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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达钵
”

活动 内容涉足于木里蒙古族婚丧嫁娶
、

祭祀庆典等现实和精神生活的多个层面
,

是木里蒙古族文化现象

的典型代表
。

其具有不 同于民间散在性
、

自发性精神信仰活动的 完整规范
、

涉足面广
、

年代久远
、

蕴含人文价值的特点
。

其传

承手段落后
,

人文价值
、

经济价值尚未被政府
、

学者
、

民众充分重视
,

传承面临 困境
。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

增加保护性投入
,

形成

较好的政府民众双向互动机制等
,

有助于木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 ;发挥其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的有效价值
,

是其得

以保护传承的长效机制
。

【关键词」少小 民族 ;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 ;现状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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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 自治县的蒙古族
,

脚坝子
、

瓦科村
、

松窝龙
、

乔瓦镇娃 日瓦村下黑桃弯

由于地理位置及与周边其他民族错综复杂的政治
、

组
、

韩家湾组
、

红科二组
、

达瓦社组及北碉乡的黑桃

宗教信仰等关系
,

虽然在生活 习惯
、

文化信仰等方 坪
。 “

水田
”

支系主要由韩
、

杨
、

胡
、

田
、

罗五个大家支

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

但无 组成
,

人 口大约 1500 人左右
,

由于多居住在矮山水

论在任何历史和社会
、

经济环境中均保持着强烈的 边可种水稻的 田坝之处
,

故又被周围民族称为
“

水

民族认同感
,

形成并保存了自己南北结合的独特语 田
” ,

他们的语言和习惯
,

与自称为
“

那 日
”

的另一支

言
、

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
「l] 。

由于在征战途中蒙古 蒙古族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

族文字的丢失
,

数百年来
,

这一部分蒙古族只能以 二
、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文化现象特点分析

口传的形式传承着文化和信仰
。

随着改革开放和
“

达钵
”

活动内容涉足于木里蒙古族婚丧嫁娶
、

经济的发展
,

迅捷的交通
、

多媒体形式的信息传递
、

祭祀庆典等现实和精神生活的多个层面
,

虽然其中

大环境和小环境的主流文化地位 日趋突出
、

经济发 有与现代科学知识相悖的内容
,

但与民间散在的
、

展的需求对弱小文化的扭曲和异化等
z[] ,

使数百年 自发的精神信仰活动相 比
,

其具有成套的
“

规矩
” ,

来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信仰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

甚 显示出完整规范
、

涉足面广
、

年代久远
、

蕴含人文价

至在 日常生活 和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许多
“

达 值的特点
。

钵
”

都面临无人愿意传承的尴尬局面
,

并由此带来 (一 )完整规范

了一些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
。

本文拟对居住于木 在
“

达钵
”

文化中
,

从
“

达钵
”

角色的人选
、

培养
、

里藏族 自治县境内的蒙古族
“

哪惹
”

支系
“

达钵
”

文 考核
,

到其所承担的职责划分
,

再到每一活动的规

化所面领的困境及其对策进行解析
,

以探索处于其 则程序
、

法器使用等均有着固定的规则和规范
。

他多种文化夹缝中的少小民族无文字文化传承机 1
.

“

达钵
”

角色人选的确定和培训考核具有成套

制
。

的
“

规矩
” 。

首先
,

是人选确定
。 “

达钵
”

只传男不传

一
、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及

“
哪惹

”
支系概述 女

,

如果该支人没有儿子
,

也可 以传给女婿
。

韩
、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

仅限于男性
,

可娶妻生子
,

杨
、

胡
、

田
、

罗五大家支在历史上一起转战迁徙
,

故

平时在家务农
、

打工等
,

在需要祭祀或烧香祈福的 五家的山神可 以一起祭拜
。

但因各家的家传身世

日子
,

主持进行相关法事活动
,

故在民间又被称为 不同
,

为便于祭祖等仪式
,

每支人都要有一个自己
“

和尚
” 。 “

达钵
”

的历史渊源并不十分清楚
,

其前身 的
“

达钵
”

或一位记得 自家家传身世
、

祖宗根骨的

可能是随军服务的
“

参军
” 。

人
,

以便于在这五家人中互请
“

达钵
”

来进行相关法

木里蒙古族中的
“

水田
”

一支
,

自称
“

哪惹
”

(哪
:

事
。

老虎
,

惹
:
儿子 )

,

主要分布在木里项 ( h an g )脚乡的项 其次
,

是培训
。 “

达钵
”

的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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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一 0 6一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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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凉山州弃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蒙古族
“

哪惹
”

支系
“

达钳角色为例

三年中除春节等传统节 日外
,

均是凌晨 4 一 5 点开始

学习
,

晚上 12 点以后结束
。

内容安排先从祈福
、

祭

祖等仪轨和诵词开始
,

丧事有关的仪轨和诵词必须

放在最后阶段学习
,

且这一阶段的学习须在远离居

住地
、

看不见任何房屋和人烟的大山中进行
,

时间

2 一 3个月
。

最后
,

是考核
。

学习期满后
, “

达钵
”

必须经过

严格地考试
,

考试合格的称为
“

达钵扎扎
” ,

以后可

以担任
“

达钵
” ,

进行相关活动
,

不合格则称为
“

达钵

克呆
”

(半截和尚 )
,

不能主持
“

达钵
”

的相关活动
。

考官由族里的
“

达钵
”

和师傅担任
,

考试的内容只能

涉及吉祥的颂词和仪轨
。

除完成颂词和仪轨外
,

师

傅还会根据一些征兆来辅助判断考试是否成功
,

如
:
架放于火炭上的柏香有明火出现表示本家菩萨

已经出现
,

考试有效
,

否则考试无效
,

需要重考 ;考

试时须准备白色的阉羊一只
,

通过前来协助考试的
“

达钵
”

念诵
,

羊会躺在桌上完全不动
,

考试结束后
,

羊如不需牵拉 自己站起来者兆示前来参加考试的

本家菩萨法力高
。

试毕
,

宰杀白羊
,

敬献菩萨
,

分食

羊肉
,

12 个部位的肉
,

须从脖子上的肉开始吃
,

考生

在吃之前必须先发出一声诸如虎
、

狼
、

鹰等动物的

嚎叫
,

具体发出什么声音与各家的庇护 (崇拜 )猛兽

有关
。

考试时孕妇及被认为不干净 (如
:
家里有凶

死的人
、

身体有残疾等 )的人不能出现
。

考生和前

来帮忙的人要穿戴整齐
,

女人要穿上蒙装
,

不断地

洗脸
、

手
,

保持干净 (据说考试时间长的时候
,

甚至

会把脸
、

手洗皱裂
,

考试时间最长可达 1天 1夜 )
。

2
.

“

达钵
”

所进行各类活动均具有一定的规则和

规范
。

首先
,

是时间规范
。

各类活动进行的时间都

有严格的要求
,

不是随兴而行
,

如
:
祭拜祖宗在每年

春节的三十
、

初一
、

初七及十五和农历的七月十二 ;

祭拜山神的时间是春节的初三
、

九
、

十五
,

或在逢单

的 日子中按属相选择 ;敬菩萨是每年阴历二月和十

月的十五以前等
。

除必须从事的法事活动外
,

平素

不能进行
“

达钵
”

法事活动的演示和模拟 ;阴历七月

里
,

不能谈及关于葬礼的仪轨和做法
,

不能穿戴
“

达

钵
”

的服饰
,

除去祭奠祖宗时
,

不能念及去世祖先的

名字 (木里的蒙古族也不在这一月定亲
、

结婚 )
。

其次
,

是过程规范
。

各类活动进行的过程都有

既定的规则和程序
,

因而具有可重复性
。

如烧香熏

烟只能用清香木
、

柏香
、

松树树枝
,

而羊角花 (杜鹃

花 )树枝则用于驱除不吉祥的东西 ;七月十二祭拜

祖宗时引燃柏香的木炭
,

必须从火塘的上方拈出
、

摆放的柏香必须为 3
、

6
、

9 等单数 ;祭祖时只有过世

后做过
“

开路
” 、 “

道场
”

法事的儿子和儿媳会被念

及
,

祭拜完自家祖宗后
,

从火塘的下边取出燃烧的

火炭放人盛出的鸡汤中
,

并点燃钱纸
,

将纸灰与鸡

汤
、

食物等搅拌在一起
,

撒向屋外
,

意为提供给无人

祭拜的孤魂野鬼
,

盛装这些东西的容器和所有烧过

的纸灰都要在七月十五才能够收拾打扫 ;上山祭拜

山神仪式包括驱除不吉祥
、

请来山神
、

为每人祈福
、

送走山神等
,

围绕烧香台转圈时男左女右
,

所有仪

式需在中午 12 点前完成 ;为去世的
“

达钵
”

开路 (为

去世的人指路回到天上与亲人团聚 )需要在房子后

面烧香
、

敲锣
,

喊
“

呷喇
”

(菩萨 )
,

并敬献 白色阉羊
、

公鸡等
,

至于要把附在死去
“

达钵
”

身上的
“

呷喇
”

喊

回来附在
“

达钵
”

继任者身上等不同于一般人的仪

轨就不一一详述
。

最后
,

是法器和服装使用的规范
。

送鬼
、

开路

和喜事时的法事活动需要穿戴
“

达钵
”

的服饰
,

各类

法事活动时衣服一样 (现在多以穿蒙古袍来代替 )
,

但丧事
、

送鬼时的帽子和使用的法器与喜事和祈福

时不一样
。

如
:
呷拉 (摇铃 )

、

波客 (海螺 )
:
喜事和丧

事时均可使用 ;丢
:
只用于烧香和喜事

,

绝对不能用

来开路 ;羊皮鼓
:
用于驱鬼和去世

“

达钵
”

开路等
。

服饰法器在五大家支间可以互相借用
,

但送鬼
、

开

路时使用的帽子和法器
,

需存放在上次使用的人

家
,

且需存放在屋外
,

直到下一家使用时再借出
。

3
.

“

达钵
, ,

的职责分工具有明确的界定
。

除五大

家支可以互请
“

达钵
”

来进行任何法事外
,

与别的蒙

古族如
“

那 日
”

一支
,

在为死人
“

开路
” 、

做
“

道场
”

等

仪式时不能互请 (原因是
:
各支人的庇护 (崇拜 )猛

兽不一样且又不能随便与外人道 ) ;为逝者开路不

能由与去世的人为直系亲属的
“

达钵
”

来进行 (如子

不能为父开路 )等
。

(二 )涉足面广
“

达钵
”

活动内容几乎涉足于木里蒙古族婚丧

嫁娶
、

祭祀庆典等现实和精神生活 的各个方面
,

木

里蒙古族对自然和生老病死的认识和诉求都以
“

达

钵
”

活动的形式体现
。

1
.

常态化的仪式
。

以
“

烧锅庄
”

为代表
, “

烧锅

庄
”

是
“

达钵
”

进行得最多也是最基本的法事活动
,

因要在家里的火塘上燃起明火故得名
,

其进行的时

间不定
,

在需要祭祀
、

祈福
、

喜庆的 日子如婚礼
、

提

亲
、

定亲
、

乔迁
、

祭祖
、

敬神时都会进行
。

2
.

承载特殊寓意的仪式
。

如祭祖
、

祭拜山神
、

敬

菩萨
、

为亡人开路
、

占 卜
、

招魂
、

送鬼等
,

这些仪式都

在特定的时间或有需要时进行
。

(三 )年代久远
“

达钵
”

及其文化现象年代久远
,

如 目前韩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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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追述的传人至少十一代 (库汝廖阿汝一布塔一布

祖一布布祖一布布则一沙拉若一了布塔一友塔一

故故角一沙塔一色给塔 ) ;田家至少传过十代 (格尔

布一扎拉赫一了布塔一友塔一嘎喇赫一长钵一 a r如

一扎赫一了布塔一布尔若 ) ;胡家至少传过八代 (格

尔如一扎拉赫一了次若一甲次若一洋玛若一色给

若一纳玛若一沙塔 ) ;杨家至少传过八代 (玉赫一九

谷色一九谷若一格次如一度蔑若一支嘎塔一长手

一布尔若 )
,

罗家至少传过四代 (沙拉若一拉若一友

赫一独密若 )
。

(四 )蕴含着独特的人文价值
“

达钵
”

角色和活动不仅是蒙古族的习俗和信

仰
,

其在祭祖
、

开路等活动中所涉及的内容
,

对于民

族溯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没有文字和书籍
, “

达

钵
”

所从事的活动和传诵的经文
,

与其他蒙古族特

有的风俗习惯一样
,

实际成为了木里蒙古族对历

史
、

对 自然
、

对生命等认知知识的主要载体
,

蕴涵着

实实在在的民族学
、

人类学
、

宗教学研究价值
。 “

达

钵
”

文化现象中折射出的木里蒙古族的特点有
:

第一
,

重视祭祖和魂归故里
,

在祭祖
、

拜山神
、

开路时均要念及祖先和与亲人团聚的路
,

显示了他

们对先辈和故土的怀恋
。

第二
,

崇 尚虎
、

狼
、

鹰等草原猛兽
,

各支人都有

自己的庇护 (或崇拜 )猛兽
,

而这些猛兽都与草原有

关
,

显示其祖辈与草原环境的天然关系
。

第三
,

以避免亲人逝去为 目的忌讳较多 (如阴

历七月
,

不能谈及关于葬礼的仪轨和做法 ;办完丧

事后
“

达钵
”

被撵走等 )
,

这可能与这一支蒙古族远

征他乡
、

持久征战失去 了过多亲人有关
。

第四
,

迁徙路途遥远
:
在拜祭山神时念及的山

神多达 80 多座
,

开路时要念及的地名多达 90 多个
,

折射出其是由于征战而迁徙的漫长足迹
。

第五
,

骑着战马而来
:
开路时要为逝者准备战

马
,

显示他们踏马而来
,

故踏马而归
。

第六
,

与周围民族互相交融影响
:
敬山神时

“

达

钵
”

为族人分发佩戴
“

松典
” 、

围绕烧香台转圈并抛

洒谷物花瓣等仪式
,

与藏族和藏传佛教习俗一致
,

而

其以艾灸烧烤羊的肩脚骨的占 卜方式则与彝族等

民族相似
,

显示其文化既有异己性又与邻近 民族影

响和互渗的特点
s[] 。

三
、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文化现象困境

处于特殊的地域和历史
、

社会环境中的木里蒙古

族
“

达钵
”

文化现象跟其他少小民族文化一样
,

目前面
J喻着被误读

、

被忽略的境遇和传承困难的局面
。

(一 )文化价值被误读及忽视

1
.

民间误读
。

当地老百姓俗称请
“

达钵
”

做法事

为做
“

迷信
” ,

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并未意识到
“

达钵
”

这一独特角色及其活动中所蕴含的精神信仰
、

民族

习惯
,

以及他所折射出的独特的民族文化
,

更无法

理解其在人类学
、

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

.2 建设规划中多民族特色彰显不够
。

在各地的

新农村建设和规划中
,

所有的房屋按主体民族式样

外观进行建设
,

对整体旅游外观形象的美化具有作

用
,

但整齐划一的民居外观
,

未能彰显多民族杂居
、

各民族和谐共处且均具有 自己独特文化的优势和

特点
,

忽略了蒙古族等土著民族独特文化在旅游经

济中的潜在资源优势
。

3
.

专家学者不感兴趣
。

由于川滇交界处民族分

布的特殊性及其它 因素的影响
,

学者们对该区域范

围内文化
、

宗教的研究和宣传主要侧重于藏族
、

彝

族及一些有争议的族群
,

而蒙古族的研究重点又自

然在北方
,

故而针对该区域蒙古族的文化研究较

少
,

其潜在的研究价值几乎被专业人员所忽略
。

(二 )传承陷入困境

1
.

传授模式落后
、

效果差
。

由于没有文字
, “

达

钵
”

学习方式为 口耳相传
,

其传承形式完全有赖于

口头语言和实践记忆
,

无法借助工具 自我学习
,

加

之学习内容多
,

因而学习过程异常艰苦
,

学习效果

差
,

愿意学习的人少
。

口头语言形式的传承
,

使得

对祖先的追溯和记忆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差
,

导致了
“

达钵
”

传人和祖先人名
、

人数不相符合的现象
。

.2 传统语言丢失
,

传人人选匿乏
。 “

达钵
”

所有经

文均用当地
“

哪惹
”

或
“

那 日
”

语言念诵
,

故要求学习

者必须熟练使用该语言
,

而目前分布在县城附近的

年轻一代蒙古族
,

虽然民族认同感没有改变
,

但有

的只能听懂
、

有的已完全不会该方言
,

因而后继可

传之人匿乏
,

只能在远离县城的项脚乡等地物色传

人
,

增加了传承难度
。

3
.

多种因素叠压
,

愿意学习者少
。

由于
“

达钵
”

在葬礼上为亡人
“

开路
”

等法事费时费力
,

导致年轻

人不愿意学习
,

或学成后不能坚持下去 ;木里蒙古

族呈现出与藏族
、

汉族
、

彝族等民族大杂居
、

小聚居

的分布特点且人数较少
,

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它文化

的影响和冲击 ;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挣钱渠 道增

多
,

学成的达钵也有
“

宁愿去打工也不愿意作法事
”

的真实想法
,

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是居于一种无法

推托的家族责任
,

因为有一种说法
:
如果哪家没有

了
“

达钵
” ,

该支人就会不顺利
,

而发生 的事实似乎

也印证着这一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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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等文化抢救性整理利

用的建议

文化的变更是永恒的
,

恒定是相对的
日〕 ,

不等同

于让其精化与糟粕一起自身 自灭
。

为避免那些独

具特色
、

无法复制的弱小传统文化现象遁形消失
,

并充分挖掘研究其中的人类学
、

社会学资源
,

利用

其精华和特色为地方旅游经济服务
,

我们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

(一 )建立措施
,

确保传承

1
.

利用现代科技技术
,

更新传承手段
。 “

达钵
”

等

文化现象
,

传承方式古老
、

手段单一
,

政府和研究机

构应拍摄
、

记录现有祭祖
、

祭山神
、

开路等有价值的

资料
,

制作音频
、

视频
、

国际音标或汉语标注发音等

多种媒体课件供后人学习
、

研究
。

这是新时代下所

有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s[] 。

2
.

实现双语教育
,

扩大传人选择面
。

针对少小

民族语言实际使用人群逐渐下降的实际情况
,

在学

校应加强双语教育
,

如无文字
,

也可采用开设口语

班等方式
,

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传承
,

在家庭
,

则应提

倡讲母语
,

以增加会本民族语言的人 口基数
,

扩大

传人选择面
、

提高选择质量
。

3
.

增加投人
,

解除传人经济生活后顾之忧
。

政

府应意识到这些文化是系统的并具有独特的价值
,

通过组织申请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等方式多渠道增

加保护性投人
,

以解决传人经济生活后顾之忧
。

(二 )珍视文化价值
,

加大研究力度

1政府专项投人
。

政府要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

谐社会的立足点出发
,

对该类型文化研究予以立项

和经费投人
,

其研究结果将会反哺当地经济发展
。

.2 科研课题申报指南方向性诱导
。

应该充分意

识到我 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点
,

对非研究热点的

少小民族特色文化研究应在纳人申报指南
,

并在资

助时适当予以倾斜
。

3
.

专家学者回归科学研究本来 目的
。

作为相关

的专家
、

学者
,

应回归到保护这些特色文化
、

挖掘其

潜在价值的科学研究出发点
,

尽可能抛开非学术因

素的影响
,

致力于此类研究
。

(三 )挖掘潜在价值
,

服务地方旅游经济

木里在旅游 自然资源上具有海拔跨度大的特

点
,

而在人文资源上拥有原著民族多的特点
,

是以

藏族为主
,

同时拥有 17 个民族的民族大县
,

与其他

地方杂居的族裔少数群体不同的是
,

这些民族大多

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
,

具有其他移植性文

化无可 比拟的优势
。

从藏文化的氛围和旅游资源

来讲
,

目前木里与邻近 的甘孜
、

阿坝及迪庆相比尚

不具备特别优势
。

如果在旅游形象设计与整体规

划中做到主体上突出藏族文化的同时按片区进行

相对集中的外观形象设计
,

在人文旅游内容上 以藏

文化为主辅以各土著民族文化展示
,

能让游客在木

里一地除了领略到矮山种水稻
、

高原放耗牛的自然

奇景
,

还能领略到多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
,

从

而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川滇交界之处彰显多种自然

景观立体分布
、

藏文化独树一帜且多民族文化和谐

共处
、

异彩纷呈的根本特色
,

也有助于促进新形势

下这一区域多种民族文化的自我维护和传承发展
。

五
、

结语

木里蒙古族
“

达钵
”

所承担的活动涉及到了木

里蒙古族生活的众多领域
,

蕴含着不可复制的民族

学
、

人类学
、

宗教学信息
。

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主

流文化传播渠道多样便捷
,

经济发展为一切活动的

根本驱动力的形势下
,

抢救性地整理
、

挖掘其中的

人文科学研究价值
,

并合理地利用其潜在价值为地

方旅游经济服务
,

是所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少小民

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共 同问题
。

政府
、

学者
、

民众

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潜在价值
,

各

司其责
,

各尽所能
,

形成较好的政府民众双向互动

机制
「6] ,

并发挥其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的有效价

值
,

是促进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根本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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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o u s *h e a e h i e

v e m e n *5
.

T h i s p a p e r

s u m m a ir z e s * h e e h i n e s e e a u *i o u s p u n i s h m e n * o f a n e i e n * e u l* u er *h o u g h * a n d e x p l o er s m o d e
m

v a l u e
.

K e y w o rd s : C h i n a a n e i e n *: d e a *h : l a w e u l*u er : * h e e a u ti o u s p u n i s hm e n t p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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