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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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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tlana R imsky2Korsakoff Dyer著,马  强译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这是作者上世纪 80年代撰写的有关中亚东干人的田野民族志,可以说是英文作品中研究

东干人的先行之作, 内容涉及东干人的分布、来源、农庄、语言、饮食、服饰、婚姻及家庭、民居、宗教、个性

和民族主义等。通过对上述内容的铺陈, 反思东干人的未来。文中提出的东干人的历史记忆、民族认

同、族群关系、语言和宗教等问题, 经过近三十年的变迁, 似乎有了新的答案, 可以进行历时性的比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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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东干人是一支一个世纪前迁移到俄罗斯,现今生活在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这些华人穆斯林原籍主要在中国

的甘肃和陕西省, 有些来自新疆。一般来说, 他们因西北地区回民起义而背井离乡。 1864) 1881年间, 他们因两次

运动移居俄罗斯。第一次运动导致其最终从 18世纪乾隆皇帝时期安置了的伊犁河谷迁移。本次运动有两大浪

潮: 一是 1867年爆发了东干人和维吾尔人农民之间的冲突; 二是 1881年俄罗斯向中国归还了伊犁河谷部分土地。

第二次运动是支持喀什自治的人们于 1877年的败逃。

东干人目前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1970年人数约为 39 000人。苏联新的

统计数据显示,仅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就从 1959年的 10 000人上升到 1970年的 17 000人,到 1979年达到 22 000

人。本文试图揭示他们在很多方面呈现给人们的非常有趣但仍未全面涉猎的主题。学术界已有很多以俄文和东

干文撰写的作品, 但鲜有关于其当前生活、文化、语言和文学的英文作品。

我研究东干人始于 1961年, 当时我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撰写硕士学位论文, 内容有关东干人的语言。那

时, 我主要在保罗# 赛路斯神父 ( Fa ther Pau l Serruys)、桥本万太郎和 Pent Nurm ekund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非常有

限的有关东干人的资料。1977年, 我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苏联社科院东方研究所之间三个月的交换访学,我

对东干人的兴趣被重新点燃。非常幸运的是,我不仅在伏龙芝和阿拉木图科学院与东干学者一起工作,而且访问

了五个东干集体农庄。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学者,我拥有了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珍贵机遇,收集有关其文化、宗教

态度、来源及历史背景的第一手资料, 录制其谈话和歌曲。我的所见所闻已经在我最近出版的专著中作了详细的

记录, 本文仅对东干人的现状简要描述º。

今日东干人

苏联的东干人主要分为两大群体:甘肃东干人和陕西东干人, 各自持有方言 (尽管很相似 )。甘肃方言是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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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的正式语言, 东干学校、电台和报纸都以此为标准。人们认为陕西方言过于保守。两个群体有不同的婚俗

和葬俗, 谈话风格和表达也不尽相同。甘肃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 而陕西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

坦。大多数东干人都会说三种语言:除讲东干语和俄语外, 根据其居住地域的不同,还讲哈萨克语或吉尔吉斯语。

生活在农庄中的妇女和老人例外,他们只讲东干话, 而且据说不能阅读。但我发现东干人能很自然地从一种语言

转向另一种语言, 并且在东干语中借用俄语的表达, 尤其是名词。

农庄

多数东干人都生活在农庄里,也就是 /东干人的农庄0了, 因为农庄中 75% ) 90%都是东干人 ,其他是俄罗斯

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白俄罗斯族、德国人、中国人、卡拉奇人、朝鲜人和乌

克兰人。但需要强调的是, 农庄虽然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方, 但被看做是 /东干人0农庄。原因首先是东干人在

农庄中占多数。其次, 东干人无论在族际婚或日常的接触中, 都能够 /东干化0其他民族,让其他的民族接受东干人

的食物、习俗和语言。我访问过的东干农庄人口在 6 000) 11 000人, 750) 1 300户。每个农庄都有电力、引入接

近住宅地或道路上的自来水管、液化气罐、负责管理农庄的村委会 ( sov ie t)、邮局、学校、门诊部和独立的妇产诊所,

拥有大礼堂、小图书馆的文化站, 百货商店出售衣服、布料和针织用品、手表、自行车、炊具、玻璃器皿、餐具、简单家

具、五金和书籍,还有淋浴室。淋浴室是必需的,因为东干人的家中没有淋浴设备。一些农庄还有其他设施, 如机

械修理铺、发动机站、加油站、林业部门、温棚、烟草厂、兽医站、记录处、奶油厂、牛圈、水塔、理发店、餐厅和夜校。

东干人的饮食

东干人仍用筷子 ,菜肴、调味品和烹饪术语都是中式的。虽然与中国西北饮食相似,但东干人的烹饪还是经历

了巨大的变化, 主要受到了俄罗斯、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族的影响。传统民族菜肴、特殊的风俗、奢华的宴会和名称

纷繁的菜谱, 使东干人的食物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遗憾的是,我简短的描述不足以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东干人的膳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便餐。在农庄中用来待客的饮食和城市居民的午餐,通常包括 besh ba r2

m ak¹、肉饭、羊肉蒸饺或汤面。 2. 客饭。节日和传统的菜叫做 /四碟子 0, 两碟蔬菜和两碟肉菜。用 /四碟子0待客

时会准备蒸饺、蒸米饭和手工切面或拉面。东干人喜欢蒸饺和面条甚于米饭, 有人告诉我他们从来不用米饭待客,

我在逗留期间也没有吃过米饭,但苏三洛曾记载在 /四碟子0的待客中通常提供蒸饺和米饭, 并且水饺应该在米饭

前上。他还提到这种膳食一般安排在下午客人离开的时候, 在太阳落山前结束。 3. 宴席。这是最精细的膳食,传

统民族节日才有, 包括九碟、十八碟、二十四碟、三十六碟或四十八碟。我通常享用的都是十八碟, 包括肉丸子、肥

羊尾、肉蛋饼、炒鸡块或炒羊肉、糯米与糖或粽叶包肉的三角饺子、蒸肉饺、羊尾蒸饺。饭前饭后一般会提供茶

点 ) ) ) 一种特别让人喜欢的东干饮食。茶盛在宽边碗中, 不加牛奶和糖。东干人认为每次少倒点茶, 间歇性地补

充是待客的礼节。

东干人的民居

如果说东干人的膳食保留了其民族突出而细微的特征, 那么民居和服饰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

化。 1.正门。为木质双扇大门, 多油漆成蓝色,伴以美观大方、错综复杂的修饰和雕刻。有些门安置特殊图案的木

板, 木板上雕刻方格或花卉,油漆成不同的颜色。东干人过去像中国人一样,窗户不朝向大路,只有墙体和大门,大

门直通院子, 但近来东干人在靠外的院墙上留窗户。 2. 夏日厨房。座落在院墙的一边, 依赖院墙和两根柱子建成,

三面敞开。每道做好的菜肴由女主人或女帮厨穿过院子送入房间,进房前照例会脱鞋。3. 房屋。有木台阶通向玻

璃包围的阳台, 鞋子脱在院子木台阶旁或阳台里面。有些阳台设有高于地面的木台,铺着薄垫或席子和矮桌。大

多数东干人的房间都有漂亮的地毯或挂毯。4.院中的木台。通常搭建在院子中央方格形的葡萄架下面, 东干人在

这里聊天、喝茶、用餐。 5.菜园。东干人代代都是农民, 精于种菜。每户都有大约 0. 25公顷的私地,东干人用来种

菜以供自己食用或拿到市场销售 (比如蒜和烟叶 )。农庄过去通常种米,但现在的主要农产品是甜菜。

东干人的服饰

目前, 东干人的服饰受到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和俄罗斯人的影响。东干男子一般穿西服,妇女

较为传统, 她们似乎更加青睐乌兹别克人的宽松装。甘肃和陕西籍的老人, 以及各种年龄段的陕西妇女在接受新

的服装流行款式方面都较为保守。但苏三洛认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地区的东干男人和女人在十月革命前

就已经不再穿传统的满式服装,即便是那里的东干老人现在也不能描述过去东干人鞋子的样式。根据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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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费尔干纳和奥什的东干人少而且散居,因此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但东干新娘仍穿民族服装, 与百年前中国

的新娘服装一样。新娘不遮脸部,不包头发, 手中持一块红色方巾。苏三洛记述,东干妇女允许在公共场合不包

头, 他认为原因是精美的头饰。他还提及, 虽然东干妇女可以在公众场合不用包头, 但在家中却禁止在外来男子面

前露出头发。目前, 城市中的东干妇女已不包头, 但在农庄中已婚妇女戴方头巾。

东干人的来源

/东干0一词实际上只有俄罗斯和东干学者在用俄语写作的时候才会使用。过去东干人自称为 t, uG2ianziG,中

文为中原人 ( chung2yuan jen)。目前在东干学者中也有一种倾向自称为 xu�idzu, 中文即回族 ( hui2tsu), 表示所有中

国的穆斯林。苏联东干人的祖先就是生活在中国的穆斯林。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起源问题历来没有满意的答案,很

多相关研究都结论不一。我在研究有关东干民族主义的时候曾经写道: /根据西方、中国、东干和苏联学者的研究,

中国北方穆斯林的祖先有可能来自下述一个或多个群体: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满族、突厥人、唐古特人、契丹

人、维吾尔人和藏族。0而且,更容易让人混淆的是, 如回回 ( H ui2hu i)、回族 ( H u i2tsu)、回民 (H u i2m in)或中国穆斯林

( ChineseMohammedans)都有歧义,因为这些词汇通常都有可能包含汉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

人。此外, 必须考虑到汉化的穆斯林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人之间存在大量的族际通婚。

东干人的宗教

我对伊斯兰教了解甚少,此处我只是重复我的专论中所写的内容。 1. 阿訇仍给新生儿起名, 但大多数年轻父

母不请阿訇 ,而是让自己的母亲或祖母起名。2. 东干人属于逊尼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他们自认为比柯尔克孜族

和哈萨克族虔诚和严谨并引以为豪,原因是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是游牧民族, 而东干人是定居农民。 3. 年长的东干

人仍封 30天斋,在斋月中日出和日落前禁止一切饮食。这对年轻人来说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整日在田地中劳作,

需要适当的营养来补充体力。4. 年轻的东干人通常对伊斯兰要么反对,要么冷漠, 但据说他们上了 40岁就会转向

宗教。就我所知, 这种变化与穷富或无知无关。我发现大多数东干人不喝酒或少量喝酒, 但城市中喝酒的东干人

较多。 5. 东干人禁食猪肉, 也不吃食肉动物如鲨鱼、乌鸦和老鹰。 6. 我发现无论是集体农庄中的年轻农民还是城

市中的老人, 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所有的人都尊重农庄中的老人和宗教人士。例如,当一个多年的党员、城市东干

人访问农庄时, 会买一顶便帽戴上以示对农庄老人的尊重。7. 我与 Oktiabr的农庄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区

用午饭时, 偶遇一位东干阿訇前来拜访, 他告诉我们他在访问附近的家庭。给我的映象这种访问是一种惯例。他

清瘦而聪慧, 谈吐风趣。由于我们相处融洽, 于是我询问能否拜访他所在的江布尔清真寺, 我的向导颇为惊讶,告

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妇女是不被允许进入哪怕靠近清真寺的。但令他们惊讶的是,阿訇对我的请求很高兴, 邀请我

第二天访问清真寺, 还补充说我远道而来特别是来研究东干人实属不易。

江布尔清真寺是一座美丽的建筑,大殿位于院子后面。院子宽阔, 保护妥善, 花架上鲜花盛开。清真寺内部宽

敞明亮, 木料被漆成蓝色或绿色。四位阿訇在门口迎接我 ) ) ) 东干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乌兹别克人各一

位。在清真寺游览了一遍之后, 我被邀请到阿訇的住宿区用点心。大殿后面有一处小院就是阿訇生活的地方。所

有的人坐在长条形的满是西瓜、蜜瓜、饼干和糖果的桌子前用大碗喝马奶。

我的总体感觉是东干人比我想象的要虔守教门,在我看来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以轻松的方式很好地予以

了结合。必须提及的是, 或许我的这种感觉是肤浅的, 甚至是错误的。我的一位向导伊利亚斯# 优素福在他的5马

三青乡6 ( seloM asanch in)一书中就此话题曾引述到: /迄今为止, 一些东干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宗教思想和封建残

余, 不断地被阿訇激发,他们经常试图强迫东干人不要让孩子,尤其是女孩上学、受高等教育、看电影或歌舞。基于

此, 东干女孩子有时候会辍学。0他还引述: /过去伊斯兰不允许东干人唱歌跳舞,但东干人避开禁令,通常在家中唱

歌, 宗教人士基于现实,不可能过于较真。而且, 有些穆斯林宗教人士自己表演历史和古老的史诗传奇和歌曲,这

一现象反映了受欢迎的习俗的力量。0¹

东干人不主张异族通婚, 东干人愿意其女儿嫁给东干男子。甘肃东干人不介意将女儿嫁给陕西男子, 但陕西

东干人更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陕西男子。根据原则,东干妇女可以跟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结婚, 因为这些民族

也是穆斯林, 但她们不跟俄罗斯人结婚。这一不成文律例也适应于东干男子, 但要求不严, 不可避免的是, 在城市

中无论男女都不能严格恪守这一律例。我在农庄中碰到过几位与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妇女结了婚的东干人, 在城市

里遇到过几位与俄罗斯妇女结了婚的东干族学者,所有这些已婚的非东干人妻子都已经 /东干化0了, 讲流利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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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语, 做东干食物。

东干人的守旧

如我前文所述, 陕西东干人被认为是陕甘两大群体中更保守的群体。例如直到 1948年前妇女还裹脚, 并且他

们不愿自己的女儿嫁给哪怕是住得很近的甘肃东干人,更别说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人了。两大群体的保守使他们保

留了很多歌曲、谜语、传说、故事,以及百多年前中国的礼俗。尽管很多生活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被遗忘, 但他们

保留的东西对一个兴趣在于 1世纪前中国西北穆斯林和中国文化的学者而言简直就是金矿。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

想研究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婚俗 ,我可以通过参加东干人的婚礼而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在中国, 婚礼在上个世纪末

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 ) ) 从传统非常复杂、充满象征意义和习俗严谨的婚礼 ,转变为西方式的婚礼 (包括婚礼游行和

蛋糕 ) ,到今天转变为共产主义形式的、简单的婚礼仪式。至于新娘的服装也发生了变化, 从红色绣花的礼服变成

白色的婚纱和面纱, 现在又变成共产主义特色的制服。但东干新娘仍穿红色满式旗袍和长到脚踝的黑色长裤,佩

戴手工饰品, 头饰绸子或天鹅绒做的花, 穿绣花绸袜和鞋。至于婚俗则比较复杂, 充满象征和严格的、按部就班履

行的程序。整个婚礼, 包括交换礼物和宴会, 可以持续长达十天,当然就会展示出大量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材料。

东干语

东干人有保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他们是所有讲汉语的人中最进步的群体。过去中国人多次试图

放弃字符引入字母, 但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汉字不适合用字母来拼写有很多原因。实际上中国有多种方言, 有些

发音区别很大。另外汉语有音调, 即便是正确的发音, 每种声音都具有多种意思, 这是两大主因。东干人是唯一讲

中国甘肃和陕西方言而用字母书写的人群。中国人依赖于文字, 而东干人除了阿訇外, 百年前抵达俄国境内的都

是没有文化的农民, 因此对他们而言,转变书写方式, 放弃汉字不会有感情上的伤害。东干人抵达俄境之初, 他们

熟悉与5古兰经6为同一文字的阿拉伯语文本, 曾经短期使用 (拼写汉语 )。 1928~ 1929年间, 哈萨克族和其他讲突

厥语的民族采用了拉丁字母创造了新突厥字母或新字母, 东干人也采用了这一字母, 但很快发现这种字母不太适

合东干语言。现在的东干语字母是在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科学院的支持下, 于 1953~ 1955年间经过一系列

讨论而确定的。这种字母立足于斯拉夫字母,另外增加了五个字母。东干人没有文字而能保留语言, 原因在于他

们起初就不认识汉字。其次是他们只说两种相似的方言。再次他们生活在大家都熟悉斯拉夫字母的民族中。但

东干人有三个音调, 存在的问题是, 比如 ma这个单词有可能表达 /妈0、/麻0、/马0、/骂0四种不同的含义。

东干人被认为在语言上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淘汰了大多数量词 (只在某些方面例外 ),仅使用一种普通的

量词 /个0 ( k i)。例外的情况有如下几种。1. 东干老人和陕西东干人仍喜欢在名词前加特定的量词。 2.一些东西

如镰刀、铁铲、铁锹、手表、绳子、筷子等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仍采用不同的量词。 3. 农业

生产中仍使用量词, 比如,对 /树0可采用一般的量词 /个0, 但当东干人谈论果树的时候又会使用特殊的量词。 4.

与民间传说和谚语相关的文本中仍使用特殊的量词,这些民间传说和谚语由早期东干移民带入俄境。5. 药丸和度

量衡仍使用特殊量词。 6.年长的东干人在提及5古兰经6时仍使用与书籍有关的量词, 但也常常使用 /个0来代替。

7.在正式的文本中, 仍使用宽泛的不同的量词。似乎至少在东干人口语中经常使用一般的量词来代替特殊量词。

实际上, 所有说汉语的人在非正式谈话中都会无意识地频繁使用 /个0代替正式的量词。

东干民族主义

由于我的研究目标是收集东干人的资料,城市和农庄中的东干学者让我在逗留期间能够尽可能有所收获和感

兴趣, 赠与我书籍、旧照片和手工艺品; 我录制了他们的谈话和歌曲, 访问了他们的学校、医院和图书馆。我与善良

的主人之间唯一的不一致之处在于对东干语是不是汉语的认识上。我认为东干语是汉语, 但让人惊奇的是, 人们

告诉我东干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语音和语句都与汉语有很大区别, 并且告诉我有两种东干方言 ) ) ) 甘肃和陕西

方言, 与中国的甘肃和陕西方言也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东干食物也与中国人的食物不同, 但我认为很多菜肴与

我在中国经常享用过的有很多相似。我到达东干人住地不久就发现东干人将自己与中国区分开来。我对其排拒

中国的原因作过尝试性的解释。1.在苏联的长期居留已达百年; 2. 有关清政府压迫和屠杀穆斯林的背景; 3. 作为

城市居民和集体农户的东干人安居乐业,无需回首往事; 4. 作为中国外部的移民社区, 东干人与香港和海外如东南

亚生活的华人一样, 试图保持民族的认同, 非常守旧和持有民族主义; 5. 作为一个小的少数民族群体, 东干人需要

被看做是独立的社团 ,讲独立的语言。

东干人的未来

对于一个小的被不同文化包围的族群,对远离故土生活的人们而言, 未来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的观察, 东干人

目前生活幸福, 集体农户和城市居民在现有政权之下都生活兴旺。我对其生活方式感受良多, 总结原因如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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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东干人是集体农庄的农民 ,每人月收入大约为 150卢布。东干人是勤奋而成功的农民, 他们自耕地的菜园和

牲畜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蔬菜和肉食, 并通过在市场上销售获得额外收入。农场中的东干人不喝酒, 很少抽烟。

他们生活在舒适的住宅中, 拥有舒适安逸、绿树成荫的庭院。社区为他们提供了日常护理、学校、医院、商店和娱乐

设施。商店中储藏丰富、服务优良、不用等候 ) ) ) 这三大问题困扰着苏联的大多数商店。并且学校中有东干老师,

医院中有东干大夫, 农庄中有东干主席。我在东干农庄中生活期间没有遇到俄罗斯族, 有几个柯尔克孜族和哈萨

克族。他们的农庄运营良好, 四季繁荣。东干集体农户在很多方面都值得骄傲, 很大程度上或许归因于他们的辛

勤劳作。他们安居乐业, 亲密地生活在群体网络中, 拥有扩大家庭,分布在中亚的各个角落。整个这一地区的城市

和农庄中, 东干人都相互联系、相互帮扶。他们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很多节日习俗。他们依旧吟唱源自中国的

歌曲, 聆听故事和传奇。

我担心的是这些观察或许是走马观花,缺乏深度, 因为我只是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 只是看到了他们所展

示出来的一面, 听到了他们告诉了我的东西。东干人与其他人一样, 一定有挫折和艰辛。例如, 没有人告诉过我东

干人在信仰方面遭受了何种限制和妨碍。他们想让我相信, 他们与周围的人们关系融洽, 但族群间是否有紧张关

系? 我知道的是的确有些哈萨克人不愿将女儿嫁给东干人,有东干人告诉我, 因伊斯兰教的关系, 东干人自认为比

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高尚。东干人到底如何看待俄罗斯人? 东干语有很多出版物, 包括小说、诗歌、教材、字典

和报纸, 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很多农民并不阅读, 不听东干语的广播电台。大多数东干人既讲俄语也讲东干话。学

校中所有科目都用俄语教授, 每周只是教授两个小时的东干语, 他们是否认为这种情况理所应当? 由于他们生活

在苏联, 很多我提及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当然他们看起来生活如意, 但他们的未来如何? 整个世界都在日新月异,

瞬息万变, 这种变迁在一个相当大的、紧密的农业社区网络中不可避免地缓慢进行着。迄今为止, 东干人保持了其

语言文学、食物和诸多文化特征,但其民居和服饰已经不同往昔。如何能够钟爱地予以坚守? 最终哪些东西将会

消失? 将会引入哪些风俗和观念? 保持其认同和独特的文化还需要什么? 另一个百年之后的东干人将会是何种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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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 ife ofM uslims in Form er SovietUnion: A Case Study of Donggan People

W ritten by Svetlana R im sky2Korsakoff Dyer, T ranslated byMA Q iang

(N orthw est E thn ic S tud ies C enter, ShaanxiNorm alUn iversity, X ia'n 710062, Ch ina)

Abstrac t: It is a precursory field ethnography w r itten in Eng lish in the 1980s wh ich concerns about Donggan people

liv ing in Central A sia. It m ainly focused on the ir distr ibution, o rig ins, co llective farm s, language, food, clothes, m arriag e

and fam ily, house, relig ion, ethn ica l characters and nationalism, etc. Based on the desc riptions re la ted to the them es a2

bove, the w riter attem pted to reflec t on Donggan people. s future. A s regards to the questions prov ided such as h istor ica l

m em ory, e thnic identity, ethn ic re la tionsh ip, language and relig ion, etc. , w hich seem ed to have new answ ers a fter 30

years transform ation o f Donggan society, and deserved to be stud ied d iachron ica lly.

K ey words: Donggan; E thnog raphy; M 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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