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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历史的延传，杜尔伯特蒙古族逐
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迎生习俗。

孕妇在蒙古包内生产时，首先在蒙古包门
外燃一堆篝火，以迎接新生命的来临。火，在
蒙古族中有传宗接代的含义，尤其炉灶之火是
一个家庭存在的标志。所以，妇女生小孩时必
须拢火，这是生育的一种象征。婴儿落地后，
如果是男孩立即在蒙古包门外挂一副特制的
弓箭，如果是女孩就挂一束柳枝。古代用弓箭
射柳枝的习俗认为柳枝象征女性，而弓箭象征
男性。后来这种习俗的表现方式和象征含义
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妇女如果生育男儿，虽然
也挂弓箭，但它表示勇敢，长大后狩猎放牧，护

家卫国；如果生育女儿，虽然也挂柳枝，但在柳
枝上又多了一个红布条，表示俊俏，长大后挤
奶牧羊，料理家务，人们为这古老的习俗赋予
了现代内容，把生殖崇拜的含义演化为生产技
能的象征。在杜尔伯特地区看见谁家门口有
篝火灰迹，并在门上挂有弓箭或柳枝红布条，
不用询问就知晓这家主人的生育情况。

婴儿出生第三天，要实行“沐浴礼”，也叫
“洗三”。用淡盐水给婴儿洗澡，要把从母体中
带来的污秽洗掉，也是婴儿到人间后的第一次
沐浴，所以要向家族和亲友报喜，大家都带着
鸡蛋、红糖、茶叶、奶制品之类的东西前来祝
贺，但来祝贺的人不能在产妇家吃饭。婴儿生

长到一个月时，还要举行“命名礼”，也叫“庆满
月”。要邀请家族或亲友中有威望的长者，来
为婴儿取名。

婴儿生长到一百天时，要举行“百日礼”，
也叫“过百天”，意为长命百岁。家里举办百日
宴，邀请家族、舅族、邻里参加。来的客人都要
带上一份礼物，外公、外婆要送一头牛或一只
羊，另外还要送一个摇篮。婴儿长到一周岁
时，还要举行“剃头礼”，也叫“周岁宴”。满周
岁婴儿才能剃胎发。在为婴儿举办的“沐浴
礼”、“命名礼”、“百日礼”、“剃头礼”等四个仪
礼中，最隆重的是周岁生日，即剃头礼。

庆祝第一个生日时，首先要举行剃胎发仪
式，婴儿父母双方的亲友入席，并请一位德高
望重的长老剪胎发。先以茶点、糖果、奶酪款
待宾客，然后婴儿父母抱着孩子，跪在长老面
前，孩子的父亲手托一盘奶油和奶制品，用红
布蒙上，上面放一把拴有哈达的新剪刀，放在
长老面前；孩子的母亲将一碗鲜牛奶献给长
老，并请他为孩子剪胎发。这时长老接过鲜
奶用右手无名指沾一下鲜奶与大拇指并拢，
弹向空中，反复三次，以示敬天、敬地、敬祖。
接着自己先喝一口鲜奶，然后依次递给参加
剪胎发仪式的宾客逐人品尝。品尝鲜奶完
毕，孩子的父亲将新剪刀递给长老，长老用盘
中的奶油涂抹婴儿额部，施涂抹礼，右手拿剪
刀为婴儿剃发。长老口颂赞祝词，将剪下的
第一绺胎发放入盘中，将剪刀递给下一个人，
宾客依次为婴儿剪发，婴儿的父亲向每位剪
发的宾客行屈膝问安礼表示谢意。然后把剪
下的胎发团成发球用线绳拴上，配以珊瑚、珍
珠、绿松石、铜钱、红布条、小铜铃、箭镞等饰
物缝在婴儿的衣襟上，意为吉祥、避邪。在剪
胎发的过程中，从长老到诸位宾客各自都要
诵吉祥祝词。如：

打开金剪/为你首次剪胎发/你的叔伯/祝
你富贵荣华/打开银剪/为你初次剪胎发/你的
舅表/祝你福禄腾达/打开铁剪/为你第一次剪
胎发/你的亲友/祝你前程如霞。

剪胎发仪式结束后，还要做一次婴儿选志
的“抓阄”活动。将社会生产生活用品制成小
模型放在地毡上，如弓箭、剑、刀、套马鞭、鞍
具、马、牛、驼、绵羊、山羊、犬、笔、印、哈达、奶
食品、彩色布条、花、针线、皮革、羊毛、奶桶、荷
包、鼻烟壶等等。然后把婴儿放在地毡上，让
他去拿这些小物品。婴儿第一个拿到手的东
西，就是他一生选择志向的象征。如抓到弓
箭，象征婴儿长大后参军保疆为国效力；抓到
五畜，象征以游牧为业传宗接代；抓到哈达，象
征心地善良，洁白无瑕；抓到针线，象征心灵手
巧料理家务等。往往是自圆其说，图个吉利，
对后代寄予希望。参加观看的宾客要说些吉
祥之词，使其父母高兴并得到安慰。活动结
束，大家吃“秀斯”（手扒肉），饮酒高歌，热闹一
场，周岁宴结束。他们还有用摇篮抚育婴儿的
习俗。摇篮又称悠车、晃车、摇车。是没有车
轮呈船形的一种木制小床，床底为半圆形。把
婴儿放在摇篮里，有的吊在房梁上有节奏的摇
摆，有的放在炕上用手晃车使婴儿慢慢入睡。
摇篮产生于狩猎时期，父母出外狩猎时，将小
孩放在用桦皮或兽皮做的摇篮中挂在树上，以
防野兽袭击。不论在牧区还是农区，特别是在
杜尔伯特地区，都使用这种摇篮，即使当今也
到处可见。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杜尔伯特蒙古族
□波·少布

蒙古族儿童，草地捉虫。

蒙古族婴儿落地后，如果是男孩，家人会立即在蒙古包门外挂一副弓箭。

在蒙古包门外燃一堆篝火，迎接新的生命的

来临。婴儿落地后，如果是男孩，主人家立即在

蒙古包门外挂一副特制的弓箭，如果是女孩就挂

一束柳枝和红布条—— 迎生
习俗

龙头新闻·妙赏

一座横跨肇源县东部乡镇的山脉如同一条巨龙
连绵起伏，蜿蜒伏卧，一直延伸到肇东市境内。山上
绿树如茵，似条条彩带缠绕在崇山峻岭之中，山下是
广袤的草原和绿油油的田野，将山岭点缀得生机盎
然。山的南侧山脚及山腰处历史上就有一条崎岖百
转的山路，如今大部隐没在莽莽群岭和草原之中。
这是一条令当地人引以为荣的道路。当今生活在三
站小镇的村民仍情有独钟，因为这条路是他们的先
辈们用汗水和生命开创出来的，蒙古族人自豪地将
其称为“蒙古草道”，站人后裔则骄傲地称之为“站
道”，亦称“驿路”。道路形成之久可上溯到清顺治年
间，因是蒙古族人最先踩踏出来，又坐落在草原上，
因此最先称为“蒙古草道”。

原来山岭南侧的草原，因松花江水润泽，水草丰
美，是天然的放牧场。数百年前蒙古族先民早就看
好了这块丰腴的“风水宝地”。然而这里属洪泛区，
每逢汛期除少部分孤岛外，绝大部分草原被江水淹
没，牧民们只有春、秋季或汛情小的夏季才可安然放
牧。牧民们便将山岗作为长期栖居地，这样山岗东
西百公里就形成了蒙古族牧民较为固定的活动场
所。他们寻找牧场只有沿着山脚骑马或牵着牛拉的
勒勒车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来回奔波，等发现洪泛
区有露出水面的大片草地时才可向草原深处走去，
遇到洪水再撤回岗地，一年年、一代代周而复始踩压
出一条道路，成为当时蒙古族牧民生存依托的一条
要道。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朝廷沿松花江开辟从茂
兴至呼兰的驿路，额设 5站，工匠们在勘测驿路时首
选这条蒙古草道，这条路线虽然崎岖，但地势较高，
离松花江最近，加上多年的碾压易于行车，便将驿路
直接沿原路依山就势曲折向前延伸，只是部分地段
做了调整，打石桩，设牌标。驿站就建在紧靠草道的
山腰处，在肇源西北设立了头台站（蒙语博尔基哈
台），在肇源东部山岭这条草道边设立了二站（蒙语
察布奇尔站）、三站（蒙语鄂多尔图台）、四站（蒙语布
拉克台）、五站（蒙语扎咯霍硕台）。这条驿路加强了
呼兰副都统与黑龙江将军（将军府设在卜奎，今齐齐
哈尔市）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呼兰、巴彦、双城地区产
粮，通过此条路线将粮食运往卜奎、墨尔根（今嫩江
市）以及大兴安岭北部高寒地区。从此这条道路不
仅仅是单纯意义的草道或驿路了，而是具有极其重
要战略意义的大通道，为维护我国边疆地区安全发
挥了作用。

驿站功能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使原有的驿站已
不能满足需要，运行一百多年，驿站另选新址重建，
其中二站、三站南迁 2公里到了现址，而驿路不变仍
在畅通。令人称奇的是，在这条久远的草道（或称驿
路）两侧有诸多名胜古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著名
的辽金古城“八里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望海屯”
就雄踞在此条道路南侧凸起的松花江岸边，距今已
800多年了。2000年三站镇宏泉村村民在古道旁发
现了一具古代武士战死的尸体，身上中了七、八个由
骨头制作的箭头，经县博物馆专家鉴定为辽金时代
的箭头。此外，近百年来在这条驿路旁多次出现古
坟墓，出土文物颇丰。这些充分说明围绕这条道路
很早就有先人在此活动了。特别是自清朝在此建驿
站、开通驿路以来，人口和村屯增速过快，民国初年，
松花江开始修建堤防，这片辽阔的草原从此免受水
患之害，沿途南北两侧建起了多座乡镇和几十座村
屯，已经成为沿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

伪满洲国时期开始修建肇源至五站的公路，工程
技术人员参照这条驿路进行取直，使公路南移千米
之多，经后来几十年的修建已上升到省级路面了，而
原始的驿路一部分荒废，被农民开发成庄稼地或被
茂盛的野草湮没了，隐没在历史的尘埃和人们的记
忆中。但也有一大部分路段变作田间路或通村路使
用。

如今沐浴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有的路段又被重
新启用，成为十分便捷的乡村公路。三站镇宏亮、宏
泉等村将原路加宽加高铺筑成水泥路面，使这段古
老的驿路焕发了青春，展现出新的容颜。沧海桑田，
世事茫茫，这条驿路弯弯曲曲，遥遥迢迢，仿佛一座
纪念 碑，记载着历史发展进程，印证着这里发生
的风云变幻。

古驿路
□张津友

墨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中，古驿站驿路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