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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年中行事

年中行事，俗称岁时民俗，指按时序节令所举行的固定性

民俗活动。时间的切分体系，即历法，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

直到近代采用西历为止，纳西族长期使用夏历，年下分

月，月下分日，日下分时，并有季的观念。具体为一年十二

个月，一个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每季三个月，全年分二十

四个节令。这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东巴经典对此作

了纳西族式的解释。《懂述战争》称：

在居那若罗山上，太阳从左边转，月亮从右边转，，

除夕的那天晚上在居那若罗山上相见，初一那天又

在居那若罗山上分开，就开始有了一月三十日。①

其他经典中还称：懂与述两部交界处的米丽达吉海中长

有一株含英巴达树，此树有十二枝、每枝三十叶、全树共有

三百六十片叶子。@

在这里，居那若罗山与含英巴达树都已具有“年”的意

义。其中，每根树枝为一个月，每片叶子为一天，太阳绕神

山之四方则表明了四季的变易往复。东巴经中尚无对二十四

个节令的说明，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熟知二十四节令，并

①和正才讲述。李即善翻译；《懂述战争》，丽江县文化馆石印，1963年11
月。

②和玉才讲述，白庚胜调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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