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干族 

 

 
东干族(Дунгане)属于近百年新兴民族，源自中国甘肃及

陕西回族。传说指百多年多这支回族迁入中亚时，被问到

他们从哪里来，他们说“东甘”（甘肃东部），从此东干成

为这民族分支的称呼，1942 年俄国亦以“东干”一词，正式

为这支民族命名。 
 
东干人现时散播在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哈萨克斯坦江

布尔州、和乌兹别克斯坦奥什州，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为

多个前苏联加盟国的民族成员，但他们人口约 10 万多，在各中亚国家只属少数民族。 
 
 
起源 
他们约 19 世纪从中国迁入中亚，其中以两次迁移最为庞大。清朝同治年间，回民领袖白

彦虎(1840 年-1882 年)于 1862 年-1870 年以“反清保回”发动回民起义，清廷派将军左宗棠

大举镇压，其中一支起义军逃入当时俄国七河地区；其后，1880 年代，俄国政府将伊犁

地区（今新疆）交还中国，大批回民陆续迁入俄国境内，两次迁徙近万余人。经过百多年

融合，这批回民的后代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的民族一员，但仍保留黑眼睛、黑发、黄皮肤

等东方人面貌。 
 
语言：东干语。 
 
传媒：东干人早在 1930 年代已拥有自己的报纸。1932 年 3 月 6 日东干人创办首份东干文

报纸《东方火星报》，1965 年时为纪念十月革命 50 周年，报纸易名《十月的旗》，以周

报形式发行，1986 年再易名为《苏联回族报》，1991 年苏联解体后，变成今天的《回族

报》，书写时仍以斯拉夫字母作拼音文字。  
 
 

 
东干人的中国情 
———中亚散记 

 
    魏德新 
 
  在 120 多年前，清政府曾下血本委派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左宗棠率清军 12
万，集 12 个省的银饷、5 个海关的税银及向洋行筹借的白银共计 5195 万两，向太

平天国时期反清最强烈、最彻底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行了“痛剿以服其心”，“老弱

妇女，亦颇不免”的大剿杀。这是一次“汉唐以来未有之奇”的屠杀。也是一幕“被

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的历史大悲剧。 
    在如此的大屠杀之下，这支宁死不屈的陕甘回民起义军在领袖白彦虎的率领

下，于 1877 年隆冬大雪封山时翻过了海拔 1．4 万英尺的多伦山。淌着一条血



路，增加着一个个小雪堆（每个小雪堆下都永远地沉睡着一个亡灵），5000 多起

义军残部和家眷逃脱了清军的前堵后追，进入了俄国境内的七河地区。其景惨

然，其情悲壮！这是中国近代农民起义运动史中唯一的、特殊的一次跨国长征。

进入七河地区后的若干年，他们被当地官方认定为中亚最年轻的一个少数民族—
——东干族。再往后，他们又用 38 个斯拉夫字母创造了“东干文”。 
    120 多年过去了，这批东干人的后裔对于那一段“不堪回首”的历史似乎已经淡忘

了。因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自称是“大清国人”、“小清国人”，或“中原回回”、“中

国回族”。话语里浸透着一股血浓于水的中国情。 
    在吉尔吉斯比什凯克市瓦斯导别克大街附近的一家东干（回）族饭馆里，老板

是一位操一口地道汉语的华侨，特别健谈。他十分怀念自己新疆伊宁市的老家和

亲戚朋友。几天后，当我再一次到饭馆吃饭时，我见到老人的儿女，他们都是土

生土长的当地人。然而，在一个以俄语为主的环境里长大的他们，却能操一口流

利的汉语。老人教育子女的良苦用心，令人敬佩。 
    在托克马克，有一位知道我从中国来的东干小伙，从怀里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

祖辈们流传下来的“大清宝钞”郑重地对我说：“你认识这上面的字吗？”我从他手

中接过来辨认出，这是一张清咸丰年间的银钞，面值三百两。可是还没等我看

完，东干小伙就轻轻从我手中取过银钞并掉个头递给我说：“你看倒咧！”我暗暗

地发笑，我怎么能倒着看呢？但我又一转念，尽管他们已经不知道汉字的反正，

但他们还是在脑海里清楚地印着：这张银钞上的字是他们先辈那个“国家里头的

字”！这件事，不由地使我想起了王国杰教授在所著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
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一书中所记述：“新渠乡庄有个叫马兹涅夫的东干人，将

他于 1959 年在莫斯科买到的一幅《老鹰抓小鸡》的中国年画整整保存了 30 多

年。”此种心有千千结的中国情在东干人民中随处可见，数不胜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 年 01 月 31 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