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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藏戏
GESAERZANGXI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三十四）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韩晓红自画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根植于莫斯卡这片
特殊的土壤，既吸收了西藏藏戏、安多藏戏、康
巴藏戏等剧种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呈现出多彩丰姿，用自己特殊的魅力表
现格萨尔史诗，并以此关注民众生活精神情趣，
甚至潜移默化地达到关注时代的功效。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早期演出的《赛马登
位》，应当说是以此剧目为精品标志，在这出剧
中，很好地传递了英雄气质和精神，这正是青藏

高原浪漫文化精髓所恒久展示的，也是千百年
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族群所持守追求的精神气
质。

这一剧目没有任何世俗功利，仅仅是表达
英雄格萨尔王是怎样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
王位，为进一步降妖除魔奠定基础。通过该剧
目的演出，使观众从中获得了战胜自然灾害，战
胜种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气质。莫斯卡海拔高达
4000 米左右，人们祖祖辈辈要在此繁衍生息，
无疑需要拥有一种精神，其生命价值的特殊性
显而易见。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正是基于这样的
精神需求，以英雄格萨尔的品格魅力传递、传导
给观众以殊异的精神元素。

我们难以考证莫斯卡人在传承和演绎格萨
尔藏戏的过程中具体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过程，
经历了怎样的从原始创作到逐步更新到成熟的
全过程，但是，我们却很容易从莫斯卡人在演出
格萨尔藏戏时所获得的演员与观众合二为一的
融合感。

无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经历了怎样的演绎
过程，在背后无疑有戏剧的创作人员，无疑有富
有智慧的编剧，也无疑会有一大批热爱格萨尔
藏戏的人们为此付出的艰辛或贡献。

曾经阅读过英国戏剧评论家阿契尔在其专
著《今天的英国剧作家》中曾经论述过两位剧作
家——平内罗和琼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
启迪。平内罗出生于伦敦，1874年开始戏剧写
作，他的创作特点在于努力使作品能够摆脱当
时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通过戏剧剧情的推进，
塑造剧中的人物形象，并在剧作的主题表现和
情节展示上富有深度和多样性。他充分调动戏
剧的基本特征，使他创作的剧作作品能够体现

出别具一格的特征。他的这一努力在戏剧创作
中获得成功。

由此揭示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表演特
征。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莫斯卡格萨尔
藏戏在演出的第一部分中传承了传统藏戏的
特点，即在故事正式开始前合理地吸收了传统
藏戏的“前言”部分，这一部分藏语中为“顿”，
其主要内容是开场表演的祭神歌舞。这一部
分包括煨桑仪式、各类动物列队出场、戏剧人
物罗列展示等内容，这样的仪式，既为整场演
出烘托了浓烈的气氛，同时也为整个剧情做了
必要的铺垫，这种铺垫的旨向十分明显。莫斯
卡格萨尔藏戏在塑造其形象的时候，显而易见
地调动了所有“草地舞台”藏戏的演出特征加
以表现。首先表现在格萨尔出场之前，众多的
岭国将领骑着骏马依次出场，在富有奔腾快节
奏感的音乐渲染下，经过富有战场气息的队形
排列和变化，演员们矫健活跃的队列表演，展
示了一支在格萨尔王带领下能够降妖除魔的
勇士群象，这样表演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
了凸显格萨尔王的勇者风范，预示着英雄格萨
尔王将要登场。不仅如此，在岭国将领们出场
之后，以珠姆为核心的岭国女性以女性特有的
窈窕身姿和舞步，袅袅登场，她们手捧供品、哈
达、鲜花等物品，身着鲜艳服饰，从中间再分列
左右出场，顿时，在观众的眼前就实现了富有
王宫氛围的舞台效果，其队列依循舞女们缓缓
的舞步，在“舞台”上形成了莲花图形，这一情
节的核心人物是格萨尔王爱妃珠姆。这一细
节的安排，自然是为了烘托出王宫气氛，表达
的是格萨尔的王者风范。珠姆的出场同样是
为格萨尔王的出场作的铺垫。此时观众席鸦

雀无声，兴奋而焦急地期盼着英雄格萨尔王登
场。在一阵节奏快捷的音乐之后，只见一位身
材魁梧，佩戴金碧辉煌服饰、迈着王者步伐的
人物缓缓出场，这就是英雄格萨尔王。这时观
众席上的人们开始兴奋呐喊起来，很多观众手
捧哈达排列入场，为英雄敬献哈达，此时，似乎
已经没有了舞台，观众和演员融汇在一起，表
达对英雄的崇敬。这样的戏剧情节和表现手
段，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浓墨重染英雄人物，
塑造英雄形象。

这一特征已经冲破和超越了平内罗剧作中
对核心人物形象塑造的努力。无论是从主题上
还是舞台艺术上这种超越都是成功的。欣赏过
这样的如“连环画”一般的戏剧场景，其场面令
人久久难以忘怀。因为在这样的剧情安排中，
使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感受到英雄的伟大，感受
到民众崇敬格萨尔王的真实情感，整个场面都
被一种强烈而浓郁的崇敬情感所笼罩，这样的
情感表达丝毫不会给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其
舞台效果也是十分罕见的。

这种场面对观众的感染度，我在观赏炉霍
县艺术团演出的百人宫廷舞时曾经有过，其抑
扬顿挫的宫廷音乐节奏和台上台下一起舞蹈的
场景，当时令我热泪盈眶。而莫斯卡格萨尔藏
戏，也赋予我这样的感动和兴奋。

这一戏剧艺术特征远远超越了平内罗在其
剧作中所追求的舞台效果。从莫斯卡格萨尔藏
戏演出的表面上看，似乎演员和观众没有类似
平内罗剧作中的哲学思考，其实，莫斯卡藏戏的
演出已经超越这种“哲学思考”，已经实现了由

“哲学思考”上升到“情感交融”的更高境界。
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难能可贵之处。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贺先枣

任凭你翻遍甘孜州所有的地图册，查遍所
有村寨的地名录，你也找不到“马鸡寨”在什么
地方，可它的确存在，我就在那地方呆过几个
月。我离开那地方时，曾经对村寨里的普布老
爹发过誓，决不把这里有那么多马鸡的事说出
去，尤其是不对那些成天提杆装满铁砂明火枪
的家伙们说起。

有时想来，说说也无妨，那地方太远，太偏
僻，能到那去的人和机都不会很多。那是在金
沙江的上游，对岸就是西藏。两岸都叫同一地
名，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大森林。几年以后，人
们议论着修条公路到那里去，说是为了把林木
变成钱，让那里的人也富起来。在一个不那么
正式的场合，我说出了我憋在心头很长时期的
话：“不修行不行？路修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
要完蛋”。没想到立即遭到严厉的批评，说我

“思想僵化”、“你是不是安心叫那里的群众永远
穷下去？”、“什么动机嘛，你”。我当时也说不出
什么道理来，本来是可以讲几句诸如生态环境，
植被保护，水土涵养什么的，可我想的是，“树完
了，那里的马鸡和其它动物住哪里呢”，我就这
么问了。这回遭到却是哄堂大笑：“几十岁的人
了，怎么挣想些娃娃们的事呢”？我就一句话也
就答不上了。

据说后来还是修了路，但听说到底没把路
修到“马鸡寨”那里。我想象不出那条沿着金沙
江、傍着参天古树的公路是个什么样。只记得

“马鸡寨”村东头有一堆巨大的黄土，土堆中有
许多石块，生着很深的杂草，还有蒲公英的黄
花。村里人说那是很久以前，蒙古人在这里修
的碉楼，并指着江对岸两处残存的碉楼说，那也
是蒙古人修筑的。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我
真还不知道蒙古人曾经还来过这里。有一天，
我拿了把挖虫草用的小锄在土堆东挖几下，西
翻几下，希望能发现一把生了锈的蒙古刀，或者
箭簇和别的什么。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躺下
歇一下。正想睡，突然觉得有些异样，扭头一
看，一只鸡，一只我一时叫不出名字的鸡正在探
头探脑地看我。只见它通体羽毛雪白，蓬松的、
黑中又带暗红的尾羽更是漂亮，鲜红的鸡冠软
柔得古怪，红眼圈中的瞳仁似乎是绿色，却又有
点金子似的暗黄。

马鸡、雪雉！我一下子同时想起了它的两
个称号，那是我曾经在书本上看到的说法，以前
只见过它们死后的样子。

我一翻身起来说去扑捉它，没有想伤害它
的意思，只想抓在手里看个仔细。它当然大吃
一惊，展开双翅，却只是煽了几下，一双红脚在
地面上弹跳着，跑得飞快。一下子，四下里发出
一片宏大的“咯咯”之声，这才看清，岂止它一
个，是一大群，起码有二三十只马鸡在一起；惊
慌地叫成一片。“天啦”，我说，此时，心里激动得

“砰砰”直跳，双脚也站定了，村寨边来了这么多
的野禽!“不要伤害它们，汉人，它们有惹你。”突
然，身后有嘶哑的嗓音清楚地说。是普布老头
子，这村寨里颇受尊敬老人。

我说我根本就不想伤害它们。老人说，我
也看出来了，你甚至没有弯腰捡石头。

它们怎么就不怕人？望着已经平静的马鸡
群，我向普布老爹请教。

怕人干什么?我们这里没有谁会伤害们，连
不懂事的小娃娃也不会。老爹坐了下来。

老爹说：看见那些树林了吗?它们都在林里
住，夜里歇在树桠上，白天下来找吃的。我们翻
地时，们就跟着牛跑，怎么哄赶也不走，它们在
地里捡虫子吃。真是罪过，虫也是条命，可它们
不是人，它们不听我们的，撵不走。收青稞了，
它们就到地边找洒落的青稞吃。下雪了，我们
就在打场的空地上丢些草籽、青稞，甚至糌粑坨
坨。村寨里好多人产都这样。它们一进村就热
闹了，它们还合伙追去啄一条狗。那条狗哀叫
着，夹着尾巴跑进屋里躲起来。

普布老爹说，在更早的年头里，那时村寨里
人更少。别说马鸡，连獐子、鹿子也闯到村里来
找吃的。人们只哄赶走来拖羊子的豹子一类的
野兽，獐子、鹿于是不赶的。可是现在，獐子已
是好多年不到村里来了，鹿子也更难见到了。

（未完待续）

马鸡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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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民俗
KANGZANGMINGSHU

■杨全富

在丹巴县小金谷中，啦啦调唱出了人民的
心声，其歌词除了有歌功颂德以外，还有劝诫等
内容，唱腔时而高亢嘹亮，时而婉转千回，时而
行云流水,从一首首啦啦调中还可以寻觅到历
史的遗迹。

在小金谷众多山歌中，最为有名的是“耍钱
歌”，（耍钱就是赌钱，“耍”是旧社会对赌钱的一
种爱称）其主要流传于小金谷岳扎、半扇门、太
平桥三乡中，因为歌词告诉人们赌博的危害，且
整首歌歌词抑扬顿挫，富有韵味，对现代社会中
的让人深恶痛觉的赌博同样具有劝诫的作用，
因此，虽历经几百年，如今依然在小金谷中传
唱。当听说在小金谷中的加尔莫村有一位大爷
会唱这首曲子时，乘着寒风，笔者背上照相机、
录音笔等采访工具，向着此行的目的地半扇门
乡加尔莫村走去。

加尔莫村位于小金河畔的半山腰上，从丹
巴县城出发，车行四十余里，就来到山脚下，笔
者停下车，跨过一座钢架桥梁，沿着一条沟谷，
顺着小溪边的盘山小径，向着此行的目的地走
去。峡谷底，起初很狭窄，抬头仰望，只能看见
两座峭壁之间的一线蓝天，谷底，一条小溪急速
的往前流淌，在溪流中，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头，
溪水在石头缝里发起狂来，溅起白色的泡沫，在
峡谷中翻滚奔腾，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走过第一个村寨后，路愈加难行，不过峡谷
却逐渐开阔起来，蓝天也从一线逐渐转化为一
大片来。路两旁长满了一人多深的黄莲树，那
长长的尖刺望而生畏，虽然极其小心的前行，不
过有好几次被这些尖刺亲吻上，一下穿透了单
薄的衣裳，在肌肤上迅速的钻出一个细细的洞
眼，那钻心的疼痛刹那间传遍全身，冷汗也随之
从头上冒了出来，我只好找了一根木棍，将倒伏
在路上的黄莲树枝挑开，慢慢的前行。就这样
走走停停，走约两个小时的路程，翻过一道山
梁，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此时的天空仿佛是一
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罩在山谷上空，远处，在
一座山坳里，几十座藏房整齐的排列在山脊上，
而藏寨的周围，环绕着一台台梯田，由于时值秋
日，田地里的玉米已披上了黄色的外衣，在田地
边，一株株青松显得格外的苍翠。眼前有山道
忽然间变成了多条，应该选择那一条道路呢，就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藏族大娘赶着几十
头山羊走了过来，我连忙用嘉绒语向其问好，并
表明我要寻找会唱“耍钱歌”的老大爷时，大娘
指着远处的一座藏房告诉我，那里就是老大爷
家，大爷名叫泽郎，就是全寨子中最会唱“耍钱
歌”的老人。我向大娘致谢，也希望大娘为我唱
一段“耍钱歌”，大娘连连摆手，在我的一再要求
下，大娘清了清嗓子，为我唱了一曲迎接客人时
的啦啦调。“清早起来（嘛啦啦）鸦鹊叫（哟啦
啦），鸦鹊一叫（嘛啦啦舍）贵客到（哟啦啦）。贵
客来了（嘛啦啦）喝杯茶（哟啦啦），清茶一碗（嘛
啦啦舍）别嫌弃（哟啦啦）”我连忙再次致谢，大
娘叮嘱我等一会儿采访完后到她家去做客。

顺着大娘指点的路径，我向着泽朗老大爷
家走去。

泽郎老大爷的房屋是一座具有典型嘉绒风
格的藏族民居，一共为四层，其中最下面一层一
半露在外面，还有一半斜依在地坎中，为饲养牲
畜的地方，二楼为锅庄房，是人们饮食起居的重
要场所，而三楼有着经堂和客房，经堂里供奉着
嘉绒民族的各种山神菩萨四楼只有一间，其余

为平地，是晾晒庄稼的地方，而那一间房屋的一
面是没有石墙的，俗称敞房，意为敞开的房屋，
里面主要用来堆积草料，有时也兼做堆积杂物
的场所。楼顶上的四角有石砌的尖角，上面绑
缚着风马旗，向着东南方向有塔状的小建筑，在
每月的初一十五，负责祭祀的老人都要在里面
燃放桑烟，虔诚的下跪，祈祷神灵保佑六畜平
安。在老人家的门前，一道木栅栏将一块田地
围拢来，田地里，几株苹果树挂满了黄色的果
子，树下，一片绿油油的蔬菜预示着主人的勤
劳。犬吠声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走出来，热
情的邀请我到家里去。

跨进大门，眼前是整洁的厨房，一口长约二
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水缸放置在房间的角
落里，打开一扇门，是主人饮食起居之地，走过
一道小门，就是锅庄房，在房间的正中央，有长
方形的火笼，里面的石质三脚就像是三位老人，
一起躬着腰，共同顶着一口大锅，火在熊熊燃
烧，火苗舔舐着锅底，锅里冒着热气。老人找来
一个陶瓷大碗，将锅里沸腾的奶茶勺到碗里，我
和老人盘膝坐在锅庄边，当问及“耍钱歌”这首
曲子时，老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来，为我讲述了
一段关于“耍钱歌”来历的真实故事。

故事就发生在小金谷中，山谷中弯弯曲曲
的小金河顺着山势不急不缓的流动着，当流经
曲登沙寺时，忽然间河面变得狭窄起来，河水
忽然间显得躁动不安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
音，在山谷中久久的回荡。在曲登沙寺前，有
一条长长的街道，是过往行商落脚的地方，因
为这条街道临近曲登沙寺，为此整条街道又称
为曲登街。由于这里地处丹巴与小金的结合
部，内地来的茶叶、布匹等运送到这里后，与当
地的药材进行交换，一时间，车水马龙，街道两
旁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
景象。在曲登街东边，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
上面挂满了白色的哈达，据说，行人经过树下
时，只要你虔诚的许下心愿，神灵就会保护你
的。因此，过往的行商们总会在树上悬挂白色
的哈达，微风吹来，远远望去，满树都是白色的
哈达在随风飘动。在这棵大树后，居住有一户
人家，也许是因为受大树的庇佑，一家人生活
得其乐融融的。然而有一件事让家中的两位
老人一直不能安心，年过半百还没有个一男半
女的，后来，妻子终于怀上了孩子，十月领盆，
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由于是老来得子，怕孩子
夭折，因此给孩子取名狗弟儿，这是当地的一
种习俗，给孩子取名时越粗俗，就更能保佑孩
子茁壮的成长。狗弟儿小时候就聪明伶俐，也
很有礼貌，很讨人喜欢，父母为了自己归天之
后能给孩子留下丰厚的家产，起早贪黑的到地
里劳动，并开起一座小客栈，几年光景，已是家
产颇丰，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购买
了几亩良田，家中也请了长工。狗弟儿就在这
样的家庭里长大，渴了有人给他熬糖水喝，饿
了有人给他包包子吃，困了有象牙床供自己睡
觉，出门有马骑……狗弟儿一天天长大，待到
十八岁时，父母央人为他说了一个媒，女孩年
龄与狗弟儿相当，婚后，狗弟儿收拾起自己闲
云野鹤之心，亲自下地劳动，分担家务活，父母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在曲登街西边，有一座茅
草屋，起初这里是过往行商歇脚打尖的地方，
主人顺便买一点清茶，赚一点零钱贴补家用。
有了一点余钱后，将原先的茅草屋推到，修建
起一座两层高的楼房，一楼为买茶点的地方，
二楼为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随着曲登街的

繁荣，三教九流的人都汇集在这段短短的街道
中，这时候，牌九也随着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发
扬光大。专司买茶点的老板也嗅到了商机，将
二楼开设为茶馆，供客商们在这里赌博玩耍。
曲登街西边的牌九声虽然每天哗啦啦的响，不
过并没有传到狗弟儿家里来，狗弟儿一家人依
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不过这平静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太久。
狗弟儿隔壁有一王姓人家，有一个与狗弟

儿年龄相仿的儿子，因排行老三，都叫他王老
三，王姓人家孩子多，常常是顾了上顿没下顿，
一家人的生活极其困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
老三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街上打零工，由于穷，
到二十余岁还没有找上媳妇。有一天，狗弟儿
和妻子从地里劳动回来，忽然间看到隔壁王家
的门前人山人海，狗弟儿也钻进人墙，此时在王
家的大门前，王老三穿着光亮的衣服，坐在一口
木箱上，指手画脚的摆谈着什么，仔细一打听才
知道，王老三在村西头的茶馆里鏖战了三天三
夜，赢来了满箱的银元。狗弟儿看着眼前得意
洋洋的王老三，悲从中来，想到自己每天含辛茹
苦的劳动，一辈子都别想挣得这么多钱。夜晚，
躺在床上，辗转反则难以入眠，看着身边熟睡的
的妻儿，忽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从心底升起，王
老三耍钱能挣得那么多钱，我肯定也行，起初自
己都被这念头吓了一跳，不过，越是想要把这
念头压下去时，它却在心底愈发膨胀起来，最
后将自己的那一点良知都给泯灭了。第二天
早上，狗弟儿睡在床上直哼哼，妻子只好一人
下地劳动去了，看着妻子走远，狗弟儿打开箱
子，取出几块银元，向着街西头的茶馆走去。
此时的茶馆里到处都充斥着刺鼻的烟味，在每
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大碗，人们挨着往
碗里丢骰子，桌旁站满了穿着长衫的人，他们
激动得大喊大叫，一轮下来，有的喜笑颜开，有
的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狗弟儿站了一会儿，对
骰子的赌博方法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狗
弟儿也加入到赌徒中，不过这一天的手气仿佛
格外的好，一上午就赢了满满一褡裢的银元。
在回去的路上，听着腰间褡裢里传来的银元碰
撞声，狗弟儿的心都要乐开了花来。回到家
里，妻子知道狗弟儿去赌博的事情，哭着劝他
不要再去了，还是老实本分的守住家中的一亩
三分地，过太平的日子。不过，此时的狗弟儿
脑袋中已装满了赌博，妻子的话就像耳边风一
样无声无息的随风消散在空中。

妻子在劝说无效后，找到狗弟儿的父母，要
求他们管教一下狗弟儿，虽然父母对狗弟儿晓
之以情动之以礼，希望他要痛改前非，种好自己
的土地，管理好自己现有的财产，然而狗弟儿的
心智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猪油，任凭父
母的苦口劝说，依然无动于衷，只想做一名地地
道道的耍钱郎，在牌桌前挣得金山银山。不过
赌场上可没有常胜将军，狗弟儿在接下来的日
子里不光输掉了赢来的钱，就连家中积存的钱
也被输得差不多了，妻子将剩余的钱都寄存在
父母家中，就希望狗弟儿能回心转意，尽快回到
过去的生活中来。狗弟儿因为没钱供自己去
赌，也在家消停了很多日。眼看已是三月，在清
明节时，妻子拿出钱，让狗弟儿去买一些钱纸等
祭祀物品，去祖坟前祭拜祭拜。当走到半途时，
恰好遇见几位赌友，禁不住劝说，拿着妻子给的
坟钱，走进茶馆里，在一阵阵骰子的响声中，钱
币也叮叮当当的落到了别人的褡裢里。四月
里，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装，在田间地头耕种土

地，狗弟儿在妻子的看管下，只好抱着一捆萝卜
秧苗，向着田地走去，在路上，又遇见几位赌友，
连忙放下手中的秧苗，在柳荫树下大赌一场，结
果，自己怀里的几个子儿也输得精光。虽然丈
夫已无可救药，然而善良的妻子并没有放弃丈
夫，再次劝诫丈夫不要去赌了，告诉他如果再不
听，今后一定会后悔的。后来，因为没有了钱去
赌博，不过那骰子的响声却时常在耳畔响起，虽
然心痒难耐，但是苦于没有钱，只好枯坐家中呆
呆的发神。妻子看着丈夫失魂落魄的样子，知
道已自己的努力并没能唤醒丈夫的良知，伤心
欲绝的背着孩子远投他乡。

自从妻子离开后，狗弟儿更是为所欲为，没
钱赌时，就将家中的良田压上，终于，赌博之事
被当地的民众告上了县府，国民政府派出一队
兵丁，将赌徒捉拿归案，其中也包括狗弟儿在
内，在监狱里，狗弟儿等一帮赌徒伸出手指，在
保证书上画押，赌咒发誓不再去赌了，如果下次
再赌，任凭政府将手指全部剁掉，因为有了保
证，政府决定网开一面，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
机会。回到家中，看着家徒四壁，狗弟儿只好走
到父母家中，父母告诫孩儿早点收手，如果不听
父母的劝诫，将来只能走上讨口之路。待到十
月，狗弟儿寻思要去将输了的钱赢回来，将自己
过冬的衣服拿到集市上廉价变卖，将换来的钱
都压在赌桌上，结果，又一次空手而回。父母看
着昔日的乖孩子如今都成为输红眼的赌徒，无
脸见人，变卖了家产离开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狗弟儿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弃的癞皮狗，每天早
晨，提着一口砂锅到处要吃的，晚上则回到街道
旁的孤老院里，不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狗弟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冻死在街道旁的屋
檐下，被好心人草草埋葬在河谷边。后来，街道
中的一位老人根据狗弟儿的故事，即兴编撰了
这首巜耍钱郎》，告诫后人要引以为戒，如果一
意孤行，将会妻离子散，永无翻身之日。在后
来，曲登街后山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一条演绎
着沧桑岁月的街道在一夜之间被完全吞没，而
今，已是荒草萋萋。然而这首歌曲却完整的流
传了下来，至今依然在小金谷中传唱。

泽朗大爷讲完后，用低沉的音调为我完整
的演唱了这首歌曲。

“正月里是新年，骑骡压马去耍钱，我上场
赢了三五吊，不做庄稼也敞（挣）钱。二月里桃
花红，爹妈骂儿不成行，别样的生意你不做，一
心要学耍钱郎。三月里三清明，耍钱娃儿去上
坟，半路碰到三朋友，坟钱忘得九霄云。四月里
四立夏 田头秧子载满坝，秧子嗑(放）在田坎
上，柳荫树下赌一场。五月里五月五，妻子劝郎
少要赌，若换（如果）不听妻子劝，耽怕后来无好
处。六月里三伏天，耍钱娃儿瞌睡眠，外头听到
牌骨响，翻身没钱耍钱郎。七月里七月节，耍钱
娃儿没邪脾（个性），早上又无下锅米，晌午赢钱
买马骑。八月里八月八，耍钱娃儿受王法，夺
（戳）根指拇儿来许愿，二回（今后）耍钱指拇儿
杀。九月里九月九，爹妈劝儿早收手，若还（如
果）不听爹妈劝，耽怕后来要讨口。十月里雪花
飘，耍钱娃儿想翻烧（翻本），夺（拿）件衣服来炸
宝，运气不好输完了。冬月里雪飞天，耍钱娃儿
衣裳单，身上冷得跳跳颤，口头还在喊幺二三。
腊月里腊月八，耍钱娃儿莫办法，白天嗲（提）起
砂锅转，晚上歇的孤老院。”

一曲歌罢，我和泽朗大爷都沉浸在故事中，
为狗弟儿的行为所不齿，也为狗弟儿成为赌博
的牺牲品而深深的叹息。

丹巴小金谷中“耍钱歌”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
语，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
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群众的集体经验
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世人因发财而疯癫，牲畜因草茂而疯癫

甘孜有广袤的牧区，人们在长久的游牧生
活中积累了一系列朴实无华的处世哲学。这
句谚语的意思是：世上的人们往往因为发财而
迷失心智，而牲畜会因为牧草过于茂盛而发疯
发狂。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人应该
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过于贪婪。

甘孜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