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

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坐

落在东天山北麓山脚，背山临水。

据记载，月亮地村始建于清代末

年，距今已有百多年历史。月亮地

这个美丽的名字源自村落东西两

边的河流，河流绕村而过，久而久

之，村庄东西两面形成了弯月地

形。慢慢地，人们住满了东西两个

月亮地，村民们也就将村庄命名为

月亮地村。村庄水土丰沃，村民多

从事农耕，现在已经成为集传统民

居、民俗、手工艺、自然景观文化为

一体的传统村落，也是木垒保存最

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 2014 年，

月亮地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

傍晚，月亮地村村道两旁，各色花儿开

得正艳，海棠树结着沉甸甸的果子。果树掩

映下，一座座青瓦黄墙的拔廊民居炊烟袅

袅，飘出阵阵饭香。错落有致的木栅栏院墙

内，一畦畦蔬菜长势喜人。几位老人拉着二

胡、板胡，幽婉的乐声伴着秦腔和新疆曲子，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听得兴致盎然。

百年古宅历风雨

月亮地村如画的风光中，民居是重要

的一部分，村里至今仍保留着百余年前

的“全框架木结构”拔廊房建筑群。月

亮地村妇女主任刘海红介绍，拔廊房在

当地已有 100 多年历史，“当时迁居到

此的人们发现这里雨水多，原来的土

房子、土墙容易被雨水冲刷，墙上的

木门和窗棂很快就腐朽了。为了保

护门窗，一些能工巧匠富有创造性地

将房屋廊檐向外延伸一米多，起名

叫‘拔廊房’。”

拔廊房，在造型上类似四合院的

缩小版，美观实用，历经一个多世纪

的风吹雨打，沿用至今。然而，随着

时代变迁，一些家庭开始改造、翻建拔

廊房，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出现了砍伐

古树、破坏历史遗迹等现象，当地传统

建筑风貌和自然风貌一度受到威胁。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对拔廊

房分等级挂牌保护，不得破坏、损毁。“《条

例》的施行把我们的传统民居保留了下来，

现在有 100 多座拔廊房经过保护性改造，既

不破坏传统元素，又能适应村民的现代生活

需求。”刘海红说。

在众多拔廊房中，有一座原是村委会旧

房，现在已被改建为农耕博物馆。馆内的图

片、文字、实物等全方位展示了近现代以来新

疆北疆地区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农业文明转

变的历史节点。“里面的实物都是村民们用过

的，建馆之后，大家一件件找出家里的老物件

儿捐赠到这里。”刘海红指着马镫、瓦当、纺车

等说，80 多件展品不求华丽，但求真实，尽可

能原汁原味地反映传统农耕风貌。

传统手艺焕新生

走进村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香的酸

味儿，这是有名的“曲儿香”手工醋。手工醋

传承人王淑琴今年已 80 多岁了，在手工作坊

酿醋近 50年。但随着工业规模生产的食醋占

领市场，她家祖传的手工醋也一度没了销路。

遍布月亮地村的家庭手工作坊，曾经都

面临和手工醋一样的困境。前几年，村里通

过集体讨论，决定重拾这些老手艺。

集中财力，首先开发酿醋。改造了简易

醋坊，王淑琴讲解工艺流程，村里的几名妇

女跟着学习。原材料取自小麦、青稞、高粱、

黑豆等，一个月后，经过煮、发酵、浸泡等流

程，新鲜美味的手工醋出炉了。随着当地旅

游火起来，手工醋作坊也红火起来，纯粮食

酿造的醋让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见识了“曲儿香”手工醋的品牌效应，村

民们纷纷重拾传统手艺。现在，虎头布鞋、刺

绣拖鞋、手工挂面等老技艺重新焕发活力，让

老手艺人重新有了用武之地，收入也提高

了。许有柱家的粉条、胡玉宏家的锅盔

……走进月亮地村的街巷，游客不仅可以

品尝各家招牌美食，还可以跟乡亲们一

起动手制作。水磨磨面粉、蒸馍馍、晒干

菜等传统手艺制作逐渐成为当地特色

民俗旅游的重要环节。

这里的人们依然遵循着每个

节 气 的 文 化 习 俗 ：冬 至 ，吃 大 锅

饺子，家家户户一起下手工粉

条 、听 大 戏 ；大 寒 ，人 们 穿 上

厚厚的棉衣结伴踩着雪，拉

着爬犁去村里的年货节上

赶集……

作为中国传统村

落，月亮地村蕴藏着

丰富的戏曲文化，

秦 腔 、新 疆 曲

子 等 广 为

流 传 。

为

了培育乡土艺人队伍，村里组建了 5 支 80 余

人的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并邀请县文化馆专

家和县曲子剧社传承人对秦腔、新疆曲子、

建筑民俗、饮食文化、婚庆文化、民间传统故

事等系统挖掘整理。

作为当地乡村文化带头人，牛永福三

弦、二胡都会拉，秦腔、新疆曲子样样都会

唱，他牵头成立了老年戏曲班，传承发扬秦

腔和新疆曲子。假期里游客多，他们几乎

每周都有表演。

每逢节日，游客还可以坐上大红喜轿，

在舞狮队伍的簇拥下，随着欢快的音乐声，

感受一把传统婚礼。“现在‘高头大马、大红

喜轿、舞狮队伍’的传统婚礼，敲大鼓、扭秧

歌、踩高跷的年俗活动和跳房子、滚铁圈、转

风车等传统童趣文化都在这里重现了。”刘

海红说。

拔廊深深诉往事

近年来，月亮地村通

过 对 传 统 民 居 的 修

缮 ，既 保 护 了 民

居 外 观 旧

貌 ，又 改

善 了

村

民

居 住

环 境 ，还

打 造 了 具

有 浓 厚 乡 土 文

化 气 息 的 古 朴 村

庄 景 区 。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 到 月 亮

地村“见山望水觅

乡愁”，给村民们

带 来 致 富 增 收 的

契机。

自 2016 年 开

始 ，当 地 投 资

3000 万 元 ，以 整

村 推 进 形 式 实 施

月 亮 地 村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与 开 发 项

目 。 每 户 以 奖 代

补 6 万 元 ，全 部

用 于 民 居 改 造 ，并 完 成

了古戏台、村史馆、农耕博物馆以

及 道 路 、通 信 光 纤 等 基 础 设 施

建设。

目前，月亮地村有农家乐和民宿

30 多 家 ，全 部 实 行 统 一 标 准 规 划 布

置，室内布局整齐、大方、美观，庭院花

草繁茂、整洁干净，菜园种有各类有机绿

色蔬菜。

沿着青砖石板小路，走进一个长满花草

的农家小院，村民胡建刚正忙着招呼吃饭的

客人，羊肉焖饼、炒土鸡蛋……原汁原味

的农家菜让客人们直竖大拇指。

“ 几 年 前 ，我 回 家 乡 开 了 这

家‘ 蓝 月 亮 ’民 宿 ，在 这 里 既 可

以 观 赏 美 景 ，又 可 以 体 验 家

的 感 觉 ，对 游 客 非 常 有 吸 引

力 。”胡 建 刚 说 ，村 中 民 宿 的

改 建 和 修 缮 都 保 留 了 原 始 风

貌 ，屋 子 里 既 有 整 洁 的 土 炕 也

有 床 ，水 冲 式 厕 所 、淋 浴 、标 准 化

厨 房 等 一 应 俱 全 。 每 到 节 日 ，村 里 各

家 农 家 乐 都 住 得 满 满 当 当 。“ 我 们 的 家 就

在 景 区 里 ，每 天 欣 赏 着 美 景 ，口 袋 一 天 比

一天鼓！”

拔 廊 深 深 ，青 瓦 黄 墙 ，一 条 青 石 板 路

连接起小村的家家户户。古戏台上，丝弦

声声，回荡在村子里向人们诉说着小村往

事 ，风 起 ，胡 家 大 院 门 口 的 百 年 老 榆 树 点

头 应 和 。 而 游 客 也 在 这 里 寻 到 了“ 乡

愁 ”。“推 开 老 屋 那 扇 门 ，撞 入 怀 中 的 是 跌

跌 撞 撞 的 月 光 ；村 口 笔 直 的 白 杨 树 ，叶 片

间 躲 闪 着 调 皮 的 月 光 ；廊 檐 下 的 木 床 上 ，

盖 在 身 上 的 也 是 暖 进 心 窝 的 月 光 。”一

位 重 回 故 乡 的 游 子 回 忆 着 小 时 候

的月亮地。

到达月亮地村，从村口开始游览。踏着

青石板路沿村道参观，在树木的掩映中感受

大自然的美；进入开办民宿的人家深入参观

拔廊房建筑特色，路上可以顺便参观手工酿

醋等手艺和民俗；遇节假日或二十四节气，

还能感受传统婚礼、参与当地举办的民俗活

动；接着到农耕博物馆，了解农耕文化全景

图；最后到古戏台，听一曲秦腔或新疆曲子，

待到傍晚，还可以围着篝火起舞。

月亮地村是农耕文化的缩影，游客可住

在拔廊房里，体验当地的农家菜，推荐菜品

有羊肉焖饼、炒土鸡蛋、大盘鸡等；离开时还

可以带走蒸馍馍、晒干菜、粉条、手工蒸馍等

特色农产品。

■走进传统村落1414R ■游览贴士R

“今天下雨也干

不成活儿，一起唱会

儿？”一大早，牛永福

就 挨 个 给 村 里 的“ 老

伙伴”们打电话约着唱

秦腔和新疆曲子。不一

会儿，六七个人便聚在了

村民朱桂芳家里——她家的

民宿即将开张，趁着还没有对

外迎客，大家都喜欢聚在宽敞的客

厅或者院子里的凉棚下热热闹闹唱

几 曲 。 随 着 板 胡 和 二 胡 的 节 奏 响

起，这个农家院子里传出了或咿咿

呀呀或高亢嘹亮的调子。戏曲声响

起，悠闲时光承载着人们满满的幸

福感。

牛永福如今已 70 多岁了，在昌

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月

亮地村小有名气，能拉会唱，当地人

喜欢听的秦腔、新疆曲子都是他的

拿手戏。

上世纪 60 年代，当地有不少秦

腔和新疆曲子的爱好者，牛永福听

了几次便喜欢上了：“我们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

喜欢听秦腔，新疆曲子也有不少爱好者，一直流传到了现

在。老一辈人聚在一起唱的时候我就仔细听、仔细看，自己

跟着学，慢慢地学会了板胡和二胡，也会唱不少。”

秦腔和新疆曲子是牛永福农闲时分的娱乐项目，让他

在繁忙的农事之余能稍歇片刻，这一唱，便是几十年。

随着老一辈“唱将”年龄渐长，牛永福成了这些地方戏

曲在当地的主要传承者，一边自己唱，一边当教练。“我会乐

器，就带着感兴趣的人一起唱，这些年发展了二十几个人。”

最近几年，月亮地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为了丰富游客的生活，当地把牛永福确定为乡村文化

带头人，除了为游客表演，牛永福还时常与周边几个村的戏

曲爱好者们聚在一起互相切磋。“附近的街街子村、菜籽沟

村都有一些爱好者，没事就打个电话约到一起唱唱。”他们

或唱那些古老的折子戏，或改编一些时下新的曲目，从扮

相、唱词到腔调，都保留和传承了传统戏曲，也在此基础上

有所创新和发展。

随着当地对戏曲文化传承的重视和保护力度加大，牛

永福对于传统戏曲的传承与振兴充满信心：“以前只能在村

里的办公室或者户外唱，冬天四处漏风，手都是冻僵的，但

也都能坚持下来。现在政策这么好，村里有了大舞台，为我

们练习、表演提供了极大便利。”

如今，牛永福只要看到喜欢唱歌的人，都主动上去当起

教练，拉着自己的二胡，一句一句教。“我想尽力多培养些能

唱的人，把咱们的乡村文化生活坚持到底。”牛永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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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月亮地村一角。

木垒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月亮地村中的“全框架木结构”

拔廊房建筑群。 李天仁摄（人民视觉）

图③：村民在晾晒辣椒。

彭国民摄（人民视觉）

图④：月亮地村民宿外景。

木垒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⑤：月亮地村旱田。

李天仁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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