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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之魂——霍城县草根文化集》一书正式与全县人民见面了，这是我县

文化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是我县文化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喜事，为拓展文化

活动载体和丰富文化活动内容，推动全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产生了积极作用

和深远影响。

霍城县是古丝绸之路要冲，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地，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

汇带。它以频繁的人流、商贸流，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多元文化。清代新疆首府

惠远古城，为霍城文化添上了浓重一笔。历史文化名人洪亮吉、林则徐都曾驻足

霍城，留下了千古名句。世界著名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也诞生于此。

霍城不仅有璀璨的历史文化，而且山川秀美、物产丰富。这些年，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和援疆工作的大力推进，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文化元

素，成为霍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助推力量。厚重历史的沉淀，现代文明的推

进，为草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和充足养分。

草根文化即大众平民文化，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草根文化已是群众文化生

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农民或者其他行业的人们，都是草根文化的主人。我

们的文化生活与草根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重视草根文化建设，把草根文

化作为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进行保护和引导。

霍城的草根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民俗、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品、

收藏、音乐、曲艺、舞蹈、美食、戏曲、文学……充满了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品类

繁多、形式各异、精彩纷呈的草根文化，既反映了霍城人民善良、质朴、纯真、执着

的品质，也展现和提升了霍城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霍城草根文化是霍城

人的文化，是霍城人内心的炽热和追求，是以数年甚至一生坚守精神的集中体

现。在每一个热爱草根文化的霍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执着的力量，看到了一个

人内心因为胸怀远大目标而变得强大和坚定。

序序 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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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这本书，将会发现其中的文化、人物都在我们周围。它就是我们身边的

生活素材，甚至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像大地上的芨芨草，虽然风里来，雨里

去，但始终扎根沃土，岁枯岁荣，生生不息。所以，才有头发花白的孔玉崇用一生

心血在塑料搭起的简陋工作间里不分寒暑制作着精美的小提琴；才有患糖尿病

三十年、心脏搭桥三次的范高修依然坚持着书法创作；才有为了自己的国画梦，

年过六十依然数次自费到北京学习的程立；才有现年93岁的曹献柏在69岁开始

创业，却成就了一段传奇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和目标，就是霍城县草根文化的

灵魂。

文以载道，文字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有着非凡生命

力的霍城草根文化是值得以文字形式铭记和传播的。《沃土之魂——霍城草根文

化集》既是一部较全面收集和记录霍城县草根文化历史进程的宝贵资料，也是我

区乃至全国少有的专门通过文学手段收集草根文化的（县级）原创作品。书中事

例鲜明，人物朴实、生动，非常值得一读。这本书的问世，也为全国其他兄弟县市

搜集编撰草根文化提供了借鉴。

《沃土之魂——霍城县草根文化集》采写、编撰工作的完成，是在全县范围内

一次草根文化的大普查，基本盘清了全县草根文化资源家底，为准确掌握霍城县

草根文化资源状况、细致评估草根文化资源价值和加强草根文化资源管理夯实

了基础。《沃土之魂——霍城县草根文化集》是对全县草根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

和理性挖掘，是展示传承和开发草根文化的一次基础性工作，为挖掘保护文化资

源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共霍城县委书记 葛国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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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俗

社火流传很久, 是涉及门类众多的艺术，集中展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与才能，包

含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武术、工艺、美术等艺术。传统的社火表演形式有春宫、跑

场子、纸马舞、蜡花舞、杂耍、小曲、旱船舞、狮子舞、高台、高跷、马灯等。大年正月初

三过后，阵容庞大的社火队都会不约而同地出马跑场子演出，其内容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和乡土气息。正月十四、十五是社火最红火的日子，各地的父老乡亲扶老携

幼奔场子观看。霍城县惠远社火同样蕴含了传统优秀文化和当地习俗，犹如独特的

人文艺术瑰宝镶嵌在霍城大地上。

说到惠远社火，就要提到惠远古城。惠远古城是新疆历史名城，它是清朝新疆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过繁华辉煌的历史，当时城内建筑整齐，纵横交错

的大街直通四个城门：东门景仁、西门说泽、南门宣闿、北门来安。城中心建有高大

巍峨的钟鼓楼，以镇四方。城内城外有不少军事设施、官兵操练武艺的校场等。大

街小巷商铺林立，百货云屯，极为繁华，有“小北京”之称，每年正月的社火也繁荣至

极。

1843年正月十五日，正是林则徐到惠远的第一个元宵节。在惠远街头看到热闹

非凡的社火表演，使这位离开中原大地半年的游子触景生情，咏出了“踏月岭雪凉似

水，遏云歌板沸如潮。楼前夜市张灯灿，马上蛮儿传粉娇。”诗句是对惠远社火的褒

扬。在这之后的 100多年中，惠远社火一直是新疆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标志着华夏

文明在新疆的生根。1944年11月，伊宁事件后，社火这一传统艺术瑰宝在惠远销声

匿迹。

2003年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惠远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日益高涨，新城村

农民陈立淑、贾淑玲组织村里的妇女，在元旦、春节扭秧歌，自娱自乐，丰富农民文化

生活。后来参与的人多了，达到60多人，大家主张由单一秧歌拓展为社火队。他们

第一章 民俗

惠远社火惠远社火

张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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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之魂

自掏腰包，筹措六千多元，添置了腰鼓、狮子、莲花、旱船、花车、花轿、毛驴、大头娃娃

等道具，又经八年的发展，形成了上百人的社火队。有狮子舞、跑船舞、秧歌、戏曲、

街舞，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每到大年初四开始排练，正月初十在街道表演，一直闹

到元宵佳节。这期间吸引了伊宁市、霍城县的上千名群众扶老携幼观赏，惠远社火

成了伊犁河谷靓丽的文化艺术风景。

惠远的狮子舞，与其他地方的没有多大区别，表演时两人顶一狮，狮群由一人引

领，玩法都是驯狮。引狮人手持绣球，引雄狮绕场一周，然后由引狮人指挥狮群做杂

技表演，如打滚、咬痒、跳桌凳、上高台、滚绣球等。

惠远的跑船舞是由船姑娘和艄公同舞，旱船用铁丝、木条扎成，外面用彩布彩纸

装扮，四角悬吊绣球，船前后固定有美丽的腊花盆灯，窗户上贴满窗花，异常美观。

表演时，艄公在前划船，船姑娘随船舞动，船只冲波劈浪悠然荡漾。遇滩搁浅时，艄

公在紧促的锣鼓声中左右划动，伴以说词，摆脱困境；风平浪静时，船曲轻快，边唱边

舞，悠哉悠哉。

惠远秧歌在集歌、舞、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基础上，夹杂了现代文化元

素。2014年正月十二上午，笔者在惠远采访，适逢惠远秧歌队表演，扭秧歌的有 50

跑旱船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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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俗

多人，大都是 50岁以上的妇女，但舞步中透着农村人的质朴和沉稳，动作娴熟。“咚

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他们踩着音乐节拍，扭动腰肢，甩动双臂，翩翩

起舞，扬起了腰间的红带子、绿带子，犹如飞舞的彩蝶，在空中旋转着。她们仿佛回

到了青春年少时代，忘情地舞动，释放着积攒多时的能量。

在休息间隙，笔者与秧歌队的妇女进行了交谈。

“子女对我们参与社火秧歌队很支持，主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我们也喜欢社火表演。”

“社火活动的开支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我们毕竟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希望

这种非物质文化有项目资金的支持！”

“现在看社火的人多了，虽辛苦，但表演的劲儿更大了。”

“虽然老了，还能为社会繁荣、文化事业做贡献，心里也舒坦！”

你一言，我一语，向笔者倾诉着心声。

她们还说，五年来，社火演出为薰衣草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增添了传统优秀文

化色彩，丰富了惠远古城的旅游观赏景致；每到春节，社火表演的氛围更为浓烈。

这一天下午，惠远闹社火的大场景出现，街道上锣鼓喧天，秧歌、跑船舞、狮子

舞、跑马灯、街舞，还有小曲演唱，一拨连着一拨，缓缓蠕动。眼目所及之处，是人的

海洋，花的世界，鼓声、歌声一浪高过一浪。街道两边观看社火的人群摩肩接踵，追

逐着社火队向前涌动。

“有了社火，才觉得有过年的年味。”两位随着人群追赶秧歌的年轻女子高声交

谈。“春节是传统节日，有了传统文化才觉得有气氛，这些扭秧歌的阿姨真靓丽！”

“妈，你看这狮子多像真狮子，很有劲。”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用手指着舞动的狮

子，对身旁着装时尚的女子喊道。

“还有大头娃娃！”一旁的女孩叫嚷着。

“在边疆惠远，还能看到像家乡一样的社火，这里文化很繁荣。”来自河北唐山到

惠远探亲的王珉宇对惠远社火充满赞扬之情。

“社火已成当地不可缺少的自娱自乐项目和喜庆节目，也是富裕起来的农民追

求文化生活的见证，蕴含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传承。”在现场的惠远镇党委书

记王永祥感到很骄傲。

小曲表演是惠远社火的精彩片段，穿戴绿色服装的十来个女子，跳着花纶扇舞，

唱着社火曲《绣荷包》。

“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杨柳梢；三月桃花开，情人捎书

来，捎书书带信信，要一个荷包袋；一绣一只船，船上张着帆，里面的意思情郎你去

猜；二绣鸳鸯鸟，栖息在河边，你依依我靠靠，永远不分开；郎是年轻汉，妹如花初开，

收到这荷包袋，郎你要早回来！”

3



沃土之魂

一曲高亢嘹亮的《绣荷包》将社火表演推向高潮。

民歌《绣荷包》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爱情的向往，逐渐成为西北脍炙人口的

社火小曲，由惠远人唱出来，明显有新疆小曲的韵味，透着新疆小曲曲调委婉圆润、

优美动听，唱腔欢快明朗、节奏感强、风趣生动、活泼自然、意味深长，富有变化的

音调，流畅朴素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味。

他们接着边舞边唱了《十二花草》《剪窗花》……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社火开

始收场，人群慢慢散去。此时，铿锵的锣鼓，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五彩的场

面，还在笔者脑海里回荡。

惠远社火是霍城人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也彰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期盼，为当地草根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惠远社火成为霍城县风情中的一枝艺术奇葩，牢牢根植于霍城大地。

（作者系霍城县作家协会主席，摄影康军）

秧歌队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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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俗

第一次听说霍城县伊车嘎善乡加尔苏村有个达斡尔人的聚居地，有些惊讶。印

象中，达斡尔人大多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即便是后来有

在新疆居住的，也主要是在塔城地区。2013年岁末的一天，顶着漫天的飞雪，笔者来

到加尔苏村，见到了75岁的达斡尔老人郭山林。

郭山林老人和蔼可亲，容貌看起来和当地汉族居民没有什么区别，汉语说得很

好，可能是受当地居民方言影响，语言上带有一些锡伯族人的尾调。一番寒暄之后，

老人和笔者去了同村居民达斡尔人额杨宝、苏里香夫妇的家。

这是一处新建的宅院，院子有一亩大小，收拾得干净利落。新房为砖混结构，坐

北朝南，外墙涂料以鲜艳的粉红色为主，回廊和檐柱都镶有白色的石膏材质压花装

饰，整个建筑既有现代韵味又有别致的民族特色。

额杨宝、苏里香夫妇早在院门口等待很久了，打过招呼之后，在烧得泛红的铁皮

炉前，笔者与郭山林、额杨宝和苏里香老人开始了长谈。娓娓而谈的老人把笔者带

进了一个时光隧道。在隧道里，我仿佛看到达斡尔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以勤劳勇敢、

坚韧不拔铸就了一个民族繁衍发展的传奇……

17世纪中叶以前，达斡尔人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吉雅

河）河谷与东起牛满江（今俄罗斯境内布列亚河），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

地带。从17世纪中叶开始，沙俄殖民者入侵黑龙江流域，江北达斡尔、鄂伦春、鄂温

克等民族的群众受到了疯狂掠夺和屠杀。达斡尔人和其他民族人民一起奋起反抗，

率先武装抗击沙俄，因骁勇善战而让沙俄人闻风丧胆，并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此

后，达斡尔人内迁到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后来又被清政府多次征调，不远万里驻防

东北及西北边境。其中就包括现在的霍尔果斯一带（原来的老霍城，史称阿里麻里

古城）。当时在这一带有一千多达斡尔士兵组成了达斡尔兵营，在霍尔果斯边界处

一次和沙俄的战役中，达斡尔兵营的战士大多战死，剩下的就留在了本地，成为当地

的居民，达斡尔人现在在加尔苏村有260多口。

过去，达斡尔人有骑马射箭、放鹰围猎的生活传统，这成就了达斡尔人刚直不

阿、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率真彪悍的性格。在达斡尔族民间，大家互相都很友善，不

达斡尔大地深处的椒蒿达斡尔大地深处的椒蒿

史松建 马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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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欺负别人的事。但达斡尔人也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欺负自己，如果一个达斡尔人被

人欺负了，那么全族的人都会站出来帮忙。达斡尔人的凝聚力是非常强大的，凝聚

力让他们战胜了很多无法想象的苦难。达斡尔人有个基本的观念：做保家卫国的英

雄有价值；好好劳动，维持一家生计有价值。所以每个达斡尔人天生都有种责任感，

既有对自己的责任，对家的责任，也有对民族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感让

每个达斡尔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非常认真、敬业。

达斡尔人还是把农牧猎渔业完整结合的民族之一，最早的时候使用4牛牵引的

木架铁铧犁（达木嘎）耕地，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谷子、黑豆等大田作物和胡

麻等油料作物，在宅旁田园种植白菜、萝卜和瓜果。除了种地，达斡尔人还熟悉许多

种鱼的习性，捕鱼方法多，冬季常凿冰为洞，用网或钩捕鱼。而狩猎更是达斡尔人最

古老、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达斡尔人积累了许多狩猎方面的知识

与经验，如下套子、设陷阱、放地箭、打围、鹰猎等等。

其中“打围”是达斡尔人很有效的一种狩猎方式。20世纪初，在铅子弹响枪和钢

子步枪等现代化武器传入达斡尔族地区之前，弓箭和扎枪是猎民们狩猎生产最主要

的工具。这些工具原始、简陋，命中率不高。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提高狩猎生产的效

左二：郭山林，左四：苏里香，左五：额扬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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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斡尔人便逐渐摸索，形成了众人集体围猎的方式。这种方式多以“哈拉”（氏

族）为单位，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阿围达”（围猎长）统一指挥进行。具体方法就是参

加围猎的众人按圆形分布，把预定的猎场包围后，慢慢搜索前进，逐渐缩小包围圈，

最后将被围困的貂、狍、鹿、野猪等动物射杀。

“鹰猎”更像达斡尔人喜欢的一种文娱体育运动，一般在雪后的清晨进行。达斡

尔猎人身跨骏马，右手持缰，左臂托举猎鹰，寻游在雪野山林中。发现野鸡、野兔等

小型禽鸟动物后，就令猎鹰迅速出击，猎鹰便会准确而有效抓住猎物。鹰猎的收获

量虽然不大，但深受达斡尔人的喜爱。达斡尔人擅长养鹰，驯鹰。拥有一只聪明伶

俐、敏捷强悍的猎鹰是达斡尔猎人的骄傲与自豪。

达斡尔人崇尚道德，尊重老人和长者，非常注重礼仪。暂别相逢，儿女别父母7
日、儿媳别3日、村中年轻人别长者15日，晚辈都要向老人、长者行屈膝请安礼（萨因

哈索贝，同满族人的请安）。具体是前迈左腿，双手掌放膝盖上，曲右腿，目视对方，

向前弯腰。对长者，无论是在路上行走，还是出入房门，青年人都要让路；儿女外出

归来，要给老人请安；凡有好吃的或是老人喜欢吃的食品，首先要敬给老人或给老人

留下一份。生活习惯大致和汉族人一样，肉食没有什么禁忌。

热情好客是达斡尔人的传统，每当宾朋光临，让座西炕，敬烟、献茶，问寒问暖，

酒菜款待，逢年过节，杀猪宰牛（羊），争相邀请亲友村邻，欢聚一堂。以前无论谁家

宰杀牲畜，都要选出好的肉分赠给邻居和亲友，狩猎或捕鱼归来，甚至路人都可以分

得一份。

过去，达斡尔族主要信仰萨满教。如今，宗教祭祀活动已不多见，不过伊犁的达

斡尔人每年都有一次聚会，时间大致是阳历的6月13日，有时候是远方的达斡尔人

会到伊犁来，有时候是伊犁的达斡尔人也会走出去，和其他地方的达斡尔人一起，共

祭先祖。过去，达斡尔族社会婚姻关系的缔结讲究门当户对，门第、家境、声誉等都

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不与外族人通婚，特别是不把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现在有

很多达斡尔青年都和汉族人通婚了，看重婚姻质量，认为两个人过得好比什么都重

要。

达斡尔人主要的节日也是春节，称春节为“阿涅”，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

过年之前家家都要进行充分准备，杀年猪，打年糕。年三十用各种杂物码起一个垛，

晚上点燃，老年人要把大块肉和饺子投入火中，祝福人畜兴旺。年三十吃饺子，有的

要在一个饺子里放上白线，意味着吃到这只饺子的人可长寿两百岁；有的在一个饺

子里放上铜钱，吃到的人意味着今后不缺钱花。初一开始拜年，拜年的人一进门就

要打开主人家的锅，抢吃年糕，表示亲密无间，然后吃手抓肉。妇女之间要互相赠

礼，礼物有烟叶、奶皮、糕点和冻肉。春节一直过到正月十六。正月十六为“黑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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