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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古通》一书，是作者用通俗流畅的笔触，系统展示蒙古族生活习俗的文化读物。
内容包括族源、诞辰、婚礼、葬礼、节日、信仰、居住、饮食、服饰、畜牧、狩猎、交通等十二个方
面。
涵盖了我国内蒙古、新疆以及蒙古国大部分蒙古地区，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蒙古风俗实录。
材料点面结合、详略有致、翔实可靠，具有科学和学术的品格；注重文字生动和布局章法，穿插了不
少趣话、歌谣和祝赞词，具有审美和文学的品格；关照古人和今人对民俗事象的看法，融进了不少独
到的个人见解和分析，具有思辨的品格。
作品融文学性、资料性、趣味性为一体，是一部了解蒙古族民间文化的百科，对于普查和抢救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是东胡的一支。
公元七世纪，“蒙兀室韦”一词，开始见之于《唐书》。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河一带，就是蒙古人的发祥地。
那里有一个小镇，现在还称之为室韦。
到公元九世纪，陆续迁到现在蒙古国的三河流域（斡难河――鄂嫩河、土拉河――图勒河、克鲁伦河
）。
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就是成吉思汗家族的故乡。
关于蒙古族的来源，现在学者们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匈奴说，一种是东胡说，一种是鲜卑说，因为鲜
卑就是东胡的一支，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两种意见。
蒙古国的学者大多持第一种意见，我国的学者大多持第二种意见。
至于蒙古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也有三四种说法。
在介绍这些说法之前，我想把汉语音译蒙古地名、人名的不足之处说一下。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人往往听不清蒙古人的全部发音。
比如蒙古，实际上蒙古人的说法一直是“蒙古勒”，汉人却一直写作“蒙古”。
还有“蒙兀”的叫法，实际上也是蒙古的意思。
这是由于古文书写中常常省去左面的两点，或者由于方音把GU 说成HU造成的。
至于对蒙古一词的含义解释，比较普遍的有：　　一，蒙古就是蒙和嘎勒（монх гал）的意思
，就是蒙古人最尊重的“长生天”（монх）与“火”（гал）的合写。
　　二， 蒙古就是蒙高勒（мон гол）的意思，就是正中心或者骨干。
　　三，蒙古是“我们北方人”的意思。
　　从成吉思汗上溯二十二代，就是有文字记载的老祖宗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苍狼与白鹿。
其实苍狼不是狼，白鹿也不是鹿。
对于蒙古族来说，叫这样的名字自然不过，就像现在汉族人把自己的孩子称作老虎、黄牛一样，只不
过可能带有一些图腾崇拜的色彩罢了。
汉族从自己的民族心理出发，称呼苍狼白鹿，往往带着一种好奇、惧怕和神秘的心理。
　　成吉思汗诞生以前，蒙古高原有许多使用蒙古语的部落。
他们各自为王，互不统属。
又很长时间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女真也是游牧民族。
到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时代，才有合不勒汗统率合木黑蒙古（全体蒙古）的说法。
成吉思汗年轻时代，还受过金国“招讨司”之封，他还利用这个职位干过不少事情。
那时候主要的活动舞台，就是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和蒙古国肯特省、东方省的一些地方。
成吉思汗的力量是在后来的战争中逐步壮大的，地盘也是在战争中开拓的。
　　1227年，成吉思汗偕同也遂夫人起驾，远征西夏。
他站在哈尔古纳穆纳山（现在大青山一代）嘴，遥望鄂尔多斯高原,不慎把手中马鞭失落。
随从要给他捡拾起来，却被他拒绝。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古通>>

乃降旨曰：盖此地也，太平江山久居之地，衰落王朝复兴之帮。
花角金鹿栖息之所，白发吾翁享乐之乡。
　　　　 　　他这次出征不太顺利，路过阿儿不合围猎，不妨一群野马斜冲而来，把他的红沙马吓惊
。
圣主坠马受伤，住在一个名叫搠斡儿合惕的地方养伤。
阿儿不合（арваг），这个地方如今叫阿儿不斯（арвас），和阿儿不合只有一字之差。
搠斡儿合惕（сохор　хад），意为盲石，就是现在的阿尔寨石窟。
因为这个地方七孔八窍，像盲人的许多瞎眼（搠斡儿），所以汉人才叫它百眼窑 。
直到解放初期，这个地方还有野驴。
所以这种传说，可能有些道理。
阿尔寨石窟有四个朝代的壁画，如今已成为旅游胜地。
　　成吉思汗这次没有把西夏攻下来，自己却病死在六盘山。
灵车拉着他的金体，准备落叶归根，归葬故土。
路过鄂尔多斯，灵车陷进泥淖，八十一头牛都拉不出来。
部下想到他生前说过的话和吟过的诗，就把他的衣冠留下几件，又祈祷老半天，灵车才重新启动。
鄂尔多斯人把他的衣冠供奉起来，变成了八白室，这就是现在的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监国。
二年后他遵从成吉思汗的遗愿，召集忽里台（会议хуралтай），推举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
）继位。
窝阔台死后，其子贵由汗即位。
贵由死后，皇位转到托雷长子蒙哥汗手里。
从此有元一带，皇帝宝座一直控制在拖雷后代手里。
　　忽必烈是蒙哥汗的弟弟，拖雷的次子，他还有个三弟叫旭烈兀，四弟叫阿里不哥。
他们兄弟四人的母亲，就是王汗的侄女莎儿合黑塔泥，也叫额锡哈敦。
忽必烈年轻时就有雄才大略，“思大有为于天下”。
他建立“漠北藩府”，广召汉地贤才。
蒙哥汗即位后，让他“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他在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整顿秩序，试行汉法，
取得成效。
后来治理关中，政绩斐然。
为他今后安邦治国，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蒙哥汗进攻南宋时，他提出了迂回云南、后路包抄的战略，得到蒙哥汗的采纳。
于是蒙哥汗让幼弟阿里不哥留守首都哈拉和林（在今蒙古国），自己亲自统帅西路军进入四川。
忽必烈率领东路军长驱鄂州（今武昌市）。
可是正当他来到江北，打算渡江作战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噩耗：他的大哥蒙哥汗在进攻合州（今合
川县）时，不幸中流失而身亡。
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正在调兵遣将，准备篡夺汗位。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经过和心腹策划，将军队交付手下，自己轻装简从，赶回燕京（今北京）。
早在三年以前，他就命令刘秉忠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建立一座宫城，定名开平府。
也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蓄谋已久，反正开平府成了他继承皇位的地方。
“开平开汗业，问此地，是耶非？
”他在宗王和部分汉臣的拥戴之下，强先一步，继承了汗位。
阿里不哥听说以后，也在哈拉和林宣布称汗。
然后兵分两路，进攻忽必烈。
兄弟俩经过四年的角逐，阿里不哥战败投降。
１２７1年忽必烈采用《易经》上“大哉乾元”之意，宣布建“大元”国号，这就是元朝的来历。
建元以后，忽必烈命令大将伯颜为统帅，进攻江南。
当时南宋小儿民谣说“百雁过，江难破”，世人不知其意，以为雁过的时候可能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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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大梦方醒，才知道百雁就是伯颜。
伯颜本是巴林人，既是元世祖的开国元勋，又是元成宗上台的有力靠山。
文韬武略兼备，影响所及两帝。
他自赋汉诗写道：“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过去人们写蒙古历史，动不动就说汗王屠城，其实文明交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忽必烈活了八十岁，死于大都（今北京）。
纵观中国历史，最大的疆域就在元朝时期。
而元朝的疆域，恰恰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伟人开辟的。
　　元朝从忽必烈算起，凡经十一帝。
最后一个皇帝叫妥欢帖木尔――元顺帝。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开国皇帝与末代皇帝故事多，中间的人们连名字也记不住。
元顺帝是个怪才，精于制造器具和诗文。
可惜生不逢时，赶上元朝衰败时节。
他也识得时务，1368年朱元璋攻入大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遣使送信招降的时候，他还浪漫气质地
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信知海内归明主，且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叮咛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自己来到应昌城（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大造巨型龙舟，泛舟达里湖，教习他的《十六天
魔舞》去了。
这种超脱与潇洒，并不能阻止武器的批判。
明军很快攻入应昌城，元顺帝长子爱猷识里达腊偕同数十骑，逃往漠北哈拉和林，于1731年继承汗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北元。
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南北朝开始了，最后与明朝同为大清王朝所灭。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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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雨桥，内蒙古著名翻译家、作家、蒙古文化学者。
全国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之一，万里采风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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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1.祈赐“狩猎之福”　　2.“爱惜生长之道”　　3.原始古老的分配　二 精彩奇异的狩猎方式　
　1.乌审网猎　　2.巴林围猎　　3.苏尼特奇猎　　4.兴安岭猎熊　　5.乌拉特猎狼　　6.其他狩猎办法
　三 猎犬—牧人的帮手　　1.敬狗如敬人　　2.细驯出来的细狗　　3.细狗的精彩捕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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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伴娘请吃“闭门羹”　　萨阿德格的人们走到正屋门口的时候，大宾和伴郎被恭恭敬敬让了进去
。
新郎和祝颂人刚要进去，却横空飞来一条白毡， 把他俩隔在门外。
机灵的新郎往往不动声色，妄图混在一帮宾客中侥幸而入。
但扯白毡的四大嫂也不是白喝酥油的，往往一下马就把他认死，不等他闯入，就用锅底灰把他抹个黑
脸包公，想溜也溜不掉了。
回头喊一声“婚钦（女方祝颂人）过来！
”于是双方摆成对峙阵势，展开了极富戏剧色彩的舌战：男方祝颂人手提的犊皮红筒就是道具。
双方诘问对答的祝赞词就是对白和台词。
本来脸上已经作了记号，却假装不认识，劈头问道；　　看你桂冠锦袍，像是探亲的嘉宾；看你披弓
挎箭，像是打牲的猎人。
若是走错了门庭，南有大路可寻；若是找不到猎物，北有深山老林。
你的家乡在何地，你的信仰是谁人？
　　男方祝颂人回答：　　布尔陶亥是我的家乡，成吉思汗是我的信仰。
用那熟制的佳肴作为求婚礼品，遵循迎亲的大礼来到你家门上。
为着隆重的礼节，穿了长袍马褂。
为着满清的礼节，戴了顶带花翎。
为着蒙古的礼节，骑了高头大马。
为着军队的礼节，背了箭囊弓靫。
为着——阿爸订下的金玉般的良缘，额吉许诺的磐石般的婚约，我们才十里迢迢来到你家⋯⋯　　女
方还不放过，天文地理百般考问，男方都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女方又问：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礼品，祝颂人便举起那个犊皮红筒，说是捕杀了一条大野牛，剩下它的
囫囵皮，放在芒硝 缸里，熟了整整三年；用那纯钢宝刀，铲了整整百天； 割开腿板做了口于，扎住
脖颈做了底子，做成这个红筒。
里面放上一只一只的全羊，一坛一坛的美酒⋯⋯ 作为送给嫂嫂的礼品，你是要一古脑儿倒在大毡上，
一 件一件清点；还是连红筒带礼品，整个儿地交到手上？
　　嫂子们怕把东西倒洒一地，赶紧把毡子一翻，平放过来，把红筒接住，放新郎和祝颂人进入。
为什么会有堵门迎婿这一礼俗，现在看来当然是为了取笑逗乐。
如果让民俗学家考虑，恐怕不那么简单。
史记耶速亥巴特尔（成吉思汗父亲）给成吉思汗提亲的时候，途中曾遭到塔塔尔的暗害。
此后便格外警惕，男女双方成亲，必要盘根问底，搞清楚才让进屋。
巴林部的婚礼祝词中就说：“从圣主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定下的礼仪。
来了不让进门，这是隆重的国礼。
”看来跟当时战争环境确有一点关系。
达尔罕婚礼中，男方门上横挡一根木棍，不让新媳妇进去，还要女方给木棍领牲。
女方就说：“在上古的时候，朝廷的礼仪中，只有用骏马领牲， 不能用带杈木棍领牲；只有用绵羊领
牲，不能用干木棍子领牲。
”男方再三强调这是成吉思汗娶亲的规矩，女方就在木棍上搭一条粉绢哈达，然后步入包中。
由此看来，堵门又可能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
　　新娘上门过火堆　　新娘到来之前，男方要以禄马为中心，西南摆下桌子，准备迎接送亲男客；
东南铺下大毡，迎接新娘和送亲女客；再往东南一点，燃起两堆篝火。
送亲人马驰近浩特，男女分成两队。
女客由送亲嫂子带领，直奔火堆而来。
她们一路马蹄隆隆，环佩铮铮，好不英俊潇洒。
到了火堆跟前，嫂子先自下马，接过新娘的马缰，牵着向前走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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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末端挽个环儿，嗖地一下，从两堆火中间扔过去。
这时新郎正好策马从禄马西侧驰来，伸出手中马鞭，趁绳环落地的刹那把马缰挑起来，牵着新娘从火
堆中钻过来。
其时周围的人们，个个手里拿一把食盐和香柏，纷纷扔到两堆火中，让其噼噼啪啪浓烟滚滚地燃烧，
以壮声威和气氛。
　　新郎的这套动作，颇需掌握一定功力与火候。
有的新郎没这个本事，就让新娘事先下马，自己也下了马，用马鞭牵着新娘从火中穿过。
因为新娘这时还蒙着盖头，不能主动配合，这样作自然万无一失。
以前台吉（贵族）人家的公子，娶亲时自己不去，牵新娘钻火堆也由别人代劳。
只是拜天地父母时才与新娘站在一块，这又当别论了。
　　新娘从火堆穿过以后，送亲男客仍不下马，要耍点威风。
男方也不管他们，多会儿新娘那边照应得差不多了，才向这边走来。
蒙古人舍得陪嫁，富裕人家讲究“前面有赶的（牛羊），后面有牵的（马驼）”。
多者的嫁妆能驮满几峰骆驼，这时要把它们牵到火堆跟前，一字儿卧下。
四位女亲家手端鲜奶，把驼背上的嫁妆一一抹画，再抬着从火堆中走过来（不许落地），放到白毡上
。
这时才能在西南的桌子上摆下羊背，念一通欢迎词。
男客们纷纷下马，簇拥着新娘走进大包。
新娘进大包时，脚不能直接触地，要用两块白毡，倒换着让新娘一路踏过去，一直走进毡包。
　　从火堆中穿行的用意，大概是为了消灾免难。
蒙古语中有所谓“死人佛跟着，新人鬼跟着”的说法。
鬼又最怕火，用火 一燎，它就吓跑。
这种风俗，蒙地多有，形式五花八门。
库伦旗新娘的火净，大体跟我们前述的迎新宴一起举行：把酒肉在 火中给鬼神泼散以后，牵着新娘绕
火堆正转一周，让他们在火堆跟前结了发，再领回来举行其他仪式，把驱邪避难的事情都在野外一并
做了，也不失为一种精明。
　　15　祭火拜人抢大毡　　鄂尔多斯新娘上门，不兴堵门礼。
正屋毡门早就高悬，等她跨入。
主婚人和近亲高坐正席，面前或多或少都有钱财玉帛。
 婆母端坐火撑东北，面前置有月饼一盘，饼上垫四枚大枣，上摞几块银元。
右臂肘上，尚搭一疋粉缎、二件绿衣。
火撑前摆一金花大盘，盘里放一枚胸茬骨。
上面肉不多，彩条羊毛香烛之类却缠了不少，同腊月二十三祭灶所用的相同。
火撑上牛粪火塔燃得正旺，淡蓝色的火苗向套瑙（天窗）蹿起。
在熠熠火光和炯炯目光的交织中，两位嫂嫂搀着头蒙红纱的新娘，缓缓步入，在火撑前站定。
男方祝颂人清清嗓子，吟起了《祭灶词》：　　廖廓的苍天云儿连在一起，奔腾的江河雾儿连在一起
，深厚的犬地草儿连在一起，四方的宾客欢聚一堂，　　慈祥的婆母坐在正中。
雪白的条毡铺在脚下，新娘低头步入院门。
双膝跪在旺火跟前，红纱遮着她的面容。
要说这火，还是洪荒的年份，上古的朝代，从山上取出燧石，从草中借来火绒，成吉思汗把它击燃，
鸟苓额赫（即成吉思汗母亲“河额仑”）把它保存。
用黄油白脂把它祭祀，用酸奶甜酒把它供奉。
　　于是它便　　燃起冲天的火光熊熊，发出盖世的热量融融。
　　赞到这里，将盘中胸茬骨扔到火里，又洒黄油白酒。
火苗获得新的滋养，便腾地一声窜出套瑙，火光远见。
祝颂人又继续赞颂了一通新郎新娘，新娘便对着火神（灶火）三拜九叩，正式“入籍”。
由两位嫂嫂搀着，碎步向婆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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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母让其尝过鲜奶，把那一大堆礼品交给她。
祝颂人便喊：“磕头磕头”。
两位嫂嫂就说：“接住接住。
”新娘便把礼品接过，给婆母叩过头，就向主婚人走去。
如此向主要亲戚叩过以后，便倒退着走向门口（礼品由嫂嫂帮拿）。
婆母走过来问：“明媳妇呀暗媳妇？
”两位嫂嫂回答：“明媳妇。
”婆母便用轻巧敏捷的动作，揭去新娘的面纱。
一位光彩照人的新人，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当退到门槛之际，当地婚俗讲究“夺毡逗兴”。
有些灰小子会猛不妨把毡一掀，欲把新娘闪倒门外。
两位嫂嫂急忙救驾，灰小子揪住毡边一顿猛掀，弄得嫂嫂也摇来晃去，自身难保。
外面送亲人见势不妙，一齐拥上夺毡，拉锯一番，最后把大毡让女方夺走。
　　出殡　　停尸三天以后出殡的时候，不能从门上抬出：住蒙古包的， 要把西南的毡子撩起，把尸
体从哈那下面送出来；住板森（房子）的，要从窗户上往出抬。
　　出院子的时候，也不能从豁口或院门上出，一定要从院墙上架出去。
还讲究死人不许落地：山区的人们，直接把死人扶到马背上；平原的人们，直接把死人抬到车上。
马背上的死人， 一律驮在马外手（右边），头朝前，脸冲外，身体平躺紧贴着马背（有时也用骆驼）
，就像驮一条口袋一样。
里手便真的有一条口袋，装满等量的石头，以便与尸体平衡。
这是青海蒙古的作法。
有的地方给死人披件衣服，使其坐在马背，活人骑在后面抱着他。
送出去以后，这件衣服又拿了回来：必须领口朝下，从外手耸拉下来，表示一个人到了阴间。
送过死人的车马，回来以后不能进浩特：马放开让它撒野，三七内不能使用。
车要从左向右倒扣在隐蔽的地方，一七内不能使用。
乌珠穆沁送葬的车，则要卸掉外手车辖，让车轴直接着地，把车“一边倒”半扣过。
背过抱过死人的人，就算倒了霉，一月之内不能回家，家人也不让他回去。
就那么把死人的毡包打扫干净，在里面孤孤单单住上一个月。
　　3　守孝　　死人送走以后，家人开始守孝：晚辈为长辈守，弟妹为兄 姊守，妻子为丈夫守，丈
夫却不为妻子守。
守孝期限，一七、三七、七七不等，最长不超过百日大孝。
　　守孝的人，当官的要去掉顶带花翎，摘掉帽缨子；为民的倘戴皮帽，男的要垂下左耳扇。
女的要垂下右耳扇。
男女一律不扣肩头的纽扣，马蹄袖口要卷起来，腰带要缠在腰上（过去是别着的）。
男的不戴图海（一种银饰件）、鼻烟壶袋；女的不戴火镰、鼻烟壶。
男女一律穿黑色孝服。
作媳妇的去掉头饰，用黑纱包住连垂；姑娘则不辫辫梢，或干脆把头发散开。
现在有些牧区老妪，死看不惯披头散发的姑娘，骂曰“恶兆头”，原因就在这里。
　　守孝期间的人，见面从不问好。
所以平时人骂不懂礼貌的年轻人：“你家死下人了，见面也不问好！
”因为你要一问，别人势必还礼：“您好！
”老人死了，自然尴尬不能回答。
岂止如此，诸如唱歌跳舞、打闹说笑、坐席吃喜、抽烟喝酒也一律禁绝。
一年不能进出两口，预定的婚事必须停办。
遇上新年也不过。
甚至不能往外借奶汁，不能大把花钱，不能做买卖，男女不能同房等等。
从衣着打扮，到往来礼仪，都跟平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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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死人不走活人走　　清人罗卜桑悫丹的《蒙古风俗鉴》载：人死以后，把他抬到一座生前住
过的毡包里，家人则把其余的毡包装到车上，赶着牲畜，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那毡包也同死人一起扔了。
这就是死人不走活人走。
〈〈元史.祭祀志》说：“凡帝后有疾危殆，度其不可愈，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
”成吉思汗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只不过他后来龙体康复，才没有让养病的毡帐成为他的坟墓。
　　在古老的乌珠穆沁草原，如今偶尔尚能看到这种风俗的遗迹。
那里灵车一启动，人们就一起使劲，把蒙古包反向抬起，里面的人用火钳夹着火，连续三次靠近火撑
，同时大叫一声“住啦”，有人便在包内洒些灰水，三日之内将此包迁到新址上去。
　　据说以前死人不走活人走的时候，一定要迁到三个程头（路上走三天）的地方方能落脚。
所以后来简化，把火钳向火撑靠近三次，暗示生火三次，在途中走了三日。
苏尼特又前进一步，连火钳也不用，只把蒙古包换个地方，就表示搬走了。
不过必须在送葬之人出发以后、回来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把蒙古包拆卸、搬迁、搭盖的任务完成
。
　　科尔沁草原又有发展：老人死后，用红柳或芦苇绑个假窗户，套在真窗户外面。
死人从窗户上往外抬的时候，千万不能碰着真窗户。
那假窗户却同死人一起，拉到墓地上烧掉了。
这假窗户，显然是一个道具，象征古代入殓死者的蒙古包，所以要同死人一起扔掉。
本来还应当“死人不走活人走”的，因为是居住了不能搬迁的土房，只好委屈死人让路，这是一种变
通的办法。
　　迈德尔节盛况　　现在的迈德尔节，已经简化为两天（正月十五、十六）。
从前的迈德尔节，实际上从正月十三就开始了，一直拖到正月十七，整整进行五天。
　　正月十三是八十陶亥的迈德尔经会。
古时以肘到腕间的距离为一陶亥，相当于一尺。
八十陶亥就是八丈，是指迈德尔绣像的高度。
这当然是一帧巨幅画像，有如椽的巨轴，卷起来一个人紧搂，十几个人才能扛动。
平时秘不示人，只有到了正月十三才让香客瞻仰。
所以这天牧民人头攒动，早已聚到大庙门前等候。
大约十一点钟左右，庙门开了，佛乐大作。
门一开，众人便蜂拥而入，争抢着把那帧巨幅扛了出来。
前面是锣、鼓、钹、铃、香钵开道，是一个不小的喇嘛乐队。
众人簇拥着绣像，也簇拥着喇嘛，浩浩荡荡，慢慢悠悠，出庙门向前走去。
　　路上香客越来越多，扛绣像的人总是不断被替换下来，都想图个吉利。
正好在前面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道黄土高坡。
人们来到坡下，一边展开画卷，一边往高坡上走，走到高坡的顶上，画卷便全部展开，变成一卷巨幅
竖轴。
人们早已在下面跪下一片，纷纷向迈德尔佛叩头、递钱。
喇嘛们早已坐下诵经。
如此经声阵阵，香烟袅袅，人山人海，忙乎三四个小时，便从原路返回，将绣像卷起来放好。
再开始转庙磕头。
　　正月十四送鬼，蒙语叫索日甲勒那。
下面一个面捏的三角体，从中伸出一个很长的棍子，支撑着一个大脑袋。
大脑袋是面塑的，脸上涂着各种颜色，嘴里喷着红红的火焰。
两个耳朵大得出奇。
样子有几分狰狞，几分滑稽。
这就是索日。
头天把索日做好，放在守护神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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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甲勒那（送）的时候，要请喇嘛占卜时辰。
一般多在太阳落山以后进行。
用三角架把索日抬上，吹打着去，牧民跟着。
送索日的地方是固定的。
把一截大松树一劈两半，搭个三角形的棚子。
上面堆上麦秸，里面塞满易燃的东西，留个门洞预备扔索日。
索日抬来以后，喇嘛站下，集体念经。
念到最后，大喇嘛一人念经。
这时有人点着草棚，大喇嘛把索日扔进去，把三角架留下了。
大家便吹着打着回去了。
从念经的内容来看，送鬼主要希望宗教盛行，社会太平，牧业丰收，民风淳朴。
　　正月十五是酥油灯会，晚上举行。
有十几个人参与制作，十几天前就得动工。
酥油灯全用酥油制作，涂以各种颜色，但并不都是灯。
多为面目奇特、造型各异的佛爷，坐在玲珑的庙里，上有二龙戏珠，周遭饰以各种花朵。
还有和睦的四种动物（大象、猴子、兔子、鸟）等。
这些东西都融进了制作人的心血和信仰，是很好的艺术品。
群众欣赏，自己也得意。
上灯以后搬出去，放在庙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喇嘛要出来念经，在这四个地方各停留半小时，顺时针转遍。
牧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欣赏，叩头，往上扔钱。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到庙里供奉起来。
天热以后酥油融化，便收拾到一块，当佛灯油用了。
　　我在和布克赛尔参加过一次迈德尔节。
正月十五这天，平时冷清的敖包特庙，忽然热闹起来。
一向关闭的大门洞开，迎接四面八方的香客。
我进去以后，看到三种比较奇特的供品。
一种叫道日木，是一种比较敦实、简单、类似塔形的供品，面塑的。
放在大殿的西面。
一种是长方体奶酪垒的一个四方圪塔，供在大殿的正面。
正面靠东供桌上放的，就是这种酥油花。
但酥油花是陪衬，主体是各种形状的巴林，面捏的，样子比较笨拙。
但酥油花却十分精巧、伶俐，有股自然的生气。
不知喇嘛那双粗笨的手，如何做出这种精妙的艺术品。
　　正月十六是迈德尔节的正日子。
这天一早，要把迈德尔的塑像，抬到院子里，放到一把座椅上，一个喇嘛在上面撑着黄伞。
另一把座椅上，坐着一位活佛。
牧民们纷纷向塑像叩头、投钱。
又让活佛摸顶赐福。
大约十一、二点钟，喇嘛开了经柜，牧民纷纷拥进去，争抢着背甘珠尔经。
甘珠尔经一百零八卷，每个牧民背一卷。
差不多同时，迈德尔的塑像也动身了。
迈德尔塑像放在一个轿子似的佛龛里，四个人抬着能走。
一到这时候，不用动员，早有机灵的牧民把轿子抬到肩上，单等着佛乐在前面开道。
大庙的四周，全是喇嘛的僧舍，再往外才是牧民的住房。
庙门正南僧舍和住房之间，竖着两根高高的达日其格（禄马旗杆）。
佛乐敲敲打打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从西绕着僧舍转大圈，转一圈叫一个“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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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庙会要转到三十六个古兰，五六天才能转完。
正月十六只转一个古兰，也只有这天背甘珠尔经。
在西、北、东、南四个方位上，都摆了香案和供品。
走到这些地方，佛龛就要停下来，喇嘛便要站下念经，背经的牧民也要停留。
这时候人们往往争看佛像和投钱，挤得水泄不通。
这些钱不论多少，都是看庙人的。
转庙总是从禄马旗杆下开始，又回到禄马旗杆下结束。
此后迈德尔佛像便被请到大庙香案上，供川流不息的牧人瞻仰和膜拜。
　　这天我在和布克赛尔敖包特庙上，亲眼目睹了迈德尔节的盛况。
出人意料的是，大殿门反常地关闭了。
外面围的人特别多，仿佛等候着什么事情。
东面的小门能走，但是有人把着，不让香客进去。
把门人我认识，名叫加拉，他把我放了进去。
我进去一看，庙里空空的，与昨天没有什么两样。
等到再转出来，才看见人丛中拨开一条通道，乌鲁木齐的喇嘛来了，有点像毛主席当年接见红卫兵的
场面。
人们争着抢着往前挤，都想看看这位活佛，让他摸摸头顶。
我居高临下，看到活佛随便伸出一只手，眼睛也不看，只朝伸来的无数脑袋摸过去，摸着的摸着了，
摸不着的就过去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活佛一过去，那个让出来的通道便合上了。
这时候庙门开了，活佛坐在正殿前面东边的那把椅子上，开始正式摸顶。
被摸人一般都给钱，人很多，摸了就走。
我给了十元钱，活佛摸了一下我的头，倒看了我一眼。
因为我卡着眼镜，脖子里挂着照相机和摄像机，样子的确与众不同。
　　原先我以为迈德尔像很高很大，没成想就是一个大盒子，正好一个人能抱上。
等我发现的时候，人家已经走出庙门。
人太多，根本没法接近。
我只从半侧面上，看到了这只盒子，上面有人打着黄伞。
因为伞柄太长，那喇嘛几乎是弯下腰乜斜里打过去的。
乐队早已在庙门台阶下等候，盒子一抱下去，就被人海簇拥上走了。
我站在庙门口，只能看到这个大体的阵容是转着庙往西去的，但人挤得根本无法拍照。
不过从东南转回来的时候，我倒看清前面是两个吹螺号的，后面跟着锣、鼓、钹、铃，还有个端香钵
的。
迈德尔的佛盒子一人抱着，一人在上面撑着黄罗伞，这边还有一人举着一条花棒。
自然全是喇嘛，又全在吹奏状态中。
佛盒子和喇嘛一进庙门，就把庙门闭了。
我机灵一下跟了进去，转头看坐椅，那位乌鲁木齐来的活佛早没影了，只留个空位子在那里。
　　喇嘛们开始整理衣冠入座，佛乐早停了。
只听见外面一片吵嚷声，间或夹杂着孩子的哭喊。
大门被外面的人推得一晃一晃的，闩也闩不住。
这时才有人打开西面那个小门，人流立刻潮水般涌入。
一进门先转浩尔劳，然后转身向经柜叩头。
正面正中放着迈德尔的佛盒，斜对面是活佛的空位子，人们也给空位子叩头。
过来东面是洗圣水，一个小喇嘛手里拿着孔雀瓶，往香客手中倾下数滴，香客象征性地喝一口，再摸
到头上。
有的孩子不会，大人便教他进行，或者替他在头上摸一把。
下去是加拉发乌特勒格（用以送鬼送灾），每人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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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差不多每叩一次头，都要献一回小钱，两角到二元不等。
大钱在僧舍给，五十元到一百元不等。
　　每一批香客放入，进行的都是这一套礼仪。
我摄了两次，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想跟着香客出去，却挤得厉害。
我怕弄坏机器，只好等到大劲过去。
　　正月十七是迈德尔节的尾声。
这天除念经外，还要做一种春克尔，主持请所有的喇嘛吃饭，庆贺迈德尔节圆满结束，对大家表示感
谢。
春克尔是个圆咕隆咚的东西，背上是一道尖棱。
炒面捏成，再用红色（产于西藏的一种草）染出来。
上面一排一排嵌进许多葡萄干，看去像个大刺猬。
背上再插进一个白顶子。
又找来一个大脸盆，下面装进熟大米，上来一层葡萄，还有糖果、杏干、苹果、方糖等等，一并装入
。
把春克尔坐进去，抱到庙里放酥油花的桌子上供奉起来。
念经以后，把白顶子当德额吉献给火神，剩下的春克尔喇嘛分吃了。
这天过去，正月的节日便过完了。
因此也把十七日的活动叫作“查嘎台勒那”，意思是春节解除，大家可以像平日那样生活了。
　　男子胡须　　胡须是男子表示尊严和老练的一种装饰，蒙古人把留胡子的人看作有派头、成熟、
有教养，对他们都很尊敬。
蒙古人对五撮胡须非常看重，特别是对留着五撮白胡须的老人，常常被看作是有福人，对他十分尊敬
。
所以男子年轻的时候不能留胡须。
要是年轻人留下胡须，左邻右舍的老人们就会笑话他：“想跟老汉攀辈数，要跟父亲做兄弟！
”　　蒙古人留胡子，有明确的年龄区分。
男人到了二十五岁，就说“超过了孩子的年龄，蹬上了骏马的铁镫。
告别了儿童的时代，长成了英武的后生”，老人们可以同意他在上嘴唇上留一撮胡须。
这撮胡须两端捻起来，使尖儿朝上，看去很威风的样子，人们称为“老虎须”。
有的地方又讲究，在爷爷在世的时候，不能留这样的胡须。
　　男人到了三十七岁，又说“人已步入中年，智商体力双全，本领营生学到，跻身大人中间”，可
以同意在下嘴唇凹窝处留一撮胡须。
同时老人们还说：“你已经到了当官吏坐酒席的年龄，割羊背品奶酒的时候。
”让他喝一些酒。
男人到了四十九岁，又说“日上中天，年过半百，到了谨慎的年龄，进入老练的行列。
”可以让他满脸留胡。
对于留下的胡须，蒙古人要求经常修理，保持整洁美观。
　　服饰趣点一：布里亚特的姑娘和媳妇，从着装上一眼就能认出。
姑娘的袍子有三色前襟，袖子跟袍子直接连在一起，无袖笼，不起肩。
没有袖箍，束腰围了一整圈。
不穿坎肩、乌吉。
一旦结婚做了媳妇，就去掉三色前襟，加上袖笼，捏了许多褶子，肩头耸了起来。
加上了袖箍，后面的束腰却少了半圈。
布里亚特妇女没有腰带，束腰形似腰带。
后面没有束腰，就是布斯贵（没有腰带的人，代指已婚妇女）。
同时穿起坎肩、乌吉。
　　姑娘和媳妇的发型也不一样。
姑娘辫子多，也小，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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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梳为两根，戴假发，外面是很长的、绣有图案的黑色发套，中间用银链儿连了起来。
　　服饰趣点二：蒙古族头饰的来历很有趣，据说练垂原来很长，吊在胸前像两根打腿绊（为了防止
牲畜跑快，在脖子里吊的一种木棒）一样。
在成吉思汗出生的时代，抢婚的习俗很盛行。
抓回的妇女不顺从，男人们就想办法取悦她们。
给她们穿绫罗绸缎，还给她们头上戴了许多金银珠宝，又在头发上接了一根木棒，外面用绸缎和金银
装饰起来。
拖上这么重的东西，她们自然就跑不了啦。
只是有时候还想家，每天起来倒灰，都倒在一个固定地方。
日久天长。
变成一个高丘，她们就爬上去望乡。
所以直到现在，牧区的灰堆仍然选在东南（其实这是因为高原冬季多西北风的缘故）。
那根木棒也蜕变为今天的练垂。
这跟郁达夫先生所说领带原是东方人加在西方人身上的刑具是一样的道理。
　　信仰趣点二：卫拉特人在集体祭火的时候，总是找一个有树的地方，把一只剥了皮的绵羊左前腿
，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额吉拿着，下边蘸在盛了奶水的碗里，上边用一条长长的红线，把它跟高高的
大树拴在一起。
这幅有趣的画面，我在别处从来没有看到，它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后来我读《卫拉特蒙古简史》，看到一则关于卫拉特起源的神话传说。
说是有一位猎人，到森林里去打猎。
发现有一棵大树，上面长着一个茶壶嘴子似的东西。
一股白白的乳汁，竟从那里面不紧不慢地滴答下来，正好落在树下躺着的一个孩子的小嘴里。
旁边树枝上，还有一只小猫头鹰（уулъ），时刻不离地守护着他。
这位猎人把孩子抱回去，其名叫绰（念CHAO）罗古，认为他是长生天的外甥，把他好生抚养起来，
这个人就是绰罗斯——卫拉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卫拉特中的主要支系）的祖先。
卫拉特的学者们，在谈到他们祖先起源的时候，曾经给我念过一首诗，后两句就是“以树为母，以鸮
为父”。
我想起我翻译的《成吉思汗祭奠》，里面似乎有过这种古老的解释。
回来找书一查，果然一字不差。
只是觉得新疆离鄂尔多斯迢迢几千里，古代交通又那么闭塞，这种民间口头传说，究竟通过何种途径
，居然跑到成吉思汗的祭词里（《成吉思汗祭奠》60页）？
绰罗古（чорго）这个词，就是水管子、水龙头、壶嘴子之类的意思。
现在也活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
今天看来，这种对民族起源的远古记忆，包含着许多积极的意义。
那条长长的红线，就是他们连接大自然母体的脐带。
他们是大自然的骄子，大自然就是养育他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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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蒙古通》——领略草原古韵的入场券，解读蒙古民族的金钥匙。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由北京中山响沙图书中心、内蒙古中山书店、内蒙古科学技术
出版社联合策划的，浓缩蒙古民俗风情的权威读本《蒙古通》闪亮上市。
　　《蒙古通》是内蒙古著名翻译家、作家、蒙古文化学者郭雨桥先生历时8年，走遍蒙古国21个省、
中国新疆17个县市、内蒙古12个盟市，汲取66791公里漫漫旅程中的所有文化营养，并入自己20多年深
厚的文化积淀精华写成的。
在此之前，郭雨桥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蒙古通》，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国内
外求风问俗者们更将其奉为必读之物，并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中国文联、中国
民协山花奖。
此次出版的《蒙古通》不是对老版本的简单修订，而是站在全新的视角，融入了作者对蒙古文化的更
深层次的理解，并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增加了“袖珍蒙古史”等章节。
此外，还新加了434幅珍贵照片，这是作者在66791公里采风时拍摄的471个胶卷中的精华之作。
这种图文并茂的精心编排方式，不仅让读者直观地欣赏蒙古文化，而且还可增强读者对全书内容的深
入理解和共鸣。
　　《蒙古通》通过民族起源、蒙古民族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畜牧与狩猎生产方式和诞辰、婚礼、
节日、信仰等丰富多彩的民间习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几乎涵盖我国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和蒙古国大
部分蒙古民族生活集聚区的古今生活画卷，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蒙古风俗文化实录巨著。
作者以作家的笔触，穿插了众多民间趣话、歌谣和祝赞词，语言生动极具艺术感染力，为全书灌注了
文学审美色彩；作者以哲理的手法，将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剖析，融入到所见、所闻之中，在全书的各
个章节，充满着思辨的品格。
由于郭雨桥先生既是著名蒙古文化学者，又是一名著名专业作家、翻译家，因此，在这部鼎力之作中
，既充满了深厚的生活底蕴，又将文笔的生动和学术的严谨融为一体。
他是“走遍蒙古地”采风计划的实践者、全国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和万里采风先进个人，其特殊身份
和作为，使其字里行间闪烁着唯有亲历者才有的那种感人的魅力，使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产生强烈的互
动亲和力。
　　《蒙古通》共分袖珍蒙古史、草原摇篮曲、去发宴、婚礼宴、葬礼宴、节日、信仰、蒙古包、服
饰、饮食、交通、畜牧、狩猎等13个章节，全书366页，16开国际版本，特种纸彩色印刷，是一部融资
料性、可读性为一体的收藏和馈赠佳品。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愿《蒙古通》成为“领略草原古韵的入场券，解读蒙古民族的金钥匙
”，让更多的人认识内蒙古、喜欢内蒙古！
　　本书不是处女，却是一位丰满的少妇。
在她初版的几个年头里，桃李不言自成蹊，以其内在的品质，博得了求风问俗者们的青睐，几乎成为
手头必读。
为了适合广大人民的需要，这次增加了“袖珍蒙古史”一章。
对一些章节进行了重写和充实。
新加了434幅照片，这是从作者所走66791公里的蒙古地漫漫长途中，所摄471个胶卷里的精选。
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是手脚并用、身心俱劳的产物。
作者是蒙古文化学者，专业作家，精通蒙古语文。
在学术的严谨中透露着文字的生动，又充满深厚的生活底蕴。
字里行间闪烁着唯有亲历者的才有的那种亲切与魅力。
对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庆节日等等，都有系统的描述和地域的涵盖，原版扉页上的
话仍然对您是最好的馈赠：“旷世大文章凝我半生心血，民俗小百科伴你一游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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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系统展示蒙古族生活习俗；　　详备，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蒙古风俗实录；　　科学，
材料点面结合、详略有致、翔实可靠，具有科学和学术的品格；　　生动，文字生动、布局讲究章法
，穿插趣话、歌谣、祝赞词；　　思辨，融合古今对民俗事象的看法，提出独到的见解。
　　作品融文学性、资料性、趣味性为一体，是一部了解蒙古族民间文化的百科，对于普查和抢救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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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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