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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廖东凡君是我在西藏工作时的好友和同事，我们共同度过了二三十年的高原岁月，志同道合，苦乐与
共，互相帮扶，情同手足。
不久前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西藏节日的书，希望我写一个序言，尽管我对此缺少专门的研究
，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我的记忆中，东凡从进藏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西藏民间文化的热心人、高原节日的积极参与者。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每逢节假曰和休闲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正起劲，忽然有一帮人推门而人
。
他们大都是身穿藏袍、头戴金花帽或狐皮帽的农牧区基层干部和文艺积极分子，因为某个乡村牧区要
过节，请东凡带领他所在的拉萨市歌舞队去演出，或者帮助筹措某些节日物品。
东凡总是满口答应，常常站起来就走，有时还把我拉上同行。
东凡是个热心人，很有服务精神。
每到节假日，总是他最忙碌、最兴奋的日子，这是因为一来他不仅去乡野观光，而且要组织演出；二
来他喜欢且擅长田野作业，过节是个好机会，平时找不到的人，过节时大多能找到，是做社会调查的
最佳机会。
他实实在在地沉了下去，在广大农牧民中去挖掘、搜集、提炼，整理孕育于西藏民间极其丰富而又珍
贵的宝藏。
他的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这也正是他能写出这本关于西藏人过节的专著的一个原因。
西藏是个节日特別多的地区，节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间节日，二是宗教节日，因而也就产生
了第三种类型一一综合类型，不是一个吃掉另一个的综合，而是各取所长，进行充实提高的综合，仍
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和形态。
在宗教节日里，增加了歌舞表演、体育竞技；在民间节日里，增加了祈神、转经、朝佛的内容。
我曾多次和东凡一起到西藏各地，参加各种节日盛会。
农区的望果节、牧区的赛马会，我们都是那里的常客。
在去节日场地途中，陆续有人等侯迎接，东凡总是不断地向他们打听有关情况，走一路，问一路。
在返回拉萨的路上，他像一个喜获丰收的农人，津津有味、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解到的有价值、有趣味
的材料。
可惜那时我对民俗学并无浓厚兴趣，只是为文学创作收集有关的背景材料而已。
而这些，恰恰是东凡曰后撰写民俗学著作的生动素材。
最近，看了他寄来的《节庆四季》一书的部分篇章，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厚，标题之鲜活，使我
惊叹不已，引起我很多的遐思。
我想，东凡在藏工作二十多年，始终坚持深入民众生活，和广大农牧民融成一片，深深扎根于雪山大
地，汲取新鲜的乳汁和营养，变成自己的血肉和灵魂，使之对西藏的文化有着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并能真切而完美地表述出来。
他在辛勤地写作，近年来身体欠佳，体力不支时，也不停笔，就让他的贤内助陈闺梅笔录，打印成稿
。
就像一条春蚕，吸足了桑叶的汁，在腹内蕴结成丝(思)，非得吐丝绣茧不可了。
这样写出来的文稿，不仅是由笔端倾泻出来的，而且是由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
这样的文字，不仅经过长期的积累，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而且经过长期的思索、咀嚼、提炼，既反
映了民族文化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多元的文化成果，又表现了西藏本土文化多姿多彩的形态和散发出的
特有芳香；既有学者的严谨风范和求实精神，又有艺术家特有的满腔热情。
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仅能获得有关西藏的真知灼见，而且有着浓郁的审美欣赏乐趣。
我把这些想法寄给东凡，期盼着早日看到他的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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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藏语采集，以汉文笔录，四十多年来激情不减、故事泉涌的，除了廖东凡先生，还会有谁？
    本套丛书以十种之盛，全方位展现西藏本土传统文化：从神山圣湖的动人传说，到四季节庆的民间
生活；从历史人事的掌故种种，到市井乡间的众生百相；从形态奇异的宗教护法，到壅塞雪域的三界
诸神⋯⋯所涉内容之辽阔之深远，看一眼本套丛书的书目就知道了。
    在这些故事中，有些是已经逝去的风景，有些正在发生着改变，或者添加了新的内容。
唯其如此，这套丛书才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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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东凡，藏学家、西藏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家。
1938年1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横田村。
196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远赴世界屋脊西藏高原，从事群众文艺工作和民间文化考察二十四个
春秋。
1985年调至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书记处常务书记、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1990年调至中央统
战部，任《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先后在北京、拉萨、香港、台北等地出版藏学和西藏民俗著作三十余部（含合著），其中《西藏民间
故事》获全国民间文学一等奖；《雪域西藏风情录》获珠穆朗玛文学奖，上个世纪90年代脍炙人口，
极为畅销，是了解西藏民风民俗的佳作；《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获200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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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马年——围绕冈仁波齐神山的朝圣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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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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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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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节庆四季》推出四十三个藏地传统节庆，它将带你欢歌劲舞，一醉方休，尽情领略独具一格的节日
文化、雪域风情。
西藏人最喜欢过节，最热衷过节，节日是西藏人的血肉灵魂。
从城市，到农村；从寺院，到民间；从春到秋，从夏到冬，到处是节日的场地，到处是欢乐的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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