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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凯 摄影作品选

刘述义收集道孚谚语
只要能报仇，心可以暂时变成石头。
小鸟还有自己的窝，一个人还能没有自己的家。
名字是阿爸阿妈取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吃牛肉说羊话，半边人脸半边狗脸。
骡矮了好驮，人小了好说。

康巴彝族婚俗文化
■ 沙马鲁石

英雄赞歌 尹昌衡西征

四川藏区旅游文化“日志”
■ 泽仁多吉

对尹氏，贺觉非先生在《西康纪事诗本事
注》中曾介绍说：“尹昌衡字硕权，又字太昭，小
名兰。 其先楚人也，十世祖始由汉阳入蜀，初居
繁江（新繁），继迁晋寿（彭县），后居华阳。 父祚
忠，母刘氏，以负贩豢豕为业。 尹生十三四如成
人，学于锦江书院，考入武校，年十六以官费选
送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岁回国。 初在广西巡
抚张鸣歧幕，时川人颜楷在桂，以尹为当时人
杰，妻以幼妹。 赵尔巽督川召尹，乃辞张归蜀。
濒行张饮以酒，戒曰：‘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
城’；尹答：‘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尔巽
待之善，尹亦数自表露，骎骎然将大用。 尔巽
去，尔丰继督川，适保路风潮大起，川局岌岌可

危，尔丰既移其政权于蒲殿俊、朱庆澜。蒲、朱于
十月十八日大阅，因各军不自安，点名时开枪，
一时秩序大乱，蒲等遁走。 群乃推尹为都督，时
年二十七，亦可谓幸运儿矣。 ”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６ 月尹昌衡率师西征，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９ 月返回成都，欲复四川都
督之职，被袁世凯的走卒胡景伊所拒，继而返回
康定，不久，袁世凯即下令召其进京。

抵京后，袁世凯询问：何可替代你？尹回答：
诸将均非真选，且与民有约，不能失信，果欲置
之中枢，请俟三年而后。 袁知尹有贰心。

尹到了天津后， 袁世凯即暗中派人监视。
有人报称尹欲逃跑， 就很快将其投进监狱，并
罗织罪名欲杀之。 按当时规定，审判上将必须
由上将组成的军事法庭会审，而各上将意见不
一，以致拖了半年多才勉强以“危害川省人民
利益”罪，判处尹有期徒刑十年，立即执行，这
才幸而活了下来。

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尹始获释。
尹在狱中，有诗题壁，由“忠孝将军如铁石，

粉身碎骨悬穹苍”句作结，以言其志。
出狱后，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年）回川。 这位

方步入而立之年的上将军，即淡出政坛，归隐林
田，令人惋惜。

贺觉非先生曾于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到成都尹氏府上拜竭这位当年威震川边
的上将军， 留有这样一段文字：“二十九年一
月，余以康事谒尹于成都城外自宅，时年己五
十六矣，而躯干端正，发音洪亮，凛然有不可犯
之慨，当年风度，可以想见。 尹自责太无含蓄，
折得太快，若不胜其遗憾者。 叩以当日治边情
形，则谓本有条陈，因袁见疑，愤付一炬，今不
复省记，对时事亦谓不加闻问，惟与禽鱼为侣。
尹有三子，长绍元，次绍阳，次绍平。 尹书学汉
碑，曾应余之求，书一条幅。”今天，这对我们了
解这位当年叱咤炉边的上将军，无疑是难得的
“历史碎片”。 （全文完）

彝族的泼水仪式（一）
彝族的泼水 （彝族称为依各沙）仪

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方到女方家送彩
礼时泼水，另一种是接亲或护送新娘回
家里泼水；这两者当中最隆得、最热闹、
最激动人心的要算接亲和护送新娘回
家时的泼水了。

泼水是彝族婚礼中最有民族特色的
文化活动之一，是一种迎宾礼仪，它主要
用来接待男方派来的客人。 泼水主要在
女方家里举行， 为了欢迎男方客人的到
来，村子里的姑娘来给客人泼水，并且定
好泼水的具体方案。 然后，根据环境，设
置障碍。当客人行至泼水地点时，好客的
姑娘们，便突然涌出，整齐有序地排列在
路边；姑娘们手持水瓢，拦住客人，一边
高声空说，一边向客人泼水。客人见此情
景后，主动上前，跟姑娘们打招呼，并倒
掉水，让后头的人过去。这样的泼水不仅
给婚事增添了情趣， 而且给整个婚礼添
加了喜庆的色彩。 （凉山彝族的泼水活

动，一般不分男女，只要是还没有结婚的
都准许参加， 使其在泼水活动中相识和
相爱。并按事先答应的条件，男方带部分
彩礼去女方家， 到时候女方家还要杀猪
宰羊给前来送彩礼的客人吃， 届时姑娘
家的所有亲朋好友，同村落的妇女们，从
早开始不停地准备泼水工作， 希望把前
来送彩礼或接亲的客人都变成落汤鸡）。
在彝族风俗上， 对客人泼水越深表示越
对客人的尊重， 而且对娘家人越好，所
以， 每当彝族乡间得知有人要订婚或接
亲时，都会感到十分高兴。姑娘们也为了
好玩，她们不请自来，不管路途远近，不
怕劳累， 不管是寒冬腊月或是酷暑的夏
日，她们都会积极来参加泼水，并且早早
就来准备水， 凡是可以用来泼水的工具
都盛上水，放置于屋子的四周，或者放在
屋檐、路边、院坝、村寨路口等处。

太阳慢慢地落下山去了， 前来送彩
礼的客人也慢悠悠地来了； 这时候本村
子的姑娘们开始各自为阵， 纷纷用水瓢

舀上水， 并密切注视着远方来的客人的
动向。 此时，送彩礼者也会探听虚实地走
动，看风使舵，并派出年轻的小伙子穿着
事先准备好的雨衣或者是擦尔瓦打前
战， 有趣地把姑娘们辛辛苦苦背来和挑
来的水给倒掉， 尽力把姑娘们精心策划
准备用来给客人泼水的计划打乱； 然后
避开水赶快朝屋子里面跑， 而且冒着倾
盆大水把姑娘们的水给放倒， 让后面的
人尽快跑进屋里去， 求主人家的长辈们
出来干涉，好让泼水的仪式赶快停止，以
便顺利地进屋休息。 在这种喜庆的场面
上，即使是客人们跑进屋来，姑娘们的泼
水兴趣不会一下就停息的， 相反她们不
断地变化着泼水的方式， 一次又一次地
向客人泼水，老是想办法把客人泼透，直
到姑娘们心满意足地把客人泼湿泼透为
止。 这当中那些年老的人表面上喊姑娘
们不要再泼水， 却在暗地里支持姑娘们
不停地朝着客人泼， 一定要把客人们泼
得像落汤鸡， 让他们领略一下本村子姑

娘们的厉害。 彝族婚礼上，泼水不管怎样
泼，客人是不得生气和有矛盾的，否则被
视为没有修养和礼貌的人，所以前来接亲
者一般来说不管姑娘们以什么方式泼水，
客人都有不还击的习俗。 假若，新娘所在
的村子姑娘多的话，她们会在岔路口上还
要用藤条、绳子拦住路口，层层叠叠设置
障碍物，使接亲客人无法脱身，他们只好
硬碰硬地朝着屋子跑；尽量绕道而行到达
姑娘家，到了姑娘家后有些好耍的姑娘还
趁客人不注意，一瓢瓢的水悄悄地朝客人
泼来，有的地方连喝酒吃饭的时候都有人
在泼水，使杯子里的酒变成了水。第二天，
等客人们一出门， 姑娘们仍然以泼水相
送。 届时，姑娘们还要精心策划泼水的战
略，把客人们围在院坝里尽情地泼水，尽
情地嬉戏，到时使整个院坝都成了水的世
界，客人们被姑娘们泼得四处逃窜。 有的
用自己的察尔瓦和雨衣蒙着头往前冲，有
的被拦在家里，或被围困在院坝里，姑娘
们尽情地泼得这些客人个个像落汤鸡；泼

得接亲者四肢发抖，泼得整个院坝成了水
的世界，就连主人家的一些老者和小孩也
遭殃， 连姑娘们自己也由于误泼反倒把
自己泼得浑身是水； 而那些客人却拼命
地往外冲，尽快地逃离泼水的“虎口”。 这
时候姑娘们也要开始对客人进行分割战
术， 在院落的四周把客人们团团围住进
行泼水， 小伙子们也要趁此机会和姑娘
们戏耍，有意把水朝姑娘们身上泼去。 就
这样， 整个村子的姑娘你一瓢我一桶地
舀着“喜水”向小伙子们身上泼洒；嬉闹、
追逐、奔跑着，把姑娘小伙子们的情和爱
全都融合在泼水战中。 面对姑娘们的泼
水场面， 不仅看出客人们的勇气和胆量
来， 而且从泼水当中可以看出本村子的
姑娘们是否能干， 还可窥视出本村寨的
姑娘们是否娴熟， 这些都可以从姑娘们
泼水安排上和泼水的技巧上看出。 彝族
订亲或接亲时没有哪个男子能够逃脱姑
娘们泼水这一关。 后面护送新娘回家时
的泼水还要重点介绍。

英雄，往往天赋异秉，总有一些超越自我，超
越平凡的壮举。

格萨尔，一个来自佛界的英雄，一生不止是打
打杀杀，他更注重建功立业，造福于民。

所以，他的品格也具有佛的伟岸。
“饿死不吃霍尔部落的草，渴死不喝霍尔部落

的水”，这就是英雄的格萨尔。
英雄的六种“武器”：
一、出身
传说中的格萨尔是一个集“神、龙、念”为一体

的天神之子，具有超人的力量、胆魄和智慧，天赋
神力；现实中格萨尔是一位出生于公元 1000 年左
右的民族英雄，英雄无畏，严于律己，疾恶如仇，大
义凛然。

二、登位
格萨尔，原名觉日（后来尊称觉日仁波切），14

岁时赛马称王，改觉日本名为格萨尔。赛马，雪域高
原检验英雄的主要手段之一。 格萨尔通过赛马，一
跃登顶，建立灵国，这也为他以后所开创的伟大事
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他和他的赛马都
依然全力昭示着英雄的定义。

三、开拓
格萨尔不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他不会

将世界理想化，不会把社会诗歌化，不会把人生艺术
化。他知道，要开拓这片极地高原，在这种极度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安然生存，只有勇往直前，消
灭一切不利于自己和自己部落的障碍； 消灭所有的
敌对势力与敌对恶魔； 消灭所有制约生存和和平的
不利因素。 所以，他带领自己部落的牧人们，利用牦
牛、马匹等载体，骑着骏马，挥动战刀，和重重困难抗
衡。 他坚信：开拓，需要勇敢！

四、征战
要和平，就要战争，战争是维护和平的唯一手

段———格萨尔这样说！
从某种层面上看： 格萨尔的英雄征战传奇

颇有些类似于希腊诸城邦与特洛伊之间长达十
年的特洛伊战争。所不同的是：特洛伊战争的起

因只是因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厄斯的妻子———
美人海伦。是人性私欲的表现；而格萨尔南征北
战，金戈铁马是为了民族和平，美人珠姆在格萨
尔征战史中只能算是一种穿针引线的辅线条 。
个人事小，群众体大，想必是这个道理。当然，我
们不能完全否认英雄的格萨尔一样有个人的私
欲或因个人私欲而引发起的部落战争。比如《霍
灵大战》 的起源就是霍尔王俘了格萨尔的妻子
珠姆，或许可以说格萨尔为了悍卫个人尊严、维
护小家而动员灵国将士发起的战争。 但在打败
霍尔王后， 他没像罗摩怀疑悉多贞洁那样怀疑
珠姆。 他只知道，珠姆是自己的女人，保护她是
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爱是一种最沉默的表
现。

五、聚贤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有战争必然有将士。
相传， 格萨尔麾下能文能武的将士成百上

千，其中尤以三十二大将最为出色，他们随格萨
尔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为格萨尔建功立业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

格萨尔是人或是神， 都不可能以个体身份和
个人能力建立灵国，消灭周边部落群体。他的成就
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他慧眼识英雄的领导才干，
所以说他的将士全力辅佐是他成功的关键。当然，
识英雄，重英雄，用英雄、领导英雄，这也需要格萨
尔超人的胆魄、凛然的气势和远见卓识的眼光。

六、成“佛”
英雄始终是英雄，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但英雄

的印记还在，人们在缅怀英雄的同时，也希望自身
成为一名人人敬仰的英雄。在藏区，从崇尚英雄到
争做英雄的楷模就是格萨尔。久而久之，格萨尔从
人们的意念进入现实，从虚无进入真实，而成为尊
者，成为佛。 在宗教界他是尊者；在艺术界他是财
富；在政界他是研究课题和文化阵地。所以英雄等
于尊者。

他改变历史并创造历史———他永远是藏民族
一个最最真实的英雄。

佛教是如何在藏区传播及兴盛开来的？
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创立最早，传入中

国也最早。 创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相
当于中国春秋时期。 藏族最早信奉本波教，也
称之为本教。 这是一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
宗教。 约到七世纪初的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
始从祖国内地和邻近的印度、 尼泊尔等地传
入藏区， 并随之翻译了一些佛经。 当时的译
师，除了藏族外，还有汉族及尼泊尔与印度的
僧人。 到了赤松德赞时，更是派众多的人到内
地和印度求取佛法，修建寺庙，开始让贵族子
弟出家受戒，学习经典、汉文与梵文等，培养
了不少翻译人才，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也涌
现了不少高僧大德。 到了赤热巴坚时，又补译
了前代未能译出的经书， 使三藏经典基本完
备。 同时，还专门对翻译中的名词术语和一些
藏文的书写方法加以规范， 消除了翻译中的
混乱和学习上的困难。 由于这些赞普的大力
崇奉和推行，佛教在传入的过程中，虽遭遇到
种种阻碍， 但还是在吐蕃上层社会得到迅速
传播和发展， 最终在广大藏区如雨后春笋般
传播并兴盛开来。

由于藏族神话中有天降佛法的传说，因
此许多藏文史书都认为在拉托托日年赞 （古
代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时期，吐蕃就有
了佛法。 然而佛教在吐蕃的真正传播和发展
却是靠拉托托日年赞以后以松赞干布和赤松
德赞为首的几代赞普的远见卓识和努力下才
完成的。 因此，藏族人普遍认为，从松赞干布
开始， 佛教的潮流犹如大江狂涛从黄河和恒
河流入了西藏， 几乎席卷了西藏境内的所有
涓涓细流。

什么是藏传佛教中的“前弘期”和“后弘
期”？

藏族地区宗教为藏传佛教。 其传入分前
弘期和后弘期。 公元 7 世纪到 9 世纪，佛教在
西藏的第一次传播， 史称前弘期。 10 世纪至
15 世纪， 佛教第二次在西藏兴起， 史称后弘
期。 前弘期共经历了两百年时间。 这一时期，
佛教开始传入西藏，并建立寺庙，有大批佛教
僧人进入吐蕃，宣扬佛法、塑绘佛像、度人出
家、建立僧伽制度、翻译各种佛经、向广大民
众讲习弘法。 特别是受莲花生大师的影响，使
民众产生了对佛教的敬仰之心， 西藏人民纷
纷皈依佛教， 故而莲花生大师实为藏传佛教
的创始人。

到公元 ９ 世纪中叶，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
玛大规模“禁佛”，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几乎销
声匿迹。

后弘期指公元 １０ 世纪后半期，割据一方
的新兴势力已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并且
成为左右一方的政治实力派。 一些在朗达玛
灭佛时逃往康、 青等地区的僧人继续进行宗
教活动。 割据一方的势力派也为了巩固他们
刚刚建立起来的剥削制度， 迫切需要一套新
的上层建筑， 其中当然包括需要一种宗教思
想来为其服务。 他们或派弟子赴印学佛，或迎
请印度僧人到藏弘法， 这都给佛教在西藏地
区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具备了一定的
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后， 佛教
再次兴盛于整个藏区，因而从公元 １０ 世纪后
期起至 15 世纪， 佛教第二次在西藏兴起，史
称“后弘期”。康人游侠歌(三)

■ 扎西次仁

学者论坛

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根源、社会现象、文
化因子，这一切正好催生了“昌鲁”这种康人
游侠歌。

“哟，我是个游侠的儿子，因为我一无所有。
哟，我是个游侠的儿子，因为我无依无靠。
哟，我是个游侠的儿子，因为我税差沉重。 "
这既是黑暗社会广大农奴、 奴隶生活的

真实写照，又是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怒号。
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剥削， 不甘任人宰

割欺凌，有血性的康巴汉子只好逃往山林，占
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干起了绿林好
汉的营生。

骏马是别人的家畜，
走的快慢由我驾驭，
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快枪是别人的祖传宝物，
射程远近由我掌握，
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姑娘是别人的掌上明珠，
美丽的容貌为我所有，
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官府的驮队遭到了一支康巴游侠的抢

劫 ，官兵前来追剿 ，他们看见游侠在雪山之
颠 ，一个康巴汉子斜背着叉子枪 ，腰间别着
长腰刀 ，全然不顾后面的追兵 ，悠然自得地
唱着：

去时我在众人前面，
这是因为骏马出众。
来时我在众人后面，
这是因为我是勇士。

歌声在雪山峡谷间飘荡， 听着这豪气冲
天，无所畏惧的歌声，官兵们的脚步已经迈不
动了，他们被歌声吸引了，勒马屏息，忘记了
追赶。 当歌声在天边消失，康巴游侠已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康区民间谚语说道 ：“不是好汉别唱昌
鲁 ，不是英雄别说大话 。 ”说明 “昌鲁 ”是康
巴汉子的歌 ，妇女是忌唱 “昌鲁 ”的 。 “昌鲁 ”
不仅是康巴汉子的歌 ， 更是康巴汉子中有
血性的英雄好汉独有的歌 。 所以 “昌鲁 ”的
风格有一种男性的粗犷 ，轩昂的气宇 ，康巴
游侠们常用它来抒发自己的理想 、抱负 、欲
望和追求 。 在康巴人眼里它是真正男子汉
的歌 ，是勇敢 、力量的标志 ，只有真正的英
雄好汉才配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