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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和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

下，根据我省的少数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由我办负责整理的

系列民族古籍丛书。其中包括民族历史、宗教，文学，哲学，

医学、天文等学科。 ，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主要少数民族有回，。藏，东

乡、蒙古，裕固、保安，撒拉、哈萨克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如举世闻名的

敦煌莫高窟艺术宝库和拉卜楞寺的书苑珍藏等，这些智慧和文

明的结晶，以一种多元的艺术魅力，成为祖国宝贵文化遗产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有组织、有计划的整理和出

版少数民族古籍，正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继承和发

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建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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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内容丰富，卷帙浩瀚，自

成体系，更有孤本问世，在保证内容翔实和学术性，系统性和

资料性的前提下，经有关学者、专家参酌．史籍整理，陆续出

版． 。



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工作，由于我们的

水平有限，在整理、编选，诠译中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热切

希望广大读者．}比评指正。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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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周族风俗志》一书，经作者十几年的辛勤努力，今天

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本民族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内

容、生活方式和自然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之下，

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来的，世代相传，成为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规

范。裕固族风俗的产生，发展受裕固族社会不同阶段生产力反

物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它有自己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在服饰、

饮食，居住，、婚嫁，丧葬、信仰、生产，交通、贸易、社会组

织及文化艺术等方面，自然地表露出裕固人的心理特征、行为

方式和语言习惯，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表现为心理民俗，语言

民俗和行为民俗。裕固族民俗和一般民俗一样，具有民族性、

民问性，社会性、地区性，同时具有实用性，传承性，相对稳

定性，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还存在变异性、创造性，心理性

和封建性，原始性及神秘性等特征。但由于丝绸之路的独特文

化，祁连山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裕固族社会发展的历程受汉

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又使它箕

有自己民族的个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一民族的不

同地区之间，其风习往往不同。裕固族人口虽然只有一万余，

但其语言叉分东西两种，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西部裕固语叉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一种古老的回鹘语。‘



同一民族中两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条件，又形

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风俗

习惯。我认为这本书对两部分裕固族人风俗都有比较全面的描

述，对广大读者来说，本书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起着了解裕固族

的向导作用。
“

本书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研究裕固族民俗，加强各民族之

间的相互认识，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团结，也增进本

民族的自信心。研究裕固族的历史，现状及其变异，发展趋

向，可以更好地贯彻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I可

以正确地引导移风易俗，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

良好的社会风气。

第三，对裕固族民俗的理解，可以提高民间文学的搜集、

整理，研究的质量，也有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更好地体

现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并且，有助于人类学，民族

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中国古典文学，地方

志等等各门人文科学的研究。．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同样，，民俗也处于一个

变异较大较快的历史时期。传统民俗有的正处在逐步消失之

中，有的在进行变革，也还产生着一些新的民俗。因此，迫切

要求我们做好对民俗的描写研究、历史研究、．此较研究和理论

研究。特别是对民俗事象的现状描写研究更加具有迫切性。只

要把现存的民俗风情能够科学地，真实地，形象化地记录下

来，即使理论的探讨一时赶不上，也可以逐步加以研究，继续

加以探索与概括。而时机一过，民俗事象一阵风似的吹过而消

失了，没有留下描写研究的成果，则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

论研究便失去了扎实的基础，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这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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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的裕固族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做

了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

本书所介绍的裕固族风俗，以近现代民俗为主，适当描述

了某些民俗的历史渊源。篇幅虽然不大，但涉及的面比较广，

其材料的来源，据作者提供，来自五个方面：第一，古今有关

汉文，藏文(译成汉文)典籍，外文·(译成汉文)著作及史

书、地方志、诗词，歌谣等，第二，解放前后的各种社会调查

材料，主要是解放后的调查所提供的资料，第三’，裕固族民间

文学艺术，特剐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叙事诗、

歌谣，风俗故事等，第四，报刊杂志予j载的有关介绍文章，第

五，作者调查所得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内容的选择尽量做到

了有一定代表性，并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力求络读者一个比

较完整轮廓。作者的这些经验对其他有志于搜集，整理民族民

俗的同志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借鉴。当今研究民俗，猎奇巳

经不是引导我们探索的动力，对历史上曾与某种经济生活相适

应的习俗的怀旧更不是我们的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

要求我们把民俗放在案种特珠效力的溶液里，分析出其有效的

成分和应当淘汰的成分。对于那些属于人们行为的有实用价值

的良俗，那些经过历史的筛选，虽然还有迷信插入，但基本上

是良俗的，都应当批判地吸收，赋予新意，发扬光大。那些不

利于生产、有损健康，有碍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陋俗，则应当通过宣传教育，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

加以逐步改变。当然，用任何强制的办法对待V,d谷-都会适得其

反的。
‘

妥三元

1992．6．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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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家田Ⅳo”了个

s，裕固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共一万余人。聚

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周族自治县境内的康乐区，大河区、明花区

和马蹄区的友爱以及酒泉市的黄泥堡，北乡、丁家坝等地。

“裕固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祁连山北麓，南北约

250公里，东两沿矗丝绸之路"约500公里，东接天祝藏族自治

县、武威市、永昌县，西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邻青海省，

北毗张掖，山丹、民乐、高台、临泽、酒泉、玉门等县市。全

县面积2．2万平方公里。境内地形错综复杂，南高北低，平均海

拔在2700米左右。著名的祁连山草原是牧民世世代代发展畜牧

业的好地方。这儿山峦重迭，气势雄伟，有终年积雪的Ijl峰，

也有奔腾湍急的河流。千里牧场，水革丰美，养育着自治县的

80万头各类牲畜，是甘肃的重要牧区之一，驰名中外的甘肃高

山细毛羊就产在这里。在银光闪烁的雪山下，分布着遮天蔽日

的原始森林，有四季长青的云杉、藏柏，还有针叶松，白杨，

榆树，皂角等林木。大森林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园，有白唇鹿，

马鹿，梅花鹿、獐、豹，狐，貂，熊、猞，野牛，野马、大

头羊，黄羊，青羊、麂麇以及松鸡，锦鸡、马鸡，雪鸡等珍

禽。

． 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莽莽林海中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生长着大黄，羌

活、麻黄，党参，黄莲、香草，甘草等一百多种药材。和药材

为伍的有蘑菇、谢节，野樱桃、野葡萄、野花椒、野茴香，野

葱、野蒜，野韭菜、野沙米和发菜等二十多种可供食用或酿

酒，制粉，造醋的野生植物。

祁连山不仅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屏障，也是祖国的宝山之

一。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铅、金、银、

锌、铬、锰等，尤以煤、铁的储藏量最为丰富，酒泉钢铁公司

的矿源就取之于祁连山。中外著名的玉门油矿也建在祁连山

下。还有许多非金属矿如石膏、石墨，玉石、大理岩、云母片

等，为建设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

裕固族草原属半干早森林与草原气候带。年平均温度为摄

氏4度左右。夏季凉爽，最高温度摄氏30度。冬季较寒，平均

低温为摄氏零下13度。六，七月为雨季，年降雨量为250毫米

左右。春季多风沙，以西南风居多，最大风力为六级。在上述

自然条件下，勤劳勇敢的裕固族人民同兄弟民族一道，向大自、

然索取物质财富，共同开发了肃南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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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

关于裕固族的来源，中外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原因

一是史料记载贫乏，．二是很少有人作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

究。五十年代虽然对裕固族进行过比较细致的调查，搜集到不

少珍贵资料，而族源问题至今还在探讨中。比较普遍的观点

是，裕同族溯源于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回纥(回鹘)人，同维

吾尔族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裕阉族是古代回鹘人

的一支。
’

． ，，．

裕固族自“尧熬尔”。1954年成立自治县前夕，各界人士

就自治县的名称进行了商讨。大家认为，“尧熬尔黟译为汉

语，应为裕固尔，不加“尔"，直称裕固，兼取意富裕巩固为

宜。后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于当年二月二十日成立了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裕固这一族称就是其自称“尧熬尔"一词的音译。7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裕固族曾有过各种族称，从(<宋史》

回鹘传中记载的甘州回鹘外，后又称甘州辉和尔，沙州回鹘、

黄头回纥、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锡喇伟古尔，西喇古尔黄

番，黄番、撒里维吾尔，外吾子等等。黄番是鄙称。甘州，沙

州是地名，撤里，锡喇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或蒙古语族中

均为“黄"的意思。r回纥，回鹘，畏吾、畏兀儿或维吾尔，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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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子等族称均系“尧熬尔”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音译。

根调查，裕固族在清朝初年共分七个部落(裕固族称部落

为敖赫达)，称“黄番七族"，设黄番总头目，下设十个“家’’。

大头目家、贺郎格家、亚拉格家、四个马家，五个家、八食

家、东八个家、罗儿家、杨哥家和曼台部落。“家"即部落之

意，几个家即当时向朝廷供几匹马则称几个家。无论是“七

族’’还是“十家”，其巾最值得注意的是贺郎格家和亚拉格

家。贺郎格就是回纥最基本的氏族集团，即九族之一的胡咄葛

族。胡、呼、贺皆一音之转。唐朝初年写作胡咄葛，而唐中叶

以后写竹：呼浪简，都是符合当时的语音变化的。亚拉格即五代

和宋朝文献记载中屡次见到的甘州回纥可汗“夜落葛”，也即

庸朝网纥可汗王朝时代回纥可汗的姓“药罗葛”。 “夜落葛"

都是亚拉格一词的同音异译。亚拉格和贺郎格正好是讲“尧熬

尔”语的那一部分裕固人，所以从部落构成及姓氏上，也充分

显示了裕固族与古代回纥人的相承关系。

据史记载，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

溃，回鹘各部四处奔散，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

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裕固语称氏族为

特勤)乌介为可汗，南下附汉。确有一支回鹘人迁到了河西走

廊一带。他们先附于吐蕃，后占甘州(今张掖)，日益强盛，

于九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前期，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

1028年，甘州回鹘又被党项族的西夏所灭，甘州回鹘各部再次

离散。有数万人投奔吐蕃首领H裔厮罗。另一部分甘州回鹘人退

到今敦煌(沙州)西南一带，继续过游牧生活，后居敦煌以

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至今罗布泊，若羌一带，称沙州回

鹘。1226年初，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大将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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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赤闵等部。撤里即矗黄"之意，畏吾即回鹘。所以沙州回

鹘史书上又称“黄头回纥力． ，

明朝初年，撒里畏兀儿人在沙州西南过着“居无城廓，以

毡帐为庐舍，多产驼马牛羊，，的游牧生活。洪武年间，明朝政

府先后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置安定，阿端、曲先三卫。明朝中

叶，西域伊斯兰教势力日渐东传，不断侵袭撒里畏兀儿地区，加

上关外诸卫统治者之间互相攻杀，各卫相继残破，纷纷要求内

。徙。于是，。明朝政府下令将关外诸卫先后东迁入关，裕固族正

是这个时期由关外东迁到甘，肃两州的南山一带(即祁连山一

带)◆定居下来。 ·

6



古老的语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裕固族至今使用三种语言。以流过自治

县首府红湾寺隆畅河(史称金河，又称梨园河)为界，河岸以

西地区居住的裕固人使用西部裕固语，它属阿尔泰系突厥语

族东匈语支，和同语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有着密切关

系，河岸以东地区居住的裕固人使用东部裕固语，它属阿尔泰

语系蒙古语族，和同语族的蒙古语、东乡语等有着密切关系；

汉语是东、西两部分裕固人同其它兄弟民族社交的共同语言。

裕固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全民族同用汉文，少数宗教

人士习惯上用藏文。

使用西部裕固语的裕固人有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西八个

家等部落，主要分布在大河区的亚乐、雪泉、水关和明花区的

莲花、明海等地。使用东部裕固人有大头目家、五个家，罗儿

家、杨哥家、东八个家、四个马家等部落，主要分布在康乐区

的康乐：杨哥、寺大隆、青龙以及大河区的景耀和马蹄区的友

爱、皇城区的北滩、东滩、马营汾等地。居住在洒泉j市黄泥

堡、北乡，丁家坝和肃南县明花区前滩等地的裕固人则讲汉语。

西部裕固语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至今尚保留着若千古代

突厥语和回鹘语的词汇。尤其在数词上保留了突厥人古老的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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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例如从十一到十九，二十一到二十九的计数法就很特

殊，他们把十一说成二十一，意思是向着二十方向去的一，把

二十一说成三十一，意思是向着三十方向去的一，依次类推。

这种计数法仍保存了计算数目的古老的突厥体系，与古突厥文

和古回鹘文文献中的情况相同。因而某些突厥语学家将西部裕

固语划为上古突厥语，并指出它是古突厥文和古回鹘文的嫡

语，是和古代回鹘语最接近的活的语言。

东部裕固语则保留着较多的古代蒙古语成份，包括词汇和

某些语音特点，更接近于十三、。四世纪的古代蒙古语，而与现

代蒙古语有较大的差异。’ ，

’
·

。两种裕固语中有一批相同的词汇，这些词汇或源于突厥

语，或源于蒙古语。同时还吸收了大量汉语和藏语借词，涉及

的范围相当广泛。． ·

‘

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语言产生了不同的风俗习

惯，相同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语言词汇也蕴含着许多相同的

民族习俗。不论是操那种语言的裕固人，都自称是馏尧熬

尔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正说明裕固族早已是一个稳定

的人们群体。这对我们进一步介绍本民族习俗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有利条件。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分布在酒泉市黄泥堡等地

和肃南县明花区前滩乡的裕固人，除了完全使用汉语外，生产

方式也以务农为主，风俗习惯基本和酒泉一带汉族人相仿。因

篇幅所限，故不再一一介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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