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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杈、锹，以及水斗、木桶、油
灯……讨思浩村民俗陈列室里一件件
老物件，再现了大青山脚下古村落“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
食”的农耕场景。

讨思浩村始建于明代，北依大青
山，村南一条向东西延伸的故道，如今
已是宽敞的柏油马路，叫呼和塔拉街。
村里几棵300多岁的老榆树，见证历史
沧桑，依然郁郁葱葱。“以前麦收后，村
里就唱大戏，戏场是讨思浩村的庙院，
当时庙院内有7棵大榆树。村民们在
树阴下看戏，很是惬意。”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文化协会秘书长高金贵说。

古村落农家旧院里的石碾留存至
今，奶奶时常带着孙子去石碾旁转
悠。熟知保留的不仅仅是石碾，是一
种念想，一种回忆。

叶落归根，一年又一年。奶奶的
红色梳头匣子传给了妈妈，爷爷用过
的木锹、木桶、水斗、木杈静静地立于
院落的一个角落。这些木质的生产工
具早已换新。老物件默默地渐行渐
远。

窗台上的煤油灯，木桌上的算盘，
木质脸盆架上锡质脸盆，这些曾经附
着老百姓情感的老物件，使那一段段
往昔渐渐清晰，慢慢温暖。这些老物
件，跟人久了，年代远了，就沾染了人
的灵气，那圆润、平滑的表面，让人能
够感受到它的气息。

高金贵感慨道：“大抵每个人都有
恋旧情结。旧，代表着一种情怀。如
轻拢慢捻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
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
几时回？’睹物思人，感慨‘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
徘徊。’当落日西去，总是怀念晨曦的
美好。唯有老物件，才是岁月的见
证。”

大青山脚下的古村落仍保留着纯
朴的民俗民风。展厅内近百个老物
件，大多数是村民捐赠的，似乎向人们
诉说着曾经的沧桑岁月，见证了古村
落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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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麓山脚下的兴蒙蒙古族乡杞麓山脚下的兴蒙蒙古族乡。。

身着“三叠水”服饰的兴蒙蒙古族妇女。

蒙古人历滇750年纪念牌。

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展览馆。

兴蒙蒙古族乡的小学生演奏马头琴。

兴蒙蒙古族乡那达慕大会舞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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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有5400多名蒙古族群众聚居在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落籍云南的这一支蒙古族有着久远而独特的历史文化。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的
征西大军进入云南，驻守在云南的蒙古军被击溃，四散各地，融入其他民族中，唯有镇守通海曲陀关的部分蒙古族官兵逐步汇聚在杞麓湖西
岸，繁衍生息到现在。虽然离开草原几百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兴蒙蒙古族乡依然保留着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那达慕盛会，成
为云南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与云南各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中，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兴蒙蒙古族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
族文化和民风民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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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境内有一座山，叫
杞麓山。山脚下的湖泊宛如明镜一般，映出蓝的
天，白的云，红的花，绿的树，被称为杞麓湖。“杞麓”
是蒙古语，意为“石头”。

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语

4月中旬，走进风光绚丽、春意盎然的兴蒙蒙
古族乡，只见白阁村村头矗立着一座蒙古人历滇
750年纪念碑骏马雕像，白墙灰瓦的建筑错落有
致，老房子的木格子门窗上、房檐下刻画着云朵图
案和古老图腾，妇女们身着“三叠水”民族服饰泛
舟湖上，人们用独特的喀卓语相互交流着……自
元朝以来一直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在与云南各
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中，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
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
民风民俗。

兴蒙蒙古族乡副乡长期秀芬说：“杞麓府、杞麓
山之名称源于蒙古语。我们现在使用的喀卓语中，
鼓、星、路、纸烟、树叶、耳朵等词语跟北方蒙古语的
读音和意思完全相同。”

据期秀芬介绍，喀卓是兴蒙人的俗称，喀卓语
是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语，它既保留着部分北方蒙
古语，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部分兴蒙语，同
时也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的部分语言，因此形成了
融北方蒙古语、兴蒙地方语、土著语、汉语等为一体
的独特的兴蒙喀卓语。

在与期秀芬等人的交流中了解到，喀卓语的语
言系统的短元音、辅音及语法结构均与北方蒙古语
相同，词汇保存着部分原有的蒙古词语。数百年来，
他们用世界唯一的、只通行在兴蒙蒙古族乡5400余
名蒙古族中的兴蒙蒙古语，讲述着草原游牧部落迁
至滇南的历史和他们适应环境、建设美丽家园的感
人故事。

“我虽然不会讲蒙古语，但我深深地爱着草
原……”从兴蒙蒙古族乡政府蒙汉文牌匾，到学校、
公司、酒店的名称都用蒙古文翻译，还有许多居民
门口贴着蒙古文对联，都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他们对
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守。当地居民杨晓钢对记
者说：“虽然看不懂这些蒙古文对联，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传统蒙古文。”

从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

“历史的原因，环境的变迁，760年来，这里的
蒙古民族在杞麓湖上乘船捕鱼，围湖垦田，经历了
从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但仍传承并发扬
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和民风民俗。”期秀芬介绍说。

翻开《兴蒙蒙古族乡志》，首页这样介绍：兴蒙
蒙古族乡是云南唯一的蒙古族聚居乡，位于云南
省通海县杞麓湖西岸杞麓山脚，自元代以来世居
于此。

据史料记载，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
10万元军到云南。公元1256年，阿僰国（今云南通
海、石屏、建水等地）归附元朝。公元1283年，曲陀
关设立宣慰司都元帅府，阿喇帖木耳从陕西西安府
率“一十五翼”官兵来镇守曲陀关，任都元帅职，将
原留守河西（今属通海县）的蒙古军及阿喇帖木耳
从陕西带来的元军，分为宿卫、哨卫、护卫、后卫（后
勤军），分别驻守在曲陀关、木城山、琉璃山、杞麓山
等地。兴蒙蒙古族是当年驻守杞麓山的后卫蒙古
军的后裔。元代以来，他们上马从军，下马务农，屯
田而耕。蒙古民族先以杞麓湖为依托，在较短时间

内学会了划船掌舵，使用各种捕鱼工具，在杞麓湖
以捕鱼为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为定居在杞麓湖
畔的渔民。从此，兴蒙蒙古族聚居的三个村庄得名

“三渔村”。随着杞麓湖水位的下降，兴蒙蒙古族群
众边捕鱼边在沼泽滩上垦田种植。采取打木桩、编
柳条、运土垒埂、捞淤泥垫田的办法，把一片片稀泥
烂滩开垦成良田，成为了河西县几个“粮仓”中的
一个。又从以渔业为主，变为以农为主，兼以渔业
的农渔民。

南北交融的蒙古族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初，《云南社会科学》杂志刊发
《云南高原上的蒙古族》一文中写到：“云南蒙古族
长期居住在南方高原，他们与自己祖先的发祥地相
隔千山万水，与其他民族相处多年，不断吸收其他
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期秀芬说：“兴蒙蒙古语和兴蒙服饰是兴蒙蒙
古族的重要标志。”

在白阁村看到很多妇女身穿半长上衣和长
裤，上衣一套共3件，颜色不同、长短各异，第一件
为贴身衬衣，第二件是圆领襟，第三件坎肩，称为

“三叠水”服饰。据有关专家介绍，这里不同年龄
的妇女，服饰打扮也不同，少女戴“凤冠帽”，中年
妇女围着“聪兀丝”，老年妇女“梳高鬏”。凤冠
帽、衣领、手袖、腰带、裤袋、香包、少儿童帽，以及
妇孺花鞋上的刺绣图案仍然保留着北方蒙古族服
饰的特色。

“云南蒙古族那达慕盛会体现了各兄弟民族
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期秀芬说起恢复举办那达
慕的话题，“兴蒙蒙古族乡那达慕盛会是蒙古族
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从 1981年恢复那达慕大
会至今已举办了 13 届，内容保留了蒙古族传统
的摔跤、射箭等，增加了龙灯、虾灯、划旱船、大王
鞭等传统项目。那达慕有民族歌舞、篝火晚会
等，非常精彩，热闹非凡。”

据了解，兴蒙蒙古族乡有3个传统节日，即那
达慕大会、祭祖节、鲁班节。祭祖节是为纪念蒙古
族落籍云南而传承至今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
二十在三圣殿举行，主要仪式为祭拜殿内供奉的成
吉思汗、蒙哥汗、忽必烈汗。兴蒙蒙古族乡有“建筑
之乡”之称，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为鲁班节，主要纪念
鲁班、旃班传授建筑技艺的恩德。

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董存志说：
“随着通海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云南省
唯一的蒙古族建制乡，以蒙古族、汉族、彝族和
哈尼族等民族融为一体的多元特色民族文化
不断得到开发和展示，南方高原上的蒙古族
乡、歌舞之乡、建筑之乡、甜瓜之乡已成为人们
向往的地方。”

兴蒙蒙古族乡依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
加大“南方高原蒙古族”文化品牌的宣传力度。深入
挖掘蒙古族历史文化，加大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商品
开发力度，实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完成云南蒙古
族历史文化传习馆建设前期工作，举办那达慕大会等
活动，扩大民族节庆影响力，利用云南高原蒙古族品
牌效应，研发旅游小商品，以推动经济发展。继续做
好碑文、古建筑图案、服饰、家谱、传统生产生活用具、
传说典故、歌舞、传统习俗、地名等收集整理工作。

据了解，云南拟对兴蒙蒙古族乡辖区内的传统
村落、南方高原蒙古族文化主题公园等进行开发建
设。南方高原蒙古族文化主题公园以蒙古人历滇
后民族文化融合、演化的历史和当代独特的高原蒙
古族文化为中心进行景点布局。

刻画有蒙古族云朵图案的建筑刻画有蒙古族云朵图案的建筑。。

兴蒙蒙古族乡古老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