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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前言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
。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
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
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
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
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
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
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
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
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
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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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内容概要

《"呼图克沁":蒙古族村落仪式表演》内容简介：“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
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
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
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
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
、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
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
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
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
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
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
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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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作者简介

董波，汉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民族
音乐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先后参与主
持6个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完成2部学术专著，撰写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蒙古族独特仪式戏剧—
—“呼图克沁”》系列研究成果获内蒙古师范大学第八届科研成果评奖人文社科一等奖；《论音乐教
学生命价值取向的特征》和《内蒙古大学生对“蒙古族长调”认同态度调查》分别获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主办、江苏省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评比三
等奖和一等奖，被收入《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艺术教育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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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书籍目录

导言一、研究的缘由及其意义和思路(一)研究的缘由及其意义(二)研究问题域(三)研究思路及其分析框
架(四)本书的研究范式：描述一解释范式二、仪式戏剧——“呼图克沁”三、蒙古族村落中“呼图克
沁”个案研究方法论思考四、有关“呼图克沁”的研究成果五、本书的资料、研究理论与方法(一)本
书的资料(二)本书采用的理论与方法第一章　“呼图克沁”的历史与变迁一、“呼图克沁”称谓考辨(
一)“呼图克沁”称谓的含义(二)“呼图克沁”称谓分歧(三)“呼图克沁”名称定位二、“呼图克沁”
的源与流(一)“呼图克沁”起源的年代及缘由（二）“呼图克沁”的演变及其阶段／24第二章 象征、
信仰与意义一、角色及其象征二、信仰的文化底蕴（一）白老翁（查干?额布根）信仰／47（二）火神
信仰／48三、“呼图克沁”信仰的意义：崇尚功利的神灵观（一）“呼图克沁”信仰的传统功利神灵
观：求子与驱邪／52（二）“呼图克沁”信仰的现代功利神灵观：娱乐、认同与安慰第三章 社群、剧
场与仪式一、社群区域与剧场空间（一）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敖汉部、／66（二）历史沿革与社会
变迁：敖汉旗／70二、“呼图克沁”：一个独特的仪式剧（一）表演场合与演剧意义／77（二）祷词
分析／91第四章 “呼图克沁”艺术本体与特色一、“呼图克沁”仪式歌曲（一）“呼图克沁”仪式歌
曲短调、一长调并存的旋律风格／95（二）“呼图克沁”仪式歌曲的曲式结构／96（三）“呼图克沁
”仪式歌曲的节奏节拍／97（四）“呼图克沁”仪式歌曲的调式调性／99（五）“呼图克沁”仪式歌
曲的歌词特色／100二、“呼图克沁”仪式表演中的韵自（一）“呼图克沁”中不同场合的韵白表演
／118（二）“呼图克沁”韵白表演的特征／121（三）“呼图克沁”的韵白与好来宝／122三、“呼图
克沁”仪式舞蹈（一）仪式舞蹈种类／123（二）“呼图克沁”仪式舞蹈基本动作／125（三）“呼图
克沁”角色舞蹈／126（四）“呼图克沁”仪式舞蹈场记／138四、“呼图克沁”伴奏乐器及伴奏方式
第五章 “呼图克沁”存在的现实基础一、来自传统的力量——现阶段村民的价值观及内心需求二、来
自市场经济的力量——经纪人的出现与推动三、来自政府的力量——政策的松动与认可四、来自专家
学者的力量——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五、来自民族传统文化自觉的力量——民间艺术背后
的文化认同附录“呼图克沁”仪式歌曲一、踩街仪式歌曲二.进院仪式歌曲三、屋内祝福仪式歌曲四、
告别仪式歌曲五、仪式结束歌曲参考文献著作类论文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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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章节摘录

插图：首先，仪式戏剧“呼图克沁”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少数民族
——蒙古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仪式戏剧形式出现的“呼图克沁”，是一个在内蒙古敖汉旗
萨力巴乡乌兰召村蒙古族地区流传久远、影响最大、深受广大蒙古族群众喜爱的蒙古族戏剧。它的演
出能够延续至今，与蒙古族的信仰、生活习俗以及宗教活动密切相关，是靠宗教活动的开展来传承和
发展的。它反映这一地区、这一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又维系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发展。蒙古
族仪式戏剧“呼图克沁”是一个稀有剧种，它凝聚着本地区、本民族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反映着本
地区、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它是在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土壤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它与本族群
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蒙古族仪式戏剧“呼图克沁”是汲取、凝聚了蒙古族群众数百年
文化智慧的结晶。从传统剧本到表演形式，既通俗易懂，又优美规范，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
表和象征。它虽然也受到了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它主要是在独特的蒙古族地区生长起来的，
形成了蒙古族文化本身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在内容上，它反映了蒙古族历史
发展中形成的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相结合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在形式上，它具有综合艺术、说唱歌舞
、广场演出、观赏娱乐等鲜明的民族特征，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演剧体系。宽宏脆亮的声韵，气
势恢弘的伴唱，相得益彰的成套唱腔，介绍剧情的连珠韵白，着重写意抒情的戏剧化了的舞蹈，丰富
多样的喜剧表演等，都是富有蒙古族传统文化意蕴的技巧。它对广阔区域的蒙古族文化圈的形成产生
过一定的作用。它综合了蒙古族文化艺术的精粹，其剧目和整个艺术整体，成为我们研究蒙古族特殊
社会人文形态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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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后记

能够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中心主任方李莉研究员艺术学专业的第
一位博士生，既是缘于偶然，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在三年难忘的博士研究生攻读期间，方老师悉
心教诲，不仅帮助我顺利完成了跨越音乐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论文，而且循
循善诱，一步一步带领我步入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本书就是我在读博期间参与方老师负责的国家重
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的一个关于少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挖掘、整理的子课题
。在导师方李莉研究员的理解、鼓励下，在课题组众多师长、同窗学友的共同努力下，我所承担的这
一子课题终于得以完成。最初，我采访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乌兰召村“呼图克沁”的想法得到了课题
组的高度重视，课题组将唯一的一台摄像机借给我使用，坚定了我采访成功的信心。利用寒假和暑假
，笔者回到故乡——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跟住在赤峰市的父母说明采访乌兰召村“呼图克沁”的打
算后，得到了父母大力的支持，我下乡采访时父亲坚持要同行，他说：“我就做个兼职的摄像师吧。
”前后共四次田野调查，每一次田野调查都是父亲陪同我前往。现在我的脑海中还能够浮现出父亲背
着摄像机奔走在田间地头儿、农家小院儿、旗县文化馆的身影。尤其2005年正月，我和父亲在乌兰召
村追踪采访“呼图克沁”仪式表演期间，下雪天冷路滑，开敞篷三轮车运送“呼图克沁”艺人出村演
出的经纪人开翻了车，将车上全部艺人加上我和父亲掀翻在地，发生了有惊无险的翻车事件，而父亲
在翻车事件之后，依然毫无怨言地奔走在零下27℃滴水成冰的风雪中为我摄像；在2005年8月30℃的酷
暑中，有关节炎的父亲挥汗如雨地与我一起奔走在乌兰召村挨家挨户发放村民“呼图克沁”信仰状况
调查表⋯⋯。可以说，在我承担的西部人文资源子课题中凝聚着父亲的心血和母亲的期盼，每念于此
，我的心中感到无比欣慰的同时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担。正是由于父亲、母亲的大力支持，使
得我对于乌兰召村的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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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沁》

编辑推荐

《"呼图克沁":蒙古族村落仪式表演》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之一。

Page 8



《呼图克沁》

精彩短评

1、作者写的非常扎实，深入实地进行了多次调研，对“呼图克沁”这一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详细、
深入的描述、解释，为西部人文资源调查做出了贡献，很赞，建议大家都看看，学学作者的调查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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