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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灵编著的《中国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全书”之一。

《中国锡伯族》内容介绍：锡伯族文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具有北方满一通古斯文化的浓厚特点。
但是，对锡伯族文化，各类文字古籍文献历来载述无多，几呈空白，对其研究带来了困难。
为了抢救本民族的文化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者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多次深入各地锡伯族
民间，广泛搜集本民族传统生产、风俗习惯、社会文化、民间文学艺术、信仰文化以及文史等方面的
资料，记录数十万字口述资料，拍摄几千幅民俗图片，发现了数部极其珍贵的锡伯族萨满教神谕和萨
满用具。
本书通过锡伯族的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历史轨迹、文化人物、古籍文献等内
容来向读者介绍锡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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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锡伯族概况
 第一节 族源及历史沿革
 第二节 语言文字
 第三节 社会现状1O
 第四节 生态资源
 第五节 民族自治县及民族乡镇简况
第二章 锡伯族的物质文化
 第一节 生产习俗
 第二节 饮食习俗
 第三节 服饰习俗
 第四节 居住习俗
 第五节 历史遗迹
第三章 锡伯族的民间文化(上)
 第一节 民间医药
 第二节 民间文学
 第三节 民间体育
 第四节 民间游览和游戏
第四章 锡伯族的民间文化(下)
 第一节 民间工艺美术
 第二节 民间歌舞艺术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节 申遗项目
第五章 锡伯族的社会文化(上)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组织
 第二节 家庭
 第三节 亲族及其称谓
 第四节 家谱与起名
 第五节 习惯法
 第六节 传统礼仪
第六章 锡伯族的社会文化(下)
 第一节 婚姻习俗
 第二节 丧葬习俗
 第三节 节 庆习俗
 第四节 兆、占、厌胜、咒及咒语
 第五节 禁忌与巫术习俗
第七章 锡伯族的信仰文化(上)
 第一节 天、太阳、月亮及星辰崇拜
 第二节 土地、山川、石头崇拜
 第三节 动植物崇拜
 第四节 图腾崇拜
 第五节 祖先崇拜
第八章 锡伯族的信仰文化(下)
 第一节 希林妈妈和海尔堪玛法崇拜
 第二节 相通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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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尔琪崇拜
 第四节 斗琪崇拜
 第五节 萨满教信仰
 第六节 喇嘛教及外来神祗崇拜
第九章 锡伯族文化历史轨迹
 第一节 锡伯族与儒家文化
 第二节 锡伯族与俄罗斯文化
 第三节 锡伯族的翻译文化
 第四节 锡伯族的文化心理
 第五节 锡伯族的精神气质
 第六节 锡伯族地名文化
 第七节 锡伯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第八节 锡伯族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十章 锡伯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一节 近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二节 现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三节 当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十一章 锡伯族的古籍文献
 第一节 锡伯族历史文化古籍文献
 第二节 锡伯族民间文化古籍文献
 第三节 锡伯族萨满文化古籍文献
 第四节 锡伯族古典译著古籍文献
附录
 一 锡伯族历史大事记
 二 参考文献
后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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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民歌　　锡伯族民歌锡伯语称“伊尔根舞春”，流传于新疆和东北锡伯族地区，2008年被列
入新疆县级、地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民间文学类别。
　　锡伯族能歌善舞，创造并留存大量民歌，其内容广泛，种类繁多，家喻户晓，成为民间的一个重
要文化娱乐形式。
几乎所有的锡伯族人都会演唱民歌，凡是喜庆的场合都能听到即兴演唱的民歌。
锡伯族的民歌源自于其先民古代鲜卑的民歌传统，至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数量众多的民歌出现
，从时间划分上可以分为古代鲜卑民歌、清代前期的民歌、清代后期的民歌、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民歌等；从内容上可分为古代鲜卑民歌、原始渔猎歌、萨满歌、叙事歌、田野歌
（情歌）、习俗歌、劝导歌、格言歌、儿歌和新民歌等。
流传在东北地区锡伯族中的民歌，是锡伯族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同程度地保留着
本民族传统民歌的风格。
东北的锡伯族民歌有在劳动时唱的劳动号子和婚礼歌等多种，这些歌曲多为即兴编唱，曲调风格古朴
。
东北大秧歌是在东北古代各族民歌、歌舞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以扭（歌舞）、唱、逗、耍（杂技）、扮
（扮相）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
因“二人转”在形成的初期被称为“小秧歌”，故称这种形式为“大秧歌”。
大秧歌的歌舞部分有“大场”和“小场”的区别。
大场是众人一起表演的形式，舞姿豪爽活泼；小场则是少数人表演的歌舞、小戏或杂技式的“绝活”
。
秧歌的伴奏最初只用打击乐器，在清代中期加进了唢呐，形成了用吹打乐伴奏的形式。
常用锣鼓牌子有《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起鼓》《行鼓》《煞鼓》《点鞭》《
拴马》《取水》《下马》等，唢呐牌子有《句句双》《满堂红》《柳青娘》《大姑娘美》《五匹马》
《小磨房》等。
二人转是在东北广为流传的集歌舞和说唱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有“单”（单出头）、“双”（二人转
）、“群”（群唱、群舞）、戏（拉场戏）等不同的表演方式。
早期由两个男演员表演，大约在1910年前后出现女演员。
演员手持彩绢、扇子、花棍、灯碗、大板等道具表演，用唢呐、锣鼓等乐器伴奏。
二人转讲究唱、做、说、舞四功，其音乐部分包括100多个不同的曲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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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全书》内容充分展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团结进步；着力加强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面向世界的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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