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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则克台村调查(哈萨克族)》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调研项目“村庄系列”调查之一。
该调研系列的主题是通过调查典型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映56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书针对哈萨克族则克台村的历史变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景式调查研究
，以展示该村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本书由杨思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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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哈萨克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　　则克台村哈萨克族自古是一个游牧民族，发展出独具特
色的游牧文化，表现在村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在牧业生产之外，出现了农业和工业，以及定居生活方式的形成，则克台
村的游牧文化出现了现代化的趋势。
　　首先是游牧文化在定居之后出现了巨大变化。
游牧民住毡房，而定居需要修建固定地点的房屋。
在则克台村，除了夏牧场放牧时可以大面积见到毡房，从事农业和工商业活动的那部分人口都居住在
固定的房屋里，而且收入较多的家庭房屋修建得非常漂亮和气派，建筑文化在这个曾经的草原民族中
发展起来。
沙阿村牧民更多从事牧业，因而在房屋建筑方面保留了较多的游牧文化特点，这既表现在夏牧场仍保
留了毡房，也表现在一户有多个居住地点上，还表现在房屋建筑户与户之间的较为分散上。
到过沙阿村的人会觉得它不像一个村庄，很少有两户紧挨着的，与此相应，村庄内部道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必然落后。
但是，即使是沙阿村，牧民基本上定居下来，各家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住所。
　　饮食文化的变化就更大了。
则克台村的哈萨克族村民不少信仰伊斯兰教，.在饮食上属于清真文化。
但是清真食品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过去都是吃牛羊肉和乳制品，手抓肉是一道美味，马奶酒更
是令人陶醉，但自从农产品出现后，蔬菜、土鸡、瓜果等也开始上桌。
主食结构也从肉食转变为肉食和淀粉相结合，哈萨克族人做的馕很有名，吃法也不同于维吾尔族。
试想，如果没有农业的出现，没有小麦和玉米的种植，不可能做出精美可口的馕来。
此外，像塔尔米，也是哈萨克族人的美食，这也是一种粮食作物。
　　服饰文化的变化就体现出工业文明的影响，也体现出商业时尚的引领。
除了节日和重要场合，哈萨克族人穿着传统服饰外，平时穿着和汉族没有太大区别，外地购进的服装
、鞋帽在则克台村有很好的市场就很能说明问题。
本来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男子习惯戴号帽，现在除了进清真寺，平日很少戴了，但妇女戴头巾还
较为普遍。
至于上学的孩子和年轻人，他们则追赶城里人的时髦，流行服装是他们平日主要穿着，传统服饰很少
穿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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