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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现代多民族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变革，民族因素必将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本书论述的是生活在原苏联中亚的一小部分斯拉夫人口，但本书提出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对处
在现代文明之外的许多民族地区而言，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亟待解决。
例如，中亚斯拉夫人的民族“共存 ”和文化融合经验与古、近代流动商人的历史经验十分相似。
一些移民事件，如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隶农史、罗马尼亚的德裔和匈裔少数民族史，与中亚俄罗斯族移
民的经验在类型上近似。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中国，人口的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不同，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
对中国的学者们来说，了解原苏联的民族进程，特别是了解与中国接壤国家的民族进程，十分必要。
相信本书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西北方邻居——中亚各民族成员的过去和现在
，以及令其感兴趣的问题。
     阅读本书，如同置身实地体验感悟中亚的俄罗斯族移民和乌克兰族移民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他
们与中亚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民族关系、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等有了深入的系统了解。
该著作所使用资料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史实详尽，逻辑缜密，思维前瞻，对研究了解苏联
解体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运行、意识形态、稳定机制、民族政策，推动建
构中国多民族社会团结和谐、安全稳定、持续发展机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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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西娜·奥莉加·伊莉尼奇娜，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亚与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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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原则上，所有传统节日都具有宗教一神奇的色彩。
但是，我们调查的村落居民继续遵照这些节日的习俗，准确地说，是出于传统习惯。
这些仪式首先应具有交际和娱乐的功能。
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有孩子的家庭比较关注节日：“我们过节，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快乐。
”[田野调查第1A集，第4页背面(巴赫特)]对许多家庭来说，下列这些节日，如新年、复活节、圣诞节
、旧历新年、谢肉节、圣三主日，以及追悼双亲的祭日，只是把亲朋好友召集在一起的理由(源自马尔
哈马特和克列斯季扬斯科耶的访谈资料)。
在这些日子里，年龄界线部分地被模糊了，在参加宗教活动的同时，孩子们获得了进入成年人交往圈
的机会，而成年人每当此时都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一些季节性工作正好与一些节日赶在一起，例如，新年或圣诞节前夕，通常宰杀家畜[田野调查第1A
集，第127页(马尔哈马特)；田野调查第1A集，第170页；田野调查第2A集，第8—9页(库尔沙勃)]。
    节日期间，按照当地村落的风俗习惯，不能骂人，也不干体力活，提前准备过节，做一些特殊日子
里准备的饭菜。
庆祝节日最典型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大摆宴席。
有些节日，首先是新年，伴随着各种宗教仪式和游艺活动，而其他节日，如谢肉节、圣三主日、圣约
翰节，几乎都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宗教特征，虽然它还处在恢复当中，人们对此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因为老一代人清楚地记得，以前这些节日是怎样过的。
    新年之初，往往也是节日稠密的时期，继新年之后，还要庆祝三个节日：圣诞节(元月7日)、旧历新
年(元月13日)、耶稣受礼节(元月19日)。
新年被认定是国家节日，也是圣诞节节期里最受欢迎的节日，圣诞节的主要宗教仪式都和新年赶在了
一起，尤其是挨家唱圣诞节祝歌、占卦等。
过新年通常摆放新年枞树(在我们调查的地区，新年枞树是通过商贩们长途贩运来的)，做许多节日食
品，把亲戚朋友们召集在一起，包括住在本村以外的亲戚朋友。
    与“官方的”新年不同，许多家庭也庆祝圣诞节和旧历新年，但比较简朴，往往都是在小范围内进
行。
据早期移民流传下来的观念，圣诞节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与新年不同(这些区别，库尔沙勃的居民记得最
清楚)。
在一些乡村，仍保留着圣诞节吃东斯拉夫人典型的“葬后谢客宴”菜的习俗，因为过去圣诞节与祭祖
有关[泽列宁，1991年，第401页]。
在克列斯季扬斯科耶、上沃伦斯科耶、下沃伦斯科耶和库尔沙勃，人们给我们讲述，除其他菜以外，
桌子上还要摆上大米或稷米蜜粥和糖渍水果，早期移民通常用这些食品招待教父或者教母。
而十月镇的受访者则告诉我们，蜜粥是给祖母吃的，一些人旧历新年做蜜粥(源自斯拉维扬卡的访谈资
料)，一些人在耶稣受洗节做蜜粥(源自斯列坚卡)，没有听说过俄罗斯族人在圣诞节吃发面煎饼的传统
，这符合乌克兰民族的传统(见“饮食”一节)。
                          P106-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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