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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俗学是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门学科。 它不仅满足了
现代人之怀旧感，记录了我们文化的渊源，而且充分展现了美学意义。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贬损为
“落后”、“迷信”、“原始”、“蒙昧”， 而是被视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向
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 一时间， 中国大地上的民俗
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高原的藏族聚居区也打破了昔日
的宁静与古朴。 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欣赏名胜古迹的占
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感兴趣的却达 56.7％。如此看
来，民俗风情旅游已成为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 研究
宣传地方民族文化， 对发展民族旅游、 激活地方经济会起到重要作
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拉卜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千百年来，拉卜楞人在这
块美丽而圣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以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
灿烂的民族文化。 拉卜楞，历史上就被称为“第二西藏”，是继拉萨之后
的又一个藏族文化中心，历史上发挥了联结安多、辐射蒙藏、沟通中原
的文化枢纽和宗教标杆作用， 因而被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誉为
“藏族现代化的跳板”；拉卜楞，是我国西部民族文化孕育地之一，也是
甘、青、川藏区民族宗教文化艺术中心，历来是游方志士和文人墨客追
寻的“香巴拉”，如今，当地对外宣称它是“世界藏学府，中国拉卜楞。 ”

拉卜楞，是一片凝重、庄严的土地。 这里有终年积雪的山峰，也有
广袤的茫茫草原，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拉卜楞人异常强悍的性格和
心理。 他们面对浩莽雄峰、地球上最高的苍茫大地，创造和继承了自己
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淳朴丰厚。 拉卜楞，不但以其巨大的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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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凝聚了雪域居民，而且如同喜马拉雅山圣洁的冰峰和大夏河不息的
涛声，对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拉卜楞人在这里营造着一种雄浑而
又朦胧的生命观念，拉卜楞人的血汗滋养着高原，高原的沃土滋养着
弦子与锅庄，滋养着藏家人与生俱来的乐观与豪迈，同时他们在不断
创新和发展着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拉卜楞个性文化。 在拉卜楞，
一种雪域吐蕃时源于生命、 源于自然而来的强悍与悲壮的精神气质，
在一幕幕的民俗风情和人们心灵智慧中，逐渐从饱满而热情的世俗情
感走向了达观、宽泛、犷远、安详而静谧的宗教情感。 心智渐渐脱离了
愚莽，平和慢慢取代了躁动，和平托举起人性的关爱。 这中间树立起来
的和永远不可丢失的正如拉卜楞藏区的经幡一样，经历了从战场上的
旗帜到树立于自家门口的蜕变过程。 从军旗到祈祷和平的经幡，这巨
大的变迁，正是拉卜楞人对民族精神的深刻反省，即反省和审视自身
心灵的过程。 这中间也充满了艰难的剖析、痛苦的更替和矛盾的心理，
但拉卜楞最终选择了一种更适合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给心灵以更多关
怀，给精神以更多抚慰的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伦理道德。

“拉卜楞”原系藏语“拉章”（意为“佛宫”）之变音，是拉卜楞寺寺
主嘉木样活佛驻锡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卜楞民众将自己浓烈的宗
教情感注入其中，“拉卜楞”不再单指寺名，而是成了拉卜楞寺所辖教
区之地名总称。

本书所谈内容涉猎到了历史地域概念上的拉卜楞藏区， 在拉卜楞众
多民俗事项的“细节”方面进行了挖掘，并插入了与文字内容相关的图
片资料；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常用宗教术语、宗教节日习俗等进行了详
细注解和阐述，紧密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美
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论证，力图避免理论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即使专程旅游，往往也是行色匆匆。 诚愿本
书能为广大读者了解拉卜楞和拉卜楞人提供一扇小小的窗口， 并为
广大“到此一游”却因不及细究而留有遗憾的游客深入了解拉卜楞文
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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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拉卜楞概述

拉卜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 千百年来，拉
卜楞人在这块美丽而圣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以勇敢和
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 拉卜楞，历史上
就被称为“第二西藏”，是继西藏拉萨之后的又一个藏族文化
中心；拉卜楞，历史上发挥了联结安多、辐射蒙藏、沟通中原
的文化枢纽和宗教标杆作用， 在客观上起着承东启西的作
用，因而被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誉为“藏族现代化的
跳板”；拉卜楞，是我国西部民族文化孕育地之一，也是甘、
青、川藏区民族宗教文化艺术中心；拉卜楞，是历来游方志士
和文人墨客追寻的“香巴拉”，因而内地汉族学者称她为“东
方梵蒂冈”。 如今当地对外宣称是 “世界藏学府， 中国拉卜
楞。 ”

拉卜楞是一片凝重、庄严的土地。 这里有终年积雪的山
峰，也有广袤无垠的茫茫草原，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拉卜
楞人异常强悍的性格和心理。 他们面对浩莽雄峰、地球上最
高的苍茫大地，创造和继承了自己灿烂的历史文化。 在这些
文化中，最为独特、最能体现高原文明的便是属于自己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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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不但以其巨大的向心力凝聚了雪
域居民，而且如同喜马拉雅山圣洁的冰峰和大夏河不息的涛
声对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故，有诗赞曰：

吉祥归流沧海阔，梵宫天成千叶翠，
五学集精花斗艳，瑰宝凝露放光辉。 ①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拉卜楞， 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政府所在地，
系古代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藏族文化重镇。 它北接临夏，南
邻四川阿坝，东连岷县，西界青海，地处雪域高原东北边缘和
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草原广阔、土地肥沃，
海拔在 2200至 4000米之间。主要山脉有白石山山脉和西倾
山山脉，前者在临夏和青海两地之间，主峰大里加山，为甘、
青两省省界，后者自青海河南蒙旗进拉卜楞境内。 境内大夏
河绕流，它自西向东，经土门关流入黄河。正如《夏河县志》描
述：“在谷中旅行，但觉水急山高，地形不平，岩壑雄奇，初不
知其上有完整的高原，大夏河谷极窄，冲击宽者仅六、七百公

尺 ， 狭处则两岸紧
凑 ，仅容一河 ，自土
门关至拉卜楞，一路
皆是幽谷。 ”“高原之
上， 常有局部盆地，
纵横数里，当地名之
曰滩， 又称甸子，如
甘加滩、 桑科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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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环列，谷广坡平，流泉萦萦，水草鲜美，为藏民天然牧
场。 ”②

早在公元 7 世纪， 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就自称为
“博”（意为“呼唤”），并形成统一的王朝，当时在汉文史籍上
称作“吐蕃”，“蕃”的古音读作“博”。有人认为，藏族自称“博”
的原因与本民族最早普遍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有关。对藏族
的称呼各个时期略有不同，唐时称“吐蕃”，宋时称“西番”，
元、明两朝称“吐蕃”或“乌斯藏”，到清时又称为“图伯特”或
“唐古特”。公元 17世纪后，才演变称为“藏族”。所谓“藏”，一
说指地名“卫藏”中的“藏”，二说指雅鲁藏布江中的“藏”，这
就是藏族称谓之来源。

“拉卜楞”这一名称也有其演变过程。
“拉卜楞”原系藏语“拉章”（意为“佛宫”）之变音，是拉卜

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驻锡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僧俗民众将
自己浓烈的宗教情感注入这一名称，“拉卜楞” 不但指寺名，
而且又泛指拉卜楞寺所辖教区之地名总称。

据《拉卜楞寺概况》记，拉卜楞地区周秦时为西羌地，汉
时为金城郡白石县塞外地， 后汉时改置河关县而属陇西郡，
三国时属魏。 东晋初置河州，改名永国，后吐谷浑始强，大夏
河上游地区为吐谷浑所辖。 隋至唐仍称河州，宝应后陷于吐
蕃。宋时属唃厮啰所辖，明亡清立，复为河州。公元 1710年后
吏治属循化厅，民国时期，仍归青海西宁道之循化县。 1917
年拉卜楞划归甘肃所辖，1927 年甘肃省在拉卜楞成立了拉
卜楞设治局，1928年改为夏河县。 新中国成立后又属陇西分
区，后为省直辖县。 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
治州）时划归甘南藏族自治州所属，现拉卜楞为夏河县政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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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仍属甘南
州所辖。 拉卜楞是
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中心，居住
着藏、汉、回、撒拉、
东乡 、保安 、蒙古 、
裕固等十个民族 ，
7.7 万人，其中藏族

占总人口的 78％。
藏族居住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习惯上

分为三个大的不同地区，即上阿里地区，中卫藏地区和下多
康地区，藏族典籍中则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
岗。依此，藏语又大致分为三大方言：以拉萨和日喀则为中心
的方言区域称为“卫藏”方言；以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
都、青海玉树的方言区域称为“康”方言；除玉树之外的青海
其它藏区、甘肃藏区和川西北地区的方言区域则称为“安多”
方言。 “安多”是个地域概念，蜚声海内外的藏族史学家智贡
巴·贡却丹巴饶杰在其名著《安多政教史》中云：阿卿岗日（玛
沁雪山）及多拉让摩二山，取其首字，并称为“安多”。③拉卜楞
属“安多”藏区，使用“安多”方言，故又可称为“安多哇”（意为
“安多”人）。

拉卜楞是一个让每一位旅游者净化心灵的王国，也是一
个原生态完好的青藏高原窗口，更是一个藏文化浓烈的理想
田园。 遥望湛蓝苍穹，聆听深邃法乐，触摸千年文明，在这里
你也许能找到自我，也许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使你在平
静和震撼中感觉体内生命波涛般的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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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

说到拉卜楞民俗文化，不得不提起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
的创建，开启了夏河历史的新纪元；拉卜楞寺的璀璨文化，促
就了夏河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毋庸置疑，拉卜楞寺为夏河
县精华所在，是故拉卜楞之名尤著。 诗赞：

古刹不枉苦修僧，手书贝叶金汁文。
名贤大哲压群芳，远播中外有声名。 ④

拉卜楞寺全称为“尕旦夏智达尔吉扎西伊苏旗委琅”，简
称“拉章扎西旗”，康、藏地区的藏族群众习惯称“安多扎西郭
莽”，意为“安多地区的吉祥多门院”。公元 1709年，根钦嘉木
样雅巴·俄昂宗哲（一世嘉木样）应青海和硕特前首旗河南蒙
古贝勒察汗丹津之请，从拉萨返回故乡安多建寺弘法，对此，
信仰民众颇为愉悦。 有歌赞曰：

太阳从东方升起，救星从卫藏启程；
安多拉卜楞大寺，撒满阳光和彩虹。 ⑤

虽然拉卜楞寺的“闻思学院”建于公元 1711 年，但学术
界将该寺的创建年代公认为是 1709年。

经 300多年的发展，拉卜楞寺已经成为安多藏区最具盛
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之一。 拉卜楞寺之所以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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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成为安多地区重要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中心地之一，是因
为她有其容量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建筑艺术、绘画艺
术、雕塑艺术，珍贵稀有的文物古籍和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教区以及众多驰名中外、超凡脱俗的高僧大德。

金碧辉煌的建筑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他们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智慧和文化结晶，在这些文化中最能体
现民族文明成果之一的当推建筑艺术。拉卜楞寺的建筑在安
多藏区极富代表性，其风格布局基本属于藏式建筑，是离西
藏较远而又离内地最近的藏式建筑之典型代表。庞大的建筑
群坐北向南，背依青山，面对松林，潺潺东流的桑曲河（大夏
河）环山绕寺。 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金盆养鱼”是对拉卜楞
寺地貌的最佳写照。

公元 1709 年 ，
一世嘉木样从西藏

返回 “安多 ”故里弘
法建寺，此年正是格
鲁派创始人宗喀巴

大师创建噶丹寺并

创立 “格鲁”（善规）
派 300 周年，是一个
具有重大纪念意义

的年份，所以，尚未定址兴建的拉卜楞寺历史就从这年算起。
公元 1710年大师选寺址为“扎西旗”，于公元 1711 年春开始
建造具有 80 根明柱、规模宏大的大经堂，自此，拉开了拉卜
楞寺建筑史上的辉煌。拉卜楞寺庞大的建筑群体与西藏著名
的寺院噶丹、色拉、哲蚌以及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可相媲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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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地区藏传佛
教寺院中则首屈一

指。
自拉卜楞寺建

成至新中国成立前

夕的二百多年间 ，
先 后 建 有 弥 勒 佛

殿、释迦牟尼佛殿、
宗喀巴佛殿、千手千眼观音殿等 48座佛殿。 学院 6 座：1711
年一世嘉木样主持修建闻思学院、1716 年建续部下学院，
1763 年二世年嘉木样主持修建时轮学院、1784 年建医明学
院，1879年四世嘉木样建喜金刚学院，1929年五世嘉木样建
续部上学院。其它建筑有：嘉木样大师及各大“囊欠”⑥藏式楼
房 31 座、活佛住舍 30 院、吉哇院 6 所、大厨房 6 所、印经院
1所、讲经院 2处、嘉木样大师别墅 2 处、嘛呢经轮房 500 余
间、普通僧舍 500多院等。 这一庞大的建筑群依其用途可分
为经堂、佛殿、囊欠、僧舍和其它五类，依其建筑结构可分为
石木、土木两类，有“外不见木，内不见石”之特色，依其形式
可分为藏式、汉式和藏汉合璧式，占地面积达 1000 余亩。 整
体建筑分布以东北及西北之白塔为标志，以东、南、西三面经
轮房为外线轮廓，经堂、佛殿均集中在西北方。整个建筑庄严
巍峨，宏伟壮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飞檐腾空、姿势雄伟，
具有鲜明的藏族风格和特点，让朝拜、观游者心旷神怡，赞不
绝口，真所谓：

晨曦烟衬水傍城，巍巍金顶放光明。
佛号入云铜铎响，西方乐土降凡尘。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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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庞大壮观的建

筑群体可在原来绘制的

拉卜楞寺全景图中看到

其鼎盛之势。 “文革”期
间， 拉卜楞寺虽受严重
破坏， 但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拉卜楞寺又得

以新生，幸存的建筑陆续进行大规模修复，现建筑面积达 40
余万平方米，在此基础上又新修了活佛囊欠和众多僧舍以及
嘛呢经轮房等。

多姿多彩的壁画雕塑 雪域高原自古以来经过无数艺

术大师的苦苦探索和研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具有悠久历史
的艺术巨作和多姿多彩

的壁画和雕塑作品。 拉卜
楞寺作为安多藏区艺术

杰作的荟萃地之一，汇集
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塑方

面的艺术珍品。 一世嘉木
样创建拉卜楞寺时就从

前、后藏邀请了大批著名绘画师和雕塑师，他们制作了大经
堂、佛殿、学院的大量壁画、泥塑、铜制佛像等，为拉卜楞寺绘
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拉卜楞寺壁画和雕塑艺术达到顶
峰时期应是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执掌寺内政务时在修建弥
勒佛殿时，大师从尼泊尔邀请了三位艺术大师，铸造了著名
的锅制鎏金弥勒佛像，工艺水平极高。 这一时期工艺类别就
有绘画、泥塑、堆绣、刺绣、木刻、本雕、石刻、石雕、铜塑、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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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等十一种。 据《拉卜楞寺
总书目》所载，拉卜楞寺藏书
中工艺类典籍有二十多种，
其中绘画艺术理论书籍占百

分之八十以上。
拉卜楞寺壁画艺术就其

内容而言， 可分为显宗、密
宗、传承祖师、护法神祇、寺塔、装饰图案等。 就壁画而言，据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 1985 年 12 月，藏医学院有 12 幅、文
殊菩萨殿有 4 幅、白伞盖佛殿有 32 幅、释迦牟尼佛殿有 12
幅、上续部学院有 27幅、宗喀巴佛殿有 17幅、狮子吼佛殿有
4幅、夏卜旦佛殿有 4幅，共计壁画 112 幅（其中不包括闻思
学院、下续部学院和嘉木样佛宫等主体建筑内的壁画）。雕塑
作品全寺总计 6705尊（件），其中藏医学院有 307 尊、文殊菩
萨殿有 4 尊、绿度母菩萨殿有 2994 尊、上续部学院有 1137
尊、宗喀巴佛殿有 1025尊、喜金刚学院有 275 尊等。 这些雕
塑作品按其种类可分为铜铸、铜鎏、木雕、泥塑、石雕等，名目
众多，千姿百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研究价值。

珍贵稀有的文物藏书 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不仅寺院

规模宏大，就其文物和藏书
而言，在安多藏区也是首屈
一指，整个寺院就是一座文
物宝库。 在这个巨型宝库
中，既有历时久远、特色独
具的寺院建筑，又有千姿百
态、 形象各异的众多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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