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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这是个古老而神秘的城市，是新疆
南部、帕米尔山脚下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喀什巴扎是一个谜，是一部难以解读的社会经
济文化民俗的百科大典。巴扎是喀什的灵魂，你若
能解读喀什巴扎，你就算认识喀什。

除了农田，也只有巴扎是喀什人的第二生命
了。喀什的巴扎不是与生俱来的，她几乎是民间百
姓的即兴之作。喀什人生性豪爽，豁达开朗，常常
扎堆凑热闹，哪里人多，哪热闹，哪里就有巴扎。
人民流连于此，或购物，或聊天，或品尝美食，或
闲逛街市。“巴扎”这个称谓，就成了民间百姓的街
头之作，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出如此朗朗上口的通
俗叫法。

喀什人凑堆儿，却不乱分寸，卖土陶的不会往
衣料摊子凑，卖风味小吃的也不会在小百货摊边套
近乎。分门别类，划行归市是这个现代市场的要素
之一，早已被维吾尔人记于心，动于行。喀什有名
的库那克巴扎 （玉米市场）、吐麻克巴扎 （帽子市
场） 等等都是由此而成名的，有的已运转三、四百
年，成了传世之作，今天依然十分兴盛。

喀什人的巴扎意识是在巴扎中树立起来的。巴
扎像一座淘不尽的山，令多少“淘金者”拜倒在

“金山”下。它像天方夜谭中的“魔毯”、阿里巴巴
宝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没有钱花了去巴
扎，遇到喜事去巴扎，心绪烦闷去巴扎，巴扎成了
一种寄托。她是欢天喜地的发祥地，是排忧解愁的
好去处，是一块难以名状的精神领地。

今天喀什市这座小城经商者高达两万余人，真
是“三人行必有一商”。这些经营者携家带口不仅养
活了自己，养活了家人，还向国家照章缴税。喀什
市的财税收入中，三分开之一来自个体私营者。这
么多人靠巴扎维持生计，巴扎却不被涌来的“淘金
大军”淹没、挖空，而是一年比一年繁盛。这些年
来，生意人虽然抱怨生意不好做，但还是有利可
图，仍然靠巴扎养家糊口，一旦脱离巴扎他们将何
以度过生计？

在喀什人看来，不逛巴扎不算维吾尔人，不懂
巴扎不算维吾尔人。巴扎犹如护身符，不能轻慢
她，不能疏远她，更不能背弃她。维吾尔人还常叨
念着“只要去巴扎”的口头禅，巴扎常令他们惬意
和充实。这句极平常的话，不仅是精神支柱，且是
物质保障，只要去巴扎就能赚几个钱；只要去巴
扎，心底就踏实；只要去巴扎，一切都不愁……殊
不知这种浅显的市场经济观念却显示着现代经济的
头脑。难怪喀什人感慨道：“巴扎能养人，巴扎养活
了多少人；巴扎能富人，巴扎富裕了多少人！”

改革开放以来，喀什巴扎获得了新的生机，旧
时的面貌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气派的
大型集贸市场为人民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同时养育
了一户又一户富足人家。巴扎是一块风水宝地，宝
地上的人民如鱼得水，捭阖自如。

注：公元前 60 年，汉朝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
府，喀什作为西域的一部分，正式列入祖国版图。
2015 年底，喀什地区总人口为 448.82 万人，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3.38%，主要是维吾尔族人。

据统计，维吾尔族总人数现在已达
1127.19万。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北京、湖南、河南等其他
省区市也有分布。

维吾尔族的族源

关于维吾尔族的族源，说法不一。
一般来说，维吾尔族主要是由蒙古草原
上的回纥人和原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上的
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回纥源于北狄，
北狄是中国最古老的几个古代民族之
一，与华夏诸部毗邻而居，他们的关系
十分密切。公元前11世纪，一部分狄人
北迁，北迁的狄人一部分以内蒙古阴山
一带为活动中心。另一部分 （狄人中的
赤狄） 一直向北，越过戈壁沙漠，进入
漠北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与
当地土著人融合，汉文史书称他们为

“丁零”， 现今有关维吾尔族历史的著
作在论维吾尔族源时，一般都追溯到两
汉时期的丁零为止。丁零在那时已经是
一个独立的部族，仅仅因为与之相邻的
匈奴太强大，常常不得不臣服于匈奴。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文献
中，对“维吾尔”这个族名有不同的译
写。4世纪写作“袁经”，6世纪末、7世
纪初写作“韦纥”，788年以前写作“回
纥”，788 年以后至 13 世纪 70 年代改写
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
年代写作“畏兀儿”等。

唐天宝三年 （744 年） 回纥消灭突
厥汗国，居住在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的
回纥人建立了回纥汗国，其统辖范围包
括贝加尔湖西南、叶尼塞河上游、阿尔
泰山西南、天山以北、兴安岭以东等广
大地区，后曾占领过天山以南部分地
区、七河流域、珍珠河 （今锡尔河）、
拨贺那 （今费尔干纳） 等地，与唐朝长
期友好，曾两次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并与唐多次和亲。

唐文宗开成五年 （840年），回鹘汗
国被灭，回鹘众部除一小部分留在原居
住地外，绝大部分被迫进行大迁
徙，分南下与西迁。南下主要分为
两支，其中一支奔向河西走廊，与
早在武则天时南渡大漠而徙居于河
西的回纥众部聚合。建牙帐于甘州

（今甘肃张掖），被称为甘州回鹘或
河西回鹘。他们长期繁衍生息，今
甘肃省的裕固族就是这一支回鹘人
的后裔。另一支回鹘众部来到天山
以北，以西州 （即高昌，今吐鲁番
盆地） 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鹘政
权，史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其
政权一直存在到元朝中期。他们与
当地各族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生息，
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发展成为这一
部分地区今天的维吾尔族。西迁的
第三支回鹘人进入中亚地区，和先
于他们进入这一地区的葛逻禄等部
汇合。因其活动于葱岭以西，史称
葱岭回鹘。

17 世纪初，天山南部建立了
叶尔羌汗国，与清朝维持着朝贡贸
易关系。

1678年，康熙十七年，由于白山派
和卓勾结准噶尔蒙古贵族攻入南疆，叶
尔羌汗国灭亡。清乾隆二十至二十二年

（1755年—1757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
之乱。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在新疆
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实行军事管制制
度，光绪十年 （1884年） 正式建省。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

维吾尔族的饮食

维吾尔族的饮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
的食品是烤羊肉串 （维吾尔语称之为

“嘎巴布”）。从西亚各地到乌鲁木齐的
街头都能见到这种食品。羊肉串看上去
像是来自西方，但实际上是古代西北民
族固有的食品。与羊肉串不同，谷类、
粉食类食品中用小麦粉和杂谷粉烤制的
饼状的馕，可以看作是从西方传入维吾
尔族饮食中近东类型的饮食文化。

面类食品中的拉面已普及到维吾尔
族的千家万户中，其制作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像纺线一样把面条依次拉长放入
锅中；另一种是用两手将一根面条加倍
式地反复重叠拉长的方法。这些拉面可
以看作是起源于汉族的拉面文化。至于
米饭的吃法，维吾尔族通常是把米饭制
作成称作“朴劳”的什锦炒饭（即抓饭）。
人们在米饭中放入羊肉、蔬菜和葡萄。
食用时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抓食。吃饭的
这种方式，也属于伊斯兰教的饮食文化。

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

维吾尔族待客和做客都有讲究。如
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
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
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
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
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
领作“都瓦”（祈祷与祝福），待主人收拾
完食具，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人不
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
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

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
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共盘吃
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
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
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
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
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
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

男女青年要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玛
目 （均为宗教职业者） 诵经，将两块干
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
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
苦，白头到老。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
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
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
手抓羊肉、抓饭。

典型食品：维吾尔族最爱吃馕、抓
饭、烤包子、拉面等食品，有很多著名
的风味菜肴和小吃，如烤全羊、手抓羊
肉、帕尔木丁、薄皮包子、烤羊肉串

等。此外还有：油馓子、银丝擀面 （维
吾尔语称“玉古勒”）、哈勒瓦、羊杂
碎、曲连、烤南瓜、葡萄干、哈密瓜、
黄萝卜 （胡萝卜） 酱等。

维吾尔族的凝视禁忌

不少维吾尔人认为人们忌羡他物或
忌贤妒能的眼光，具有某种超自然的恶
的力量，会给其所喜爱的人、物或所从事
的事业带来种种不利，如凝视人家漂亮
聪明的孩子，会使这个孩子遭到某种不
幸；烤馕时被人凝视，馕就在馕炕贴不
住；灌面肺子时要在肺子上蒙一块布，不
让别人凝视，被人凝视肺子就会破；织布
时被人凝视，就会经常出现断线等。维
吾尔人防范毒眼致厄的手段主要有佩带
护身符，行熏烟术等。在新疆，你可千万
不能凝视维吾尔人或他们的东西，或在
巴扎（自由市场）上看了好久而不买。

民族节庆

当前，维吾尔族多数信仰伊斯兰

教，多属于逊尼派。
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诺

鲁孜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
日，尤其以过“古尔邦”节最为隆重。届
时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煮肉、赶制各种糕
点等。屠宰的牲畜不能出卖，除将羊皮、
羊肠送交清真寺和宗教职业者外，剩余
的用作自食和招待客人。过肉孜节前，
成年的教徒要封斋1个月。封斋期间，只
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餐，白天绝对禁止
任何饮食。肉孜节意译为“开斋节”。按
伊斯兰教教规，节前一个月开始封斋。
期满 30 天开斋，恢复白天吃喝的习惯。
开斋节前，各家习惯炸馓子、油香、烤制
各种点心，准备节日食品。节日期间，人
人都穿新衣服，戴新帽，相互拜节祝贺。

节日期间，人们宰羊或骆驼，到清
真寺去作聚礼，唱歌跳舞，并举行赛
马、刁羊和摔跤等活动。

维吾尔传统音乐

古代西域龟兹乐久负盛名。玄奘周
游列国后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记载：

“屈友国（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可想象维吾尔族的先民在公元 4 世纪时
就创造出了如此灿烂的音乐文化并闻名
世界。如果说“特善诸国”的龟兹乐是古
代维吾尔先民音乐的典范，那么现今流
传在新疆地区并与龟兹乐有渊源关系的
维吾尔木卡姆，则是今日的艺术瑰宝。

维吾尔木卡姆

“木卡姆”是中亚、南亚、西亚、
北非及整个伊斯兰文化圈内拥有的一种
乐舞形式。“木卡姆”这个词源于阿拉
伯语。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这个词有
广、狭两个含义，广义指一种大型古典
歌舞套曲，狭义则指以散板形式表演的

维吾尔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音乐之
母”，源于民间，是融合维吾尔民歌、
器乐、说唱、歌舞于一体的大型歌舞套
曲形式。维吾尔木卡姆与其他国家的木
卡姆相比，数量最多，艺术形式完整，
为世界所瞩目。

据今新疆和田学者毛拉·伊斯迈托
拉·穆吉孜的 《乐师传》（1893） 记载，
木卡姆形成于 15 到 16 世纪。维吾尔木
卡姆按流行地区和风格特色，可分为南
疆木卡姆、北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
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等多种。每
一种木卡姆有六至十二套。人们常说的
十二木卡姆，是指南疆木卡姆，是由十
二部大型古典套曲组成，每一部套曲又
包括“穷乃合曼”、“达斯坦”和“麦西
热甫”这三个大部分。“穷乃合曼”从
散板序唱开始进行，紧接是慢速的太
孜，到热烈的赛乃姆和大赛勒克，末尾
以轻快的太喀特结束，其中有歌曲和舞
曲，各曲间有间奏曲。“达斯坦”由三到
六首叙事歌组成，曲间有完整的间奏曲，
音乐由慢而快，曲调相当流畅。“麦西热
甫”由三至六首节拍不同的舞蹈歌曲组
成，曲间无间奏曲，情绪热烈而奔放。

十二木卡姆共有歌曲、乐曲 260 首，
全部演唱一遍需要20多个小时。伴奏乐
器有萨它尔（主唱者自拉自唱）、弹布林、
热瓦甫、都它尔、艾介克、小手鼓等等。

北疆木卡姆，是 19 世纪由南疆传
入，也有十二套。除没有“穷乃合曼”之
外，结构与南疆木卡姆相同。音乐比较
明快，主演唱者用弹布林或者萨它尔。

而哈密木卡姆流行于东疆的哈密地
区，与南、北疆木卡姆相比较，风格结
构不尽相同。它由短小的散序起唱，接
着演唱系列短小的歌曲和歌舞曲，无间
奏曲。它也有十二套，称哈密十二木卡
姆。其伴奏乐器有哈密艾介克（似中
胡）、刀郎热瓦甫、手鼓等。全部歌曲有
262首，从头演唱一遍约需12个小时。

木卡姆唱词，一些为古代名人诗
作，每行15个音节，主要表现人民热爱

生活，批判黑暗，向往
幸福；另一类来自民间
艺人，每节 4 句，每句 7
个音节，内容多反映爱
情和生活。

刀郎艺术

刀郎是喀什地区麦
盖提、巴楚、莎车的一种
文化现象。刀郎舞称刀
郎赛乃姆，音乐称刀郎木
卡姆。刀郎舞是一种礼
俗性舞蹈，逢节日喜庆，
人们都要跳刀郎舞。开
场时唱散板序歌，不舞。
接着按严格的程式歌舞：
奇克提麦（6/8）、赛乃姆

（4/4）、赛乃克斯（2/4）、
赛勒玛（2/4）。跳刀郎舞
时，人们围圈席地而坐，
男女相对起舞，动作粗
犷、豪迈。音乐由慢变

快，舞蹈由两人对跳变为集体舞。随后
出现双人竞技性旋转表演。刀郎舞的唱
词，有表现狩猎、打仗和生产劳动的，也
有反映爱情生活的。歌腔高亢激越。伴
奏乐器有刀郎热瓦甫、刀郎艾介克、卡
龙、小手鼓等。

器乐

维吾尔族的乐器，形式丰富多彩。
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音乐生活现场，
有不同的乐器与乐器组合演奏形式，表
现力丰富，既有中原一带的古乐器埙，
又有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萨它尔、
弹布林等。大部分乐器与波斯、阿拉伯
国家的同名乐器近似，少数则是同名异
器，反映出伊斯兰世界所用乐器的共
性。譬如达卜、纳格拉、奈依、萨它
尔、都它尔、弹布林、卡龙等是中亚、
西亚许多国家中的主要乐器。这类乐器
在维吾尔民间同样流行。乐器往往制作
精美。随着演奏技巧高度发展，乐器都
具有独奏性能和丰富的独奏曲目，显示
出维吾尔族器乐的发展水平。同时，维
吾尔族乐器吹、拉、弹、打各种形式俱
全，打击乐器在音乐和歌舞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西域闻见录》（云岫抄藏） 卷
七写道：“回乐以鼓为主”“声音抑扬高
下，随鼓而起落，而歌舞节奏之盘旋，
亦以鼓为节”。

由于地处中西交通的枢纽，维吾尔
族音乐的显著特点是它的音阶、调式采
用中原、波斯-阿拉伯和欧洲三个音乐体
系。以喀什文化古城为中心的南疆地
区，大多采用波斯-阿拉伯体系，东疆、北
疆地区则借鉴了中原音乐的元素。

（本文由本报记者陆培法 胡仁巴采
访整理 图片除署名外由人民日报新疆
分社提供）

喀什人和巴扎
亚力昆（维吾尔族）

喀什人和巴扎
亚力昆（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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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天山南北舞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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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大爷 本报记者赵树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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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演唱会 本报记者赵树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