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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民族志丛书·彝族志·聆听乡音：云南彝族的生活与文化》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藏
族的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的描述，从而呈现云南藏族在文化上的包容性特征，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
了解云南的藏族。
　　《云南民族志丛书·彝族志·聆听乡音：云南彝族的生活与文化》是对云南藏族的生产生活进行
描述的民族志，内容都比较感性，与《云南民族志丛书·彝族志·聆听乡音：云南彝族的生活与文化
》有关的一些理性的背景知识如果与主要内容衔接不好，将影响全书的整体效果，而这些背景知识对
于理解本书的内容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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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第一章 云南藏族的居住地及研究点概况记忆高原峡谷中的家三村印象第二章 春种提前的开
春村民会大米田开学了春天的烦恼第三章 收获的夏秋射箭节医生牧人靠山吃山家住神山吉祥神羊第四
章 冬日阳光盖新房看电视扎卡达母亲、女儿过年第五章 传统与发展五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传统与发
展主要参考文献附录本书迪庆藏语名称音译词汇对照表“云南省迪庆州生态文化类型与生态旅游研究
”中关于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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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坐上傍晚七点钟的夜班车，车里大都是回去过春节的老乡，上下两层38个床位的卧铺车已经躺满
了旅客，大包小包塞满了床下的空地，好似购物归来的大卡车，我想这种景象在今天的城市里是很难
遇见的。
但每次回迪庆，客车里如果少了这种景象，会觉得不大对劲，带上给亲朋好友的礼物回乡，也许是表
达亲情、思念、感激、友好的一种方式，尽管那些礼物在迪庆都有，但似乎从外面带回去更能表达心
意。
车子开动了，这条回家的路已走过无数遍，但每次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望着窗外流动的车流，车子
渐渐在暮色中离开了昆明，驶上了滇藏公路（214国道）的昆明至楚雄的高速公路，躺在床上耳边不时
听见老乡们的闲聊，思绪已经回到了家乡。
　　从小生活在云南藏族主要居住地迪庆的我，打小到出外读书前，一直都受家庭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耳濡目染的几乎都是迪庆藏族的生活，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生活。
记得小时候父母或长辈总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其中最多的要数老祖宗的事。
据父亲讲，他的祖父是一个赶马人，名叫江初，老家是西藏一个名叫茨卡龙（tsh ka lung）的地方的人
，十几岁就随村里人一同赶马跑生意，二十来岁时被丽江格子的一户人家看中，招为女婿，成家后有
了7个儿子。
因为他颇为能干，置下了一些家业，并分给了这些儿子。
我的祖父便是其中的一个儿子，他秉承了父亲的事业，也当上了马锅头，自己赶马做生意。
我祖父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不几年靠他父亲给的几匹骡马逐渐发达起来，赶马时经常沿澜沧江从维西
走，觉得维西永春地方不错，就在那里置了点田产，自己盖房子，在永春河畔安了家，并娶了我奶奶
。
奶奶的父亲是纳西族，母亲是藏族。
我祖父母最为欣慰的一件事是让我父亲和父亲的兄弟上了学。
大约我父亲12岁的时候（1944年），我四十多岁的祖父赶着马，驮着行囊把父亲送到丽江上中学，途
中的艰辛自不必说，每次从维西到丽江都要走7天，直到1949年祖父都是风雨无阻地接送父亲往返于丽
江与维西。
父亲在丽江读书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还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先进组织，解放初父
亲被党组织派往中甸、德钦等地进行宣传党的政策的工作。
后来在德钦燕门澜沧江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与母亲相识，并成了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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