问，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杂志顾问。
2000年被土耳其共和国语言研究院选为名誉委员（相当于院士）。
　　先生是汉族，江苏徐州市铜山县人，生于1929年11月28日，1949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就读于维吾
尔语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至中央民族学院，195 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作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他于195§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办我国第一个哈萨克语言文
学专业；1956年在我国首次科学准确地判断出阿勒泰地区的一小部分蒙古人所操语言是图瓦语，并记
录了大量第一手材料；1956-1958年前苏联专家，E.捷尼舍夫受聘来中央民族学院突厥语研究班讲课时
，任其助手；1976年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领导委托，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一回鹘语
专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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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耿世民先生是世界知名古突厥语文学专家，他学问蜚声中外，令人高山仰止。
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历任副会长、中国阿尔泰语言研究会名誉会
长、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
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
、中国《福乐智慧》研究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名誉主
任，中国《新疆通史》编委、土耳其共和国大型丛书《突厥民族》编委，国际摩尼教研究会名誉顾问
，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顾问，土耳其《突厥语研究》、《现代突厥语研究》、《突厥学》等学
报顾问，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杂志顾问。
2000年被土耳其共和国语言研究院选为名誉委员（相当于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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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汉文回鹘文雕版印刷密宗文献概述古代维吾尔语文献中的古代伊朗语借词阿布赉汗后的清哈关系
：一件清代哈萨克文书的释读论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俱舍论颂疏论本》
残卷研究阿尔泰语系民族“山生人”神话试论古今维吾尔语的“动静同根”现象汉语被字句与哈萨克
语的对应表达新疆博物馆藏胜金口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一件柏孜克里克出土梵语。
回鹘语双语文献考释古代汉语入声韵与回鹘语之关系初探古代突厥语的区域分布断代分期变体功能及
与其他语言的接触论维吾尔语动词tur-在语音和语法功能上的发展百颂傲“弥勒授记经”概述维吾尔
语与土耳其语词汇比较《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现代哈萨克语
语音研究问题古代突厥如尼文《铁尔痕碑》研究河西走廊历史上的多语言环境民文关于现代维吾尔语
句子和句型的一些看法翻译与新词术语简论新疆哈萨克文学理论起源外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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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阿布赉汗去世与清廷对哈政策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哈萨克中帐著名君主阿布赉汗去
世。
俄国获悉这一消息后，迅速指令奥伦堡总督赫瓦布洛夫和西伯利亚堡垒线指挥官奥加廖夫少将派遣军
事官员前往哈萨克草原，试图插手哈萨克中帐推选新汗事宜。
沙俄当局指令被派往哈萨克草原的密使，要“竭尽全力”使哈萨克贵族选举出一位效忠俄国、拥有势
力的苏勒坦。
在俄使臣尚未到达之前，不料哈萨克人已选出了自己新任可汗。
这位继任者就是阿布赉汗的长子瓦里苏勒坦。
与此同时，清朝也极为关注阿布赉汗的去世及新汗的即位问题，并采取相应部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从前来贸易的哈萨克人中获悉阿布赉汗的死
讯后即奏报清廷，但详情尚不得而知。
至是年闰五月（6月）间，上年受前任大臣庆桂委派哈萨克使臣返回并带来阿布赉汗长子瓦里苏勒坦
呈文后，清廷方知详情。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清使由哈萨克返回，带来瓦里苏勒坦致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呈
文，呈文汉译文奏：“阿布赉汗在边界地方病故，随往儿子、侍从等尚未回来”，“侯抵达后，召集
游牧人众，办理丧事。
丧事办竣，委派贤弟向圣主奏闻”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1781年7月2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
臣惠龄将以上情况奏报乾隆帝。
乾隆帝在接到惠龄奏报后，于六月初五日（7月25日）降旨“予故哈萨克汗阿布赉贵祭如例”，并于次
日颁布敕谕，册封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汗。
谕称：　　敕谕哈萨克瓦利苏勒坦，据驻塔尔巴哈台大臣奏，尔父阿布赉病故，联闻之不胜轸惜。
尔前来京瞻觐，己受联恩，且系尔父长子，素能约束属下，联所深知。
除遣大臣赏奠尔父外，著加恩承袭尔父汗爵。
联君临天下，一日万机，尔前入觐时，亦已亲见。
当惑念联恩，将所属哈萨克，加意约束，友爱兄弟，辑睦邻境，勿滋事衅，勿隐逃人。
尚谨遵此旨，笃诚奋勉，以期永受联恩。
随赏大缎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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