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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历史的原
因，东北和西北的锡伯族在发展中逐渐形
成了各自的特点。现在，东北锡伯族的语
言和当地汉族、满族基本相同。新疆的锡
伯族，由于居住较为集中，在语言文字上
保持了较多的特点。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
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相传锡伯族曾
有过自己的文字，但早已失传。清代以
后，锡伯族人民通晓满语文、汉语文的日
渐增多，后者在生活中使用得更加广泛。
新疆的锡伯族有不少人兼通维吾尔语、哈
萨克语。1947 年，锡伯族的知识分子改革
了原来使用的满文，废去一些音节，增加
了锡伯族语的新字母，创制了经由满文发
展而来的锡伯文字。自治机关至今行使职
权时还使用这种锡伯文。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内涵丰富多彩，富
具本民族特色。民间文学为民族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
语、格言等。民歌又分叙事歌、苦歌、萨满
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
情歌、婚礼歌、新民歌等。民间故事有传说、
童话、动物、寓言、神话、谜语故事等。谚语
内容多教人谦虚谨慎、诚实讲信、团结友爱，
褒贬好恶、勤劳节俭。谜语主要为提高儿
童智力、启迪其心智的内容，是老年人和妇
女教育儿童的工具。文学创作近现代内
容较多。最早的有 19 世纪上半叶换防卡伦
侍卫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体书信 《辉番
卡伦来信》。清末民初之后不断涌现文学
新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锡伯、汉文字的
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散文、诗歌、纪事作
品、人物传记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锡伯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
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
分平调和越调，但基本是引进后再本民族
化。说唱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民间
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
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射箭和赛马具
有悠久的历史，系本民族“善骑善射”历
史传统的延续。

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
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
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
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
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成为本民族广场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
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
室 等 部 门 ， 积 极 开 展 上 述 文 化 活 动 。
1959 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
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数十

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
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
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 《狩猎舞》《萨满
舞》《射箭姑娘》《婚礼舞》 及歌曲 《世世
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 等，在各类竞赛
中获得了奖项。

察布查尔县有“射箭之乡”之美称。
各镇、乡级学校多数组建了业余射箭队。
1973 年该县成立了业余射箭队，为自治区
射箭队培养和输送运动员。1979 年国家拨
款在县城修建一座 800 平方米室内射箭馆。
1980 年新疆射箭队正式成立，其中教练
员、运动员均为锡伯族。20 余年来，锡伯
族运动员在国内外各项比赛中频频夺冠，
显示了锡伯族悠久而擅长的运动文化项
目。在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中，英晖、郭
梅珍、汝光等成绩尤为突出，曾分别获得
高级教练员、国际级运动健将等光荣称
号。此外，摔跤也是锡伯族重要的体育运
动项目之一。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新疆
摔跤队中，锡伯族运动员马开、顾景林、
郑林、谷茂盛等在国内外比赛中多次取得
冠亚军，国家分别授予他们国家级运动健
将的光荣称号。目前，摔跤运动在锡伯族
民间仍受重视，是民间经常开展的一项重
要娱乐活动。

锡伯族的民族出版活动反映了该民族
文化发展状况。《察布查尔报》为全国惟一
的锡伯文报纸，自创办至今已有数十年的
历史。1954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设立锡伯文
编辑室，1956 年新疆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又
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两家出版社在锡伯
文断断续续数十年的出版活动中，先后出
版各类锡伯文 （含满文、锡汉合璧或满汉
合璧） 读物近500种。

锡伯族地区遗存的古迹文化遗产甚
多。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为藏传佛
教寺院，具有300余年历史，整个寺院面貌
的恢复和维修工作在 2004 年基本完工，并
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五牛录之靖远寺也是藏传佛教寺
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剩的原已
破败不堪的天王殿，基本恢复了原貌。
2004 年在靖远寺东邻修建的“锡伯族民俗
风情园”，内设锡伯族历史民俗博物馆、八
个牛录厅、八蜡庙、娱乐馆等。博物馆内
长年布展文物、古籍、民俗物品等，内容
反映锡伯族历史及文化，为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重要文化和旅游景点之一。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
少数民族》卷，由郑 娜编辑整理）

那时候，奶奶病得很重，已经
走不动路了。她让我搀扶着，艰难
地一点一点拖着步子，来到院子里
坐下。那是一个春天的午后，阳光
明亮而温暖，还有一丝风从后园的
树木之间吹过来，含着浓郁的大地
复苏的气息。

“清明快到了，我不能带你们
去墓地了。唉——”奶奶深深叹了
一口气，抬眼望着园墙外远处的山
地，那地方叫萨尔巴格，一片荒
野，我们家族的墓地就在那边。

记得从我记事起，每年清明，
奶奶就会领着我和姐姐，带上一些
吃的喝的，走半天的路到墓地。正
值初春，大地生机盎然，我们边走
边采野花，头顶还有百灵鸟飞舞鸣
唱。

奶奶把一块白色棉布铺在太奶
奶墓前的草地上，把我们带来的锡
伯大饼、几枚煮鸡蛋、两三小碗腌
菜、几个方块糖、一碗清茶，都一
一摆放在棉布上。奶奶一边做着手
里的活儿，一边小声念叨着。每年
来这儿，她都重复同样的话，比
如，“我们过得挺好的，妈妈放心
吧”，“孩子们都长得很好，又勤快
又孝顺”，等等。最后，奶奶带我
们给太奶奶磕头，把棉布上的食物
分一些给太奶奶，剩下的我们就坐
那儿吃，吃完喝完就回家了。

“以后，清明的时候，你们要去
墓地看看太奶奶，还、还有我。”奶
奶说这话时，看了我一眼，脸上的
表情依旧那么安详。

“奶奶会好起来的。等天气暖和
了，我赶着马车带奶奶去墓地看太
奶奶。”我轻声说。我把眼睛望向远
处，望向南山顶上的高空。我第一
次感到泪水在眼眶里沸腾，随时要
喷涌出来的样子。听爸爸妈妈说，
前两天医生来过，奶奶的病很严
重，最多还能活一两个月。

我心里充满不舍、无奈、悲伤
和绝望，原来，生离死别是这样一
种感觉，无以言表，整个世界，突
然之间变得如此寂寞、黯淡。我双
目紧闭，在内心里撕心裂肺地呼
喊：奶奶，我不想让您死！

奶奶好像听到了我的心声，转
过脸看着我，说：“我奶奶，临死
前告诉过我一件事，让我记住，我
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她顿了
一 下 ， 身 体 往 椅 背 上 靠 了 靠 ，

“我，现在告诉你，你也记住吧，
不管有没用。”

我凑近奶奶身边，轻语：“奶
奶，我听着。”

“知道吗，我们，锡伯族人，很
早，在东北那边生活。”奶奶说时艰
难地举起一只手臂，朝东方指了一
下，“皇帝，乾隆皇帝，叫我们到这
里来，帮助国家守住这片地方。那
时候说，六十年以后就能回去，回
东北老家。”

对我们锡伯族的历史，我多少
了 解 一 些 。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1764
年），一纸圣旨，从生活在今沈阳
等地的锡伯族中抽调了三千多官
兵，连同家眷共四千余人，派往万
里之外的伊犁守边。历经一年零五
个月的艰苦跋涉，西征锡伯族官兵
及家眷，终于到达伊犁。农历四月
十八，对我们祖辈，那是一个生离
死别的日子，从此骨肉分离，天各
一方。

奶奶见我愣着，抓住我的手，
继续说：

“最终，我们留了下来。我奶奶
说，‘国家的事比命重要’。”

那年，刚入夏，一场大雨，下
了 一 整 夜 ， 还 闪 电 打 雷 ，“ 轰 隆
隆”的。早晨，雨停了，太阳从东
方升起，奶奶走了，平静得像睡着
了一样。

奶奶说，
国家的事
比命重要
□ 觉罗康林（锡伯族）

锡伯族
锡伯族历史悠久，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

查，锡伯族总人口为190481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大连、

铁岭、朝阳、锦州、丹东、瓦房店、凤城等地，其中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34566人，黑龙江省8886人，吉林省3168

人，内蒙古自治区 3023人，其余分布在陕西、北京、

上海等省、区、市。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

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正在建设自己更加富裕、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

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
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
代前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往南迁徙，
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
支 流 适 宜 农 耕 地 区 ， 从 事 农 业 生
产。清初被编入八旗，并调遣至东
北地区各城镇、要隘驻防。1764 年

（乾隆二十九年） 4000 余名军民被调
遣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形成了锡伯族
目前的分布局面。

锡伯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在历史
上，汉文史籍对锡伯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写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
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
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
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
等，都是 xiwe 的同音异写，到明末
清初定为锡伯。其含义有不同的解
释，一说是鲜卑带钩的名称，即所谓

“黄金犀毗”；一说是瑞兽之名；一说
则由地名演变而来；另一说系鲜卑的
音转。据学界多年研究认为，锡伯族
发源于汉代以前的东胡系，由东胡

——鲜卑 （拓跋部） ——室韦 （失
韦）——锡伯演变而来。

东胡是一个活动范围极广的北
方游牧民族部族联盟。到了秦汉，
匈 奴 征 伐 东 胡 ， 占 领 其 大 部 分 领
地，东胡部族联盟遂告瓦解，分裂
为鲜卑和乌桓两大部，东胡之称自
此淡出史籍。鲜卑也是一个庞杂的
部族群体，主要由拓跋、慕容、宇
文等不同部分组成。其中，拓跋鲜
卑是比较强盛的部分之一，锡伯族
就发源于该部。公元 4 世纪，拓跋
鲜 卑 大 部 在 其 头 人 率 领 下 进 入 中
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留居大兴
安岭山脉一带、嫩江流域等地的拓
跋鲜卑余众开始以室韦 （失韦）、契
丹、乌洛候、库莫奚等自称，鲜卑
之称自此绝迹于史籍。室韦部落众
多，分布广泛。南北朝时期，一部
分仍留居大兴安岭地区，而史称南
室韦的一部分则已经迁徙到洮儿河
和绰尔河流域聚落而居，成为今天
锡伯族的直系祖先。

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科尔
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
14458 丁口“进献”给清政府。自
此，锡伯等部被称为“伊彻满洲”

（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部重新整编为 65 个牛录，

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
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
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
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
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
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
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
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平息
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
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
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

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
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抽调锡伯
官兵 1020 名，连同眷属 4000 余名（内
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
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 4 月上
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蒙古高
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
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 1765
年8月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
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 （队） 缩编为6
个旗 （牛录）。1766 年春，迁移到察
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
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
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 之
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
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
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
御外侵，作出巨大贡献。

锡伯族，是我国北部少数民族中较早
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清初，锡伯族便开
始种植水稻，清代文献中称为“锡伯米”。
在锡伯族生产活动中，牧副业也占一定的
比例。

锡伯族的交通运输独具特点。因东北
和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相近，自古及20世纪
50年代，牛、马、骆驼、毛驴、滑雪板、雪橇、牛
车、毛驴车、马车等成为其重要交通工具。
直至目前，雪橇仍然作为特殊的运输和娱
乐工具被人们珍爱和传承。

早在清代，黑龙江、吉林、辽宁、新
疆等地的锡伯族均形成了村镇。西迁的锡
伯族在新疆察布查尔渠凿通后，便基本形
成了现 8个牛录 （亦称嘎善） 的聚落形式。
牛录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作战单位。最初
每个牛录均围以高大的围墙，开东西南北
四大门，有二三百户不等。每户庭院少者
二三亩，多者四五亩。

东北的锡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
等，新疆的锡伯族则食小麦，其中发面饼

是新疆锡伯族几乎一日三餐必备食品，称
“发拉哈额分”。

在历史上主要从事游牧生产的锡伯族
为便于骑马射箭，男子多穿左右开衩的滚
边长袍，束粗腰带，戴圆顶帽，穿长筒
靴。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变化受汉、维
吾尔等族影响较大。年轻妇女喜欢穿色彩
鲜艳的连衣裙、裙子、衬衫和翻领、高领
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运动
服、夹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岁的男
女老人偶尔穿长袍马褂、礼帽、坤秋帽、
绣花鞋。

锡伯族的节日有“新年”（元旦）、春
节、“五一”节、国庆节等。春节多走亲串
门、祭祖及娱乐活动。此外，还有农历三
月间的以鱼为祭供品的“鱼清明”、农历七
月间以瓜果为祭供品的“瓜清明”、“孙扎
拜义车孙扎”（端午节） 和中秋节。欢度这
些节日的方式，均进行祭奠、饮食和娱
乐。民族化节日有“四一八”西迁节和正
月十六“抹黑节”。

西迁

起源起源
生活

文化

◎TA说民族

▲辽宁沈阳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镇稻田创意画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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