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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力提甫·托乎提教授
Litif Tohti

力提甫-托乎提教授，男，维吾尔族，1953年2月生于新疆托克逊

县。1972—1975年就读于原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 982年在本校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 985—1 99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和华

盛顿大学攻读语言学和阿尔泰语言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 994年回到中央

民族大学任教至今。2001年被聘为教授，2003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2年5月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维哈柯语

系主任，2004年被聘为维吾尔语言文学系主任。

力提甫·托乎提教授被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兼任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学会阿尔泰学分会副会长、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少

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族语文》杂志编委、《语言与翻

译》杂志(汉、维文)编委、国家民委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留学回国人员研究启动基金评审员等。

在教学方面，已经开新课达10多门。其中《阿尔泰语言学》、《转换

生成语法》等课程是维吾尔语言文学系乃至中央民族大学的开拓性课程。

在科学研究方面，2001年发表了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研究基金资助

的专著《维吾尔语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的生成句法研究》，这是首次将国外

生成句法理论引入国内阿尔泰语言研究的创新成果；主编完成的国家“九

五”重点教材项目《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于2002年出版，填补了我国阿尔

泰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该书2003年荣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承担的北

京市精品教材项目——《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

构》2004年出版，并荣获中央民族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至今在国内各类

刊物上发表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译文达几十篇，其中《维吾尔语的关

系从句》和《从维汉语音位系统的异同看学生的发音难点》两篇论文分别

于1 996年和1 997年获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

1 997年力提甫口托乎提教授被评为校级师德先进个人，2003年被评为

杰出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受到国家六部委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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