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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在甘孜·韩晓红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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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 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保护范畴。 作为
旅游文化资源，除具有口耳相传的特点以
外 ，还具备表演艺术 、社会实践 、仪式礼
仪、民间文化、手工技艺等特点，这为无形
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奠定了基础，拓展
了旅游业的开阔视野。

格萨尔史诗具有三大特征。 其一，格
萨尔史诗说唱艺人是一道风景。 格萨尔史
诗说唱艺人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这些说唱
艺人能滔滔不绝地把千年以前的历史故
事或者风貌，通过绘声绘色的表述，呈现
在我们面前。 有的艺人能说唱几十部，有
的能说上百部甚至数百部，令人惊讶。 然
而，他们又极其普通，何以能够吟诵数以
百万行的史诗？ 这样的现象引发我们感叹
与惊诧之余， 自然会投入极大的热情，去
研究和考察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天才。 这样
的“谜”正好就是游客所仰慕与惊奇的内
涵所在，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就会产生种
种疑问， 自然就会一步一步步入史诗，就
会付之行动去寻找说唱艺人，去聆听他们
的吟诵，去领会说唱艺人的巨大魅力。 当
他们聆听艺人说唱的时候，自然会被史诗
的韵律整齐、 语言生动优美而深受感染。
当游客认识到卷帙浩繁的史诗被这些说
唱艺人代代相传而依然存活的时候，在游
客的情感世界里就会形成一道关于格萨
尔史诗和说唱艺人靓丽的风景， 崇敬之
情，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其二，格萨尔史诗的篇幅也是一道风景。 我国的三
大史诗，尤以格萨尔史诗最为浩繁。 蒙古族的《江格尔》
长达十万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长达二十余万行，
而《格萨尔》则长达百多万行。 世界五大著名史诗———
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
仅为格萨尔史诗篇幅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
为游客构建这样的景观：众多的说唱艺人，通过现代媒
体让游客沉浸在几天几夜如痴如醉说唱之中。

第三，格萨尔史诗的口语文化、手稿文化和书面文
化，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口耳相传是史诗的
传承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带有共性。 除去口耳相传的特
征之外，格萨尔史诗最重要的是其“活性”特征，如此庞
大的史诗竟然还“活着”。 说唱艺人不断地“做梦”，“神”
不断地“授”，一只无形的手不断地释放崭新的史诗元
素符号， 不断地增加说唱篇幅， 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奇
观，揭秘这样的难题，自然是一个创举。

举出上述三大特征， 为建构格萨尔旅游文化学搭建
了三个平台，支撑着笔者的研究依循这些特征渐次深入。

拿出名片亮出自己的身份，
并不是现在人们的专利。 民国时
期的西康省地区， 这种作法已风
行在当时的上流社会。 在旧档案
中发现的这几张名片都不是普通
人， 他们都是当年西康地方的风

云人物、实权人物。有的名片上把
他们的社会地位、 所任职务逐一
列出；有的强调自己来自何方；其
中“日库”活佛还在他的汉文名片
背后用藏文签名， 名片显示出了
这些人不同的个性。

民国时期的名片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 贺先枣 整理

甘
孜
州
档
案
名
录
（总
第
二
十
期
）

在两山夹峙的山沟底， 被山洪冲开的一个避阳山
洞旁， 一块巨型青色坚石的下方， 从一手指形的圆口
里，奇迹般往外冒的，便是佛爷泉。 邻近村寨的信徒们
将其奉为圣水甘露争相啜饮， 他们坚信神奇的佛爷泉
之功效远不止于解渴。

佛爷泉因佛而生，也因佛而名。
相传，第一世然仲活佛年幼时，由于尚未被其它活

佛或寺院指认，只能做些世间同龄所能尽之琐事，随人
牧牛马于山野荒郊。

在一个火热的夏天， 活佛与其母亲在距村庄一个
山头高的山坡放牧。 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山野，那干旱河
谷带的山坡无一丝水源，活佛母子所备的水早已喝毕，
无奈，只得承受着毒阳肆虐。

活佛母子为了躲避烈日暴晒，寻得了山沟底的一个
小洞，山洞内，孝顺的活佛望着焦渴的母亲，于心不忍，
询问母亲如果在这山沟有一条溪流或是一眼泉水那会
怎样。 母亲激动地说：哪怕是一眼小泉，我们母子也就不
用挨渴了，而且还能恩泽于像我们母子一样的牧人和整
座山上的所有生灵。 活佛闻罢，深觉其功，便毫不犹豫地
在山洞旁的青石上用食指点出了一涓细流。

人们皆被新辟泉眼所折服,孩童被猜测是某某圣人
大德的转世灵童。 后来，随着活佛的被认与坐床，该泉
被封名为“佛爷泉”。

光阴匆匆几十载，山村里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将这则
故事传了下来，保持着佳节喜日到该泉饮用的风俗。 都
说：饮用佛爷泉能荡涤秽气，佑人诸事安顺。不知何时起，
村里爱美的姑娘小伙竞给佛泉加上了洗眼、 洗脸的功
效，他们认为这样能使姑娘更俏、小伙更俊。 当翻过那座
不算太高的山头，走到佛爷泉边时，饮用甘泉之余，放眼
两边不毛山谷，会产生一股更加亲近泉水的冲动。 再能
洗洗脸，神清气爽，真有快活赛神仙之超凡感觉。

佛爷泉，一汪发源于青石，来自于善心的甘泉。

佛爷泉
■东灯

道教是我国古代的三大宗教之一。 “是一种多神
教，所奉之神分为神、仙、鬼三界。 神界领袖是玉皇大
帝，仙界领袖是东王公和西王母，鬼界领袖是十殿阎
罗。 但其基本信仰是超越鬼神世界的‘道’，以‘得道
成仙’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称为道教。 （《国
学词典》谢谦编著）”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对国人
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风民俗的形成
等都有很深的影响。 本人曾搜集并保存了泸定董姓
于大清嘉庆年间，由陇（甘肃）入川一代祖董正荣的
丧葬仪式日程—《经功簿》。 始祖董正荣生于甘肃文
县横丹乡上沟头，嘉庆灾年由陇入川，移居磨西面喇
嘛寺。 去世后请道士先生做了七天七夜道场，葬于沈
村海子山（今兴隆镇海子村）。《经功簿》载：“孝男董春
秀等言念：严父一夜入黄梁，惨雾迷空去路茫。 对景
已枯双泪眼，临风空结九回肠。 文章千古留清世，魂
魄今宵返故乡。 陟帖兴嗟崇妙果，愿随我佛往西方。
……是以呈词请旨,祈天奉追,淸故显考董公讳正荣
老大人，阳相生于上皇乾隆 51 年丙午，相 3 月 28 日
申时。 生原甘肃省直阶州文县横丹乡上沟头地分生
长人氏，享年春光 56 岁。 天书下诏，地府除名，金童
来接，玉女来迎。 大限痛于今皇道光 21 年辛丑，相 10
月 23 日酉时，在四川省雅州府分巡，泸定桥所属磨
西面喇嘛寺山埂子本宅告终。 迎请释氏门下应供方
袍弟子传慧、真宁、了沛、逢喜、本原等。”念了《大乘妙
法蓮华经》、《大乘三品度亡真经》、《大乘顶首楞严真
经》、《大唐幽冥地藏真经》等十多部经书。 从上所引，
可看出在清代，道家和佛家的矛盾已由对立到和谐。
大家能坐在一起，共同超度死者亡魂脱离苦海，早登

极乐。 一首《七言·悼亡》诗，音韵和谐，表现了对死者
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

泸定丧葬仪式上的吊对又称吊联， 则类似于五
言或七言古体，每副八句，可换韵。

例 1：
一别阳间去，二朝不再来。
三炷香焚起，四面哭哀哉。
五体棺装定，六亲化钱帛。
七期来超荐，八方度亡魂。
例 2：
昨日夫子去游春，勒马河边看世情。
年来年去年又尽，一番人换几番人。
朝看花开满树红，夜睹花谢树头空。
若将花比人间事，人与花谢一般同。
例 3：
昔日来自岳阳楼，彭祖年高八百秋。
谢氏店作王氏店，张家楼改李家楼。
有钱公子空了手，三岁孩儿白了头。
惟有两般依然在，青山不改水长流。
据说有一道士先生，千家不变，用此吊对，结果巧

遇谢、张二姓，主人认为先生不怀好意，很是不满；先
生也很尴尬。 后来为了避讳， 便较少使用这一吊对
了。 其实此吊对只说明生死无常，富贵穷通的道理。
笔者到南京就专程要去秦淮河、朱雀桥、乌衣巷、王
谢堂。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也说明
了同一道理，古往今来，不足为奇。

例 4：
拐李先生道法高，钟离老祖把扇摇。

洞宾背剑清风绕，湘子瑶台品玉箫。
国舅云板敲得好，采和花篮献蟠桃。
仙姑拍掌贺千秋，果老骑馿过板桥。
每两句吊对间楞贴横额一字，内容大致“高超仙

界”、“驾返瑶池”或“跨鹤极乐”之类。希望通过“开路”
指引亡人往生极乐，不到九泉之下受苦；通过“拜忏”
和“超度”，使亡人忏悔在人间所造的一切罪恶，求得
神灵宽恕而高超仙界。

丧联一般以黄纸或緑纸，用毛笔书写。 过去 70
以上，现在 80、90 以上的长寿老人去世，称为“老丧”
或“喜丧”，也可用红纸书写对联。古往今来，各类丧联
浩如烟海，笔者最先看到的是：

望白云有来有去，思慈母无影无踪。
长江东去怀孝意，夕阳西下寄哀思。
始来自天，生死不分老少；终归于地，无常岂论

高低。
天若有情，应寿百年于俊杰；人谁不死，独将千古

让英雄。
丧联是对联的一种，根据逝者的实际，是人人可

撰的。
笔者也曾撰过两副：
身历四朝寿享百余一梦南柯辞世；
忠厚一生勤劳世纪千古遗芳归西。
这是为一百岁老人所撰。
永别亲故，形回大地母亲怀抱；
撒手人寰，神归宇宙太虚幻境。
丧葬仪式中的悼亡诗、吊对和丧联，表现了后代

儿孙对谢世长辈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

笔者的长辈、忘年之交的老友 ,身历三朝 ,年逾九旬
(享年 97 岁)的周启富老先生,不觉去世已经十年了。 周老
是道士先生,投师数人,收益良多；从艺七十余载,造诣颇高,
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他记忆特好,每问及一些问题,从不保
守,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为你解惑。 他不仅精通丧葬仪
式、择吉避凶,对阴阳地理,五行八卦等都了如指掌,德高望
重,算得上是泸定道士行中的活字典和泰斗。

在我国,“道教源于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它不仅伴随
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而且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
面。 ”道教的祖师爷是骑青牛过函谷的老子———李耳,他被
后人尊奉为太上李老君。 传说他炼成的金丹和王母娘娘
的蟠桃、人参果一样神奇。 服食后,可让人长生不老,甚至
与天地同寿。 这些未曾见识过,但他的“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祸兮,福所
倚;福兮,祸所伏。 ”“适者寿”等至理名言倒略知一、二。

古往今来,不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苦苦探索,想延年
益寿甚至得道成仙。 在我国历史上,秦始皇是第一个迷恋
神仙,想长生不老的皇帝。 他封禅祭神,遣徐福寻药求仙,秦
皇岛就因他曾于此地驻候神仙而得名。 雄才大略的汉武
帝亦是如此,他宠信方士,希望长生不老。 最后还是“高堂
明镜悲白发”,在《秋风辞》中喟然长叹：“兰有秀兮菊有芳,

携佳人兮不能忘。 ……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
何？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唐代大诗人李白、白居易
等都痴迷于道教。

康巴东大门泸定沈村一带的西夷古道 “秦时尚通,
为郡县。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秦时首任蜀守张若,沿
古道攻取了筰都(古筰国之都,秦置筰都县)。 汉武帝为开
疆拓土,先派司马相如招抚西夷，西至沫水（大渡河）、若
水（雅砻江），后又派司马迁“西征巴 、蜀以南 ，南略邛 、
筰，昆明。 （《史记·太史公自叙》）”中原的汉族和巴蜀的
其它民族随之逐渐进入这些地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
分，将汉民族的文化 、宗教 、包括丧葬习俗也带到了当
地。 中原的土葬、川东南的悬棺葬、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在泸定都有所发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当地的羌人西
迁雅加埂外，泸定的丧葬习俗便以土葬为主了。 据九十
多岁的周启富和八十多岁的张国荣二位老人回忆，他们
的师祖、师爷都是外地人。最早进山来的是廖太清，传当
地人舒达瀛，舒传陈华轩，陈传舒定荣、杨昌贵、詹福乾，
杨昌贵传周启富、舒进朝，舒进朝传张国荣。 我和周老、
张国荣等先生接触，是为了解道教文化、丧葬习俗和道
教对生命延续的探索，对生命永恒的构想，对孝道的引
导，对人生的反思。

泸 定 丧 葬
习 俗 和 文 化

■董祖信

泸定丧葬仪式中的诗、对、联

民俗与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