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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五一”长假前，收到了廖东凡先生寄来的《藏地风俗》书稿，要我为其写一篇序言。
几天来，拿起放不下的是《藏地风俗》这部书稿，放下又收不回的是这书稿勾起的很多往事回忆⋯⋯
廖先生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自愿进藏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内地高等院校毕业生进藏的
为数不多，像北大这样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到西藏工作的更是屈指可数。
这些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抱负，都有献身子西藏事业的牺牲精神。
廖先生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谈的就是他要去林芝采风的计划，那天我们谈的时间很长，海阔天空的无所不谈
，非常投机。
至今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是你们藏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吸引着我与这片高
天厚上交流，一定要趁年轻时多跑跑、多学学，等跑不动时我就整理出来，为西藏文化建设作点贡献
”。
1961年廖先生来到西藏，从基层文化工作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四年。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堆龙德庆县的田间地头，在藏北草原的牧场，在滔滔雅鲁藏布江畔，在巍巍
喜马拉雅山下，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可以说他的足迹踏遍了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
如今廖先生已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仍担任《中国西藏》杂志社的顾问，依然坚持整理当年的采风
笔记，病魔来袭时甚至发动他的老伴将笔录打印成稿，一字一字、一页一页、一部一部地用心血去完
成他的十卷本西藏民间文化丛书。
是什么力量、什么精神支撑着他这样痴迷于完成这套丛书呢？
想来想去还是他当初给我讲的那句话，是独具特色的西藏民风民俗文化激发了他笔耕不辍的热情，是
西藏艰苦的工作环境将他的意志磨炼得如钢似铁，更是一个优秀文化工作者的良心与责任，支撑着他
战胜一切艰难与困苦。
他的这种过人的献身精神和做学问的执著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据统计，迄今廖先生创作并发表过的各类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五百余篇，独著、合著共出版了三十余
部有关西藏民俗风情和民间文艺的著作，达六百多万字；《西藏民间故事》、专著《雪域西藏风情录
》等在西藏、全国获奖。
他对两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挚爱，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他对西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为所有接触
过他和他的作品的人所称道。
至今我们只要谈论一些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话题，总是少不了要提起廖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他独有的
真知灼见。
这本《藏地风俗》是廖先生系统地介绍西藏民间文化的丛书之一。
书中所讲述的都是藏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风民俗文化和相关的人物故事。
千百年来，以藏族为主的西藏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为适应“世界屋脊”独特的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高原文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藏的传统民风民俗资源都可谓极其丰富。
我们通常讲民风是指一个地区或民族表现出来的整体风气，民俗是指一个地区或民族的传统习惯；风
气更多地与性格气质相关，习惯则更多地与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相关，民风与民俗既有各自的内涵，
又有难以区分的内在联系。
民风民俗作为一个地区或民族历代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因此，一定的民风民俗都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
当它们之间相适应时，则民风民俗呈相对稳定的状态；当它们不相适应时，民风民俗则会发生变化，
或者表现为向外界横的方面的吸收更新，或者表现为向自身历史纵的方面的重新阐释和利用。
而无论哪一种表现，都不会是对既定模板的完全承袭，它或多或少都要表现出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相
适应的建设的一面，即时代的烙印。
《藏地风俗》是廖先生在西藏工作期间深入采风、亲自体验的基础上，多视角、全方位地分析和深入
细致地比较研究而得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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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存活于西藏民间的民风民俗事象，其中包括风土人情、生活习俗、
自然景观、人物故事等，以拉家常式的简明文字，生动传神、深入浅出地记录下来、描绘出来，并以
科学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与读者分享。
作为一个藏族读者，细细品味《藏地风俗》中所讲述的我们司空见惯的、每天都在重复的这些民间民
风民俗事象，他们被廖先生叙说得那么亲切淳朴，那么真实可信，而且有根有据，不禁拍案叫绝。
我认为在当前众多的介绍西藏传统文化的作品中，《藏地风俗》是一部难得的真实可靠的读本。
这是因为他所叙说的这些民风民俗是经过当年艰难的实地调查、体验生活、采访当事人、寻根问底地
到处求教、找资料论证而最终形成的成果。
为了便于与藏族群众直接交流，琢磨藏语原意并用汉语表述得更准确，他还努力学会了藏语。
它不仅为我们再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存活于西藏的民间民风民俗文化的鲜活形态，而且让读
者透过藏族传统民风民俗事象，对其所折射出来的藏民族悠久的历史、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文
化传统、审美意识、价值观念以及藏族同相邻其他各兄弟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等文化渊源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藏族文化是植根于藏族社会的民族文化，也是具有高原特色的地域文化。
它产生于青藏高原，是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随着藏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
藏族文化既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历算、藏医药等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也包括伦理道德、心
理、审美等较深层次的文化意识，还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
《藏地风俗》无疑是了解藏族传统社会的一个绝好窗口。
客观真实地介绍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介绍藏族的文化（包括民风民俗文化），这对于人们了解西藏的
风土人情，了解西藏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在本书出版之际，把我们之间难忘岁月的追忆及点滴感受写出来，权作为“序”，以感谢廖东凡先生
始终不渝地为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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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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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何时有了氆氇朗杰雪，织氆氇的村镇  在氆氇机上“耕作”  用氆氇支应乌拉差役  生产氆氇是一条发
财路姐德秀，古老的氆氇彩染中心——顿珠扎西访谈录　姐德秀差民的上门女婿　达赖骡官的贴身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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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饮茶何时始　松赞干布时无饮茶记载　都松芒波杰用茶叶治病的传说　引进盛茶的瓷碗　赤松德
赞时茶叶品种齐全　唐末宋初藏胞普遍饮茶　茶马互市传佳话从云南运茶到拉萨的马帮到康定运茶的
骡队藏胞和茶  酥油茶及其他  饮茶习俗种种  一天饮茶数十杯  喝茶使我和西藏贴得更紧  茶桶、茶壶和
茶碗  茶叶是吉祥物，也是馈赠品拉萨的甜茶馆　甜茶馆和甜茶馆文化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甜茶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甜茶馆　改革丌放初期的甜茶馆澜沧江边的请茶会情人般的木碗　平民时刻不
离木碗　贵族也随身带着它　木碗是寺院的标记　叫花子也有木碗揣在怀　说唱艺人的木碗似海深　
一只上等木碗值十头牦牛美味的藏餐　喝酥油茶，吃糌粑　藏式包子和人参果米饭　生肉、熟肉、风
干肉　红肠、白肠、肉肠牧民的冬宰羊卓雍湖的风干羊肉打酥油和打酥油的歌剪羊毛和剪羊毛的歌日
喀则的青稞酒　生长在酿酒之家　青稞酒的酿造　给市政当局支酒差　大酒家和小酒家　酒馆里的酒
俗敬酒的礼俗和敬酒歌美酒和毒酒　门巴人离不开酒　不喝酒无法接近他们　原始巫术的遗留　投毒
者受到诅咒锄草的乐趣东嘎河上的水磨房牛粪是个宝打阿嘎和打阿嘎的歌铁索桥和马头船　曲水铁索
桥　铁索桥活佛　马头船摆渡雅鲁藏布江上的牛皮船夫　从古代飘摇到今天　对水神的恐惧与崇拜　
吃人峡和吃肉峡　和老绵羊相依为命　扛着牛皮船跳舞雅鲁藏布江上的藤网桥阿达龙丹的打猎经历猎
人·猎狗·猎神　狩猎生涯犹如一部英雄史诗　猎神在火塘留下预示　猎人顽强而热烈地呼喊着　猎
人、猎狗生死与共猎手向森林诸神呼唤珞巴人的猎神崇拜猎杀雄健的扭角羚牛野兽头骨装饰珞巴木楼
羊卓雍湖边的猎狼仪轨　毫不犹豫地猎杀恶狼　对死狼进行精心装饰　抬狼转游湖区的盛典　关于国
王和狼的故事　杀狼是拯救狼罪恶的灵魂密林中的毒箭　制造毒箭的专家　野人奉送的毒蒿　用毒弩
射杀野兽　追踪猛兽的危险　毒箭造成的悲剧尼洋河谷的箭赛和箭歌扎囊地方的婚礼　定亲时姑娘必
须回避　骑上怀驹的母马去成亲　沿途摆砖茶、干牛粪以示祝福　用脚踹开新郎家大门　新郎全家端
坐不动　嫁妆要在最佳时刻送来　在新娘头上簪一块绿松石　新婚夫妇上床还有仪式　婆婆在屋顶挥
动羊腿祈福有趣的帕里婚俗夏尔巴人的抢婚　珠峰下残留着抢婚习俗　也有为恋爱自由抢婚的　　新
郎背着新娘参加婚礼来了博嘎尔珞巴的婚庆　在男女双方的拼杀声中开始　新娘新郎宰杀公鸡　进入
洞房还得杀猪和杀鸡　额头上粘一块酥油定亲堆加，藏族妇女的护肤膏拉萨的丧葬习俗　请咒师作法
使灵魂出窍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天葬在黎明之际举行　一周年时亲友欢庆他（她）的新生活佛和贵
族的塔葬绘制神佛的画师　画师有自己的行会　源于建造布达拉宫　所有的画师都归他掌管　承担大
型壁画绘制工程　加入行会有严格的规定　壁画和唐卡的绘制过程强巴林庙会和流浪艺人　寻访被遗
忘的庙会遗址　关于商人罗桑和扎囊女人的故事　庙会是流浪艺人的天堂  念经跳神和晒佛  寺院变成
了繁华闹市  尼泊尔商人和不丹商人  有人寻欢作乐  有人谈情说爱  一个月的贵族也不好当布达拉官顶
上的飞绳绝技秋天，拉萨天空的风筝奇观掷骰子的乐趣琼结古代美人达娃卓玛　达娃卓玛的歌声打动
了五世达赖的心　达娃卓玛，六世达赖的梦中情人　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拜见达娃卓玛旧时八廓街的
丐帮　热结巴原是修河堤的苦役　他们获得了要饭的专利　收拾和处理拉萨街头的尸体　贱民中还有
贱民圣城的狗和狗崇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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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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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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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地风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古人有言曰：入乡先问俗。
风俗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藏地风俗是藏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表现。
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农牧渔猎，到文化娱乐，桩桩件件，点点滴滴，无不反映藏族人善良的
心灵、美好的祈愿，还有返朴归真的古风古俗，这是作者二三十年间的亲身体验。
《藏地风俗》一书，会帮助您更加贴近这个民族，更加亲近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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