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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孜别克族具有重视发展民族
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由于大多数
乌孜别克人居住在城镇，具有受教
育的良好条件，所以文化水平较
高，从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工
作的人数较多。许多乌孜别克族优
秀知识分子热心关注并献身教育事
业，广大乌孜别克族群众也积极从
财力、物力方面资助教育，为乌孜
别克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乌孜别克族每万人口中各等级
文化程度人口的拥有量在全疆各民
族中，处于较领先的水平；乌孜别
克族每千人口中各等级文化程度人
口增加较快，特别是高学历人口增
加很快。1982 年至 2000 年每千人
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
近4倍。

乌孜别克族教育事业兴旺发
达，还表现在教师队伍的扩大上。
1957 年乌孜别克族教育工作者共
138 人，高等院校的教师有 13 人。
至 1984 年乌孜别克族教育工作者
已有491人，其中高等院校和中等
专业学校的教师 92 人，中学教师
155人，小学教师244人。

作为在中亚地区最早接受伊斯
兰教并向其他民族传播伊斯兰教的
一个民族，乌孜别克族在自己迁居
所到之处首先盖起清真寺，在清真
寺旁边盖学校和“买得日斯”（经文
学堂），从而把读书与现代文化科学
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乌孜别克
人在塔城盖起的清真寺有“赛义德
卡玛里”清真寺（修建于 1910 年）、

“欧依巴扎尔”清真寺（修建于 1915
年）、“克孜勒”清真寺（修建于 1910
年）。当年在每一座清真寺的旁边
都建起了拥有 8 个班级的经文学
堂。后来因学生增多，经文学堂里
坐不下，名叫“夏吾东哈热”的人曾
把自己的院子腾给了学生。

乌孜别克人创办学校具有较长
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伊宁市
的“乌孜别克纳姆纳学校”，奇台
县的“花园教育学校”（乌孜别克
语作“古丽鲜玛力甫”，又名“科
学”） 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学
校。20 世纪初，乌孜别克人在奇
台县创办了“花园教育学校”，开
设有语文、地理、历史等课程，除
用乌孜别克语授课外，还讲授汉
语，为少数民族接受新思想、新文
化，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
交往作出了贡献。

1937年，在72位乌孜别克人的
共同捐助和齐心努力下，建立了第
一座乌孜别克学校“那姆娜”。虽然
学校的名字为乌孜别克学校，但实
际上成了各民族儿女团结友爱、共
同接受教育的一所知识的宫殿。校
内开设有十几个班，每年都有 300
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不仅有
乌孜别克族的孩子们，还有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回族等各
民族的子女。学校里除了讲授自然
科学外还有音乐课、体育课、手工
课、图画课、书法课等。学校制定了
师生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实行了
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奖励优秀学生的
制度。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乌孜别克学校都为社会输送了大量
有文化、有才干的青年。

乌孜别克族在发展教育、传播
文化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图书的作
用。侨居的乌孜别克族商人从中亚
带来图书、杂志在新疆出售。随
后，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人陆续在喀
什、伊宁、塔城等地开办了图书
馆。如塔城的乌孜别克族人米尔·
玉素甫开办的“米尔·玉素甫阅览
室”，藏书达几千册，收集了当时
新疆出版的各种读物以及中亚细
亚、喀山、列宁格勒等地的图书、
报刊。在伊宁则有乌孜别克族人办
的“伊犁伊斯兰阅览室”，藏书十
分丰富。这些阅览室为传播文化知
识、增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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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素有经商传统
的乌孜别克族，大多加入了商会或
商务集团，开展市场调研，有计划
地组织货源，通过政府协助开展跨
国贸易交流。国家推行的全方位开
发和沿边开放战略、兰新铁路复线
正式运营、新疆现代交通和通讯网
络初步形成，都为乌孜别克族经商
者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现代化手
段，加强了他们与各地的横向联
系，使乌孜别克族成为了我国同中
亚诸国之间进行贸易和交流的重要
桥梁。

久负盛名的乌孜别克族传统小
手工艺和制品也重新焕发了生机。
乌孜别克族青年积极学习外族生产

技艺，改进生产工艺，严格加工程
序，把分散的个体劳作转化为有分
工、有协作的集团生产，积极宣传，
大力拓宽市场销路。

崇尚文化、虚心好学的乌孜别
克族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无论
科技、文化和教育都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今天，乌孜别克族的知识分
子在文化、教育、卫生、商业等战线
上大显身手，有许多人成为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及文艺团体的骨干力
量。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陆培
法、阿尔达克采访整理，部分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
数民族》卷。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乌孜别克族

乌孜别克族的名称，最早来源于
14世纪时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四大
汗国之一的金帐（钦察）汗国的乌孜别
克汗，在元史上称为“月即别”、“月祖
伯”等。乌孜别克汗信奉伊斯兰教，在
汗国内推行崇信伊斯兰教的政策，受
到教众拥戴，国势一度强盛，声名大
振，由此被称为“乌孜别克汗国”，居民
被称为“乌孜别克汗人”。15世纪时，
金帐汗国瓦解。部分居民迁到楚河流
域，留在这一地区的各种来源不同的
牧民被泛称为乌孜别克人，组成了乌
孜别克联盟。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
部分乌孜别克游牧部落南下，进入了
中亚农耕区，占领了布哈拉、撒马尔
罕、希瓦、乌尔根奇和塔什干等城市，
和当地操突厥语、从事农业的居民相
互融合。但是，乌孜别克部落联盟中
的许多部落仍保留了原有的地域名
称。因此，历史上，我国对中亚乌孜
别克人的称呼也大都冠以地名，如撒
马尔罕人、浩罕人、布哈拉人、安集
延人等，都是明、清两代对中亚各地
乌孜别克人的称呼，其中以安集延人
之名使用最为广泛。

乌孜别克族的先民很早就从中亚
迁入我国新疆。中亚河中地区与我国

新疆毗邻，两地地理环境相似，由于
经济生活的需要，两地居民有经常性
的交往活动。乌孜别克古代长诗《亚
迪卡尔》，详尽地叙述了约在14、15世
纪钦察克普恰克乌孜别克人有组织地
迁居新疆的艰辛过程。元代，金帐汗
国的乌孜别克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
经新疆到我国内地经商。从 16 世纪
至17世纪，乌孜别克人商队以新疆叶
尔羌为中转地，经营丝绸、茶叶、瓷器、
皮张、大黄和各种土特产。有的还途
经阿克苏、吐鲁番至肃州 （今甘肃酒
泉），将货物转销内地。自此，来自
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开始居留于新疆一
些城市，而且人数逐年增多。

18 世纪 50 年代，清政府平定了
准噶尔贵族集团的叛乱，与浩罕建立
了外交关系。此后，除喀什噶尔、叶
尔羌、阿克苏之外，南疆其他城市甚
至在北疆也都有了定居的乌孜别克
人。在历史上，乌孜别克族的商业活
动对促进我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经济
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之后的
不同时期，直到 20 世纪初，仍不断
有安集延人迁入并定居新疆，这些人
中除商人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和
知识分子。

乌孜别克族是新疆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
为10569人 （2010年），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许
多县、市，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少数在农村。主
要分布在伊犁、喀什、乌鲁木齐、塔城等地。城市人
口主要分布在南疆莎车县与北疆的伊宁市。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乌孜别
克民族乡。

乌孜别克语与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等语言同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乌孜别克人很早
就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49年以后，
语言文字的使用逐渐发生变化，南疆的乌孜别克人与
维吾尔族杂居，基本使用维吾尔语，而生活在牧区的
乌孜别克人，因长期与哈萨克族杂居，基本使用哈萨
克语。

乌孜别克族的服装以男女都戴
各式各样的小帽为特点。现代乌孜
别克族男子一般都穿带有花纹的长
衫“托尼”，无纽扣，右衽斜领

（右衽有的带有花边），长及膝盖。
腰间束以各种绸缎、花布及棉料绣
织而成的三角形绣花腰带。青年人
的腰带色彩艳丽，老年人的较为淡
雅。托尼多选质地较厚的绸料——
伯克赛木绸或金丝绒，也有用毛料
做的。女子穿手工做的高筒绣花皮
靴，称为“艾特克”。妇女的连衣
裙称“魁纳克”，宽大多褶，不束
腰带，也有穿各式各种短装的，颜
色十分艳丽。妇女不论老幼，都留
有发辫，爱戴耳环、耳坠、戒指、
手镯、项链、发卡等装饰物品。男
子喜欢腰际携挂工艺精美的小刀。

乌孜别克族人遵从伊斯兰教在
饮食方面的禁忌，吃羊、牛、马肉
及其乳制品。馕是乌孜别克族的主
食，用面粉略加盐水稍稍发酵后烤
制而成。或在面内加入牛奶、清
油、羊油或酥油，称作油馕。还有
用羊肉丁、孜然粉、胡椒粉、洋葱
末等佐料拌馅烤制的肉馕。乌孜别
克族的许多食物可用手抓食。现代
乌孜别克族人吃饭大都改用筷子和
勺子，但有些妇女和孩子，尤其在
牧区，仍以手抓食。抓饭是乌孜别
克族用来招待宾客的风味食品之
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日子，
都必备抓饭待客。抓饭用大米、新
鲜羊肉、清油、胡萝卜、洋葱做
成。或用葡萄干、杏干等干果来
做，俗称甜抓饭或素抓饭，营养极
为丰富。

乌孜别克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婚
姻，姑表、姨表和堂兄妹之间可以
通婚，也允许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外

族人通婚。新疆的乌孜别克族由于
人口较少，又长期与其他民族混
居，所以大多与其他民族通婚，如
记者在塔城走访的一户乌孜别克族
家庭中，就有5个不同民族的家族
成员。

乌孜别克族人注重父慈母爱，
子女孝顺。乌孜别克族十分讲究礼
节、注重礼貌。人们之间，相助为
乐，舍施为荣，友善为快。年长者
被称为“阿喀”（哥哥）、“阿恰”

（姐姐），年轻者被称为“吾康”
（弟弟）、“森额尔”（妹妹）。这些
称呼充满着浓烈的人情味。平常人
们见面，都要热情问候。按传统习
惯，男子见面时，把右手放在左边
胸前，点头鞠躬，并致问候；平辈

女子相见时，双手抚胸鞠躬问候，
有时还拥抱。长辈一般吻幼者脸颊
并互致问候。现在握手礼已经越来
越流行，有的场合两种礼节并行。

乌孜别克族人尊重老人，崇尚
学识，老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社会
地位。众人相聚时，要让老人先说
话，出门时要让老人先走；骑马
时，如果两人共乘一骑，一般都请
长者骑在前面，晚辈坐在后面；吃
饭时，老人坐在上座，小孩坐在下
席；晚辈不在长辈面前饮酒吸烟；
路上相遇，年少者为年长者让路。
有学识的人被认为聪明、灵异，同
样受到尊敬。乌孜别克族人热情好
客，尤其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更是热
情款待。

乌孜别克族是新疆能歌善舞的
民族之一。

乌孜别克族的民间音乐曲调婉
转悠扬，一般速度比较急促，演出
的形式主要是独唱，有的歌手自奏
自唱，表达情感十分自如。民歌歌
词内容极其广泛，具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

乌孜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
大都为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主要
有“咖尔乃”“唢呐”“都塔尔”“斜
格乃”“纳嘎啦”“塔尔”等弹拨乐
器以及手鼓、撒帕依等打击乐器。

乌孜别克族的舞蹈以优美、轻
快、多变著称，快速旋转时双臂动
作均在腰部以上，舞姿舒展、爽
朗，以单人独舞的形式较多，其中

传统的手鼓舞具有十分别致的风
格，引人入胜。

乌孜别克族具有悠久的书面文
学传统，保存了大量乌孜别克文字
的文学作品，流传较多的是叙事长
诗、寓言、谚语、格言、传说、故
事、民歌等。

《阿勒帕米什》是流传广、影响
大、有口皆碑的英雄史诗。《坟墓中
出生的孩子》 是一首广大乌孜别克
族人喜闻乐见的叙事长诗。《母驼和
羔羊》《猴子和木匠》《乌龟和蝎
子》 是乌孜别克族最为著名的寓言
诗。这些诗都善用比喻，引用谚语
明辨是非，在轻松愉快中阐明哲理。

作家文学的产生，把乌孜别克
文学乃至整个中亚文学推向了新高

峰，对形成和巩固乌孜别克文学语
言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乌孜别
克族文学中蜚声文坛的诗人和文学
家有福尔开提、纳苏茹拉·卡热、许
库尔·牙里坤、比拉里·艾孜则、萨
帕洪·扑拉提等。

泰来提·纳斯尔是新中国成立后
成长起来的乌孜别克族诗人。1959
年，年轻的泰来提·纳斯尔随新疆军
区歌舞团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
活动。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在京各文
艺团体招待会上，他把乌孜别克人
民由衷的感激之情写成诗篇现场朗
诵，得到周总理的亲切鼓励。这件
事激励着他在漫漫文学创作之路上
走下去。

迄今为止他出版有 《战士之
歌》《莱莉花》等诗集和小说集《岁
月》，创作有电视连续剧《放牛娃的
书》 等。其诗作 《军队的女儿》 荣
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作
品还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种文
学奖项。泰来提·纳斯尔又是一位歌
词作家和作曲家，由他填词并谱曲
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 《望着
她》《花期》《红苹果》《欢唱》 等，
音乐的旋律甚至飘出了国界，在中
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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