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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姓名，禁忌，节日，宗教法令，婚姻制度等方面对藏民族的习俗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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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七)时轮大法会    藏历六月初三，是甘肃省甘南草原上的时轮大法会之吉祥日子。
是时，甘、青、川以及内蒙各地的藏、蒙、土、汉等民族的信教僧俗群众前往甘南的桑科草原参加时
轮大法会。
法会期间，众僧齐诵净土经和祝寿经。
此后，由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中的高僧大德为具有根器的僧人进行时轮金刚灌顶。
藏传密教认为，时轮金刚密法源于古印度北方的香巴拉国，公元12世纪前后传人西藏。
时轮金刚密法确认一切众生都在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迷界”，并以时轮表示“三时”。
提倡修习此法应控制体内的“有生命之风”，以保长寿，并通过所谓“五智”和“禅那”合一相应法
，去追求“即身成佛”。
从1946年起，每次时轮大法会都由贡唐仓丹贝旺旭主持。
他谆谆教导广大僧俗群众要发菩提心，戒恶扬善，利益众生。
要求佛门弟子严守戒律，广积福田，造福人类。
贡唐仓大师把条条佛门法理，引譬取喻，深入浅出，讲得妙象纷呈，令喇嘛僧众如痴如醉，凡夫俗民
肃然起敬。
50年来，他为二千余名活佛进行时轮金刚灌顶，并为数十万僧俗群众摩顶祝福，赐打过金刚结又经加
持了的绳符。
   (八)米拉劝法会    拉卜楞寺的法会，亦称“七月法会”。
据说此法会是由格鲁派始祖宗喀巴的弟子嘉样却杰为纪念护法神和法王而创立q拉卜楞寺则开始于第
二世嘉木样大师时期，后由第三世贡唐·贡却丹贝卓美倡行至今。
会期自藏历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十五日止，共19天。
法会的正式日期在七月初八。
法会主要有两项内容。
第一项是六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进行的两天宗教大辩论。
开始由拉卜楞寺的大法台讲述闻思学院的业绩。
此后，大法台即与各个学院的法台进行辩论，每次只可一个学院的法台参加。
辩论时，允许该学院的格西随同法台一起参加。
一般第一天由大法台讲论佛法，学院法台提问，大法台对答。
第二天学院法台讲论佛法，由大法台提问，学院法台对答。
要求提问者抓住要害，准确无误；对答者有理有据，对答如流。
这样以示法台必须具有渊博的学问，方可胜任。
自七月初一开始，每天早上、中午都要进行因明学的辩论。
参辩论者为6一直2年级的优秀学僧、各班级中有地位的大小活佛以及当年的“然江巴”。
辩论者在辩论的前一天要向各个经堂和佛殿的佛像前敬献供晶，并要向僧众散发礼品。
第二项就是七月初八举行的“米拉劝法会”。
是日清晨首先在寺院大经堂背后晒佛，同时在冬季讲经台上陈列已故嘉木样大师及大活佛的遗物，以
供信徒们朝拜。
中午，在闻思学院门前的广场演出藏戏。
闻思学院前殿一楼走廊左侧为僧官的席位，右侧为一般僧众的席位，演出场地的内层为本寺僧人的坐
处，外层是观众。
场内右侧有执锣鼓者各1人，执钹者2人，吹长筒号者2人。
全剧共分为四场，主要内容是讲圣僧米拉日巴利用多种办法劝化猎夫贡布多吉，使其弃掉杀生之职业
，而皈依佛门，跟随米拉日巴大师修习佛法，并为一切生灵造福方面作出贡献。
    (九)塔尔寺正月法会    据传，塔尔寺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开始举行正月法会，每年的正月初八开始，十
五日结束，为期8天。
法会期间，大经堂、殿堂及各噶尔哇每大都献供点灯，供养“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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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晶有香灯、施食、净水、干花、粮食等，各100份的称为“百供”，各1000份的称为“千供”，重要
殿堂一般为“千供”或“百供”。
大经堂和各扎仓的殿堂还陈列着各种法器和幡幢，布置壮观。
各扎仓的僧人每日上殿诵“祈祷经”3次，祈祷佛教昌盛、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同时还举行考试辩经活动。
十四日上午在辩经院跳法王舞。
十五日上午举行浴佛活动，晚上各扎仓经堂、佛殿、噶尔哇设花灯供养，特在9间殿堂门前陈列酥油
花，供人们赞赏。
酥油花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工艺制品。
据说塔尔寺早在1594年即开始制作酥油花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今天的酥油花已成为一种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艺术精湛、形象逼真、别具一格的工艺品。
每逢正月十五吉祥之日，塔尔寺车水马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香客，面对美妙绚丽的酥油花，赞不
绝口，流连忘返。
    身穿藏袍，不论男女里面都穿上一件白、红或绿色衬衫，男子穿白色者多，外面再套藏袍。
一般夏天或做活时只穿左袖，右袖从后面拉到胸前搭在右肩上，藏袍的袖比人的胳膊长得多，平时把
袖卷起来，跳舞时放下两袖，用袖而舞，充分显示出藏袍本身所具有的古朴典雅的特色。
也可脱下两袖，把二袖束在腰间。
但寒冬腊月必须穿好两袖。
    女式藏袍多半以氆氇、毛料、呢子为料。
女子除了穿长袖藏袍外，还穿无袖藏袍。
夏秋两季是穿无袖藏袍的季节，上穿花色或红、蓝、雪青等色彩鲜艳的缎绸衬衣，再套无神女式藏袍
，显得十分美丽。
冬天女式藏袍都有长袖，腰间都要束各种色彩的绸缎腰带，也有布腰带。
藏族妇女在腰部围一块彩色围裙，藏语称“帮典”。
多半是彩色条纹氆氇织成的。
也有彩条布的，但未婚少女不带围裙。
    衬衫男，女有区别，藏族妇女多穿印花布或印花绸缎衬衣，男子多穿白布或白绸缎衬衫。
男式衬衫一般都是高领，女式皆为翻领，不分男女，衬衫的袖子都很长，以突出藏民族独特的姿色。
另外，各地的服饰也有不同的式样，比较明显的如西藏东南工布一带农民穿的“古绣”，一种圆领无
袖长坎肩，山南一带的男装夹袍，工布地区的男、女式圆帽等等。
    2．牧区地势高，气候寒冷，风沙大。
牧民的藏装都以皮袍为主，穿不加面料的板皮藏袍。
牧区男式藏袍的襟、袖口、底边都镶有黑色平绒、灯心绒或毛呢为原料的边，边宽为十五厘米许。
女式牧民袍在板皮外边镶上彩色条纹(帮典)料，襟、袖、领口同样镶嵌彩条氆氇，表现出牧区妇女的
独特服饰。
    牧民穿的藏袍由于袍肥大，袍袖宽敞，便具有臂膀伸缩自如，夜间可以解带宽衣就睡，当被褥用，
白天可以作衣穿，想脱一袖或两袖均可，将二袖束在腰间等不少优点，同时也显出牧民豪放的性格和
豁达的风度。
牧民的服装也离不开腰带，穿时提起下部，腰带一束，怀中及腰间自然形成一个大行囊，里面可装不
少随身用品。
    藏族人不论农村牧场，都在藏袍的腰间佩带小刀、火镰、鼻烟壶、银元等饰物。
    3．藏族的鞋帽也有其地方特色。
藏族男女常戴“长寿金丝缎帽”，此帽多流行于拉萨、日喀则一带。
以皮毛或氆氇为原料。
饰以金丝缎、金丝带和银丝缎。
男女式样有所区别，戴起来金光闪闪，阳光下显得更好看。
“长寿金丝缎帽”是藏族男女老幼都喜欢的一种民族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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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狐皮帽，是整张狐皮所制；“博多”帽，原西藏地方政府俗官所戴黄色平顶碗形帽、红缨帽
等等。
帽子的外形不同，戴法上也有所不同。
    藏鞋也有好几种，西藏流行的藏鞋主要有两种，即松巴鞋和嘎洛鞋。
这两种鞋，一般从外观看都是长筒靴，鞋面是红绿相间的呢子，鞋腰以褐色氆氇为料，缝有各式花纹
。
    “松巴”藏靴，也有多种，比较出名的有松巴梯呢玛，是一种彩色丝绣花长统靴，做工很精致，鞋
底较厚，用双层底缝制而成，以牛皮为料。
鞋面绣有花朵，鞋帮饰以真丝线的八色绣花，鞋帮的料是黑氆氇，靴帮和靴面间，接有红绿呢，鞋帮
上部靠小腿处竖开一条长十厘米左右的口子，是为便于穿用而拉开的，此鞋既美观又暖和舒适，很适
合西藏地方穿。
    另有冬季穿的“松巴布日”靴，此靴靴底为牛皮，靴帮是三层氆氇缝制的，此靴的靴尖向上弯曲，
形如木船前方。
“嘎洛”藏靴主要流行在西藏林芝、山南一带。
      (二)藏族的首饰    藏族不分男女都喜欢佩戴金银、珠宝、玛瑙、玉石等贵重物品打制的精致首饰。
如耳环、戒指、发饰、项链、手镯、“卡乌”(用金、银、玉、珠等装饰、制作的小盒)等等。
    就以头饰而论，前后藏妇女的头饰各不相同。
前藏妇女头戴“巴珠”，一种三角形头饰，戴时一角朝前，两角放后。
，架上缝以红毛呢，上缀珍珠。
此为贵族妇女之头饰，一般妇女则用珊瑚、松儿石等制成。
    后藏妇女戴“巴廓尔”，是弓形头饰，其原料多半为珍珠、珊瑚之类。
戴时将镶有珊瑚、玉石和珍珠的椭圆形红呢套在发上，与发相结，将弧形藤架朝上竖起。
    男士佩带的短腰刀、火镰等都晶莹剔透，十分古雅。
    僧人等手持的念珠，也掺进不少装饰物，如松耳石、翡翠、玛瑙等。
    有些观点认为传统服装美则美矣，可在当今已经现代化的生活中有着诸多不便，但是藏族的传统服
装为何至今仍没有被替换，依然在整个民族中最为普遍常见，而非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已仅仅成为一
种符号，存在于比如舞台或旅游景点之类的环境?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在西藏生活过，哪怕是短暂的
旅行过，切身经验就会把答案告诉我们：在西藏这样的天地之间，人惟有以那样的服装裹身才是最大
的方便。
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能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产
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    在以农牧业为主的藏族地区也恰恰是农区和牧区保留传统最多。
而在拉萨这个藏文明的中心，服装与服饰更多的还与阶层、财富等有关，显然含有社会学的内涵。
比如过去贵族或官员的装束有着相当讲究、相当细致的差别和规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不论是颜
色还是样式，甚至何种发式及配饰都有着甚为严格的规定，不得越雷池半步，不得有半分差池。
另外，女人也有讲究，如卫藏的贵妇头戴蜂巢似的环状木框上嵌满宝石的“巴珠”头饰。
也因此，当社会处于不断改变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推动这些改变的力量，也就是说，
所谓改变首先指的是人的改变—÷在服装上也随之而变的并非那些与天合一的广大的牧区和农区，而
是与时代同步的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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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完稿了，我们很欣慰，也很遗憾。
欣慰的是经过四川巴蜀书社和几位主编的努力，《雪域文化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遗憾的是我们在撰写这本小书时，由于时间紧，再加上我们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比较多，所以写的
很不全面，错误肯定也不少，期盼看到本书的读者和朋友，多加指正和批评!此外，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书的“今日西藏人的衣食住行”一节是由唯色女士撰写的，特此表示感谢!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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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这本小书完稿了，我们很欣慰，也很遗憾。
欣慰的是经过四川巴蜀书社和几位主编的努力，《雪域文化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遗憾的是我们在撰写这本小书时，由于时间紧，再加上我们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比较多，所以写的
很不全面，错误肯定也不少，期盼看到本书的读者和朋友，多加指正和批评!此外，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书的“今日西藏人的衣食住行”一节是由唯色女士撰写的，特此表示感谢!    作  者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民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