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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5/2021_2022__E6_B0_91_E

6_97_8F_E9_A3_8E_E6_c34_185884.htm 哈节(亦称唱哈节)是京

族最隆重、最热闹的民族传统节日。 “哈”为京语，有两种

解释：一是“歌”，一是“吃”。现在一般认为，这两种含

义都兼而有之。“哈节”京语称“盖殿耽”，可译为“歌节

”、“祭神节”(神吃)、“乡饮节”(人吃)等。哈节的来历，

有几种传说：其一是说，北部湾岸边的白龙岭下，有一条巨

大的蜈蚣精，凡有船只经过，它都要吃一个人，若不送给它

吃，它就兴风作浪，把船掀翻。后来有一个大仙(镇海大王)

诛杀了蜈蚣精，把它碎尸三段而成为“京族三岛”。于是京

家尊奉镇海大王为护岛神，立庙祀之，每年都到海边迎接镇

海大王到哈亭来享祭，这就成了一年一度的哈节。其一是说

，在越南陈朝时代，有一位歌仙来到京族地区，以传歌授舞

为名，发动京族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者，深受京族人民敬

仰。后来人们用歌来歌颂和怀念这个歌仙，久而久之就成了

哈节。 哈节在哈亭内举行。哈亭在辛亥革命以前都比较简陋

，只是木柱草盖的亭子。如今全是木石结构的庙宇式建筑，

结构坚固美观，屋脊正中塑双龙戏珠图案，内分正殿和左右

偏厅。正殿供奉诸神灵神位。左右偏厅均砌着三级由高而低

、顺序排列的木板或石条台阶，可容一两百人坐席。它具有

神庙、宗祠、歌厅、乡饮亭、村社议事堂等功能。 哈节的日

期，各地不相同。红坎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巫头、尾在农历

六月初十日，山心在农历八月初十日。在哈节来临时，家家

户户把庭院打扫干净，布置一新，并备好菜肴，准备待客。



哈节到来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云集于哈亭

内外，兴高采烈地欢度佳节。整个节日的活动，大致为如下

过程： 迎神 在哈节的前一天，村民们集队举旗擎伞，抬着神

座到海边，把本村信奉的诸神灵请进哈亭。这一天，有的村

还举行盛大的斗牛活动。斗牛结束后不论胜或负都拿来宰杀

煮食。斗牛是揭开哈节的序幕，山心岛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

民歌：“无论你在哪里做买卖，八月初十也要回家看斗牛；

尽管你的买卖繁多百过头，八月初十也要回家看斗牛。” 祭

神 在节日当天下午三时开始。祭祀仪式与当地汉族在祠堂里

举行春秋二祭大体相同，有主祭、陪祭、礼生(司仪)、执事(

传递祭品者)。祭神时，先由主祭读祝文。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