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展现中国少数⺠族⾳乐的原⽣态性及⺠族特

性，库客⾳乐奔赴全国，采集录制了55个少数

⺠族的近600⾸原⽣态⺠歌⾳频，为研究我国⺠

族⾳乐⽂化提供了⾮常珍贵的第⼀⼿⽂献资料。

库客⾳乐将分语系介绍各少数⺠族的⾳乐，邀⼤

家⼀起感受原汁原味的⺠族⾳乐魅⼒。

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

族，适⽤⼈群约2亿多，主要集中于中亚及其附近

地区。  今天要介绍的是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

克族的传统⾳乐。

赫  哲  族

赫哲族是我国⼈⼝最少的⺠族之⼀，共5000多⼈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赫哲族属阿尔泰语系

满-通古斯语族满语⽀，⽆⽂字，通⽤汉⽂。赫哲

族是多源多流的⺠族，在漫⻓的历史发展中，它

吸收了⼀些通古斯满语族、蒙古⼈、东部沿海及

⿊⻰江流域某些⼟著居⺠的成分，⼜与汉族有着

共同的历史渊源，是历史悠久的⺠族融合体。赫

哲族⻓期⽣息繁衍于⿊⻰江、松花江、乌苏⾥江

三江流域的⼴⼤地区，因此渔猎⽣产是其重要的

⽣产⽅式，此外也耕种少量⼟地。萨满教曾经是

赫哲族主要信奉的宗教。

赫哲族传统⺠族⾳乐由⺠间⾳乐和宗教⾳乐构

成。⺠间⾳乐包括⺠间歌曲、⺠间歌舞、说唱⾳

乐、器乐⾳乐四种；宗教⾳乐主要指萨满歌舞，

在萨满祭祀或请神驱⻤时演唱。赫哲族⺠歌在其

传统⾳乐中占有重要地位，赫哲⼈称为“嫁令

阔”（⼩调、⼩曲）。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

“嫁令阔”可分为渔歌、猎歌、情歌、悲歌等⼏

种，涉及号⼦、⼉歌、⼩调等体裁。通常“嫁令

阔”由五声⾳阶构成，曲调优美抒情，以宫、徵

调式为主，节拍⽐较固定，但歌词多即兴填词。

“嫁令阔”的衬词⾮常有特点，主要使⽤“赫呢

哪”“啊啷赫呢哪”“赫赫呢哪”等特性虚词，

这些词既可以独⽴填充全歌，也可穿插于歌词，

特性衬词“给根”常⽤于歌曲结尾处。流传较⼴

的《乌苏⾥船歌》就是⼀⾸根据赫哲族“嫁令

阔”改编的歌曲。

“哈康布⼒”是赫哲族⺠间传统的歌舞形式，意

为天鹅之舞。舞蹈时舞者两臂如天鹅两翼般张

开，时⽽模仿天鹅发出嘎嘎的叫声，伴奏的歌曲

多由“伊玛堪”曲调改编⽽来。“伊玛堪”是深

受赫哲族喜爱的传统说唱、叙事形式的总称，演

唱时不⽤乐器伴奏，曲调也较为⾃由，多为⼀曲

多⽤，唱词内容以英雄传说、爱情⽣活、劳动⽣

产为主。每⼀段“伊玛堪调”都以衬词“阿郎

⸺”的拉⻓吟唱开始，旋律性较强，随后转到

具有吟诵性的段落，最后⼜以歌唱性的曲调结

束。这是“伊玛堪”艺⼈历来遵循的“良好的开

端”和“完满的收尾”的最直接体现。赫哲族的

器乐⾳乐较为质朴简单，传统中只有萨满使⽤的

单⾯⿎和⼝弦两种。

  库客⾳乐录制的赫哲族天籁唱⽚   

录制时间：2012年8⽉       

录制地点：⿊⻰江同江市街津⼝赫哲族乡

收听⽅式：扫码收听

专辑号：KUKE5644

<<< 左右滑动，查看专辑单曲详情 >>>

1.  《我的家乡多美好》     

演唱：尤俊丽

⾼⾼的⼭   清清的⽔

朋友来了先烧⽔   打来猎物表⼼肠

2.   《⼭⾥红熟了》     

演唱：尤⽂凤

⼭⾥红熟了   ⼭⾥红熟了

满⼭红红的果⼉

酸美⽢甜   ⽢甜酸美    

多么可爱

3.   《渔歌》（想阿哥）

演唱：尤俊丽

⼩妹妹找阿哥问阿哥   打的什么⻥

打的是起伏的⻥   还是咬汛的⻥   还

是顶⽔的⻥

鄂  伦 春 族

鄂伦春族主要⽣活在我国东北⼀带，即内蒙古、

⿊⻰江等地，是我国⼈⼝最少的⺠族之⼀，只有

9000余⼈（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鄂伦

春”是本⺠族⼈的⾃称，意为“⼭岭上的⼈”或

“驯⿅的⼈”。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同源，是从

鄂温克中分出来的⼀⽀。鄂伦春族属阿尔泰语系

满 -通古斯语族，⽆⽂字，⼀般通⽤汉⽂，信仰

原始萨满教。鄂伦春族的传统⽣产⽅式以狩猎为

主，捕⻥为辅，上世纪50年代后鄂伦春⼈逐渐定

居，并开始从事农业⽣产。

鄂伦春传统⺠族⾳乐分为⺠间⾳乐和宗教⾳乐两

类。⺠间⾳乐中最丰富多样的是⺠歌，有反映⺠

族历史、狩猎⽣活的，有赞美⾃然环境、赞美新

⽣活的，还有与爱情和祭祀有关的。鄂伦春的⺠

歌⼏乎都采⽤五声⾳阶，以宫、⽻调式居多，歌

词不固定有较⼤的⾃由度，即使是同⼀⾸歌在不

同的地区歌词也不尽相同。鄂伦春⺠歌的押韵⽅

式也较为特别，通常多⾛头韵，即每段歌词的第

⼀个字完全相同或相近，形成类似“排⽐句”的

结构⽅式。

按照体裁，鄂伦春⺠歌可分为⼭歌⼩调类（“赞

达勒”）、叙事歌曲类（“摩苏昆”）以及歌舞

歌曲“吕⽇格仁”等。“赞达勒”使⽤的衬词较

多，甚⾄专⻔有⼀类只⽤衬词演唱的“赞达

勒”，其曲调或⾃由⾼亢，或温婉舒畅，具有⼭

歌的艺术特⾊；另⼀类“赞达勒”曲调平和、节

奏规整，尤如⼩调类歌曲。“摩苏昆”在实际演

唱中要夹杂说⽩，因此也具有某些说唱⾳乐的特

点，曲调较为单⼀，多为分节歌式。“吕⽇格

仁”是鄂伦春传统的群体性歌舞形式，其节奏⽅

整，呼号刚劲，曲调明快豪放，众⼈⼿拉⼿围着

篝⽕，⼀领众和地按照圆圈形状边歌边舞，歌舞

时⼈们常喊着“罕拜，罕拜”来助兴。鄂伦春的

舞蹈和⾳乐通常是结合在⼀起的，逢歌必舞、有

舞必唱是鄂伦春的⺠族特点之⼀，体现着乐观向

上的⺠族精神。鄂伦春的⺠族乐器较为单⼀，主

要有⼝弦、狍哨、⿅笛、⼿⿎等。

萨满调是萨满在进⾏请神、跳神等宗教活动时所

唱的祷词、咒语的曲调，具有仪式性。鄂伦春萨

满调的演唱⼀般由⼤神萨满击⿎主唱，⼆神萨满

或群众帮唱，整个仪式充满神秘的⽓氛。由于萨

满教属于原始信仰范畴，萨满歌曲也可归于⺠间

⾳乐类。

  库客⾳乐录制的鄂伦春族天籁唱⽚   

录制时间：2012年7⽉        

录制地点：内蒙古呼伦⻉尔的鄂伦春⾃治旗

收听⽅式：扫码收听

专辑号：KUKE5640

<<< 左右滑动，查看专辑单曲详情 >>>

01.《回忆过去》   演唱：内淑梅（奎

⼒河部落，⼲奎流域）

⽩天看太阳   晚上看着⽉亮星星   ⼤森

林⾥居住的   从⼀个部落到另⼀个部落  

挨饿的⽇⼦过去了   住在仙⼈住中

02.《美丽森林》

演唱：内素梅

站在⾼⾼的⼭顶上   歌声传遍四⾯⼋⽅

到处回荡着我的歌声   站在榛材林⾥歌

唱   在⽩桦林中边⾛边唱

03.   《⼭清⽔秀》    

演唱：满珠⾦（⽢奎部落）

在⼭顶上边唱边采榛⼦

在⽩桦林⾥采桦树⽪

在松树林中采松树⼦

04.  《坐在⼭脚下歌唱》   

演唱：阿宝珠（⽢奎部落）

以前鄂⼈的⽣活很贫苦

现在的⽣活好了

少喝酒   好好过美好的⽇⼦

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是我国东北历史最为久远的原住⺠族之

⼀，主要聚居于我国的内蒙古、⿊⻰江等地。中

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为3万多⼈（2021年中国

统计年鉴）。“鄂温克”是本⺠族⾃称，意为

“住在⼤⼭林中的⼈们”。根据研究，鄂温克族

先⺠居住在⻉加尔湖东北和⿊⻰江上游⼀带的⼭

林中，以渔猎及饲养驯⿅为⽣，其族源与北魏时

期的“北室⻙”“钵室⻙”有关。鄂温克族有⾃

⼰的语⾔，⽆⽂字，通⽤蒙古⽂和汉⽂。⼈们以

牧业、农业为主要⽣产⽅式，⼿⼯业中以桦树⽪

制作的⼯艺品最为精美。

鄂温克族传统⾳乐可分为⺠间⾳乐和宗教⾳乐两

种。⺠间⾳乐包括⺠间歌曲、歌舞⾳乐、器乐⾳

乐等。⺠歌是鄂温克传统⾳乐中最为丰富的⾳乐

品种，“赞达拉嘎”是本⺠族对⼭歌与⼩调类⺠

歌的统称，节奏舒展、曲调悠扬婉转，具有豪

爽、粗犷、严谨、细腻的艺术特点。由于流传地

区的不同，各地的“赞达拉嘎”也有所不同，体

现出地域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奴克该勒”是鄂

温克本⺠族对⺠间歌舞的称谓，这种表演形式边

歌边舞，⽆乐器伴奏，曲调结构⽅整，节奏具有

律动性，紧密配合舞蹈动作，歌词多表达思念和

赞美之情。  

 宗教⾳乐主要指与萨满教有关的⾳乐，本⺠族

称“萨满呢伊若勒”，即萨满教仪式中使⽤的各

种曲调，分为萨满跳神歌和祭祀祈祷歌两类，演

唱时通常由⼀位萨满⼿持单⿎主唱，由助⼿或群

众伴唱，其⾳乐结构较短⼩，节奏强烈，旋律中

⼤跳⾳程较多，具有吟诵性。

  库客⾳乐录制的满族天籁唱⽚   

录制时间：2012年8⽉        

录制地点：内蒙古呼伦⻉尔鄂温克族⾃治旗

收听⽅式：扫码收听

专辑号：KUKE5643

<<< 左右滑动，查看专辑单曲详情 >>>

01.  《枣红⾊的骏⻢》          

演唱：宝⾳

歌词⼤意：

讲述⼀个关于兄弟骑⾛了⾃⼰⼼爱的

⻢，却再也没把它送还回来的故事。

“我的兄弟骑⾛了我⼼爱的枣红⾊骏

⻢，我⾃⼰却从远⽅⾛着回家……”

02   《雅鲁河》   

演唱：特⽊尔孟和

所有的鄂温克族⼈都对神圣的辉河充

满敬意     河⽔也哺育了⼈们       那⾦⻩

⾊特别⼲净的流淌的辉河

03.  《初升的太阳》

演唱：  宝⾳

初升的太阳不会被云雾遮挡

正在年轻⽓盛的年纪

被迫为政府从军

⺠族⾳乐灿烂多彩，下期我们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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