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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牧:流动与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前半部分以乌孜别克族的历史及
其游牧生活为中心，首先论述了游牧业与转场的起源和乌孜别克族的民族形成过程，分析了游牧业在
乌孜别克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随后讲述了木垒大南沟乌孜别克族的家族史和转场史，并且对
他们的转场历史加以分期进行论述。《游牧:流动与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
察》的后半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民间传
承、科技工艺、宗教信仰和节日等文化现象及其变迁进行了分类论述，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乌孜别克族
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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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志伟，出生于1968年，江苏徐州人，九三学社社员，郑州社会学学会理事。1990年参加工作
，2003年至2006年在新疆师范大学师从新疆社科院李晓霞研究员攻读民族学硕士学位，2006年硕士毕
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师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祁庆富教授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现
任教于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区、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研究。

Page 3



《游牧》

书籍目录

绪论
    一、流动的田野：游牧社区的调查
    二、游牧的乌孜别克族：本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
    三、游牧的相关研究
    四、本书的主要结构
第一章  游牧与流动：乌兹别克族的民族过程
  第一节  游牧业与转场的起源
  第二节  流动中的民族过程：乌兹别克族的族源、兴起与发展
    一、乌兹别克族形成之前中亚的族群与部落
    二、乌兹别克汗
    三、昔班家族与乌兹别克汗国
  第三节  乌兹别克族的伊斯兰化
    一、伊斯兰化之前的宗教传播
    二、中亚及乌兹别克族的伊斯兰化
  第四节  游牧业在乌兹别克族民族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五节  乌兹别克族在国内外的分布情况
    一、国外分布
    二、国内分布
第二章  嵌入与生成：乌孜别克族的建构过程
  第一节  嵌入式社会组织
  第二节  本土社会系统
    一、木垒
    二、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
  第三节  嵌入：乌孜别克族的游牧史
    一、波拉提哈吉部落
    二、哈扎合拜部落
    三、吐尔逊巴克部落
    四、霍加部落和热苏勒部落
  第四节  嵌入式社会组织的生成：乌孜别克族的本土化过程
    一、经济活动的嵌入与变迁
    二、空间的嵌入
    三、嵌入式社会组织的本土化
  第五节  游牧：转场，转场，再转场
    一、抵达木垒之前的游牧转场（—1892年前后）
    二、抵达木垒到新中国成立时的转场（1892年前后—1949年10月）
    三、从新中国成立到集体化开始时期的转场（1949年10月—1958年）
    四、集体时代的转场（1958—1984年）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转场（1984年至今）
  第六节  嵌入式的游牧组织：乌孜别克族阿吾勒
第三章  游牧：乌孜别克族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乌孜别克族转场的时间与空间设置
  第二节  转场牧道上的生活
  第三节  四季牧场的生活
    一、夏季牧场
    二、秋季牧场
    三、冬季牧场
    四、春季牧场

Page 4



《游牧》

  第四节  游牧转场：从现象到本质
    一、转场是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特有的现象
    二、转场是人类文化与环境的调适
    三、转场是时空上有序的流动
    四、转场是在空间上封闭的、时间上周期性往返的流动
    五、转场与游牧：社区的流动与流动的社区
第四章  嵌入式社会组织的解组：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
  第一节  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
    一、服饰
    二、饮食
    三、居所
    四、交通运输
  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
    一、通婚规则
    二、婚姻中的仪式
    三、家庭
    四、其他人生礼仪
  第三节  民间传承文化
    一、文学艺术
    二、音乐舞蹈
    三、美术
    四、体育游戏
  第四节  科技、工艺文化
    一、花毡
    二、刺绣
    三、其他工艺
  第五节  信仰崇尚文化
    一、伊斯兰教
    二、原始宗教信仰
  第六节节日文化
    一、伊斯兰教节日
    二、传统岁时节庆：纳吾孜节（春分日）
结语
    一、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
    二、当代木垒乌孜别克族社会游牧文化的特点
    三、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游牧》

章节摘录

　　我国的乌孜别克族共有1.4万多人，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宁、塔城和乌鲁木齐以及南疆的喀什、莎
车和叶城。其中，70%在北疆，以伊宁市最多。30%在南疆，以莎车最多。南疆的乌孜别克族以商业
为主，北疆的乌孜别克族以牧业为主。　　乌孜别克族不仅是人口较少的民族，还是散杂居的民族，
分布分散，没有本民族集中聚居的县以上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因而，乌孜别克族的传承传统文
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困难度格外突出。2006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由于各种原因，有10个人口较少的民族榜上无名，其中包括乌孜别克族。　　正是在这一
年，解志伟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此前他有过在新疆的工作经历，在新疆民族
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较好的功底，对于新疆民族怀有深厚的情感，因而，他选择了以乌孜别克族社会
历史文化为研究课题。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答辩委
员会评语》写道：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选题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乌孜别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本文选择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为典型社
区，运用民族学文化变迁理论，通过对传统游牧文化变迁的探讨，发掘蕴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篇对
乌孜别克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的著作，有开拓意义。该文对木垒大南沟乌孜别克游牧文化
，特别是对于转场过程的详细描述及意义分析比较深入，论述转场是游牧社会生活的标志性事件，没
有转场就没有游牧；乌孜别克族的游牧生活是传统中的流动，定居并没有终止流动，它带来了新的流
动，这种新的流动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颇具创新性。文中提出通过建设文化生态区，发展体验旅
游，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值得肯定。　　《游牧：流动与变迁&mdash;&mdash;新疆
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是解志伟博士在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完成的。
　　&ldquo;游牧民族在流动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rdquo;，乌孜别克族传统游牧生活已发生了剧烈的
现代转型。深入细致地探讨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是本书一个亮点。　　传统文
化不是每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是各民族中有历史流传下来的那部分文化，即人们所说的&ldquo;固有
文化&rdquo;。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
地位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在价值观、
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兴趣等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文化作为
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文化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
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
。这种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所谓历史性，是指这部分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形成并
传承下来的；所谓现实性，是指这部分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继承，仍具有生命力，是一种&ldquo;
活&rdquo;文化。传统文化转型与重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之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少数民
族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高速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希望
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担忧以至恐惧传统文化很快消失。这个问题在人口较少民族中尤为突出
。　　乌孜别克族在传统文化面对现代转型的势不可当的大潮中，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传
承保护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真思考、探索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的问题
，是本书另一个亮点。作者写道：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息的家园，&ldquo;非遗&rdquo;是这一家园
的灵魂，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ldquo;发现&rdquo;乌孜别克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乌孜别克
族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
国现代社会主流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缺少任何一个民族都与上述话语不一致，这样看来，加
强对乌兹别克族展开调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后半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木
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民间传承、科技工艺、宗教信仰和节日等文
化现象及其变迁进行了分类论述，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当代社会文化的一
些特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关于变迁，本书认为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变迁所呈现的结果
是文化的碎片化；关于文化，本书认为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具有原生性、濒危性、真实性和地域
性等特点；关于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保护，笔者提出建设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乌孜别克族游牧文
化资源发展体验旅游既可以促进游牧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可以加强他们传统文化的保护。　　令人欣
慰的是，解志伟博士完成这一课题时，乌兹别克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08
年，乌孜别克族民歌《埃希来》和《叶来》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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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申报的&ldquo;诺茹孜节&rdquo;（纳吾孜节）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ldquo;诺茹孜节&rdquo;（纳吾孜节）是乌孜别克族和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
、哈萨克族共有的传统节日，表现出鲜明的&ldquo;文化间性&rdquo;，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
个重要特点。所谓文化间性，就是&ldquo;交互性&rdquo;，也就是文化的相互影响、吸收。少数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ldquo;文化间性&rdquo;，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ldquo;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rdquo;的特性。我们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仅要注意保护&ldquo;文化多样
性&rdquo;，也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ldquo;文化间性&rdquo;，以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以利于各民族和谐共处和民族团结。&ldquo;加大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
度&rdquo;，是《国家&ldquo;十二五&rdquo;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2月15日）》中提出的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项重大任务。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如何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所有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共性问题，本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富有启迪、可资
借鉴的样本，很值得一读。　　志伟的著作即将付梓，令人高兴。望志伟博士继续努力耕耘，早出新
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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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有描述乌兹别克牧民经济那段好了一小会，然后，就很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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