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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在哈萨克族聚居区逐步完
善，哈萨克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
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1954 年 11 月 27 日，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成立。后因严冬季节
不便开展庆祝活动，报经国务院
批准，将州庆日改为每年 9 月 1
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塔
城、阿勒泰两地区和州直10个县
市。自治地方的建立，大大促进
了哈萨克族地区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哈萨克族大多数人从事畜牧
业。新中国成立前，畜牧业以世
袭部落经济为主。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在牧区实行不分、不
斗、不划分阶级、不定成分的稳
定政策。同时考虑到广大贫苦牧
民的利益，做到牧工、牧主双
利，提高了牧工的劳动报酬，废
除了部落头目的封建特权。1958
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和公私合营

牧场，国家对牧主实行赎买政
策，牧主的牲畜入社 （场） 后，
可拿股息并逐年取得入股的股金。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畜牧
业基础设施建设，在牧区兴修水
利，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扩大草
场利用面积，提高载畜量，进行
了大面积的围栏建设，人工草场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天
然草场得到改良，为畜牧业的长
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了以
人工草料基地为中心的牧民定居
建设，在水土交通条件较好的地
方修建牧民定居点。牧民定居，
是对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和牧区生

活方式的变革，不仅增强了牧业
抗灾能力，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牧
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文化素质的
提高。特别是定居后牧民居住相
对集中，相互交流增多，组织文
化活动更为便利，电视、电话、
广播等传媒手段促进了牧民信息
量的增长，牧民的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多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
府在哈萨克族地区实施“农牧结
合”的方针，积极发展农业生
产。合作化以后，在党中央和人
民政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指导下，贯彻“扩大耕种面积和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并举”的

方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使
哈萨克族地区畜牧业生产有了稳
定可靠的基础。

工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哈萨
克族人已不再是单纯的放牧民
族，逐步实现了农牧结合的定居
放牧。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哈萨
克族农牧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社
会购买力也随之提高。在国家的
大力扶持下，哈萨克族牧区的交
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得到普遍改善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制定
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哈萨
克族人民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
遇，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保证了哈萨克族的经济、文化等
各项建设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
展。

本文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
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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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萨克诗人曾经说过，你的智慧像你 60
岁的父亲，你的天真像你 15岁的母亲。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正是对我们哈萨克人的精神素描。歌
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牵了马来骑马认
蹬，跃上马背千里驰骋，一路引吭高歌；翻身下
马，品饮马奶，弹起冬不拉放声歌唱，草原四季
为之转换，生生不息，一派生机盎然。

好客是哈萨克人的天性。千百年来，过往商旅
陌客，都是经由哈萨克草原通往他方，于是，丝绸之
路便这样成为草原的历史文化记忆，镌刻于茫茫草
原和雪山白云之间。古往今来，在哈萨克草原经常
会有望门投止的旅客，他们可能是一国使者，或许
是迎亲队伍，抑或是草原游侠，也有那些闻名遐迩
的阿肯（游吟诗人），等等。面对他们，任何一家哈
萨克人都会倾其所有，盛情款待。在太阳落山前，
留不住客人的哈萨克人家，是无颜生活在这方草原
的。这就是无形的族规，在草原上被世代恪守。即
便现今早已步入城市，但是这种草原记忆自然而然
也一同带入，被同胞们墨守。记得有一次回到家
乡，在城里见到了几位朋友，他们执意邀请我到家
里做客。他们说，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方便，可以在
酒店餐厅相邀相聚，但是毕竟到家里一坐，吃一顿
家常便饭，那是古老族规，可不能破。于是，那种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胜过在外的盛宴，十分温
暖。而过往客人，享受到的则是一种文化。

哈萨克人传统的生产方式是游牧经济。尤其
是在冬天，白雪覆盖大地，把所有的草压在雪
底，家畜无法觅食。只有马和羊天生会用前蹄刨
开雪被吃草，而牛不能。即便如此，为了让马群
度过寒冬，牧人会独身前往荒漠草原牧放马群。
他只会在那里搭上一个临时的马倌窝棚，隔三岔
五地去看一看马群。在窝棚里会搁置一些简单厨
具，比如一把铜壶、一口铁锅、一两只碗、一个
三脚铁灶，再放一些熏肉、马肠和面粉、小米、
茶叶。自己来时就此搭伙，平常设若有谁经过，
可以随意进去设灶做饭果腹。倘若来者自带干
粮，他会适量留下，如果未带那也无妨，可以扬
长而去，下次经过他会刻意带上，在无人看守的
窝棚留下带来的食量。这就是一种互助友爱精
神。面对严冬，在荒漠雪原马倌的窝棚无疑是最
温暖的去处。

记得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每当拆卸了毡
房驮好役畜准备转场前，大人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毡房前地灶周边的灰渣全部填进，再把垃
圾也一同收来填埋，打理得平平整整、干干净
净，才会上马离去。所以，在哈萨克人驻牧过的
营盘，是看不到随意丢弃的垃圾杂物。那也是牧
人的尊严所在，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行为，也是草原
文化的内涵之一，千百年来被默默传承，已嵌入一
个民族血液之中。哈萨克人环保意识极强，从小教
育孩子不能采摘一棵青草，不能随意折断树枝，要
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对水源的敬畏更显神圣，妇
女不会到泉头溪边濯洗，水是生命之源，任何人都
无权亵渎，这一点每一个哈萨克人已铭刻在心。

对于那些荒凉之地，哈萨克人有一句话形容
为“连狗都拴不住地方”。但是，即便在过去荒凉
无比的阿拉山口，眼下却建成了一座名闻天下的
现代化城市。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哈萨克族边
防连副连长海沙尔 （Khaisar） 和一位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兼市政协主席康吉哈力 （kenjie khali）。
时代发展的车轮，已然将哈萨克人送到国门，守
护着新丝绸之路畅行。这里每年严寒酷暑，风期
无限，常常飞沙走石。只有在无风的日子，远眺
雪山依依，近看铁轨延去，驮负着历史重任。近
在眼前的赤裸山脉，无语地诉说着这里的一切，
还有铁路切过艾丁湖畔，向那山洼延去。那是一
汪盐湖，看似一望无际，令人迷茫。怎或在对面
的黑山头、精河、大河沿 （其实，当地人称之为

“Takheya jing”） 看过来，也就是一条水线，眼
下却显得汪洋恣肆。那些岸边弥漫的白渍，却是
芒硝和积盐的结果，却坚决阻隔在铁路路基内
侧。源源不断的输油管道和铁路油罐车辆，正是
从这里通往内陆腹地。

当然，哈萨克人也率性天真。每当喜庆佳节，
无论男女老幼，都会纵情歌唱，翩然起舞，充满欢
乐。他们常常会相互祝福——让我们在喜庆的日
子相见吧。其实，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他们都会
觉得是充满喜庆的日子。这就是充满智慧与天真
的哈萨克。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智慧与天真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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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人口为 1250458 人
（2000 年），主要分布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
克自治县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
族自治州等地的天山草原及与新
疆毗邻的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
治县。住在原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哈萨克
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
下，于1984年6月大部分返回新
疆。甘肃、青海的哈萨克人，是
从 1934 年开始由于不堪忍受新
疆军阀的压迫和屠杀而转辗逃亡
而来的。

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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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源比较复杂，一般认
为，主要是古代的乌孙、康居、阿
兰 （奄蔡） 人和原在中亚草原的塞
种人、大月氏以及此后进入这个地
区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
契丹、蒙古等各族人融合而形成
的。从13世纪初蒙古民族强大，到
15世纪哈萨克王朝的建立，前述有
关哈萨克族源的一些部落和氏族加
快了联合的步伐。而哈萨克民族共
同体的最终形成与历史上的“白
帐”汗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
乌孙、克烈、乃蛮等部落也被迫西
迁。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察哈台
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各有部分地区是
哈萨克人的牧地。不久，由于领户
分封，造成了金帐汗国新的割据局
面，在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建立
的白帐汗国于 14 世纪统一了整个
金帐汗国。

哈萨克族的祖先建立过区域性
政权，这个政权在历史上称哈萨克
汗国。1456 年，克烈汗和贾尼别
克汗，率部离开乌兹别克汗国，东
迁蒙兀尔斯坦 （东察合台汗国）。
这些脱离乌兹别克汗国的牧民，被
称为哈萨克人，他们在新的牧区建
立起以克烈汗为首的哈萨克汗国，
人口有20万。

明景泰七年 （1456 年），白帐
汗国最后一个可汗巴拉克之子克烈
汗和贾尼别克汗不负众望，率领哈
萨克诸部东迁楚河流域和塔拉斯河
流域，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实体——
哈萨克汗国，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

活，从而吸引了周邻大量游牧部落
前来加入。

哈萨克汗国建立以后，哈萨克
诸部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得
到迅速发展，汗国的领土也不断扩
大。15 世纪 50—70 年代初，哈萨
克汗国拥有钦察草原和中亚的论答
剌、突厥斯坦、乌尔根奇等地。
1500 年，占领河中地区。到 16 世
纪 20 年代哈萨克汗国的领地，南
面包括锡尔河流域，东南部包括七
河地区，东北部包括巴尔喀什湖东
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包括玉邪克河
流域等地。1698 年至 1718 年，哈
萨克族的许多部落，按照部落谱系
划分为三个玉兹。大玉兹被称为右
部，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
楚河、塔拉斯河以及伊犁河到锡尔
河的广阔地区；中玉兹称左部，主
要分布在大玉兹以北，夏牧场在锡

尔河中游及卡腊山脉一带，冬牧场
在托博尔河、伊斯姆河、努腊河、萨
雷苏诸河流域；小玉兹称西部，领地
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

17 世纪末，西部蒙古卫拉特
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开始强盛起
来，不断向外扩张。17 世纪 70 年
代，准噶尔部噶尔丹向南扩张至青
海和新疆西部，哈萨克各部常遭准
噶尔部的侵扰。哈萨克汗国一度衰
落。自此，哈萨克族展开了反抗准
噶尔封建贵族集团的艰苦斗争。

18 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
噶尔贵族叛乱，统一了新疆，从而
为西域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1766 年，清政府敕令伊犁
将军：“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
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
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
行收留。”1767年，清政府告知哈
萨克中玉兹可汗阿布赉：“哈萨克
牧民可以到伊犁等地游牧。”这
样，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哈萨克
开始陆续迁到自己的先民 （祖先）
的故乡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
区游牧。此后，哈萨克族与内地的
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864 年，中俄双方签署 《勘
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侵占了中国西
北边疆大片领土，一些哈萨克部落
表示“众民随地划归俄辖，虽死不
从”的坚定立场，纷纷投归祖国。
清政府对所辖哈萨克人在原氏族部
落的基础上，实行千户制。哈萨克
人开始缴纳赋税，履行国民义务，
最终接受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

哈萨克族的节日与其他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
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主要节
日除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外，还
有“那吾肉孜”节。前两个节
日虽然源于宗教，但已变成哈
萨克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
节日，为国家法定的民族节
日。“那吾肉孜”节则是哈萨克
族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传统
节日，相当于春节。

哈萨克族很早以来就使
用十二生肖的日历。这些生
肖纪年的起点是日夜相等的
春 风 （3 月 22 日 ）， 叫

“ULES” 或 者 “ 那 吾 肉 孜 ”
（NAW—REZ）。“ 那 吾 肉
孜”是“新年”的意思。生
肖从“那吾肉孜”这一天开
始转换，这一天算作新旧更
替，叫“春分”（ULES KU-
NI）。“那吾肉孜”日，家家
做“那吾肉孜”粥。哈萨克
人成群结队，走村窜户，挨
家 喝 粥 ， 吟 “ 那 吾 肉 孜 ”
诗，拥抱贺岁，祝愿新年牲
畜旺盛，庄稼丰收。专为那
吾 肉 孜 节 准 备 的 份 肉 煮 好
后，需端到受人尊敬的长者
面前，老人致祝词，祝牲畜
兴旺，乳汁丰盈。

在哈萨克人的日常生活
里，“巴塔”（即祝福词） 无
处不在，无时不说。如从婴
儿降生、取名到婚嫁，从宰
畜、用饭到出外办事、搬迁
异地，从过生日到节庆等，人
们都很自然地把致“巴塔”作
为重要的礼仪，以此表达对
人、对事物的良好祝愿。针对
不同的对象，“巴塔”的祝福内
容也不同，如到别人家做客，
饭前饭后致“巴塔”，内容是：

“愿你的锅里油水不断，求你
的餐布（餐桌）美食常在，祝你
的全家幸福美满”。哈萨克人
坚信“巴塔”的力量是神秘
而 强 大 的 ， 有 谚 语 这 样 说
道：“雨水染绿大地，巴塔成
就英雄”、“美好的巴塔能让
一个人走好运，没有了巴塔
却使一个人遭厄运”。

在 哈 萨 克 人 聚 居 的 地
方 ， 老 年 人 不 论 男 女 与 贫
富，都非常受人尊重。晚辈
们见到他们，要行礼问候，
用 “ 阿 克 萨 哈 勒 ”（老 人
家）、“阿帕”（大妈） 等尊称
代替其名。老人说话时，晚
辈们绝不可以打断插话，更
不能在他们面前抽烟喝酒。
老人下马时，晚辈要出来迎
接，扶其下马。进房时，要
让老人先进，并坐屋子的上
方正中位置。吃肉时，要把
羊头、羊腿端给老人享用。

撒喜礼仪贯穿哈萨克人
的整个一生。婴儿出生要恭
喜，男婚女嫁要道贺等等，
只 要 有 值 得 喜 庆 的 大 事 小
事，都会有妇女拿着一把把

或一盘盘的喜糖、奶疙瘩、包
尔沙克等美味干食，不时地抛
洒向欢乐的人群，以示有喜同
乐、有福同享、喜事不断。

哈萨克族民歌的来源丰
富，内容十分广泛。哈萨克
族民歌多表现古代氏族部落
的生产生活、观念信仰，这
些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古
老的风俗习惯、情趣志向密
切相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并在生活习俗中被直
接运用。

古代民歌流传极广，运
用 较 多 的 一 种 体 裁 就 是 祷
告。这是根据民族习俗而流
传下来的，为表达真诚的情
怀而创作的民间歌谣快板。
古代哈萨克族人生活中许多
习俗少不了祷告。而几乎所
有的祷告都有一个共同的内
容，就是祈求获得福祉。始
终把幸福的降临与幸福之神
柯德尔紧紧相连。哈萨克人
认为“美好的心声就是一半
财富”，因此特别珍视诚挚的
祷告。在大庭广众面前，如
果能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长
辈们的祈祷祝福是莫大的荣
幸。人们甚至认为通过祈祷
得来的福祉会代代相传。由
于祈祷祝福是具有永久感召
力的体裁，所以至今仍在人
们中间广为流传。

哈萨克族民歌中最富民
族特色的就是对唱。对唱，
就是两个阿肯 （即对唱者）
即兴进行创作比赛。在哈萨
克族人们之中，对唱技艺相
当普及。在婴儿诞生礼仪和
结婚典礼上，人们围聚在一
起，互相结成对子，开始对
唱 。 甚 至 在 悠 闲 的 放 牧 之
际，在漫漫的搬迁途中，或
在探亲访友的路上，或在家
中来了贵客时，人们偶然相
遇，也会用对唱的方法，通
过短短的几句唱词，互相问
候，互相戏谑，互相较量，
这种现象已蔚然成风。

阿肯弹唱是生命力很强
的民间文学体裁，直到今天依
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对唱作
品在群众中流传。现在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所辖各地、县每
年都组织阿肯弹唱会。阿肯
唱词的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对
唱技艺也有了很大提高。

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有
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冬不拉
和胡布兹、斯布孜合等是主
要民族乐器。冬不拉尤其受
哈萨克族群众喜爱，多用桦
木等材料做琴身，用羊肠制
弦。传统的哈萨克族舞蹈，
多以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为
特 征 ， 夸 张 幽 默 ， 生 动 传
神，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传
统的舞蹈有 《哈拉卓尔哈》

（又译“黑走马”）。

无处不在的“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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