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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族语言处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包围圈中,语言受到了周边民族语言的影响。通过对民和、互助两大土族方言区节庆词汇的比较研究,

有利于认识该民族的群体生活、生产习俗、礼仪规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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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和县概况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的最东部地区,湟水河下游。总人口

约42万(2011年),民族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土族、藏族等。

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46%,土族约占15％。民和县土族主要分布在(“桑

布拉”川)地区,这一带包括官亭、中川、峡口、杏儿、前河、甘沟等乡(镇)。
[1]
该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址、喇家遗址等,其中喇家遗址

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黄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是我国首次发掘

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著名的“临津古渡”就在遗址西南7公里处,亦名“官

亭渡口”,是历史上连接两地的要津,现在在古渡附近修建一座名为“大河

家”的跨省大桥,是青海进入甘肃的重要通道之一。 

2 互助县概况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市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

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

邻,东南与市政府乐都区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区相望,西靠西宁市

大通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城东区、城北区相接。
[2]
截至2011年,互助土族

自治县总人口为370540人,其中土族62745人,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

是土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互助,曾是古羌人的居住地,在历史的发展

中又融入了吐谷浑、藏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的文化,这一切都显示了

互助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土族语言概况 

土族语与黄河南岸的保安语、东乡语和东部裕固语相近,他们都属于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由于土族人大分散小聚居,在多民族的青藏

高原上,形成了许多很难相互往来的故乡僻土,其语言内部明显形成了各

大方言区。可以划分为两个方言区,即互助、乐都以及天祝等地的土族话

属于一个方言区,此方言区操这个方言的人约有十多万；民和的土族语属

于一个方言区,此方言区操这个方言的人约有五万余,我们分别称作互助

方言和民和方言。民和方言多受汉语影响,互助方言兼受汉、藏语影响。

随着土族和各民族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其他语言的词源源不断地进入土

族语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土族语,也使其精神文化随之发生变化。 

4 民和互助土族语节庆文化词汇比较 

节庆是一年中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中所举行的庆典活动,是各民族人

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活动,而节庆文化是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族的节日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土族特有的节日,

例如纳顿节,是土族民众庆祝丰收,传授农务知识的展示性节日；二是时令

性的节日,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等；三是民族群众交流集会性的节日,

可以称为民间集会,例如六月六、花儿会。可见,不管土族哪种节庆活动,

反映的是土族人民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知识的学习、积累、传承、交流、丰

富和发展。 

4.1土族传统节日—纳顿节 

纳顿[natu],土族语意为玩耍、娱乐,与蒙古族“那达慕”谐音同义。

纳顿节最早在青海民和三川地区流行和发展的,是土族中比较重要的节

日。在民和地区,纳顿节规模庞大,时间之久,它是从农历七月十二开始一

直持续到农历九月十五,历经两个月之久,涉及的区域覆盖了整个土族聚

集的民和三川地区,故被称为世界最长的狂欢节。纳顿节举行的主要活动

主要有搭头、报喜、唱喜讯、打杠子、面具舞、合会手等。“搭头”是纳

顿开始之前,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场汇报参加纳顿的村庄、人数,表达举办

纳顿庆丰收的美好期颐。“报喜”则是汇报今年五谷丰登情况,接着是“唱

喜讯”,这是“报喜”的延续,以歌唱的形式赞颂当今丰衣足食,安宁康健

的生活。随后是“打杠子”、“摆阵法”,村民两两持棍表演对打、三五成

群摆乾坤八卦阵、众人共摆一字长蛇阵,其表现的内容是古代军队摆阵练

军的场面,反映的土族远古先民重视强身健体,崇尚武力的观念。面具舞是

整个纳顿的高潮,面具舞《庄稼其》(其,土族语中是对长期从事某项事

业的这类人群的专指,意为师傅或匠人,庄稼其意为庄稼人)。庄稼其是

由六人参演,六人分别戴着各自表演角色的面具,即一对老夫妻,跟在身

旁的儿子儿媳,犁耙前的两头耕牛。故事情节是老人家的儿子重商轻农

不愿种地劳作,老人为了让儿子知道农业立本的重要性叫儿子去田间劳

作。表演由此展开,一家人在田间劳作,不料儿子将耕犁架反,老父亲当

场训诫儿子并指导他如何正确架犁的方法。整个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动作

夸张,生动形象,将土族人民朴实的生活场面演绎的活灵活现。可见,农

耕文明在民和地区的土族生活中已根深蒂固。另外的面具舞蹈节目是从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选取人物和情节改编演绎而成,如《三将》

和《五将》。舞蹈中的“三将”指刘备、张飞、关羽、“五将”指刘备、

张飞、关羽、吕布、曹操。这些人物都不是土族民间文学《格萨尔王》

中的英雄人物,而是土族在接触汉文化之后,三国英雄人物逐渐融入到

纳顿面具舞的表演之中,从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三国文化对于民和三川

地区地区的影响。另有舞蹈《打虎将》,显示的是土族先民同祖先大自

然顽强斗争的活动。 

而在互助土族地区的纳顿节是因政府重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为推进

民族地区经济而逐渐兴起的,被称为“安昭纳顿节”。安昭纳顿节一般在七

月中旬举办的文化艺术节上隆重举行,它成为了宣扬土族文化,拉动地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其中最精彩的活动是跳安昭舞,身穿土族传统服饰

的土族儿女围成大圈欢快起舞,参与安召舞的人从几十到上百不等,其他

民族的民众也可参与其中,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构成了一片欢乐和谐的画

面。这种载歌载舞的圆圈歌舞形式跟藏族锅庄舞的形式相近。 

4.2吸纳与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 

春节、端节午、中秋节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确切说是汉民族

的节日,但在土族地区这些节日因注入了土族的文化特色,有旧瓶灌新酒

之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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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民和互助地区称为“过正月”,对于土族来说,过正月是继纳顿

节后比较隆重的节日。从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之日开始准备,在腊月二

十九前完成“夹檐收”(意为除尘)杀猪宰羊、备齐年货、蒸枣糕炸年馍。

土族的过正月最重要的日子是大年三十这天,这天同宗族的年女老少在指

定的一家中集会,妇女们拿出自家的蒸馍、炸馍,相互比较谁的花样多,谁

的技术好,小辈则向长辈敬上酩馏酒,送上新年的祝福并会向自己的长辈

们分享一年的收获或者工作生活情况,酒足饭饱之余载歌载舞,唱起“道

拉”(意为唱啊),道拉的内容多是赞亲友和睦,盼新年顺遂,祈开春播种顺

利。可以说,大年三十是土族人民对一年生活的总结,维系起了一年奔波在

外亲友间的亲密感。白天在叔伯家过完三十,下午各自回到家中准备年三

十的吃食。以前土族在年三十晚上吃长面条,意为长命百岁,现在也吃饺

子。年三十的晚上要尽量多吃,因为有守岁之后谁的体重最重谁的福气最

多的说法。子夜过后在院落中间点一堆火,表示祛除身上的衰气,随后在爆

竹声声中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正月初一赶太阳出升前大人要到庙里去添

灯油,孩子们成群结队到长辈家拜年。互助土族的新年中则多了跳安昭舞

集福气,荡轮子秋(荡秋千)可祛腰痛病的习俗。 

端午节,民和互助地区称为“过当午”(从汉语端午的发音音变而来)。

土族世居在青藏高原地区,离屈原与粽子是何其遥远啊,但现在过当午在

土族民众心中很重要。这跟现代学校教育的普及,民族文化交流的频繁、

市场经济的催化是分不开的。土族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会把家中盛水的器

皿装满水。相传在当午这一天,青蛙、蟾赊(民和土族语称“忙得给”,互

助土族语称为“吧娃”)会沉在水里不出来,民和土族地区要在这天供清水。

说明土族有敬水、敬蛙的习俗,这可能跟土族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可

以休养生息的地方息息相关,因为看见蛙类动物说明离水源很近了。过当

午离不开出自心灵手巧土族阿姑之手的“出包儿”(意为荷包、香包)。这

些荷包使用五颜六色的绸缎作面料,里面会填充香草药粉,缝制出十二生

肖式样,花鸟鱼兽式样,农作器具式样(簸箕、茶壶)等,其寓意为吉祥安康。

其中给长辈缝制的“羊心”荷包,据说端午挂胸前有预防心脏病的功效,

这种说法与古代“羊”羊取“阳”谐音相关,因为太阳赋予万物生命活力。

再论土族地区端午节的吃食,跟当地的汉族一样五月初五这天要吃凉面、

烙韭菜盒子、凉粉。跟中原地区端午节吃粽子怀屈原不同,土族地区的端

午节多了一丝尊重自然,祈福安康的文化因素。 

4.3族际交流的集会—花儿会 

花儿会更像是青海各民族为了交流交际约定俗成的一个节日。农历六

月,是青藏高原最有生机的时候,澄澈入洗的晴空下,百花齐放,铺天盖地

的金黄色油菜花为高寒缺氧的大地增添的生机活力。到处是花的海洋,到

处是歌的会场。六月初六这天土族与比邻相居的藏、汉、回等民族聚集在

山清水秀的流旁、林荫间以“花儿”(青海民歌小调)会友,创造了族际交

流的机会。在互助丹麻乡,于每年农历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唱青苗戏,远近

群众赴会看戏,故称“丹麻戏”。丹麻会这天,土族群众身着色彩艳丽的民

族服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丹麻会场上,大家喜笑颜开,游人三五成群以歌

会友,在草坪上、溪流旁、林荫间围成大规模不一的圈子,进行花儿对唱,

用高亢嘹亮的歌声赞颂大自然的馈赠,表达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届时各民

族成群结队前往会场,一曲花儿小调抹去了民族间的隔阂,为地区的安定

繁荣打下了隐性基础。 

5 土族节庆文化的特点 

5.1土族节庆文化的丰富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交流息息相关 

对民和、互助两大方言区节庆词汇进行比较后发现,两大方言区的土

族文化都呈现多元文化融合的形态。民和纳顿中出现“三将”、“五将”,

折射出的是土族文化受汉文化影响很深,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人民

在学习汉族文化的行动和思想上会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而互助土族文化的

多元性体现在它既吸收了汉文化的精髓又融合了藏文化。例如纳顿节跳安

昭舞采用了藏族锅庄舞的形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许多现实问

题迅速全球化,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人们迫切需要

了解不同民族在解决诸多现实问题方面的共性和个性特点与途径。为此,

就必须消除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误解,这就需要为人们提供相互了解

属于交际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特点、方法和途径,已达

到彼此了解、互相尊重、触及合作的目的。
[3]
 

5.2土族节庆文化既有民族性又具有地区性 

纳顿节的起源于民和三川地区,而互助地区的纳顿节的安昭舞表演形

式是土族与该地区的藏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时吸收过来的。可是,民和互助

的土族并没有受区域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民族心理,而是基于共同文化上

建立了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从土族过汉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汉民族传统习俗在青藏高原地区本土化了,端午节包粽

子赛龙舟缅怀屈原的文化涵义淡化了,而是以绣荷包供清水的方式表达敬

畏自然、祈福安康之意。 

5.3土族节庆文化反映了土族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 

语言,特别是语言的词汇,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社会文化风貌及其文化

观念变化。因为语言的词汇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定型单位,

折射出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状况,而且有的词语在其语言中的分布密度,

是由那个民族社会生活及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所决定的。比较民和互助

土族节庆词汇可发现反映游牧文化的词汇很少,而在节庆词汇中的“纳

顿”、“庄稼其”反映的是农耕文化在土族社会文化中是成主流。 

6 结语 

民和互助地区的土族对土族节庆文化的态度正如他们地域名称一样,

“互助”即为互助传承发展,“民和”即为共创民族和谐。土族民众的生

存环境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可是节庆文化作为土族民族性的根本文化,

其仍以其顽强的稳定性传承着土族先人留给后世认识世界的观念与方法,

把民族生存根本、世界观、社会观乃至人生观以文化积淀的形式传承下来

了。面对变化纷呈的生存环境,土族人勇于自我反省,积极与周边民族交流

学习,和谐地处理了继承和变迁的关系,土族民众会在新的文化发展征程

中不断思考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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