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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 《藏族婚礼祝福歌》 的经济学价值

陆铭宁
,

陆文熙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2 5 0 2 2 )

【摘 要】木里藏族 《藏族婚礼祝福歌 》
,

展现 了木里藏族先民发明原始农业
、

发明发展手工业的

曲折历程
,

叙述了木里藏族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改进工具
,

提高生产力水平
。

折射出木里藏 区独特经济

发展史
,

传承着木里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同创造人类物质文 明的优良传统
,

传承着生产知识与技术
,

体

现 了木里藏族传统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

具有珍贵的经济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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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藏族 自治县位于 四川省西南部
,

是我国

仅有的两个藏族 自治县之一
。

县域面积 13 2 4 6
.

38

平方公里
,

境内藏族人 口 3
.

7 万余人
,

境内还有

蒙
、

汉
、

彝
、

苗等民族居住
。

当地广为流传的

《藏族婚礼祝福歌》 反映了木里地 区藏民在求生

存
、

求发展过程中
,

不断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
,

促

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的历史
,

反映了藏族

人民的经济伦理思想
,

具有珍贵的经济学价值
。

一
、

木里藏族婚礼上的独特摆设
“

达

那
”

和 《婚礼祝福歌》

木里藏族的婚礼仪式充满了祝福并通过歌声

来表达真情
。

当地广为流传的 《婚礼祝福歌》 说
“

纳丛 (藏语
,

这家人 ) 今天办喜事
,

宾客来往

挤破门
。

诸位胸中装满歌
,

只等喉头把门开
。

按

照规矩我先唱
, `

达那
’

已在面前摆
。

快把喜酒

满斟上
,

歌儿伴酒酒更香
” ` ’ 十。 “

达那
” ,

是按照

宗教习俗在婚礼上设置 的一个独具藏族特色的摆

设
。

木里藏族婚礼的迎娶仪式在新郎家的火塘边

举行
。

届时新郎面对新娘和送亲人而坐
,

在酥油

灯照耀下
,

主持仪式的喇嘛或
“

翰归
”

朗朗口念诵

着经文
,

祝福他们夫妻和睦
,

白头偕老
。

在撒糟

巴
,

系吉祥带以及
“

献哈达
”

(送礼物 ) 仪式的

同时
,

还 要请一位能言会道 的司仪致
“

当谐
”

(祝福词 )
。

此时新郎母亲身着新衣装
,

端上一

个量粮食用 的
“

冲子
” ,

里面装满青棵
、

大麦
、

稻谷
,

上边插三支箭
,

箭杆系上红
、

黑
、

白三种

颜色的纤绸条 (象征 哈达 )
。

这种摆设藏语叫
“

达那
”

或
“

达者
” ,

在婚礼前装好备用
。

婚礼

当天
,

先在火塘右边主位放一张长方桌
,

上铺纯

白色羊毛小垫毯
,

新郎母亲端出
“

达那
”

就摆放

在桌上
。

据说
“ `

达那
’

打的是一个哑谜
” `2] ,

新郎

家设置了
“

达那
” ,

须由新娘送亲队伍中的兄弟

或舅舅
,

当场以
“

达那
”

有关的桌子
、

垫毯
、

箭

杆
、

箭头
、

冲子
、

青棵
、

纤绸上悬吊的金
、

银
、

海螺为内容各唱出一段祝福歌
。

如果新娘家无善

于说唱的兄弟或舅舅
,

可 以请一位 口才好的男性

亲友代为说唱
。

这种习俗代代传承就形成木里藏

族独具特色的婚礼祝福歌
。

全首民歌分为 《色

洛》 和 《达那》 两章
。

《色洛》 实际是
“

调子
”

或
“

引子
” ,

每个说唱人的内容不一定相同
,

但

总是 以
“

色洛
”

开头
,

然后 自问 自答引唱 出正

文
。

《达那》 全章又分为 《方桌》
、

《垫毡 》
、

《冲子 》
、

《青棵 》
、

《箭杆》
、

《箭头 》
、

《绸条 》 等节
,

是整个 祝福歌的正文 和主要内

容
。

二
、

《婚礼祝福歌》 折射出木里藏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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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反映木里藏民发明原始农业的艰苦创业史

民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

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受经

济基础的制约
,

又是折射社会生活的窗 口
。

农业经

济比采集经济进步
,

原始农业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

较为可靠的食物来源
。

青棵是藏民煮酒
、

做糟巴的

主要原料
,

是木里高原 的代表性粮食品种
。

可是
“

青棵种子从何来
”

? 《达那
·

青棵》 中说 :
古时

“

扎西拉珍空波发大火
” ,

所有的粮食种子被烧

光
。 “

一群鸽子来抢救
,

脖羽尾羽都熏黑 ; 烧红双

脚熏红眼
,

没有抢出粮食种
” , “

它们翻身飞上

天
,

四处找来八方寻
” , “

飞了三天到西藏
,

人们

正在撒青棵
。

一 只鸽子歇下地
,

啄着种子往肚里

吞
” “

飞了六天到印度
,

捡着包谷又起飞
。

飞了九

天到南京
,

捡了稻谷往回飞
。

转了一个大圆圈
,

捡

了九种粮食种
,

飞回扎西空波地
” , “

碰上两个野

女人
,

一撕破嗦袋划开背
,

青棵粒粒地上撒
” 。

显

然这是远古时期人们在狩猎和采集经济中发明原始

农业的折射反映
,

说明木里藏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是妇女
,

在此之前
,

母系氏族的首领们还是没有固

定居所的
“

野女人
” 。

恩格斯认为
: “

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
,

而且愈

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
” 〔3 ’ 。 “

有

粮才好过春冬
”

的需要迫使
“

二人决心把粮种
” ,

发现了粮种便开始了寻求种粮土地的步步探索
。

先

是
“

两人拿着青棵种
,

扶摇直上九重天
。

牵来 日月

当耕牛
,

就在太空把土翻
” ,

可是木里大山最高处

海拔达 5 700 多米
,

雪线以上是千年不化的雪峰和

冰川
,

太空无地可耕
, “

犁了三年零三月…枉费心

机与力气
” 。

于是
“

二人拿着青棵种
,

降到半空云

雾中
” 。 `4 ,

然而云遮雾绕的半高山仍是重崖迭嶂
,

没有种粮沃土
。 “

犁了三月零三天
,

拉断纤绳打坏

犁
” 。

失败告诉他们
“

此处不是种粮地
,

还须再把

地方寻
” ,

最终
“

二人拿着青棵种
,

回到故乡地上

来
” ` , , 。

这里的
“

故乡
”

就是指木里藏民定居农

耕之所
“

扎西拉珍空波
”

地
,

在这里他们耕地
、

撒

种
、

盏土
、

平地
、

理水沟
,

观其发芽
、

生长
,

得到

了
“

麦穗灿灿一边倒
” “

粒粒青棵堆成塔
”

的大丰

收
。

这实际是木里藏族先民几经失败
,

几经坎坷从

极高山到中山再到水土肥美
,

气侯温湿的地方种粮

定居的历史
,

是木里藏区人民几经挫折积累经验发

明原始农业的过程
,

几经迁徙定居于扎西空波地的

历史
。

2
、

反映了木里藏民在农耕实践中不断创造和

改进工具
,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程 劳动工具是社

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
,

生产力随着工具的改进

不断发展
。

使用铁器是农业生产史上划时代进步
。

铁犁等铁工具做为新的生产力因素
,

为开发山林
,

垦荒种地
,

兴修水利创造了条件
,

利于促进生产发

展
。

祝福歌中叙述了藏区人民采用铁犁的探索过

程
。

他们先是采用
“

银子枷担白丝绳
”

的金桦玉

犁
,

实践结果是
“

金桦玉犁重沉沉
” , “

砸乱金桦

与玉犁
” “

枉费心机与力气
” ; 再改换为

“

铁制犁

头
”

却又
“

笨又 重
” ,

使用中
“

拉断纤绳打坏

犁
” ; 最终选择了铁桦木犁架

,

用皮条纤绳代替
“

白丝绳
” ,

经实践证明
“

桦搞木犁轻又巧
,

皮条

纤绳细又牢
” ,

耕者就能轻松地
“

手握木犁 口 唱

歌
,

步伐整齐真正好
”

6[]
。

牛耕的采用和
“

二牛抬杠
”

耕地技术促进了木

里农业生产的发展
。

采用牛耕是人类农耕史上的重

大进步
。

在农业经济史上
,

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懂

得人力耕种
,

仰韶文化
、

河姆渡文化
、

龙山文化的

考古学成果揭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的悠久历史
,

松江

县广富林出土的犁形器展示 了良诸文化时代犁耕技

艺水平
。

然而直到春秋时期
,

我们的祖先才把
“

宗

庙之牲
”

—
“

牛
”

用于
“

吠亩之勤
” ,

其间历时

长久
。

祸耕是中国农耕技术史上的光辉一页
,

史载

西周时
“

载荃载作
,

其耕泽泽 (音释 ) ; 千祸其

耘
,

祖限祖珍
” “ 7 , ,

说明当时己盛行二人合力的藕

耕
,

但做为畜力藕耕也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
。

木里

藏民在发明农耕之始就探索畜力代耕且发明
“

二牛

抬扛
”

的耕作方法
,

的确是了不起
。

《婚礼祝福

歌》 中唱出了木里藏民不断认识各种 自然力和畜

力
,

最终选择牛耕的曲折历程
。

人们先是
“

牵来日

月当耕牛
” ,

但
“

太阳扯东月扯西
,

你扯我拉不相

让
” ,

再是
“

牵来大雁和 大鹏
,

扛着枷担把土

翻
” ,

实践中发现
“

雁朝下
,

鹏往上
,

你拉我扯不

相让
” ,

后来
“

牵来两头老黄牛
,

二牛抬扛把土

翻
” , “

娃娃牵牛前面走
,

二牛双双往前拉
” 。

181

经过反复认知
,

才最终选择了
“

老黄牛
” ,

并发明
“

二牛抬扛
”

的耕作方法
。

3
、

反映了木里藏民在实践中积累的手工业知

识和技能 恩格斯说
: “

弓箭对于蒙昧时代
,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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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剑对于文明时代一样
,

乃 是决定性的武器
”

`9 ’
,

弓箭的发明使用
,

标志着古人类抵御他人和野

兽侵袭
,

保卫自身安全能力的增强
。

木里藏族人民

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弓箭
,

并不断提高工艺水平
。

选择原料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环节
,

《达那
·

箭

杆》 中说
: “

箭杆本是荆竹做
,

是谁砍 回好荆

竹
” 。 “

有个造箭老师傅… …
,

他叫三个儿子去砍

竹
” , “

大儿… 选中一根老荆竹
,

… … 太长
” ,

“

二儿…砍回一根荆竹子
,

…太短
” 。

最后
“

三儿

…砍回一根荆竹子
,

爸爸接过比了比
,

伸起拇指直

夸奖
” 。

箭头的制作也展示 了同样的内涵
。

《达那
·

箭

头 》 中说 : “

箭头锋利系铁造
,

买来三种铁巴做比

较
。

请来四方各铁匠
,

… …找来三个好风箱
” ,

选用

了大
、

中
、

小各不相同的
“

老虎风箱天上放
” 、 “

豹

子风箱放中间
” 、 “

毛狗风箱来垫底
,

放在铁匠左手

边
” ,

还有大
、

中
、

小各不相同的
“

老鹰铁锤
” 、

“

乌鸦铁锤
” 、 “

麻雀铁锤
” “

放在铁匠右手边
” ,

点火
、

鼓风
、

锻打了
“

七七四十九天
” ,

最终造出了
“

人人称赞个个夸
”

的箭头
、

铁犁等工具
。

可见制作箭杆
、

箭头都经历反复选择材料的过

程
。

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荆竹
、

铁巴的认识
,

说明木里藏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着力学
、

材料

学知识和矿冶
、

锻铸等技能
。

集而成的伟大创造力
,

阐明桌子
、

冲子是各族工匠

默契配合
、

团结协作发明创造的物质文明载体
,

共

同智慧的结晶
。

而三族木匠
“

共同挖个牛鼻子
,

大

小高底比整齐
” 【’ “ ’

更为形象的展现各族人民长期

友好交往
,

团结互助的历史
。

而正是各民族团结互

助
,

才能
“

美满生活百年长
” 。 `川

四
、

《藏族婚礼祝福歌》 传承着木里藏

族人民传统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三
、

再现了木里各族人民在经济活动中

相互配合共同创造物质文明的历史

《达那
·

方桌》 中说 : “

这张桌儿谁做成
,

根

根底底说分明
。

三个木匠上 山冈
,

一汉一蒙一个

藏
。

…砍倒大树改成板
, ·

又背又抬运回庄
。

汉族木

匠做桌面
,

柏木细腻香又香 ; 蒙族木匠做桌腿
,

鸭

脚板木硬梆梆 ; 藏族木匠做抽屉
,

桦搞木板刨得

光
。 ”

又如 《达那
·

冲子》 中说 : “

冲子量具家家

有
,

是谁做成说清楚
。

藏族木匠砍倒树
,

空心树木

最理想
。

蒙族木匠动手脚
,

挖掉心子去除皮
。

汉族

木匠上海底
,

清丝严缝不漏水
” 。

桌子是 日常用

具
,

从席地摆放物品到使用桌子
,

是人类物质生活

进步的表现
。

冲子是量化管理粮食的量具
。

量具是

人类从
“
天下为公

”

走向
“

天下为家
” ,

随着私有

制和物质交换出现而产生的
。

因此冲子也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产物
。

祝福歌白描手法展示了各族人民汇

1
、

教育人们如何处理好家庭和邻里间的经济

关系 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

一
,

人际关系最终落实于经济关系
。

尊敬长辈
、

热

情好客是藏族传统美德
,

《色洛》 要求
:
待客人要

“

打开库房门上锁
,

吃的喝的端出来
” , “

好比今

天喝喜酒
,

讲究礼貌先敬神
。

再敬长辈与亲朋
,

自

己方可把酒饮
” 。

冲子是人们交换用的量器
,

但有

了量器也不能斤斤计较
,

教育人们
“

量粮需要冲冲

满
,

宁亏己来莫亏人
” ’ l2]

。

《达那
·

绸条》 中委

婉地教育青年人要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
。

认为
“

青年男女交朋友
,

各种方式都会有
” 。

但
“

楼房

有高低
,

火塘有大小 ; 花有多样红
,

药都一样

苦
” , ` 13] 各个家庭经济条件环境不尽相同

, “

进

了家门才知道
” ,

面对家庭的苦与乐
,

不同的处理

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 “

有的男女象酥油
” ,

“

柔柔和和
”

就能
“

成一陀
” ,

就会齐心协力
,

兴

家立业 ; 相反
“

有的男女象猛虎
” , “

互不相让
”

就会导致
“

各走各
” ’川

,

夫妻反 目甚 至 家庭破

裂
。

因此
,

告诉新婚夫妻
: “

一座楼房九根柱
,

根

根都要把力 出
。

男女青年成一家
,

和和睦睦过 日

子
” ,

要加强沟通
,

增进了解
, “

双方若有心里

话
,

对着达那讲出来
”

才能做到
“

白头到老终身

喜
” 。 l” ,

2
、

肯定与认同群众创造物质文明的理念
,

强

调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众人合力与集体智慧 整个

《藏族婚礼祝福歌》 始终贯穿一条发挥众人合力创

造人类物质文明的主线
。

桌子
、

冲子是
“

三个木匠

人山林
,

挑选木料把冲做
” ! ’ 6] ,

毡毯是
“

三双巧

手同织布
,

三双巧脚共搓洗
” `,

;v] 撒种是
“

请来

三个老妈妈
” ,

盖土平地是
“

又请三个小姑娘
” ,

收割捆麦是众人
“

和着号子成一行
” , “

背麦就象

蜂采密
,

一门进出真拥挤
” ,

丰收的喜悦是
“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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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乐呵呵
” 〔’ 8’ ;进山砍竹是

“

三个壮小子
” L’ 9, ,

锻打箭头是
“

请来四方各铁匠
” ,

磨箭头是
“

请了

三个男子汉
,

磨出剑头真锋利
” 〔20 , ; 家庭建设是

“

一座楼房九根柱
,

根根都要把力出
” `2 ` ’ 。

毛纺织业是木里藏区的传统手工业
,

毡毯为代

表的毛纺织品质量的提高缘于集体的智慧
。

《垫

毡》 中说 : “

毡毯雪 白垫桌上
,

匙谁做成说端

详
” , “

三位菩藤显神通
” “

一个变成老鹰捉住

羊
” , “

一个变雕来剪毛
” , “

一个变成老妈来拧

线
,

梭罗罗罗转得园
” 。 “

织成毛毯白如雪
,

人人

见了心欢悦
” 。

民歌中的三
、

九
、

四等数字是表示
“

多
”

的虚

数
。

祝福歌中多次出现这类数字
,

即是肯定发明创

造是众人辛勤探索之功
,

体现了藏民族注重集体经

济活动
、

看重群众合力以求发展的价值观
。

3
、

显示出藏民族在生产斗争中百折不挠的进

取精神 其中歌颂鸽子
“

飞了三天到西藏
,

… …

啄着种子往肚里吞
” “

飞了六天到印度
,

捡着包

谷又起飞
” 。 “

飞 了九天到南京
,

捡了稻谷往回

飞
。 ”

不禁使人对鸽子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
。

又

如
“

两人拿着青棵种
” ,

先是
“

扶摇直上九重

天
” ,

太空不行到半空
,

最后
“

回到故乡地上

来
” 。

还有从
“

金桦玉犁
”

到
“

铁犁
”

再到
“

木

犁铁桦
”

的不断实践
,

不管是
“

犁了三年零三月

… 枉费心机与力气
”

还是
“

犁了三月零三天
,

拉

断纤绳打坏犁
” ,

屡经失败却决不放弃
。

又如选

竹制箭杆
,

大儿失败二儿继
,

耕作技术是头犁失

败二犁来
,

形象地展示 了木里藏民大无畏的进取

精神
,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下 的经济活动
,

才有木

里各行各业进步的今天
。

把
“

三种铁巴做比较
” ,

才能保证铁器质量
。

选作

木器要区别使用不同木材
: “

柏木细腻
”

做桌面
,

“

鸭脚板木硬梆梆
”

做桌腿
, “

桦搞木板刨得光
”

做抽屉
。

六
、

反映藏区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生

产技术
,

获得知识

五
、

教给人们辨别各类物品质量高低的

方法和知识

《绸条》 中说 : “

箭杆拴上纤绸条
,

意思何来

说端详
” 。 “

银子要分公和母
,

雪白为公灰白为

母
” ; “

海螺要分公和母
,

纯白为公杂色为母
” ;

“
金子要分公和母

,

绿黄为公淡黄为母
” 。

铸铁须

在人类发展史上
,

生产技术起源于人类认识

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活动
。

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围

绕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生产需要而发展的
。

任

何新技术的推广都有一个艰辛的过程
。

学会使用

铁器
,

懂得利用牛耕
,

然而操作起来
“

头犁就象

打拦坝
,

忽深忽浅乱糟糟 ; 二犁就象蛇行走
,

弯

弯扭扭没有头
” 。

经反复实践人们才熟悉掌握了

牛耕技术
, “

三犁就象刀割布
,

嗤的一声就到

头
” 。 “

手握木犁 口唱歌
,

步伐整齐真正好
” 。

歌辞描写了一个个工作细节和场面
,

如铸铁
“

烧

起优质大块炭
,

找来三个好风箱
” , “

三把铁锤

有摆法
,

使用起来才方便
” 。

种子下地后
“

过了

一 天去看看
,

种子肚子胀鼓鼓 ; 过 了三 天去看

看
,

种子头上开 了口
” ,

第六天
“

种子 冒出嫩芽

芽
”

等
,

以最为朴素的语言把藏民们小心翼翼加

强田间管理的实况唱得形神皆备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木里 《藏族婚礼祝福歌》

用歌声记载了木里藏区独特经济发展史
,

体现了藏

民族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
,

传承着藏民族长期积累

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知识与技能
,

是一首具有较高经

济学价值的民歌
。

其中所提供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

史料利于深化人们的国情认识
,

对各级政府制定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计划有重要参考价值
,

于

经济学
、

管理学
、

民族学
、

民俗学各学科都有学科

理论建设意义
。

而肯定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创精神文

明与物质文明的价值观
,

所具有的激励和约束作

用
,

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凝集力和进取精神的源泉
,

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积

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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