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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语大词典 》所展示的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游牧文化
`

衰 舍 利

摘 要

关锥词

本 文论迷 《突厥语大词典 》所展示 的古代突厥语族谙民族的游牧文化
:

草原
、

骏马
、

狩猎
、

饮

食
、

丝路上 的绢马交易
,

以及游牧生活构成的文化 心态
,

图腾崇拜
、

宗教观念等
.

《 突厥语大词典 》 游牧文化

《突厥语大词典 》 (场 w
a n u

L
u ` a t ` it

`
1 T

u r k
`
)是

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突厥语词典
,

编纂者是我

国维吾尔族古代学者玛赫穆德
·

喀什噶里
,

故 乡在

今新获喀什的乌帕尔村
。

一些学者认为
,

他可能出身

于著名的喀喇汗朝皇族
.

在公元 1 0 5 7一 1 0 5 8 年的宫

廷流血事件中
,

他的亲属中多人被杀
,

而他本人侥幸

逃脱
,

从此开始流亡生活
。

使他有可能遍访伊犁
、

七

河流域和钦察草原的广大地区
。

前后大约经过了十

几妞的时间
,

他走遍了这里操突厥语的部落和部族
,

了解他们的语言
、

社会组织结构
、

风土人情
、

历史
、

宗

教
,

做了大量的调查
,

得到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

其

后
,

他流亡到阿拉伯帝国 巴格达城
,

于 1 0 7 2一 1乙7 7

年在那里完成了这部突厥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划时代

大作
,

成就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领域
.

玛赫穆

德
·

喀什噶里在词典的绪论中谈到
: “

我将此书用名

言
、

韵文
、

窝言
、

诗歌
、

英雄史诗和散文片段加以修

饰
,

并按宇母顺序专门列出
”

。

他在编纂这部词典时
,

大量引用了自己历十多年艰辛亲 自调查所得的材料

侄释词条
.

词典中不仅有极丰富的语言资料
,

同时还

有书面文学和民间 口头文学资料
,

其中记载诗歌
、

谚

语多达 2 00 多条
,

展示了从公元前的遥远年代到公

元 11 世纪这一漫长历史进程里古代突厥语族诸民

族的社会概貌
。

因此
, 《突厥语大词典 》是一部完整历

史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

它尤其全面再现了古代

突厥语族诸民族多姿多彩的游牧文化的方方面面
,

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

《隋书
·

突厥传 》记突厥人
“
其俗畜牧为事

,

随

逐水草
,

不恒厥处
” .

可见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是以

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
.

作为突厥语族重要民族之

一的维吾尔族先民也曾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
.

他

们在丁零
、

高车 (救勒 )
、

回鹤 (回绝 )时期
,

一直过着
“
居无恒所

,

随水草流移
” ①的游牧兼狩猎生活

。

公元

9世纪 40 年代
,

回鹤汗国被贻夏斯推翻
.

淇北高原上

的大量回鸽 (即今之维吾尔 )人迁入西域
,

与当地原

有的游牧部族和土著民族融合后
,

便逐渐由游牧生

活向农耕电活过渡
,

开始
“

除去其游牧生活
,

而成所

谓城郭之民
” ②

。

然而从与 (突厥语大词典 》同时代的

维吾尔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作《福乐智惫》第 57 一 60

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

当时喀喇汗朝境内除有农民
、

工匠和商人之外
,

还有牧人
。

《论如何对待牧人》一章

中有这样的诗行
:

饮食
、

衣物
、

战马和骑乘
,

.

连载畜驮牲也得他们供奉
。

奶酒
、

乳桨
、

毛
、

脂
、

酸奶和干酪
,

使居室舒适的毡毯也来自他们
。

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
,

驼 羔啊
,

应好生对待牧民
。

由此可知
,

古代维吾尔族人在转向农耕生产的同时
,

不仅没有放弃畜牧业
,

而是使传统的畜牧经济在新

的条件下得到了发扬光大
。

《宋史》卷四九O 的王延

德 《使高官记 》上描写当时的维吾尔族
“

养马放牧于

平川中
,

弥亘百余里
,

以毛色分别为群
,

莫知其数
” ,

“

有羊尾大而能走
,

尾重者三斤
,

小者一斤
,

肉如熊白

而甚美
” .

他们在绿洲上生产粮食作物和水果园艺 ,

在山间盆地
,

在夭山
、

昆仑山
、

阿尔泰山等山前的草

原上
,

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地 区的荒淇地带从事畜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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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
.

同时 又建立 了新的手工业
,

构成一种复合式

经济结构
,

大大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

促进了社会经济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

现在
,

让我们翻开炙突厥语大词典 》③
.

看看它是

怎样充分地展示古代突厥语诸民族游牧文化的
.

奥克拉克 汉子个个勇敢
,

山羊羔肉是其餐
,

奶边 置碗时时饮
,

家住茫茫大 荒原
。

(卷一
,
6 1 2 页 )

《突厥语大词典 》里引用的这首诗仅短短 4 句
,

却将当时突厥部之一的奥克拉克人和他们游牧生活

的特点描绘得一览无余
。

当时的突厥语族诸民族多

数住在辽 阔的
“

大荒原
”
中

,

他们以 肉为粮
,

以奶 为

汤
,

人人强悍
,

英勇善战
。

不过 ,,这
“

大荒原
”

似乎只指

寒风刺骨
、

草木凋零的冬季
。

冬去春来
, “

大荒原
”

变

成绿草如茵
、

百花盛开的大草原
,

它便美丽得宛如仙

境
。

《突厥语大词典 》里另有许多讴歌牧民们热爱的

大草原的诗歌
。

这些诗歌篇篇 自然浑成
,

不事雕琢
,

让人犹如身临其境
,

例如
:

千花万卉绽开笑脸
,

大地铺上 了绒毯
,

象夭 堂的住所
,

严 寒不再回还
。

(卷一
,

16 1 页 )

雨水落散
,

百 花吐艳
,

如玲珠 张开外壳
,

檀磨奇香飘溢草原
。

(卷二
,

17 。 页 )

草原上除了花草
,

当然还有动物
。

诗情画意的大

草原失去了动物便会黯然失色
。

词典中有些诗歌勾

勒出动物在草原上其乐融融的画卷
,

如
:

昆虫飞鸟都苏醒
,

雌与雄结对成双
,

聚聚散散乐陶陶
,

再也不 回洞穴藏
。

(卷三
,
4一 5 页 )

野马奔驰
,

野 山羊和鹿子成群
,

它们奔向夏季牧场
,

列队成行
。

(卷一
,
2 8 7 页 )

还有些诗歌描写出牧民们在草原上放牧畜群的

图景
,

如
:

公绵羊
、

公 山羊都放开
,

挤奶的母羊全牵来
,

5 8

羊奶如泉涌
,

羊羔徉啤叫着投母 怀
。

(卷三
,

13 9 页 )

春雷轰响
,

云 雾缭绕
,

儿马母马嘶鸣
,

它们 结群欢叫
。

(卷一
,

31 4 页 )

完全是白描手法
,

那
“

如泉涌的
”

羊奶
,

那
“

徉洋叫
”

的

羊羔
,

那
“

春雷
” 、 “

云雾
”

中的儿马母马
,

构成了一幅

幅淳朴 自然的草原风光
。

前一首诗歌描绘了挤羊奶
“

时的情景
,

后一首是马群配种季节到来的画面
.

哈萨

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

天上的母马降落到人

间来了
,

天上的种公马发情时便无法找到母马 : 于是

种公马开始狂奔乱突
,

不断嘶鸣
。

那闪电是夭上种公

马奔跑的身影
,

而雷声便是它的嘶鸣声
。

每年一听到

天上
“

春雷轰响
”

之时
,

人们便知道马群配种的季节

来到了
。

不是吗
,

连
“
儿马母马

”

也在与天上遥相呼

应
,

在
“

嘶鸣
” 、

在
“

欢叫
” 。

“

高山牧民以山羊羔为伴
” (卷二

,

43 。 页 )
。

牲畜

是游牧民族衣食的源泉
,

交换的物资
。

除羊以外
,

马
、

牛等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

在游牧社会里
,

牲畜给人

以社会地位
,

可以加强一个人的权利和发展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牲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有着无以

复加的地位
.

对此
,

《突厥语大词典 》引用的诗歌说
:

谁的牲畜增多
,

谁就适宜治理 国度
。

泊克失去牲畜
,

将为失去 民众而痛苦
。

(卷一
,

46 9~ 4 7。 页 )

人们常把游牧民族称为
“
马背上的民族

” ,

因为

马尤其是他们不可缺少的生产
、

生活和文通工具
,

又

是战场上勇士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珍宝
.

突厥语族诸

民族的养马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

汉武帝元封初年 (公
元前 11 。一前 1 0 9 年 )

,

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鸟

孙曾以一千匹马为聘礼
,

求婚于汉
.

为此
,

汉武帝作

《西极天马歌》
: “

天马来徕兮从西极
,

经万里兮归有

德
” ,

将乌孙马称之为
“

天马
” 。

显然
,

远在两千多年

前
,

他们的养马业已相当发达
。

《突厥语大词典》里连

马的名词都记录了多种
,

甚至
“

不孕的马
” 、 “

在可汗

身边的领马
” 、 “

颈上有鞍疮的马
” 、 “

赛马时跑在别的

马前面的马
”

等等
,

都有它们的专用名词
,

这是古代

突厥语族诸民族长期从事养马业经验的结晶
。

当时
,

人们甚至给马脖子上戴上贵重的宝石
、

狮爪等来护

佑它
。

卷一中记有这宝石名为〔m加 t
lu q

`

〕
,

证明马在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心 日中是多么重要了
。

还有许

多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描写马的谚语
,

如
“

鸟凭翅



膀
,

人靠骏马
” 、 “

好马一鞭
,

弄马千鞭
” 、 “
人的花招在

肚里
,

马的花斑在外面
” 、 “

没有大麦
,

骏马翻不了山 ,

没有帮手
,

英雄打不了胜仗
”

等等
,

不胜枚举
,

而诗歌

中马的身影更是俯拾即是
:

春天到来 马儿 欢
,

吃饱青草膘儿好
,

王公贵族骑壮马
,

马儿欢跃 互相咬
.

(卷一
,
376 页 )

烈马快交给托逊
,

多野他也能驯服
,

叫他骑上去狩猎
,

为咱打回美味野物
。

(卷 三
,
5 8 3 页 )

战马临风急奔驰
,

火星子随蹄声飞溅
,

一阵阵滩鸡过处
,

枯草呼呼被燃点
。

(卷二
,

18 7 页 )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
,

也

兼射猎和狩猎
。

在一定历史时期
,

狩猎在经济生活中

还占据过重要地位
。

《通典
·

突厥传 》便有突厥
“
居处

无常
,

射猎为业
,

人皆习武
”

的记载
。

因为宜于畜牧业

的环境
,

无疑也是野兽喜爱的生息之地
.

在牧场上放

牧的牧民们
,

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野味
。

《突厥语大词

典 》将这种狩猎情景具体化
、

形象化
,

在它的一些诗

歌里描绘出一幅幅狩猎活动的动态情景
:

放 出猎鹰去抓
,

驱赶猎狗去咬
,

用石头打狐狸和野猪
,

让我们为 自己的本领骄傲
。

(卷二
,

50 2 页 )

架上猎鹰
,

跨上骏马追赶柳羊
,

鹰捕黄羊
,

放出猎犬抓狐狸
。

(卷 一
,

54 9 页 )

有的诗歌还生龙活现地展示 出捕狼的过程
,

别

有一番乐趣
:

紧跟后 面竭 力追赶
,

劲儿使尽 吁吁直喘
。

我与猎犬遥近 了它
,

狼毛竖起虎视耽耽
。

(卷二
,
2 2 6 页 )

我的猎狗将它攫住翻倒
,

嘶咬掉它身上的毛
,

捉住它头摔落在地
,

卡紧脖子至死魂消
。

(卷二
,

31 页 )

《突厥语大词典 》并记有许多与狩猎有关的谚

语
.

如
“
没有从未空发的猎手

,

没有从未弄错的学

者
” 、 “

坟墓处无房屋
,

废墟上无狩猎
” 、 “
一张狐狸皮

不能剥两次
” 、 “

猎狗之奔跑于狐狸不悦
”

等等
。

作为世代相传的习俗
,

古代突厥语民族将狩猎

作为一种谋生的辅助手段
。

他们用皮制作衣褥
,

肉则

取为食品
,

猎物制品 又可拿到互市上进行贸易
。

同

时
,

狩猎活动也被他们看作是最大的娱乐
。

卷一 471

页的词条 [
s 。 , 。 r

]注释道
: “

可汗与手下人进行的一

种狩猎活动
.

大家分散到树林里
,

将飞禽走兽往可汗

所在的地方驱赶
。

可汗便轻松地射猎到跑来的猎

物
” 。

看来
,

连最高统治者也保留着狩猎习惯
。

他们已

把狩猎活动看成是勇与力
、

胆与识的凝聚
。

在骑马纵

驰中获取猎物
,

这是一场表演
,

也是一种乐趣
,

一种

态意的享受
。

恰是《突厥语大词典 》珍贵的记载
,

我们今天才

可了解到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的狩猎方式
。

对小的

野生动物
,

他们用弓箭射猎
,

对野马黄羊窖较大的动

物就采取围猎的方式
。

他们的狩猎工具
,

除用马匹和

弓箭外
,

还用猎鹰
、

猎犬
、

套索和罗网等
。

套索用来捕

捉较大野兽
,

长杆上面系着很大套环
。

套环一般用的

是马尾制的绳子
。

饮食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
,

也是一种文化现

象
,

日常灼饮食活动是体现游牧文化特色的一个侧

面
。

《突厥语大词典 》介绍了百条以上的古代突厥语

族诸民放饮食方面的词条
,

其中有不少词条涉及游

牧民的饮食概况
。 “
山羊羔肉是其餐

,

奶边置碗时时

饮
” 。

从中我们得知
,

n 世纪突厥语族诸游牧民族饮

食习俗与汉朝细君公主 《黄鸽歌 》里描写的
“
以肉为

食兮酪为浆
”
的状况相去无几

。

词典里介绍了各种肉

制食品和灌肠食品
,

并将肉的种类分得很细
,

有嫩肉

( k小叮翎。 t )
、

剔骨肉 ( t了
`
u

华 t )
、

羊羔肉 ( s

邓 y s )
、

去皮肉

( k目
r
im )

、

腌子肉 ( t a
m 二一。 g o t )等等多种专用名词

,

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肉制食品的重视与食用经验的丰

富
。

他们对马肉喜爱尤甚
,

在 ju n d( 马 )词条中专门强

调
“
马肉如察香一般

,

很香
” (卷三

,
7 页 ) ; “ q

, a
az

” (肠

子 )词条上也说
“

马肠上的油
,

突厥人最爱吃
” 。

此外
,

饮料中
,

最受欢迎的要属马奶酒
.

它是由马奶子放在

皮囊里发酵而成
。

它又能解渴
,

也可充饥
.

从游牧生活逐渐向农耕生活过渡的古代维吾尔

等突厥语族诸民族
,

尽管他们已开始将镶
、

面条和米

制食品作为主食
,

也有了果制的粮食制的饮料
,

并已

有果酒
、

粮食酒和啤酒
。

不过
,

《突厥语大词典 》里几

乎没有关于蔬菜的词条
.

这只能解释为
,

他们在向农

耕生活过渡中
,

饮食习俗的转变是缓慢的
。

在以粮食

为主食的同时
,

他们看来很少食用蔬菜
,

却少不了以

肉类和乳制品作为辅助食品
.

宋代王延德《使高昌

记 》中的记载就是证明
: “

贵人食马
,

余食羊及尧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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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者 皆食 肉
” ; “

马乳酿 洒
,

饮之亦醉
”

· ·

一直至 今

日
、

维吾尔族人副食也喜食肉类
.

吃蔬菜较少
。

.

丝 绸衣服 要打丝绸补 丁
,

毛皮衣服要 打毛皮补丁
。

(卷三
,
3 6 页 )

走路 着靴
,

脚下不长茧
;

垫软鞍裕
,

马背不生疮
。

(卷 一
,
1 4 2 页 )

上面的谚语告诉我们
,

古代突 厥语族诸民族冬

天和 春天多穿毛皮衣服
,

夏天和秋天多穿丝绷衣服
,

出外时脚上一般要穿靴子
。

毛皮衣服和靴子是他们

自产的
,

从放牧的牲畜和狩猎的野兽中获取
。

而丝绷

衣服却同
“

丝绸之路
”

上的
“

互市
” 、 “

绢马交易
”

分不

开
, “

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
,

无数的续罗绸

缎 又从何而 来?
’ ,

④据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掘证明
,

运在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
,

我国的丝织品

己流传于天山
、

阿尔泰山广大的草原游牧地区
。

唐代

诗人张籍在《凉州词 》里向我们描绘出
“
丝绸之路

”

古

道上一片繁忙
、

喧闹的景象
: “

边城暮雨雁 飞低
,

芦笋

初生渐欲齐
。

无数铃声遥过磺
,

应驮白练到安西
” ⑤

.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 会存在的反

映
。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游牧民们逐水草
,

常迁徙

的生 活方式
`

构成 了他们文化心 态上 的独特
.

使他们

将
“

豪侠
”

看成是道德的最高典型
,

使他们形成
“

任性

自由
.

不受羁束
”
⑥的个性

。

也使他们有独具特色的

信仰和观念
。

《突厥语大词典 》对此有真实而生动形

象的纪录
。

让 我遂愿吧
,

让 勇敢成为我的称号
,

派我到战场 去吧
,

拨给找一 匹 战
一

马
。

(卷三
,

2 3 7 页 )

上面的请战歌表现 出一种英勇无畏
,

一种尚武精神
,

而这正是
“

豪侠
”

的含义之 一
。

古代突厥语游牧民族

自小习骑射
,

青壮从戎
,

至于老死
,

几乎人人皆兵
。

当

双方对垒
,

要为本部落奋战之时
, 一声号角

,

他们便

不潜牺牲性命
,

全力以赴
。

显然
、

他们把勇敢
,

把保卫

自己的民族利益和能征善战当作最高尚的美德
.

他

们认为英雄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拼杀出来
,

所以

个个争先奔向战场
,

冲锋陷阵
,

所向无敌
。

当时战争的频繁也使牧民们的尚武精神得 以充

分的显示
,

有 犷用武之地
。

以喀喇汗朝为例
:

王朝首

领与封地领主之间的矛盾
.

封地领主与封地领主之

卿的矛盾
,

世俗政权与宗教之间的矛盾
,

王朝与游牧

部落军事首领之间的矛盾等等
,

导致了社会的动荡
,

6 0

战争连绵不断
。

战争几乎与整个喀喇汗朝的历史相

始终
。

如 10 世纪末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对仍

尊奉佛教的于阂地区发动的
“

圣战
” ,

前后竟长达几

十年之久
,

直持续到 n 世纪初
,

才把伊斯兰教传到

今 日的和田地区
。

而它同仍尊奉佛教的高昌回鹤王

国之间的
“
圣战

”

几乎持续了几个世纪
.

大约到 15 世

纪
,

伊斯兰教才完全取代了佛教而成为维吾尔族全

民信仰的宗教
。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突厥语大词

典 》引用大 t 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谚语是不足为奇

的
。

这些诗歌谚语有的鼓励人们去向敌人勇敢搏斗
,

有的是同仍信仰佛教的回鸽人
,

同唐古特⑦人激烈

作战的情景
,

并有一幅幅刻画勇士们在战场上挥舞

刀剑
、

盾矛拼杀活灵活现的画面
。

胜了
, “
人们嘻笑谈

此役
” , “

英雄们喜分财物
” ; 败了

,

或
“

众多头颅满地

滚
” ,

或
“

献人又献马
” ,

沦为战俘
、

奴隶
.

此外
,

词典还

有一组怀念英雄艾尔统阿 (波斯人称其为阿夫拉西

雅普 )的诗歌
,

它们很像是从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

中摘录所得
。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极为发

达
.

号称中国三大史诗的《格萨尔王传 》
、

《江格尔》和

《玛纳斯 》
,

分别产生于藏
、

蒙古
、

柯尔克孜族
。

维吾尔

族 的《乌古斯传 》
、

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 》等也是

著名的英雄史诗
,

它们全都是古代游牧生活的产物
.

英雄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
.

战争频萦
,

尚武精

神的发扬
,

便英雄辈出
,

也就有了英雄史诗产生的土

壤
。

关于英雄艾尔统阿
,

《突厥语大词典 》尽管仅仅有

一些史诗片断
,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他是 勇敢

的化身
, “
他箭无虚发

” , “

曾把凶恶的敌人打败
”

·

~ …

他堪称
“

草原勇士
”

的典型
,

被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

无比爱戴和崇拜
。

《突厥语大词典 》还对艾尔统阿赞颂道
:

他常行伟事施义举
,

铺开餐布待客忙
。

寒风刺骨冬季来临
,

他让人们充满希望
.

(卷二
,

69 页 )

古代突厥语族游牧民族的豪侠同时又表现为像文尔

统阿一样
“

好义
” 。

所谓
“

好义
” ,

便是宰牲待客
,

济困

扶危
,

多给少取
。

在处世方式上扩他们极为欣赏慷慨

大方
,

最最鄙视吝音之人
。 “

客人来
,

幸福至
” ,

他们常

常佳宾满座
,

饱餐痛饮
。

词典的一些诗歌谚语反映了

他们热情好客的社会风尚
,

如
:

漂亮的衣服
,

你 自己穿上
,

香甜的饮食
,

请别人去吃
,

来访的客人
,

要相待以礼
,

让你的好名声
,

传遥人世
。

(卷一
,

63 页 )



最坏的鸟是喜鹊
,

最糟的树木是野蔷蔽
.

最差的地是低洼泥泞之地
,

最坏的人是吝音幕躁之人
。

(卷一
,
572 页 )

每当节日来临
,

他们就更热闹了
:

让小伙子们
,

摇下树上 的果子
,

让 他们猎取 野马黄羊
,

让我们欢度节 日
.

(卷一
,
3 4 8 页 )

然后
.

他们开始聚在一起饱餐痛饮
,

吃大块肉
.

喝大

碗马奶酒
, “

痛饮何妨碍
,

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 :

壶头如鹅颈
,

斟满的酒杯如眼睛
,

让人们藏起忧愁
,

让我们 日夜欢乐 ! (卷一
,
1 3 6 页 )

让我们 吹喝着各饮三十杯
,

让我们 欢乐蹦跻
,

让我们如狮子 一样吼叫
,

忧愁散去
,

让我们尽情欢笑 ! (卷 一
,

19 3 页 )

古代突厥语族诸游牧民族的
“

任性自由
,

不受羁

束
”

的个性在上面诗歌 中显露得多 么形象
,

多么充

分 ! 在原始宗教— 萨满教信仰时代
,

古代突厥语族

诸民族就有巫术和娱神的狂欢
。

《魏书
·

高车传》记

载
: “

若安全无它
,

则为报赛… … 男女无大小皆集会
,

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
” 。

每当他们作战胜利归来
,

每

当节日喜庆之时
,

他们就要欢聚在一起
,

尽情娱乐
。

《突厥语大词典 》里的这些诗歌不恰恰是他们当时节

日喜庆风情形象生动的写照吗 ?

纵览《突厥语大词典 》全貌
,

玛赫穆德
·

喀什噶

里是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撰写此书的
,

但他在书中

也较多地介绍了其它宗教信仰
,

尤其对古代突厥语

族诸民族都曾信奉过的萨满教观念
、

图腾崇拜观念

的概貌作了相当真实的描述
.

它们是古代突厥语族

诸民族游牧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草原太大
,

毡房太单薄
,

人力有限
。

在生产力低

下的情况下
,

大自然太变幻莫测
,

对古代游牧民太残

酷
,

常常一场暴风雪就会给他们以致命打击
。

于 是
,

从
“
万物有灵论

”

的观念出发
,

自然崇拜在这些萨满

教信仰者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

《突厥语大词典 》谈到
:

“

异教徒⑧称蓝天为腾格里【t。平i ] (也有
`

夭神
’ 、 `

上

天
’

之意 )
,

还把所见到的各种庞然大物— 高山
、

大

河和高大的树木称为神
,

对它们叩首膜拜
” (卷三

,

515 页 )
,

并说这些还未信塞伊斯兰教而 仍信奉着萨

满教的古代突厥语族诸 民族中的
“

异教徒
”

们将
“

腾

格里
”
奉为最高主宰神

: “
腾格里是至尊至大的

” (卷

三
,
5 1 4 页 )

, “

异教徒的首领祈祷腾格里
”

(卷三
,
2 3 5

页 )
, “

腾格里为万物提供给养
” (卷三

,
514 页 )

。

书 中

还引用了不少赞美和颂扬腾格里的诗句
,

例如
:

腾格里创造 了无边的世界
,

茫茫宇宙如车轮般运转
。

(卷二
,
4 4 3 页 )

我赞美给人间温饱 的腾格里
,

他踢予的知识
,

我全 要学习
。

(卷三
,
3 5 3 页 )

信仰萨满教的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也
.

崇拜许多

动物
,

而对狼的崇拜几乎是共同的
,

这是他们远古时

代图腾崇拜的遗存
。

原始草原先民与狼交往极其密

切
。

一方面
,

狼常常吞食他们的牲畜
、

威胁他们的生

命安全
,

而生产力低下
,

他们无力战胜狼
,

这使他们

提心吊胆
,

充满畏惧
。

另一方面
,

由于生活的险恶
,

在

当时
“

人与兽没有区别
”

观念的支配下
,

他们非常欣

赏狼强大的力量
,

旺盛的生命力
,

喜欢狼的凶猛
、

粗

犷
,

也希望自己像狼一样在草原上随心所欲
,

勇往直

前
,

于是狼 又成为他们男子效法的榜样
。

也许正是这

种惧与爱交织在一起的情感
,

使他们产生了对狼的

图腾崇拜
。 《突厥语大词典 》里

,

狼已变为人们狩猎的

主要 目标
,

表明狼图腾崇拜观念逐渐削弱了
,

但从某

些注释
、

诗歌和谚语
,

这种观念依然可略 见一斑
。

如

t[ il k y ] (狐狸 )词条注 释道
: “

妇女分娩
,

间产 婆生的

是狼还是孤
。

倘若生女孩
.

答 曰狐
。

女子狐媚
.

故曰

狐
。

男子英武
,

故曰狼
” (卷一

,

55 9 页 )
。

突厥语族诸民

族将狼看成是男子的代名词
,

并不时用狼来比喻英

勇善战的勇士
。

如英雄艾尔统阿牺牲的消息传来
,

诗

中悲吟道
:

勇士们象狼 一样哀叫
,

撕破衣领 哭号
,

内心悲痛难泻尽
,

双 目破泪水烧焦
。

(卷一
,

25 4 页 )

词典里还 有这祥一则谚语
: “

狼不吞吃邻居
” (卷

三
,
3 04 页 )

,

即
“

兔子不吃窝边草
”
之意

。

古代突厥语

族诸民族的这则谚语极富游牧民族特色
。

只有常与

狼打交道的牧 民才可能对狼有如此深的了解
,

也唯

独曾有狼图腾崇拜观念的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才会

与狼有这种默契
,

这种亲切感
。

萨满教最常见的宗教活动形式
,

就是由喜怒无

常助萨满在巫术中表现大量倩节
,

在 人与鬼神的世

界之间起媒介作用
。

《突厥 语大词典 》卷三第 1 页和

第 2 18 页的
“
aj t ”词条注释为

: “

在巫术中使用
,

是一

种 专门祈求风雨的石头
。 ”

其实
, “

孙t ” 就是汉文书籍

称之为
“

创答
” 、 “

鲜答
”

的一种祷雨石
。

那么
,

它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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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什么石头呢 ? 《 回疆风土记 》解释得清清楚楚
:

“

答 l答
,

坚如石
,

青
、

黄
、

赤
、

白
、

绿
、

黑色不一
,

大小亦

不齐
,

生于牛马腹中
,

亦有生晰尾根及野猪头
。

腹 中

者尤良
” 。

原来它是动物腹中之结石
。

牛黄
、

马宝在游

牧人眼里极为珍贵
,

以此作为祷雨工具
,

以期灵验
。

这是极富游牧民族特色之物
。

玛赫穆德
·

喀什噶里对别答的祷雨在书中还现

身说法道
: “

人们经常使用这种魔石
。

我在样磨⑨亲

眼见到它怎么呼风唤雨
。

胡大保佑
,

夏天忽然降雪

了
,

我眼前的火被扑灭了
”

(卷三
,

2 页 )
。

《旧唐书
·

回

给传 》也记载
: “
回绝使巫师便致风雪

。

及迟明战
,

吐

蕃尽寒冻
,

弓矢皆废
,

披毡徐行
” 。

似乎在当时
,

人们

确实相信萨满巫师能通过巫术与鬼神打交道
,

以致

于有支配 自然
,

呼风唤雨的本领
。

不是吗
,

柯尔克孜

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甚至具体描绘了萨满巫师使用

翻答施行巫术的全过程
:

魔法师幸出 了鲜答魔石
,

放进盛满清水的碗
` 】 。

一 面 口 中念念有词
.

一 面把割 答轻轻搅动
。

霎时间
,

狂风呼啸而起
,

天 空里布满滚滚乌云
。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
,

大雪
、

冰雹降落纷 纷
。

狂风吹得人满地乱滚
,

冰雹打得人鼻青脸肿
。

L

此外
, 《突厥语大词典 》还收录了不少情歌

。

这些

情歌大都纯朴清新
,

饱含浓郁
、

热烈的抒情色彩
,

有

的充满着草原气息
。

例如
:

见他轻唤亲爱的
,

咱们相隔大草原
,

还要翻过层层 山
,

你是怎样来会面 ? (卷一
,
1 26 页 )

爱恋令我痛苦不 已
,

日 日夜夜呜咽哭泣
,

猛见他家蓦地迁 去
,

唯留二片空空故地
。

(卷 三
,

35 3 页 )

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牧民以广漠无垠的草原为

家
,

居住非常分散
,

部落与部落之间相距就更远了
。

这就形成了前一首情歌描述的一对情人相见时
,

无

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

至今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仍然

实行部落外婚
,

即同一部落的人不得通婚
。

如果通

婚
,

必须在七代以上
,

同时联姻的人家之间需有七水

相隔
。

可以想见
,

情人们要相会
,

必须骑马飞越大草

原
, “

翻过层层山
” ,

实在太艰难了
,

所以他们非常珍

惜这相见机会
.

而且
,

即使恋人们原本居住很近
,

可

是他们迁徙频繁
,

今 日为邻
,

明日便天各一方
,

饱尝

相思之苦
。

第二首情歌便是描述心中所爱之人突然

搬迁而去后
,

少女痛苦不已
,

以泪洗面的情景
。

诗歌

中的感情表露得那么诚挚
、

热烈
、

纯真 I

(此系作者 于 1 9 p6 年 8 月参 加
“
欧亚 草原 丝路

与中 国北 方游牡文化学术研讨会 (乌香木齐 ) ”提文

并宜读的论文
.

)

①《旧唐书
·

回绘传》卷一百九十五
。

②〔日〕羽 田亨 《西域文 明史概况 》 ,

上海商务 印书馆
, 19 3 4

年版
,

第 74 页
.

③本文 参考的 《突厥语大词 典 》 ,

新吸人 民出 版社 19 8。

年
,

为维吾尔文版
。

④引自《福乐智慧 》5 75 页
,

民族出版社 19 8 6 年版
.

⑤安西大都护府
,

即龟兹城
,

今新班库车一带
.

⑥见 《福乐智慧 》4 4 4 6 双行
。

⑦唐古特
:

当时指西夏或吐蕃
.

但《词典 》解释为居住在中

国附近的突厥部或其国家
。

见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欲

选 》 ,

新获人民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99 页注释
.

⑧异教徒
:

指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们
,

此指萨满教徒
。

⑨样磨
:

突厥部之一
。

L见《玛纳斯 》汉文版第一部下卷
, 5 83 页

,

新摄人 民出版

社
,

1 9 9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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