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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5_B0_E6_B0_91_E6_c34_42989.htm 柯尔克孜族，现有人

口141549人。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北部的特克斯、昭苏、额敏等县。 柯

尔克孜族聚居的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的崇山峻岭，

东南部是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由融雪汇集的克孜勒河、

盖孜河、廓克沙尔自西向东流经境内。高山周围与河流两岸

是一片片丰美的草原，适宜畜牧业生产。部分河谷盆地，还

可以灌溉垦殖。柯尔克孜族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世代过着以

游牧为主，兼事农耕的经济生活。 柯尔克孜族，汉代称为“

坚昆”、“鬲昆”，南北朝称为“结骨”、“契骨”，唐代

称“黠戛斯”，辽金称“纥乞斯”，元代称“吉利吉思”。

清代，沿用蒙古准噶尔语，称之为“布鲁特”，意即“高山

上的居民”。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柯尔克孜族。 柯尔

克孜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实厥语族。分南北两种

方言。自历史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后，开始创制使用以阿拉

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在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

许多柯尔克孜族人已兼通维吾尔语文和哈萨克语文。 柯尔克

孜族的文艺绚丽多彩。著名的民间史诗《玛纳斯》，规模宏

大，语言生动，被誉为民间文学中的奇葩，在世界传统民族

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柯尔克孜族特有的弹拨乐器三弦琴“

考姆兹”，音调和谐丰富；刺绣、雕刻、织花，金银饰器等

传统工艺，也有自己的特色。每逢年节，柯尔克孜族就要举

行各种文娱活动以示庆祝。 高山牧民的婚礼 柯尔克孜族的婚



礼十分隆重，分订婚和结婚两个步骤。在订婚时，男方用一

匹马驮着礼物前往女家，马头上要扎一块洁白的棉花，以示

订婚。女方父母要拿出最好的食品招待。有的地区马头上的

棉花由女方来扎，或向男方客人身上撒些而粉，表示同意亲

事，预祝顺利。结婚一般要举行三天，日期多选择在月底，

仪式主要在女家进行。第一天，新郎在父母、亲友陪同下，

带着礼品前往新娘家。礼品包括刚宰杀的两只羊，一只作整

羊煮熟；一只把五脏掏出，不剥皮烤熟，还要带上数十头小

牲畜。临近新娘家时，举行“叼羊”游戏，并借此机会将那

预先宰好的羊扔到新娘家门前。随后才被新娘家的女眷们热

情迎入。婚礼仪式开始前，女方的亲友群起将新郎新娘双双

绑在门口，这时，新郎的父兄要向这些亲友赠送礼物，请求

“释放”。婚礼正式开始，由男方的一位长者用木棒将毡房

天窗挑开，从天窗向外撒糖果、点心等，客人纷纷争抢，以

分享幸福。接着，新娘的母亲要唱“送嫁歌”，还要举行“

赛得河”，即让新婚夫妇背对背坐下，每人头上蒙一口袋。

众人用一只羊蹄轮流在他们头上轻打一下，然后拉起来共同

跳舞。之后，由阿訇主持典礼，念“尼卡罕”（结婚证词）

，给双方分吃蘸盐水的馕，象征夫妻白头偕头，永不分离。

第二天，双方家长要举办传统的赛马、叼羊、摔跤等活动，

以示祝贺。晚上，新娘来到嫂子家与新郎见面，这时的毡房

外挤满了宾客，人们奏起传统的民间乐器“库姆孜”，跳起

会面舞，唱起一曲曲喜庆的歌，直到深夜，当讨得礼物，放

新郎进入洞房后，才尽兴离去。第三天，新娘带着丰厚的嫁

妆，随新郎回婆家，沿路每过一个牧村，都要受到热情款待

和祝福。回到新郎家的数日内 ，一对新人还会不断得到亲友



的邀请，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使他们处在长时间的新婚蜜月

之中。 奇妙的“库姆孜”琴 柯尔克孜族民间音乐十分发达，

遗产丰富，男女老幼都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许多传说、故

事、诗歌、民歌等均由专门的民歌手、弹唱琴手等艺人代代

相传。在表演时，使用的最主要、最普遍的乐器是“库姆孜

”。民间有句谚语：“伴着你生与死，是一把库姆孜琴”。 

也就是说，它是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随时反映着人

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故又有着“奇妙之口” 的美称。 

“库姆孜”琴的琴型很多，达七八种。最古老的是一种木制

蒙革的三弦弹拨琴。经过改进的有全木制的三弦弹拨琴“亚

克其库姆孜”，木制铁三弦弹拨琴“帕米尔库姆孜”，以及

各种质地的四弦琴等。 “库姆孜”历史悠久，琴声优美。据

说，最早的这种乐器叫“库吾孜”，意思是“美丽的乐器”

，是用红松制做的，形状与现在的大体相同，即头部椭圆形

，根部细而长。它既被用来演奏民间音乐，也被用来与称为

“多兀勒巴斯”的战鼓一起演奏战争进行曲，以鼓舞战场上

的士气。唐代，柯尔克孜族先民曾将这种乐器作为贡品献给

唐王朝。随后，唐朝又把它作为大唐乐器赠送给日本国。13

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又把这种乐器传到了巴达克山、克什

米尔、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可以认为，这是柯尔克孜

族对中国和世界音乐宝库的一大贡献。 如今，每当人们劳动

之余或喜庆节日，称为“库姆孜奇”的民间琴手，总会在牧

民们的拥戴与欢笑声中，弹起美妙的琴弦为人们的歌喉伴奏

，表达柯尔克孜人民对自己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 追姑娘 在

新疆的畜牧业民族中，哈萨克族流行一种男骑手在前面跑，

女骑手在后面追的草原游戏“姑娘追”，而柯尔克孜族有一



种游戏却与之相反。叫“追姑娘”。它主要流行于阿合奇和

特克斯县等部分地区。通常是在喜庆节日和牧民集会时举行

。人们说，这是对小伙子是否有男子汉的本事，称得上男子

汉的检验。当然，它也是柯尔克孜族青年男女寻找情侣，表

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机会和最佳方式。 届时，每个部落或“阿

寅勒”（村落）都要派出自己的男女选手，并挑选最好的马

供他们骑。但马的选择必须向双方保密。比赛开始，男女选

择好对手。共同向前方二三百米外的指定地点并辔行进。一

路上，小伙子可尽情对姑娘挑逗，讲俏皮话，当然，也可以

表白自己的求爱愿望，甚至可以求婚。这时，姑娘既不能对

小伙子的挑逗恼怒，也不会对他的求婚表态。如果真的喜欢

这位青年，也可以示意。如果在回来的路上追得上，婚事可

以商量，到达指定地点后，姑娘要立即调转马头，疾速回跑

，小伙子也随之扬起马鞭，紧追不舍。为了拉大距离，有的

姑娘在起跑时，故意向小伙子的马抽一鞭，使对方的起跑出

现片刻迟缓。一路上，两匹马风驰电掣，竞相奔跑，场边的

观众，也不断发出阵阵“加油！加油！”的喧闹声。到达终

点时，如果小伙子追上姑娘，可以在众人面前搂一下或抚摸

一下姑娘，或扯起姑娘的衣角，以表示自己取得了男子汉的

胜利。如果没有追上，不仅会视为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还

会失去姑娘的好感，最后还要代替所在部落或“阿寅勒”向

姑娘颁发奖品。当然，这种比赛一般总是男子取胜的多、输

的机会少，从而对广大寻求幸福的青年男女，始终展示着无

限的诱惑力。 精美的壁挂工艺 走进柯尔克孜族牧民的毡房，

周边围墙上一张张极富民族特色的精美壁挂，首先会给客人

带来一种强烈的美感，似乎置身于一座小巧的艺术殿堂。 壁



挂，是柯尔克孜族家庭的一种必备的装饰，也是一种民族手

工艺品。形状多为长方形，有大有小，一般宽约1.2米至3米，

长约1.2米到2.5米之间。壁挂多用紫红色或大红色的平绒做底

面，黑色平绒做边，在下沿的边芯相接处，吊坠有金黄色丝

穗。除壁挂中心的整体图案外，在左右和下方的宽阔黑绒边

上，则是妇女们用双手以刺绣、贴绣、扎绣和镶坠等方法，

构制出一层层结构严谨、色彩对比强烈、纹样优美的图案。

这些图案，主要表现为：变形的山峰、飞溅的水花、翻腾的

云浪、飘香的花卉、绿茵的牧草和卷曲的枝蔓等等 。 妇女们

绣制壁挂，也是一种十分投入的艺术创作。为了使作品更具

魅力，显示自己的艺术才能，一件壁挂往往要绣几个月，有

的要达半年以上。对姑娘们来说，壁挂也是贵重的嫁妆，结

婚前要早做准备。而小伙子们往往会以壁挂绣制手艺的精美

程度，来做为自己选择新娘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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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