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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在甘孜·韩晓红 专栏

在旅游文化学中， 我们
还要讨论人的单一性需要 。
这一需要的核心是寻求平
衡 、和谐 、共识和可预见性 。
游客在实施旅游活动中 ，有
享受到标准化设施和温馨妥
贴服务的潜在心理需求 （而
冒险旅游大多属于专业性旅
游需求）。 旅游者不希望在旅
游过程中产生紧张心理 ，游
客一般不会选择可能产生紧
张心理的旅游对象， 多数游
客都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
游客遇到意想不到的威胁
时， 心里就会产生莫名的不
舒服。 经历了不舒服之后，游
客就会降低对旅游对象的认
同度，并迅速传播出去，造成
极为不好的负面影响。

与单一性相对的是复杂
性需要，这一需要是指人的好
奇心理，显然，这是游客所追
求的一种心理现象。复杂性需

要的具体表现是游客选择从未去过的地方，满足
心理上的新鲜感；游客选择富有特色风情的消费
点，以满足心理上的好奇感；游客容易选择富有
地方生态特色、生活特色的地方住宿，以满足心
理上的享受感。 总之，游客容易选择自己熟悉的
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以外的对象，满足自己的复
杂性需要。

当然， 对人的心理需要进行这样的认知，并
非一概而全的，这不在笔者的讨论之中。 在实际
生活中，人的需要更多地是综合性的，既有对旅
游对象条件的标准化的需求，也有对旅游对象特
色化的需求； 既有对旅游对象舒适化的需求，也
有对旅游对象刺激性的需求。

无论如何，格萨尔史诗文化很容易满足这样
的需求。 格萨尔史诗的民族特色，容易满足游客
的认知需求；地域特色容易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
的需求；说唱艺术容易满足游客新鲜心理和艺术
享受方面的需求；“活性”特色容易引发游客探究
意识的产生和神秘感觉的产生，进而满足游客自
我表现的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其实，在探讨格萨尔史诗文化对游客产生的
心理需求的时候，更多地应该探讨综合性心理需
求，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单一性心理需求和复杂
性心理需求的平衡。 这就需要我们从格萨尔史诗
文化中去提炼众多的文化特质和内涵，满足游客
的综合性心理需求，即心理平衡。

我们在为游客提供旅游对象的时候，要合理
展示格萨尔史诗的文化表象，这些表象有遗址遗
迹 ，有文字抄本 ，有说唱艺人 ，有各种优美的传
说，也有影视作品，有理论研究成果，有说唱艺人
的传记， 有民间对格萨尔史诗的崇敬和热爱等，
总之要构筑格萨尔史诗文化长廊，令游客对格萨
尔史诗有具体的，相对系统的，感性的，宏观上的
认识，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多类质得
到身心愉悦，得到精神享受。

旅游的本质直白地说，实际上更多的是满足游
客的某种刺激，使人暂时逃离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节奏，开阔人的感官视野，丰富人的感官内容。

因此，对一个游客来说，当他观赏格萨尔藏
戏的时候 ， 尽管对戏剧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 ，
但是 ，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神秘感所
刺激 ，进而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愉悦 。 笔者曾经
欣赏过丹巴莫斯卡的格萨尔藏戏 ， 在形式上 、
节奏上 、表演上都富有特点 ，都是外地游客所
未欣赏过的 。 那些无论是从成都来的 ，还是西
安或北京来的游客 ，他们无一不被眼前的演出
感到惊讶 。 尽管这样的演出是以草地为舞台 ，
以蓝天为灯光 ，演员或者僧人 ，或者学生 ，或者
村民，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 在笔者的身边，有
一位来自西安纺织工业大学的女学生 ，她兴致
勃勃地一直跟随着 ，笔者拍什么 ，她就拍什么 ，
不时地向笔者询问剧情 ， 不时地提出很多问
题 。 从她的问题中 ，笔者感受到一个游客的真
实心理 ，感受到格萨尔史诗文化对游客心理的
正面冲击力。

民国期间，在康定城中有来自内地汉族地区的各种寺、观，
还有中国之外的各种宗教的寺院。 这里发现一组康定城六座藏
传佛教寺院在同一时间写给当时康定县政府的函件， 内容都是
为同一件事，即，几座寺庙奉命诵经之后，催促政府发放先前答
应的应付给僧众的经费。 这组档案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民国时
期在康定城中的藏传佛教寺庙活动频繁，十分活跃，而且积极响
应当时政府的号召，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安排进行念经祈祷等
活动。

康定城中六座藏传佛教寺庙给康定县政府的函件

■董祖信

道教的唱词和生死观
有资料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期间， 便出现了对鬼神的崇拜 。

……先民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都有神灵主宰，从而
产生敬畏。 ……出现了专门从事人神勾通的巫祝。 ”

自有生命以来，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对长生的渴求，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深睡眠中的梦境，引发了人们的想象，
于是在心灵中构想了生命永恒的幻境。 在智者、觉悟者的补充下，完
善了人们的构想。 出现和形成了天上的神仙，地上的人类和九泉之
下的阴朝地府三个系统。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善行的肯定和赞
扬，对恶行的厌恶和鄙弃，对罪行的深恶痛绝，于是在通往九泉之下
的黄泉路上设置了望乡台、奈河桥，在阴曹地府设置了十八层地狱。
对结束人生的每个人，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进行逐一审查，赏善罚
恶，量刑入狱。 更构想了六道轮回，对在人间借钱借物，赖账不还的
人打入畜牲道，让他变猪变马偿还。

道教的阎王，相当于西方人构想的“死神”,拥有非常的权威，“当死
神慢慢和你靠近，你的生命便逐渐枯萎。 ”“听到死神一声召唤，便应声
倒下。 ”道教的十八层地狱，表现了前人丰富的想象，但其阴森恐怖，痛
苦惨烈，增添了人们对死亡的畏惧。 小时候，笔者随母亲参加一长辈的
葬礼，听到一些唱词。 回家后，母亲为笔者背诵并讲解了“一张纸儿四
方裁”共八句唱词，心里充满了凄楚和畏惧。 长大以后，又多次参加了
丧葬仪式，和道士先生有所接触了解，对人生也有了肤浅的认识，后来
读到唐伯虎的《七绝》：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无妨。
阳间地府俱形似，只当飘流在异乡。

2011年 8月，在雅安参加“茶马古道研讨会”和西藏代表李恩义先生
坐在一起，会后闲聊间，他说：“你们汉族对死亡很纠结，我们藏族认为死
亡就像回家一样。 ”受他们的影响，笔者便把几句唱词扩写为六段：

一张纸儿四方裁，阎王老爷带信来。
三天不吃阳间饭，四天跑拢望乡台。

站在台上回头望，顿觉心凄意徘徊。
大的儿女哭哀哀，小的儿女望回来。

黄绿丧联贴门上，庭院冷落有余哀。
功名富贵烟云散，尸体入棺土内埋。

五色小旗插坟上，几个花圈两边排。
香烛纸钱化灰烬，随风飘散作尘埃。

回首平生应无憾，莫让悔恨萦胸怀。
人间纵有千般好，阎王不发免死牌。

人生好比一段路，走到终点又重来。
何必因畏将来死，眼前活得不开怀。
其实生老病死，乃人之必然规律。 古人云：“生者，人之常；死者，

人之归。 ”有一次朋友聚会，不知是谁讲了一副对联：“先去后去都得
去，迟来早来总要来。 ”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道理。 欣逢盛世，国泰民
安，物资丰富，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在祭奠先人，缅怀烈士，不少人都
会想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生短暂，不应虚度，要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微薄之力。 （全文完）

泸定丧葬习俗和文化

■悠悠的博客
清早起来，站在温泉宾馆客房门前的台阶上，贡嘎山峰顶的积雪

依稀可见。赵师傅的出租车已在台阶下面等候。天气不错，太阳很好。
我们沿着折多河谷，向木格措进发。

木格措，在藏语中的意思据说是野人海，或许是因为曾有野人出
没而得名。 进入景区，我们在名为“七色海”的景点作第一次停留。 大
概是季节关系，在七色海似乎看不到七彩的景致。 湖水很清，岸边的
树影倒映在水面，这样的景色去过九寨黄龙就不足为奇了。 倒是远处

的莲花山，聚集的山峰如同莲花的花瓣，显得颇为壮观。
沿盘山路继续前行不远，前方滚落的石头阻断了上山的路。有

三两个人坐在拦路的巨石上， 用铁钎和锤子丁丁当当地敲。 听说
这石头阻路已有三天了。 我们估计，照这样敲下去的速度，再有一
星期也通不了路。 但是这给本地的马帮带来了商机，巨石的旁边，
聚集了数匹备好鞍的马。 见我们下车，马主人纷纷前来招呼，骑马
吧， 骑马吧， 上山还很远啊。 这个位置的海拔估计已有三千米左
右， 走起坡路来还真有点吃力。 三三看一眼跟着我们走的马和不
停劝说的马主人 ，又望一眼爸爸妈妈 ，故意放慢脚步 ，嘴里说 ，哎
呀我走不动啦，我肚子痛。 小算盘很凑效，结果妈妈同意让她骑马
上山了。 一路走着，三三很得意地演起了西游记。 骑马的是唐僧，
爸爸是猪八戒，妈妈是沙和尚 ，干妈姓孙而且体瘦 ，当然就是孙悟
空啦。 好不容易，取经的师徒们才上到山顶，前方高山脚下的那一
面湖水，就是木格措了。

来到木格措边上，开阔而清澄的水面，远方连绵的群峰，环绕四
周的森林，拂面而来的清爽的凉风，将积聚的疲惫和不适一扫而尽。
虽然阳光灿烂，但气温明显比山下低许多，沿湖岸的山脚下，不少积
雪尚未融化，有些积水的路面甚至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不小心就会
滑倒。前行一段，湖边出现一小片平坦的沙滩。牵马的人说，那里叫金
沙滩。 三三的肚子也不痛了，在湖边高兴地玩起了沙子，过起了家家。
湖边风大，冰凉的雪水把她的小手冻得通红。

令人满意的是，除了我们，四周没有一个人影，木格措一时间成了
私家花园。近岸的湖水无比清澈，而远处的水面却是难以形容的绿或者
蓝。几处水草聚集的地方，仿若阳光下云朵投下的暗影。三三妈妈说，真
的像是在海边。

自然的造化是如此的神奇，在高不可攀的高原群山之间，也会安
放下美玉一般的湖泊。 我突然想起齐秦的一首歌：“有人说，高山上的
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就是挂
在你心间的一颗眼泪”。 悲伤，凄美。 一定是看到过这样的湖水，才写
出来这样的诗。

我们身后的山坡上，是景区修了一半的房舍以及横七竖八堆放的
木头和石料。 或许，两三个月后的夏天，那些饭馆旅店就会开张，门前
会挤满兴高采烈的观光客，会有导游举着小黄旗，用喇叭不停地呼叫
着团员。 而这湖水，依然会像现在这样安静地摇晃着，沉默着，不会泛
起哪怕只大一点点的波澜。 记到这里，想起昨晚读到龙应台的书里所
引的一段禅语：“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
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们去木格措，幸
运地看到它的静美，或许并不是巧合，而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约定。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有的美景，不在眼前，只在你的心中。

在水边逗留了很久，我们才依依不不舍地离开木格措，顺着山谷
的溪流和溪边的栈道步行下山。 在沟谷底下的树影里，我们捞上来大
块的残冰，将那漂亮的结晶体小块小块地拆下来品尝。 三三说，真是
幸运啊，我吃到了最好吃的冰。 下到半山，七色海和莲花群峰在午后
的阳光里似乎又有另一番景致， 我们忍不住停下来， 举起手中的相
机，再次表达心中的感叹和留恋。

甘孜行记·木格措

史学随笔

■张光辉
藏族服饰色彩纷呈，引人注目。 在藏区，无论是

农区还是牧区，藏族服饰很长的都统称为藏袍，从样
式上划分，藏袍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种。

一、老羊皮袄（藏语称为“姿化”）。 老羊皮袄皮板
厚实，毛长，其长达至脚面，宽松，白天穿在身上，晚上
可以解开腰带当作铺盖，十分方便，这对游走不定的
牧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御寒服装了。 有的老羊皮袄
会在袖口和下摆镶有青布或红布滚边， 但也有无任
何装饰的，俗称白板皮袄。 老羊皮袄是藏族牧民最传
统最古老的服装。

二、秋板皮袄（藏语称为“雅姿化”）。 秋板皮袄
顾名思义是秋天的皮子做成的皮袄， 秋板皮袄的
羊皮毛短皮薄，穿起来轻巧舒畅，冷热适中，是藏
族牧民专在夏秋季节穿的皮袄。 为了防潮防水，牧
民们平时吃了手抓肉后会故意将手上的油抹在皮
袄上，天长日久，皮袄就变得油光发亮，放牧或挤
奶时也就不怕下雨淋湿皮袄了， 所以它又兼有雨
衣的功能。

三、羔羊皮袄（藏语称为“察日”）。羔羊皮袄绵
软保暖， 一件好羔羊皮袄要三十多张羔羊皮才能
缝制出来。 上好的羔羊皮毛色纯白，均呈螺纹状，
缝制羔羊皮袄通常还要配上上好的缎面和水獭皮
边，经济条件好的藏族人家女儿出嫁时，才会陪送
这样的羔羊皮袄作嫁妆。 这种羔羊皮袄也只有在
走亲访友和喜庆节日期间才会穿上。

四、布单衣（藏语称为“热拉”）。 布单衣全都是
棉布缝制成的，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夏天穿的单
布藏袍， 另一种则是质地高档的缎料缝制而成的，
其大襟和下摆都镶有水獭皮边，经济条件好的人家
其水獭皮边宽达五六寸，有的男式“热拉”镶的水獭
皮边甚至宽达一尺左右， 而一张水獭皮的价值在
三、五千元到万元之间。 这种高档的“热拉”也只在
走亲访友和喜庆节日时才穿。 藏族有这样一句民
谚：“好吃的过年时不吃何时吃，好穿的节日不穿何
时穿。 ”

五、毡衣（藏语称为“雄瓦”）。 毡衣长至膝盖，
是用羊毛专门擀制的薄毡缝制而成的， 有的毡衣
会加上布面，也有不加布面的。 毡衣是藏民夏秋多
雨季节放牧时常穿的一种衣服， 基本上是当雨衣
来穿的。

六、毛氆褐衫（藏语称为“绸拉”）。 毛氆褐衫
是藏人最为讲究的一种高级服装。其质地异常紧
密，遇水不沾，且十分保暖。

穿藏袍时，无论男女皆开右襟，无纽扣，腰肥
且长，男藏袍相当于身长，女藏袍比身子还要稍
长一些，藏族妇女将下摆提到与脚面平，然后再
束上腰带，使多出的部分鼓于胸前，呈兜囊状。藏
袍无口袋，这个兜囊也就成了身上的衣袋，小孩
可以揣在里面，小羊羔也可以装在里面，总之吃
的用的都可以装在里面，有时甚至可装十多斤重
的东西，差不多当一个提包用。藏袍袖子宽大，且
长出手背四五寸，冬天，长袖可以保护双手不受
冻，用长袖捂鼻还能起到口罩的作用。 值得一提
的是，藏族男子特别喜欢用虎皮和豹皮作皮袄的
领子，有人不惜花上几千元也要设法买上一条虎
皮或豹皮作皮袄的领子， 这与藏人崇尚老虎有
关，他们认为虎豹威武高贵，用虎豹皮作领子能
避邪，吉祥相伴，万事如意。

藏民集前人宝贵经验而不断改进的各种藏
袍，很适合高原气候和他们的生活特点，尤其是
白板皮袄，皮质坚韧，既遮风挡雨，又保暖防潮，
四季适宜。一件白板皮袄重达十六七斤，顶得上
两床厚棉被，藏区大多地势高寒，即使盛夏季节
也离不开皮袄，牧民白天当衣穿 ，晚上当被盖 ，
睡觉时解开腰带，头和脚往里一缩，无论走到哪
里都不用担心挨冻受寒。高原阳光辐射强烈，日
照时间长，即使在严寒的冬季，太阳一出气温也
很快就会上升，可以说藏袍还是一部“空调器”，
早晚天气冷，藏民就把藏袍紧紧穿在身上，中午
天气热起来后， 他们便脱去袖子将一只胳膊露
在外面 ，天气更热的时候 ，他们干脆将两只袖
子全部脱掉盘在腰间 ， 让半个身子全露在外
面。 所以无论气候如何变化，藏民都能适应，看
上去也别有一番风采。

藏袍穿盖皆便，其华丽和考究令人惊诧。 小小
的藏袍里，蕴含了藏民族的聪颖智慧和悠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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