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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民族大家庭由56个民族组成。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使得各民族的社会

发展形态和风俗文化迥异，共同滋养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为民族兴旺、国家昌盛之必需，是教育事业的重要职责。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系列”是以弘扬中华美育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

现中华美学风范为目的，秉持“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艺术，要以本民族生态环境为土壤”的理

念，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大环境中，以学校为平台，以音乐教育为途径，有效地

进行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作为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探索，编者通过分析以往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创新了音乐课的教学理念，提出了“在操作中学习、在表现中体验、在实践中审美”的课堂

教学新理念，将“实践”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以演唱和演奏作为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

生通过合唱、合奏等适合课堂群体性学习和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与实践途径，在操作和应

用中掌握音乐知识，在音乐表现中获得审美体验，通过音乐实践活动来有效培养和提高审

美能力。

本教材不是现行其他音乐教材的补充教材，而是作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独立教

材使用。为此，编者有针对性地加入了乐理基础知识和视唱内容，乐理部分改变了以往教科

书中的展开内容和模式，将本教材民歌演唱和演奏中所涉及的一些最常用的乐理基础知识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予以呈现。视唱的内容也突出本教材的民族特色，谱例均出自于羌族

民歌。教材还围绕以合唱和合奏为主体的教学内容，介绍了合唱与合奏的基础知识并结合

多首中外合唱与器乐经典曲目的欣赏，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其对合唱、合奏音响的审美性

认知和体验。除此以外，教材主体都是羌族音乐文化的文字和音乐内容。其中，关于羌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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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和民族音乐文化的文字材料，部分参考和取材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印制的

《羌族史稿》（征求意见稿）、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1982年选编的《羌族民间故事》（内部资

料）、肖常纬和周世斌撰写的《羌族民歌初探》。视唱谱例、合唱和演奏谱例一小部分选自羌

族地区为民众所熟悉、喜爱和传唱的羌族音乐，另一大部分选自编者当年在羌族地区采风所

收集的羌族民歌。尤其是后者，均为深入羌族地区采集的第一手宝贵资料。由于羌族有语

言无文字，历经社会变迁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些音乐中的

许多民歌已经无人知晓和传唱。所幸的是，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羌寨无处不飞歌——茂县

羌族民歌选》（肖常纬、周世斌编著）已经于2009年6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而免于尘封

和遗失。将这些宝贵资料中的一部分选编在本教材里，通过学习和传唱，对教育下一代学

习、了解和传承本民族音乐文化，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探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教材

中使用的部分羌族歌舞和服饰图片，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提供。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的缘故，部分歌曲中的歌词，系根据采风录音采用国际音标标注，编

者希望学生能够根据音标演唱。如此，虽有无法准确还原原唱的遗憾，也不失为一种对原生

态音乐进行传承的方式。出于中小学合唱和合奏教学需要，编者在不改变歌曲风格的前提

下，将其中部分民歌改编为多声部合唱和民族器乐合奏曲，并进行了艺术表现处理的尝试。

本教材在开本上不同于以往教材，更贴近乐谱，适合直接用于演唱和演奏。教材于

2012年编写出实验版，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中学作为教改实验基地，从2012年至2016

年，在全校进行了为时四年的实验教学，获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正

式教材，编者希望以此教材为基础，团结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陆续编写出适合各个民族地

区使用的少数民族系列教材。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原生态的羌族音乐文化的血液脉动，本教

材将编者于1983年在羌族地区采风收集的羌族民歌音响资料附上，这也是使这些资料免于

遗失，发挥教育价值的最好方式了。

本教材可作为羌族地区高中、初中和小学音乐课校本教材使用。

编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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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羌族民俗文化与音乐文化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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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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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羌族概况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据殷代甲骨文记载，早于三千年前，

已有古羌人的活动。据研究，我国西北甘青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与古代羌人有

关。又据秦汉以来的史书记载，殷周之时，古羌人活动于我国广大西北部和中原地区。至

秦、汉之际，则在河（黄河）、湟（湟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所

以至今羌人还自称“尔玛”或“尔芊”，羌字则从羊从人，即牧羊人之意）。此时羌人已与汉人

多有来往和接触。至汉武帝时，将岷江上游一带更名为“冉”，并将“冉 ”部落的羌人纳入汉

王朝的统治，设“汶山郡”。之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部分古羌人入居中原，渐与汉人

融合；一部分古羌人迁到青藏高原，和当地土著融合，逐步发展为我国藏缅语系的某些民

族。其中的一支，则络绎迁徙到岷江上游，是为今日之羌族。

羌族现有 31.65万余人，聚居在岷江上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茂县为中心的

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这里峰峦叠嶂、山势险峻、水流湍

急、交通险阻、灾害频繁。羌族世代居住在陡峭高山的半山腰或山丘台地，以农业生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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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兼营畜牧业及其他。

羌族无文字，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以往因山高沟深，交通阻隔，各乡、寨

往往有各自的土语，互不畅通。在公路沿线以及和汉族接壤的地区，一般都懂汉语，现在仅

在偏僻的高山区使用本地羌语。

羌族一般是三十至五十户聚居成一个寨子，主要居住在高山、半山、山腰台地，故称为

山寨。住屋平面呈方形，是用山石碎片砌成的平顶房屋，其建筑风格别具一格。住屋分三

层和二层两种，均以独木截成锯形的楼梯上下。三层的，下层圈养牲畜，堆放杂草，沤粪；中

层住人，除卧室、储藏室外，还有锅桩（炕灶）等；上层则储藏粮食和杂物。二层的，人居楼

下，楼上则储粮及堆杂物，牲畜圈舍另设。

羌民的村寨除大多数建筑在半山或高山上之外，还建有坚固的高达数十米的石砌“邛

笼”（石碉楼），用以储存粮食和防御敌患，成片的石碉房堪称世界之绝。住宅中心为锅桩，

即火塘，上置一铁质或铜质的三足架，用以烹饮。锅桩上方为供祀祖先神位处，平时全家聚

会、餐饮、节日歌舞、接待客人以及祭祀祖先都在锅桩的周围。

第二节 羌族民间传说与工艺（选编）

羌族虽无文字，却有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在民间以口头文学的方式广为流传。这些

传说、故事与羌族音乐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共同成为羌族文化的重要载

体。学习羌族民间传说，是了解羌族历史文化，包括其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羌戈大战——白云石的传说和云云鞋的来历

羌族“以白为善”，故崇尚白色，崇拜白石。羌人所崇拜的白石，是羌族地区十分常见的

一种乳白色的石英石，羌语称为“阿渥尔”。进入现在岷江两岸羌族聚居区，无论是高山平

台，还是河谷地带的羌寨，都会看见每家每户的房檐屋顶上供放着一块白色的石头。关于

这石头的来历，有一段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候，古老羌人的一支进行了一次大规律的迁徙。他们赶着羊群，从西北

甘青地区沿着尔玛古道南下，翻越崇山峻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水流湍急、波浪翻滚的岷

江上游。这里地势险要，既有山有水，又有平坝，适于放牧和居住，就想在此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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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居住在这里的当地土人——高颧骨的戈基人却不答应。他们个头不高却身强力

壮，性情强悍凶猛，双方展开一场恶战。羌人虽也骁勇，但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戈基人，陷

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天夜里，羌人梦见一个身穿白

袍，白须白发的老人，脚踏一朵白云从

天上飘然而下，飞到他们身边。老人对

他们说：“我的羌人，你们不是想要打败

戈基人，永远在这里住下吗？等明天天

亮以后，你们就用坚硬的白石头去打戈

基人，你们就能打败他们。但是要记

住，你们每人还要准备一根木棍。”①话

一说完，老者飘然而去。

同样是在这一晚，所有的戈基人也

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身穿白袍，白发白须的老者踏着白云从天上飘下来，对他们说：“嘿！

戈基人，你们不是想要打败羌人，把他们从这里赶走吗？我很愿意帮助你们，只要你们听我

的话，用雪团和麻秆对付他们，羌人就会很快被赶走的。”老者说完就不见了。

第二天，羌人一觉醒来，都觉得是个好兆头，有神的帮助，一定能够战胜戈基人。他们

找来白石头，又从每只羊身上拔下一撮最长最好的羊毛来编成羊毛线绳子，系在脖颈上，用

以在大战中辨认敌我。

大战一触即发，气氛异常紧张。突然，天上卷起一阵狂风，白云从四面八方向羌人阵地

涌来，形成一片又厚又阔的银幔，盖在羌人的阵地上，把所有羌人和他们的阵地隐藏起来。

羌人趁此时机发动进攻，将白石头像冰雹一样倾泻到戈基人暴露的阵地上，打得戈基人头

破血流。而戈基人甩出的雪团，不是被羌人的白石头在空中碰得粉碎，就是被厚厚的云

层托住，融化掉了，根本没有落到羌人阵地上。戈基人正想逃走，羌人在呐喊声中挥舞着

木棍向戈基人阵地冲去，戈基人使用的麻秆不堪一击。经过激战，戈基人终于被打败，狼狈

逃窜……

从此，羌人就在岷江上游定居下来。他们为了感激这位帮助他们战胜戈基人的白发老

人，就把白石头作为神的象征供奉起来，也就是现在的白云石。同时，为了纪念这次大战的

胜利，他们还取白云的形态作为图案，做成漂亮而又结实的“扣云租哈”（羌语，即云云鞋）。

①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羌族民间故事》（二），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 1~2页。

（（图图11 文字和图片资料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文字和图片资料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

音乐干事李贤树提供音乐干事李贤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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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习俗一直保存下来。现在，来到羌寨，就能够看到洁白的白云石被高高地供奉

在碉房和其他民居的房顶或房檐上；漂亮而又结实的云云鞋，穿在年轻漂亮的羌族姑娘和

英俊潇洒的羌族小伙子脚上。白云石所代表的神灵以供奉的地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如供

奉在小塔和房顶的白云石代表天神、太阳神，供奉在山上的白云石为山神，供奉在正房屋角

的白云石代表家神。旧时羌人走亲访友，常将白云石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相赠。

（根据李冀祖搜集整理资料编写。）

云云鞋的传说

很久以前，在羌寨的大羊山上，有一个少年，他每天都要赶着羊群到大羊山上去放牧。

大羊山的半山腰间有一个小海子（即：胡潭），湖水碧绿明静。湖岸四周生长着一圈羊角花

林，春深夏初的时节，景色非常迷人。站在山巅俯首望去，像是一颗蓝色的宝石镶嵌在一个

大花环中。这个牧羊少年每天都要赶着羊到湖边去饮水。他的父母早已双亡。所以他的

衣服刮破了没人补，鞋子穿烂了没人做，成年累月都赤脚亮膊地往返于牧径上，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有一天他赶着羊去湖边饮水，看见一条大鲤鱼跃出水面，游到湖边吃着从羊角花枝上

凋落在湖水边的花瓣。第二天，他照常赶着羊去湖边饮水，同样看到那条大鲤鱼跃出水面

游到湖边吃花瓣。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牧羊少年想，要是能够把这条大鲤鱼钓起来，可真

够自己美美地吃一顿。这天晚上，他趁寨主的二小姐不在家，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在针筒里

抽了一根绣花针，回到自己的破棚子里点燃松明做了一个钓鱼钩。

第二天，他拿着钓竿，赶着羊群匆匆忙忙地来到湖边。刚坠下鱼饵，那条大鲤鱼就上钩

了，牧羊少年急忙把钓竿往湖岸上甩，把鱼拖出水面后，那条大鲤鱼立刻变成了一位年轻美

丽的姑娘。她的彩裙拖在水里，倒影映在湖中，真是美丽得像仙女一样。牧羊少年正纳闷

不解，那鲤鱼姑娘便说话了：“阿哥，别怕，我就是为了你，为了做一个自由善良的凡人才离

开水晶宫，离开父亲到人间来的。你为什么赤着脚来山里放羊呢？你的阿爸和阿妈呢？”

牧羊少年还是呆呆地站着，不敢相信鲤鱼姑娘的话。鲤鱼姑娘看着牧羊少年那神情又

说话了：“阿哥，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收下我吧，我什么都能做，不但能给你做饭、洗衣，还能

把天上的云块撕下来做衣衫、布鞋。你收下我吧，收下我吧。”

牧羊少年被鲤鱼姑娘诚实、火热的话语感动了。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收留了美丽的鲤

鱼姑娘。

太阳落山了，鲤鱼姑娘抚摸着牧羊少年那双生满厚茧的赤脚，心疼不已。她顺手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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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天上的云块，摘来一束湖畔的羊角花给牧羊少年做了一双漂亮的云云鞋。就这样，牧

羊少年与鲤鱼姑娘结成了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他们在大羊山上耕耘、织布、生儿育女。

后来，羌族地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风俗：小伙子只要同姑娘恋爱了，就免不了要穿

上一双美丽的绣有羊角花的云云鞋，姑娘也就必须做一双精致的云云鞋赠予小伙子做定情

信物。

（搜集整理：周绍华）

美丽的萨朗姐

每年初夏正当羊角花盛开的时候，茂县曲谷地方西湖寨一带的羌族妇女，都要到西湖

寨背后一个叫作“女神梁子”的山坡上“敬塔子”。这天，各寨的妇女盛装打扮，穿红着绿，各

家的男子汉都要送去咂酒、羊肉和青稞面馍馍等吃喝的东西，去祝贺妇女们的节日。平日

寂静的山梁，一下子热闹异常，熙熙攘攘，歌声喧天。人们聚到女神梁子林荫深处的一个石

塔周围，烧起熊熊篝火，唱起悠扬的情歌，随歌声旋律跳起轻盈的锅庄。这时的妇女们无忧

无虑，海阔天空，尽情欢乐。这个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节日，是怎样产生的呢？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在曲谷地方的西湖寨上，当女神梁子山坡上羊角花盛开的时候，

一天早上，灿烂的朝霞笼罩着满山遍野鲜艳的羊角花，寨上每家每户的石房上炊烟袅袅，山

谷里的彩云自由地游荡。突然，在羊角花丛中响起了银铃般清脆的歌声，这动人的歌声荡

漾在林荫，回荡在山间，传入人们耳里，大家感到惊奇：“这是谁家姑娘的歌声呢？我们从没

有听到过这样优美的歌声啊！”一些喜爱唱歌的妇女，悄悄地来到山坡上，从羊角花林中去

找寻唱歌的人，只听歌声唱道：

“羊角花呀真美丽，

羌家姑娘都爱你，

摘朵插在头顶上，

唱歌跳舞无人比，

哈咿呦呦喂！……”

循着歌声她们看到了，原来是一位身穿素白麻布衣衫，头顶黑色头帕，腰下拴着耀眼夺

目的桃花围腰的羌家姑娘。她身材苗条俊美，边唱边舞，好似春燕翩翩，大家对姑娘由衷地

产生了爱慕。她一见有人来到林中，就停止了歌舞，和蔼可亲地向大家打招呼，于是妇女们

亲昵地走近姑娘，问长问短摆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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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珠咪呀！①你是哪里的人呦？长得多美啊！”一位妇女用羡慕的口气问道。

“山那边的羌寨，就是我的家嘛！”姑娘含蓄地回答。人们对她的含糊回话，也不好再问

什么。静了一阵子，一位小姑娘恳切地问：“阿姐！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好喊嘛。”

“我从小就爱唱歌跳舞，人们就叫我‘萨朗’，你们也叫我‘萨朗’吧！”姑娘含笑回答。

“对！我们就叫你‘萨朗姐’吧！”妇女们欢跳着拉着姑娘喊着，整个羊角花林子里叽叽

喳喳闹开了，有的要看萨朗姐围腰上美丽桃花的针足，有的要看萨朗姐脚下云云鞋上的刺

绣。大家嚷了一会儿，还是决定由萨朗姐教大家唱歌跳舞。妇女们专心地学呀唱呀，一直

到下午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家，并相约明天再来。

妇女们一回到寨上，便奔走相告，并将学得的歌舞在妇女中传教。姑娘们一听，都入

了神，有的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家中学着萨朗姐跳着唱着，全寨沉浸在歌海之中，欢乐异

常。萨朗姐美丽动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全西湖寨，不但姑娘们羡慕，就连小伙子们也有所动

心。第二天一早，全寨的青年妇女跑上山梁，进入羊角花林中，围着萨朗姐，请她教大家唱

歌跳舞。萨朗姐边跳边教，妇女们也越跳越高兴，她们唱呀跳呀，从早到晚抛开一切地欢乐

着。寨上的小伙子们也背去一坛坛青稞咂酒，有的带上煮好的羊肉和青稞面馍馍等吃喝的

东西，奔上山梁进入花林，向萨朗姐和妇女们祝贺。小伙子们一见到美丽的萨朗姐，犹如蜜

蜂闻到了花香，不停地在萨朗姐身边萦绕，殷勤地敬酒送菜，忙个不停。醇香的咂酒、优美

的歌声、轻盈的舞姿、艳丽的羊角花……人们完全沉入欢乐和幸福之中。

太阳已落到西山头了，人们还不愿离开，萨朗姐催促大家回家，姑娘们要送萨朗姐过

山，相互推让谁也不愿意离开一步。姑娘们拉着萨朗姐说：“萨朗姐呀！天快黑了，就到我

们寨上去住，这里路近，免得翻山越岭跑来跑去的，把我们教会了再走行吗？”萨朗姐看看天

色确实不早了，就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于是，姑娘们簇拥着萨朗姐来到了西湖寨。

西湖寨上每家每户的姑娘，争着邀约萨朗姐到她们家做客。萨朗姐谦逊应承，挨家挨

户地进行拜访。她每到一家，总是以歌舞向主人致谢。一进大门就开始边唱边舞，不管上

楼入座、问话、行礼均以歌舞方式进行，使得主人满心欢喜，招惹着姑娘细心留意唱呀舞呀，

整个西湖寨欢乐异常直至深夜。第二天，妇女们带上弯刀和皮绳，拥着萨朗姐又到山坡羊

角花林中，边砍柴、割蒿，边向萨朗姐学习歌舞。

“西湖寨来了一个能歌善舞的美貌姑娘”的消息很快传遍曲谷村各寨，整个曲谷沟都沸

腾活跃起来了，妇女们要去学歌舞，小伙子们要去看美丽的姑娘，人们都络绎不绝地朝西湖

①吉珠咪，羌语，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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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走来。从寨子到山坡，从林荫到羊角花丛林，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欢乐的歌声。

同时，消息传到了土司衙门，贪狠淫逸的土司一听，顿时吼道：“天下竟有这样能歌能舞

的姑娘，快给我接回衙门当小老婆吧！”土司带了一帮人马，赶到西湖寨，一见到美丽的萨朗

姐，顿时垂涎欲滴，嬉皮笑脸死缠着萨朗姐给他唱歌跳舞，萨朗姐郑重地拒绝了。土司假惺

惺地说：“啊！姑娘！大庭广众怕羞吗？走！就到我的衙门里去。关着大门好好地给我唱

吧跳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呀……”

“谁要你的狼心狗肺呀！”萨朗姐义正词严地训斥土司。弄得土司无言可答，周围的妇

女们，一个个怒目横眉，林中鸦雀无声。忽然，土司气急败坏地吼道：“好言相告，恶语相还，

你还不知我土司的脾气！来人呀！给我抓走。”士兵们正要动手，妇女们一下把萨朗姐包围

在人群当中，并悄悄地从林中将萨朗姐引走了。土司和士兵们在人群中如饿狼一样四处

冲撞，惹得妇女和小伙子们个个怒气填膺，大家手拿树棒和石块，要和土司一帮拼了。土

司一看情况不妙，吓得面如土色，只得灰溜溜地带着人马溜走了。

当天晚上，凶狠的土司领着一帮人，灯笼火把地又来到了西湖寨，挨户搜查，要抓萨朗

姐，谁知萨朗姐早已趁黑同几个妇女逃到邻寨去了。土司扑了个空，接着又命令他的士兵

们，把山坡上的萨朗姐和妇女们跳舞的地方的羊角花树全部砍掉。土司临走时狠狠地说：

“我要抓住这个妖女，看她往哪里跑！”

土司的一帮人马走后，天已大亮，妇女们又把萨朗姐接回西湖寨。这时的西湖寨充满

阴森和恐怖，人们提心吊胆，生怕可恶的土司再来，妇女们不敢唱歌跳舞了，大家商量着如

何对付土司这帮豺狼们。萨朗姐眼看这种情景，十分忧郁地说：“我不能给乡亲们带来不幸

啊！我要回家了，明年我们到山梁上的羊角花林子中再会吧！走！我们大家到山梁子上做

个分别吧！”于是，妇女们同萨朗姐一道，来到了往日唱歌跳舞的山梁上，大家愣住了，所有

的羊角花都被砍倒了，美丽的羊角花被践踏得满地都是。妇女们咬牙切齿地咒骂狠心的土

司，这时萨朗姐满眼流泪，悲伤地唱道：

“羊角花呀遭蹂躏，

羌家女儿疼在心，

快把花儿藏心内，

永世歌唱羊角花。

哈哝呦呦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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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渐渐低沉，萨朗姐闭上眼睛，忽然倒在地上，吓得妇女们围上扶着萨朗姐，不断呼

喊：“萨朗姐！萨朗姐！你病了吗？”萨朗姐这时用微弱的声音，在弥留之际说道：“你们今后

不要忘了羊……角……花……啊！”话音刚落，萨朗姐与世长辞了。妇女们不断惊呼哀号，

哭声叫声充满了山梁，这意外的不幸使得妇女们手脚无措。大家想去通知萨朗姐的家人，

却不知道她的住处和真实姓名，怎么办呢？就去请教寨上的一位有经验的老人。老人悲恸

地思索片刻说：“萨朗姐自己说是后山的人，我们曲谷沟山后是原始老林呀！要走几天的路

才是孟冬沟，才有人户呢！一个姑娘怎能早出晚归呢？我看这事蹊跷，她有可能是羊角花

女神吧！”大家一听，越想越奇。一位妇女说：“啊！对了，萨朗姐不是在临死还说不要忘了

羊角花吗！她就是羊角花女神呀！”

为了使萨朗姐的遗体归天，不受土司侮辱，大家就将土司砍倒的羊角花粗大的枝干架

好，把萨朗姐的遗体放在上面，生火燃烧，进行火葬。各寨的羌民纷纷赶来，围着熊熊烈火

跳起了哀戚的锅庄，妇女们默默地流着眼泪，看着缕缕青烟直冲天际。火葬完后，人们就将

萨朗姐的骨灰安埋在山梁上，并用片石在坟墓上砌成一个石塔子，作为永恒缅怀萨朗姐的

无字墓碑。萨朗姐虽然死了，但她美丽的灵魂却长留在羌族人民心中。

从此，西湖寨的羌民们就把寨后安葬萨朗姐的那个山梁叫作“女神梁子”，并把萨朗姐

教给大家的歌舞通通叫作“萨朗”①以表示怀念。每年羊角花开的时节，妇女们就要到女神

梁子的石塔周围唱歌跳舞热闹几天以悼念萨朗姐。日久天长，人们就将这一活动变成了固

定的妇女节日了。

［搜集整理：梁和中（羌族）］

羊角花的故事

高山杜鹃花，羌族人民为什么叫它“羊角花”呢？在羌族民间古唱诗和民间故事传说

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神话故事。这个神话故事还在羌族人民当中形成了一些民族

习俗。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宇宙一团昏黑，像用黑纱笼罩着一样，没有天，没有地，更没有万

物。阿巴木比塔②叫神公木巴西造天，又叫神母如补西造地。天地造好了，阿巴木比塔又叫

赶造太阳、月亮、星星，然后再造了万物。这时候，大地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生气。

①萨朗，羌语，歌舞的总称。

②木比塔，羌语，天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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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木比塔看了看静静的大地，忧心忡忡地说：“大地造好了，万物也有了，谁来掌管大

地呢？要有人来掌管大地万物才行啊！”于是他就开始造人了。他用杜鹃花的树干，照着自

身的模样，用宝刀刻削了九对小木人儿，把小木人儿放到一个地坑里，坑沿上盖上石板。每

天轻轻揭开石板，给小木人儿吹三口气。到第一个戊日，一揭开石板，18个小木人儿开始

眨眼了；到第二个戊日，一揭开石板，18个小木人儿在摆头甩手了；到第三个戊日，坑里发

出了响动和叽叽咕咕的声音。阿巴木比塔刚揭开坑盖石板，小木人儿一溜烟跑了出去，见

风成长，变成大人，各自奔到漫山遍野，自寻生活去了，就这样大地才有了人种。（过去羌族

民间有着“逢戊不动土”的习俗，认为戊日是人类出生的日子，不宜动土劳动，动了土会损伤

小木人儿。戊日只能在家干活或赶场。）

阿巴木比塔造出了人。这时的人生长得很快，不多久的时间，大地各处一团团一群群

到处都有人了。他们和野兽一样，身上长着长毛，住在山洞里或大树上。肚子饿了，就采

些野果或打些野物来吃；天冷了，就用树叶和兽皮捆在身上御寒。这时的人，不分男女，

大家都住在一起，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妹，男女婚配混乱。

一天阿巴木比塔查巡大地，看见了人们婚配混乱的情景，十分生气地嚷道：“这样的凡

人怎能掌管大地呀！ 这成什么体统啊！人应是万物之灵嘛，怎能同野兽一样呢？不行！

不行！”阿巴木比塔气愤地回转天庭，就叫来了一位名叫鹅巴巴西的女神，向她说明了大地

凡人的情况，吩咐她专管人间的婚配大事，只能一夫一妻。

鹅巴巴西得到了阿巴木比塔的旨意，心里十分犯难，不知怎样着手去做这一工作。她

眼看大地各处，东一群西一簇地到处都是人，如何去管教他们呢？女神想不出什么办法，只

得每天离开天庭走向大地，站在高山顶上，高声地向着人群喊话：“喂呀！大地的凡人听着

呀！阿巴木比塔的圣意，要你们一夫一妻地成家，人不能同野兽一样哩……”但是没有一

个人好好地听她的喊话，她又转到另一些山头，同样反复向凡人喊话，却依旧没有任何效果。

鹅巴巴西走遍大地，喊了很长日子的话，根本不起一点作用，心里感到十分苦闷，耷拉

着脑袋准备回转天庭，向阿巴木比塔禀明情况，求个好主意。女神刚走到人神交界的地方，

迎头碰到哥哥智比娃西。智比娃西是专管凡人投生大事的天神，经常出没在人神界上，察

看凡人投生的动向。他见妹子怏怏不乐的样子，便问起了来由。鹅巴巴西一五一十地把大

地凡人婚配混乱的情况、阿巴木比塔如何旨意、自己如何犯难等一一说了出来，希望哥哥出

点主意。

智比娃西听了妹子的苦衷，心里真为她担心。他想到喀尔克别山是人神交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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