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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训练



猎鹰训练是一项涉及训鹰及狩猎的传统活动。据说猎鹰
训练起源于亚洲辽阔的大草原上，后来通过文化和商业
交流活动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

猎鹰训练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社会娱乐活动以
及人们与自然交流和互动的一种方式，在各个地区不断发
展和传播。虽然它以前仅仅是人们获取食物的一种手段，
但它承载着许多社会价值和意义。它已成为友谊，分享，
参与和表达自由的象征。训鹰者们具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
统和道德观念，即使他们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都非
常渴望将这项传统技艺传承给子孙后代们。

猎鹰训练最早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被认为是人类和
鸟类之间最古老的互动关系之一。这是一项让猎鹰在自
然环境中捕猎的传统活动，深受各个年龄段的业余爱好
者及专业人士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训鹰者们付出了
艰苦的努力以加强与鸟类的联系，并摸索出一整套训练
方法，这也使训鹰者和鹰隼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而又特
殊的语言。正因如此，围绕训鹰主题的诗歌、谚语、歌
曲、故事和传说等民间文学不断涌现。此外，手工制作
猎鹰训练工具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简介



热爱这项独特传统运动的训鹰者们自视为一个团体，他
们在参与、分享、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提升了该项
运动的文化价值，同时致力于增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
兄弟国间的团结，并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伙伴关
系。

实际上，这些紧密的关系通过友谊和平等的方式得到体
现，6至12名训鹰者将接受该项传统运动为期一到三周
的训练，他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期间还要为猎鹰
训练营地举办的夜间篝火晚会做准备。

训鹰者们喜欢在日常追踪猎物的旅程中交流和讨论有趣
的见闻，猎鹰运动让训鹰者之间充满温暖和亲密的气
氛，并赋予他们崇高的价值观。正如阿联酋训鹰俱乐部
主席Sheikh Hamdan bin Zayed Al Nahyan殿下所说：“
猎鹰训练让我们的孩子们享受沙漠的魅力，赋予他们耐
心、坚韧的意志力以及友谊的美德，这些都是我们当今
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岁月的考验中得以
世代传承。”此外，正如一句捷克谚语所说，“我们训
鹰不是为了猎鸟，而是为了在猎鹰训练的旅途中获得令
人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训鹰者通过几种方法向年轻人传授他们的知识，经验和
技能，包括现场指导，经验丰富的训鹰者将年轻的训鹰
者们带到大草原亲授狩猎技术，并训练他们与鹰隼建立
信任。

Falconers



阿联酋猎鹰运动多年来得到国家领导
人和人民的热爱，并因第一位伟大的
猎鹰者——已故的阿联酋伟大领导人
谢赫•扎耶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
（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
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阿联酋提议，比
利时、捷克共和国、法国、韩国、蒙
古、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王
国、西班牙和叙利亚共同努力下，猎鹰
训练在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其
它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德
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
2012年同样也加入到阿联酋的提议报告
中。至此，组织和起草此提议的参与国
家总数达到18个。

猎鹰训练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一国际联合项目的主要成就可归纳如
下：
- 传统猎鹰训练及相关活动已经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获得了法律保护的权利，确
保其得以世代传承。

• 该项目凸显了阿联酋国家领导人给予
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重要地位，通
过其良好的国际声誉，真诚的人道主
义精神和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未
来有效采取国际联合项目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 阿联酋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
委员会的重要参与者，参与起草了所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的决议。

• 该项目为阿联酋个人、政府和社会部
门以及各类机构提供了与世界各地的
同业工作者联系和互动的机会，从而
能够更好的保护共同的国家文化遗产
以及人道主义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