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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民族是拥有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民族
。

在这个民族里
,

受人尊敬的行业—
经商构

成了这一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改革开放
、

搞活经济的指导

方针政策的推动下
,

一部分维族人摆脱了长期束缚着他们的私人经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

这一精神枷锁
,

走出家门 (当然大部分在新疆 )去祖国各地经营商业
。

他们善于经商
,

而且超

过了当地人
。

他们占领了一些市场
,

有 的土厂的产品甚至供不上他们的需求
。

看 到 这 种 现

象
,

当地的人们都很惊奇
,

他们只知道他们能赚钱
,

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能赚钱
。

新疆一部

分人的回答是
:

改革
、

开放的热点地区增强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
。

谁也不能否认这一

点
,

因为人们脱离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创造不出奇迹来
。

不过他们的回答并不全面
,

要是这样

的话
,

为什么其它民族如蒙古族
、

藏族
、

柯尔克孜族等在经商这一领域中不那么活跃呢 ? 看

来
,

这里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
。

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 我们的看法是心理因素
,

是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商心理和经商意识
。

根据我的研究
,

维吾尔民族经商的人们具有以下

心理特征
:

1
.

敢冒险
,

但不是盲 目的
。

他们非常善于了解市场行情
。

2
.

敢出家门
,

不怕吃苦
,

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可以连续几天只吃水果度 日
。

3
.

具有很强的流通观念
。

维吾尔民族里有一句俗语
,

意思是钱能找钱
。

4
.

有坚韧不拔的性格
,

不计较一时得失
,

有长远眼光
,

即使一时失利
,

也要继续干下

去
。

他们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

说是
“
搞这个行业免不了亏本

” 。

做一件事应该有正确的判

断
,

而市场情况瞬息万变
,

很难预测
。

因此
,

总想一帆风顺而不能承受一点挫折的人不适合

干这个行业
。

5
.

维吾尔民族几乎没有轻视经商的心理
,

相反
,

经商是比较受人尊敬的行业
。

这对经

商的人来说是极其有利的社会环境
。

以上是维吾尔族经商心理的一些基本特征
。

一种行业
、

一种民族的和社会的心理不可能

在一两年或者几十年中形成
,

它扎根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那么维吾尔民族的经商心理

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呢 ? 以下我们从历史
、

地理环境和宗教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来探讨它的历史

根源
。

1
.

学者们研究文明生活方式起源的时候
,

总是把它与城市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

在这里
,

我们有必要重复有关城市生活方式
,

即文明生活方式的论述
。

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是
“

社会出

现了商业
、

手工业
、

训练有素的职业和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服务行业 )
,

并且从这些职业

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和官僚政治
” 。

① 可见
,

商业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① 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大百科辞典》 ,

载 《 文明和文化》 ,

求实出版社 1 982 年
。



维吾尔民族按性质来说不是游牧民族
,

他们在二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城市生活
。

吐鲁番地区的

高昌
、

古城和交河古城的遗址证实了这一点
。

2
.

地理环境
。

这包括两个方面
: ①自然环境

。

新疆地区水源不太丰富
,

气候千燥
,

缺

少搞农业生产的肥沃的土地
。

在这一点上它明显地区别于内地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光靠农业

或牧业生产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

毫无疑问
,

这些自然条件是迫使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重

要原因之一
。

②地理位置
。

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
。

它为世居在新疆的维吾尔民

族发展 经济
、

繁荣贸易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

3
.

宗教
。

除为数不多的无神论者以外
,

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民族的全民族宗教
。

一千年

以来他们一直信仰这门宗教
。

伊斯兰教义里没有任何反对经商的内容
。

而且
, 《古兰经》 里

有安拉给默罕默德的这样
,

一个启示
: t’.

· ·

… 经商是符合教规的
,

高利贷 (由于 … …对个人和

社会有害 ) 是不符合教规的
。 ” ① 另外的一段启示更增强了维吾尔民族的冒险意识

,

如
“ … … 你

想做一件事
,

以安拉的名义冒险吧
,

安拉对于敢冒险人是最亲近的
” 。

②

总之
,

维吾尔民族在经商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

而党的改革
、

开放给我国人民创造

了脱贫致富的有利条件
。

只有从这两个方面解释才能比较全面地回答维吾尔民族的商人们为

什么如此善于经营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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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辑的

开篇寄语中写道
: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中国是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新气候下蓬勃发展的

国家
。

虽然我们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

但是诸多社会问题已显露端倪
:

新旧体制变换中出现的

价格不合理问题
、

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平问题
、

以及社会风气不正
、

交通

管理混乱
、

恶性事故频发
、

腐败现象滋生等问题
,

都是屡见不鲜的
。

虽然它们不是社会的主

流
,

但也决不应该忽视
” 。 “

真正的有为之举
,

唯有正视现实
,

深入地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

病源
,

寻求解决的途径
。 ”

“ 我们正是基于此种目的
,

公然打出 《中国社会问题》 的名号
,

努力剖析当代中国社会

所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
,

试图正确地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
,

以健康科学的态度纯 化 社 会 风

气
,

将我国建设成社会繁荣
、

发达
、

世风文明纯朴的新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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