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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師範大學國際交流學院院長武
和平告訴大公報記者，東干即指甘肅東
部，是他們的祖輩到中亞後，被問從哪
裡來時，他們回答 「東干」，即甘肅東
部，後來便一直沿用為 「東干人」，其
實是中國西北部的陝甘回民。

仍稱政府為「衙門」
雖然遷居異域已歷百年，但東干人

外貌上與甘陝回族並無二致，日常也仍
說陝甘方言。走在蘭州街頭，他們很難
被一眼認出。全程參與了東干子女漢語

本科班的招生與教學工作的武和平給
記者講了段趣聞：蘭州交通大學國際
教育學院院長張國錦在走訪第一屆
留學生公寓時，開門的東干族學生
用陝甘方言和她打招呼，她當時第
一反應是這個留學生是不是假的？
中亞招來的留學生怎麼會說陝甘
方言？

不過，若是細究起來，東干
族用語同當代陝甘方言還是有所
不同，東干族的語言除了在這百

年間吸收了不少來自俄語或突厥語的外
來詞外，還保留了不少頗為古老的漢語
詞彙用法：他們稱總統為 「皇上」或 「
皇帝」，政府機構叫 「衙門」，警察叫
「衙役」，學校叫 「學堂」。雖說有這

些差別，但武和平與東干族留學生聊天
都用陝甘方言，就像自己家鄉的朋友一
般，沒有阻礙：相通的語言是拉近彼此
距離的最好工具。

據甘肅省外事辦副主任樊向勤介紹，
甘肅省政府2012年專赴哈薩克斯坦和吉
爾吉斯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華人華僑
友好協會建立聯繫，給東干族子女提供
漢語教育。在國僑辦支持下，在吉爾吉
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開辦了 「李白華文
學校」。到了2012年，甘肅首個華文教育
基地在西北師範大學正式揭牌。去年，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率代表團訪問吉爾
吉斯斯坦時，更將中亞東干族漢語本科
班學生名額由之前的50人增加到60人，
新增10人的費用由甘肅省政府統一撥付。

西北師範大學中亞東干族子女漢語
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班於去年9月正式開課

，這些東干族學生最大25歲，最小的16
歲，他們具備先天的普通話學習基礎。
據了解，西北師範大學已申請2014年東
干族招生計劃，把這一項目長期做下去。

留學教育服務「大外交」
「留學生教育歸根結底為祖國 『大

外交』服務」。張國錦院長從事國際教
育20年，與來自中亞國家的學生打交道
頗有心得。據她介紹，蘭州交通大學已
畢業的42名中亞國家留學生，大多選擇
回國就業。去年有56名中亞和白俄羅斯
等國留學生畢業，其中11人已於去年9月
與中石油土庫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公司達
成就業意向。

張國錦說，中國與中亞大能源通道
的建成，為留學生回國創造了更好的就
業機會，石油公司是他們集中就業的一
大選擇。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中亞東
干族留學生就業前景被看好，懂得俄語
、普通話、英語、本國語言是他們就業的
一大優勢，這些畢業生大多在中資企業
、政府部門、跨國公司、學校找到工作。

回軍外遷百年 後人鄉音未改

東干子弟東干子弟
分布於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地的東干

族人口有15萬之多，他們是清朝起義失敗後遷往中亞地區的回族義軍
後人。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東干人在中亞生活已歷五代，但他們
仍保持着回族的面龐，說陝甘方言，他們的子弟也終於能夠重返祖先
生活的甘肅蘭州求學、生活。 文：本報記者 楊韶紅 柴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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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大學生略有不同，部分東干
族男同學每天都穿着西服打着領帶來上
課，顯得格外帥氣和整潔，而當他們走
進教室時，還會和其他同學握手寒暄。
來自吉爾吉斯斯坦的林峰就是這樣一位
大學生。

18歲的林峰是西北師範大學東干族
漢語本科班班長，這位留着平頭，操着
一口流利漢語的小伙子來華前曾在孔子
學院學習一年。林峰告訴記者，來蘭州
近三個月，已完全適應蘭州的學習和生
活，唯一讓他感到不適應的，就是中國
食堂學生太多，不太習慣。不過，學校
的留學生公寓設有公共廚房，他們可以
自己動手做飯。

課餘時間，林峰會與同學一起，打

籃球、玩乒乓球，每個周末還會一起去
清真寺做禮拜。在他的印象裡，蘭州生
活方便，水果吃飯都便宜，每月1000元
人民幣生活費足夠了；但蘭州的衣服對
這位小伙子而言似乎有點貴，若是再碰
到同學過生日買禮物，那可能林峰就要
過幾天緊日子了。

談到未來的打算時，林峰說，比什
凱克有很多中國公司，將來他想回國做
翻譯。由於國際長途費用高，林峰一般
都是等爸爸媽媽從吉爾吉斯斯坦打電話
，一周兩次左右。在被問到在蘭州學習
與吉爾吉斯斯坦有何不同時，這個小伙
子靦腆地笑了，說： 「爸爸媽媽不在身
邊，想家。」

（本報記者 柴小娜）

男生喜穿西裝上課
甘肅是中國境內穆斯林的主要聚集

地之一，其省會蘭州大街小巷分布着不
計其數的清真寺，而位於蘭州繁華地帶
西關十字的清真大寺、地處少數民族聚
居地小西湖清真寺和離西北師範大學2公
里遠的培黎廣場清真寺，則是東干族留
學生周末做禮拜的地方。

蘭州交通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張
國錦告訴記者，中國西北地區的氣候和
生活習慣對中亞地區留學生而言較易適
應，而甘肅求學所需的費用較發達國家
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低了很多。據了
解，2010-2013年甘肅外籍學生2300餘
人，其中中亞留學生佔60%。

「政府層面和政策的支持，是做好
跨國人才建設和交流的最大利好。重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人才儲備很重要。」
張國錦對此深有感觸。她說，自2008年
獲得招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留學生開始，
蘭州交通大學留學生生源國和人數急劇
上升，尤其是中亞與中東歐留學生與日
俱增。她更希望甘肅省政府給予重點支
持，設立甘肅省政府獎學金，定點招收
中亞學生到蘭州留學，不論是雙方的文
化交流還是為蘭州向西開放儲備人才，
都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據了解，蘭州目前已規劃建設阿語
培訓基地、中亞西亞國家和地區經濟
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穆斯林學生學習
培訓基地等文化教育平台，也正在努
力開通蘭州至中亞各國首都的直飛航
班。▲正在上課的東干族學生 劉俊海攝

為絲路經濟帶儲備人才

▲西北師範大學東干族本科班學員林峰接
受本報記者採訪 劉俊海攝

華東師大設計學院畢業生魏澤楷這幾天在網
上曬出自己在大學期間的種種奇葩創意，其中一
個就是用西瓜皮來燒火鍋。在這幾十個創意中，
處處可見各種稀奇古怪的元素。去年12月28日發
布創意圖片，兩天內，魏澤楷的微博粉絲已經從
300多飆升到近10萬。

發布出來的芸芸奇葩創意當中，最搞怪的莫
過於一個 「西瓜皮燒火鍋」的創意。圖示中，兩
張椅子被面對面地疊在一起，半個穿了兩根線的
西瓜皮，就懸空在椅腳中間，下面有蠟燭加熱，
再加上各種顏色各異的火鍋菜式，讓人不禁垂涎。

近日，新聞晨報記者電話聯繫到了魏澤楷，
這個25歲的山東大男生，聲音聽起來憨厚樸實。
他說，目前發布的80多個創意，基本都是自己大
學四年 「瞎折騰」的結果。在他發布的奇葩創意
中，可能有8成以上和吃相關。

當他把製作過程秀到同學圈裡時，好評如潮

，魏澤楷才意識到，搞怪的東西如此受歡迎。之
後他一發不可收拾，大學四年，幾乎每天都在挖
掘各種搞怪創意。

如今的魏澤楷已從華東師大設計學院畢業近
半年，目前正在一家藝術公司就職。而他的搞怪
風還在延續。現在，去餐廳吃飯、乘地鐵，甚至
抓蚊子，都能成為魏澤楷創意的道具。 「無聊的
時候做點無聊的事情，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就變
得不無聊了」。

老師：這樣學生越多越好
不過，很多惡作劇多只是魏澤楷的 「自娛自

樂」，最終並沒有 「加害」於室友。他的室友孫
騰堃告訴記者，大家都很喜歡這個 「怪人」， 「
他很愛乾淨，經常幫大家打掃衛生」。同時，在
魏澤楷的改造下，當年4個人的寢室還被隔出了
辦公區、娛樂區、休閒區、閱讀區。 「有他在，

很歡樂，我們相處得挺開心的」。
在剛剛結束的首屆上海市民文化節創意大賽

，魏澤楷獲得了優秀設計師稱號。對於愛徒的各
種創意，華東師大設計學院公共藝術學科帶頭人
倪志琪表示支持， 「作為藝術家，本來就應該有
自己的創意和特點，如果藝術都是按部就班、循
規蹈矩，就不稱其為藝術了」，倪志琪認為，這
樣的學生越多越好。 （新聞晨報）

美國 「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 近日從中國嫦娥三號在月球上的着陸點上方飛過，並拍下了嫦娥三號着陸器和 「玉兔」 號月球車在月面上的照片（
右圖）。在美國航天局官網最
新發布的照片上， 「玉兔」 號
呈現為一個小小的亮點，在其
附近還有另一個稍大的亮點，
那是嫦娥三號着陸器。

美國航天局說， 「月球勘
測軌道飛行器」 利用搭載的窄
角相機拍攝了這些照片，照
片精度為1.5米，而 「玉兔」
號的長度在太陽翼收攏狀態
下也僅有1.5米左右，因此 「
玉兔」 號在照片上只能形成一個點。據介紹， 「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 2013年6月曾對這一地區在相似的光照條件下拍過照。把兩次的照片相比較，就可識別出嫦娥三號着陸器和 「玉兔」 號月球車。 （新華社）

美探測器捕玉兔蹤影 西瓜皮化身火鍋
搞怪創意十萬讚

▲華東師大設計學院畢業生魏澤楷把兩張椅子
面對面疊在一起，並將穿了兩根線的西瓜皮懸
空在椅腳中間，下面以蠟燭加熱， 「西瓜火鍋
」 就這樣誕生了 網絡圖片

▼西北師範大學東干族本科班學員與基
地教師合影 西北師範大學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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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苦學漢語蘭州苦學漢語

清朝同治年間，因清政府採取對回族的
壓迫政策和回漢之間的民族矛盾，陝甘地區
的回民趁清軍南下鎮壓太平天國時起兵反抗

，自1862年持續至1873年，並波及現時新疆、寧夏及青海等
地，最後由清臣左宗棠鎮壓。回漢民族間的相互殺戮，令各地
人口損失至少二千多萬。

回民起兵失敗後，領袖之一
的白彥虎率領數千餘部遷居中亞
，自此便發展
成現時散居於
中亞各國的
「東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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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東干族人散居於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
左圖為清宮廷畫師繪《陝甘回亂渭河戰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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