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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族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李 萍

摘要：本文从语言文化传承的角度介绍了俄罗斯民歌 частушка

在中国俄罗斯族聚集地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的历史和现状，

从语言学角度论述了 частушка 的结构和特征。在肯定它的语用功

能和社会功能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传承这一文化遗产的七点建  议。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族 俄罗斯民歌 частушка 传承 保

护 世界文化一体化

作者简介：李萍，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中国俄罗斯族民族  学。

一、引  言

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是多民族聚集地，百余年来，长着高鼻梁、蓝眼

睛、黄头发，一副欧洲人面孔却说着一口地道东北话的中国俄罗斯族就居住

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右岸三河地区。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共有法定俄罗斯族 15393 人。其中，内蒙古地区是中国俄罗斯族人

口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现有法定俄罗斯族人口 4673 人（不含未更改民族成

分的华俄后裔），其民族人口数量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8489 人（张晓

兵 2015：1）。而内蒙古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其

中建有全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族民族乡的额尔古纳市就有 2044 人，占全国俄罗

斯族人口总数的 13.28%，占内蒙古俄罗斯族的 43.74%（张晓兵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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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与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恩和俄罗斯民

族乡等地的俄罗斯族人士有过许多接触，对辛桂云、刘淑英、宋淑兰和董秀

芬等人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量反映额尔古纳流域俄侨与俄罗斯族文化生活

的民歌 частушка。

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50 年代，民歌 частушка 一度是内蒙古呼伦

贝尔额尔古纳市俄侨和俄罗斯族文化生活中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

经历了 100 多年的传承和发展，частушка 歌舞表演从“舶来品”已经发展成

为“本土艺术”，成为额尔古纳市民族文化盛宴中不可或缺的美食佳  肴。

二、中国俄罗斯族的由来

额尔古纳市三河地区由于地处根河、德尔布尔河、哈乌尔河三河一带而

得名。额尔古纳三河流域属于森林—草原地带，水草丰美，土壤肥沃，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因此很早就吸引了大量淘金者、狩猎者和垦荒者，19 世纪 70

年代额尔古纳河支流哈乌尔河、德尔布尔河和根河流域陆陆续续出现了星罗

棋布的俄侨  村。

中国俄罗斯族的产生与 19 世纪特定的、动荡的社会历史时期俄侨的迁

入，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带——额尔古纳河两岸为主的中俄通婚相关。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中国山东、河北等闯关东男子与俄国少女在额尔

古纳河畔相遇，始而相交以为友，继而相爱以为婚。迄今中国爹、俄国妈这

样的家庭已经繁衍 3—4 代，个别甚至更多（张晓兵 2015：2）。

即便在 20 世纪 50 年代撤侨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当年嫁给中国男人的俄

罗斯女人也没有离开她们的中国丈夫和混血子女，而毅然决然地留在这里，

那些加入中国国籍的俄国人和中俄混血家庭的后代们构成了内蒙古俄罗斯族

的主体部分。2015 年，由额尔古纳市党委、人民政府出品，额尔古纳市文体

广电局承办，额尔古纳市乌兰牧骑演出的大型民族音乐剧《额尔古纳之恋》

正是讲诉这样的一个民族之间交融的爱情故事。a

三河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因此，来自俄侨家

乡的 частушка 这种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非常受欢迎，男女老少都喜欢这种自

娱自乐的表演形式。每到周末或节日，俄侨及俄罗斯族群众只要听到巴扬琴

a  http://nmg.sina.com.cn/news/wenti/2015-12-15/detail-ifxmpnqi65331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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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便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翩翩起舞，让原本非常枯燥无味的乡村生活变得

多姿多彩。特别是在新年、圣诞节、谢肉节、巴斯克节等重大节日，人们在

节庆游乐和家庭聚会时，更少不了 частушка。这种浓郁的俄罗斯民族文化氛

围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  末。

三、частушка 的概念及其特点

частушка 一词出自俄文，中国内蒙古俄罗斯族称其为“民间小调”，国

内学者有人将其称为“四句头”（李琳，杨喜昌 2002：3），也有人称其为“顺

口溜歌谣”（戴桂菊 2010：193），在产生之初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和概念。作为

全新的民歌形式，不同地区给予的称谓各不相同。有称其为伴奏歌曲、说唱

歌曲、俏皮话等等。直到 1889 年，俄国作家 Г. И. 邬斯宾斯基首次在其出版

物中作为术语使用了 частушка 一  词。

术语 частушка 一词既非文学用语，也非书面语，而是俄罗斯民间的一

种表述方式。自古俄罗斯民间就把节奏明快、边唱边跳的表演形式称为快歌。

частушка 是一种通常由四句构成有完整内容、固定节奏旋律的歌曲创作形式

（Батхин В. С. 1966： 21）。由两句（《悲伤》〔страдания〕）或六句（《谢苗诺

夫娜》〔семёновна〕［Батхин В. С. 1966：21］）构成的不常见。частушка 表演

通常用手风琴、巴扬琴、芭莱莱卡琴、手鼓等伴奏，但也经常在没有任何伴

奏情况下表演歌  唱。

著名的 частушка 作品收集人 В. И. 西玛科夫曾说：частушка 反映的是

某一时刻的瞬间体验和感受（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1989）。частушка 是要对

所发生的事件表达自己的态度、传递不同的想法、情感和情绪。частушка

是一种即兴的艺术创作，表演者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脱口而出，出口成

章，合辙押韵”，是俄式脱口秀表演。Частушка 的即兴创作特点与现代性生

活密不可分。如果其他口头音乐创作形式表达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

частушка 总是创作和表演令人关注的当下，并且关注的是刚刚发生的现代

主题、现实和事件。换句话说，частушка 不演唱昨天发生的事情。正因如

此，частушка 形式上具有自发性、自娱性、即兴性、稳定性等特征，内容

上具有通俗、简短、易于上口等特点，其语言诙谐幽默，题材广泛，具有观 

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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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частушка 的类型

частушка 起源于俄国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资

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大批农民受不了地主的盘剥，在失去土地后来到城市

谋生，частушка 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частушка 产生于俄国中部的城乡接

合部，随后传播到俄国其他区域。第一批 частушка 歌曲就产生于县城和位

于公路附近的热闹乡镇，它是在人员密集的建筑工地上记录的。частушка

歌曲因具有自娱性、即兴性等特点而发展得特别快，迅速挤掉抒情歌曲的

霸主地位而跃居为第一位，成为俄国参与人数最多、最普及的口头创作 

形  式。

最早的 частушка 歌曲是在年轻人聚会的晚会上表演的。表演时伴着民间

舞蹈和舞曲。随后，частушка 开始在其他场合流行。частушка 最初只有年

轻男子表演，后来越来越多的姑娘加入表演行列。由于它贴近百姓生活，是

随机的，自娱自乐的，而不是表演性质的，因此成为百姓喜闻乐见、广泛参

与的活动。自 19 世纪末，частушка 无论在创作还是表演方面都变成了女性

风格为主的口头表演形式。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中流传的 частушка 类型多种多

样。通常，частушка 的曲调相对固定，内容包罗万象。最常见的几种主题为

爱情题材、日常生活题材、战争题材、政治题  材。

额尔古纳三河地区作为俄侨和俄罗斯族聚集地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传唱了许多反映男女爱情、诙谐幽默、讽刺、赞美等内容的 частушка。

如：反映年轻男女爱情生活  的：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ца，   我爱中国  人，

Но мама ругает.   但妈妈骂  我。

Люблю чехиха，   我爱捷克  人，

А он ушел.    而他离开了  我。

Ругай ни ругай，    不管妈妈如何骂  我，

Всё равно люблю китайца.  我还爱中国人。

 （张晓兵 2015：22）

Подрушка моя，   我亲爱的朋  友，

Иди одевайся，   快去换换衣  裳，

Своим Сашей посижу，  和你亲爱的萨沙聊  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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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ы не обижайся.    你千万不要气  恼。

 （董秀芬演  唱）

反映日常生活中华俄后裔俄罗斯族民族智慧，用于嘲笑、讽刺、赞扬、

歌颂内容的“частушка”。如：

Пошел танцевать，  

Ноги косолапый，  

Под себя упал，   

Девки виноваты.   

 【刘淑英提  供】

歌词大意：有那么一个男人，长着一条罗圈腿，跳舞时自己蹩了自己的

腿，倒埋怨是姑娘的不对。人们听到这首“частушка”，眼前就会浮现一个长

着一副罗圈腿的男人，原本由于自己的生理缺陷（长着一副罗圈腿）才被自

己绊倒，他反过来埋怨和他一起跳舞的姑娘的画  面。

又  如：

Ой， милочка моя， 

Почему ты похудела？

За китайцем я была， 

С пару манты ела. 

 【Т. Н. Петухова】（Забияко А. А， Забияко А. П. 2015：22）

歌词大意：哎呀，我亲爱的，你怎么瘦了？我嫁给了一个汉族人，吃蒸

的馒头吃瘦的。人们听到这首“частушка”，就会了解产生这样幽默唱段的原

因。俄罗斯姑娘嫁给了中国男人。她们不习惯中国饮食，于是变瘦  了。

Оха， оха， дело плохо， 

Милку маленьку любить， 

Целоваться нагибаться， 

Проводить в карман садить. 

 【辛桂云提  供】

歌词大意：哎呀，哎呀，坏事了。爱上个小矮子，亲吻得哈腰，送别得

揣  兜。

Я пошла по улочке， 

Aдали по городу

Я любому старичк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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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ыдеркою бороду.

 【宋淑兰提  供】

歌词大意：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就像在市里一样。我对亲爱的小老头，

表现的得意和了不  起。

Караванскиеa девчаты，  恩和的姑娘  们，

И касить， и молотить.  又会打草又扬  场。

Харбинские девчаты，   哈尔滨的姑娘  们，

Только губы наводить.  就会打扮和化妆。

 （滕新远 2019：103）

抨击苏联时期时弊、讽刺的顺口溜民谣。如：

Ленин умирал，   列宁逝世  时，

Сталину наказывал，  嘱咐斯大  林，

Хлеб по пайке выдавай，  粮食定量供  应，

Мясо не показывал.  肉类不供  应。

 【辛桂云提  供】

частушка 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情真意切。表演者声情并茂，特色鲜  明。

五、частушка 的传承困境

Частушка 在额尔古纳三河地区俄侨家乡非常受欢迎，男女老少都喜欢这

种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但这一形式在 20 世纪中期陷入困境。20 世纪 50 年

代，俄侨回国，中俄关系变得紧张，60 年代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受

社会大环境影响，частушка 歌舞表演形式受到了很大冲击。据一些俄罗斯

族长者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俄罗斯族人由于具有欧罗巴人的

外貌受到歧视和辱骂；更有一些俄罗斯族人被强行扣上“苏修特务”“内人

党”“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等罪名，被关进监狱，造成许多俄罗斯族人有意遮

掩外貌，把民族成分改成汉族，不学不说俄语，结果造成很多俄罗斯族年轻

人不懂俄语，不说俄语。当时，那些受俄罗斯民族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习惯

用俄语思维和交流的长者，迎亲访友都会避开孩子悄悄地讲俄语，唱俄罗斯

民歌 частушка。而年轻一代则失去了学习俄语和唱俄语歌曲的语言环境和社

a  Караван 是现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的俄语称 谓。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180 2022-07-21   09:32:54



俄罗斯族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181

会环境，没有俄语语言基础，缺乏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久而久之，

这种口口相传的 частушка 表演形式因后继乏人而陷于衰落。曾几何时，演唱

частушка 的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俄罗斯族男女，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男

性表演者为数不多，年轻人屈指可  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当地政府越来越重视民族团结和对人口较少

民族地区的扶持，逐步打消了华俄后裔俄罗斯族作为外来少数群体族裔的顾

虑，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感。2005 年，国家实施《扶持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国家民委等五部委 2005），额尔古

纳市积极争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和兴边富民政策支持，着力于民族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保留，实施了多项抢救保护俄罗斯族民族文化遗产的措施，开

展“抢救式”保护俄罗斯族文化遗产活动，如：成立俄罗斯民族研究会，编

写《额尔古纳华俄后裔》和《俄罗斯族百年实录》，鼓励俄罗斯族群众说俄

语，唱俄语歌，跳俄罗斯族舞蹈等等（李启华 2012：126）。额尔古纳市的俄

罗斯族民间歌舞的传承和保护也迎来了发展机遇。近些年来，呼伦贝尔市和

额尔古纳市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俄罗斯族人以及热爱俄罗斯族

文化的有识之士积极着手保护、利用和传承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额尔

古纳市积极挑选俄罗斯族文化传承人，发挥传承人的作用，积极争取广大俄

罗斯族和其他民族的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相向而行。以额

尔古纳市文化馆为主的地方文化艺术管理部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曹柯香 2008：201）。如额尔古纳市乌兰牧骑和俄罗斯族非遗传承

人等参与演出的大型音乐剧《额尔古纳之恋》，既反映了俄罗斯族人的家国情

怀，也展示了包括 частушка 在内的俄罗斯族音乐文化。需要注意的是，尽

管 частушка 传承和保护情况有所好转，但传承和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不可

回避的事实是，在各种文化生活中展示 частушка 的依然是上了年纪的人。如

不假以时日进行抢救性保护，给予这种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现生机的机会，

这种口口相传的表演模式就会走向枯萎甚至消亡。因此，对它的抢救式挖掘

和保护迫在眉  睫。

六、частушка 的保护与传承：依据及建议

俄罗斯族与我国北方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一样，拥有灿烂的民族文化，其

中俄罗斯族巴斯克节（басха）被列入中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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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俄罗斯族民间舞蹈、俄罗斯族婚礼、俄罗斯族民居营造技艺、格瓦斯

制作等被列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非遗名录。而“活态文化”的俄罗斯民歌

частушка 由于极具文化辨识度，独具俄罗斯族文化魅力，被列入呼伦贝尔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近些年来，частушка 作为“人类活态文化财产”引起了包括俄罗斯专家

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大家一致认为，частушка 不应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而走向枯萎，不应该从口口相传的表演模式走向消亡。частушка 里有欢笑，

有忧伤，有俄罗斯族生活的历史，这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应该将 частушка 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为此，我们建  议：

1. 额尔古纳市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等要积极申报

частушк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

2. 利用额尔古纳市是俄罗斯族聚集地的优势，建立师徒机制，做到

частушка 传承后继有  人。

3. 处理好 частушка 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将 частушка 音乐形式推向大

众，利用额尔古纳市“家庭游”“巴斯克节”活动等形式衔接当代人的时尚消

费，扩大 частушка 知名度和影响，以开发促保  护。

4. 利用现代化物质条件和高科技设备将 частушка 歌舞表现形式影像化，

借助网络新媒体传  播。

5. 从俄罗斯族老艺人那儿抢救性挖掘 частушка，建立包括 частушка 在

内的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  库。

6. 编写 частушка 集册并予以译为汉语，纳入高校俄语教材，使之成为

研究俄罗斯族民族文化的语言资  料。

7. 作为俄罗斯族聚集区，额尔古纳市乃至呼伦贝尔市应从幼儿园、中小

学俄语教育抓起，从社会、学校到家庭都营造有利于俄语学习的环境，让俄

罗斯族群众和俄语爱好者从根本上解决用俄语传承俄罗斯族民歌的问  题。

本地区的中小学、高校是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平台之一。近些年，

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着力于普及和传承地方民族文化。如“民族民间广场舞”

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在普及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

俄罗斯族音乐舞蹈文化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将 частушка 这种音乐文

化形式带入呼伦贝尔学院大学课堂，变成大学生俄语活动节目之一，就会有

更多的人能感受这种文化带来的欢乐，从而让俄罗斯族 частушка 音乐文化形

式更加大放异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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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俄罗斯民歌 частушка 在中国俄罗斯族聚集区额尔古纳市是否能传承下

来，发展下去，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种将语言、音乐、舞蹈结合为一

体的文化形式，是俄罗斯民族的特色语言文化，充分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擅表

达、乐歌唱的特色。从语言音乐的角度可以见证这种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生

命力和积极的社会功能。它既具自娱性、即时性和表现力，又便于传播，便

于受众接受。作为独立的语言单位，它为丰富语言文学创作和老百姓的生活，

提供了无尽的语料来源，促进了俄语在国内的发展。作为中俄友好关系的见

证者，作为反映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特色民族项目，частушка 需要传承和发

展，也有必要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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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ing, Reviving and Protecting Russian Folk Songs 
in the Urgun, Inner Mongolia

Li P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research sketches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ussian folk songs called “частушkа” 

in the Urgun area of Inner Mongolia， where his to rically Chinese and Russian 

nationals are concentrated.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registers of “частушkа”  

are discussed as well. Based on the song’s pragmatic and social functions， a 

number of suggestion are proposed on its prote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is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

Keywords: Russian nationals in China； Russian Folk Songs （частушка）； 

revival； protection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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