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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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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内容概要

《重返喀什噶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喀什噶尔和新疆，满怀思念之情，在雅林的笔下，半个
世纪仿佛只隔了一瞬间，喀什噶尔的色彩、喀什噶尔的气息、喀什噶尔的神秘诱人、喀什噶尔的古朴
质直⋯⋯就像抒情诗，就像民间歌谣，直接跨越了流失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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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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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从喀什噶尔开始(代序)杨镰——
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第一卷 重返喀什噶尔——对中亚的回忆与思考  追溯光阴  第一部 1978    
到北京的路    图书与少数民族    前往乌鲁木齐    对历史的一种新解释    乡村旅行    飞往喀什噶尔  第二
部 1929～1930    为什么选择喀什噶尔    骑马到喀什噶尔    中世纪风格的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的外国人    
书商肉孜·阿洪    去沙漠朝圣    伤寒病    再次朝圣  第三部 1978    回到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的官方接待   
喀什噶尔的教育    农业    工业    现代喀什噶尔的医疗保健    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    文化和文学    返回乌
鲁木齐    在海平面之下    当代的文物考古工作    归途第二卷 新疆的语言、历史与文化  喀什噶尔的印刷
品  瑞典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新疆的材料  《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  中亚地区的文化碰撞  
关于中亚维吾尔语地名的几个问题  新疆南部麻扎中的奥达姆王麻扎群  瑞典与中亚的关系及瑞典的中
亚研究  18世纪初叶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位瑞典女士附录 隆德大学图书馆雅林维吾尔文和其他东方手
稿文书收藏部及收藏品简介后记编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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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章节摘录

这位学院领导还告诉我，自从学院成立以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和支持该学院的工作，毛主席
曾14次亲自接见学院代表，周总理也曾亲自视察过民族学院。华国锋主席也对学院的各项活动非常关
心，在1977年6月，他接见了由2000名民族学院师生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北京的这所民族学院是中国不
同地区另外10个类似的民族学院的中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新疆，新疆占全国总面积的
六分之一，有12个少数民族。其次是西藏，虽然境内有5个少数民族，但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55个少
数民族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他们居住地区的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50％一60％。北京市的
少数民族人口有30万。据说，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两个民族把汉语作为他们的母语，他们是满族和
回族。我们参观了这个公园式的学院里的几座教学楼。许多学生正尽情地享受美丽的秋天的景色。我
们先参观了一间教室，学生们正在上维吾尔语语法课，得到允许，我问了教师和学生的情况，讲课的
老师是位汉族人，学生来自新疆各地，都是维吾尔族。这位教师显然精通维吾尔语，后来才知道她也
参加了《维汉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当然，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也相当好。接着我们又走进了另一幢楼
，一楼是少数民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少数民族的实物，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也有许多简
单明了的宣传材料。大部分是表现旧社会地主剥削压迫的图片，许多图片的确使人惨不忍睹，特别是
反映西藏情况的图片，更是如此。根据这些图片，西藏的“贵族”所使用的手段骇人听闻，那些被砍
掉双臂、双腿，削去鼻子的人们的图片，把这些“贵族”残害人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我们还参观
了学院的图书馆，我必须承认这个图书馆令我失望。因为图书馆里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都是译成维
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毛的著作，我没看到几本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其他书籍。没有人指责
“四人帮”与此有关。但我相信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书籍的稀缺与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少数民族置
于对立位置有关。我们到教师阅览室转了一圈。那里非常宽敞，光线充足，参考书很完备，一本未缩
略的《韦氏词典》摆放在一张单独的桌子上。参观结束后，我们一起座谈了这个学院的情况，也讨论
了有关民族教育的问题。他们请我提出批评建议。我说我不够提出批评的资格，但是我将很高兴谈点
个人的意见。比如说，我很想知道是否有一部新疆文献目录。日本已编辑出版了一本这样的文献目录
，但它过时了。文献目录对任何研究工作都是基础，必不可少，再没有什么比为全新疆丝绸之路研究
的所有出版物编一本完整的文献目录更为有用的了，这部目录涉及到所有的学科：历史、考古学、语
言、民族学和民俗学等等。讨论中，瑞典拉普兰人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很明显，我们瑞典的这个少
数民族使他们产生兴趣是为了进行比较。我告诉他们，在瑞典，对于拉普兰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是人文
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拉普兰学者已做了许多研究，对拉普兰语语言标音工作已获得详细的记录资料
，并对拉普兰人的地名、神话、传说、信仰等等，都已有详尽的资料汇编。我向他们提出了建议，说
在新疆，类似的资料同样丰富，有待于整理研究。过去对维吾尔语方言研究得不多，对方言语言记录
工作做得太少。新疆有极其丰富的民间传说、民俗文学、谜语、谚语、语言表达形式。所有这一切，
极有可能追溯到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时期。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让我提建议，那么我的建议是：抢
救那些能够抢救的一切新疆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建筑在口头传承的传统方法之上，而不是靠书本
和期刊而得到传承。找到那些年纪已50岁、60岁、70岁的老人们，他们可能还记着，并能讲那些民间
故事。但时不待人，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会很快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要使民族文化和文学存活
下去，就需要尽全力去工作。前往乌鲁木齐倾盆大雨可以使任何城市，甚至包括像巴黎这样的城市，
看上去毫无生气，一派惨状。北京也不例外。9月6日，当我们——两位姓王的中国人和我——清晨离
开北京饭店，驱车前往机场时，北京正下着瓢泼大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骑着自行车，披着灰
绿色的雨衣，或头上顶着形状各异的塑料单子。灰绿色遮盖住了他们穿的衣服，颜色显得很单调，偶
尔，一两件淡绿色或淡蓝色的雨衣打破了这种单调的色彩。公共车站上，人们撑着雨伞，冷丝丝地在
等车。市区中心的大街上车辆拥挤，但过了一会儿，交通拥挤状况就好多了。通往飞机场的路上，视
野开阔，长长的林阴大道的两旁种满了高大的树木和灌木丛，公园和田野不断地从我们面前闪现而过
。除开它的巨大面积和缺乏生气的一面，北京的绿化搞得相当不错。9点25分，到乌鲁木齐去的班机正
点起飞，非常准时。这是一架英国造的三叉戟客机，飞机座无虚席。除了一对阿富汗夫妇和我之外，
乘客中再没有外国人。我很少见到过这样的景象：乘客们把随身携带的物品装进形状各异的小包，许
多人的行李超重了，但乘务员却对这种行为视而不见。我们3个人被安排在机舱后部的座位上，我请
求调换一个靠近走道的座位，因为我的腿太长了。中国国内航线的飞机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座椅之间
的距离设计得很小。身材矮小的中国人很容易坐进座位。飞行途中，飞机上的服务极佳，空中小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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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英语与我交谈，不时地给乘客送来口香糖、蜜饯、中国香烟，还有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扇子。在飞往兰
州的两个半小时的航程中，飞机上的乘客互相传阅着用不同文字出版的一种期刊《中国建设》。兰州
是班机飞往乌鲁木齐航程中的唯一的一个中途起降点。P0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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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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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精彩短评

1、雅林的笔记集合，如果身在此地来看上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的喀什噶尔，对比其中的生活细节会有
意思
2、“我回首看一眼同机的乘客，因为想看看他们的反应，去发现他们都睡着了——对我们脚下的一
切奇迹都不敢兴趣。”这一句让我沉思了许久，许久。
3、相较书系的其他著作，略有沧海桑田之意，颇有歌功颂德之嫌。还是应该多讲当时首次探险的经
历和感受。
4、#PDF#
5、非常好的探险书籍。值得收藏慢慢看。
6、一位瑞典老人1978年故地重游后回忆起了1929年的喀什往事，充满着思念和温情，以及一丝丝失落
，算是人之常情吧。
7、很喜欢科考大系，可惜现在很难买全
8、个人的青春回忆录而已
9、一种震撼的感觉
10、还行吧，这个系列里面一般的一本
11、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能写出什么来？居然也算探险大系里的。
12、买完就降价了，和书店的折扣差不多，希望再低点折扣。很喜欢！
13、勉强给四星，中译本好烂！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基本上就是一部回忆录，而学术的部分被分编在了后面。
想看就去看瑞典文版本吧，不要看什么劳神子英译、中译了。
14、对上世纪30年代喀什的描写挺有意思的，许多古老的传统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15、建议到喀什前应该先看看这本书。去过之后再看，总留下遗憾——错过了很多很有故事的地方。
16、虽然部分内容侧重于学术，但是去南疆旅行如果带着这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我2012年去新疆的
时候已经有这本书了，不知道为什么没看也没带。莫非就是为了重返喀什噶尔？哈哈，很喜欢西方人
对待旅行、考察和学术的态度。
17、有一天我也会重返
18、好文献
19、作者第一次去是1929年9月14日，骑马从苏联境内进入，历时两周；四十九年后，第二次去是1978
年9月8日，乘飞机从北京去用了九个小时，就像从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第二次去距今也三十六年了，
如果现在再去，相信还有更多的变化。
20、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喀什风情
21、西部探险系列，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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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精彩书评

1、#读书十万卷#，在喀什读瑞典作家雅林写的《重返喀什噶尔》。雅林1929-1930为学习维吾尔语来
到喀什，1978年又重返喀什，书中他讲述了这些特殊的经历。雅林在书中也讲了瑞典人为什么对中亚
的人文地理有特别的兴趣。有一种传说，说瑞典人起源于喀什；另外，瑞典人和俄罗斯人战争失败后
，俄罗斯人把成千上万的瑞典人赶到了西伯利亚。在这些瑞典人中，有一批成为中亚历史的考察和挖
掘者。
2、我总觉得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二本了。多年前认真读过，但是没有留下太多印像。再次买来重读，
能迅速抓住书中至少对我有用的信息了。首先，最赞的还是翻译者，从文中可以看出，没有回避一些
所谓的敏感问题，民族问题，没有在翻译的时候缩水，或者“改正”。崔延虎教授的翻译我相信和他
自己一样，前辈的著作是带着尊敬的。当然，这里还应该提到主编杨镰先生，我虽然没有读过他的研
究著作，但是对于2010年出版的这批探险系列丛书的组稿还是可以看出付出了心血。其次，我认为这
是我读过的探险记里属于经典之作，是因为可读性很强，并且也可能因为当时雅琳先生年事已高，书
中包含了许多的人生哲理，语句非常美。完全不像普通意义上的探险记。所以，学任何专业的，或者
对喀什噶尔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一读。对于专门做地方史研究的人也是非常值得仔细认真读，里面描写
的1929年和1978年的喀什噶尔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并且里面也附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
不到一百年里的喀什噶尔人地方、民族面貌、服饰、精神上面的变化。最后，这还是研究瑞典传教团
在新疆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资料。瑞典传教团在19世纪初喀什噶尔的传教，以及当地的情况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历史。至今为止，新疆南疆到底还有没有少数民族基督徒，这些也许都是可以去弄明白的一些
问题。对于本书，想写的真多。我肯定还得读好多遍，就先写到这里，慢慢再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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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喀什噶尔》

章节试读

1、《重返喀什噶尔》的笔记-第21页

        第一部 1978

无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街道边上到处矗立着的巨大的毛泽东语录牌。只不过有一些是用
维吾尔拉丁文新文字书写的。有时，有些这样的语录牌上写着雷锋日记摘抄，这些雷锋日记旨在提高
人们的道德水平和激励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雷锋是一位军人典范，很年轻就死了。

第二部 1929-1930

有关喀什噶尔的情况，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焦虑不安，甚至恐惧，那就是环绕着这个城市的高高的城墙
。这里有城门，而且每天太阳一下山，这些城门便马上关闭了。这一点给了我一种被禁闭的感觉。实
际上那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修建那些那些城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仅是城市，而且在新疆农村
地区的许多村庄，也都用高墙围了起来。当时我确实搞不清楚，后来我才明白：修建这些墙的目的不
是为了封闭，而是为了保护墙内的居民。我对这种封闭做出了反应：由于我没有认识到保护的必要，
我不需要这种保护。

在1929年来到喀什噶尔，就如同从现代回到中世纪，就像回到为拍摄电影《一千零一夜》所设置的场
景中。这里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没有电灯照亮那些巴扎附近黑暗
、狭窄的通道。喀什噶尔没有报纸，更没有印刷书籍——文书抄写人双腿盘坐，用整洁的阿拉伯字母
抄写手稿。

⋯⋯狭窄的小巷了里到处都是不同民族的人流。有钱人和贵族们骑着气度不凡的马，马鞍子上蒙着绣
有精美图案的毯子，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梭而过。那些不太富裕的人骑在毛驴上，而穷人们——他
们是这座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则步行。

喀什噶尔老城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安集延区，是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城名命名的
。在那个时代，安集延是苏联向新疆出口物品的始发地。喀什城的安集延区没有巴扎，也设有带有天
棚的巷子。⋯⋯安集延区是喀什噶尔的现代部分，它指向近在门前的未来。但这个门却在毛泽东对中
国的变革之前关着。

瑞典传教会在1910年12月发表在一本关于在非洲、亚洲不同地区传教士工作情况的小册子中，提到了
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期坦是一个困难的地区。改信基督教的人很少，（传教团）最成功的活动是治
病。这类活动每年有增无减”。在喀什噶尔的传教活动在20年代和3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传教士们的
努力主要集中在了医疗保健和教育上，这并不是说改变当地人信仰的活动在重要性上就降至第二位，
但是在这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很难说是引人注目的。在伊斯兰都的追随者中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直
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在劝说人们改信基督教方面，效果很差，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劝人信仰伊
斯兰教的宗教。

第三部 1978

维吾尔人民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这一类文学经世代相传而保留下来，它们流传下来靠的是在老年人
和年轻人中间自发的记忆训练、反复传承而收集到一起的方式。这一类文学作品包括民间传说、民歌
、谚语、谜语和传载它们的词语。

谚语、格言表达了一种简朴、实用的民间哲学，如“如果你要买匹马，好好考虑一个月亮如果你要娶
个妻，好好考虑一年多”，或“把刀子插进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不觉得痛，才能把它扎进别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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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杀死人容易，救活人难”等等。

干燥的沙漠和新疆酷旱的气候极其完善地保存着地下未发现的文物，甚至比我们博物馆的现代保管员
还要保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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