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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尔族是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4890 人。在全国 56 个民族中，居第 53 位，人口多于高山族、

珞巴族、赫哲族等 4 个民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

口总数 10969592 人，其中塔塔尔族人口总数为 4501 人，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

0.02%，在世居新疆的 13 个民族中，居第 11 位。

目前，全世界塔塔尔人的总数大于 707 万人，分布在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塔塔尔族是一个跨界的散居民族。在中国，塔塔尔族主要分布于天山北麓和阿

尔泰山南麓的广大城市和牧区（山区）。

塔塔尔历史文化研究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新中国建立后，这项工作引起

了中国学界的重视。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了调查，1958 年编写了

《塔塔尔族简史简志合编》，涉及社会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新疆有不少学者开

始研究塔塔尔族的文化，撰有论文和专著，但都不是以“文化生态学”的理念进行

研究的。2010 年 2 月，我们接受《中华民族全书》项目组的任务之后，按照项目

组和编写大纲的要求，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化生态学”的新理念，全

面研究了中国塔塔尔族的文化特征，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塔塔尔族的文化系

统，包括塔塔尔族概况、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对伟大祖国

的贡献、精神气质、有影响的文化人物、重要文献等 11 个方面的内容。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第一，塔塔尔族虽然借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但是作为

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塔塔尔语，仍起着联系塔塔尔人的重要作用，是构成

该民族的重要因素。第二，塔塔尔族的社会组织，不是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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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那样的部落组织，更不是大部落属下的小部落组织，而是既有民间的“长

老议事会”组织，又具有强烈现代社会特点的“协会”“学会”组织的社会组织。第

三，古代塔塔尔族曾信仰过萨满教，改信伊斯兰教是在 13 世纪初，跟随蒙古西

征军到达欧洲伏尔加河流域后，受当地伊斯兰教影响而发生的重要历史文化变

迁，即自 13 世纪以后，塔塔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至今。第四，塔塔尔族是一

个跨国而居的民族，除我国有分布外，在欧洲和中亚各国也有分布。了解国外

塔塔尔人口的分布和文化生活状况，阐述国外塔塔尔人与中国塔塔尔族的历

史、文化关系，对加快塔塔尔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五，塔塔尔族重

教、兴教的意识与实践及其历史影响十分突出。

基于上述文化事实，本书内容涉及塔塔尔族的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宗教

信仰、社会组织、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我们深深体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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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考。

本书是我们在文化生态学领域的尝试性著述，缺点和错误之处请各方专家

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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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塔塔尔族概况

第一节 族称源流

一、族 称

塔塔尔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tatar” （塔塔尔） 是本民族自称。

最早的记载见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 年） 所立古代突厥文 《阙特勤碑》

和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 所立 《比伽可汗碑》。在 《阙特勤碑》 的汉文部

分，称“tatar”为“鞑靼”，这是“tatar”一词最早的汉文名称。8 世纪时，

突厥人把东面的“室韦”诸部统称为“tatar”①。随之，在以后的汉文史籍中

出现了把“鞑靼”和“室韦”这两个名称互通互用的现象②，又出现了“达

怛”“达旦”“达靼”“达达”等不同的音译。辽金时期，由于塔塔尔部落

成为蒙古草原最强的部落，因此“塔塔尔”或“鞑靼”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

的通称。这一点拉施特在 《史集》 第 1 卷第 166 页中说得很清楚，“由于塔

塔儿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儿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儿人的名

字为世所知，尽管种族的名称不同，现今都被称为塔塔儿人。这些非塔塔儿

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儿人之中，并以塔塔儿人的名字见称于世，因而自

己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③。1368 年元朝覆亡之后，蒙古统治

者的残余势力退回漠北，分裂为东部蒙古 （兀良哈各部） 和西部蒙古 （瓦剌

①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62 页。

②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 页。

③林干：《中国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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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而散居于东西两部之间即今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

的广大地区的各部， 《明史》 称其为“鞑靼”譹訛。13 世纪的欧洲人把西征蒙

古军的“tatar”人称为“蒙古鞑靼人”。近代汉文图书中，特别是由俄文译为

汉文的图书中，称国外的“tatar”为“鞑靼”，而称国内的“tatar”为“塔塔

尔”，以示区别。1935 年召开的“新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决定将新疆的

“鞑靼”改称“塔塔尔”，并成立“塔塔尔民族文化促进会”，确定“tatar”为

塔塔尔人的族称。新中国成立后，遵照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塔塔尔这一

通称成为法定的族称。

塔塔尔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早驻牧于漠北腹地。552 年，突

厥部首领土门灭柔然，遂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突厥汗国譺訛。突厥汗国强盛时，

木杆可汗统一漠北，塔塔尔是汗国的一个部落。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自辽水，

西至里海，南起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譻訛。在这辽阔疆域的伏尔加河流域的

森林草原，分布着操突厥语的塔塔尔人。

11 世纪时，居住在大漠南北的塔塔尔、蒙古、蔑儿乞、翁吉喇、克烈、

汪古等部落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部落联盟，共同反抗辽金的统治。塔塔尔

部约有 7 万户，主要由六部组成：阿亦里兀惕塔塔尔、备鲁兀惕塔塔尔、察

阿安塔塔尔、阿勒赤塔塔尔、都塔兀惕塔塔尔、阿鲁孩塔塔尔。他们的牧地

和屯营地主要在今贝加尔湖地区。其中前两部驻牧于今贝加尔湖和呼伦湖之

间的乌尔逊河地区，后四部驻牧于今贝加湖以南的讷墨尔根地区譼訛。

二、族 源

塔塔尔族是 13 世纪以后，经过与诸多民族、部落相互融合形成的。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塔塔尔部成为蒙古汗国统治下的一个部落。

1219 年，成吉思汗令其长子朮赤率部西征，塔塔尔人是西征蒙古军的重要军

事力量。1227 年朮赤死后 6 个月，成吉思汗去世。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

阔台继承汗位。窝阔台汗下令朮赤次子拔都起兵西征。1235 年，拔都统率诸

譹訛林干：《中国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譺訛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 页。

譻訛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 页。

譼訛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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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部西征①，西征军除部分蒙古兵外，大部分由塔塔尔部落、突厥部落和其

他部落组成。西方史籍把“蒙古西征军”称为“蒙古—塔塔尔军” （俄文史

籍称“蒙古—鞑靼军”）。1236~1240 年，拔都汗征服了伏尔加河、卡玛河河

畔的钦察—保加尔汗国和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的克普恰克部落，建

立了金帐汗国②，将此地蒙古人、塔塔尔人并入金帐汗国。15 世纪 30 年代，

居住在汗国境内的塔塔尔人掀起独立运动，建立了喀山汗国（1445~1553 年） ③。

以塔塔尔人为主体的喀山汗国是在原保加尔汗国的属地上建立起来的，只存

在了 107 年。汗国境内的塔塔尔人势力极盛，操突厥语的克普恰克人、保加

尔人、巴什库提人和突厥化了的蒙古人，都臣服于塔塔尔人势力之下，并以

“塔塔尔人”自称。从此，喀山汗国附近的部落和居民称这个国家的居民为塔

塔尔人。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伏

尔加塔塔尔人 （喀山塔塔尔人） 逐步形成。

中国的塔塔尔族是喀山塔塔尔人后裔的一支。

第二节 人口状况

一、人口规模

（一） 全国塔塔尔族人口规模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4890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0.00039%，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0.0046%。在全国 56 个民族中，人口多

于高山族、珞巴族、赫哲族等 4 个民族，居第 53 位。

（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塔尔族人口规模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为 18462572 人，少数民族

人口为 10969592 人。其中，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4501 人，占全国塔塔尔族人口

的 92%，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 0.02%，占全自治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0.04%。

在世居新疆的 13 个民族中，居第 11 位。

譹訛陈永龄：《民族辞典》，辞书出版社，1987 年，第 815 页。

譺訛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第 781 页。

譻訛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第 7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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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新疆总人口为 4783608 人，其中塔塔尔族

人口为 6929 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 0.14%；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新疆

总人口为 7270067 人，其中塔塔尔族人口为 2281 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

0.03%；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新疆总人口为 13081633 人，塔塔尔族人

口为 4106 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 0.03%；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新疆总

人口为 15155778 人，塔塔族人口为 4821 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 0.03%；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新疆总人口为 18462572 人，塔塔尔族人口为 4501

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 0.02%。

二、人口的数量变化

（一） 历史上塔塔尔族人口的发展变化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伊犁、塔城、阿勒泰、迪化 （今乌鲁木齐市）、

奇台等地区的城镇和农牧区已有塔塔尔族居民。1921 年，据新疆省警察厅调

查，迪化贸易圈内共有俄籍正户 101 户，附户 500 余户，其中正户主要指俄

罗斯族，附户则指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 20 世纪

20 年代的塔塔尔族人口的数据。若附户 500 户的 1/2，即 250 户为塔塔尔族，

每户以 4 口人计算，1921 年迪化的塔塔尔族人口则不少于 1000 人。伊犁、

塔城贸易圈的建立，先于迪化，其规模较大，俄商中的附户数目相对更多。

那么，那里的塔塔尔族的人口，亦多于迪化。

清末，官方对新疆各民族人口情况未进行过详细调查。民国时期，曾做

过三次人口调查，第一次是 1928 年由中央内政部调查的，这次调查，只是对

男女人口进行了统计，而对各民族人口未做专项统计；第二次是 1944 年由新

疆警备司令部调查的；第三次是 1947 年由新疆省警务处调查的。

1944 年，新疆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5610 人，占新疆省总人口 4011330 人

的 0.14%。1947 年，新疆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5519 人，占新疆省总人口

4091103 人的 0.13%。4 年中，塔塔尔族人口只减少了 91 人。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塔塔尔族人口数量的变化

自 1953~2000 年，全国塔塔尔族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1953 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6929 人，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时为 4890 人，47 年中减少 2039 人。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塔塔尔族总人口数量，为新中国成立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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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塔塔尔族最高人口数目。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塔塔尔族人口下

降到 2281 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塔塔尔族总人口，从 1953 年

的 6929 人下降到 4890 人，共减少了 2039 人，下降幅度为 29.43%。从第一

次人口普查和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全国塔塔尔族是全国 14 个 10 万人

口以下的少数民族人口中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塔塔尔族的人口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大体上经历

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增长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 年快速上升阶段。

1949 年，新疆塔塔尔族总人口为 5900 人，到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上升到 6929 人，历经 5 年，净增 1029 人，增长了 17.44%，平均每年

增长约 200 人，年均增长率约为 3.49%。在这一时期，新疆总人口、乌孜别

克族人口、俄罗斯族人口、塔吉克族人口的增长率分别为 10.39%、11.48%、

14%、7.41%，均低于塔塔尔族人口增长率。这一时期，新疆塔塔尔族人口的

年均增长率为 3.39%，而新疆总人口、乌孜别克族人口、俄罗斯族人口、塔

吉克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1%、2.3%、2.8%、1.48%，均低于塔塔尔

族人口的年均增长水平。

这一时期，新疆塔塔尔族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新疆刚刚解放，

建立了新政权，平息了边境地区的土匪叛敌，保持了社会安定。第二，实行

土地改革，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解放了农牧区的生产力。第三，组织广大

农牧民恢复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第四，一大批塔塔尔族

知识分子得到就业机会。第五，民族平等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因而，塔塔

尔族人口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

第二阶段：1954~1977 年快速下降阶段。

1954 年新疆塔塔尔族人口为 6300 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0.01%，到 1977

年新疆塔塔尔族人口下降为 2900 人。23 年中塔塔尔族人口共减少 3400 人，

下降了 53.97%，年均下降 2.35%；占新疆总人口的比例由 1954 年的 0.01%下

降到 1977 年的 0.002%，下降了 0.008 个百分点。

这 23 年新疆塔塔尔族总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954 年起，旅

居中国新疆境内的苏联侨民，由苏联政府召回国内，其中部分塔塔尔人去高

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开荒，部分塔塔尔人迁居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第二，1960 年起，许多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极“左”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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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致使部分塔塔尔人投靠中亚地区和澳大利亚亲友，塔塔尔族人口急剧

下降，1964 年减少到 2281 人。第三，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一些塔塔尔

人基于多种原因改称为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

第三阶段：1978~1998 年为缓慢增长阶段。

从 1978~1998 年的 20 年间，新疆塔塔尔族人口呈现出缓慢上升的势头。

1978 年塔塔尔族人口为 3100 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0.025%；到 1998 年塔塔

尔族人口增加到 4700 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0.027%。新疆塔塔尔族人口占新

疆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0.025%增加到 1998 年的 0.027%。在这 20 年

中，新疆塔塔尔族人口净增 1600 人，增长幅度为 51.61%，年均增长幅度为

2.58%。与新疆总人口的增长相比，这 20 年新疆塔塔尔族的人口增长率和年

均增长率，均高于新疆总人口的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

这一时期，新疆塔塔尔族人口缓慢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自 1981~1991 年广泛

开展了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工作，有不少人改正了民族成分，恢复了原来

的族别。第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各民族的

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塔塔尔人在富裕和宽松的环境中，都能自觉地执行

计划生育的规定。第三，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的要求宽于汉族，

汉族的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而塔塔尔族的一对夫妇允许生育两个

孩子，在农村还允许生三个孩子，使塔塔尔族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

高于汉族和全国总体的水平。

三、1949 年前中国塔塔尔族的人口分布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天津、上海等城市曾住

有经商的塔塔尔族人，其商业活动主要在黑龙江省西北部的广大农牧区。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塔塔尔人的经商活动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迫害，多数人

先后迁居德国、澳大利亚和苏联。至 1948 年，上述地区的塔塔尔人总共不到

10 户。19 世纪初，新疆塔城、伊犁、阿勒泰、迪化等城市住有不少来自喀

山、乌法、奥伦堡、塔什干、七河省的俄籍塔塔尔商人，主要活动在伊犁河、

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的河谷小平原和额敏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收购广

大牧区的畜产品，出售俄国生产的日用工业品。19 世纪中叶，新疆境内的塔

塔尔人开始向东内迁。1892 年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山间缓坡大草原的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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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牧民开始内迁，有的迁居青河县城镇和萨尔托海草原谋生，有的迁居东部

天山北麓的木垒县和奇台县山间河谷草原放牧。活动在伊犁九城的塔塔尔人

约 1900 人，一部分自 20 世纪初迁居呼图壁县、昌吉县牧区放牧或在哈萨克

小学任教，有的迁居独山子矿区 （油田） 当工人。1883 年，居住在迪化的一

部分塔塔尔族市民和工人迁居乌鲁木齐县南山的沙尔秋克、伽甫沙尔沙拉、

东白杨沟、西白杨沟草原，以给他人放牧为生。1884 年，新疆建省后，迪化

改为新疆行省的省会。奇台县城的不少塔塔尔小商贩，迁居迪化，充当塔塔

尔巨商的采购员，有的被派往吐鲁番县和鄯善县采购站收购棉花，有的被派

往东部天山北麓的米泉县、阜康县、吉木萨尔县、奇台县和木垒县山区小河

谷缓坡草原收购羊毛和皮张。

1935 年，盛世才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的六

大政策。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政策，符合新疆各族

民众的意愿。这个时期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新疆的

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伊犁、塔城的部分塔塔尔族知识分子迁至省城迪

化，有的被委任为 《新疆日报》 维吾尔文版的编辑，有的调入新疆第一所高等

学府新疆学院任教，有的调入省立师范学校、汽车学校任教或当俄文翻译，

有的被委任为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专区省立师范学校的领导、教师，

有许多塔塔尔知识分子受聘于新创办的县立小学任教，还有的被委任为新疆

塔塔尔文化促进会的领导。随着塔塔尔知识分子的调动，其家属和亲朋好友

迁居新疆各地。据 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新疆总人口为 4011330 人，其

中塔塔尔族 5610 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0.14%，分布在新疆 7 个专区，其中人

口在千人以上的县 （市） 有伊宁 （1696 人）、塔城 （1774 人），人口在百人以

上的县 （市） 有迪化市 （382 人）、孚远县 （今吉木萨尔县，122 人）、巩哈县

（今尼勒克县，174 人）、额敏县 （308 人）、布尔津县 （219 人）。

四、新疆塔塔尔族人口分布现状

在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到 1999 年的 50 年中，新疆人口数量发生了巨大

变化。2000 年，新疆总人口为 18462572 人，其中塔塔尔族有 4501 人，占总

人口的 0.02%，排世居新疆 13 个民族中第 11 位。其人口主要分布在新疆天

山北部，介于东经 80°9′~91°01′、北纬 42°08'~49°10' 之间，散居于哈萨

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聚居区，形成了 5 户、10 户、15 户、20 户、3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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