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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州文化艺术研究室成立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邱海拍摄）

中国新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梁立拍摄）

中国·新疆·新源阿依特斯论坛（梁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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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举办“六十

二阔恩尔”传承培

训班（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文化艺术研

究所提供）

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哈萨克卡拉

角勒哈”研讨会剪影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

化艺术研究所提供）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伊犁版研讨会（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文化艺术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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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各族人民

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

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

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六个大的方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下简称伊犁州）丰富多

彩、绚丽缤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伊犁州各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

各民族间情感的纽带，它们共同承载着伊犁州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近年，伊犁州党委、人民政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工作，首先成立了州、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立健全

组织机构，完善各项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

织保障。资金投入不断增加，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长期有效

开展。

伊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 2004年开始以来，至今已有十年。

十年间，通过不断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整理、申报、保护、传承工作，

取得了一些成绩。本书以资料汇编的形式，图文并茂，汇集整理了包括哈萨

克族阿依特斯、锡伯族西迁节、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乌孜别克族埃希来和

叶来、伊犁赛乃姆、恰克恰克、锡伯族刺绣在内的16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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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代表性项目。此外，还包括满族颁金节、江格尔、毡绣和布绣（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波杂酿造技艺、新疆曲子、俄罗斯族巴扬艺术、维吾尔剧、锡伯族

蝴蝶舞、哈萨克族赛马在内的 37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些都是州直各级文化部门和非遗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硕果，饱含着广大代

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人的辛勤付出，也与各位专家学者以饱满的热情、全身

心地投入分不开。

本书记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的历史渊源、分布区域、基

本概况、表现形式、主要特征以及艺术及传承价值等方面内容，具有向各位

读者展示和为非遗工作提供资料的双重作用。希望能通过本书提升广大群

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关注度，更加关心和支持非遗工作的开展，吸纳

广泛的民间力量，传承好我们共同的民族精神和记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伊犁州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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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泛指历史上产生并

流传于民间社会的、足以反映民间社会情感与审美情

趣的文学类作品。民间文学也称“口头文学”、“口头

传统”等。其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可分为散

文体民间文学和韵文体民间文学两大类。散文体民

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等，韵文体民

间文学包括史诗、叙事诗、歌谣、谚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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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伊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级传承人：黑萨木丁•库尔万

“恰克恰克”，维吾尔语，意为“笑话”，是维吾尔族民间一种带讽刺性的

口头文学形式。表演主要分两种：一是传统的“拉提帕”，汉语意为“幽默故

事”，即说趣者一个人为观众讲述短小精悍的幽默故事；另一种是说趣者由

两个或三个人组成，他们分成正反两面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唇枪舌战，通

过各种艺术手段达到“笑”的目的。

维吾尔族“恰克恰克”主要流传于新疆伊犁，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

宁市、伊宁县、霍城县、尼勒克县、巩留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为中心，

后逐渐流传至新疆各地及全国乃至中亚各国，形成了以伊宁市为主要流传

地区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说趣艺术。

据考证，“拉提帕”形式约在 10世纪开始出现在维吾尔民间文学艺坛，

12世纪出现了一位影响极大的民间“恰克恰克”大师阿凡提。阿凡提的故事

在新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中国、中亚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之

后，维吾尔族杰出的笑话艺人层出不穷，如麦西热甫·热赫木巴、毛拉赛依丁

等。新疆伊犁还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笑话艺人伊沙木·库尔班。他的笑话真

实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心理素质和民族特点，即继承了阿凡提故事的

恰克恰克

002



民间文学

传统形式，又独特地反映了当代维吾尔人民的精神面貌，犹如阿凡提再世，

曾被称之为“活着的阿凡提”。伊沙木1930年生于新疆伊犁，在他的推动下

维吾尔族“恰克恰克”又一次迈向了高潮，形成了以伊犁为中心向新疆各地、

全国乃至中亚各国传播的态势。伊沙木的名字随着他的笑话传入千家万

户，深入人心，有人称他说趣生涯最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为“伊沙木时代”。

维吾尔人说的“恰克恰克”有的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笑话，有的为说趣

者根据场合即兴发挥。刚开始讲笑话时，为照顾别人或东道主的情绪，多以

自己为对象，拿自己开涮，产生一种独特的效应，博得在场人的喝彩。“恰克

恰克”内容涉及维吾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说趣者用本民族的眼光观察事

物，用自己的思维思考问题，将生活中的细节夸大。在技巧上还借用汉语的

各地方言，甚至外语（英语、日语）的谐音。维吾尔族“恰克恰克”语言简练，

短小精悍，讽刺性强，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多在

麦西来甫、节假婚礼、庭院聚会等场合说趣。

维吾尔族“恰克恰克”在内容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伊沙木与徒弟合影（伊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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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揭露和嘲弄社会不良现象

阿凡提的一则笑话《如果我有钱》讲道：一个高利贷者问阿凡提：“阿

凡提！你为什么喜欢钱？”阿凡提回答说：“若是我有钱，早就不受你的剥

削了。”

伊沙木的一则笑话如《头上不闲》讲道：粉碎“四人帮”后，伊沙木戴着顶

崭新别致的巴旦花帽，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地走在大街上。他的一位朋友看

见了，打心眼里感到羡慕，热情地走过去问道：“朋友，我真羡慕你的花帽，以

前为什么不见你戴呢？”“哎，伙计，”伊沙木耸耸肩膀说，“二十年来，我戴的

‘帽子’很多，头上一直不闲，哪有机会戴花帽呀！”

第二，对社会道德的警示

阿凡提的《头上种棉花》讲道：一天，阿凡提到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冒冒

失失，把阿凡提的头刮破了几个口子，就在伤口上贴了好几个小棉花球。阿

凡提照照镜子说：“你在我半个头上种了棉花，剩下的地方让我自己种点胡

麻吧！”说完便起身走了。这则笑话批评了那些办事不经心的人。

第三，自我娱乐

伊沙木的《第七十三种手艺》讲道：有人对伊沙木说：“俗话说：‘年轻人

学会七十二种手艺还嫌少。’你会什么手艺呀？”“难道你还不晓得？”伊沙木

说，“我会谁也没有的第七十三种手艺哩。”那人挺感兴趣地问：“啊，那是什

么手艺？”伊沙木回答说：“讲笑话让人捧腹大笑，治好他的疾病。”

伊沙木·库尔班是新疆伊犁最有代表性的“恰克恰克”大王。伊沙木思

维敏捷，能说会道，有很强的表演才能，能因时因地即兴说出一连串的笑

话。他的“恰克恰克”声形并茂、简洁凝练、寓意深刻，能用玩笑的形式鞭笞

丑恶，人们往往在哄堂大笑中得到教益，激发对正义的追求和信念。他熟悉

生活，观察仔细，机智聪颖，诙谐幽默，他编的“恰克恰克”在当地人民群众中

广泛流传。

例如：《舒服而轻松的工作》

一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对伊沙木说：

“伊沙木大哥，请您帮我找一个又舒服又轻松的工作好吗？您说世界上

有这样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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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哇！”伊沙木十分肯定地说。

“是什么样的工作？”年轻人急忙问。

“你家有被子褥子吗？”伊沙木又问。

“有哇！”年轻人回答。

“那么请你回家钻进被褥里边去！”

“那干什么？”

“做美梦！”伊沙木回答。

伊沙木以民族化、大众化的“恰克恰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在他

的“恰克恰克”中较充分地体现了维吾尔人民的心理，具有一种内在的、独特

的、浓烈的民族色泽和民族化的道德情操。他善于捕捉那些生活中常见

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事物，使抽象的说教寓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这正

是劳动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之处。人们听了他那充满喜剧效果的幽

默和笑话，心旷神怡，能够在轻松愉快和潜移默化中获得教益、鼓舞和艺

术享受。

维吾尔族“恰克恰克”是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口头讽刺文学形式，它的特

笑话大师沙力和莱提（沙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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