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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大部分处在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和东北缘，

小部分处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和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间。

在这个面积为48.27万平方公里的被人们称作“华夏第一大洲”的富饶流域，

自古以来多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繁枝茂叶。如：楼兰

文化（商贸）、屯垦文化（农耕）与马兰文化（国防科学）等多元文化。在这个地域

逐渐形成的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融合性、互补性、多元性相结合，人文与自然和谐

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文明。

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如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等，从本质上讲都与当今改革开放

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

的优秀民族精神，必然表现为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从而大放异彩。

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祭祀、娱乐、餐饮、服饰、工艺、歌舞、文

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

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

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事实上，草原文化已寓于

草原地区文化旅游业、环境保护、规模养殖业、牧民定居等产业之中，成为草原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表现出巨大的魅力、潜力和优势。

随着生态环境的良化以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传

统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文化产业化的战略中彰显出特殊的魅力和影响

力。近年来“江格尔演唱”、“萨吾尔叮舞”、“邦布尔江”等草原文化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文化的重大交流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蒙古族的长调已列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背上的民间文化艺术，如歌舞、刺绣、服饰、文物等，都

以独有的民族风格和艺术魅力与世界各国文苑奇葩媲美，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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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广袤的大草原和独具风格的草原民族风情，也越

来越吸引世人的眼光。草原文化为开辟大草原旅游市场并与世界交流，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草原文化必将以

更加崭新的姿态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有游牧文化

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观念，有游牧生活和大自然相适

应的固有机制，有游牧民族和大自然相适应的固有生存理念等。

游牧是草原畜牧业的最佳选择，是经过几千年考验的、利用草原最经济、最

有效的经营方式。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

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

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礼仪等具

体要素，以及他们的习惯法和成文法：“游牧不是一种漫无边际、没有目的的流

动，而是有着非常清晰的社会边界，这种边界是依赖于社会的规范，它非常明确

地规范着人们的行动。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游牧族群能够在多变的生态条件

下灵活应对的一种能力，而且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保

持秩序和整合的一种能力。他们并非简简单单地逐水草而居，而是自古以来他们

的鞍马役驼的蹄迹与玉石之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纵横交错地融汇到一起，促

进了中原和边疆贸易。”

巴音布鲁克的牧民常与伊犁河流域的商人、焉耆盆地的商贩有互惠互利金石

之交。有的时候牧民们骑着马、牵着骆驼、驮着毛皮到伊宁换取小米（夏尔塔尔）

和小麦面粉，有的时候伊犁的商人驮着面粉、小米和散酒换取牛羊马。巴音布鲁

克的牧民虽然散居在冬长夏短的偏山僻野，但他们的牲畜皮毛交易曾度阳关进长

安，特别是来自西宁、兰州、西安等地区的回族商贩和来自喀什和田等地的维吾尔

族能工巧匠们都来焉耆镇安居，兴办了磨坊、铁匠铺、皮革加工坊和毛毡加工坊。

这些城镇化的手工业促进了巴音布鲁克畜牧业的发展，为牧民提供了许多方便，

同时从事手工业的铁匠、皮匠、毡匠和磨坊主们，用他们的产品换取牧民的牛羊

马，获利颇丰，举家致富，从中牧民也吸收了农耕文化。

游牧于百山之巅的大祖鲁擦和小祖鲁擦的纯牧区的牧民以及耕种于焉耆盆

地的农民，还有散居在天山东南部半农半牧荒漠地带的土尔扈特、和硕特人适

应了各种自然环境。通过焉耆这个茶马古道上的商贸古镇，马帮们赶着骡子也来

到巴音布鲁克以茶换畜。这样就必然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形成了游牧文

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市民文化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多元文化。

干旱区的自然状况使他们不得不一再迁居，无论冬夏，最多两周就要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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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以免过分践踏蒙古包附近的草皮。他们早已适应了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

并有保护植被和水源湿地的良好传统习惯。他们保护了珍禽繁殖的最安全乐

园——天鹅湖，保护了注入中国最大内流淡水湖——博斯腾湖。草原上千种野生

植物和几十种迁徙动物，为牧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的牧场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形

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创造了一种先进的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他们在岁月

的更新中，遵循百山巅上的优鲁都斯草原的气候变化，顺随野草枯荣时节，赶着

牛羊、骑着骏马、牵着役驼、驮着毡房踏破天山雪，搬来迁去，年复一年，比较完

整地传承和保留了整个儿蒙古共有的风俗和礼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固有的乡

风民俗。

昔日西迁东归征途中的土尔扈特、和硕特人的马嘶声与今世塔里木油田的钻

机声融合成历史和现实的交响曲，向世界彰显巴音郭楞人的开放性、融合性、和

谐性的历史人文特征，同时形成游牧文化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

体，使牧民自觉不自觉地感到完美的自然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资源。

山区游牧业有其与自然相适应的固有机制，游牧民族更有着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

观念。

巴音布鲁克有“三宝”：天山牦牛、查腾黑头羊和焉耆马。天山牦牛原是第五

世生钦活佛多布栋策愣车敏从西藏引进并发展而成的，牦牛体质强健，耐寒耐

劳，被称作“高原之舟”。

查腾黑头羊，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特有的品种，以肉质丰美而著称。这种全

身纯白、唯头颅到脖颈黑的大尾巴羊，据说它的祖先叫羖（大头羊）野生公盘羊，

相传在1628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属民西迁越过乌拉尔河的途中，部分牧民遇到风雪

丢失了很多母羊，后来才发现找回来的母羊中有一些已与野生公盘羊交配怀胎，

他们精心管理这些羊让它们产羔，驯化这些羔子，并把其中的公羊留做种羊。这

些羊的后代起名为阿尔咖喱查罕。现在查腾黑头羊就是土尔扈特部东归时带回

来的阿尔咖喱查罕杂交羊。

巴音布鲁克除草原三宝外，还有三种优良牲畜被人们忽略而濒临绝种。一是

扎不萨尔的棕红骆驼，二是都聂耳的灰黄牛，三是巴润的玛占巴图尔马尔拉其肯

博尔。其中的灰黄牛，犍牛四肢长而壮，两角尖而粗，胸椎高大，臀部宽而厚，在山

内山外被誉为“无缝驼”；其母牛乳头长而柔软，毛色光滑而细腻，奶液浓香而丰

腴，被挤奶妇女誉为天竺之大象。所有这些适应本地自然环境的牲畜早已被当今

世人所遗忘。

草原上最令人骄傲的是“土尔扈特人的翅膀”——焉耆马。它们“策鞭奋蹄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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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体形高大健壮，性情驯良耐劳，曾被唐太宗选进骅骝厩成为龙驹，它们是

土尔扈特人最亲密的朋友、最矫健的坐骑。

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历代文人墨客、学者专家以蒙古文撰写有关卫

拉特民俗的力作甚多，其内容大同小异，而以汉文写卫拉特乡风民俗的专著却甚

少且不成系统。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人类各种文化也相互撞

击、相互交融，应时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摩擦，在继承和创新中已成为促进繁荣

发展的潜在动力。草原牧民开始放马归群，离山进城，走出毡房闲居楼房，由游牧

转向定居，由驱马转向驾车，脱掉皮袍穿上时装，奶茶搭配八菜一汤。在这种历史

沿革中，民风民俗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笔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生在巴音布鲁

克大草原的土尔扈特人的后裔，在年近古稀之际，悠然敞开回忆的窗扇，欣然命

笔写就此书，作为留给子孙的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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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迁居与扎营

第一章　迁居与扎营

无论是纯牧区的牧民，或者半农半牧区的亦农亦牧户，或者是纯农区的农

户，都离不开牛羊马。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古人冬季一般以设施圈养为主，但

春夏秋三季必须转场到山区放牧，所以巴州地区牧民春天不畏路途遥远翻山越

岭来到距焉耆盆地200多公里的小优鲁都斯天然草场放牧，到了秋天（9月底10月

初）又返回焉耆盆地。这一去一回历经100多天，减掉来回路上的10多天，真正在

山区放牧的时间也就是90多天。

纯牧区的牧民一年四季除根据气候变化长途迁徙外，就是在奇花异草争奇

斗艳的夏天也要经常轮换放牧地。因为夏季平原草场上生长的酥油草、羊草、莎

草等低矮牧草不能让牲畜啃食和踢踏太久，必须给这些低矮的小牧草休养生息

的机会，不然影响它们开花儿结穗儿，会造成草原退化、沙化。为此，流动轮牧是

顺应大自然的事。搬迁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行动，而是在做好许多前期准备工作

后才能办的事情。如在每一次搬迁前，要探查花草的长势和地形后确定最佳搬迁

时机，然后预测气象看历法等。看皇天脸色，依地母芳襟，越天山石坂，绕羊肠峻

岭。以马背为摇篮，以毡包挡严寒，搬来迁去年复年，长调伴随艳阳天，袅袅炊烟

奶味含。这就是生息在被誉为百山之巅、祖鲁擦草原的牧羊人的游牧生涯。

一、搬迁

1. 随季搬迁

巴州地区的畜牧业分为农区畜牧业和草原畜牧业两类经营方式。农区里有

短期育肥出栏的规模养殖户和长期繁殖生产母畜的设施圈养大户两种牧户。长

期繁殖生产牧畜的农户的放牧方式是设施圈养与野外牧放相结合的经营模式。

他们在春夏季必须转场到大山草场去抓膘和配种；而草原畜牧业则经常随草情

而变化，所以无论农区牧业户还是草原畜牧业户都有个搬迁问题。牧人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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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游牧和小游牧两种不同的方式。小游牧是在固定的营盘上四季轮牧，大游

牧是赶着牲畜离开圈舍进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的大迁徙。当今时代，在实施退

耕还牧、退牧还草等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以来，赶着牛羊翻山越岭长途迁

徙的艰难历程虽然减少了，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农区畜牧业转场的习惯并没有

改变。变得是不再像过去那样赶着牛羊蹭蹬羊肠险路，而是人畜一起乘坐汽车进

山。迁徙要选择晴天丽日进行。如去的地方不远，黎明时分就动手搬迁，日头朗照

的时候已经到了新营盘。一家之主在搬迁之前，要跟邻近的长者商议，搬到哪里

合适，在什么地方扎营。搬迁的头一天，准备好车辆，把家什收拾好只待适时搬

家。在不同的季节由于牲畜的膘情体力不一样、气候条件不一样，要选择的草场

地理位置不同，因此牧民转场的速度要快。

（1）春草场：草场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牛羊马驼繁殖成群，蒙古包随畜搬

迁。从冬窝子搬出来转入春草场，迁徙路途比较远，灾害性天气较多，牲畜普遍

比较瘦弱，母畜均有身孕，不许快速驱赶，所以搬迁很艰难。途中需停歇两三次

才能抵达春季草场。春草场一般都有圈、产羔房、储藏的草料和饲草槽子等基本

设施。接羔育幼工作在长满酥油草的平原上进行。春草场里最多可待70多天，不

宜久留，必须转移草场，不然母畜仔畜都会掉膘，遭受损失。所以临时转移到草

密而长的丘陵地带让畜群放青。

（2）夏营盘：是野花开、彩蝶来、毡房伫立的夏营地，是乳犊绕系长绳哞哞

叫唤、挤奶姑娘赛晨莺的时节，牧民们纷纷搬迁到临河沿溪的宽阔地带扎起蒙

古包，酿奶酒、做奶制品。在夏营地，还要开展剪羊毛，分隔母羊和羔羊断奶，阉

割雄性幼畜，打印记，打马鬃，修剪马尾，抓山羊绒、骆驼绒、牦牛绒等一系列的

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后，男人们搭起临时帐篷十天二十天的轮牧去，女人们继续

在扎营地忙于加工奶制品、乳酸熟羊皮等家务。夏营地里还要开展祭奠塔克拉干

（祭坛）、赛马、摔跤、射箭等娱乐活动。夏营盘的蒙古包90～100天可以不搬迁，

牧羊人可搭个临时帐篷流动放牧，这既有利于羊群增肉膘，又有利于促进牧草生

长。

（3）秋营地：秋季是抓膘增肉的关键季节，要选水草丰茂的丘陵地带或沼泽

汀湾平地搬迁，秋季里草原牧民个个都很忙。秋营地在狠抓牲畜膘情的同时还要

完成剪羯羊秋毛、擀毡子，做好蒙古包毡墙等防寒设施等繁重任务，还要制毡袜、

制皮袄（坤巴尔）、制羔裘（乌奇）、制皮褂（聂凯乎日暮）、制皮裤，准备好冬季保

暖衣裳。在秋草场里抓五畜油膘的同时，还要在羊群里完成母羊配种等任务。到

暮秋还要赴冬窝子住址搭棚圈，贮备牛粪（阿尔古斯，柯德斯）等过冬物资。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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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里大概待上60～70天，待到“在山川间游客踪影绝，在云雾中归鸿声绝”的时

候，牧人开始考虑向冬草场搬迁，根据每年的气候变化可以延长或缩短。在进驻

冬窝子之前，牧民还搬迁到冬窝子附近的容易被大雪覆盖的阴坡幽隅放牧十天半

个月，其目的一是要节省冬窝子的茂草，二是要搭建粪砖圈。在这一段时间里相

互打招呼自愿聚集到一起，骑上马，带上铁锨、十字镐、撬棍等工具到冬窝子挨个

儿掘起羊粪砖搭建圈舍。如果天不下雪，可到农历12月20日左右才搬进冬窝子，宰

好菜牛过祖鲁节。

（4）冬窝子：从秋营地向冬窝子搬迁的路途比较长，一般都是百八十公里，

因为要翻山越岭，加之役畜坐骑膘肥体壮容易困乏，一日征程不得超过二三十公

里。秋冬转场不宜驱赶牲畜，要以边牧放、边迁徙的形式前进。有些地方还可停留

一两天，期间还要观测老天的脸色。如果老天爷的气色好，趁机在容易被大雪铺

盖的阴坡多放牧几天可以节省冬窝子的牧草。这样不慌不忙地在十天半个月内抵

达冬窝子。冬窝子不能选在沟谷里面，免遇寒流风雪灾害，必须选在向阳坡半山腰，

便于有效利用高山牧草资源，为母畜保膘、保胎创造条件。冬窝子顶多待70天。遵

循季节搬迁是草原畜牧业的主要特征。所以草原畜牧业的决策者们，应以人为本，

将立足点放在改善交通、通讯、信息网络设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子女入学条件

等基础性工作上，而不能采取一些强行定居、异地搬迁等赶时髦的措施。

2. 逐水草搬迁

在草原纯畜牧业地区，牧人以牲畜为本，而牲畜则以野草为本。五畜是牧人

谋生的生产生活资料，百草是牲畜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人随畜走，畜寻草游”，

这是纯牧区牧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与设施圈养、精饲料育肥的农区

养殖业区别很大。特别是夏季和秋季牲畜都喜欢觅食新鲜草，喜欢吃花冠草穗等

带籽儿的植物，还喜欢吃些灌木枝叶，所以必须流动轮牧。要搭个简易临时帐篷，

叫“霍系”，三五天换个地方放牧。这样即有利于已经被牲畜采食践踏的牧草恢

复生机，又有利于牧畜的食欲和增膘。巴音布鲁克牧民称这种放牧模式为“毕丽

娜”，雷同于内蒙古的“敖特尔”。

3. 选准日期搬迁

一是观察天气：每一次搬家前必须观察天气，尽量选准好天吉日搬家。观察

天气一要详细观察，如天空凝云弥漫、色暗层厚就预示着将有强风骤雨，比如半

山谷云雾频频上升可能预示雷雨来临。

二是细观动物行动迹象：如燕子低飞可能有暴雨，马竖耳扬鬃狂奔乱跳预示

近两天可能有风雪天气等。如有异常天气征兆就不能急于搬家。不可小看牧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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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搬迁日期的风俗，依他们的直观感觉和亲身经历的经验选定搬家日期，可以减

少盲目性，躲过灾害性天气，避免意外损失。

三是遵循历法：草原牧民遵循天文历法。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阴阳循环五行相

遇，观察北斗星斗柄旋转。如立春、立秋、立夏、立冬或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之

交替日一般不搬家。还有些宗教意识强的牧民每月的封斋日（独曾饿德尔）不搬

家，农历每月的3号、5号、7号和15号不宜搬家。牧民中至今流传着“7号不搬家，8

号不扎营”之说法，但可做好转场的准备。逐水草而移居转场时，常常看着天气，

并开始盘算牲畜从秋草场下山的日子。和汉族总结24节气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一

样，蒙古族牧民在游牧生活中，也总结了有规律的气象知识。在牧民们看来，转

场期间风力大小、降水多少，乃至月亮和星星的位置，都会决定天气的变化。他

们特别注意观察月亮与金星的位置变化。当金星黎明前升起在东方，我国古代称

作“启明星”；当金星黄昏后出现在西方，叫作“长庚星”。金星合月也就是金星和

月亮正好运行到同一经度上，两者之间的距离达到最近，它是行星合月天象中的

一种现象，老百姓称其为“行星合月”。金星合月是行星合月天象中除木星合月外

观赏效果较好的。“金星合月”现象大约每30天发生一次。当金星是启明星时，

频率是一样的。只要月亮每追上金星一次，就是一次金星合月。“金星合月”天象

一般出现在傍晚7时左右。牧民们以肉眼观察金星合月的云流判断金星合月前后3

天的气象，然后决定搬迁的具体日期。另外还要观察昴宿星团移动运转中在月亮

旁边出现（合月）或消失（掩月）的天象来分析气候变化，从而提前或推迟搬迁日

期，因为每次行星合月或掩月过程前后会出现些恶劣天气。经常观察天文气象可

以避免灾害性天气。喀喇沙尔地区的蒙古族儿女把这种天气过程称之为“陶烤

压拉杆”，这是在过去科学知识还未普及的情况下，牧民凭经验应对自然灾害的

举措。而当今牧民，家家有半导体收音机，户户有手机，时时能收听天气预报。

4. 搬迁前的准备

（1）探亲访友：牧民相对集中居住的时间是在春天和夏天。春天居住虽然

比较集中，但是属青黄不接的时节，况且正处接羔育幼大忙季节，人们将其妙喻

为“无暇捡起被风吹落的帽子，无时逢人问个好”的季节，所以探亲访友无从谈

起。探亲访友的最好时节是在蜂吟蝶舞的夏天。在牧人的心里，最牵情的还是在

去往冬窝子之前的探亲访友。因为冬天一家一户分散到深山峻岭中，除了飞禽走

兽、冰峰雪海外，见不到什么人间百事，听不到亲戚朋友消息，一别就是两三个

月，所以迁徙前小媳妇们要拜访拜访爹娘，甥侄们要拜访拜访舅叔。

（2）邀请左邻右舍作客，喝喝茶、拉拉家常：搬家前的三五天蒙古包天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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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袅袅，拴桩畔骏马萧萧，花毡上笑声朗朗，邻里间你来我往。因为一个夏天他

们的牛羊常合群，毡房“门当户对”，儿女们常欢常聚，共同欢度美好的夏季。驹

光不可羁，良友莫轻离。所以远别之前，邻居们相互殷邀却已成乡风民俗。

（3）清点牲畜：春夏秋三个季节除了挤奶的骒马、乳牛外，其余马群、黄牛

群、牦牛群和骆驼群都散放远峦和沼泽遥甸里。畜主三五天看一次，或通过邻里

朋友打听打听它们的去向就完事。邻家临屯（阿里）的牲畜平时朝暮合合分分地

食草，有些断奶后的羔羊和尕尔格太图鲁格（患脑囊虫病的二岁羊）难免混入他

人的畜群里，所以搬迁前必须将他们找回来。特别是那些“风流”公牦牛和公黄

牛尽乱骚情，容易丢失。主人还需要到邻居畜群里去看一看，有没有跑进来的山

羊、绵羊羔子。畜群头数多的牧户要朝夕清点清点，查看有没有丢失的牲畜。如发

现群里有别人的牲畜就要跟人家打招呼，或者叫儿女们给人家送去。畜群盘点是

牧人搬家以前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离开原址前3天必须完成。

（4）踏看宿营地：从冬窝子搬家到春草场的时候牧民们特别慎重。因为冬窝

子和春草场之间的途程一般都很远。近者要两三天，远者则六七天。山区气候易

变，常遇风雪灾害、饿狼袭击，所以在搬迁的前一天乘骑壮马，带上铁锨和木锨，

户主亲自踏看下一步宿营地，即选好避风觅草的场地，并把将要搭建毡房和羊群

歇卧处的积雪铲除，第二天冒黑载驮启程抵达目的地。

5. 系绊牛马轻装上阵

牧民驱畜驮帐迁徙的征途中，人要骑马，毡房要用牛或骆驼驮运，所以要在

搬迁前抓来每人一匹鞍马和足够驮运毡帐的犍牛、骆驼等役畜，把戴鼻勒的牛拴

在长绳上，没有鼻勒的犍牛还要戴上鼻环。具体做法是：穿鼻前，先将犍牛保定

好，术者站立在牛的前方，用左手拇指与食指掐住牛的鼻中隔，在穿鼻部位涂以浓

碘酒，接着以右手持一端尖锐的、另一端孔眼里系细绳的铁钎，在鼻子的中隔紧贴

鼻软骨的部位穿透。穿孔完成后，须再一次涂抹碘酒，戴上鼻环，环上系住长绳就

可以牵着牛走。牛鼻戴环后，两三天以内，在白天把犍牛拴系在两头固定在木桩的

长绳上，控制它们少食草、多排粪便，使他们背负重驮远行时不感到困惫。把乘骑

的骏马白天吊控在拴马柱旁，夜间带脚绊，限制其食草，保持半饱状态。

在吊控役畜鞍马的同时，把一些多余的杂物也都打起包来，选个远僻的丘陵

地带堆垛存放。将有些重要的物品装入木箱或皮囊里，在高阜上挖个窑洞藏起

来，牧民称其为“拔染昵奴昆”（什物窑）。在过去交通闭塞、人口稀疏的年代，

秋冬春三季，除了当地牧工外，没有什么外来者。可以说是好似“道不拾遗，夜不

闭户”的阿如宝木巴国，所以不存在东西被盗的危险。现在就不可能了，也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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