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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族总

人口为172847人。其中，辽宁省有120101人，新疆维吾尔自
：

治区有33082人，吉林省有3476人，黑龙江省有9181人，内蒙

古自治区有2848人，北京市有914人。此外，还有少数分布在

上海等其他一些省区： 1。 ‘1 。。一 ‘‘j
一

?。追溯锡伯族历史，他们lo世纪以前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

和嫩江流域。清朝兴起后，他们逐渐被其征服，编入八旗，

并先后被调遣到黑龙江和吉林等地驻防。清军入关后，驻守

盛京地区的大部分清兵被征调到国内各重镇要隘驻守。为了

加强盛京地区的防务，康熙年间，清政府先后从齐齐哈尔、

吉林乌拉等地抽调锡伯军民驻守盛京地区。他们在盛京地区

被编入满州八旗内驻防效力，而未独立设旗。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清廷举兵平定了新疆大小和卓旨在分裂祖国的叛

乱之后，统一了新疆。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于

r乾隆29年(1764年)从盛京(今沈阳)所属的十五城抽调锡

伯族官兵1020名，连其眷属共4000余人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

屯垦戍边。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大分散、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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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格局。无论是新疆的锡伯族或是留居东北的锡伯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为祖国的安定和

民族的团结都做出了不朽贡献。

“锡伯"这一名称，是锡伯族的自称，口语称‘'7SiWe"，

书面语为矗。ibe’’。许多学者认为，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

其远祖是拓跋鲜卑，近祖是室韦。其历史过程是由东胡分化

出拓跋鲜卑，由拓跋鲜卑分化出室韦．又由室韦发展为锡伯。

“锡伯"二字，最早见诸于史籍，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九国之战’’的记载中。此后，在汉文史书以及清

代档案资料里，则多用。锡伯"二字，但也有用席伯、席白、

寤北、西北、锡卜、西焚等名称的，自辛亥革命以后，则一

律用“锡伯刀二字。 ， 。

，关于锡伯族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史学家及民族历

史研究者，解释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说法。一种解释认为，

“锡伯”系地名，后来成为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一种解

释认为， “锡伯”是由地名或部落名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I

r种解释认为i“锡伯’’即鲜卑的音转。持后一种观点的居

多。认为古代鲜卑人曾居漠北广大地区，他们流动性很大，；

活动地域较广，他们足迹所到之处如山川，地区、城堡、村

寨谓锡伯或鲜卑或室韦。 ．

一 、

，j‘

锡伯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局面。辽宁省锡

伯族居住的“锡伯屯"大都坐落在九河下梢涝洼地带。辽宁

省位于我国东北的南部，地势大致东西较高，中部和沿海较

低。除松岭、医巫闻山等丘陵山地外，概为广大的辽河平原，

这里的主要河流以辽河为主，支流以浑河和太子河较为重要。

分布在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散居在辽河，，浑河以及太子河这

气2^

一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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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河流域。散居在吉林，黑龙江省的锡伯族贝Ij居住在松嫩平
。

原。辽河平原t松嫩平原面积广阔，地面平坦，土壤肥沃，水

源充足，便于灌溉，是宜耕宜牧的好地方。；一：’：：i，奄

新疆锡伯族聚居的察布查尔自治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直属县之一，它位于新疆西部天山支

备 脉一乌孙山北面、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在东经80度
31分至81度43分，北纬43度17分至57分之间。南边以山为界

· 和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边隔着伊犁河与伊犁哈萨克自
”

；， 一’治蝇首府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相望，东邻巩留县，西与

-
’

前苏联接壤。全县东西最长约90公里，南北最宽有70公里，
一

整个县境形状恰似一把打开的折扇，，全县总面积为4430平方

公里，平原占总面积的44．3N，丘陵地区27％， 山区占
’

28．7％。 ． ．

’ J一． ，

7

自治县由于地处乌孙山缓坡地及伊犁河谷地之中，所以
。

地势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大体上分为如下几部分t ，

‘

．．_自治县的南部乌孙山山区(中高山区)，海拔1600米以上，

．． ．，‘’主峰，(白石峰)s480米。气候寒冷且湿润，年降水量为300一 。

。400毫米，是自治县境内的原始森林区。这里多生长耐寒的多
’

年生草本植物，是该县的主要夏牧场。 一．
、

，，

‘’

“丘陵地带和倾斜平原，海拔650—1600公尺，鸟孙山山顶

■’． ． 终年积雪，融雪沿着山沟下泻，形成许多溪流，给这一带土1

r_苛， 地提供了水源。锡伯族人民开挖了许多水渠，灌溉着这一带

≯ 肥沃的土地。土层厚度随高度差异而不同，一般厚度为60一

鲁’ ． 90厘米，多为灌溉灰钙土，其主要土种是黄土F这里土地广
、‘P’ 阔，草原丰美；宜耕宜牧，是自船县的生要小麦、。、油料产

．

4

地，也是春秋两季的主要牧场。，o —j ．
、=一 、汹”一‰

‘

，

一

k

}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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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县的中部是河谷阶地平原，海拔590—650米，土壤

多为草甸土和灌溉沼泽土，土层较厚，地势低平，水草丰美，

是该县的水稻产区，沿伊犁河南岸为次生林区，是该地区良

好的冬季牧场。

察布查尔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由于它处在伊犁盆地

中部，东、南、北三面有天山山脉屏障，西部地势开阔，易

受北冰洋气流的影响，因而气候比较温和，湿润。春末夏初

多雨，平均年降水量为200毫米，是新疆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之

一，冬季和初春多雪，积雪厚度一般达50一60厘米。年平均

气温为摄氏8．5℃，最高气温为摄氏38．4。C，最低气温为摄

氏一32．6℃，无霜期约165天，年日照时数为2800个小时，大

于摄氏lo度的积温为3300度。气温、降水量等条件适予各种

农作物的生长。
，， 察布查尔地区以生产粮食为主，历史上素有。粮仓"之

称。全县可耕面积约为300多万亩，其中已耕面积近68万亩

。(包括军垦面积)o该县的农业主要是灌溉农业，一年一熟。

粮食作物有小麦、水稻、玉米、高梁、大麦和糜子，油料有

胡麻，油菜，油葵，经济作物有甜菜，豆类、烟草、麻类，

马铃薯，瓜果和蔬菜等。

‘．全县森林面积94．38万亩，．其中有林地38．32万亩。平原

农区人工林面积1．25万亩，河谷次生林面积2．77万亩。主要

树种有新疆云彬、雪岭云彬等针叶林，山杨、山柳，山楂，

．山楸，忍冬等阔叶树，沙枣，沙棘，海柳，捶抑，骆驼刺等

灌木，还有野苹果，山杏等。人工林的树种有新疆杨、银白

杨，北京杨、箭杆杨、白榆刺槐、自蜡，复叶械等。经济林

术有苹果，葡萄、銎&桃、文冠栗，大沙枣等。药材类有党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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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贝母，甘草等，高山上还有名贵的雪莲． ．

察布查尔县是一个灌溉农业区．察布查尔县的各族人民

修渠引水有着丰富的经验，．灌溉农业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

．早在180'2年以前，就有从伊犁引水的富宁渠(今稻田地)，

从山区引雪山水的阿帕尔渠、多兰图渠、阿狮兰渠，这些渠
一

道工程比较艰巨。所有的山区河流，大小泉水，无一不被利，

瑁。同时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衽河流左右岸、v上下游都修建

有渠道。 ，

。

‘，

o。1802年，锡伯族人民在图伯特的倡导和主持下，开始了

修建察布查尔大渠的壮举。每年派出500名屯垦戍边的士兵参
’

加凿渠工程，经过六年的艰辛劳动，1808年建成了东西长、

"200里的大渠，随之。辟田千顷"．这是新疆水利建设史上

。的壮举；．，
‘ ’

。“：1一‘，。
。 ‘

’

新中国成立前，察布查尔县灌溉面积有196395亩，人均

水浇地近6亩。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并 ．

“在国家的支援下，大力兴修水NT-程，灌溉面积扩大到522174 ，

n亩，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4

：j。^
‘

，’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有丰富的物产资源，除农业、森林、

“水利资源以外，牧、渔、野生动物及矿藏资源也非常丰富，t

．发展潜力很大。 ，t ÷i 6·

’ 一 ：

牲畜主要有牛、羊、马、猪、驴和骆驼等。此外，自治

县还是新疆主要产猪区之一。畜产品有各种皮张、毛绒、肠

衣、马鬃、马尾、猪鬃和酥油、奶粉等。

伊犁河渔业资．源也较丰富，出产鲤鱼、草鱼，扁鱼，鲢

。鱼和鲟鱼等多种鱼类。其中鲟鱼体大无刺，肉细味美，一般

每尾20_30公斤，大者可达100公斤左右。沿河一带的农民在，
”

rp
’

、

’、 。5。 ．



发展农业生产的商时，又发展了渔业生产，开辟了许多养鱼
场，渔业生产的水面积约3600多亩。

察布查尔县林区和未开垦的荒地里，麝鼠、旱教、马鹿i

野猪、狼、豹、熊，黄羊、狐，獾，雉，雪鸡等珍贵野生动’

物很多。

察布查尔县的矿藏也比较丰富。其中煤的储藏量相当聿

富，煤质优良，供应本县及伊宁市，巩留等地区的民用煤和

工业用煤。除煤之外，还有铁，铜等金属和铀等稀有金属矿

产以及可制高标号水泥的石灰岩和芒硝，同时还发现了水晶

石，玛瑙、云母、石英砂等矿藏。 ．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察布查尔地区有不少文物古迹，这

是祖国边疆地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古代民．

族流动比较频繁，加上屡遭兵燹，故保存下来的很少，现主：、

要有： ．
一tj ，

。

乌孙古墓。坐落在爱新舍里镇依拉齐牛录村以北，有两’

座，相距400米左右，地面部分为圆形大土堆，墓顶较平。东j

边一个墓占地约3～4亩。

银顶寺遗址。即海努克店，地处海努克镇。17世纪70节

代初，准噶尔首府从和布克塞尔迁到伊犁后，为策妄阿拉布’

坦所建，与伊宁市的金顶寺隔河相望(此两寺为伊犁地区最‘

早建筑的喇嘛庙)。遗址周围残瓦、碎砖到处可见，也出土

了不少珍贵文物。 、

准噶尔台吉宫殿遗址。坐落在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村东

=i匕角。30年代犹清晰可见遗址的土丘和残瓦碎砖，1937年在：

此处新开大街时夷为平地。 -：‘
c

’： ：：’·一。

。 ．准噶尔王公，贵族游玩划船池，一有三处。一在爱新舍照

·6．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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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乌珠牛录村西2公里处，。占地约200亩左右。水源早已被甩，、、
来灌田，干涸已久，现在辟为良田。另呻处在扎库齐牛录镇

， ．(公社)和塞牛录村以北2公里处，：占地近百亩，东、西，
、 ’习l：三面围堤犹存，高约2米左右，南为坡地，．该树曾用作养

q。

鱼池。再一处也在该村东北4公里处，占地约300亩左右，池
’

中有荷花，池内中央建有亭榭，当地群众称其为。荷花池-。。 ，

．-把亭榭倒塌而成昀土堆痕迹称为。土船班(形状酷似。艘

：船1．现在已辟为稻田。’一：，；、一～‘，!。 。’ ，‘⋯：。。‘

．． 二金厂沟：在扎库齐牛录(乡)，：查千布拉格村东边0相传
“

。

为准噶尔时期的金库所在处；毁于兵燹。，清代曾有不少入在．
‘

此处挖金，故名-金厂沟∥-j_，”、：j镰、，‘．1 0．，：：
’。

。， ‘㈠靖远寺。坐落在孙扎齐牛录村北，建予清代，是伊犁／k
．

’

‘大喇嘛庙中建得较早的一个，古地50多亩，整个庙宇分为前o ．

呻、后和东四院。庙宇主体建筑在中院内，‘坐北朝南，、布局、’

t‘严整。有前殿，中殿(已拆除)，正殿和左右配殿，并有钟

楼，鼓楼相应而立。整个建筑飞檐重叠，雕梁画栋，精工细
。

，刻：o尤其是正殿，2：为=层楼建筑，．高达8米多；雕梁茴栋，尤
。‘

。一为精致，气势颇为宏伟壮观。只因年久失修，现已开始倾塌。； ：一

， 靖远寺的建筑，、对研究清代锡伯族的建筑和雕塑艺术有很高

的价值。a
⋯ 。

图公生祠。坐落在距县城以东约45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

榘首，。北依伊犁河。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察布查尔大渠

一竣工后修建。因系图伯特在世对所修，故名图公生祠。建筑面

积仅30平方米，。但工艺精湛，雕梁菌栋，．玲珑精美。屋内正

璧绘有图公彩像，正门面额挂有一术制匾额；上用锡伯文书

。．写《郅治圣明》，：、。左联书写汉译文为。仁政堪比右贤瑞发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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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右联汉译文为。功勋垂后代宏德布四方”·该柯直蔓
解放初期犹存，后被毁。 。

锡伯族聚居的察布查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袒．

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史籍记载，察布查尔地区在公元

前3世纪以前是塞种人的游牧地。塞种人原名。允戎，，，原．

游牧于甘肃省西部的敦煌一带，后来被月氏排挤而西迁。无
山以北包括阿勒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假
们的游牧地。关于塞种人的社会性质，据史籍记载，汉初月

氏西迁时，塞种人的首领已称。塞王”，这无疑是一种政权

的标志，这说明在那以前他们就已进入了阶级社会。

月氏原来也是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二个古老民

族。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昌顿单子率兵打败月氏，迫使月氏酉

迁到伊犁河流域原塞种人的游牧地区，塞种人多被迫南迁，

于是察布查尔又成月氏人的游牧地。公元前162一161年，铘

奴同乌孙共同击败月氏，月氏被迫从伊犁迁出，乌孙留居箕
地。 、 j ． j 一，．

I 乌孙由甘肃河西一带迁到伊犁河以南(包括前苏联境阿

的伊塞克湖周围)的广大地区后，察布查尔就成了当时乌孙
的主要游牧地区之一。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时鸟孙内部已贫

富分化，出现了阶级。富有者占四五千匹马，而一般牧民帮

十分贫困。当时汉朝日益强大，匈奴奴隶主不断侵扰鸟孙粑

中原地区。为了共同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扰，乌孙便与

西汉王朝建立了亲密关系。汉武帝曾先后将细君公主和解忧

公主远嫁乌孙昆莫。这种旨在加强政治联系的通婚关系，大

大加强了汉朝和鸟勿政治上的统一。公元前59年，汉朝设立

西域都护府后，鸟孙归西域都护府直接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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