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

——哈萨克族简介



民族状况

            中国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哈萨克人民同各

民族在开发幅员辽阔的祖国，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大事业中，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及巴里坤、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青海省西蒙等
地，人口约一百二十万。哈萨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语言属
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信仰伊斯兰教。

        哈萨克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哈萨克族人民是勤劳勇敢、
善良智慧的民族。哈萨克人民自身吸收、承传、保存并仍在发展
的草原文化源远流长，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北道，就是沿天山北
麓蜿蜒穿越准葛尔盆地。岁月悠悠，路途漫漫，东西方文化交融
的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便由此开通而形成。

          建国五十年来，哈萨克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
了蓬勃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生活水平、经济状况得到提高和改
善，人丁兴旺，前程似锦。绝大多数牧民走向了定居点，走向了
多种经营，人民的衣食住行水平日益提高。为了让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哈萨
克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哈萨克族的历史

• 哈萨克族  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关于哈萨克的
族源，中国史书有着大量记载。它最早的核心是乌孙、康居、阿兰等部落联盟。 
从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起，乌孙和汉朝就建立了联盟和隶属关系，他们
友好往来，和睦相处了400年之久。公元6世纪以后突厥兴起，乌孙故地成为西
突厥的中心，乌孙故地又增添了突厥成分。10～11世纪他们归属喀拉汗王朝。
12世纪契丹人西迁，一度又受制于西辽。13世纪又处于蒙古帝国统治下。15世
纪中叶，加尼别克和克烈依率领的哈萨克人，为反抗和摆脱乌孜别克汗的压迫
和统治而东走，从楚河迁到塔拉斯河，建立了哈萨克汗国，并因此得名"哈萨
克"，意为"避难者"或"脱离者"。此后，哈萨克人的牧地范围扩大，其分布地区
分为三部分，称为三个“玉兹”。18世纪初，哈萨克人的游牧地被准噶尔所侵占，
哈萨克人被迫流离。清朝平定准噶尔封建主叛乱的措施，受到当时哈萨克汗国
阿布莱国王的热烈拥护和支持。18世纪60年代起，哈萨克汗国的阿布莱国王臣
服于清朝政府，接受了清政府的封爵，过去被准噶尔赶往西方的哈萨克人又陆
续返回家园，在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放牧并定居下来。他们同新疆各族人
民一起，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49年新疆和平
解放后，新疆的哈萨克族聚居区先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7月17日成立木
垒哈萨克自治县，9月30日成立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11月27日成立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



宗教    节日
• 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由于

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礼拜
寺，许多来源于宗教的风俗习
惯已融为生活习俗。肉孜节、
古尔邦节是哈萨克族的主要
传统节日。此外，每年春分（公
历3月20日或21日）为“纳吾热
孜节”，这是哈萨克族独有的
节日，意为辞旧岁、迎新年。
吃用小麦、青稞、大米、小米、
奶疙瘩和肉混合做成的：“纳吾
热孜”饭，唱纳吾热孜歌，祝愿
人生平安，牲畜兴旺，庄稼丰
收。

• 生活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人，白
天放牧，夜晚在缀满群星的天穹
下守护牲畜。经常注意观察星体
变化。掌握了不少天文知识，并制
定了自己的历法。哈历有月历（阴
历）日历、（阳历）之分。12月为来
年公历2月，1月为公历3月。哈萨
克人根据自己的历法可较为准确
的推算出四季转场、接羔、剪毛、
配种及播种谷物的适宜时间，对
畜牧生产和群众生活有十分重要
的实际意义。

•     哈萨克族人民还吸收汉族中自
古相传的十二生肖（鼠、牛、虎、
兔、龙 、蛇、马、羊、猴、鸡、狗、
猪），以此计年，推算年龄，称作
“年份”。



饮  食  
习  惯

• 哈萨克族饮食很丰富习惯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食，饮食
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肉食主要有手抓肉、熏肉和灌肠
肉。牛奶和羊奶除饮用鲜奶外，还加工成酥油、奶皮子、
奶酷、奶疙瘩、奶豆腐和酸奶子等乳制品。马奶和骆驼奶
一般都是发酵后当饮料，类似奶酒。粮食为面粉、大米和
小米，用它们做烤馕、包尔沙克、油饼、面条、抓饭和塔
尔米（小米炒熟后，用奶皮子、奶油混合食用）。在南山地
区，有的哈萨克族人还喜欢吃“那仁”饭（乌孜别克族人
的常食。即将面条放在肉汤锅里煮熟后，捞在手抓肉上
面，用手抓面和肉同食），以此招待客人。东山地区的哈
萨克族人喜喝砖茶或茯茶。南山地区的喜喝米芯茶。用
这些茶叶煮成的奶茶，醇香可口，是每日必不可少的饮
料。

•     哈萨克族非常好客。在草原上，不论相识或陌生人，只
要来到毡房，都热情招待，至少要煮一壶奶茶。至亲好友
来，还要宰羊招待。主人将放有羊头的熟肉端上后（献羊
头是哈萨克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客人将盘内的羊
头用刀割下一块面颊肉自吃（席间如有老人，先敬给老
人吃），再割下右耳朵给毡房内的最小的孩子吃（以示要
小孩听话）。然后把羊头回敬给主人，以表示谢意。接着
大家开始食用盘中的羊肉。哈萨克族人民还有一种互济
互助的优良习惯，一家遇难，全阿吾勒的人都要相助。在
大忙季节，如转场、剪羊毛、擀毡、打草、修圈棚，都互相
帮助。

•



居   住

• 哈萨克族的毡房是适宜于“逐水草游牧”、容易搬迁的
简易住房。它由横竖交错相连而成的4～6段活动木栅
做围墙，木栅上拴接数十至百十根直杆（直杆多少，视
毡房大小而定），再将直杆的另一端插入木制顶圈的各
眼孔里。顶圈既是房顶，又是天窗。然后在外面绑扎毛
毡，用绳系牢，房屋即成。毡房门高不过1.5米，宽不过
80厘米。门上挂有用芨芨草编制的门帘（也有挂毡帘
的）。房内正中（端对天窗）为火塘，上方为主人的床和
箱柜，箱柜前面是招待客人的地方。进门右侧储放食
物和炊具，左侧放置马具和其他物品。左右两侧靠里
些也有放小孩床铺的。哈萨克族毡房内物品陈设的位
置，已成为固定模式，家家如此摆设。



哈萨克族的木屋  
      在新疆的阿勒泰、伊犁、博尔塔拉等地的草
原上，经常可以见到一幢幢的木屋。木屋是哈萨
克族牧民传统的住房之一，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
资源建造各种精巧别致的房屋。木屋的大小不等
，有单间、套间和并排多间的，屋顶有“人”字形、
倾斜式和平顶的，从屋顶到墙壁全部用木头建造
，四壁的墙和屋顶使木头错落有致地相互咬住，
结实牢靠。地面的地板也是相互嵌镶在一起，整
个木屋不用一枚钉子。讲究的木屋在屋前的圆柱
和木廊的围拦上，还雕有或绘有图案。木屋不涂
任何油漆，全是木质本色。牧区除了把木屋用来
做住房外，还用来做配种站、学校、商店、饭馆
等。有的木屋外表不怎么起眼，但是里面却布置
得十分讲究，房内四周的墙围挂深色的绸缎，上
面刺绣有鲜艳的哈萨克族喜欢的图案，地上铺花
盘栽绒的毡子，五颜六色的被褥和木箱整齐地摞
在木屋中央，毛料衣物、花色多样的裙子和头巾
均高高地挂在木屋两侧，有的木屋还挂着狼、狐
狸的皮和猎枪，显示主人——的狩猎本领。

   木屋的屋顶铺有厚厚的草坪，墙内外抹有泥巴
，所以这种木屋不畏风，不惧雨，冬暖夏凉，且可
防震。一幢木屋可以住半个世纪以上，所以受到

牧民的青睐。



■转场史话

　　在新疆，每年牧民都要赶着牲畜由夏牧 场转移至冬牧场，或由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这个过程
叫“转场”。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属山地牧区。主要分布于天山以北的北疆和南疆西部山
区。随山地海拔的变化，从低处的荒漠到高山草地，形成垂直分布的不同牧 场。按气候的寒暖、地
形的坡向、牧草的情况，实行转季放牧，分成四季牧场，轮流利用，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
套合理的方式。

　　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
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
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
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

　　从“水”的方面来说，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
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选择，否则他们
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 这样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牲畜对草原的破坏。而转场的牧民本身也成了新疆移动的风景。
　　
　　一般来说，转场分别在每年的夏季和秋季进行。但在某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 较大的地方，转场
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牧民总是逐水草而居，所以在那拉堤、巴音布 鲁克等大草原或附
近的公路、牧道上，有最多的机会看到 带着全部家当转场的哈萨克族牧民。

　　通往布尔津县的一段公路并不好走，甚至有些荒凉，但 转场的牧民带着他们的羊群，融入夕阳
金色的光线中，扬起的漫天尘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从 3月中下旬开始，一直
到大雪封山，都是游牧在天山草原的牧民离开冬季草 场往夏季草场迁移的时候，而六七月更是转
场的高潮。在101省道，也就是以前的国防公路沿线，到处可见赶着牛羊上路的牧民。遇到过往的
车辆，牧民便熟练的驱赶着牧畜，让开了道。

　　从海拨近4000米的天山一号冰川到风光秀美的赛里木湖，从伊宁至新源县平坦的公路到游人
如织的喀纳斯，到处可以听到转场牧民清脆的驼铃声。



民  族      
服  饰

• 哈萨克族的服饰独具特色。在牧区，哈萨克男
子冬天普遍穿羊皮、狐皮、狼皮大氅和用驼毛
絮里的大衣；裤子多用牛皮缝制，名曰“夏里巴
尔”。男子喜戴左、右后三面下垂的尘顶四棱
狐皮帽子，一般以彩缎作面，狐皮为里；喜穿
长筒靴。无论男女都喜欢在内外衣的领口、袖
口、胸口、裤角上绣图案花纹。少女戴各色小
花帽，以珠子、玛瑙、金银作装饰，帽子顶上插
有猫头鹰软羽毛；已婚妇女一般戴“克米谢 克”
（绣花披巾）；老年妇女一般戴白色披巾。中表
年妇女喜穿红、绿、淡蓝大花的连衣裙，尺寸
宽肥，上穿坎肩和外套；冬季穿绒棉大衣。小
姑娘和少女的胸襟上饰有银元、银制品和各色
珠扣。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夏天戴白
毡帽，妇女戴白布披巾，天冷时戴绒头巾。伊
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则戴圆形皮帽。哈萨克族牧
民都穿长统皮靴，冬天穿用毡子缝制的长袜，
外着皮靴。









民   间   工   艺

• 哈萨克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工艺美术制品。其中
不少手工制品做工精细，技艺精湛。他们有金、
银、珠宝加工制作的各式戒指、手镯、耳环、腰带
等饰物，造形美观，精巧玲珑。他们能将质地坚
硬的树根、树干挖凿、雕刻出各种木碗、木勺、木
盆等餐具和冬不拉、库布兹、斯不斯格等乐器；
能用兽角、兽骨制作出各式精致的图案，镶嵌在
鞭把、手杖、烟盒等器物上，作为装饰。哈萨克族
妇女还是从事刺绣、缝纫、纺织等手工业劳动的
能手。他们在绸缎、呢绒、皮革、毛毡上用挑、
刺、绣、补、钩等工艺技术加工成的装饰图案，构
思奇巧，色彩艳丽。用这种原料制作成的服装、
鞋靴、被褥、壁毯华丽弦目，美观大方。特别是以
日月星辰、云水花草等形象装饰出的手工制品上
的图案更是着色浓郁，对比鲜明。 



��哈萨克牧区器皿 

��� 以游牧为本的哈萨克人，不仅依靠牧业生产保障自身生活资料的补给，同时
也从事各种手工业，以满足其多样性的生活需求。     其中，家庭常用器皿的制作，不仅显现了这种自然经济传统，也为草原生活
增添了诸多的情趣。

��� 哈萨克牧民使用的餐具多用松木、榆木、桦木制成。松木清香四溢，榆木
结实耐用，而桦木则盛食物不易变味。木制碗、盆外表常雕刻有两三圈连续纹
样，有的还用火烙成花纹或涂上各种彩漆。手艺娴熟和讲究华美的主人，则喜
欢在木盆、木盘或盛奶的木桶边缘镶上金银饰片，使其光彩夺目。

����马奶子是哈萨克人最喜爱的饮料，制作马奶酒的木杵，一般用３尺长的桦
木或榆木制成，打磨刨光、凿口、配木砣，一切都在心算，不用划线丈量，不用
一钉一铆，却结实耐用。

        相邻杯中的马奶酒会通过底部通道流到第一个杯中，此时此刻，你才会
体会到主人敬客的诚意，他是劝你多喝几杯啊！
 



婚  丧  习  俗

• 1949年前，哈萨克族中买卖婚姻相当严重，儿女婚事多由父母包办，索要彩礼常常多达上百头大
小牲畜。当彩礼交付一半以后，女婿即可到女家拜见岳父母，当晚可在岳父母家留宿。 

•     50年代后，封建买卖婚姻逐渐消失，结婚中的一些旧习俗也已摒弃，繁琐的仪式也在简化。结
婚议式先是在女家举行，女家邀请男女客人在毡房内举行“对歌”，对新人表示祝贺。由四个姑娘
陪同新娘围坐一起，头上共顶戴一块大方巾，新娘要唱“哭别歌”，姑娘们唱“劝嫁歌”，一直唱到
送亲。当新娘被送到婆家门口时，男方举行迎亲仪式。首先由主持迎亲仪式的小伙子唱“开场歌”
，同时婆婆要撒“恰疏”（奶疙瘩、奶饼、糖、包尔沙克、羊油炸面团杂拌在一起的食品）。随之大家
进行赛马、叼羊等活动。然后，推选一名小伙子唱“揭面纱歌”，由新郎用树枝挑起新娘头上的面
纱，新娘向公婆和亲戚行礼。新娘到丈夫家中，第一次进帐篷，婆婆要取一块酥油丢入火中燃烧
，新娘要烤手，表示从此以后新娘和全家人要象火一样的亲热。新婚之夜，新娘的毡房里歌声彻
夜不断。

•  
•     过去，哈萨克族中有同一部落七代之内不准通婚的规定和“兄死弟继”、寡妇不准向外改嫁的

习俗。50年代后婚姻渐趋自由，只是婚姻中仍有索要彩礼的现象。哈萨克族有幼子继承遗产的习
俗，即年长的独生子成年结婚时，分得一部分财产就离开父母另立毡房，成立独立的小家庭。父
母只留幼小的独生子在身边作为最后的遗产继承人。哈萨克族还有将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送
给父母抚养的习俗，自己则称呼这个亲生子女为弟弟妹妹，以表示对父母的尊敬。

•     哈萨克族的葬礼，除按伊斯兰教规举行外，还有些较独特的习俗。死者埋葬后，亲友和部落里
的人要给死者家里送食物、白布和牲畜，以示慰问。头七和四十日要过“乃孜尔”。年纪大一点或
社会影响较深的人，在葬后一周年时，要杀掉死者生前的乘马，将马头放在树上或高崖上表示敬
重，马皮割成若干条块分给大家。同时还要举行赛马、摔跤、阿肯弹唱等以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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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追]

   “孜库娃”是哈萨克族青年男女在马背上进
行的一种游戏，汉族同志称做姑娘追。

     关于姑娘追，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据说很
早以前，有两个头人的儿女成亲，男方为
了显示自己，挑了一匹最好的马，准备去
迎亲。女方知道后，也选择了一匹最出色
的马叫女儿骑；并规定在迎亲的那天，叫
新郎追赶，若追得上即成亲，否则另选吉
日来娶。迎亲那天，新郎刚到，新娘就策
马向相反的方向奔去，小伙子扬鞭拼命
追赶，直到追上姑娘并拦马站在姑娘的
马前。这时姑娘又提出叫小伙子在前面
跑，自己在后面迫。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
说，把“追姑娘”演变成现在的“姑娘追”。
“姑娘追”是哈萨克族在马背上的游戏，也
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理想的途径。

   “姑娘追”在空旷、平坦的草甸上举行，围观
的群众站在跑道的两侧。参加得抱头逃
窜，不得有反抗行为。

   这种游戏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小伙子可以
轮流邀请姑娘们参加，直到大家玩尽兴
为止。 

 



叼羊

叼羊，是马力与人力相结合而进行的一种
角逐性娱乐活动。首先由一位受人尊敬的
长者将割掉羊头的山羊放在地上。待一声
令下，骑手们以那山羊为目标跃马向前飞
驰而去，于是激烈的叼羊便开始了。经过
反复争夺，最后夺得山羊的骑手就是优胜
者。哈萨克人把叼羊游戏看成是祈求福祉
的礼仪，当胜利者把叼得的羊扔向谁家门
前就表示给谁家送来喜讯和幸福，这家人
将会人畜兴旺，这户人家要设宴款待获胜
者，并通霄欢庆。哈萨克族民间还承传着
许多无须马参与的体育活动，如“摔跤”、“公
牛角力”等这些活动不必等待喜庆之日，青
少年小伙平时相聚，随时可进行，它们同样
也体现了哈萨克民族崇尚体魄健壮、机智的
天性。

[塞马]

  在牧区，无论是放牧、转场搬迁、勘察草场、狩猎、走
亲访友，还是体育娱乐活动，哈萨克牧民都要以马代步
负重。马是哈萨克牧民的翅膀。
��  赛马，主要在婚礼和重要节庆日举行。参赛的马都
经过特殊训练，骑手都是身穿鲜艳服装的少年。马鞍很
轻巧，马鬃马尾用各种颜色的布条辫起来，作为识别的
标志。比赛开始，裁判一声令下，小骑手如离弦飞箭射
向终点！获得第一名不仅是参赛者的光荣，也是整个部
落的光荣。组织者要发给获名次的骑手一定的物质奖品
，获奖者也要拿出一部分奖品分给亲属和本部落的人。 



哈萨克男人更爱鹰(入乡问俗)

  
                
　　

　　前些日子，在中哈边境哈萨克斯坦一侧的伊兰图山区，牧民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运动会———鹰
猎大会。开幕式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全国各个地区的数十名猎手骑着高头骏马冲过白皑皑的雪原进入赛场，每
个人的胳膊上都立着一只黑色大鸟———金鹰。
　　猎手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排成一列。根据哈 萨克民族的传统，鹰猎大会应由年龄最大的猎人宣布比赛开始，
今年这个荣誉落在了82岁的赛利贝库里·朱尼斯身上。经过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后，他向裁判示意比赛开始。裁
判们记下了每位猎手的位置，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猎物，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一名裁判向山坡下抛出一只野兔， 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小家伙可能还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稍微愣了一下
之后便开始仓皇逃命。这时一号选手发出一声清脆的口令，他手上的金鹰马上腾空而起，在空中一个漂亮的俯
冲，将还没跑出多远的野兔牢牢按在地上，然后又把战利品送到主人的手上。裁判们将根据每只金鹰的出击速
度、空中姿态、抓住猎物的时间以及猎物的受伤情况给它们打分。据说训练有素的猎鹰不会轻易杀死猎物，而
且会尽量少地损坏它们的皮毛。
　　和运动员一样，金鹰也会犯错误，有的还很可笑。比赛中就有一只鹰从主人手上飞起来后，没有奔向野兔，
而是扑向了在旁边观战的一个孩子。老猎手说这只鹰很可能是被孩子戴的红头巾吸引住了，鹰容易把红色的
东西和它喜欢吃的血红的肉联系在一起。
　　鹰猎大会的高潮是猎狐，也就是把猎物由野兔换成小狐狸。由于后者无论在体形上还是力气上都要比前者
大许多，因此增加了捕猎的难度，几只鹰先后败下阵来。最后一只名叫 “库拉什科”的鹰以一个近乎完美的俯冲
抓住了狐狸，经过短暂搏斗后将它制服。
　　“库什拉科”的完美进攻使自己和主人达坦 ·贝克·乌米可汗赢得了冠军。按照传统，乌米可汗把杀死的狐狸送
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一位当地官员，参赛的金鹰也得到了奖赏———那些可怜的野兔。
　　用金鹰捕猎是哈萨克斯坦的古老传统，据考证是12—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亚时开始流行的，当时一只训练
有素的金鹰可以抵得上一匹好马的价钱，它们都可以给主人带来荣誉，至今这里还流传着许多歌颂金鹰和猎
手的民歌，甚至哈萨克斯坦的国旗上也有一只金鹰。
　　训鹰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猎人要在金鹰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喂养它，与它说话，这样在它长大之后，就能识
别出主人的声音，并且只听他的命令。
　　鹰长到成年后，猎人便教它识别兽皮和毛，让它熟悉猎物的气息和特点，整个过程要花3—4年时间。
　　因此猎人和鹰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冠军乌米可汗说：“鹰猎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流淌在每个哈萨克男
人的血液里。我有三子一女，我非常喜 爱他们，但我和鹰的感情更深。 ” 





文  学  艺  术

• 哈萨克族的游牧文化在哈萨克族的游牧、迁徙过程中吸收周围民族的文
化内容，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哈萨克民族文化。特别是中亚和新疆南部
地区的绿洲农业文化、来自西北方向的俄罗斯文化、乌克兰文化、塔塔尔
文化以及相当重要的中原汉文化和中国北方满——通古斯文化都对哈萨
克文化的发展有影响。

• 哈萨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实践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哈萨克文
学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后者的地位十分重要。牧民们在相互交流
与联系中，将不同部落的杰出文才创作的口头民间文学加以传承和发展
，使之日益丰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爱情长诗、民歌、谚
语等，其中尤以长诗所占地位突出。据统计、哈萨克族约有200多部长诗
，代表作如《英雄塔尔根》、《阿勒帕米斯》等。史诗有《萨里海与萨曼》、《阿
尔卡勒克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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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

•      “阿肯”一词，在哈萨克语中，对作家文学而言是“诗人”
的意思，对民间文学而言是对民间歌手的称谓。“阿肯弹
唱”是哈萨克民间歌手在草原牧区的弹唱活动，是该民族
草原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有一则谚语：“歌曲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
膀。”在婚育嫁娶中，在重大节日庆典上，在夏日鲜花盛开
的牧场上，在古稀老人的丧葬礼仪中，哈萨克人往往以歌
来表达各种情怀和心意。一般男女，会唱会弹的比比皆是
，可是最受人们欢迎、喜爱和尊敬的还是那些有名气的阿
肯，他们是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主要传承者和创作者。他们
见识广，记忆力强，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又有好嗓门和弹
奏技艺，所以他们的演唱既悠扬动听，又有丰富的内涵。
���阿肯弹唱中的对唱，是这个活动的主要形式，歌手自
弹东不拉伴奏，一对一，或一问一答、或相互出题目、或猜
谜语，即兴而歌，比试高低。时有名家逢高手，更引人注目
，成为草原盛会。他们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一整日或数日
不见分晓。一些精采的对唱，常在民间流传，并不断提炼、
加工和完善，成为传世佳作。

 　



　　哈萨克族歌曲主要代表作品有《美丽的姑娘》、《玛依拉》、《我的花儿》、《都达尔和玛丽亚》……

美，随处可见
　　哈萨克族的乐曲主要可分3类：一是对山、水、草原和家乡的赞扬，二是对草原上各种牲畜和动物的赞美
，三是对人生、动物遭到不幸的同情和忧伤。
解放后又创作了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许多新曲子。

心随曲动
　　从哈萨克族的乐曲声中，我们好象看到了骏马的奔驰，山鹰的翱翔，大雁的飞鸣，骆驼的跋涉；仿佛看到
丁草原上情人的眷恋，清泉苍松的幽静，羊羔、马驹的欢蹦；从他们近几年创作的乐曲中，也仿佛看到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哈萨克族的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迅速改善的前所未有的美好景象。

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
　　“阿肯”是哈萨克草原上对歌手的称谓。被尊称为“阿肯”的人，应该是歌手中的优秀者，即是唱者又是诗人
，是弹奏冬不拉的高手，是草原上受欢迎、受爱戴的民间艺术家。
　　在哈萨克族聚居的巴里坤草原上，活跃着许多民间歌手——阿肯。他们能演唱各种类型的许多民歌，其
中不少是阿肯们自己的创作。
他们触景生情，即兴作诗，自弹自唱，兼有诗人和歌手的才能。

美丽人生
　　哈萨克族是一个酷爱歌唱的民族，歌和马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哈萨克人的一生，始终在歌声和冬不拉
的伴随下度过。   
　　初生的婴儿要在歌声中迎接三次晨曦，接受人 们三天三夜歌声的祝福；哈萨克人走完人生之路，离开人
世时，人们要为之唱40天的挽歌，回忆死者的生平和德行。所以哈萨克伟大的诗人阿拜曾这样说：“诗歌给婴
儿打开人生的大门，也陪伴死者踏天天国的途径。 ”在这些重大的习俗活动中，担任主角的是阿肯。



快乐民族    
　　当心里沉积了许多奶茶的香醇和大草原的滋味，平原的鹰阿，纵然远去，岁月流逝，小屋永远在风中等待……
　　哈萨克族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民族，民间世代创作的长诗、歌谣、故事、谚语等精神财富，主要通过阿肯去收集、整理、发展、传
唱，因此阿肯又是哈萨族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正如俗语所说：“阿肯活不到千岁，但他的歌声能流传千年。”
　　哈萨克民歌非常丰富，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习俗歌、诙谐歌、赞歌、哭歌、情歌等类。
　　巴里坤草原流行的冬不拉乐曲有90多首，由这些乐曲演唱的歌不计其数。古老的冬不拉乐曲如《黑走马》、《文雅的姑娘》等，代代
流传，脍炙人口。有关马的乐曲在以马为伴的  哈萨克族中是层出不穷、最受欢迎的，如《托泰紫红马》、《白蹄马》、《黄膘马》、《枣红
马》、《花马》、《千里马》、《奔跑的马》、《一岁马驹》、《四岁的马》等。近代创作的曲目也很多，  如《初春》、《草原的欢乐》、《我的冬不
拉》、《牧马姑娘》、《草原盛会》、《美丽的天山》、《巴里坤湖》、《幸福的巴里坤草原》等等。在每年举行的规模不同的阿肯弹唱会上，都
有许多新歌涌现。
　　冬不拉是哈萨克最主要的乐器，用松木或桦木制作音箱，形状有扁平和瓢形两种，琴杆细长，有两根丝弦或钢弦，8—10多个品位
，可以独奏、合奏和伴奏，更多地是用于阿肯自弹自唱。

草原，蓝天，我心飞翔的盛会！
　　每年秋高气爽的季节，巴里坤草原都要举行文艺盛会——阿肯弹唱。这是哈萨克人的节日，是智慧和才华的演练场。
　　每当此时歌手和牧民们就穿上节日的盛妆，带着冬不拉，有的骑马、有的骑骆驼，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歌手和听众来自数十公
里甚至百公里之外的牧场。大型弹唱会一般持续三四天或五六天不等，要根据赛歌进行的情况来决定期限。一般的喜庆节日或阿吾
勒(牧村)自办的阿肯弹唱会，时间和地点都可随意，兴尽即散。
　　巴里坤的阿肯弹唱会沿袭传统的惯例进行，当宣布弹唱会开始时，当地的年长妇女便向人群撒油炸面食、奶疙瘩和糖果等，以示
庆贺。年长的老人或区、乡长要向歌手和观众致礼祝贺，有声望的老阿肯也要登台，以诗的语言表达对盛会的赞颂和希望。然后，弹
唱会便在古老的序曲(又称“曲头”)声中开始。
　　阿肯弹唱的形式以对唱为主，双方歌手即兴编词，出口成章，边弹边唱，一问一答，以物比兴，借景发挥，用优美的歌词，娴熟多
变的弹奏技巧，折服对手，取悦听众。以答词切题准确、语言机智幽默、演唱经验丰富、内容生动有趣者取胜。    
　　对唱有2人对唱和4人对唱，有时也有一人单独弹唱叙事长诗和经典曲目。2人对唱一般是一男一女，也有男阿肯对男 阿肯、一个
阿肯对几个阿肯的对唱，形式灵活自如，可视情况变化随机应对。

以歌会友
　　对唱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问候致意，谈论历史题材、人生意义，也可以唱现实生活、身边景物，还有表达爱情、互相戏谑、讽刺
挖苦、难为对方，有的采用猜谜语、考智力的办  法，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总之，一方唱什么，另一方必须回敬什么。旁听的观众情
不自禁地卷入对唱，欢呼助阵。当出现精彩对唱或智巧风趣的歌词时，全场会爆发出一片叫好声，高潮不断。
　　有时一组对唱难解难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相持几个小时不见胜负。甚至从晚上唱到天明，对垒不止，直到最后一方难倒对方
便其无词对答时，才算取得胜利。
　　弹唱会结束时，要为评选出的优秀阿肯颁发奖状奖品，赠送精美的冬不拉。对德高望重的老阿肯，要给他们献上传统的长袷袢。
按照习俗，败阵的阿肯还要给得胜的一方赠送毛巾、  手帕等物，以示友好祝贺和虚心求教。    





                                 《哈萨克族古典民间音乐六十二阔恩尔》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六十二阔恩尔》领导办公室的杨振波欣喜地告诉记者，3月18
日在欢度哈萨克民族传统的纳吾肉孜节时，伊犁州歌舞团将哈萨克古典民间音乐《六十
二阔恩尔》套曲中的《阿克鹄阔恩尔》（即“白天鹅套曲”）成功地搬上了舞台演出。这是一直
零散流传在民间的《阿克鹄阔恩尔》套曲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在已经结束的5场演出中
，观看演出的观众对演出的形式感到非常新鲜观众已达3000多人次，现在还有观众要求
增加演出场次。 

　　据悉，该套曲演出阵容庞大，有演奏员和歌舞演员90多人。套曲以哈萨克族民间流传
的“白天鹅组曲”为主调，配以民歌、阿肯弹唱、对唱、舞蹈表演等艺术形式，经过编剧和
导演的精心编排，使歌、舞、曲融为一体。配器大量使用哈萨克族传统乐器，特别是哈萨
克古典民族服装设计十分绚丽，烘托出了历史氛围，加上天鹅舞贯穿全场，使整个套曲
一气呵成。 

　　杨振波告诉记者，《六十二阔恩尔》在哈萨克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可与维吾尔族的《十二
木卡姆》相媲美，其意为六十二套优美的乐曲，是自汉代以来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长
期融合发展的结晶,长期流传于哈萨克族民间是哈萨克草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有专家
学者研究认为有固定调式和曲式的《六十二阔恩尔》与已经失传的唐宋《大曲》有一定的
历史渊源。随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现在能够全部演唱此套曲的民间艺人已很难找到。伊
犁州《六十二阔恩尔》领导办公室的专家学者们用10年时间搜集整理出版了《阿克鹄阔恩
尔》套曲，此项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要把《六十二阔恩尔》全部搜集整理出来还需要一定的
时间和人力、物力，要真正搞清楚它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也有待音乐界和史学界的
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现在，《六十二阔恩尔》正在申报自治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
护工程项目。 : 





哈萨克族DE民间舞蹈

• 哈萨克族民间舞蹈具有欢快、热情的特点，尤其是女子舞蹈的手的形状，以中指下抵形成非常
好看的造型为特点。男子则以古老的民间传统舞“哈拉交勒卡”为代表。

• 哈拉交勒卡       哈语音译为“黑走马”，是人人都喜欢跳的古老民间舞，流传广泛。无论是节
日、庆典还是婚礼，主人除了用食物盛情款待客人外，还会弹起冬不拉情不自禁与客人随着乐
曲铿锵顿挫的节奏，欢快的跳起“哈拉交勒卡”。其舞蹈动作 矫健、刚劲有力，顿挫而又有韧
劲。其基本动作是双手叉腰，双腿前后半蹲立，随着乐曲节奏上下动肩。单人跳时，通常舞蹈
者手里拿一只盛满马奶酒或奶茶的碗，令一手叉腰，拿着碗的手拧出“8”字形的舞姿，并保持
手中碗里的马奶酒洒不出来。双人跳时带有一定的比赛性质，多人跳时是在单人、双人舞蹈
即将进入高潮时，大家共同起舞，舞蹈也随之达到高潮。

• 阿吾佳尔       哈语音译为“载歌载舞”，一般在庆贺纳吾鲁孜节和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跳阿吾
佳尔的主要为女性。舞蹈语汇是两手分别在前胸，或一手在头顶一手在胸前，或在身体两侧
做绕手腕动作。手形是以手指下压，其余手指自然翘起，来区分其他民族民间舞蹈。阿吾佳尔
可用抒情的3/4 节奏而轻歌曼舞，也可随 2/4 节奏欢快而舞。它通过优美、委婉的舞蹈动作体
现出哈萨克人柔美、善良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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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鹅 舞

          天鹅是游牧民族喜欢的飞禽，它的羽
毛洁白美丽，体态优雅温驯，深为妇女们
所喜爱，姑娘们还把它作为爱情纯洁、青
春美丽的象征，所以哈萨克、鄂温克、赫哲
等民族中都有"天鹅舞"的流传。哈萨克族
的"天鹅舞"，是把妇女们对天鹅的钟爱之
情，体现在各种女子舞蹈中，她们通过双
翼般的手臂，表现天鹅的意境，使舞蹈柔
美、轻盈，那从肩部经手臂到指尖水波式
的"揉臂"，象天鹅荡洋水中泛起的涟漪，又
象迎着和煦的春风在翱翔。舞姿造型中，
不论双臂在头上，在身侧、或一前一后的
哪一种姿态，手腕都在静止的同时向下折
腕，画龙点睛般地突出了哈萨克族女子舞
蹈特有的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