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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词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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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81)

[摘　要 ] 本文列举了东干语中来自不同语言的借词词汇, 分析了这些借词在东干语中的语音变化

及使用情况, 并初步探讨了东干语借入外来词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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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最初听到东干语或看到用斯拉夫字母

书写的东干文时, 会有一种“眼前分明是外来客, 心

底恰似旧时友”的感觉, 这“旧时友”自不待说便是

那亲切的陕甘方言土音。这百年来未改的乡音, 在

西北回民听来仿佛是遇见了多年未见的老友。而那

“外来客”的感觉则要包含着更多更复杂的内容: 一

是它出自境外的回族之口, 是在国外发展了 100 多

年的一支汉语方言; 再则东干语使用斯拉夫字母的

拼音文字, 使初接触它的人会有不知其所云的感

觉; 另外就是它在中亚多语环境下所产生的变异,

这些变异包括个别语音的变化, 一些特殊的语法层

面上的表达方式和来源不同、数量众多的借词词

汇。本文所要讨论的便是东干语的借词词汇, 包括

东干语借词的种类、借词的语音变化及使用、产生

借词的缘由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东干语中来源不同的各类借词

(一)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东干人与我国西北回族同源同宗, 祖先都是来

自阿拉伯、波斯或西域的穆斯林商贾、兵士、工匠或

传教人员, 明朝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形成时, 一个

显著特征便是基本上都使用了汉语, 汉语成为回回

民族的共同语言, 但回族所使用的汉语中夹杂了一

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 如西北回民常说“阿斯

玛上下雨的呢”、“这个也梯木怪孽障的”这样的句

子, 这里面的“阿斯玛”来自波斯语A sm an,“天空”

之意,“叶梯木”来自阿拉伯语 yatim ,“孤儿”之意。

这部分词汇是回民语言的颇有特色的一部分, 东干

语也继承了这部分词汇, 用于他们的宗教生活和日

常生活当中。这部分词汇包括宗教词汇、与宗教活

动有关的日常词汇和一般的生活词汇。[1 ]

11 宗教词汇
借词词源　东干语　汉语音译　汉义①

аль2ахирати(阿) ахырэти 阿黑来提后世

абудст (波) абдэс 阿布代斯小净

акхунд (阿) ахун 阿訇清真寺的掌教

бамдад (波) банбуда 邦卜达晨礼

　　21 和宗教有关的日常词汇
алэм　　 (阿)　арлэн　　　尔兰　　　世界

баракат (阿) бэрэкэти 拜来开提 吉祥、福气

гунах (波) гуεнахар 古那哈 罪过

дост (波) ду�сыти 多斯提 朋友

　　31 一般生活词汇
асман　　 (波)　асмар　　 　阿斯玛尔　 天

ахмак (阿) эрмэхи 尔买黑 无知, 傻

бимар (波) бемар 别马尔 疾病

галам (阿) гэранöг�ран改兰ö格兰 笔

джуббах (阿) жунбэ 准白 长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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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н (波) нон 馕 馕

　　这部分词汇约有二三百个, 相当一部分是宗教

仪式、宗教人员的专用词语, 既便是普通词汇也带

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所以很难把宗教和日常词汇严

格区分开。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部分词汇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宗教信仰的支持才得以保留下来的, 东干

人将汉语带到了中亚, 将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带到

了中亚, 同时也将这些词汇从历史带到了今天。

(二)突厥语族语言借词

这部分词汇的来源较为复杂, 因为东干语所处

的语言环境中, 除俄罗斯语外, 还有属突厥语族语

言的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 而东干语

所借入的一些词如 бадам“巴旦木”、лиган“力干 (托

盘)”等在这几种语言中都有, 很难确定是从哪一种

语言直接借入的, 另外有一些词语究其根源也应是

阿拉伯语、波斯语, 如 дастархан“餐布”是波斯语,

халва“哈力瓦 (甜面糊)”是阿拉伯语, 但它是通过突

厥语族语言进入东干语中的, 因此, 也把它看作是

突厥语族语言借词, 这部分借词主要为日常饮食、

服装、乐器和中亚一些特有的事物的名称, 如:

дасторкан(吉)　　дасдырхан　达斯提尔汗　餐布

халва (维) халва 哈力瓦 一种甜面糊

халат (维) халат 哈拉提 民族长衫

лигэн (维) лигэн 力干 托盘

тон (吉) тон 衤通 皮袄

комуз (吉) комузчын 考姆孜琴 吉尔吉斯

民间乐器

жакшы (吉) жакшы 加克什 好

жаман (吉) жаман 加曼 坏

пиязы (吉) пиязы 皮芽孜 洋葱

бадам (维、吉) бадан 巴旦 巴旦木杏

　　这部分词汇如上文所说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

语、阿拉伯语词汇, 但我们说它是通过突厥语系语

言借入的, 其原因是陕甘回民语言中这些词语极少

出现 (虽然在回民语言中也有少量的维吾尔语借

词, 但除新疆回民外, 陕甘回民中的维吾尔语借词

极少, 且来源值得探究) ; 二是这部分词汇中涉及的

一些事物如 кэтмэн“砍土镘”、халва“哈力瓦”是中亚

地区常见的工具和食物, 而不见于中原地区。这些

词语进入东干语的途径也可能是两个方面: 一是东

干人生活在哈萨克、吉尔吉斯人中间, 语言接触频

繁导致词汇借入, 如тэнгэ“腾格 (铜钱)”、шырдак“什

尔达克 (地毯)”等; 另一方面源于东干人与维吾尔

人之间密切的联系。在东干人最初的来源中, 除了

起义失败后过境的陕甘移民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

伊犁地区被维吾尔人称为东干人的回族。在 1882

年- 1884 年间, 大约有 4 600 多伊犁地区的回族移

居中亚, 居住在托克马克、哨葫芦、阿拉木图等

地, [2 ]他们也是今天中亚东干语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部分回族过境前就与维吾尔族居住在一起, 语言

中可能就借入了维吾尔语的词汇, 过境后, 有一部

分在江尔肯特、阿拉木图等地仍与同时过境的维吾

尔族居住在一起, 因此, 维吾尔语借词进入这部分

东干人的语言中并进而扩散至整个中亚东干人的

语言中使用是有可能的。

(三)俄语借词

俄语借词在东干语中占有相当的数量, 尤其是

在书面语中表达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

内容时更为常用。这些借词是构成东干语“外来客”

面貌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东干语与今天的陕甘方言

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词汇几乎涵盖了各个

方面的内容, 下面我们按其内容进行分类:

　　11 政治团体名称、政治术语[3 ]

东干语　　　汉语音译　　　汉义②

совет 萨维特 苏维埃

революция 列窝榴此亚 革命

　　21 社会机构、公共场所名称
колхоз　　　卡勒伙孜　　　集体农庄

лагир 拉给尔 营 (夏令营)

зоопарк 扎阿帕尔克 动物园

　　31 职业名称
профессор　　　普罗费萨尔　　　教授

пионер 皮窝涅尔 少先队员

одвакат 阿德瓦卡特 律师

　　41 交通、运输工具
машинаöмашнэ　　马什纳　　　汽车

трактор 特拉克托尔 拖拉机

метро 灭特罗 地铁

　　51 日常用品、日常生活词汇
банкет　　　帮柯特　　　宴会

костюм 卡斯秋木 西服

вагон 瓦果恩 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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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ахмат 沙赫马提 象棋

　　61 科技术语

химия　　　黑米亚　　　　化学

геология 给窝罗给亚 地质学

теометрия 切阿灭特里亚 几何学

　　71 计量单位、数词

кило　　　　克劳　　　　公斤

киловатт 克劳瓦特 千瓦

километр 克劳灭特尔 公里

миллион 米力昂 百万

　　81 月份名称

январь　　　洋瓦尔　　　一月

февраль 费吾拉勒 二月

июль 依尤勒 七月

　　十二个月份的俄语借词与汉语名称在东干语

中同时并存, 但汉语用得更多一些, 尤其是口语, 而

俄语借词主要用于一些重大节日或重大事件发生

的时间上, 如“第一个 май是劳动节气 (五月一日是

劳动节)”等。

91 一些特殊词汇

　　在东干语的口语中, 尤其是对话间, 常夹杂一

些俄语的语气词、疑问代词、疑词副词或指示代词

等, 如:

洗蒂玛进来高兴地问:

——“ну(呶) , как(怎么样) ? 木莎?”

把她的问题没懂来的一面儿 (因为没懂) , 我回

答了个:

——“ничева(没什么)。”[4 ]

对话中的 ничева来自俄语 ничего“没什么”, 否

定副词, 类似的词语还有 конечно“当然”、ладно“好

吧”、чёрт“见鬼”、что“什么”等, 这类词汇严格说来

不能算是借词, 因为 (1) 它不进入句子中去和其它

词语组合, 只是独立于句子结构之外的插入成分;

(2) 它主要用于对话场景中, 离开了这种场景, 它也

就不出现了; (3) 东干语中有类似的意义相近的词

语可以替代它; 4) 它的使用者多为双语人, 所以在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临时性的、有条件的借

用,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单个词语形式的语码转换。

这类词语多用于东干族的年轻人、双语化程度较高

的人群之间。

二、东干语借词的语音变化和使用情况

因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同突厥语族语言借

词有时混在一起, 很难一下严格区分开, 因此, 我们

将阿、波、突语借词作为一类, 将俄语借词作为一

类, 分别阐述它们的语音变化情况和使用情况。

(一) 阿拉伯、波斯语、突厥语族语言

借词

11 语音变化

(1) 由于东干语是以开音节为主的语言, 因此,

在借用这些词时, 闭音节往往都被加上元音变成开

音节, 常见的有 т后加 и、м、ф、б后加 у的形式, 如:

майиит　　 (阿)　- мэти　埋体　　亡人遗体

амал (阿) —амали阿麻力 干办、功修

ятим (阿) —етиму叶提目 孤儿

инсаф (阿) —йинсабу因萨布 正义、良心

　　 (2) 这些借词在进入东干语时, 元音也有一定

程度的改变, 最常见的是 a 音舌位变高, 变成 э[ �]

音或 �[• ]音, 如:

ахимак　 (阿)　—эрмэхи　　尔买黑　　傻瓜

уакт (阿) —в�г�ти 卧格底 时间

жакат (阿) —зэкати 则卡提 宗教税

намаz (阿) —нэмазы 纳马孜 礼拜

　　 (3) 由于东干语中许多词语有儿化韵, 所以在

借用一些 x 结尾的词时, 常加 a 而后加儿化音 р, 或

在词中间增加一个儿化 р音:

гунах　 (波)　—гуεнахар　古那哈儿　　　罪过

никах (阿) —никахар 尼卡哈儿 证婚词

азаб (阿) —арзабу 尔扎布 痛苦

акл (阿) —эргили 尔格力 智慧

　　21 借词的使用情况

(1) 在句子中可充当各种成分, 因为多为名词,

所以常做主语、宾语、定语, 如:

a. 咱们的里孜给 (前定的福分) 就是这么个嘛,

那们 (我们)咋办呢。 (主语)

b. 没啥, 我拉孜 (愿意)。 (谓语)

c. 把这个哈拉姆 (不合教义的, 不洁的) 东西我

们不吃。 (定语)

d. 他穿的绿袷袢, 头上缠的代斯塔尔。 (宾语)

e. 他哈孜儿 (马上, 现在)来呢。 (状语)

(2) 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同汉语动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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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特殊的动宾结构的词组, 如:

фа　　тамашар　　耍塔玛夏　　开玩笑

лан с�вабу 揽色瓦布 得赏赐

чуε зэкаги 出则卡提 交寺院税

сан сэдэг� 撒赛得格 施舍, 布施

　　31 有些借词还参与了构词, 与汉语词汇构成特

殊的词, 如:

етиму(孤儿) + хон(行 háng) - етимхон叶梯目行 (孤

儿院)

нон(馕) + кынзы(坑子) - нонкынзы馕坑子

мунарат(塔) + лур(楼) - мунарлур木纳楼 (塔)

табу(尸箱) + щязы(匣子) - табушязы(尸箱)

пешын(晌礼) + нуа(花) - пешынхуа撇申花 (晌礼时

分开的花)

шэтани(魔鬼) + хуεтезы(蝴蝶子) - шэтанихуεтезы色团

尼蝴蝶子 (妖里妖气的女人)

иблис(魔鬼) + п�зы(婆子) - иблисп�зы伊布里斯婆子

(教唆人的坏女人)

земзем(渗渗泉) + фи(水) - земземфи则木则木水 (麦

加渗渗泉的水)

(二)俄语借词

11 语音变化

(1) 俄语借词进入东干语后发生了语音变化,

并表现在书写形式上:

машина→машнэ　　马什乃　　汽车

стакан→йисытакан 依斯塔坎 茶杯

русские→вурус 乌鲁斯 俄罗斯

пуд→путын 普腾 普特 (计量单位)

сажень→саржян 沙尔尖 俄丈

десятина→деще 杰谢 俄亩

这些词语都属于东干语中早期的俄语借词, 那

时的东干人中没有多少人会说俄语, 因此, 在借用

俄语词时完全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来改造借词的

语音, 因此这些早期借词真实地反映了东干人借用

俄语时的语音变化情况, 如元音 a 舌位升高并靠前

变为 э的情况 машина→машнэ, 根据开音节语言特

点在复辅音前增加元音, 使之符合东干语语音结合

规律, 如 стакак→йисытакан, русские→вурус. 由于

东干语语中除鼻浊音外没有浊辅音, 所以借用俄语

词时, 浊音有清化现象 пуд→путын。还有类似阿拉

伯语、波斯语借词的情况, 即在词末或音节末增加

一个儿化音 р, 如 сажень→саржян(俄文) , 还有音节

简化现象, 如 десятина→деще(俄亩) , 这种书面例词

虽然较少, 但它代表了俄语借词的实际发音状况,

现代东干语在书写借词时多照搬原词, 因此, 书面

上看不出借词的语音差别, 但实际这种差别还是存

在的, 如 колхоз的实际发音为 [каl•хоz�], 可写成

калыхозы, кино发成[k•no ], 可写成к�но等。总之上

面列举的语音变化在东干语的借词中是存在的, 只

不过是没有用书面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2)“p [ r ]”音的变化。可以说俄语借词对东干

语在语音上的最大影响便是使东干语增加了一个

音位——舌尖颤音 [ r ], 几乎所有的东干人都能很

轻松地发出这个令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十

分为难的颤音, 但是在东干语借词中它只用来发元

音前的 р, 如 трактор中的第一个 р, радио中的 р, 音

节末的 р音一般仍发作汉语的儿化音, [5 ]如 гектор

[gek t�t ], орден[отt®i�n ], 舌尖并不颤动。当然, 随

着东干人双语化程度的增强, 很多人也能把借词中

不同位置上的舌尖颤音都发出来, 这也反映出借词

影响语音变化的一种过渡情况。

(3)去掉后缀的借用

虽然实际发音和书面形式有差距, 但大部分的

俄语借词在书面上仍使用原封不动照搬的形式。东

干语正字法也曾要求按实际发音拼写东干语中的

俄语借词, 但考虑到这部分借词主要是书面语, 而

且东干语采用斯拉夫字母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拼

写俄语借词方便, 因此便使用了这种最便捷的方

式。[6 ]这种借词形式同东干学校教授东干语也有一

定的关系。学校学生是在学会俄语以后再学东干语

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字像乌鲁斯字, 因为那个

(所以) , 念起不为难”, [7 ]有了这样直接的联系, 东

干人自然在书面上愿意采用直接借用的方式。但是

东干语在借用俄语的整个词组时, 并不照搬原有的

构形后缀如形容词词尾2ский等, 而是采用去掉后

缀只转写词干的办法, [8 ]如:

целиноградскаяобласть→целиноградобласть(车

里诺格拉特州)

джамбулскийрайон→джамбулрайон(江布尔区)

这种尽量避免语法构成成分的进入, 反映了东

干语在借词上的谨慎态度, 这样能够回避非同源语

言产生同构, 因而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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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借词的使用情况

(1) 可在句中充当各种成分, 由于多借用的是

名词, 所以做主语、定语、宾语的情况居多, 如:

a1 把稻子 машнэ(汽车)拉的呢。 (主语)

b1 我连 (和) 兄弟打三个 гектар(公顷) 上收了

二百 центнер(公担)玉米。 (和数量词组构成定中结

构, 然后充当定语)

c1совет的光阴上我们唱呢。 (定语)

d1 我们太想看 кино(电影)的很。 (宾语)

(2) 有一部分词汇由于汉语后起词汇的进入,

有两种说法, 即俄语借词和汉语词并行的情况:

химия“黑米亚”= хуащу�“化学”

партия“帕尔提亚”= дон“党”

паспорт“帕斯帕尔特”= хуεжо“护照”

суд“苏特”= фагуан“法官”

радио“拉吉窝”= вущяндян“无线电”

这部分词语的汉语词汇多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才产生的新词, 东干人过境后为表达相同的概念只

能借用俄语词汇, 但 50～ 60 年代曾有一批伊犁回族

过境后加入东干人群体, 他们自然也带去了一些这类

新词汇, 再加上近年来东干人与中国境内的汉回民族

交往日益频繁, 因此就转而使用汉语词汇, 这也可以

算是东干语词汇发展的一种“回归”现象。

(3) 一些俄语借词受后起词汇的影响, 一部分

使用俄语词, 一部分使用汉语词, 或在俄语借词后

附加2жя“家”、2жен“人”这类构词后缀, 变成俄语加

东干语的合璧形式:

компартия→комдон“考木党”(共产党)

сельсовет→щонсовет“乡萨维特”(乡苏维埃)

лянх�штат“联合什塔特”(联合州)

ленинжя“列宁家”(列宁主义者)

колхозжя“卡勒伙子家”(集体农庄社员)

加“жя”、“жен”这种形式体现了这类后缀的能

产性, 也反映出东干语对外来词缀的拒绝。

(4) 俄语后缀的借入问题, 虽然东干语在吸收

俄语借词中尽量不使用俄语的一些构词后缀和构

形后缀, 但是一些俄语构词后缀还是随着成批同类

词的借入而出现在东干语中, 如, 表示职业的2ерö
2орö2тор: инспектор“检查员”、инструктор“教员”、

пионер“少 先 队 员”, 表 示“⋯⋯ 主 义”的2изм:

коммунизм共 产 主 义、социализм“社 会 主 义”、

капитализм“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如2ист、2ция等表

示抽象名词的后缀, 但这些后缀不能算真正意义上

的后缀 , 因为它不具有能产性, 不能脱离借入的词

汇而形成一个抽象的类别概念去构成新词, 所以我

们仅把它当做一类借词中的词汇现象来看待。另

外, 像东干语口语中有将俄语的昵称2чка借来与东

干语的一些称谓搭配使用的现象, 如 гугучка“姑姑

其卡”、анэчка“阿奶其卡”(昵称) , 以及人名中借用

俄语人名后缀 овöев或 оваöева的现象, 如 давуров

“达吾洛夫”、тагазиев“达格孜耶夫”、люжинова“刘金

诺娃”、макеева“马凯耶娃”, 但这些现象已突破了词

汇层面, 成为构词成分的借入, 在此我们暂不做详

细的讨论。

三、东干语借词缘由探讨

(一)社会环境的改变, 语言接触的结果

自白彦虎等人率领回民起义残部于 1877-

1878 年间离开中国去往俄国后, 这批回族人便离开

了他们赖以栖身的中原故乡, 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

地, 他们的语言也随之离开了陕甘方言这片广阔的

语言土壤, 离开了大的汉语环境, 走上了一道漫长

的自我发展的道路。100 多年来, 国内的陕甘方言依

托着汉语普通话这一强大的语言基础, 通过广播、

电视、报刊杂志、文化教育等各种传播渠道, 广泛地

吸收了普通话的词汇, 其词汇发展有着强大而稳定

的来源, 再者, 陕甘方言本身使用人口众多, 自身词

汇的发展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东干语离开陕

甘方言的环境后, 周围的语言环境完全改变了, 从

以汉语为主导的陕甘方言区来到以突厥语族语言

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印欧语系语言俄罗斯语为

主导的中亚多语言区, 许多新接触的事物、新的社

会组织机构、新的社会运行方式都需要新词语来表

达, 这样借入新词汇也成了必然的选择。东干人中

间流传一首《老回回过国》的民歌, 记录了伊犁回民

入俄的背景和迁徙路线, 其中有一段:“往东看营盘

里的山, 陕西人买卖做得欢, 一个听买萝卜好价钱,

两个听韭菜不敢多贱”, [9 ] 这里的“听”便是 тэнгэ

“铜钱”之义, 是当时中亚地区的货币单位, 它能很

快地进入东干人的语言中, 也正说明了社会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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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促成了词汇借贷这一现象的发生。而新的社会

环境中的主体语言也成为东干语词汇借贷的主要

指向, 因此, 一部分突厥语词汇和大批俄语词汇得

以进入东干语中。

(二) 语言功能的限制, 语言保持活力的

要求

东干语在中亚地区由于使用人口少, 仅在家庭

内部和同族间使用, 因而社会功能受到了一定限

制, 而东干民族又有强烈的母语观念, 希望东干语

能够传承下去, 希望民族能生存, 也希望语言能生

存, 这一求生存的过程就是语言保持活力的过程,

这一过程就包含着词汇的不断创新 (从内部) 和不

断借贷 (从外部)的过程。

“语言像文化一样, 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交际的

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占

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邻居

的人群互相接触, 不论程度怎样, 性质怎样, 一般都

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10 ]对于借贷现

象的最好解释便是萨丕尔这句“语言像文化一样,

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它道出了语言在发展过程中

词汇借贷的必然性。以汉语为例, 它有在不同时期,

从各种语言借入的外来词, 如 (1) 先秦两汉时代来

源于中亚诸语言的外来词; (2) 魏晋南北朝时代来

源于梵语的外来词; (3) 唐宋元时代来源于突厥语、

蒙古语的外来词; (4) 戊戌变法 (1898 年) 至辛亥革

命 (1911 年) 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 (5)“五四”运动

后来源于英语的外来词;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来源于俄语的外来词; (7) 其它来源于南海诸语

言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外来词等。[11 ]这些外来

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内容, 增强了汉语的表

达能力, 使古老的汉语在今天仍充满着活力, 并且

成为它所领属的各个方言的强大的词汇供给基地。

国内各方言词汇的发展都离不开普通话的词汇的

供给, 但东干语离开中原后, 便失去了这一供给渠

道, 尤其是上文中提及的汉语来源于日语、英语的

这些借词, 东干语很难有机会引入, 因此, 在考察东

干语借词尤其是书面语言的借词时, 这一部分词汇

在东干语中的借贷情况也成了一个重点。总之, 东

干语借入外来词汇既有外部的缘由——社会环境

的改变、不同语言间的自然接触, 也有内部的缘由

——语言功能的限制和语言保持活力的要求。

四、结　　语

在语言的各个成分中, 词汇是最易被借用的,

也是最易受社会影响而发生变化的, 东干语的借词

词汇最能说明这一点。东干人过境后, 经历过沙皇

的统治, 经历过十月革命, 近年来又经历了苏联的

解体和中亚国家的独立。过去的历史给东干语词汇

以很大的影响, 未来社会发展势必还会继续影响东

干语, 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吉

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分别被两国定为国语, 这两种

突厥语族语言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增强, 一部分表示

社会生活的不同于俄语的词汇将会出现, 这样东干

语在借入这类词汇时又增加了一条途径。另外, 近

年来东干人与中国国内文化、经济交流日益频繁,

大量汉语词汇也将进入东干语中, 有些可能还会取

代东干语原来的俄语借词, 即上文我们所说的词汇

“回归”现象, 因此, 将来东干语借词词汇的借贷取

向是多向的, 丰富词汇的途径也将是多种的。

注:

①为了行文一致, 借词词源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

突厥语族语言及东干语均使用斯拉夫字母转写,

并按借词词源、东干语、汉语音译、汉义的形式排

列, 下文同。

②由于绝大多数东干语中的俄语借词的书写与俄

文词一样, 所以只列东干语、汉语音译、汉义, 必

要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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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 ta tive Probe about D eng X iaop ing’s Thought

in Soc ia l ist Na tiona l Rela tion sh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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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socia te P rof essor, D ep artm en t of M arx ist L en in ist P h ilosop hy , U rum qi 830046, Ch ina)

[Ahstract ] T he paper deals w ith D eng X iaop ing’s though t on socialist national relation, th ink ing D engX iaop ing’s though ts

are m ain ly show n in four aspects: shap ing tim e and sym bo lic ou tlook of socialist nationalrelation, idea on the natu re of

socialist national relation and that on the developm ent trend of socialist nationalrelationsh ip as w ell as "Two inseparab les "

ou tlook, w h ich the paper m akes a carefu l and p rofoundunderstanding and elucidation.

[Key W ords] D eng X iaop ing’s T heo ry; Socialist N ational Relation; Socialist U n ifo rm ity

A P ilot Study of L oan W ords in Cen tra l- A sian D ungan Language

HA I Feng
(G rad ua te of D octor’s D eg ree, G rad ua te D ep artm en t, Ch ina Cen tra l U n iversity f or N a tiona lities B eij ing 100081, Ch ina)

[ Abstract ] T he paper cites wo rds in D ungan language loaned from various languages, analyzes the phoneticvariation and

app lication of tho se loaned wo rds in the language and p robes abou t the cause of in troducing loanwo rds to D ungan language.

[Key W ords] D ungan L anguage ; L oan W o rd

Notes on Poetry of D ungan Na tiona l ity in Cen tra l A sia

SIY ong- zh i
(S en ior L ectu rer, CPC P arty S chool of Changj i H u i A u tonom ous P ref ectu re, X inj iang 831100, Ch ina)

[Abstract ] T he fo lk songs, as a m ajo r exp ression of D ungan poetry in cen tral A sia, rough ly fall in to tradit ional poetry stage

and new poetry stage. Particu lar national h isto ry, econom y, cu ltu ral featu re and specialex istence as w ell as developm ent

space after em igrating to cen tral A sia determ ine the particu larity of D unganpoetry as w ell as literatu re and cu ltu re.

[Key W ords] D ungan N ationality in Cen tral A sia; Poetry of D ungan N ationality; Fo lk Songs; N ew Poetry

On the H istor ica l Progress of M odern ized

D evelopm en t in X in j iang Arm y

QI Qin - shun
(X inj iang A cad emy of S ocia l S cience, U rum qi 830011, Ch ina)

[Abstract ] Starting with early 20th cen tury, when h New D eal" was implemen ted and" New Army" wasgrouped and dr illed

and ending with Xin j iang’s peaceful l iberation in la te 1949 and PLA army in to Xin j iang, the essay comprehen sively dea ls in

Xin j iang army’s h istor ica l progress with ups and down s towardsmodern ization in nearly ha lf a cen tury and makes an

objective and fa ir eva luation concern ing relevan t matterswith utmost effort.

[Key W ords] X in jiang arm y; M odern ization; H isto rical p rogress

The Land- tax System of X in j iang Prov ince in Qing D yna sty

L IL e i, TIAN Hua
(Genera l Of f ice, CPC U rum qi comm ittee 830002 ; H istory D ep artm en t, X inj iang U n iversity 830046, Ch ina)

[Abstract ] T he land- tax system is one of impo rtan t item s in X in jiang’s taxation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T he essay surveys

the land- tax system from the estab lishm ent of X in jiang p rovince and co llap se of the Q ingdynasty and clearly describe land

system , tax regu lations, tax rate, levy fo rm , consump tion of abundance, levy m anagem ent, quo ted incom e as w ell as change

and character so as to fu rther study levy system in theQ ing dynasty and relationsh ip betw een finance and social econom y.

[Key W ords] Q ing dynasty ; X in jiang p rovince; L and- ta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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