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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我与著名学者丁帆老师

在内蒙古大学一起参加“西部高校文科

建设高层论坛”后，又前往草原进行文化

考察活动。

席间，丁帆老师被草原蒙古族敬酒

礼仪深深打动，不顾自己年龄，和大家豪

饮了两大杯。

他得知我是裕固族人，也来自草原，

建议我写篇关于草原酒文化的文章。那

天仗着几杯热酒下肚，欣然答应下来，但

是回来真要提笔写草原酒文化时，却不

知该从哪里下笔，因为草原酒文化太丰

富了！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草原酒文

化，我想，人人哼唱蒙古族《敬酒歌》都能

比划两下，可是已经答应了，这个命题作

文是一定要做的。

草原酒礼，挥之不去
敬酒是一种常见且富有深意的礼节，它不仅是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更是展现个人修养和交际能力的重要舞台。

钟进文

今年6月底，我借敦煌开会机会，

又顺道去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做

了一个短暂的田野调查，在肃北蒙古

族家庭，又一次受到“德吉”礼节的隆

重招待。

肃北县是甘肃省唯一以蒙古族

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蒙古族文

化是肃北民族文化的主体，这里地处

河西走廊西北段的南北两端，拥有非

常悠久的历史。

这里的蒙古族文化和青海德令

哈一带很相似，但是礼仪更加规范。

主人敬酒时要穿着整洁，或穿蒙古袍

后再给客人敬酒。

主人敬酒时必须使用银碗，以表

示对客人的尊敬。

只见主人右手端起斟满酒的银

碗，先说祝福语，然后走近客人，低

头、弯腰、双手举过头顶，示意敬酒。

客人接过银碗，将银碗的酒抿一下

（蒙古语即“德吉”一下），然后再还给

主人；主人再抿一下，然后又敬给客

人。

主人敬酒结束后，在场的其他人

也可以敬酒，如有长者在场的话，从

长者开始敬酒，逐一敬酒，敬酒礼仪

与主人敬酒过程相同。

和我同行的裕固族博士研究生

也被这高贵典雅的敬酒仪礼所震

撼。她认为，裕固族也有着浓厚的饮

酒之风，但是，敬酒礼仪远不如德令

哈及肃北蒙古族那么有仪式感。为

此，她花费1200元为她爸爸购买了

一尊精致的敬酒银碗。

在裕固族自治县县庆70周年之

际，她爸爸在家宴请亲朋好友时，正

式拿出银碗，按照肃北蒙古族“德吉”

礼节敬酒待客。同时，今年笔者在家

乡明花乡接受亲戚招待时，也看到裕

固族牧人开始用银碗敬酒，由此可

见，这一草原敬酒礼仪，也慢慢向裕

固族等广大的牧区渗透。

当下，敬酒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

交礼仪，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通过上述草原敬酒礼仪

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领会人

类情感如何通过敬酒这一媒介增进

和表达；如何拉近与他人的距离，增

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

人生旅途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

遇到各种社交场合，其中，敬酒无疑

是一种常见且富有深意的礼节，它不

仅是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更是展现

个人修养和交际能力的重要舞台。

十多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蒙古

族女主人的敬酒，给我人生礼仪上了

重要一课，并受益至今。

敬酒是重要的社交礼仪

静下心来回想几十年在不同民族地

区的田野调查与酒文化的过往经历，最

难忘的，还是10年前在青海德令哈蒙古

草原的敬酒礼仪。

2012年8月，我同日本昭和女子大

学蒙古族教授呼和巴特尔、日本立教大

学迈丽沙、西北民族大学乔旦德尔教授

一行4人，前往甘肃青海蒙古族地区调

研。青海蒙古族，又称柴达木蒙古族，是

指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蒙古族人。早期

为土默特部等部落，清朝固始汗时期改

变了部落结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但也

有源自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即青海绰

罗斯部）、辉特部以及来自喀尔喀与土默

特、鄂尔多斯的部落。

青海境内的蒙古族与内蒙古、新疆

的蒙古族风俗习惯从大的方面而言是相

同的，但因长期与藏、汉、回、土等民族杂

居，风俗习惯既有蒙古族特点，也吸收了

其他民族优点。

我们的调研内容很丰富，既访谈非

遗传承人，也进行实地考察。一天下午，

我们走进德令哈附近被称为“情人湖”畔

的牧场一户牧人家里，那天，只有女主人

一人在家，由于是临时流动放牧，家里陈

设非常简陋，但是得知我们远道而来，又

有日本大学的蒙古族教授，女主人格外

热情，很快熬来奶茶招待我们。

通过聊天，我们大致了解了当地蒙

古族的来龙去脉和目前的生活状况，中

间，女主人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

金水河畔的美丽爱情故事，即“情人湖”

的来历。聊着聊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女主人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

大家都知道，牧区的燃料就是晒干

的牛粪块，只见女主人用手把一块牛粪

掰成两半扔进炉灶，双手在衣襟上拍打

两下，就开始擀面，由于牛粪燃烧快，这

样的动作重复了好几次。我一边和大家

聊天，一边心想，日本学者看着这一手掰

牛粪一手擀面，一会儿不知道这饭咋吃。

就在面饼快要擀成时，女主人忽然

停下手中的活，转身拍打了两下衣袖，洗

净双手，把袖口系整齐，用双手擦拭酒瓶

口，拿起镶银小木碗，非常认真地斟满

酒，然后端庄大方地走到我们面前，恭恭

敬敬地依次给我们每个人敬酒。

瞬间，我被这一举动所震撼，肃然起

敬，女主人在我眼里，不再是那个一边掰

牛粪一边擀面的家庭主妇，仿佛是一位

高雅的贵族女主人。敬酒之后，女主人

继续擀面做饭。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甘肃青海一带

蒙古族人的“德吉”礼。

所谓“德吉”礼，即在节日和喜庆活

动时，主人向客人敬酒和敬献白食（即奶

制品）前，先要请客人进行“德吉”礼节。

据介绍，一般喜庆场合，“德吉”礼节要进

行多次，例如“戈拉德吉”，主人双手捧哈

达，上置盛满鲜奶或酸奶的银碗，按照老

幼次序向客人敬献。客人接过“戈拉”

时，用右手无名指蘸奶汁向上弹三次，意

思是敬天、敬地、敬祖先（也说敬天、敬

地、敬火神），然后双手端碗品尝一口，再

还给主人。

喝酒前的“德吉”是在打开的酒瓶口

上蘸一块酥油，向客人敬献。客人将敬

来的酒瓶双手接住后，用右手的无名指

轻蘸酥油，向上弹三下，再抹一下自己的

额头，以示尊重。

那个敬酒瞬间的“庄严”让我久久不

能忘怀，同时，也对蒙古族饱含历史的酒

礼文化充满敬意，并向很多人讲起过这

个故事。

难忘的敬酒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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