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東突厥斯坦穆斯林運動及莫斯科在 

新疆影響力的加強（1931–1934）

與伊朗阿塞拜疆地區及土耳其發生的事件相比，蘇聯開始對新

疆表現出關注則要早得多。當地人口民族—族群構成與對穆斯林宗

教的虔誠，以及維吾爾人與中亞地區諸民族的民族淵源，使東突厥

斯坦地區大部分區域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就已成為蘇聯關

注的目標。C · 羅斯托夫斯基在三十年代中期根據共產國際提議進行

的一次考察活動，曾指出東突厥斯坦地區的面積為142.5萬平方公

里，達中國國土的三分一（原文如此—譯者註）。他寫道：此區域面

積接近伊朗疆域，比土耳其版圖大一倍，面積與法國、德國、英國

三國領土之和相當。1 新疆與蘇聯接壤邊界超過1,000英里。2 當時在

中亞地區諸蘇聯加盟共和國生活着80萬至90萬維吾爾人，他們與新

疆地區的維吾爾人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3 自治運動前夕東突厥斯坦

人口數量如何？其民族—族群結構又是怎樣？有關這些問題有各種

不同的數據。據蘇聯由多條新疆來源管道而得到的資料顯示，二戰

前新疆生活着390萬人，其中250萬維吾爾人，23.5萬哈薩克人，23

萬漢族人，20萬東幹人（東幹人是操漢語的穆斯林—作者），13萬

滿族人，12萬柯爾克孜人，8.5萬土爾扈特人，其餘有察哈爾人、刀

郎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印度人、俄羅斯人、藏族

人及其他民族。4 這些數據大致符合新疆督辦盛世才提交的1941年

新疆人口數量的數據。兩者細微區別在於維吾爾人及哈薩克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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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口數量。根據盛世才的數據，373萬新疆總人口之中，維吾爾人有

298.4萬，哈薩克人有32.6萬人。5 但在東突厥斯坦革命者烏馬爾．

伊斯拉莫夫1934年為共產國際撰寫的呈文中則堅信這些數據沒有

一個是正確的，並報告說：新疆生活着1,400萬至1,500萬人，其中

70%是維吾爾人，7%是蒙古—卡爾梅克人，6%是東幹人，5%是

漢人，4%是哈薩克人，4%是柯爾克孜人，而2%則為其他民族。6  

事實上，若比照當前東突厥斯坦地區人口數量，上述這些數據看起

來更為真實可信。在新疆事件結束的1949年，毛澤東在其發言中指

出在東突厥斯坦地區有900萬突厥穆斯林人口。顯然，穆斯林人口

減少是與1944至1949年間新疆的反抗運動有關。至於這裏生活的漢

人，在蘇聯專家撰寫的情報資料中則指明，漢人「不是新疆的原住

民，而是一些來自中國內地以及因各種違反中國地主的法規行為從

內地流放至此的人」。7

在新疆390萬人口之中，286.8萬人（72%）住在農村，48.7萬人

（12.5%）棲身在城市，而60.45萬人（15.5%）則過着遊牧生活。8

蘇聯在1931至1934年間公開干涉東突厥斯坦發生的事件，時間

上也正值穆斯林運動擴大之際。但在此之前新疆各個地方就已發生

了反抗中國國民政府的起義活動，維吾爾人參與獨立鬥爭的活動當

時就曾受到關注，如1912年哈密的托穆爾．哈利發、1915年吐魯番

的阿赫邁德、1917年庫車的穆哈邁德．阿力汗、1923年喀什的薩利

丁等。鑒於這些事件，為防止維吾爾知識分子叛亂，1928年獲任命

為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金樹仁藉口布爾什維克黨威脅，開始拘捕這些

人。他將大量漢族移民安置在這裏，允許他們利用維吾爾人為自己

謀取利益。9

新一階段局勢的發端始於1931年初的一起家事衝突。1931年2

月，一位保護漢族移民的漢族軍官意欲強娶哈密城名人薩利赫．達

爾尕的女兒。這種做法被認為是羞辱穆斯林。達爾尕於是採取了一

種策略性做法：同意他們結婚並邀請了約50名漢人出席婚禮，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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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灌醉後統統射殺。10 事件成為哈密暴動的起因。4月份，不滿

情緒業已席捲哈密地區其他居民點，而到5月份哈密城已被暴動民

眾控制，暴動活動在極短時間內蔓延到穆斯林生活的各個區域。由

維吾爾族首領和加．尼牙孜．阿吉及哈密前任參事堯樂博斯汗之孫

堯樂博斯．卡孜領導的這場反對國民政府當局的運動，帶有民族解

放性質。在打敗政府軍隊之後，和加．尼牙孜．阿吉被推舉為伊斯

蘭軍總司令，各地暴動武裝也轉而接受他的指揮。11 在取得伊寧著

名宗教人士沙比提大毛拉的同意後，哈密暴動開始由吐魯番的馬可

蘇德、和田的穆哈邁德．伊敏．布格拉統率，當時有七個居民點同

時起事。暴動民眾的主要口號是「建立穆斯林人民共和國」。1931

年5月31日，維吾爾革命委員會及暴動軍隊頭目和加．尼牙孜，以

新疆穆斯林人民的名義向當時正在進行反對中國國民政府制度活動

的蒙古革命委員會發密函，請求軍事援助，毫不掩飾地闡述暴動的

原因。他寫道：「我們穆斯林民眾已經向漢人繳納了數百年的稅，

像狗、驢一樣為他們工作。最近一二十年來，漢人的壓迫更是加大

了。（他們）不僅沒收我們的土地和財產，還到處任命那些搶掠我們

糧食、木材等東西的官員，這讓我們深受折磨。所有這些我們一直

都在忍受，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他們並未停止這些劫掠，又開

始欺侮我們普通人家。我們穆斯林民眾不能再忍下去，決定與其就

這樣死在他們手中，不如起來與他們鬥爭並消滅他們，如果真主相

助的話，我們想成為自己的主人」。12 為了與蒙古領導人建立關係，

和加．尼牙孜派遣以伊斯馬伊爾阿訇、伊敏．庫爾馬爾、祖列特丁

阿訇等人代表他前往蒙古。他在信中還講述了與吐魯番、喀什、和

田及阿斯坦納（在吐魯番市東南—譯者註）等地穆斯林建立聯繫

的情況，講述了喀什的土爾扈特人正在等待他們（蒙古人—譯者

註）的到來。和加．尼牙孜強調：我們穆斯林民眾現在做的這件事不

僅為自己，還為了所有受漢人剝削的人，我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

獻身。13 與和加．尼牙孜一起在這封信上簽名的還有其助手堯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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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斯．卡孜、庫爾班．達爾嘎、薩利赫．達爾嘎、 巴吉．尼牙孜．達

爾嘎、薩迪克．庫爾馬爾及毛拉帖木兒．尼牙孜。

由於1928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統治還不穩固，各省的離心傾

向此時日益增強。利用當前局勢實現自己目的的不僅有穆斯林，還

有意圖鞏固自己實力及建立私人統治政權的各地政府。長期主政新

疆（1912–1928）的楊增新於1928年7月7日遇害後，金樹仁獲任命為

新疆省主席（督辦）（1928–1933）。儘管金樹仁曾任新疆政務廳廳長，

但在東突厥斯坦地區相對而言還是個新人，因此他側重延續楊增新

統治時期的政策方針，不願冒險改變新疆與蘇聯的關係。14 不過，

金樹仁卻徵收牲畜屠宰稅，並禁止穆斯林到實地朝覲。15當時，從

1920年代後期開始，東突厥斯坦地區的穆斯林常常穿過蘇聯領土前

往麥加朝覲。16 喀什的英國總領事曾報告稱，許多中國漢人阻礙喀

什穆斯林越過蘇聯領土前去朝覲。17 曾任喀什道尹的馬紹武將軍，

發現各省政權孱弱，早在穆斯林民眾暴動開始前就已與新疆的蘇聯

外交官發展關係，請求他們幫助自己策動政變並將喀什變成一個獨

立邊地。為換取軍事援助，馬紹武許諾將喀什納入蘇聯的勢力範

圍，聲稱：「你們會在這裏得到日本人在滿洲所擁有的。」18 但是，

考慮到新疆是蘇聯工業的原料基地，蘇聯沿東突厥斯坦一線邊境維

護困難，以及位於該地區的阿富汗、印度與中國因素等，駐新疆的

蘇聯機構處理與馬紹武的關係時更偏向保持謹慎，拒絕向這位喀什

行政長官提供軍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駐烏茲別克特派員М．斯

拉烏茨基曾給副外交人民委員Л．М．加拉罕這樣寫道：「這一時期

馬及他這樣人物出現，實際上是一場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並不能

改變新疆的社會制度。」19 此外，蘇聯機構認為馬紹武及其親信是日

本方面的間諜，而日本一直關注新疆的局勢。20

哈密起義開始之後，在甘肅的回族首領馬仲英向和加．尼牙孜

及其他維族領袖給予幫助並提出建議。儘管伊斯蘭軍隊司令部中有

很多人對回民持懷疑態度並反對引入他們的幫助，但和加．尼牙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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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接受了馬仲英的建議。早在1928年，馬仲英就領導了甘肅的回

民起義，以一系列果斷行動引起了各界關注。與起義軍聯合之後，

馬仲英計劃利用這一有利局面來削弱並最終推翻金樹仁政權。帶着

這些打算，他派出一支由1,000名騎手組成的騎兵部隊前去幫助哈密

的起義軍。此時和加．尼牙孜的軍隊人數已達1,000人。21然而，當

國民政府當局軍隊向起義軍進攻的時候，馬仲英的回族騎兵部隊在

奪取政府軍一些武器為戰利品後卻回到甘肅。22由於和加．尼牙孜

與堯樂博斯．卡孜發生分歧，後者也帶着自己由170人組成的部隊

和回民一起離開了戰場，導致起義軍的狀況變得極其困難。23由和

加．尼牙孜領導與中國政府軍進行殊死之戰的200人維族部隊，最

後不得不向山區撤退，1930年代維吾爾起義的第一階段也就這樣結

束了。24

在東突厥斯坦起義剛開始的1931年，起義者曾寄望蘇聯的幫

助。這種期望是出於蘇維埃政權從1917年起就一直是世界革命的宣

導者，尤其是1920年代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心已從歐洲轉到

了亞洲，但這些幻想在三十年代已經過時。雖說當時的莫斯科布爾

什維克領導人理論上對民族解放革命活動還持讚賞態度，但實際上

卻是從蘇聯利益的角度去解讀這些活動，並以此來評價旨在反對中

國國民黨政權的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暴動。儘管起義者代表向喀

什蘇聯領事館提出要求購買武器，但卻遭到拒絕。甚至連蘇共中亞

局書記К．Я．鮑曼就突厥斯坦蘇聯維吾爾族共產黨員在新疆起義

民眾中開展工作提出建議，也從政治局議事日程中取消，而且一直

沒有被審議。25 在如何看待新疆起義這個問題上，共產國際東方書

記處與蘇聯領導人的觀點存在重大分歧。關於東突厥斯坦地區，對

蘇聯來說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因素。在1930年代初，蘇聯佔新疆

對外貿易額的80%以及出口量的90%。26 1931年10月1日，雙方在

烏魯木齊簽署了《新疆省政府與蘇聯經濟關係協議》（即《新蘇臨時通

商協定》—譯者註），協議規定要加強與蘇聯的經濟聯繫。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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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蘇聯領導人認為在東突厥斯坦的國民政府當局被推翻後，英國

和日本的特工機關可能會利用新疆地區來反對蘇聯，箇中原因首先

是因為英國、日本、土耳其以及一些穆斯林國家對維族人起義抱以

同情態度。當時英國駐新疆領事M．湯普森在1931年給外交大臣約

翰．西蒙撰寫的報告曾指出：「穆斯林起義是由蘇聯挑唆起來的。」28 

而由莫斯科獲得的一些情報顯示：新疆起義勝利後，似乎要借助日

本幫助成立「圖蘭帝國」，把新疆、蒙古、幾個中亞蘇維埃加盟共和

國及哈薩克斯坦包括在內。據推測，該計劃來自打入回族領袖馬仲

英內部親信的幾名日本間諜。29 這些傳聞是合乎情理的，因為「被預

言要在新疆登上王位的土耳其蘇丹後裔阿卜杜．克里木當時就在日

本，而且日本還發行鼓吹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來並在那裏建立伊斯

蘭國的泛突厥主義報紙」。30 考慮到這些情況，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

人員認為蘇聯向新疆開始的這場穆斯林運動提供保護並不適宜。一

些蘇聯同事經常問自己這樣的問題—「這場運動是什麼性質？是反

動的還是革命的？」在中亞的蘇聯工作人員認為，「這是一場資產階

級民主運動，但卻沒有提到土地問題；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但卻

沒有反帝國主義鬥爭，也沒有與蘇聯結盟的目標。」31不過，共產國

際東方書記處及其駐中亞的代表則建議對東突厥斯坦開始的這場穆

斯林運動提供保護。共產國際駐塔什干代表Д．Я．多爾夫就向東方

書記處通報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論據歪曲了事情的真相，

並有意對運動作出不正確的評價。」32 聯共（布）中亞局負責人將新

疆開始的這場起義定性為民族解放運動，而同處該地區的蘇聯國家

政治保衞局的軍人和工作人員，在論證這些事件革命性質的同時，

還認為在鎮壓起義問題上不應該向新疆中國政府提供協助。1931

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起草的一份參考資料，建議И．皮亞特

尼茨基不要向金樹仁政權提供協助及出售武器。33 1931年夏，新疆

政府請求蘇聯出售武器裝備及航空設備，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給聯

共（布）中央政治局撰寫的建議書就指出：「此次起義應結合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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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雲南等中國其他省份發生的穆斯林民族解放運動去研究。運

動首腦是一些地主的事實，根本改變不了其民族解放的性質。所有

這些都讓我們去特別關注新疆發生的事情。在任何情況下，新疆典

型的軍閥反動政府無疑都會加強反蘇工作，都會存在各種新的破壞

活動、反革命行為以及企圖削弱與蘇聯關係傾向的威脅，而我方軍

事援助僅僅只是暫時延緩而已。用我們的武器鎮壓維族人的民族解

放運動以及隨後實施的血腥恐怖，不可能不給民族解放運動帶來損

失，而且基本上還會推動各種反革命力量的進一步團結與新疆反蘇

基地的擴大。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因此認為，向新疆政府提供幫助

以鎮壓維吾爾人起義是不適合的。」34 然而，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

的建議到達之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已於1931年8月5日根據Л．

М．加拉罕的指示批准了關於「接受外交人民委員會關於向新疆出售

兩架飛機的建議」的決定。35 蘇聯政府的這一動作結束了有關對新疆

事件態度問題上的各種質疑，並在反對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問題

上向中國新疆政府機構給予了支持。而且政治局在1932年通過的四

個決定又再充實了這一方針。1932年4月8日，在討論了新疆問題之

後，政治局責成Л．М．加拉罕並向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及И．

阿庫羅夫建議：「要商定派遣10至15架飛機，以加強中國西部邊防

機動聯隊以及從飛機上用機關槍射殺匪幫的指令問題。」36這裏的

「匪幫」所指的就是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回等各族起義軍，

他們在督辦金樹仁武裝力量的猛攻之下已向北方及蘇聯邊境附近山

區撤退。同年5月23日，政治局再次研究了新疆問題，責令蘇聯陸

海軍人民委員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所轄的國家

政治保衞總局第一副局長亨里希．雅戈達，「全面徹底解決1932年4

月8日政治局決議的落實問題。」37 1932年6月，政治局三次把向新

疆政府出售武器問題付諸討論。6月16日，政治局在討論了羅加諾

夫斯基提交的報告之後，馬上責令伏羅希洛夫及阿庫羅夫去辦理。38  

同一天，政治局還研究了「按照與新疆合同進行供貨」的問題，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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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過了一份決議。決議寫道：「必須履行所簽合同。」39 6月22日，蘇

聯政府最終完全公開了自己向新疆出售武器的意圖，而政治局也因

為向新疆政府出售總金額達200,705美元的八架飛機、航空炸彈、

子彈、汽油以及其他軍用器材的活動已在進行，而且新疆政府已向

帳戶支付了價值2,070美元的金錠（此外，要轉交給我們的、價值

46,680美元的金錠也已運抵邊境）來確認本次交易，因此通過了那份

秘密決議。40 蘇聯政治局上述所有就新疆作出的決議都是絕密的，

甚至在蘇聯解體後也還一直以「特別卷宗」方式保存着。

蘇聯出售的武器被新疆中國政府用來對付起義軍。為鎮壓維

吾爾人起義，中國政府同時還運用了在新疆生活的白俄及哥薩克僑

民。蘇聯偵察機構資料顯示，儘管該地區駐有2.5萬人的中國軍隊，

但「人數達1,000人的白衞軍部隊最有戰鬥力」。揚．卡爾洛維奇．

別爾津在為蘇聯領導人起草的情報這樣寫道：「但這唯一一支有戰鬥

力的隊伍在關鍵時刻卻會背叛金樹仁，因為他們知道穆斯林憎恨他

們，而且也擔憂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41 在情報末尾別爾津提醒

道：「起義運動進一步發展可能會消滅新疆中國政權並企圖建立起一

個穆斯林國家。」42

不過金樹仁卻借助中國政府能動員的各路武裝力量成功地將起

義暫時鎮壓下去。起義軍也分成幾支小股撤退到山區，並在整個

1932年期間不斷發動局部出擊，以此來癱瘓中國行政當局的工作，

對新疆的中國軍隊進行突然打擊，但自己也遭受了重大損失。1932

年12月新一階段的維吾爾運動在哈密地區開始，並於短時間內遍及

吐魯番綠洲地區，再由此向阿克蘇一帶蔓延。此時的穆斯林，在聯

合了鄰近地區的反對武裝和當地民眾之後，已能建立起一支由3,000

名士兵組成的軍隊。穆斯林武裝在高昌打敗了政府部隊，這對其獲

取武器發揮了巨大作用。起義軍在奪取中國政府軍隊的武器作為

戰利品之後退回到吐魯番，而當時防守吐魯番的就有1,000名維族 

士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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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東突厥斯坦穆斯林運動及莫斯科在新疆影響力的加強（1931–1934）  9

1933年2月20日，「維吾爾民族革命委員會」成員為了取得起

義勝利決定成立自己的政府。墨玉伊斯蘭法院法官穆哈邁德．尼牙

孜．阿拉姆被任命為國家元首，沙比提大毛拉為總理，穆哈邁德．

伊敏．布格拉為總司令。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接受了良好教育，是

有智慧的人，熟悉政治事務。起義前他穿越俄國領土到麥加朝覲，

回國途經印度。在喀什西北部（原文如此，應為西南部—譯者註）

的和田組建委員會後，他開始大力推動發展獨立思想。44

1933年2月21日，回民在烏魯木齊發動起義，22日攻陷墨玉，2

月28日進攻和田也以勝利告終。3月份，起義已席捲昌吉、呼圖壁、

瑪納斯等地。3月底，喀什地區及首府烏魯木齊地區的大部分已落入

起義軍手中。與此同時，烏斯滿統率一支由500名柯爾克孜人組成的

隊伍也在阿勒泰地區起義。該部隊人數很快達到千人，於是他們就

開始攻擊阿勒泰地區首府所在地承化縣城。45 新疆的中國政府軍隊此

時已處於癱瘓狀態。1933年2月至3月間，烏魯木齊周邊100公里以

及該城本身已處於接近前線的地帶，其中就連督辦金樹仁的保衞工

作也只能完全寄望於前不久剛組建起來的白衞軍部隊。然而，就在4

月12日傍晚，由於巴維爾．巴品古特男爵、別克傑耶夫上校及統率

前新疆白衞軍武裝的軍官發動政變，督辦金樹仁在頑強抵抗之後被迫

逃亡，而這時接手新疆政權的則是政府軍指揮官盛世才。46 至於蘇聯

當局有否直接介入這場政變，目前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說法。47 對於擔

心東突厥斯坦政權落入穆斯林手中的莫斯科來說，這種做法是有可能

的。1932年底起，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開始為東突厥

斯坦地區培養布爾什維克幹部，主要目的就是要讓那些與莫斯科有密

切關係的維吾爾族幹部「清除泛伊斯蘭主義及泛突厥主義思想」。但

當維族起義發生時，這些幹部還沒有培養好，而且其中一些人甚至被

認為是國際帝國主義派到共產主義大學的間諜。48

新疆白俄擁護成立由曾任新疆省政府教育廳廳長並曾在金樹仁

政府擔任不同職務的劉文龍為首的中國政府。但同時，他們也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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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與穆斯林起義軍作戰的盛世才將軍，聲稱如果他想接掌新疆政權，

白俄將會支持他。49 盛世才知道這是決定性的時刻，於是緊急派代

表接洽維族軍領袖，提議他們如果放下武器，就將天山以南地區的

管理權交給他們，而天山以北地區則由中國政府控制。然而，「南

方的維族人卻反對這個建議」。50 4月12日，新政府發布了成立的消

息。新政府在號召書闡述了省長金樹仁在1928年攫取政權的經過，

細數了他的罪行。國民黨新疆委員會在其1933年4月28日的呼籲書

也為新政府辯護。51 不過，政權在形式上雖由劉文龍負責，卻由盛

世才將軍掌握實際權力。根據新政府首腦的命令，盛世才獲任命為

新疆境內所有中國軍隊的司令。52 從1930年秋開始盛世才就在新疆

任職。1931年7月，他被任命為新疆東路軍總司令，並直接指揮了

針對和加．尼牙孜領導的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民族解放運動的軍

事行動。53 1932年8月，盛世才致信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闡述了自己

的觀點及對新疆未來的看法。54 他千方百計地渴望蘇聯領導人能注

意自己。他寫道：「1923至1927年我在日本學習，不斷地鑽研馬克

思、列寧、斯大林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作品，因為學習了這

些著作，我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擁護者。」55

盛世才借助白衞軍的幫助在吐魯番與鄯善成功實施一系列行動

之後，得到了「常勝將軍」的綽號。但新疆流行着傳言，稱當盛世

才把和加．尼牙孜的軍隊圍困在塔拉特山區時，在收取貴重禮物之

後，把他放出了包圍圈。56 盛世才把新疆的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

中，他宣布督辦金樹仁被驅逐及離職的4月12日為「四月革命」之

日，並開始宣揚自己是這場「革命」的關鍵人物。很快他就完全耍起

了典型的中式手腕—起用垂暮老人李昀（音譯，此處原文有誤，

據記載應為朱瑞墀—譯者註）取代任政府主席一職的劉文龍，自

己隨之又輕而易舉地佔據了這個職位。57 從1933年6月12日起，盛

世才已正式成為東突厥斯坦的主管總督（督辦）並緊緊掌握住各種權

力。他任督辦的第一個動作是與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茲拉特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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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東突厥斯坦穆斯林運動及莫斯科在新疆影響力的加強（1931–1934）  11

立關係。第一次見面，盛世才就盡力讓茲拉特金相信自己是「共產主

義思想及與蘇聯友誼的擁護者」。58 

開始掌權的盛世才幾天後就宣布了自己著名的、帶有綱領性質

的「六大政策」，包括反對帝國主義、發展與蘇聯友誼、提倡種族及

民族平等、打擊專橫及賄賂行為、捍衞和平、建立新經濟（即反帝、

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譯者註）等內容。同時根據政府

綱要還確定了一些反映各種民族及民主改革措施的發展方向，其中包

括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招工及工資發放中恪守民族平等，維護集

會、言論及出版自由，取締前政府的不合法決定，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為確保新疆經濟獨立對省內礦產資源進行勘探和開發，扶持農

民，對外實行睦鄰政策，與中國中央政府共同建立涵蓋國民教育、

教學在內的財政體系等。59 盛世才知道，要克服危機不能僅用改革手

段及軍事措施。他計劃一方面開拓與蘇聯的關係，以獲取國外的支

持；另一方面，與起義軍某些領導人單獨進行談判，讓他們轉向自己

以分化起義運動陣營。1933年夏天，新任督辦首先與和加．尼牙孜

談判，企圖讓起義的重要基礎—維吾爾人轉向自己。1933年7月，

盛世才與他簽署協議，達到了讓維吾爾人停止針對政府部隊發動軍

事行動的目的。根據協定，新疆南部將計劃建立維吾爾民族自治地

區，確保各民族在政府中都有代表席位，並貫徹政府綱要中聲明的那

些民主改革措施等。作為交換，為確保新疆的和平及安寧，和加．

尼牙孜應與新疆政府合作且要聯合起來共同打擊馬仲英及伊寧張培元

武裝。根據督辦的盤算，無論是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人，還是焉耆

的蒙古人，很快就會附簽維吾爾人所簽的這份協議。60 然而，新疆的

穆斯林運動在1933年秋卻進一步擴大了，儘管與和加．尼牙孜的協

議稍許穩定了政府的局面，但並沒有完全結束維吾爾人的戰鬥。在

與和加．尼牙孜會面的同時，盛世才也想與回民領袖馬仲英展開談

判，並儘量借此機會製造回民和維吾爾人之間的不睦。但無論答應

作出多大的讓步，與馬仲英的談判始終都沒有成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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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蘇聯政策中的新疆

維吾爾人起義的同時，準噶爾地區的回民在馬仲英的領導下，

打着建立以奧斯曼王子阿卜杜．克里木為首的穆斯林國家的旗號也

展開行動。儘管思想上的差異導致回民和維吾爾人之間產生了矛

盾，但這種情況沒有長期持續。到1933年夏，以馬仲英為首的回民

就聲稱他們一直都是穆斯林民族武裝的擁護者。馬的幾位顧問是土

耳其人，他希望在中亞地區建立泛伊斯蘭國家。62 3月20日，部隊在

上校帖木兒的領導下佔領了伊寧，3月25日攻取阿克蘇，4月25日

拿下喀什。反抗中國行政當局的浪潮席捲了阿勒泰及塔爾巴哈台地

區。6月13日阿卜杜拉將軍的隊伍又奪取了葉爾羌。

穆斯林武裝取得的勝利迫使新疆政府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在向

莫斯科提出請求的時候，新疆政府想讓蘇聯領導人相信新疆發生的

事件是由日本和英國操縱的。為了激怒莫斯科，盛世才寫道：「英、

日帝國主義必然會利用這種局面，目的就是為了借助穆斯林民眾在

新疆建立穆斯林國家來壓制蘇聯和中國的革命。」63 受這些請求的影

響，政治局成立了以К．伏羅希洛夫為首、由Г．Я．索科爾尼科夫

（時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譯者註）和Ш．З．艾利阿瓦（時任

蘇聯副外貿人民委員—譯者註）組成的委員會，進一步詳細討論

蘇聯在新疆的政策，以及商討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他有關機構

撰寫的建議。64 7月，該委員會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他相關機

構，共同就蘇聯在新疆政策問題起草了建議並轉呈政治局審核。這

份文件由12條內容組成，認為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並不適宜，要

向烏魯木齊政府提供幫助，並要強化蘇聯機構中的工作紀律。在共

同會商的建議書，還建議在英、日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那些地區成立

地方自治機關。文件的第三條寫道：「首先必須做的事是向烏魯木齊

政府提供積極幫助以擊潰馬仲英及回族部隊，這些人是將新疆變成

反蘇活動基地之計劃的現實基礎。」65 8月3日，政治局討論了委員會

起草的建議，並對新疆工作作出指示。委員會起草的建議沒有作任

何修改，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通過的決議涵蓋蘇聯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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