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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塞拜疆

拉吉奇-阿塞拜疆的历史
文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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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奇，阿塞拜疆的一

个古村落，如今是伊斯梅

林区的一个小镇。拉吉奇

坐落在大高加索山脉的东

面山坡上, 尼亚尔山麓海

拔1200米的地方，沿着吉

尔德曼-柴河的左岸伸展

开来。

小镇居民称自己为塔特

人，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

语系的一个分支，是新波

斯语的方言。他们大多数

讲两种语言，除了家乡的

塔特语，阿塞拜疆语也用

的很广泛。

关 于 拉 吉 奇 人 的 起 源

民间有几种传说，有说他

们是从伊朗的拉吉疆（吉

兰省）迁居过来的。著名

的东方学家密诺尔斯基认

为，现代拉吉奇的地理位

置和名字与莱赞公国的相

符合。公园4世纪的资料

中提到过莱赞公国。（1

，第107页）

尽管如此，当地人依然

认为自己是阿塞拜疆的原

住民。拉吉奇自古以来就

被誉为手工业的中心，其

中包括具有高度艺术性的

铜器制造。古往今来，手

工业的发展给这个小镇本

身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烙上

了特殊的印记。这个阿塞

拜疆的独特的小村落一直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直

到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们一来到阿塞拜疆，

就 一 心 要 去 拉 吉 奇 看 一

看。（2）

拉吉奇的民间制铜工艺

保存至今，并且发展到了

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

拉吉奇的铜匠们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阿塞拜疆其他

地区和整个外高加索在制

铜领域的发展。许多铜匠

迁居到炼铜厂附近。就这

样，拉吉奇创造了铜制品

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技

艺精湛的铜匠。

拉 吉 奇 制 铜 业 的 蓬 勃

发展带动了一系列的周边

手工艺的发展——镀锡、

打铁，也促进了木炭的生

产。总的说来，拉吉奇在

19世纪发展了约40种手工

艺和周边产业。（3）

制铜主要集中在阿加雷

街区，被称为"铜匠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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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因为街道两旁聚

集着很多制铜作坊。做好

的制品也是在那里售卖。

一个门面，一张工作台，

就是一个店铺了。

对 高 加 索 地 区 手 工

业 生 产 的 研 究 资 料 中

讲到了19世纪拉吉奇的

制 铜 作 坊 的 数 量 。 叶

维 茨 基 指 出 ， 本 来 有

200家制铜作坊（4）。 

但是到了19世纪末，由于

更便宜的俄罗斯的机器生

产的铜制品进入当地，导

致拉吉奇的作坊数量大幅

减少。受此影响，打铁、

制革、兵器制造等产业也

逐渐萎缩了。

我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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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手 工 制 铜 业 在 萎

缩，但是直到今天那些作

坊里的工具还保留着传统

的样子，炼铜、浇铸、锻

造和成品雕刻等加工工序

也沿用至今。通过文字记

载，以及阿塞拜疆、格鲁

吉亚、俄罗斯和欧洲的博

物 馆 里 的 丰 富 的 铜 器 藏

品，可以看出过去的铜器

品种繁多，有80多种。拉

吉奇的铜器大都镀锡，并

绘上装饰图案。这种活儿

通常由专门的雕刻大师完

成，他们被称为"哈卡客"。

关 于 拉 吉 奇 铜 器 的 销

路，应当指出的是，不仅

在阿塞拜疆，在整个外高

加索地区，甚至是在达吉

斯坦、东亚和小亚细亚国

家都十分畅销。（5）

拉吉奇的铜器在各大展

会上屡获好评。在1850举

办的外高加索边疆区产品

展销会上手艺人马梅德•

卡德尔展示了自己的铜器

作 品 ， 并 因 此 获 得 了 奖

金。（6）

在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

览会上拉吉奇的工匠们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展会特

刊对此做了报道: 拉吉奇

村（沙马基县）自古以来

就以出产铜器而闻名，在

维也纳博览会上展出的这

些铜器，让拉吉奇更加声

名远扬。展台上的锅碗瓢

盆精雕细琢、造型精美、

工艺登峰造极。

拉吉奇工匠的技艺体现

出了阿塞拜疆的实用装饰

工艺的悠久历史传统。珍

藏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内的

阿塞拜疆手工艺作品，展

现出拉吉奇制铜工匠的高

超技艺。在卢浮宫里阿塞

拜疆的手工艺展品中就有

出自拉吉奇的铜器。在瑞

士的伯尔尼博物馆内保存

着阿塞拜疆的火器和冷兵

器，分别突出展示了拉吉

奇军械员的饰有各种图案

和镶嵌物的步枪、马刀和

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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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金属加工业之后，拉

吉奇素以皮革制造业最为

发达。拉吉奇有个街区名

叫扎瓦罗，那里的居民大

多是制革工匠，他们的作

坊和房屋沿着达列尔-依

亚河而建。出自当地工匠

之手的精制羊皮被誉为外

高加索地区最好的皮料。

拉吉奇的制革人能制作起

粒 革 、 上 等 山 羊 革 、 软

皮革，并融合上等品味和

精湛工艺，用这些皮料做

成各种皮制品--皮鞋、皮

带、皮夹克、皮棉袄、书

封皮、皮笼头。随着制革

工艺的蓬勃发展，出现了

多种多样的皮革制品：马

具鞍件、鞋帽皮货等。

手 工 业 生 产 几 百 年 来

形成的习惯和传统为拉吉

奇地毯织造的飞速发展和

普及创造了条件。20世纪

中期这里就已经成立了地

毯生产合作社。铜匠、珠

宝匠、铁匠等工匠们使用

的传统装饰图案，也被用

于地毯织造中。拉吉奇的

地毯因其极高的艺术品质

而广为人知，并具有重要

的出口意义。多彩美丽的

地毯畅销全世界。地毯织

造工艺的出现和发展让这

个村落的经济和家庭关系

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它

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巩固了拉吉奇的经济。同

时还提升了女性的劳动意

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女性的不平等地位。

在拉吉奇的物质文化方

面应当指出的是，繁忙的

手工业生产和过去与之相

关的社会差异，对村落的

形态和小城的住宅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人们可以根

据它那保存至今的原始形

态，来评价它的结构规划

和像小城镇一样的村落。

拉吉奇被分为独立的两个

部分：拉吉奇和阿拉吉尔

特。这两部分各自又分为

八个街区。拉吉奇这种分

两区及更多区的分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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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塞拜疆的其他城市也

是如此，甚至是整个高加

索地区乃至中亚国家。拉

吉奇的结构特点在于按居

民的职业特征划分街区。

整个小镇沿着吉尔德曼-

柴河延伸出去2公里。每

个街区都有自己的广场、

清真寺、澡堂和墓地。

尽管和其他城市的手工

业贸易往来频繁，拉吉奇

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特质，

小镇的面貌没有发生本质

上的变化。甚至到今天广

场在这里依然发挥着重要

的社会作用。

从 外 表 来 看 ， 拉 吉 奇

是个小城镇，镶嵌平整的

石板路面纵横交错。拉吉

奇和其他小镇不一样，这

里的住宅设施完善、一切

井然有序。从这个角度来

看，拉吉奇人的传统城镇

住宅引人注目，并且和当

地的手工艺品一样妙趣横

生。生活习惯和手工业生

产的独特性造就了拉吉奇

住宅的特点。举个例子，

许多铜匠铺、铁匠铺和工

匠们的住宅连着，铺子的

出口通到院子里。老式住

宅保存至今，在过去的那

些年里，在拉吉奇的布局

规 划 中 ， 老 宅 没 有 大 变

样。由于缺乏空地块，新

建住房常常是建在老房的

地址上。拉吉奇的住宅特

点见证了飞速发展的住宅

文 化 。 主 商 业 街 上 的 房

子，一楼用来开作坊和商

店。

在拉吉奇传统的室内装

饰中，有各种尺寸的壁龛

和墙面置物架，上面摆放

着装饰性的器皿和物件。

住 房 的 一 个 特 别 之 处

是 ， 墙 内 建 一 个 小 房 间 

"巢"，也就是沐浴室，用

于做礼拜前的沐浴洗净。

拉吉奇的住房大多是两

层结构，单层和三层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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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考虑到本地区的地

震情况，人们用当地的灰

白色的鹅卵石建造房子。

拉吉奇人在文化生活方

面保留着古老传统、习俗

和仪式，而且由于拉吉奇

在地里位置所处的地区，

使它和阿塞拜疆东北各民

族地区的习俗有着密切的

相互联系及影响。阿塞拜

疆族作为共和国的主要民

族，对拉吉奇的伊朗语系

的塔特人的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这

种进步得益于自古以来在

阿塞拜疆这片古老土地上

共同生活和劳作的各民族

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

过去的传统工艺，如制

铜、打铁、制革，在今天

也是很重要。并且这些手

艺并没有消失。而传统，

主要是制铜工艺，依然在

拉吉奇人手中保存着。

拥 有 明 显 特 质 的 拉 吉

奇，如今依然是阿塞拜疆

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村落，

并期待着不断吸引着很多

希望在此留下深刻印象游

客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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