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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生活的改变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国家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

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进行的，

而且还基于当时独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由于之前的吉

尔吉斯斯坦的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生产资料和资源的国

有化并没有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的影响较为积极，因为在这段时期

不仅暂停了邻近民族对吉尔吉斯斯坦土地的夺取进程，还加速

了在法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因

政府更迭而产生的新关系体系中的第一个，实际上也是最重要

的时刻。

（一）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规模的改变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功推行的社会和经济政

策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国家人口高速增长。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在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增长率方面排名第

一，人口增长了 46.5%，其中城市人口增长了 220.8%，农村

人口增长了 35.1%。1926 年共和国有 66.87 万吉尔吉斯人，

1999年就有超过300万，大约在同一时期，吉尔吉斯民族人口

在共和国总人口中的相对份额也有所增加：1959 年为 40.5%，

1989 年为 52.4%。除此之外，正是在这一时期吉尔吉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1987 年吉尔吉斯人占

共和国工业总就业人数的 25%，尽管这一比例并不高，但考

虑当时人口数量，这群人对整个国家的文化进程的影响相当明

显。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北部城市人口的增

长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在南部，一些农村和边境地区

和其他偏远山区的人口增长率最高。除少数老工业城镇外，城

市人口增长显着。随着共和国内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移民流

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当然，除吉

尔吉斯人外，其他民族群体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俄罗斯人、

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

等。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

新的空间发展格局，据统计，有90多个民族在吉尔吉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生活和工作 。

农业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1970-80年间，在共和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农工综合

体，为该国大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必要的基

础设施。在1990年代以前，农作物生产的主要生产者是公营

农场，几乎占总产值的45% 。

在这七十多年，吉尔吉斯斯坦被改造为了一个典型的定居

式国家，与游牧国家相比，它拥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力量。

（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生活的发展

在未成立苏维埃政权之前，吉尔吉斯斯坦在人口识字率方

面是中亚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在人口普遍不识字的情况下，

阅览室成为一切群众性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的中心，设有扫

盲班和课程、图书馆、戏剧团和业余俱乐部，举办讲座、读报

和表演。全日制，夜大和函授形式的教育机构广泛建立。

大众媒体的创立也始于1920年代，媒体系统每年都在补

充新的出版物和传媒手段。到80年代中期，吉尔吉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年出版 113 份报纸和42种杂志，以吉尔吉

斯语出版了 61份报纸和 16 种杂志 。此外，中央报纸和杂志

也在该共和国发行出版。1927年在首都首次出现广播，20世

纪90年代初，吉尔吉斯电台有两个节目。1950 年代后期，吉

尔吉斯斯坦开始播放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电视广播。

到 90 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内有了电视节目，在城市能

够收看几个节目 。当然，文化和教育机构在满足市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90年共和国统计

委员会的资料，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 9 个剧院、33 个博物

馆、253台电影设备、322 个图书馆、163 个俱乐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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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工作吉尔吉斯人的精神需求方面，除了文化环境

外，俄罗斯和吉尔吉斯语双语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

1989 年的人口普查，37% 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能够流利使用俄

语，其中超过 7000 人甚至认为它是母语。通过俄语，吉尔吉

斯人已经加入或正在了解、学习世界文化成就。31.7% 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经常阅读小说，50% 的人表示不时阅读小说。

46.2% 的人更喜欢用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两种语言阅读 。

（三）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体制的改变

在最后形成了几十个民族并存的独立国家之前，吉尔吉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内部的法律关系以及人民的法律意

识和行为对后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产生了极大地的影响。尽管

社会主义管理和法律形式存在缺陷一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缺陷，

但吉尔吉斯斯坦参与了对他们来说全新的文化和法律空间、新

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迈向进步的重要一步。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在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能

够自我供给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法律基

础。其次，国家边界被明确标出，后来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完

整边界。最后，苏维埃国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设法消除了不

适合，甚至阻碍国家建设的游牧的生活和管理形式。总之，正

是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真正的和有能力发展

的国家的所有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生活形

式的建立，所有法律意识的转变过程开始发生。新的法律形式

和制度引入到日常生活，然后相对较快和持久地引入公众意

识，这比起以前，法律制度更上一层楼。

即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但过去的社

会主义现实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对吉尔吉斯

斯坦社会和法律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共产主义制

度和传统社会结构的遗产，以及遗留在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民

的心理意识。至于共产主义遗产，对吉尔吉斯斯坦现代法律关

系体系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特征点主要有：（1）高度集中化和

国家高度参与调节社会进程；（2）权力集中在总统和政府官员

手中；（3）议会权力有限，司法机构薄弱；（4）发展不充分的

的地方政府。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理尽管有种种缺点，但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家长式情结是社会国家法律的一个明

显特征，向公民征税，照顾年轻一代，该体系的公民意识继续

影响着公民的大众社会经济和法律代表，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希望工业和土地保持为国家所有 。

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意识观念的变化

民族意识是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美学、哲学、宗

教和其他观点的总和，这些观点具有民族发展的内容、水平和

特点的特征。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社会和个人综合因素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个人层面上，民族意识受到一定的民族

环境、民族文化状况、传统、民族社会地位等的影响。吉尔吉

斯斯坦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加入苏联后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社

会变化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精神生活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和

发展。

（一）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传统价值观念的

变化

图·乌·乌苏巴利耶夫在自己的著作里写到：“吉尔吉斯

斯坦加盟苏联，消除了吉尔吉斯的劳动群众主要受害的部落冲

突和民族冲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意味着克服吉尔吉斯

斯坦各个部落的孤立、朝着民族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是从

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从落后的宗法封建制度向

更加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转变 。”吉尔吉斯斯坦存在

传统的价值观，如部落主义、氏族主义、地方主义及其相应的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价值观对国

家和民族进步没有贡献，但大多数吉尔吉斯人心理的基于传统

部落社会的价值观，专注于自己同类的利益和需求。在以公共

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为特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中，

集体主义精神和价值观与吉尔吉斯部落关系的传统社会的集体

主义精神和原则并不矛盾。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源于欧

洲，但受到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欢迎。与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

国家一样，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重大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对于吉尔吉斯斯坦

部分人口而言，这些改革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痛苦，因为按照当

时吉尔吉斯斯坦国情，上层或中产阶级占比并不高。

大约二十年之内，人民改变了生活方式，社会发生了重大

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和群体，出现了掌握了科学

和理论的思维的吉尔吉斯知识分子，国家创建了教育系统、医

疗保健、新的公共和政治机构和机构，开始加速发展工业和科

学技术。在此基础上，除了很好地保持了原有的传统价值外，

外来的价值也能很好地生根发芽。正是在苏联时期，包括吉尔

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才形成了公民主义的概念和建国的

基础。

（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态观念的变化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时期，人民传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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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吉尔吉斯人的传统生态意

识实际上是绝对神秘主义，这是由于传统社区的个人几乎完全

依赖自然，而这又是由于缺乏对于自然过程和规律的可靠和充

分的知识以及社会的低生产能力。苏维埃国家通过建立中等和

高等教育机构，在教育机构寻求普及扫盲并将有关现实的科学

观念引入大众意识的活动的压力下，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先前的

生态观念和知识结构崩溃了。

克服了这种观点自然就全面转变了人民的环境意识。对生

命构成某种威胁的东西进行神化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当新获

得的知识能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自然过程。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自然本身的态度。从

那时起，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有原先对自然充满敬畏和崇拜之情

不断融入自然环境，开始开发自然环境，揭开了大自然神秘和

神圣的面纱，以物质为基础的新生态模式无疑在吉尔吉斯斯坦

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吉尔吉斯人从是自然有机部分的状态过

渡到了它的“主人”状态。因此，吉尔吉斯人的头脑中对于自

然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要从外部带来的知识外，在苏

维埃社会主义时期，生活条件逐渐提高和人口数量的急速增加

很大程度也影响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大自然的态度。

三、结语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尽管受到了重大的外部影响和历

史的种种磨难，人民还是设法保留了他们的主要文化和基本遗

产。基于自己的语言形成了世界民族图景以及民族心理、气质

和精神这样重要的文明元素，他们的语言就是一种证明，因此

保留了祖祖辈辈之间的连续性和连接这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精神与气质的纽带。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所有领域的构造都发生了变化，在最短的历

史时间里从父权社会转变为具有与该社会相对应的模式和价值

基础的工业社会的主权国家。虽然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只拥有形式上的政治主权，但在这一时期，吉尔吉斯

斯坦国家地位的所有必要政治、经济和文化先决条件都已建

立。创建了能够自我生产的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社会和经济

基础，人才培训体系，正式的法律体系被引入，国家知识分子

出现，国界被划定等等。最后，创造了必要的文化土壤，吉尔

吉斯社会目前需要的许多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许多其他西方

血统的积极思想和价值观也在那个时期已经生根落地。因此，

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生活与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些

变化渗透到意识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现象。对于吉

尔吉斯斯坦人民来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段历

史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影响具有双重性，需要从辩证角度

客观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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