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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J E主

资料的积累是一个学科建设的基础。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

究会成立之初，许多学者就建议编篡一部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的

目录。这一方面可以使国内外学术界了解我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

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吾尔学研究者了解学科的进展，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研究，做出更大的成绩。

〈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文献题录〉的编篡工作是在前任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田希宝同志的领导下，启动和展开的。启动前，学会

领导对此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以为发动中央民族大学的师

生，很快就会编辅完成。但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听取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吴碧云、陈好林、吴英，国家图书馆黄润华，中央民族大学

的吐尔逊·阿尤甫等位图书资料编篡专家的意见之后，才感到此项

工作之艰难。仅就"题录"的编篡体例、资料收录范围，工作程序等

问题，就召开过多次的讨论会。

在编篡实践中，又遇到许多理论与操作方面的难题。加之，参

加此项工作的同志，本职工作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查资料、做

卡片，维文卡片还存在翻译问题。部分同志因工作太忙，中途退了

出去。但是，多数同志抱着弘扬维吾尔文化、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

崇高信念，在报酬极为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倾注 3、

4 年心血，终于将此项工作告一段落。

吴碧云、陈好林参与了"题录"框架的设计。参与此项工作的

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北京图书馆、民族宫图书

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学系(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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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柯语言文学系)，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新

疆艺术研究所艺术档案室等多个单位。

参与"题录"资料搜集、资料卡片制作的同志有许多位: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所的陈好林，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吴英、刘紫玲、唐平，

北京图书馆的黄润华，民族宫图书馆的艾什买提江，中央民族大学

的吐尔逊·阿尤甫、徐丽华、自梅花、图拉罕，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的亚力昆，桑荣，新疆大学图书馆的卡德尔、阿达来提、周津、王

琼，新疆艺术研究所阿依吐娜、付雪梅。当时担任学会秘书的宋惠

芳同志，从"题录"的启动始，就参加了"题录"的编辑工作。

特别值得要提出的是，吴英与陈好林两位同志，她们从"题录"

框架的设计，资料卡片的汇集，直至参与资料卡片的分类、编辑、索

引的制作乃至卡片抄写、校对，整整付出了 3 年多的时间。田希宝

同志生病以后，学会副会长郎樱同志负责此"题录"的组织工作。

由于时间较紧，受人员、资料及经费所限，许多重要的资料未

能收入此"题录"之中。尤其是国外的资料，更是挂一漏万。如果

条件允许，再编一部"题录"续集。

在此，向参与"题录"工作的单位和所有的同志，向主编吴英、

陈好林同志，向出版单位北京民族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0 年 6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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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凡例

(→)(维吾尔历史、文化文献题录〉是一部反映维吾尔族历史、

文化方面的，集图书、论文、资料等诸文献为一体的综合性检索工

具书。主要收录了本世纪初至 1996 年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的有

关文献。

(二)本题录收录的范围:哲学(包括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宗

教(包括神话及原始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社会学(包括社会学、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史、文化史、科技

史、教育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戏剧、影视、舞

蹈、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历史、考古、人文地理(包括历史人物、民

族史志、地方史志)、历史地理(包括古地名)、民俗学。

(三)本题录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报刊资料文献，下编为图书

文献，共约 7000 篇目，书后附有著名人名索引。

(四)篇目项目顺序为:篇名、著译者、报刊及论文集名、出版

地、出版时间、卷期数次、页码。为便于检索，统一编有顺序号，冠

于篇目之首。篇目按发表年代顺序排列。历史人物、著者索引按

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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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一)民族史:通论

0001 中国新疆的居民〔法〕伯希和矿印度支那杂志(法国).法文

版 .--1909 ， (11):256

0002 高昌、和州、火州、喀喇和卓考/ (法〕伯希和矿亚细亚学报

(法国) .法文版.一1912 ， (1) :579 
0003 唐以前吐鲁番地区的对外关系/富克斯矿东亚研究杂志(英

国) .英文版.一1926:124

0004 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自安尉迟五姓之关系/冯承钩f

大公报文学副刊(141 期) .一1930.9.22.

0005 畏兀儿民族古代史/王日蔚矿天山月刊(南京) .一1935 ， (1 卷

6 期)

0006 萨尔特呢，维吾尔呢/巴托勒德;艾沙译//天山月刊(南

京).--1935 ， (1 卷 6 期)

0007 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王日蔚矿禹贡.一1937 ， (7 卷

4 期) .--又载: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一1985 ， 4

0008 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

/黎东方//大公报.一1944. 11 . 2. 3;一又载:阿尔泰月刊

1945 , (1卷 2 期)

0009 新疆住民与维吾尔人/丁骗//民族文学研究集刊五期.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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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一又载: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一1985 ， 4

0010 维吾尔史与古代文化/帕拉提//中央日报 -1946.9.25

0011 读维吾尔民族解放运动书后/陈世杰矿新甘肃 .-1947 ， (1 卷

3 期)

0012 天山南北的维吾尔/国仙矿西北日报 .-1947.4.18

0013 维吾尔族的认识/徐大风矿茶话(17 期) .一1947

0014 维吾尔述略/邢熙平矿瀚海潮 .-1948.10 ， (2 卷 4 期)

0015 维吾尔族居新疆考/樊啸//光明日报〈史学}.一1955.9.29

0016 对于樊啸同志〈维吾尔族居新疆考〉的几点意见/冯家开矿光

明日报(北京) .一1955.9.29

0017 维吾尔族历史分期问题/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矿中国民族

问题研究集刊(5).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一1956 ，

2. 一29 -59 

0018 祖国的各兄弟民族:维吾尔族/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 .一

1957. 1. 11 

0019 希望新疆成为维吾尔史研究中心:论维吾尔史专家冯家升教

授/郁飞，万里//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一1957.5.4.

0020 西域人之归化考/于卓闻矿民主宪政.-1958 ， 3(13 卷 9 期)

0021 关于吾尔族历史的几个问题/冯家升，黄树仁矿新疆日报(乌

鲁木齐).-1957.6.21.

0022 元明清三朝西州畏兀尔之研究/李符桐矿我们的边疆.一

1959. 1, (1卷 1 期)

0023 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吕振羽矿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一

1962.4.20. 

0024 古代维、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玉素甫·丁

矿民族团结(北京). -1964 , (2 - 3) :45 一 50

0025 维吾尔族/平通，萧鸣矿新疆青年(乌鲁木齐) .一1964 ， (4): 

23 - 25 , 26; 1964, (7) :33 - 34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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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中世纪西域的战马和骑士/(德〕葛玛丽矿中亚学报(伦敦) . 

英文版.一1965 ， (10 卷 3-4 期) :228 

0027 维吾尔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以后的西域形势/森安孝夫

//东洋学报 .-1973.3 ， (55 卷 4 期)

0028 维吾尔的西迁/森安孝夫矿东洋学报.一1977.10 ， (59 卷 1

2 期)

0029 高地亚洲/(法〕伯希和;耿世民译矿民族史译文集 (6 集) .一

1978 

0030 试论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与祖国的关系/杜荣坤，自翠琴//民

族研究(北京)-1979 ， (1) :25 - 30 

0031 维吾尔族祖先对于唐朝统一的贡献/肖之兴//思想战线(昆

明) .一1979 ， (1) :45 一 49

0032 维吾尔族/宝文安矿新疆青年(乌鲁木齐) .一1979 ， (4):47 一

48 

0033 (十一一十四世纪维吾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书的引

言/(苏〕吉洪诺夫;姬增录译矿西北历史资料.一1980 ，

(2) .一西安: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1980. 7. -9 - 24 

0034 塔里木盆地诸国/(日〕松田寿男;耿世民译矿考古学参考资

料.一1980 ， (3 一 4)

0035 维吾尔族小史矿延边日报(延吉) .一1980.10.10.

0036 在桃源落籍的一支维吾尔族/夏远奇，田亚龙//湖南日报.一

1980.10.15 

0037 六至九世纪的维吾尔人/(苏〕吉洪诺夫;姬增录译矿西北历

史资料， 1980 ， (3). 一西安: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1980 ，

12. 一26-35

0038 维吾尔族在唐朝统一祖国中的重大贡献/苏北海矿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乌鲁木齐) .一1982 ， (2) :29 - 39 

0039 挑源县的维吾尔人/符乐农矿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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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0040 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胡振华矿人民日报(北京).-1982.

10.18. (3) 

0041 河南省维吾尔族/陈兰邦整理矿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一

1982.11. 6. (3) 

0042 维吾尔人/ (苏〕伊斯哈科夫;余大钧译矿蒙古史研究参考资

料(新编 29 辑) .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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