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罗布人研究综述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罗布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涉及罗布人族源、方言、渔猎文化、饮食文化、服
饰文化、婚姻习俗以及歌谣等内容。论文就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罗布人研究成果作一总结，以期了解和掌握罗布人
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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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人是我国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至今仍散居在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的
尉犁、若羌、且末县以及轮台县的草湖乡、库尔勒
市的普惠乡等地（这些地方被中外学者称之为罗
布地区）。由于罗布地区的自然环境封闭、交通闭
塞、社会发展缓慢，生活在这里的罗布人居住分
散，而且人口较少，历来过着渔猎、狩猎、游牧和农
耕等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因此他们比较完整地
保留了传统文化和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改革开
放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
化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罗布人这一特殊
群体的社会文化也激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在此背
景下，对罗布人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至今经历了
30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一、罗布人国内研究现状

（一）族源
关于罗布人的族源，维吾尔学者克里木·热依

木、阿布拉·吾买尔发表了题目为《论罗布人的起
源》的文章，开启了罗布人族源研究之门。其文章
剖析了民间神话传说的内容，否定了罗布人是“蒙
古人后裔”“克尔克孜人后裔”之说，认为“罗布人
是散居在罗布荒原的古代维吾尔族人”。[1]研究员
苗普生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推测：“在公元 6世纪乙
弗敌就是生活在罗布泊边缘，他们的生活习俗都

与清代史籍描述的罗布诺尔人的情况是相同的。
这至少可以说明,罗布诺尔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
落或种族。”[2]著名语言学家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
夫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推断：“出仲云（thumul）人构
成了今天罗布泊人的核心部分。”[3]阿力甫·巴拉提
则以为：“维吾尔族特殊的一部分———罗布人，是
自古以来一直在狭窄的罗布地区逐水生活的撒里
维吾尔族的后代。”[4]研究员杨镰经过实地考察以
后认为：“罗布人是古楼兰遗民，其后，他们经由与
维吾尔族杂居，逐渐维吾尔化了。”[5]著名学者马大
正在《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中还指出：“如果罗布
人中含有楼兰遗民后裔的成分，至少有他们的血
统那应当是合情合理的推测。”[6]不过学术界对此
持否定态度。莫复烧认为：“历史上楼兰人操印欧
语系，而罗布人使用的却是夹杂方言的维吾尔族
语言。所以操维吾尔语的渔猎群体与操印欧语系
的楼兰人没有直接的联系。”[7]但还有学者支持“楼
兰遗民后裔说”。如哈麦在《寻访古楼兰王国遗民
罗布人》一文中提出：“古楼兰王国遗民罗布人，在
历史上一直以渔猎为主，总是逐水草而谋生存，其
民族成分逐渐受到塔里木盆地主体民族维吾尔族
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8]李吟屏、李宁在否定
“蒙古人后裔说”“克尔克孜人后裔说”“己弗勿敌
部落后裔说”和“楼兰遗民后裔说”的基础上，提出
了“罗布人本是被迫迁往罗布泊地区的焉耆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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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族人”[9]的新观点。本地青年学者艾力·艾买提否
定了李吟屏先生的这一观点，认为“焉耆在 15 世
纪之前就基本伊斯兰化了，清朝初期罗布人从焉
耆迁往罗布泊地区的话，不会不信仰伊斯兰教”，
他从罗布人的部落成分、方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
俗的角度，论证“罗布人很早以来就是生活在罗布
地区的土著居民”[10]。总之，在族源研究方面，学术
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二）方言
在罗布方言方面，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的

《现代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是系统研究罗布方言
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分别从罗布泊方言、罗布泊方
言的语法特点和罗布泊方言的词汇等方面，详细
介绍了罗布泊方言。[11] 2002年出版的傅懋勣的《维
吾尔语罗布话研究》一书，是对罗布方言研究的一
个新突破。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语的罗布话，还
把罗布口语两个调查点的第一手材料在语音、词
汇和语法等三个方面跟维吾尔书面语作比较，找
出两者之间的异同关系并解释其规律性。[12]乌尼尔
其其格的《维吾尔语罗布方言和蒙古语卫拉特方
言词语比较研究》，通过运用历史比较法确立了维
吾尔语罗布方言尉犁、米若土语和蒙古语卫拉特
方言巴音郭勒土尔扈特土语中的共有词及词义演
变规律。[13]阿利热合买提的《罗布方言词汇研究》对
罗布方言词语进行了分析, 从而归纳出一些语音、
词义、构词方面的规律。[14]斯哈娃特的《罗布人族源
及其方言中的蒙古语族语言词汇》一文提出了“罗
布泊方言中与蒙古语族语言音、义相同相近的词
应属于蒙古语族语言词汇”[15]的观点。
（三）社会文化与习俗
从宏观上说，莫依丁·沙衣提的《尉犁回忆录》

（维文）和杨镰的《最后的罗布人》成为改革开放以
来罗布人研究的重要著作。前者主要在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详细论述罗布人的经济类型、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方言以及部落来源等方面的情况。[16] 后
者是作者以兼具古今的视野和自己的丰富经历，
讲述了一个世纪以来发生在罗布荒原的真实故
事，考察发现没有罗布泊的最后的罗布人。[17]阿力
甫·巴拉提在《楼兰的奥秘》一书中论述了有关罗
布人概况、起源、人口、地名和古城遗迹。[18]王汉冰
的《曾经沧海罗布人》主要用实地调查、拍摄、收集
资料等方法来对现代罗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艺
术特点、宗教信仰、婚葬习俗等方面进行多层面的
描述。[19]马大正、王炳华等著的《罗布泊》一书概略
记述了罗布泊地区的历史和地理，也概略介绍了
近代罗布人的种族特征、生活方式和一些独特的
风俗习惯。[20]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在罗布
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罗布
人方面的硕士论文。比如，艾比布拉·卡德尔的《生
态环境与罗布人生活方式的变迁》（2007年），主要
对罗布人的传统经济类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问题进行分析；艾买提江·阿布力米提的《罗布人
物质民俗文化研究》（2007年），论述了罗布人物质
民俗文化整体特征；买买提江·阿不都哈地的《古
楼兰人与罗布人文化之比较研究》（2008年），对古
楼兰人与罗布人文化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西北
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迪丽努尔·阿布都克热木的
《罗布歌谣研究》（2008年），简析了罗布歌谣的内
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

在渔猎文化方面，最早论及罗布人渔猎文化
的是研究员阿布都热依木·艾比布拉的论文《罗布
人的风俗习惯》（载《新疆文化》1996年第 5期），对
罗布人的渔猎文化作了简要介绍；阿布都克尤木·
米吉提的《罗布人的渔猎文化》（载《美拉斯》2009
年第 6期）简要分析了渔猎文化对罗布人社会生
活的影响；艾力·艾买提的《罗布人的渔猎文化及
其变迁问题》（载《西夏研究》2011年第 1期）成为
这一时期罗布人渔猎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该文
分析和探讨了渔猎业在罗布人日常生活中的地
位。

在饮食、服饰文化方面，居乃地·拜克力的《简
论罗布淖尔维吾尔族人的风俗习惯》（载《新疆文
化》(维文版)1987年第 1期），首次比较详细地论述
了罗布人的饮食、服饰文化；韩春鲜、吕光辉的《清
代以来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变
化》（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 2期），探讨
了清代罗布人的饮食、服饰文化习俗及特点；艾买
提江·阿布力米提的《当代罗布人饮食文化的基本
特征及其成因》（载《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 16期）
和《罗布人的传统服饰及其文化内涵》（载《黑龙江
史志》2010年第 13期），对罗布人传统饮食、服饰
文化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在婚姻习俗方面，阿布都热依木·艾比布拉的
《罗布人的风俗习惯》[载《新疆文化》（维文）1996
年第 5期]，简要阐述了罗布人婚嫁仪式上存在的
一些独特习俗；王野苹的《罗布淖尔与罗布人》（载
《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 1期），谈到了清末民初
罗布人独特的婚姻习惯；亚森·不沙克的两篇文章
《罗布人传统婚姻中的宗教仪式》（载《新疆教育学
院学报》2008 年第 3期）和《关于尉犁人的婚礼上
跳火习惯的起源》（载《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 1
期），对罗布人传统婚礼中的跳火仪式进行了调
查，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婚姻中的宗教仪式。

在歌谣方面，莫衣丁·沙衣提发表了两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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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罗布歌谣的一些特点》[载《波斯坦》（现在
的《楼兰》）1980年第 1期]和《论尉犁歌谣》（载《新
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 1期）的论文，简单地介绍
了罗布歌谣及其特点；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莫衣丁·沙衣提主编的《罗布民间歌谣》，此书
保护了即将消失的很多民间歌谣；1992年新疆福
利出版社出版了《罗布歌谣》一书，但在此书中仅
仅记录了歌谣，未对罗布歌谣进行系统深入的研
究；1999年米尔苏力唐先生出版了《现代维吾尔语
方言》一书，该书也提到了罗布歌谣的一些与其它
维吾尔语歌谣的不同之处。
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阿不都

热依木·艾比布拉的《论罗布与罗布人》（载《新疆
社会科学》1987年第 3期)，肖廉的《米兰、楼兰和
罗布人》（载《新疆艺术》1991年第 1期），王野苹的
《罗布人考略》（载《新疆地方志》1993年第 3期）和
《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载《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
第 2 期)，周少华的《罗布人》（载《丝绸之路》1999
年第 1期)，胡邦铸的《关于罗布人》（载《尉犁县文
史资料》（汉文版）2001年第 4辑），杨镰的《古楼兰
文明的守望者———罗布人》（载《文史知识》2006年
第 3期)，海热提江·乌斯曼的《试析罗布淖尔人的
雅答巫术》（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6期），李吟屏的《论和田与罗布泊地区
的双向移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8年第 4期]，昏且木·买合木提的《罗布人
的一些风俗》（载《新疆地方志》2009年第 1期)，阿
力甫·巴拉提的《罗布人名》（载《新疆地方志》2009
年第 1期)，吾布力喀斯木·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
吐合提的《罗布泊民歌的审美特点》（载《和田师范
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 1期)，买买提祖农·阿布
都克力木、艾买提江·阿布力米提的《现代化背景
下罗布人社会文化变迁》[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2期]，艾力·艾买提的《罗布
人与罗布方言中的一些土语词汇》（载《语言与翻
译》2010年第 3期)，艾买提江·阿布力米提的《罗
布人传统生计方式及其变迁》（载《喀什师范学院
学报》2011年第 2期），石奕龙、艾比不拉·卡地尔
的《新疆罗布人传统生态知识的人类学解读》[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2期]，赵疆囡的《略论刀郎人与罗布人的渊源关
系》（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 16期)，王苹的《新疆
罗布人生活方式探究》（载《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12年第 3期)等，文章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切入
罗布人的社会文化，充分显示了各自的学术特色。

二、罗布人研究的价值

众所周知，学术界与罗布人的接触始于 19世
纪中后期欧洲探险家们在中亚、新疆地区掀起的

“探险热”。1876—1878年间俄罗斯著名探险家尼
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对罗布地区
首次进行探险活动。他在《走向罗布泊》一书中首
次叙述了有关罗布泊方面的情况，也记载了不少
有关罗布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从那以后，西方
的很多探险家陆续来到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活动。

上世纪 30年代开始，我国科学家也开始了这
一地区的考察活动。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是
对这一地区进行系统考古探险的第一人，他最终
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新中国成立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罗
布人研究得到了迅速推进，把罗布淖尔与罗布人
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的研究员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领
域的深入研究。例如，马大正、王炳华、杨廉、米尔
苏里唐·乌斯曼诺夫、莫依丁·沙衣提、阿力甫·巴
拉提等等。研究领域涉及到罗布人的来源、方言、
人种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不可否
认，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够
深入细致，而且一些基本问题仍没达成共识。
“罗布人研究”作为“维吾尔学”系统中的一部

分，在整个维吾尔族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中占有
重要地位。因为，罗布人的社会文化丰富多彩，既
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亦有生机盎然的传承新
姿，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风格之奇异，是中
国维吾尔族传统社会文化的一朵奇葩。因此，对罗
布人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收集与整理，不仅有利于
其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而且也有利于促
进传统社会文化的向前发展。总之，罗布人独具特
色的传统文化对维吾尔族整体文化遗产来说是一
个补充，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罗布人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总体情况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
罗布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课题并得到飞速发
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拓深。尽管
如此，依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的问题。
（1）在“罗布人的称呼”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

说法。在很多文献资料中出现对“罗布人”的各种
不同称呼。比如，“罗布图克”“罗布鲁克”“罗布诺
尔人”“罗布淖尔人”“罗布淖尔维吾尔人”“罗布泊
人”“罗布泊维吾尔人”以及“尉犁维吾尔人”等等。
到底该怎么称呼是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罗布人研究主要采用

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而人类
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采用比较少。因此，学术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
上。除了一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外，真正来自田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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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科研成果并不是很多。还应重视对罗布人口
述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做到不同资料间的互
证和查遗补缺。
（3）以往研究调查点主要集中在尉犁县的有

些罗布人乡村社会，如喀尔曲尕乡、墩阔坦乡等。
对散居在尉犁县周围各县乡，如若羌、且末、库车
及轮台县的草湖乡、库尔勒市的普惠乡等地罗布
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风俗习惯、民间文学、神
话传说、风土人情的比较研究较为欠缺。
（4）从研究内容来看，对罗布人的社会发展、

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还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社会发展对罗布人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
庄的影响、罗布人的婚姻家庭与风俗习惯的变化
状况等问题，应得到重视和研究，成为拓深拓宽研
究的切入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罗布人研究成果虽然显
著，但也有很多领域有待开拓与进一步加强，重复
研究的现象比较频繁，研究问题的角度还不够新
颖。本文所作的综述工作，正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
上为此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推动
罗布人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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