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719282

10位ISBN编号：7509719283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李晓霞

页数：4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

前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亚欧大陆的腹地，全区面积160多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
／6；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有长达5’700千米的边界线。
新疆古代时属于泛称的西域，历史上，这里是欧亚人口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孔道。
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沉淀，使今天的新疆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步人近代，孤悬塞外的新疆饱受列强和境外侵略势力的宰割与欺凌，成为一部近代中国边患史的缩影
。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贫穷和战乱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中。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新疆已成为全国最有发展潜力的省区之一。
研究新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历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今天，有关新疆研究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
，十分丰富。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更多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学者们去探讨；已有的研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深
化和细化，有些需要做整体和系统的思考。
此外，相关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也不尽如人意。
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形势又迫切需要加强对其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
有鉴于此，2004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综合项目”（以
下简称“新疆项目”）立项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
项目为期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牵头管理，项目专家委员会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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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人口普查资料及婚姻登记、户口档案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民族混合家庭的实地调查，描述
新疆民族混合家庭及族际婚姻的状况，探讨混合家庭的建立、维系、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社会身份的
确立、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等问题。
本书提出的文化因素是影响、制约新疆族际通婚和混合家庭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民族的子女在民
族成分的选择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国家采取的把族际通婚作为个人婚姻权利看待的不干预立场有利
于社会稳定等创新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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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霞，汉族，新疆阿克苏市人。
现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长期从事新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涉及教育、文化、就业、家庭婚姻、民族关系等多个
领域。
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
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汉族居民”。
参与过10余部专著的编写，在自治区内外社科类杂志上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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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60年代以前，塔城市哈萨克族人口占有大多数，哈萨克族文化成为当地优势文化，哈萨
克语是当地主要的族际交流语言，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等都普遍使用哈萨克语，有的
甚至本族语言都很少使用，或只会简单的生活用语。
哈萨克族的文化及生活习俗被当地其他民族广泛接受。
受到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禁食猪肉的影响，多数非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如汉、达斡尔等民族也不吃或很
少吃猪肉。
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哈萨克族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塔城县少数民族人口的90％进入了苏联境内。
为了恢复边境地区的生产，保障边防安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无人地区组建劳武结合的边境农
场，汉族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大。
可以说，在塔城出生的50岁以上的人普遍通哈萨克语言，而中青年人则相对更熟悉汉语言文字。
总的来看，在塔城市，汉语与哈萨克语是各民族的通用语言。
当然，各民族对于语言的知晓也有不同：达斡尔族人普遍使用汉语，同时绝大部分达斡尔族人懂哈萨
克语，部分人还通晓哈萨克文；俄罗斯族在家大都使用俄语，与外交往基本使用汉语，不少人精通哈
萨克语，孩子多数上汉语授课学校；锡伯族人大都通晓汉、哈萨克语言文字；柯尔克孜族人大都通晓
哈萨克语言文字，少部分人通晓汉语；塔塔尔族人通常使用哈萨克、维吾尔和汉等族语言；蒙古族只
有年长者会讲卫拉特方言，使用托忒蒙古文，同时兼通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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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研究最终能够顺利完成，是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民政厅的支持和帮助。
民政厅周俊林副厅长、社会事务处的张来荣处长、副处级调研员叶奇（也是本课题组成员）积极协调
，为课题组到各县市调查、到自治区档案馆查寻资料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塔城市、伊宁市、阿克苏市、吐鲁番市、奇台县、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尼勒克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县（市）民政部门的领导以及婚姻登记工
作人员都给了我们积极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同时，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及天山区分局、塔城市公安局、伊宁市公安局、奇台县塔塔尔族乡派出所
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对塔城地区、塔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表示感谢；对奇台县塔塔尔族乡政府、木
垒哈萨克自治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政府、塔城市和平办事处的塔尔巴哈台社区和商业社区、塔城市
阿西尔达斡尔族乡政府，特别对塔塔尔族乡政府的波拉提、阿西尔达斡尔族乡文化站的甲孜、商业社
区的许爱萍和沙吾列、塔尔巴哈台社区的郭霞等表示感谢。
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与我们及读者分享的受访人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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