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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亚地区疆域的界定的看法并不一致，大体上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界定。
狭义中亚是指以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主要为现代的中亚四个半共和国，或泛称中
亚五国；广义中亚是指南起昆仑山脉，西到帕米、天山山脉和准噶尔山西支，北达阿尔泰山、唐努乌
拉尔山和贝加尔山，东至大兴安岭，甚至有些人主张包括西藏。
①本书论述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是指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独立国家。
不过，我们在论述中亚五国主体民族形成、古代中亚的宗教和伊斯兰教传人中亚问题时，涉及地域范
围要比现在中亚五国广一些。
  中亚五国与中国为近邻，其中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以及当地主要少数民
族维吾尔人、东干人、鞑坦人在中国新疆等地区均有跨境民族．而且他们又同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
教，从古到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j源起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民族主义运动，波及中东、
北非、西亚和南亚等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亚五国冲击很大。
因此，系统研究中亚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中国妥善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西北地区改革开放以及国家
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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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尔吉斯斯坦为我国西邻，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山区，河流、湖泊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水电是重要的出口资源。
吉尔吉斯斯坦同我国有11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早在2000多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最近十多年来，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诸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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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目录】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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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构成与宗教信仰四重要节日第二章简史第一节远古时期第二节中世纪时期第三节16～18世纪时
期一天山吉尔吉斯人归属蒙兀儿斯坦二天山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结盟三叶尼塞河流域吉尔吉斯人大
批西迁中亚四浩罕与吉尔吉斯人结盟五蒙古准噶尔部控制中亚吉尔吉斯人六中亚吉尔吉斯人归属中国
清朝管辖第四节浩罕统治时期第五节沙俄统治时期一沙俄征服吉尔吉斯斯坦二沙俄的殖民统治三吉尔
吉斯人民的抗俄斗争第六节苏联时期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二大清洗年代三卫国战争年代四战后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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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莫尔多四托克托古尔·萨特尔干诺夫五莫尔多·克雷奇·沙梅尔卡诺夫六奥斯摩尼胡力·博列
巴拉耶夫七阿勒·托霍姆巴耶夫八阿勒胡力·奥斯摩诺夫九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第三
章政治第一节政治制度概述一独立前的政治体制二政治体制的演变第二节国旗、国徽和国歌一国旗二
国徽三国歌第三节宪法一制宪过程二现行宪法的立宪原则与基本内容第四节总统一总统职务的设立与
历次总统选举二总统的任职资格与任职期限三总统的选举程序四总统的地位与职权五总统的解职或罢
免六总统的办公机构七总统的安全和生活保障八前总统的待遇和保障九现任总统简历第五节议会一议
会的演变二议会的地位与构成三议会代表四议会活动五议会职能六现任议长简历第六节政府一政府的
地位与组成二政府的组建程序与机构设置三政府及总理的职能四政府的更迭与解散五现任政府总理简
历第七节司法机关一法院二检察院第八节国家的地方管理与地方自治一地方行政机关二地方自治三地
方自治机关四地方会议的职能五地方会议代表第九节政党与社会团体一政党制度的演变二对政党和社
会团体的法律规定三主要政党四主要社会团体第四章经济第一节概述一经济发展历程二经济体制改革
三经济发展战略第二节农业一概况二种植业三畜牧业四林业第三节工业一概况二燃料动力工业三有色
冶金工业四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五轻工业六食品工业七木材、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工业八建材工业
第四节建筑业第五节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一交通运输二邮电通信第六节商业第七节财政与金融一财政
二金融第八节对外经济关系一对外贸易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三自由经济区第九节旅游一旅游景观二旅
游业的现状三重要旅游城市四与中国相邻三州简况第五章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第一节居民生活一苏联
时期的居民生活二独立后的居民生活第二节社会保障一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二独立后的社会保障第六
章民族与宗教第一节民族概况一民族构成二吉尔吉斯民族的形成三主要少数民族四跨界民族第二节民
族风俗习惯一与婚姻有关的风俗习惯二与分娩有关的风俗习惯三与丧葬有关的风俗习惯四与宗教信仰
有关的风俗习惯五与待客和馈赠有关的风俗习惯六与居住有关的风俗习惯七与服饰有关的风俗习惯八
与饮食有关的风俗习惯第三节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一民族关系二民族政策第四节宗教概况与宗教政策
一宗教概况二独立后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工作第七章军事第一节武装力量的组建过程与现状一组建
过程二构成与现状三军事指挥机构第二节军事思想一建军原则二军事学说第三节军费与兵役制度第四
节主要军事活动一痛击来犯之敌二参加军事演习三开始执行守边任务第八章教科文卫、体育、新闻第
一节教育一独立前教育简况二教育事业现状三主要高等学校第二节科学一科学事业发展简况二自然科
学三社会科学四技术科学第三节文学艺术与文化设施一文学二艺术三文化设施第四节医疗卫生第五节
体育第六节新闻出版一新闻媒体简况二新闻媒体的工作方针三出版、电视、广播和书刊简况第九章外
交第一节外交方针政策一国家独立后的外交概况二外交政策特点三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二节与俄罗
斯和独联体国家关系一同俄罗斯关系二同独联体其他国家关系第三节与欧洲国家关系一同德国关系二
同法国关系三同英国关系四同匈牙利关系五同捷克关系六同波兰关系七同斯洛伐克关系八同瑞士关系
九同欧盟关系第四节与美洲国家关系一同美国关系二同加拿大关系三同古巴关系第五节与亚洲国家关
系一同日本关系二同土耳其关系三同伊朗关系四同巴基斯坦关系五同印度关系六同韩国关系七同马来
西亚关系八同蒙古关系九同阿富汗关系第六节与中国关系一对华政策二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三同中国的
经济关系第七节与国际组织关系一同联合国关系二同独联体关系三同上海合作组织关系四同北约关系
五同欧安组织关系六同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关系七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八同世界贸易
组织关系九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附录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历任国家领导人一览表二中国与吉
尔吉斯斯坦领导人互访一览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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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在中国新疆、甘肃和青海等地也有一定数量
分布。
和其他多数民族一样，哈萨克民族的来源也是多元化的。
有不少曾经生活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的古代部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在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都
起过重要的作用。
1．匈奴人公元前3世纪初期，处于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开始强大起来，不断和周围国家进行战争，先后
征服过30余个国家。
公元前1世纪，由‘于和西汉进行战争，同时内部出现分裂以及遭遇自然灾害，匈奴随之衰落并逐步
向西迁移。
他们在现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居住了大约两个世纪之后，有一部分迁移到乌拉尔和顿河流域之间地区，
另一部分则在原地留了下来。
这些留下来的人后来逐渐融合到与哈萨克族源有密切关系的古代部落中。
2．阿兰人公元5世纪前后在西哈萨克斯坦广阔的原野上曾经居住过萨尔马特人。
而在此之前，在这里还曾经居住过阿兰人。
这些阿兰人居住在康勒的北边，过着游牧生活，风俗习惯等和康勒相似。
在中国史料中，“阿兰”也被称作阿兰聊、奄蔡、阿速等。
据研究，哈萨克小玉兹里的阿尔钦、艾力木乌勒、巴依乌勒等部落可能都是阿兰人的后代，这些部落
是组成哈萨克民族的主要部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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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全面论述了中亚地区从历史到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但侧重点仍放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后，甚至用
一定篇幅论述了“三股极端势力”和“9·ll”事件，反映出作者们厚今薄古的写作意图。
这使本书不仅具有学术性，更具有现实性。
专著论述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从民族宗教形势到民族宗教政策，从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到民族语言问
题。
这些都是国内关注的问题，也是作者们长期跟踪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看，对问题的论述比较全面，对有些问题的论述有一定的深度。
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多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单纯从民族学和宗教学看问题，这是作
者们的长处，也是本书的特点。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联民族、宗教问题和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对该方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
果比较熟悉，资料占有相当充分。
本书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不少新材料，包括一
些中亚国家出版和发表的外文资料，反映了该方面问题研究的高水平。
作者对民族学、民族语言学、伊斯兰教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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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论述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是指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独立国家。
    本书着重论述的是中亚五国走上独立之路、独立10年来的民族复兴和伊斯兰教复兴、民族矛盾和问
题、民族关系理论和政策、宗教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以及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书中对民族自决权和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国家体制、公民权与民族权的
关系、宗教是否为麻醉人们精神生活的鸦片或者是对净化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起积极作用等重要理论问
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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