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风趣式导游词(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风趣式导游词篇一

你听说过“姑娘追”吗?你亲眼看过“姑娘追”吗?原
来，“姑娘追”的新疆哈萨克族的一种马上竞技活动，它富
有青年男女交往中的纯真而又浪漫的生活情趣，它有时就是
纯情男女相爱的一场喜剧。你如果来到天山、阿尔泰山中的
牧区草原参观旅行，热情好客的哈萨克族同胞，会很乐意为
你展示本民族的奇风异俗，让你一饱“姑娘追”的眼福。

哈萨克族，在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中，人数居第三位。他们
主要居住在天山北麓风光绮丽的山林、草原中，也就是现在
以伊宁为首府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沿天山北坡的乌鲁木齐、
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带。“哈萨克”一
语，译成汉文就是“避难者”。据说，哈萨克族的先民在成
吉思汗西征时，曾被迫西迁，后来又受乌孜别克汗的逼迫而
东走，屡屡逃难，故得此名。还有一种说法是：“哈萨克”
一词，译意是“白天鹅”。在哈萨克口头文学中有这样一则
神话故事：远古时候有一个叫卡勒恰恰德尔的年轻勇士，在
一次战斗中负伤，昏倒在戈壁上快要渴死了，这进，一只白
色的雌天鹅翩翩飞来，用口涎给勇士解渴、疗伤，帮助他死
里逃生。勇士醒来后，白天鹅忽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并和勇士结为夫妻，生下一子，就起名叫哈密瓜哈萨克(白天
鹅)。儿子后来也娶妻生了三个孩子，叫大玉兹、小玉兹。他
们的后代就组成了哈萨克族的三个大部落。根据我国历史典
籍的记载，哈萨克族的先民之一就是西汉时期的乌孙人。两
千多年前，汉武帝为了抗击敌国月氏人的骚扰，派张骞到西



域联络乌孙共同钳制月氏。汉武帝还采用联姻的方式，把细
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柔弱的细君公主不适应当地生活，不久
因病去世，汉武帝又将解忧公主嫁予乌孙王。女中豪杰的解
忧为乌孙王生儿育女，辅助朝政。她从汉朝带来的女才子冯
撩，文武双全，为乌孙国的强盛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朝与
乌孙的这一段和亲佳话，反映了汉族与哈萨克族曾经在历史
上有过的打戚亲关系。

哈萨克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马上功夫十分了得，歌舞弹
唱也是代代相传。每年夏秋季节，牧场上草青林绿，牛羊肥
壮，哈萨克牧民常常聚集到一处平整的草地上，举行传统的
竞技优育比赛，主要是赛马、刁羊、摔跤、姑娘追。

赛马参加者多是十来岁的少年骑手，马匹一定是他们最心爱
的奔跑如飞的伊犁骏马，在规定的时间、路段中，看谁跑得
快，其激烈场面，不亚于香港的跑马地。优胜的骑手被部落
当成“巴图尔”(勇士)，优胜的骏马也受到部落的奖赏，为
它披红挂彩，雀跃欢呼。

刁羊，是一种比骑术、比耐力的游戏。各部落推选出自己的
优秀骑手，参加比赛的多达十来人，个个是骑术精明，身手
不凡的大汉。赛场主持人将一只山羊宰杀，割掉羊头，把羊
身放入盐水中浸泡，使皮毛增加韧性，然后把它放在赛场中
间的草地上，在赛场另一处还要放置一个离地略高的篮子。
开赛的号令一下，只见所有参赛的骑手都朝着山羊一拥而上，
谁先拾起羊，便夹紧在胳膊下，飞快地朝篮子奔去，其他的
骑手哪肯罢休，都纷纷围上来抢羊，你争我夺，互相冲挤，
马嘶蹄乱，扭成一团，最后就看谁能牢牢擢住山羊，冲出重
围，迅速把山羊投入篮中而取胜。比赛结束，优胜者就把羊
肉煮熟，分给本部落的乡亲们共享。他们叫这种羊肉为“幸
福肉”，预示着本部落今年人畜兴旺。

哈萨克族的民族式摔跤，和蒙古族的颇为相似，都有一套严
格的游戏规则，不许拳脚乱来。现在，他们也引进国际式摔



跤的新项目。

在每次传统的竞技比赛场上，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姑娘追”，
它往往是全场比赛的压轴戏。“姑娘追”据说是由上古“追
姑娘”的风习演变而来，至今既是哈萨克人最喜爱的娱乐项
目，又是小伙子找对象谈情说爱的好机会。参加者一般都是
未婚的青年，一男一女搭成对儿。比赛分“去程”、“回
程”两段。比赛开始，男女双双在去程上并辔徐行，这时，
小伙子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姑娘倾吐心曲，甚至调情逃逗，姑
娘羞到耳根发烧也只能保持沉默。到了终点，双双勒转马头
进入回程的一瞬间，小伙子立即扬鞭催马，拼命逃奔，那温
柔的姑娘忽然之间竟变成了个沙场女将，飞马猛追上去，一
靠近小伙子，就挥鞭狠狠地抽打，这时小伙子是绝对不能还
手的。如果这姑娘对小伙子心中有意，自然会手下留情，只
见皮鞭子老在空中转圈子，却总是落不到他的身上，即使是
轻轻落在小伙子的身上，也只是她表达对小伙子情感的示意。
如果对那小伙子刚才言语轻佻，惹恼了姑娘，这时姑娘就会
用鞭子狠狠地“报复”一番，那连珠式的劈里啪啦的皮鞭，
直打得小伙子抱头“鼠窜“，“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此
时赛场周围男女观众都会笑得前仰后合，还呐喊助威，大叫：
打，打，打!这种游戏有时会激起一些大叔大婶们的兴致，也
会相邀上马，玩起了“姑娘追”，回味年轻时候的风韵。这
一来，赛场的气氛就更加高涨了，那两位大叔大婶诙谐的表
演惹得人们大笑到捂住肚子“唉呀”的叫唤。这真是：哈萨
克风俗实在怪，鞭子底下谈恋爱!

风趣式导游词篇二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有47个民
族成分，其中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
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



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13个民族，是中国五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民族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制度，是
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新疆解放以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一切旧制度，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
一律平等，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
系。为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我们党和
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1954年起，新
疆相继建立了5个民族自治州、6个民族自治县。

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自治机关，即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除了
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以外，同时还享有10项自治权
利：(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2)对上级国家机
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地情况的，可
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有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权;(3)
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权;(4)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自主权;(5)在国家计划
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
策和规划，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的自主权;(6)对本地方资源
的依法保护和合理优先开发利用权;(7)经国家批准后开展外
贸、边境贸易的自主权;(8)管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9)发展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的自主权;(10)民族自
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
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
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等。

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
入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心内容的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
社会主义教育，大力揭露和批驳民族分裂势力散布的种种歪
曲和杜撰新疆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历史的谬论，
肃清他们所宣扬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反动影响，
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使各
族干部群众真正懂得，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
民遭殃，不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
定的思想政治觉悟。

从1982年开始，新疆连续几次开展大规模的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活动，大力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和
凝聚人心，在新疆大地上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祖国大家庭好、民族团结好”的主旋律，形成增进民族团结
的浓厚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

从1983年起，新疆连续22年把每年的5月作为民族团结教育月，
以月促年，常抓不懈，做到年年有重点，年年有新内容，年
年有新发展，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富于时代特点的教育内容，
广泛地宣传教育各族干部群众。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工作和
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
教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三个离不开”思想日
益深入人心，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各民族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已蔚然成风，全
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先进典型
不断涌现，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新
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民族语言文字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自治地区，世界六大
语系中有三大语系的语言汇集在这里。自治区政府为了依法



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采取了许多行之
有效的措施，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疆
普通中小学采用维、汉、哈、柯、蒙、锡、俄7种语言进行教
学，大中专院校采用汉、维、哈、蒙4种语言授课。自治区召
开人代会、政协全委会时，使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
柯尔克孜等5种语言文字。自治区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均用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播音。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用维吾尔、汉、
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5种语言广播，新疆电视台用维吾尔、
汉、哈萨克3种语言播出。《新疆日报》用维吾尔、汉、哈萨
克、蒙古4种文字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出
版发行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6种文
字的图书和教材。少数民族文字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使用。建
立了“新疆语言文字网”，在网上介绍我区语言文字的历史
与现状，报道新疆语言文字工作各方面的最新动态。

民族节日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两大传统节日，即肉孜节和古尔
邦节。回族过肉孜节较隆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
族过古尔邦节比较隆重。节日期间，民族群众要穿上盛装，
准备丰富的食品，有的人家要宰羊，民族之间互相登门拜访，
表示庆贺。肉孜节又叫“开斋节”，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
斯林每年必须封一个月斋，伊斯兰教历9月为“斋月”，封斋
期间白天不吃不喝，太阳落山之后，才能吃喝。10月1日为开
斋日。古尔邦节又叫“宰牲节”，是伊斯兰教历每年的12
月10日，具体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公历日期每年不固定。

此外，还有哈萨克族的“纳吾热孜节”、蒙古族的“麦德尔
节”、锡伯族的“西迁节”(四一八节)、塔吉克族的“巴罗
提节”(灯节)和“播种节”、俄罗斯族的“帕斯喀节”和满
族的“颁金节”等等。

民族风俗



在饮食方面，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
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
猛兽，禁食一切动物的血。凡是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居住
的地方和单位，都专门设置了供他们进餐的清真餐厅，所用
的炊具、餐具都和汉族餐厅的炊具、餐具严格分开;供清真餐
厅食用的牛、羊肉均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群众自己宰杀，
并且严禁与猪肉一起存放、运输和买卖;清真餐厅的管理人员
和炊事人员一般也由少数民族职工担任。

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亲友见面，一般都要
握手问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
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
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
安’)!”这些民族的老年人到别人家里或者在进餐时，常常
双手摸面做“都瓦”(一种祝福的宗教仪式)，有时互相见面
握手之后也做“都瓦”。

在称呼方面，各民族都有其尊卑辈序之称，其中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乌孜别克等民族，一般年轻人都称呼老年人“大
大”(大爷)、“阿娜”(大娘)，称呼比自己稍长的人为“阿
卡”(阿哥)、“阿恰”(姐姐);称呼比自己年幼的男女为“吾
康”(弟弟)和“森额尔”(妹妹);青年同性之间互称“阿达
西”(朋友);对干部和军人称“尧尔达西”(同志);对小孩、
少年人多称“巴郎”。但对青年人则不宜随便叫他们“巴
郎”，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快。

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
先由宗教人士给死者擦澡，然后以白布裹尸，用移尸木匣抬
到事先挖好的墓穴入葬。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
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
行悼念活动，请阿匐念经，请亲友吃饭，此项仪式叫“乃孜
尔”。

民族服饰



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种类繁多。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
外套坎肩。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连衣裙宽大，胸前多褶，
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连衣裙下端多皱褶，塔吉克族妇女
喜欢在裙子上系围裙。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的男子
多穿过膝、无领、对襟“袷袢”(长袍)，喜欢在腰间系一条
腰带。蒙古族、达斡尔族喜欢穿袍子，腰扎红、黄、绿彩色
缎带。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
还非常喜欢在衣服的领口、胸前、袖口、肩、裤脚等处用各
种彩线绣上精美的花卉花纹图案，有时缀上彩珠和各色亮片
等装饰品。戴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尤其喜
欢戴花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别，其中维吾尔
族男女老少均戴四楞小花帽。

民族歌舞

新疆是著名的歌舞之乡，各民族的民歌浩如烟海，世代流传。
如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
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
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孜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

新疆音乐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最负盛名，传统的音乐有木卡
姆、库夏克、埃提西希、卖达等。其中维吾尔古典乐曲《十
二木卡姆》，由大乃格曼、达斯但、麦西来甫等三大部分组
成，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习俗为一体，包括互
不相同的36个曲调，要连续24小时方可演奏完毕。

维吾尔族民间乐器主要有都他尔、弹拨尔、扬琴、热瓦甫、
唢呐、笛子、手鼓、萨巴依、纳合拉、艾杰克、卡龙、萨他
尔、达甫等。哈萨克族的民族乐器主要有冬不拉、阔布兹、
斯不兹厄等。

文体娱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柯
尔克孜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喜爱的“摔跤”;有哈萨克族、
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喜爱的“叼羊”
和“赛马”;有维吾尔族民间体育运动“达瓦孜——高空走
绳”;有哈萨克族青年喜爱的“姑娘追”;有锡伯族、蒙古族、
哈萨克族群众善长的“射箭”，有蒙古族传统节日盛会“那
达慕”等。

“麦西来甫”是维吾尔族最喜爱的由歌舞、各种民间娱乐和
风俗习惯相结合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以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一带的“刀郎麦西来甫”最负胜名。

阿肯弹唱是深受哈萨克族群众喜爱的一项群众文化娱乐活动。
阿肯是既能弹唱，又能即兴作诗的民间歌手和诗人，阿肯除
平日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弹唱外，还常常参加草原上举行的
阿肯弹唱会。

赶巴扎

“巴扎”，系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遍布新疆城
乡。在维吾尔人聚居地区，差不多每个乡镇、交通路口，都
有巴扎。经济的发展，给古老的巴扎注入了新活力，今日的
巴扎已成为繁荣城乡市场、展示当地民族风俗和特产风味的
重要场所。来新疆的中外游客也多喜爱到巴扎逛游、购物，
体会西域巴扎的风情。

宗教信仰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现在新疆主要有伊斯兰
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
教、东正教等，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其
中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
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



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信教群众
占新疆总人口的58.3%。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信
仰佛教。

新疆充分尊重和保护各种宗教信教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
权利，宗教界人士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利。目前，在全疆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担任职务的新疆宗教界人
士1731人，他们代表信教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并对政府贯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监督。

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9
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0万人。依法保障宗教团体的合法权
益，1982年以来，全疆共恢复建立各级宗教团体88个，其中
自治区和地、县级伊斯兰教协会79个。

坚持把加强爱国宗教人士的思想和队伍建设作为做好宗教工
作的关键，在政治上关心他们，把爱国宗教人士作为肩负着
特殊历史使命的非党基层干部来对待，纳入全区干部培训计
划;坚持工作上支持他们，团结和依靠爱国宗教人士协助党和
政府管理宗教事务，支持爱国宗教人士依法开展工作;坚持生
活上照顾他们，在自治区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拿出资金，
对爱国宗教人士给予生活补贴。目前，享受不定期生活补助
的有5761人，年均补助2074万多元。建立了自治区、地、县
三级培训体系，有计划、分层次地对全区现有伊斯兰教教职
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从开始，由自治区负责对全区重点清真
寺的8000余名教职人员进行培训，每年培训人左右，目前已
培训了7000多人;其余2.1万名宗教人士，由地县两级负责培
训，目前已培训了2.16万人次。这是建国以来我区对宗教人
士进行的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明显的培训。

风趣式导游词篇三

你知道湘西苗族的风俗习惯吗？你知道什么叫赶年场吗？那
你知道什么是看龙场吗？开篇连问，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翻开我收集资料写成的作文欣赏一下吧！
也许，它们能让你开阔视野，增长一些知识呢！表明写作目
的。每到农历正月呀，湘西苗族人民最热心的便是赶年场，
其日期是由各地自行约定。赶年场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身着节日盛装，互相邀约，成群结队去赶场。年场上，
人流如潮，熙熙攘攘，那是分外热闹。人们不但可以进行物
资交流，还可以参加或观看秋千、舞狮子、玩龙灯、上刀梯
等活动。青年男女也多利用这种机会，谈情说爱。俊俏的歌
郎歌娘更是大显身手，三五结伴，说古道今，引吭高歌，互
相唱和，或盘根，或祝贺，或叙述传统故事，或即兴演唱新
词。

唱的人愈唱兴致愈高，听的人愈听精神愈振，就算是大雪纷
飞，天寒地冻，年场也要如期举行。描写"赶年场"的场面，
运用了排比、比喻的.手法。看到这儿，你肯定觉得湘西苗族
人民很有趣、很爱热闹吧！还有呢，逢辰便是看龙场日，习
惯称作看龙头后十二天又轮转辰日，再逢看龙之日，不管是
什么样的人，必须休息一天，若这天干了农活，就是犯忌了。
因此，苗族人民在看龙场那天会踊跃参加，他们对"看龙"的
事，十分重视。"看龙"的习俗三月三是湘西苗族人民的一个
节日，这时，你有些迫不及待了吧，是什么节日呢？别急，
我来告诉你，这一天，是湘西苗族的一个传统歌舞节日。这
一天，苗族人民会自动集中在约定的歌舞场上，参加对歌、
听歌、跳舞、观舞等，尽情欢乐，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的气象。歌舞日好了，关于湘西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就介绍
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亲自到湘西体验一
下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你一定会大张见识，很开心的！

风趣式导游词篇四

原来达坂城就在由吐鲁番到乌鲁木齐的路途上，是穿越天山
壑口之间的一个村镇，汽车、火车都经过这里。古代这里是
古丝绸之路中道必经的驿站――白水镇，现在是乌鲁木齐市
新成立的达坂城区政府所在地、正在建设中的新区镇和新辟



的旅游点。这里周围有雪山、牧场、草泽和柳林，风光瑰丽，
村中世代居住着回族、维吾尔族、民族风情十分浓烈，民族
姑娘又长得很俊秀。所以60多年前年轻的王洛宾就曾为它放
声歌唱。如今，多情的达坂城人不忘王老先生的深挚情谊，
为他立起了雕像，还正在建造一座王洛宾音乐艺术馆。

奇怪的是，这个古丝路必经的村镇，却是一个著名的老风口，
当地民谣这样说：“达坂城，老风口，小风小风天天有，小
风刮歪树，大风飞石头。”这里每年的大风日，平均有148天，
多时达到200多天。然而达坂城人不怕风，而且“无风盼有
风”，据说是因为这里水多草密蚊子多，不刮风，蚊子咬人
叮牛马，刮起风来把蚊子都刮跑了，人和牲畜更舒服。

还有，这里地处天山脚下，扼进出天山的关口。北去是达坂
城――柴窝堡盆地，一马平川直达乌鲁木齐市;南去越过天山，
就是吐鲁番盆地。隔了一道山，南边吐鲁番热得满身大汗，
北边古轮台(乌鲁木齐，唐代有轮台县之名)，冷得打多嗦。
前清有一位流放到新疆的官员叫史善长的，就写了一首诗
《过达板》，来形容达坂城这样的气候特点：“山路却平平，
中分南北界，其上盘查关，客到停车盖，关北属轮台，白战
雪不败;关南吐鲁番，二月桃花卖。行人将过山，绵裘各备带，
山头互易衣，慎莫笑侈汰。咫尺异炎凉，咄咄事称怪;造物故
逞奇，不管人学坏。”

达坂城的村民，大多是回族和维吾尔族，也有少数汉族人，
他们农耕放牧和睦共处。这里的回民自称“回回”。传说很
早以前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看中这块商驿站风水宝地，便
在这里同本地人结婚，生儿育女，安居乐业。根据史书的记
载，我国唐宋时期就有了回族的先民，他们包括来自阿拉伯、
波斯、中亚的商人、使臣、学者、和我国的汉人、蒙古人以
及其他民族人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融会而成。北宋
时已期已有“回回”之称;至明代，“回回人”已逐渐形成回
族的共同体，并不断发展壮大;至清代，回族已遍布中国大地。
像达坂城这样的位于交通要冲的小绿洲，很容易成为他们乐



意长留久安的地方。

达坂城由于回族人较多，回族的风土民情也就比较突出。旅
游者在这里停车歇足时，最受吸引的就是那懑街的回族风味
小食档，什么羊肉拌面、炒面、烩面、打卤面、锅贴、饺子、
包子、馄饨、油糕、凉粉、凉皮、粉汤、糖酥馍、麻花发及
手抓肉、黄焖羊肉、羊肉抓饭。真是应有尽有，数不胜数，
让你大饱口福。其中的油炸大豆，又脆又香，是达坂城最出
名的风味小吃，游客不妨一尝。

风趣式导游词篇五

在新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见到馕，吃到馕。馕是维
吾尔族人的主要面食。“馕”，是维吾尔语，意思就是烤面
饼。维吾尔人宁可一日无米，而不可半日无馕。在农村、集
镇、几乎家家都有烤馕的馕坑，妇女个个都会打馕(新疆人把
烤馕叫“打馕”)。馕坑就设在庭院或家门口，是用和入麦草
或羊毛的黏土做成的烤炉，形状很像一口倒扣的宽肚的大水
缸。烤馕时，先将干柴放在坑内燃烧，把坑壁烧得烫热，然
后将擀好的饼形面坯贴在坑壁上。擀面时可以根据需要擀出
像圆凳子面大小的薄馕坯，也可以擀出像碗口大的小馕坯。
馕坯上可以抹点食油，撒些芝麻、葱花，烤出的馕更脆更香。
由于馕是烤熟的，含水分很少，在气候干燥的新疆，存放十
天半月都不坏;如果是油馕(揉面时和入食油)，还能存放一月
左右，泡水变软，仍极好吃，所以维吾尔老乡出远门，会在
腰上的布兜里装进几块馕;坐火车去内地，也常常带着一提包
的油馕，一路当食，省钱又方便。

馕，不但维吾尔人爱吃，因此，城镇的饭馆、食堂都有馕卖，
而且烤馕的作坊、摊点布满街巷，几乎是十步一铺、五步一
摊，边烤边卖，生意红火。那馕坑边的货台上摆满各种各样
的馕：有小油馕、大油馕、肉馕(面坯中和入羊肉丁、葱片、
佐料)、葱花馕、芝麻馕、窝窝馕(边厚内薄，中间有个小窝
洞)和大如锅盖的“馕中之王”艾克曼等等。据说，这些用小



麦面做成的馕有50多种之多。南疆农村巴扎(集市)还有卖玉
米面烤制的包谷馕，颜色金黄，别有风味。

维吾尔人吃馕有个很重要的规矩：无论吃什么样的馕，都必
须先把每个馕掰成几片，大家一片一片地吃，绝不可用刀切
开来吃。为什么?有人说，这是维吾尔族崇尚团结互助传统美
德的表现，一个馕掰开大家吃，表示一家人一伙人同心同德，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维吾尔人还把馕看做吉祥物和幸福的象征。比如，男方向女
方提亲，作为见面的礼物，就有衣料、盐、方块糖，还必须
有五个馕。在结婚仪式上，要安排一位姑娘，双手捧出一个
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盐水，盐水里泡着两块小馕。姑娘就站
在新郎新娘中间，让他俩抢着吃下这两块象征着爱融洽、甘
苦共尝的盐水馕。此时，新郎新娘争先下手去捞碗里的馕，
谁先捞到馕，就表示谁最忠于爱情。“该出手时就出手”，
抢馕，就成为婚礼中的第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