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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以“诺鲁孜节”为个案

布热比亚·玉素甫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区域性传统节日。

随着时代的更迭，其参与主体、主要内容、仪式过程、文化内涵等诸维度发生改变，共享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同时被赋予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内涵。本文通过呈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诺鲁孜节的仪式过程，

探讨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涵义，以此推动我国边疆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润疆工作 , 铸牢各民族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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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

阐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2017 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

会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2] 这些论述不仅指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向，还

为学界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思想引领。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 我国作为一个多

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其传统的节日文化，这些节日文化都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

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节日源于生活，丰富多样

的节日内容是人们思想意识、生活状态、行为规范、精神寄

托等是文化在长期积淀过程中的情感表达，节日中集中展现

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元素，成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纽带，具有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诺鲁孜节现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是新疆各少数民族庆祝

春耕开始的传统新年，塔吉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

哈萨克族等民族共享的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节

日，于每年公历 3 月 21 日举行，与二十四节气之中的春分

为同一个时间点，具有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和平、团结、

和谐理念的节日。2009 年，诺鲁孜节被联合国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代表人类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国际性节日，目前全球 15 个国家，约 3 亿人共同庆

祝这一节日。[4-5] 诺鲁孜节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叫法，本

文笔者使用“诺鲁孜”节，该名称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定的统一称呼。

当前学术界关于诺鲁孜节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到节日

的生态功能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问题的研究和对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的研究

等三大类，还有学者对节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和新农村建设、旅游发展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指出诺鲁孜节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视域下对社会和谐和旅游

发展带来积极地作用。

关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与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研究中，

钟梅燕以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为载体探讨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认为彝族火把节习俗成为西南地区彝族、汉族、苗

族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媒介。曹大

明 , 陈颖探讨以湖南湘西州跳香节为例，认为在节日文化空

间中湘西各民族全面交往、深入交流、互相交融，为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实践案例。申宏浩 , 李美华

认为传统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交流的有效载体，提出通过推动

共同语言的应用、创造共同的生活环境以及充分利用互联网

等方式有效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民族凝聚力。

这些研究为学界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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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实践。

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对于诺鲁孜节功能、时代价值等

方面有相关研究，然而对诺鲁孜节作为共享文化符号增进民

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相对较少，何以将

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将之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有效载体，培育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推

进各民族群体在节日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待进一

步挖掘和研究。因此，本文拟以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提孜那甫乡诺鲁孜节活动为例，从仪式、空间、内容

等维度分析诺鲁孜节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积极作用。

诺鲁孜节作为新疆各少数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近年

来开始吸引很多内地来的游客参与节日的狂欢，提孜那甫乡

的节日活动由地方政府代表整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举办，节日活动不仅有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辖区的所有

乡、民族乡代表，还有很多从邻近的城区及内地来的游客，

大家共聚一堂一睹边疆高原地区传统节日的风采，因此，

提孜那甫乡的活动呈现出具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

提孜那甫乡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时

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和“人民卫士”巴依卡·凯迪力别

克的故乡，素有“红色之乡”“英雄之乡”的美称，周边与

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接壤，距县城 5.6 公里，全乡总面积

2061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边境线长 115.7 公里，

辖 3 个村，户籍总人口为 938 户 3550 人，有汉族、塔吉克族、

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辖区红色资源丰富，有地

区级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提孜那甫守边护边爱国教育

馆》和边防总站国门党建示范区党员党性教育基地——《巴

依卡家庭荣誉室》，其先后被评为自治区级“平安建设先进

集体”和“边防工作先进单位”，地区级“脱贫攻坚奖扶贫

先进乡”“民族团结示范乡”等荣誉称号，故而选为本研究

的田野调查点。

2. 新疆诺鲁孜节仪式过程

节日是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对彰显中华民族风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开始对优秀传

统文化挖掘、整理、拯救和继承工作。因此，诺鲁孜节不断

地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象征

新生、劳作、友好、和平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参与主体从当

地各民族群众延申到内地来的游客群体，节日内容、仪式、

群体不断丰富，进一步增加浓郁的“文化艺术”和“地域文化”

色彩，使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增加各族

群众的共同性，强化群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2.1 “引水节和播种节”

引水节和播种节在节日前两天举行，是塔什库尔干县

塔吉克族独有的迎春方式。当地民众在基层单位的有序组织

下，去通往村庄的河道边用坎土曼和铁锹撞击河道的冰雪引

水入村，因塔什库尔干县高海拔、入春晚，当地农牧民为了

不误农时，必须人工破冰引水，而这一项工作仅需一两人难

以完成，需要动员和组织全村人一起出动，共同团结才能把

水引来，这一活动是集体力量的表现。紧接着，村里的长

者换一身民族服饰带领村民来到田地里，向村民播撒豌豆、

小麦、青稞的种子，仪式目的关键在于祈求家家户户五谷丰

登、平安幸福，村民用衣服接住种子拿回家种到田地里，就

此预示着新春耕种的开始。笔者于 2024 年 3 月在塔什库尔

干县做为期三天的田野调查，据笔者访谈当地农牧民得知，

曾经引水节以村庄为单位，村民在各自村庄进行引水仪式，

当地的男性村民每天都一起去砸冰，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居

住分散、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引水耗费十几天左右，条件

非常艰苦。近年来，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适应旅游的

发展，地方政府选择离县城最近的瓦尔希迭村举行引水和播

种仪式。

除了集体活动，当地农牧民还会在家里精心准备节日

仪式，屋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并在屋子的每个角落撒上象

征吉祥之意的面粉，家里大摆筵席，亲朋好友上门相互拜年，

家里的女主人对来家拜年的亲朋好友右肩上撒上面粉表示

祝福，[6] 共同庆祝节日。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活动入场仪式

3 月 21 号当天诺鲁孜节仪式正式开幕，节日在塔什库

尔干县提孜那甫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院内举行，从清晨

开始附近的农牧民骑车、骑马、骑电动车陆续赶赴节日活动

现场，来的不仅有提孜那甫乡的村民，还有塔什库尔干县辖

区的所有乡村和民族乡的代表团队以及从邻近的其他城区

和内地赶过来的游客。上午 10 点半活动正式开幕，首先进

场的是辖区各乡村和民族乡的代表团，每一个代表团方阵都

表演节目，包括非遗表演方阵、农民画方阵、刺绣方阵、赛

马方阵、牦牛方阵等，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展

示塔县多样的民间文化形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现

场游客和观众，最后因节日具有农耕属性，在农耕活动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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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的牲畜和机械包括牦牛、羊、马队以及三轮车、拖拉机

队依次进场，将节日开幕仪式拉到高潮。节日当天当地农牧

民都身着民族服饰，脸上贴五星红旗，手持小红旗共同沉浸

在节日的狂欢。

2.3 系列活动

开幕仪式结束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院内开始同时

进行塔吉克族刺绣、传统服饰、民族舞蹈及文创用品的展示

等文旅活动。

2.3.1“高原非遗”——塔吉克族刺绣

塔吉克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是塔吉克族文化的表现，

民族习俗的象征，其形成和发展与塔吉克族的生活环境具有

密切的关系，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精湛的工艺和精美的图案，

展现了塔吉克族人民的高超技艺、智慧与创造力。因深厚的

文化内涵，2013 年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其种类繁多，图案和色彩运用大胆，种类包括十字绣、

布贴绣、套针绣及综合针法绣等，原料选择皮、毛、布、绸、

绒、丝等多种原料，这些精美的刺绣广泛应用于靠枕、桌布、

服饰等多种布艺用品上，反映塔吉克族的审美和民族特征。

2.3.2 民族特色餐饮展示

节日活动半个月前就开始在地区、市、县等地方融媒

体进行相关的预告安排和宣传，因此有许多县城、市区的商

家、当地农牧民提前过来布局，活动当天在非遗展览院餐饮

区有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美食供大家品

尝，包括抓饭、羊肉汤、烤包子、烤肉串以及柯尔克孜族恰

瓦提、塔吉克族哈斯（has）、牦牛火锅等各种本土美食和

高原美食，非常的热闹。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新

疆其他地区和民族举行诺鲁孜节时都会做“迎春粥”诺鲁孜

粥，诺鲁孜粥是节日的传统美食，一般以村庄为单位支起大

锅做粥，粥的食材由每一个家庭根据自身情况准备并将其送

到庆典场地，食材包括肉类、谷类、蔬菜类等，分别有山羊

肉、鸽子肉、兔子肉鸡肉等七种动物的肉，恰古木、白菜、

萝卜等 7 种蔬菜和小麦、玉米、黄豆鹰嘴豆等七种谷物，食

材丰富，营养价值较高。“诺鲁孜粥意为邻里团结、友爱、

和谐的人际关系，分享收获的快乐的饮食，同时教育每一个

人，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没有富贵之分，不计较付出多少，

只有在团结的集体中才能分享收获”的理念。据笔者在田野

调查发现，塔什库尔干县餐饮区并没有做诺鲁孜粥，这也许

与非遗展览院的餐饮区具有商业用途有关。

2.3.3 民族服饰展示

在非遗展览院内集中展示的还有塔吉克族民族服饰，

同时在展览院内能够看到很多塔吉克族男女老少身着艳丽

的传统民族服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塔吉克族服饰历史十

分悠久，是众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

民族服饰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体现。塔吉克服饰文化与他们

生活的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服饰包括男式、女式和儿童三

种款式，根据性别、年龄、色彩、已婚和未婚也有明显的区

别，妇女的服饰多以红色为主，颜色艳丽；男式的服饰主要

以黑色和较深的颜色为主，显得庄重，整套服饰由帽子、头

巾、外衣、裤子、裙子、腰带、毡靴、皮靴以及妇女的首饰

组成。塔吉克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其服饰独特，

在色彩上华丽、在式样上美观而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他们

长年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所以服装主要以棉、皮衣和夹衣为

主，因高原地区气候寒冷多变，四季服装并非有很明显季节

区分。但他们的服饰，从皮、毛、布、绸、绒、丝等多种原

料的选择到服饰上图案的运用布局、色彩的搭配、款式的设

计、首饰的造型和佩戴，都反映了塔吉克族的审美情趣和审

美心理，反映民族特征和民族性格，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

2.3.4“帕米尔之声”音乐节

本次诺鲁孜节活动除了各项传统体育活动外晚上还进

行“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第三届新疆喀什“帕米尔之声”

民族音乐节 3 月 20 日晚上在县城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

由专业演员表演《花好月圆》、《帕米尔女郎》、《玛纳斯》、《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经典歌曲，将整个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帕米尔之声”民族音乐节的乐舞均取材于群众生产生活，

歌颂家园、礼赞祖国，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魅力。

2.4 传统体育活动

开幕式之后，非遗广场开始举行各项富有地域特色的传

统体育娱乐活动，这些活动成为整个节日的最大亮点，包括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塔吉克族马球赛、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塔吉克族牦牛叼羊还有 5000 米速度赛马等，在广场

英勇的各民族农牧民进行友谊赛，增加了节日活动的内容。

其中，新疆塔吉克族的古老传统体育项目马球 2006 年已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这些传统体育活动

大多是在地方传统节日、农闲时节、旅游节庆、日常娱乐等

活动上举办，参赛者多为当地的农牧民为主。塔吉克族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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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羊 2010 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

国海拔最高的地区举行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牦牛大多生活

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海拔空气稀薄的地区，并且善于在

高山峻岭间驮运，素有“高原之舟”的美称。这些高原传统

体育活动激烈且精彩，令人神往，因此，有很多外地来的游

客慕名赶来专门请当地农牧民进行一场比赛，一睹牦牛叼羊

和塔吉克族马球等比赛，一睹体育赛事的风采。

3. 诺鲁孜节中的交往交流交融

诺鲁孜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节庆仪式，通过节日活动、

寓意反映与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的密切联系，只

有深入了解诺鲁孜节追求的价值理念，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社

会功能，为社会正向发展带来正面影响。诺鲁孜节作为一个

多民族共享的区域性节日，节日意义不仅在于传承地方传统

文化内涵还成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和睦共处的重要

载体，为新疆以节为媒、以节交友、以节促旅搭建良好的平

台，成为当地政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载体，发挥着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3.1 经济发展：各民族的驱动力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许多地方传统节日

的经济功能越来越突出，诺鲁孜节也不例外。目前，地方政

府通过举办诺鲁孜节相关活动包括节日仪式、音乐节、赏杏

花等方式结合旅游与传统节日的融合，成为吸引外来游客了

解新疆、认识新疆的对外宣传窗口。

随着旅游节庆和民俗活动的宣传和发展，地方游客数

量猛增。据统计，塔县旅游接待人数从 2012 年的 30 万人次

和 0.54 亿元分别增长到 2022 年的接待游客 69.83 万人次，

旅游收入 3.72 亿元；2023 年接待游客 136.15 万人次，旅游

收入 9.803 亿元；2024 年 1-5 月，接待游客 45.87 万人次。

旅游热成功带动塔县农牧业稳产增产、服务业提质增效、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由上述统计数据可

知，塔什库尔干县自然景观和特色传统节庆同时有力促进当

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改善农牧民的经济生活。据笔者访谈，

诺鲁孜节活动期间有很多疆内外的旅行社负责人进行踩线

活动，之后他们要设计特色旅游路线供给旅游市场，更好的

发挥传统节庆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传统节庆诺鲁孜节不仅

带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开发和发展，还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

往来，使经济发展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驱动力之一。同

时，通过对传统节日内涵的开发和创新型传承将其成为各民

族之间互动、增进了解的载体和桥梁，为各民族增进彼此之

间的了解，深化民族之间的关系，淡化民族边界，为各民族

相互接纳和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

3.2 节日仪式：民族交流的助推器

近年来，新疆积极开发和打造贴近各族人们生活的传

统节庆，使当地各民族群众广泛参与其中。在各民族交流沟

通的平台上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文化

共生互鉴形态的形成，通过共享传统节日，各民族的联系日

益紧密，互动交流更加频繁，对彼此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

了解和认同不断加深。节日文化空间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场 ,

既可从空间的角度消减族群区隔 , 也可拉近族群距离 , 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架起互通的桥梁。节日仪式活动中，跳塔

吉克族民族舞的环节，大家自愿加入到塔吉克族之间与他们

一起共舞，学习和模仿塔吉克族的舞蹈，积极了解塔吉克族

民族舞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通过舞蹈各族人民进行更直

接、更高效地社会交往，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心里

距离。节日当天除了举行大型的公共节日活动之外，农牧民

还会三五成群到亲朋好友、兄弟邻里家里做客拜访，其中不

乏同一村庄不同民族的家庭到彼此家里串门拜访互贺节日，

这一节日行为促进彼此之间的邻里和朋友关系之外，促进更

深层次的民族交往交流，形成你来我往的良好社会环境，有

助于建设和谐多元的社会结构。

3.3 共享节日：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

节日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各民族对彼此的历史、

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民族性格等认知不断增强 , 获得

切身感受 , 滋生民族交往情感 , 形成民族交往态度 , 引导民

族交往行为。新疆诺鲁孜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容和

形式不断丰富，当前在塔县举行的诺鲁孜节活动中，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览院所在的提孜那甫乡是“时代楷模”拉齐尼·巴

依卡和“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的故乡，拉齐尼和

巴依卡父子爱国戍边的先锋故事代代相传，他们家祖孙三代

不畏艰险 72 年风雪戍边的故事传遍全国内外，拉齐尼舍己

救人的英雄壮举更是感动全国无数军民，在展览院内有纪念

拉齐尼的地区级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提孜那甫守边护边爱国

教育馆，节日活动场地非遗展览院同时成为深入挖掘和展现

塔吉克族爱国爱党，赤胆忠诚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故事的场

域。这一系列爱国爱党爱疆的故事在节日场域中的展现将更

进一步丰富节日文化内涵，尤其是增进外地远道而来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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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塔县和塔县人们的初步了解，这种正面的引导和认识会为

塔县促进民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积极意义。

4. 结语

总而言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是实现各民

族在生产、生活、文化、空间、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

的嵌入，形成各民族之间相互欣赏、愿意欣赏，相互了解、

愿意了解的心理基础十分重要。2020 年，党的第三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文化润疆，文化润疆工程是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稳步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诺鲁孜节作为共享传统节日不仅为社会提供了

休闲娱乐的功能，更多的是以节日为载体“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丰富和

夯实中华文化体系的大背景下，诺鲁孜节因其多元文化互动

和各民族融合发展的特点为我们提供既能展现新疆多元民

族文化的实践窗口，还增强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优秀文

化，使其成为推进文化润疆工程的重要载体和纽带，为新疆

从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视角审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

践提供新的思路，这对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意

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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