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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尔克孜族的文学遗产
中，民间文学占据首要地位。其
形式有神话、传说、故事、史
诗、叙事诗、寓言、民歌、谚
语、谜语、绕口令等，内容丰
富，题材多样。

《玛 纳 斯》 是 一 部 规 模 宏
伟、流传甚广的英雄史诗，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长诗描绘了柯尔
克孜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柯尔
克孜族语言、历史、宗教、文
化、政治、经济、哲学、美学、
军事、医学、习俗的百科全书。
其主要内容是玛纳斯及其子孙领
导柯尔克孜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
斗争，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和和
平生活的愿望，歌颂了爱国主
义、英雄主义精神。

柯尔克孜族的音乐遗产极为
丰富。民间的“阿肯”（弹唱艺
人）、“额尔奇”（民歌手）、“库姆孜
奇”（琴手）等艺人，通过多种演唱
形式，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乐曲 （库
依） 和乐器是最珍贵的民族文化

遗产之一。在民间流传的乐器有
“库姆孜”“奥孜库姆孜”“克雅
克”“秋吾尔”、唢呐、“多兀
勒”（手鼓）、“巴斯”（铜钹）、

“邦达鲁”等。
柯尔克孜族称舞蹈为“比

依”，内容多反映牧业、农业、
手工业、狩猎等生产和生活情
况。其中，反映牧业生产和生活
的舞蹈最为常见。柯尔克孜族舞
蹈有单人舞、双人舞、集体
舞、男女对舞和合舞等多种
形 式 ， 活 泼 剽 悍 、 节 奏 性
强，十分贴近生活。

柯尔克孜族的民间体育
大多源于民间游戏，二者很
难区分。游戏可分为体育、
智力、娱乐三种类型。体育
型如赛马、刁羊、拔河、马
上角力、“兔子蹬腿”、单腿
跑等；智力型如“九槽旗”

“交叉旗”“藏髁子”“飞了飞
了 ” 等 ； 娱 乐 型 如 “ 找 伴
侣”“蒙眼找伴侣”“索戒
指”等。三种类型往往互相

穿插，互相渗透，寓体育于娱乐
之中。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游戏多
与历史和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其中的赛马、刁羊、马背角力
等，已被列入国家正式体育运动
项目。

（摘 自 《民 族 问 题 五 种 丛
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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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年 前 ，《史 记·匈 奴 列 传》
中最早出现了记载，柯尔克孜的先
民史称“鬲昆”“坚昆”“契骨”

“黠戛斯”“吉利吉思”“布鲁特”
等，柯尔克孜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柯尔克孜人
的标志就是男子头上佩戴的“卡尔
帕克”（白毡帽），说到白毡帽的由
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柯
尔克孜人戴的不是白毡帽，而是黑
毡帽，其形状与现在大不一样。古
代柯尔克孜人戴的帽子形状与颜
色，同他们的邻居卡勒玛克人的帽
子很相似，为黑色高尖顶毡帽。后
来，卡勒玛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之间
经常发生战争。因服装颜色相同，
在战场上认敌为友的事时有发生，
往往因此贻误战机。据说，有一天
黑夜，玛纳斯率领他的勇士们与入
侵的卡勒玛克人交战，玛纳斯的部
队获得了胜利。狡猾的卡勒玛克汗
王却在朦胧月色中混入玛纳斯部队
之中，不仅逃脱了玛纳斯的追击，
反而又从背后向玛纳斯杀来，使玛
纳斯功败垂成。战后，玛纳斯决定
改革服饰。首先从帽子改起，使自
己部众的帽子与卡勒玛克人的帽子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要有自己醒目
的标志。经过充分协商，改黑毡帽
为白毡帽。为了有一个美观大方的
式样，臣民们公推玛纳斯的妻子
——心灵手巧的卡尼凯公主设计初
样。经过 40 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构
思，卡尼凯公主终于设计出了一顶
美观大方的新毡帽。起初，这种毡
帽只允许军中的男性勇士戴，相当
于军帽，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了柯尔
克孜族男子普遍戴的帽子。

柯尔克孜族另一个标志就是史
诗《玛纳斯》。《玛纳斯》不仅仅是
柯尔克孜族的骄傲，它更以宏大的
规模、丰富的内涵与藏族的《格萨
尔》、蒙古族的 《江格尔》 成为享
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玛纳斯》
共有8部20万行，描绘了柯尔克孜
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是集语言、历
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哲
学、美学、军事、医学、习俗等为
一体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是玛
纳斯及其子孙领导柯尔克孜人民反
抗外族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人民争
取自由和渴望和平生活的愿望，歌
颂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玛纳斯》 长期以来由民间史诗歌
手“玛纳斯奇”以口头形式代代相
继。已故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
玛依，能用 20 多种曲调演唱 《玛
纳斯》，他的演唱曲调时而高亢时
而低沉，非常有感染力。史诗贯穿
着保卫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怀。例
如，玛纳斯说：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
这正是我日夜思念的大事。
为了子孙万代的神圣事业，
我愿在战场上度过自己的一

生。
中国柯尔克孜族自古以来就游

牧于我国西北部边疆的千山万水之
间，“山是柯尔克孜族人的父亲，
水是柯尔克孜族人的母亲。”这句
柯尔克族的谚语，充分表达了柯尔
克孜族人民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的深厚感情。每座毡房就是一
个固定的哨所，每个牧民就是一个
活着的界碑，柯尔克孜族因此被誉
为“守边民族”。乌恰县柯尔克孜
族牧民布茹玛汗·毛勒朵大妈从 19
岁成为义务护边员，踏进平均海拔
4290 米的冬古拉玛山沟，43 年日
行 20 公里无怨无悔默默地将青春
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边
境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了柯尔克孜文
的“中国”。她被边防官兵亲切地
称为“冬古拉玛大妈”，被评为感
动中国十大母亲。正是像布茹玛
汗·毛勒朵大妈一样的柯尔克孜人
传承祖先善良、淳朴、正直的性
格，固守着千里边疆，如同一道钢
铁长城，巍然屹立在边境线上。

山是父亲

水是母亲

赛娜·伊尔斯拜克（柯尔克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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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柯 尔 克 孜 族 (kēěr kèzīzú) 共 有
160832人 （2000年），其中 78.43%聚居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余
分布于新疆南部的乌什、阿克苏、温宿、拜城、塔
什库尔干、疏附、英吉沙、莎车、皮山、和田和新
疆北部的昭苏、特克斯、巩留、塔城、额敏、乌鲁
木齐等地。此外，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也有
数百人聚居，是18世纪从新疆迁去的。

“ 柯 尔 克 孜 ” 是 民 族 的 自
称，也是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称
呼，国外同源民族被汉译称作

“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含义
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四十
的复数，可解释为“四十‘百
户’”，也就是四十个部落；一
说 是 “ 山 里 的 游 牧 人 ”， 还 有

“山中的乌古斯人”“依山傍河之
人”“草原人”的说法；也有说

“柯尔克”是四十，“克孜”是
“姑娘”，“柯尔克孜”就是四十
个姑娘。

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两千年前。《史记·匈奴列传》
最早出现了对柯尔克孜族先民的
记载。约公元前 3 世纪末，匈奴
征服的北方诸族中，就有“鬲
昆”，《汉书》 作“隔昆”。“鬲
昆”或“隔昆”即柯尔克孜族的
先民，“鬲昆”是当时柯尔克孜
的译音。从 《史记》 的记载看，
当时的“鬲昆”居住在匈奴以
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的
吉尔吉斯湖周围，其活动地区为
阿辅水 （阿巴根河） 与剑水 （叶
尼塞河） 之间。

唐代以前，柯尔克孜族主要
从事游牧和渔猎。至唐代，柯尔
克孜族有了很大发展，人口达数
十万，其中胜兵八万。他们虽然
仍以牧业为主，但农业生产已有
一定程度的发展。他们能用铁制
造兵器，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古
代柯尔克孜族社会经济文化在当
时北方各民族中，是比较先进
的。柯尔克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公元5、6世纪时，受
突厥汗国统治，柯尔克孜族使用
过古突厥文。柯尔克孜族地处匈

奴西部，汉朝时被匈奴冒顿单于
征服。此后又先后为鲜卑、柔然
等族所统治。

隋唐之际，柯尔克孜族被称
为“契骨”，最早受突厥的统治
并与突厥有姻亲关系。贞观初，
突厥被唐太宗击破，契骨归附于
薛延陀。薛延陀可汗派俟利发失
钵屈阿栈为都督，隶属于燕然都
护府。此后数十年中，与北方各
族、与 唐 朝 都 保 持 了 良 好 的 关
系。到唐肃宗乾元（758-760）年
间，契骨为回纥打败，臣服于回
纥，此后被称为黠戛斯。9世纪20
年代，黠戛斯在其首领阿热领导
下，逐渐强盛，并发动了反抗回鹘
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坚持了二
十多年，公元 840 年，阿热乘回鹘
汗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及遭受灾
荒的时机，在回鹘大将句录莫贺
引导下，发十万大兵侵袭回鹘汗
国，杀可汗诛掘罗勿，迫使回鹘各
部离开故土，南下西迁。以阿热
为首的黠戛斯统治集团在原回鹘
汗国领土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
一时的黠戛斯汗国，建都于牢山

（约今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 以
南赌蒲 （约今图瓦） 地区。

《辽 史》 称 黠 戛 斯 作 辖 戛
斯。至 10 世纪时，契丹族兴起，
黠戛斯成为契丹政权辽的属国，
辽 在 辖 戛 斯 设 “ 辖 戛 斯 国 王
府”。1124 年耶律大石西逃，经
过辖戛斯地区时，肆意劫掠，遭
到辖戛斯人的截击和驱逐。

元代称柯尔克孜族为乞儿吉
思或吉利吉思。12世纪末，蒙古
兴起时期，柯尔克孜族也曾受到
蒙古的侵袭。1206年，成吉思汗
将包括柯尔克孜在内的百姓分封

给大将豁儿赤。
元亡之后，柯尔克孜族的近

邻西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柯尔
克孜族又成为瓦剌的属部。15世
纪前期，随着瓦剌首领也先的死
亡，瓦剌势力衰弱，逐渐西迁到
额尔齐斯河一带。柯尔克孜从此
摆脱了瓦剌的统治。

16 世纪时，在叶尼塞河一带
的柯尔克孜族分成四个部分，被
称为四个王国，即图瓦王国、叶泽
尔王国、阿勒蒂尔王国和阿勒蒂
萨尔王国。阿勒蒂萨尔王是四王
之首。16世纪末、17世纪初，准噶
尔部逐渐强大，柯尔克孜族大部
分成为准噶尔的属部和属地，同
时也是准噶尔汗和阿勒坦汗争夺
的重要地区之一。此时，沙皇俄
国向东侵略扩张的矛头伸到了柯
尔克孜地区。柯尔克孜族人民对
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进行过激烈
的反抗。1703 年秋，伤亡巨大的
柯尔克孜人听从其厄鲁特宗主的
决定，在 2500 名厄鲁特士兵带领
下，举族越萨彦岭，迁到额尔齐斯
河东南草原。迁徙过程中，除少
数留在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河
谷中以外（今图瓦一带），大部分
迁到了西部伊塞克湖地区、费尔
干盆地极其附近山区，另一部分
迁到了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
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及其附近地
区，与先期到达此地的同族汇合。

清朝称柯尔克孜族为布鲁
特。18世纪初，布鲁特人处于封
建农奴制阶段，以游牧畜牧业为
主。为了反对准噶尔的掠夺，布
鲁特与哈萨克、维吾尔一起进行
了长期的反对准噶尔贵族奴役、
掠夺的斗争。

柯尔克孜族最早信仰萨满教，
居住在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人
至今仍信仰萨满教。新疆塔城、额
敏县的柯尔克孜人信仰藏传佛教。
但大多数柯尔克孜人信仰伊斯兰
教，又有原始信仰的残余。

信仰库特，是柯尔克孜族原始
宗教信仰遗留之一。库特，柯尔克
孜语是幻想中的吉祥物的意思。柯
尔克孜人认为，库特能带来如意吉
祥，只有胸怀坦荡、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得到它。

柯尔克孜人的图腾崇拜源于其
对动物的崇拜。古代从事游牧和狩
猎的柯尔克孜人，对动物有着特殊
的感情，特别崇拜动物的力量与勇
猛。他们希望梦借助动物的神力以
求得凶猛动物的保护，视这些动物
为自己的保护神，并发展自己。他
们将这些动物的图形纹在身上或绣
在织物上，挂于毡房内。

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手工业历史
悠久，有木器制作、金属加工、纺
织刺绣等。雕刻和刺绣的各种动
物、人物、花木、日月星辰，内容
丰富，造型美观，形象生动，富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
息，反映了柯尔克孜族的超凡智慧
与才能。

柯尔克孜族以善制毡制用品著
称，几乎家家都有的帏幔 （突西吐
克） 是历史悠久的室内装饰品。柯
尔克孜族的草编织品种类很多，大
都用芨芨草编制而成。这种编织品
就地取材，工艺简单，经济实用，
既是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又
是独有的手工艺品。

柯尔克孜族妇女善于编织和刺
绣，主要有壁毯、围帘、头巾、手
帕、床上用品等。柯尔克孜族马背
上总是驮着一条编制非常考究、小
巧精致的“胡尔俊”，是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 “百宝囊”。
柯尔克孜族多戴下沿镶有一道

黑布或黑平绒的小帽，冬季则戴用
狐狸皮或羊羔皮做的皮帽 （太别太
依）。男子上着锈有白色花边的圆领
衬衫，外穿用羊皮或蓝、黑色棉布
作成的“袷袢”，腰束皮带或绣花的
布腰带。下身内穿衬裤，外穿蓝、
黑色条绒布和其它布做的宽腿长
裤；冬季多穿毡靴、毡袜。老人在
冬季喜欢穿皮裤和自制的轻便船形
皮鞋。妇女多穿连衣带折长裙，裙
外罩有用丝线绣有各种图案花纹、
缀有银扣和铜线、色彩绚丽的金丝
绒坎肩，足蹬明光铮亮的皮靴。未
婚女子头戴红色金丝绒圆顶小花帽
或用水獭、旱獭皮做的顶系珠子、
缨穗、羽毛的红色大圆顶帽。年轻
已婚妇女，喜扎红色、绿色头巾，
穿红、绿、紫色上衣和红裙，多戴
装饰品。中老年妇女，则披白色头
巾，身穿蓝、黑色上衣和大衣，极
少装饰。

柯 尔 克 孜 族 的 饮 食 ， 以 牛 、
羊、马、骆驼、牦牛肉和奶制品为
主 ， 几 乎 一 日 三 餐 都 离 不 开 肉 、
奶、乳制品。小麦、青稞、蔬菜在
他们的饮食中，只是辅助食品。“克
么孜”（马奶酒） 和“勃左”（孢孜
酒），都是柯尔克孜人夏秋季招待客
人的上好饮料。

现代柯尔克孜族基本上实现了
定居，但仍保留了游牧民族的部分
传统特点。居住农村和牧区的住宅
稍有区别。农区村落的庭院式住
宅，砖木结构的平顶屋较多。牧区
的柯尔克孜人喜用白毡盖毡房，称
之为“勃孜吾依”，这与他们崇尚白
色有关。牧民夏天多住在气候凉爽
的高山地带的河流附近，称“夏窝
子”；冬季多住在气候温暖的山谷地
带，称为“冬窝子”。

先民为“隔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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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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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族掉罗勃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