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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ꎬ它主张将亚洲中、西部所有

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ꎬ建立“大突厥斯坦”帝国ꎮ 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产生对中亚和

世界的政治局势、对中国和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因

此ꎬ研究泛突厥主义的行动、运动以及对策ꎬ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ꎬ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

一个重点问题ꎮ
〔关键词〕泛突厥主义ꎻ东突ꎻ三个主义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ꎬ它主张将亚洲中、西部所有操

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ꎬ并最终建立“大突厥斯坦”帝国ꎮ 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产

生对中亚和世界的政治局势、对中国和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ꎮ

一、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一)泛突厥主义的产生

１. 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时ꎬ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的背景是突厥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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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兴起、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抵抗ꎮ 比如王淑梅认为:“泛突

厥主义产生的背景有三:一是突厥学的实践ꎻ二是‘民族国家’理论及‘民族原

则’ꎻ三是‘泛’思潮的兴起ꎮ” “泛突厥主义凭借突厥学的实践ꎬ在欧洲的‘民族

国家’理论和‘民族原则’以及‘泛’思潮(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了”ꎮ〔１〕敏敬认为“泛突厥主义是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影响下‘发
掘’突厥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等方面的遗产ꎬ宣扬‘突
厥种族优越’论”ꎮ〔２〕贾春阳认为除上述三个主要背景外ꎬ还有一个背景原因是

“民族压迫和国际斗争的产物”ꎮ〔３〕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文化、语言、宗教、政治四

个方面来研究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ꎮ 比如刘亚东认为“文化基础———突厥文

化的发掘、语言基础———突厥语的稳定和扩张、宗教基础———伊斯兰教的排异

性、政治基础———沙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射”是泛突厥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ꎮ〔４〕

２. 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在 ９０ 年代初钟国发、李绍先、潘志平、王淑梅等人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ꎬ他们认为ꎬ泛突厥主义产生于俄国ꎬ兴盛于土耳其ꎬ并传播到中亚和中国的新

疆ꎮ “泛突厥主义思潮最先萌发于 １９ 世纪末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

人少数知识分子中间”ꎬ“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在南俄和中亚一带知识分子中间迅

速扩展”ꎬ“２０ 世纪初叶ꎬ泛突厥主义在垂死挣扎的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中找到

了拥护者和崇拜者ꎮ” 〔５〕而贾春阳则认为“泛突厥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匈牙利ꎬ
但真正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则始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鞑靼人地区”ꎮ〔６〕 杨增耀与

上述学者不同ꎬ他认为泛突厥主义有两个发源地ꎬ“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

治思潮孕育于 １９ 世纪后期的突厥语系民族地区和奥斯曼帝国ꎬ产生于 ２０ 世纪

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土耳其ꎮ”“俄国人统治下的鞑靼斯坦、克里米亚、高
加索则是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发源地”ꎮ〔７〕

关于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过程ꎬ学者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ꎮ 他们认为ꎬ泛突

厥主义产生之后ꎬ在土耳其兴盛起来ꎮ 被公认为使泛突厥主义第一次成为系统

化、条理化的经典之作———«突厥主义原理»ꎬ就是由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祖师

孜牙乔加勒甫(１８７６ － １９２４ 年)所著ꎮ “十月革命前后ꎬ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

拉、托甘等鞑靼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ꎬ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事业ꎬ并
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运动”ꎮ〔８〕

“泛突厥主义迄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ꎬ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１. 作为对

泛斯拉夫主义反应的俄国鞑靼斯坦的‘语言、思想、行动’的‘三统一’活动ꎮ ２.
１９ 世纪末以后ꎬ奥斯曼精英‘重新发现’的泛突厥的历史文化ꎮ ３. 十月革命以

来ꎬ从土耳其、中亚到新疆的以反共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活动”ꎮ〔９〕 “泛突厥主义

从 ２０ 世纪初开始经历了鼎盛—蛰伏—复苏—衰落—重振—衰落这样几起几落

的过程”ꎮ〔１０〕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ꎬ从它产生的那天

起ꎬ就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的活跃状态ꎬ也一直努力进行对新疆的深入和渗透ꎬ因
此ꎬ中国应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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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和特点

１.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概念时ꎬ一些研究者首先从考察突厥、突厥人、突厥语、
突厥民族、突厥主义这些概念入手ꎬ比如张建军、姜勇的«泛突厥主义与突厥主

义比较»ꎮ 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历史发展时ꎬ对泛突厥主义概念

进行了总结ꎮ 朱克柔写道:“泛突厥主义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先后在沙皇俄国

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ꎮ 它

最基本的政治内涵可概括为世界上突厥语言各民族联合起来ꎬ摆脱帝国主义的

殖民统治ꎬ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帝国”ꎻ〔１１〕 李绍先指出“泛突厥

主义者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所谓‘突厥民族’ꎮ 泛突厥主义的经典«突厥主义原

理»认为ꎬ民族不是由种族、血亲、地理环境、政治和意志等因素构成的集团ꎬ而
是由分享共同语言、宗教、道德、美学ꎬ也就是受同样教育的许多人组成的团体ꎮ
每个人都借助于感觉属于一特定的民族ꎬ凡自称‘我是突厥’的人就是突厥人ꎮ
突厥主义就是要发扬光大‘突厥民族’”ꎮ〔１２〕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
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等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系为一

体ꎬ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ꎮ” 〔１３〕 不管是怎样的表述ꎬ中
心意思就是: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和势力ꎬ最终目标就是把操

突厥语的突厥人或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并建立突厥大帝国ꎮ
２. 泛突厥主义的特点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特点时ꎬ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特点进行了

分析与考察ꎮ
刘宾认为泛突厥主义有两种类型:文化性与政治性ꎬ也就是具有文化与政治

相生相伴的特点ꎮ “前者主要是指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ꎬ
后者则主要指有组织、有纲领ꎬ旨在实现所谓‘突厥民族’统一的政治活动”ꎮ〔１４〕

两种类型的泛突厥主义自始至终相生相伴ꎬ“每当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受到挫

折后ꎬ就以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形式蛰伏下来ꎬ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ꎬ文化上

的泛突厥主义就会演化为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在某种意义上ꎬ文化泛突厥

主义是政治泛突厥主义的基础、母体、温床以及庇护所”ꎮ〔１５〕

张建军、姜勇把泛突厥主义分为“文化泛突厥主义”和“武化泛突厥主义”ꎬ
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ꎮ 文化泛突厥主义的特征有五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历史观、二元结构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抽象化的“共同”文化

观、自相矛盾的国家观ꎻ武化泛突厥主义的特征是极端的民族统一主义ꎬ公开声

明其目的就是兼并国境外的“突厥民族”所居住的领土ꎬ主要手段是通过暴力颠

覆、武力争夺、极端恐怖制造政治离心和分裂事件ꎬ以 “解放”所有“突厥民族”ꎬ
并最终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目的ꎮ〔１６〕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运动ꎮ 钟国发认为在资本主义弱肉强

食的国际关系中ꎬ通过超国家、超民族的组合来增强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竞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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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是合乎逻辑的选择ꎬ利用民族间历史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为纽带ꎬ也是易见

成效的ꎮ〔１７〕

二、泛突厥主义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国内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ꎬ在“９１１”之前ꎬ主要是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

来研究ꎬ比较少地涉及到与中国及新疆地区诸如“东突”和“恐怖主义”等问题的

联系ꎮ “９１１”之后ꎬ泛突厥主义与国家安全、分裂、恐怖等现实问题紧密联系

起来ꎬ并成为“双泛”研究的重要课题ꎮ 如蒲瑶在«理论导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上

发表«泛突厥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一文ꎬ把泛突厥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的关系

问题作了简单的阐述ꎻ叶边、吴宏伟的«昔日突厥今何在(上、下)———泛突厥主

义与“东突厥斯坦”迷梦的历史迷误» («世界知识»２００２ 年第 ５、６ 期)、李琪的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 («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２００４
年)等等ꎮ 学者们在“９１１”后把“泛突厥主义”“东突”“分裂”和“反恐”作为研

究重点的同时ꎬ国内的博士和硕士也把这些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进行了研究ꎬ主要

有:２００２ 年外交学院王刚的硕士论文«冷战后的泛突厥主义和“东突”恐怖主

义»、２００３ 年新疆大学硕士宋新伟的«论“东突”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分析»、东北

师范大学硕士朱健的«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及我们的对策»ꎻ２００９ 年贵州师

范大学硕士李培元的«泛突厥主义与中国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外交学院硕士

李琨的«“东突”问题中的国际因素»ꎮ 在这些研究中ꎬ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泛突

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危害以及我国应对泛突厥主义的措施和策略ꎮ
(一)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学者们在研究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危害时ꎬ主要是从政治

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来论述的ꎮ
１. 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首要表现就是在政治领域ꎮ “泛突厥主

义对我国的影响首当其冲在政治领域方面ꎮ 无论是二十世纪初期老牌的泛突厥

主义者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以期实现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目的ꎬ还是之后在南

疆建立分裂政权ꎬ走上具体化的‘疆独’道路ꎬ以及在新时期与恐怖主义结合而

产生‘东突’恐怖主义势力ꎬ最先都在政治领域掀起轩然大波ꎬ不仅影响最深ꎬ迫
害威胁亦是最大的”ꎮ〔１８〕“来自西北的威胁一直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隐患ꎮ
特别是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复苏ꎬ以及与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东突’
恐怖组织的勾搭ꎬ更加重了对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危害”ꎮ〔１９〕从学者们的研究来

看ꎬ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政治领域的影响和危害首先表现为挑战国家主

权、破坏国家统一ꎮ 泛突厥主义从传入中国以后ꎬ不管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打出

什么样的口号、开展什么样的活动ꎬ其目的只有一个ꎬ那就是建立脱离中国管辖

而独立存在的国家和政权ꎻ其次ꎬ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ꎬ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领
土完整和社会稳定ꎮ 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导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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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分裂与民族冲突ꎬ他们“一面大力扶持境内分裂主义分子从事民族分裂活动ꎬ
挑起民族分裂情绪ꎬ另一方面勾结国际敌对势力ꎬ针对境内各民族挑起事端、煽
动排汉情结ꎬ甚至从事诸如暗杀、爆炸、纵火等恐怖活动ꎬ妄图破坏建国后确立的

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保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各项民族政策ꎮ〔２０〕

２. 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ꎬ经济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ꎬ而是经济问题和

国家安全的结合”ꎮ〔２１〕泛突厥主义对国家经济领域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造成人民群众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ꎮ 泛突厥主义者袭击的对象不

分男女老幼ꎬ不分国别民族ꎮ 这些年为加大恐怖气氛ꎬ吸引世界目光ꎬ增加了对

政府机关、公共场馆的袭击数量ꎬ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ꎬ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ꎮ
第二ꎬ对经济运行环境的破坏ꎬ打击经济投资的信心ꎬ制约经济的良性发展ꎮ

他们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ꎬ强调要用暴力手段来破坏经济建设ꎮ 在他们的

宣传册上公开鼓噪“去破坏中国的经济目标”ꎮ 他们的分裂和恐怖活动所到之

处ꎬ政府机构就不能正常运转ꎬ人民群众无法安心生产生活ꎬ国家的重大投资和

建设项目就会受到严重影响ꎮ “东突”分裂组织在我国新疆地区制造的恐怖暴

力事件还恶化了边疆的投资环境ꎬ影响了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有利形势和

良好开端ꎬ加大了我国吸纳国际资本的风险ꎮ〔２２〕

第三ꎬ增加打击泛突厥主义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ꎮ 新世纪以来ꎬ国家付出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ꎬ尤其是“７５”以来ꎬ国家为了打击暴恐、维护社会

的安定局面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员和装备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ꎮ 而如果没

有恐怖的事件和活动ꎬ这些投入是完全不必要的ꎮ
３.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思潮趁势而起之时便是国际关系微妙时刻ꎮ 在国内制造一系列

暴动暴乱之后ꎬ泛突厥主义者总是借着人权口号在国际上寻求同情、支持ꎬ并诽

谤中国政府ꎬ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ꎮ
第一ꎬ对与我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ꎮ 中亚一直以来都是泛突厥主义者的

活动基地之一ꎬ也是中国新疆泛突厥主义者的居留地之一ꎮ 中亚诸国的政治极

端组织对新疆的泛突厥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ꎮ 因此ꎬ中国的一些

泛突厥主义者到中亚接受培训、训练后ꎬ再回到国内进行泛突厥主义宣传和进行

暴力的恐怖活动ꎮ 如此一来ꎬ泛突厥主义者利用地缘之便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ꎬ
这对中国和中亚诸国的国家安全也有着严重的威胁ꎮ

第二ꎬ对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影响ꎮ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分化

中国ꎬ实行双重标准ꎬ故意把“东突”问题说成是“人权问题” “宗教问题”ꎬ甚至

提供资金支持ꎮ “泛突厥主义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ꎬ致使

‘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ꎬ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ꎮ 泛突厥

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疆独’势力分裂祖国的一系列活动ꎬ自始至今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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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支持”ꎮ〔２３〕因此ꎬ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围绕“东突”“疆独”
及一系列相关事件中态度、认识不一ꎬ由此所引起的争论、冲突在所难免ꎬ也必然

会对中美、中欧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ꎮ
第三ꎬ对与土耳其国家关系的影响ꎮ 土耳其作为老牌的泛突厥主义的国家ꎬ

对中国的泛突厥主义态度是纵容或支持ꎬ土耳其利用中国国内泛突厥主义宣称

的所谓“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等问题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指手画脚ꎬ甚至默许中

国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其境内活动或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ꎮ 这样一来ꎬ泛突

厥主义、“东突”就成为中土两国发展良好关系的一个障碍ꎮ
(二)我国应对泛突厥主义的措施

１.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ꎬ这项制度自实

施以来ꎬ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与融洽起到了积极作

用ꎮ 今天ꎬ我国在应对泛突厥主义思潮威胁的情况下ꎬ必须仍然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ꎮ “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上能够消解泛突厥主义根基ꎬ这项制度

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相处ꎬ而且其可以民族自治ꎬ故而继续坚持这项制度有利

于新疆少数民族在心理上认同多民族的国家ꎬ在现实中满足制度供给ꎬ使其不需

诉求于极端民族主义ꎬ这样泛突厥主义也便逐渐丧失生存土壤ꎮ” “民族区域自

治的前提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ꎬ所以自治必须要首先服从中央ꎬ服从整体ꎮ 自治

的前提是不能损害中央的权威和整体的利益ꎮ 同时平衡‘自治’与‘共治’的关

系ꎬ保证国家对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ꎬ同时确保少数民族参与政治和民族管理

的权利ꎬ使其在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之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ꎮ〔２４〕

２. 发展经济ꎬ缩小区域差距

建国后ꎬ新疆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ꎬ但与内地相比ꎬ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是

非常明显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所以要解决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ꎬ必须要

发展新疆的经济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ꎮ 邓小平也曾表示ꎬ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

搞好当地的经济发展ꎬ只有经济发展了ꎬ才能解决其他问题ꎬ经济发展是个关键ꎬ
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点”ꎮ〔２５〕

３. 加强思想文化教育

思想文化战线是抵制泛突厥主义的阵地ꎮ 思想文化教育关系人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树立ꎬ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ꎬ首先就是对人

们的思想观念进行洗脑或扭曲ꎬ所以思想文化是抵制泛突厥主义与恐怖主义的

重要阵地ꎮ 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或者会议ꎬ向当地群众普及相关知识ꎬ使人民及

时、深刻了解新疆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ꎬ教育人们提防泛突厥主义的蛊

惑或欺骗ꎮ〔２６〕同时还要对民众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宗教知识的教育ꎬ使人们

正确认识宗教ꎬ能够区分宗教与极端宗教主义、宗教组织与非法宗教组织的区

别ꎬ使宗教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ꎬ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ꎮ
４.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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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大背景下ꎬ人员、资金、文化、思潮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ꎮ 同样ꎬ泛
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跨国的民族主义思潮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在

国家之间、人员之间传播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跨国的泛突厥主义的活动

甚至是暴力恐怖活动ꎮ 因此ꎬ打击泛突厥主义尤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ꎮ
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ꎬ国与国之间可以加深了解和理解ꎬ可以共享反恐信

息ꎬ共同开展反恐行动ꎮ

三、泛突厥主义与新疆

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新疆ꎬ并且在之后的新疆历史上起

起伏伏ꎬ造成新疆动荡迭起ꎬ直至近代、当代的“东突”和“三个主义”与恐怖事

件ꎬ所以ꎬ泛突厥主义与新疆问题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一)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渗透和泛滥

泛突厥主义在 ２０ 世纪初通过办学、传教开始向新疆渗透ꎮ 杨延冰在其硕士

论文«“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中阐述了泛突厥主义向新疆渗透并蔓

延的原因:“一是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受封建剥削压迫ꎬ要求解放ꎬ反抗压迫剥削

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ꎮ 二是自 １８８４ 年新疆建省后ꎬ有 ３０ 多年相对稳定的发展ꎬ
民族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发展ꎮ 三是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意识

容易形成共鸣ꎮ” 〔２７〕关于渗透的路径ꎬ贾春阳认为有两条:“一是由俄国的鞑靼斯

坦经中亚传入ꎬ另一条是由土耳其传入”ꎮ “正是俄国鞑靼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

义分子对新疆的积极渗透ꎬ加上新疆本土泛突厥主义分子不遗余力的鼓噪ꎬ才导

致泛突厥主义思潮迅速在新疆泛滥”ꎮ〔２８〕泛突厥主义也从此成为“东突”分裂主

义思想的来源ꎮ “泛突厥主义”不仅为新疆“东突”恐怖势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

了思想理论依据ꎬ而且“泛突厥主义”的传播也为民族分裂活动培养了一批骨干

分子ꎮ 新疆资格最老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及其两个追随者穆罕默

德伊敏和艾沙ꎬ长期从事反共、反华的民族分裂活动ꎬ 抗日战争时期ꎬ麦斯武

德、伊敏、艾沙等“东突”主要人物在新疆联合政府中占据高位ꎮ 大肆宣传“双
泛”思想ꎬ一直到死ꎮ 今天艾沙的儿子艾尔肯在国外则继承了其父的衣钵ꎬ继续

从事分裂活动ꎮ〔２９〕

冷战结束后ꎬ泛突厥主义又呈复苏抬头之势ꎬ尤其是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

子更为嚣张ꎬ土耳其也因此成为泛突厥主义向我国渗透的大本营ꎮ “目前ꎬ国际

上各种泛突厥主义分子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新疆ꎬ利用电台、书刊、互联网、音像

制品、学术文化活动等方式疯狂地向新疆传播泛突厥主义思潮ꎮ” 〔３０〕

(二)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三个主义”
泛突厥主义从清末至民国初年渗透到我国新疆之后ꎬ就成为影响新疆地区

与中国安全与稳定的一个毒瘤ꎮ 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突”
恐怖势力和“三个主义”方面ꎮ

“东突”恐怖势力是指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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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国”的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ꎮ “突厥斯坦”本来是中亚一个古

老地名ꎬ是指古代突厥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ꎬ具体指今天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

之间ꎮ 近代以来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新疆侵略ꎬ大约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前

后ꎬ“东突厥斯坦”一词与泛突厥主义一起渗入新疆ꎮ
“三个主义”是指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ꎮ 这三

者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ꎬ煽动民族仇视情绪ꎬ制造宗教狂热ꎬ大肆进行暴力恐怖

活动ꎬ试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ꎬ建立一个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ꎮ
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在“９１１”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峰ꎮ
关于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三个主义”的关系方面ꎬ学者们普遍认为泛突

厥主义是“东突”和“三个主义”的理论来源和依据ꎬ也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ꎬ它
的泛滥和传播也为“东突”和“三个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反共、反华的分裂主义分

子ꎮ 高永久、李丹认为“新疆周边的中亚国家‘泛突厥主义’的泛滥是‘东突’恐
怖势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ꎮ〔３１〕 段志丹也认为“泛突厥主义系‘东突’运动寻

找其‘民族遗产’和‘民族性’根源进而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基础和媒介”ꎮ〔３２〕

关于“东突”与“三个主义”的活动方面ꎬ“东突”分裂分子从上个世纪的 ３０
年代初就开始发动叛乱ꎮ 比如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东突”在喀什建立“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又在新疆伊宁市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ꎮ 陈超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与杨增新的对

策»、纪大椿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危害»、杨发仁的«民族分裂

主义思潮是新疆动乱的思想根源»等ꎬ他们在文中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双泛”
主义思潮在新疆的传播和“东突”早期的活动ꎮ 冷战结束后ꎬ“东突”的活动又进

入了一个高峰期ꎬ在新疆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从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短短的十年时间ꎬ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仅在新疆就制造了至

少 ２００ 余起暴力恐怖事件ꎬ造成 １６２ 人丧生ꎬ４４０ 多人受伤ꎮ〔３３〕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近一年时间ꎬ新疆共打掉暴恐团伙 １８１ 个ꎮ〔３４〕 从“７５”之
后到现在ꎬ有关反对恐怖主义的文章有上百篇ꎬ多是从恐怖主义理论、恐怖主义

在新疆的传播、“东突”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

恐怖主义以及从如何应对来研究的ꎮ 比如潘志平的«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述

评»(«国际政治研究»(季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和«中国反恐研究八大前沿议题»
(«新疆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李慎的«当代“东突”恐怖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

播探析»(«犯罪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樊有辉的«“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

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成因分析»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袁新涛的«“东突”势力的分裂恐怖活动及其防范打击之策» («理论界»
２０１３ 第 ４ 期)等等ꎬ此处不一一列举ꎮ 但从长期来看ꎬ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
“三个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ꎬ并且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ꎮ 这些问题也是威胁

新疆社会安全与中国稳定局面、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难题ꎮ
(三)杨增新与泛突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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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 年ꎬ杨增新上任新疆省长ꎬ１９２８ 年遇刺身亡ꎬ任新疆省长 １７ 年ꎬ是民国

时期新疆在位最久的一位要员ꎬ也是获得评价较高的新疆要员ꎮ 最近几年ꎬ学者

在研究“双泛”问题时ꎬ对民国早期杨增新主政新疆时防范“双泛”的政策和措施

给予了关注ꎮ “杨增新以预防为主ꎬ怀柔和务实并举ꎬ内外兼施ꎬ通过严防 ‘双泛

主义’分子入境ꎬ尊信阿訇ꎬ严查学校教育和查禁私设的道堂等措施ꎬ来防范 ‘双
泛主义’思想的传播ꎬ收效明显ꎬ对维护边疆的安全和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ꎮ〔３５〕

“省长杨增新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和限制措施: 禁止外国阿訇来疆传教ꎬ限制

并曾一度禁止新疆穆斯林朝圣ꎬ通令各地查禁各类学校聘任外国人作教师ꎬ对境

外邮寄宣传品稽查甚严ꎬ并监禁了一批宣传双泛主义思想者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双泛主义在新疆的传播”ꎮ〔３６〕 他在任期内争取和创造一切便利ꎬ“疏”与“堵”
相结合ꎬ从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双泛”思潮的传播ꎮ 但杨增新的措施也只是权宜

之计ꎬ并没有起到长期防范的作用ꎻ同时杨增新的一些“高压”政策ꎬ为以后 “双
泛”主义重新在新疆的传播埋下隐患ꎮ〔３７〕 这方面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２０１３ 年

闫忠林和郝建英发表在«前沿»第 １０ 期上的«论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泛伊斯

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防范»和 ２０１４ 年杨俊杰发表在«伊犁师范学院

学报»第 ４ 期的«杨增新抵制“双泛”思潮措施述评»ꎮ 他们对杨增新主政新疆时

应对“双泛”问题的得与失进行了研究分析ꎬ可以取其精华ꎬ吸取有益的经验而

抛却其不良做法ꎮ

四、结　 论

１. 研究泛突厥主义要加大对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力度ꎮ 在以前的研究

中ꎬ学者们对突厥、泛突厥主义的比较及其特点研究得比较多ꎬ尤其更多地研究

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ꎬ而较少地关注了俄国的泛突厥主义ꎮ 而俄国是泛突厥

主义的发源地ꎬ与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俄国、中亚诸国与中

国接壤或相近ꎬ与新疆跨境民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ꎮ 因此ꎬ要加大对俄国泛突

厥主义的研究力度ꎮ
２. 不管是研究土耳其或俄国的泛突厥主义ꎬ还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

泛突厥主义ꎬ学者们都不单单是研究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ꎬ而是要研究它的行

动、运动以及对策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ꎮ
３. 仍需关注本土“东突”“三个主义”“三股势力”ꎮ 从 ２００９ 年“７５”以来ꎬ

有关“三个主义”和“三股势力”的文章非常多ꎬ反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

民族分裂主义已经成为官员、学者和普通群众的共识ꎮ 尤其是“２０１４ 年ꎬ国内极

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暴恐事件ꎬ其中新疆极端势力活动更加频繁ꎬ并有一些新的

表现:跳出新疆ꎬ暴恐活动外溢ꎻ滥杀无辜ꎬ残忍之极ꎬ无以复加ꎻ有精心的组织和

预谋ꎻ视频洗脑、网络动员、小团伙作案ꎻ暴恐成员低龄化、且有女性参加ꎮ” 〔３８〕针

对这些新的表现ꎬ研究的热点问题也与此相关ꎮ 因此ꎬ学者们仍要思考如下问

题:“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这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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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邪恶势力能在新疆肆虐至今? 暴恐成员低龄化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多年的宣

传、打击ꎬ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 由此来看ꎬ反对“三个主义”、打击

“三股势力”仍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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