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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志

第一章 民间文艺

第一节 音乐舞蹈

大量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今阿坝州在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原

始狩猎舞等已具雏形。隋唐时期，出现了民间舞《达尔嘎底》、《萨朗》，以及

民间祭祀舞《卡斯达温》、《哈玛》、《跳铠甲》和集会舞蹈《哈日》等。宋代以

后，随着汉j回民族的迁入，《龙舞》、《马灯舞》、《花灯》等也相继传入。1 950

年以来，省、州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民问，搜集整理出大量

的民间舞蹈素材，编排出许多优秀的节目。

一、乐 器

择其主要记之。

唢呐 宗教仪式吹奏乐器，藏语称嫩伍。形制大小不一，常见杆长约

50厘米，为木枝。碗高23--．,24厘米，铜制。整管70厘米左右，有民族装

饰图案，形如佛塔，开8孔，哨片为青稞秸制。取鼓腮换气法，音色粗犷、厚

实、音响独具。

。牛角琴 安多语一q俄央。形似二胡，琴杆直，顶部无曲颈，轸子入杆

孔，或系于杆旁。琴筒用牛角，一端蒙牛肚皮。木质琴弓，呈弧形，马尾或

牛尾绒作弓毛，牛背筋作弦，定5度弦，音域为8度，音色浑厚质朴，自拉

自唱，不换把，对超域音取“老配少’，少配老”的办法处理。

锛筒 宗教仪式吹奏乐器，藏语叫热阿冻。形制有大有小，长的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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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短的1米余。由三节组成，从上至下由小到大，下端有一喇叭口。顶部

吹口，形如拉管号嘴。管身有木制或铜制，多处装饰环圈。无音孔，能发基

音，8度音；5度音。音量宏大，闷浊、低沉。

除此尚有藏鼓、钹、骨号等。

羌笛 竹制簧管乐器，双管、方形，油竹制i长15,--,20厘米，粗约1厘

米，管身开5～6孔，顶部簧嘴含口中，双管发等声，鼓腮换气，指上装饰

技巧。
。

羊皮鼓 羌族宗教仪式之打击乐器，又名钤鼓。圆鼓面，直径约30,--一

35厘米，鼓边宽约1 O厘米，单面蒙以羊皮，鼓柄置正中。鼓锤微呈弓形，

竹制。演奏技巧有单击鼓面、鼓边、混合敲击等。

盘铃 羌族宗教仪式摇击乐器，又名响盘。形似碟盘，响铜制，上部呈

乳状，下部喇叭口外翻，直径约1 0厘米，乳状顶部有一小孔，内系古锤，外

接铃柄，音色清亮柔脆，具有女性特征。
’

二、藏族民歌 ．

由于地理环境及地方语言的差异，演唱的体裁、音韵、调式也存在着

明显的不同。流传至今的拉伊(情歌)、多勒(颂歌)、斗勒(悲歌)等，有固定

的唱腔和句式，一首曲调可唱若干段词。草地山歌的音域宽广，热情奔放，

如若尔盖县阿西牧场的《吉祥歌》，引子的衬词只一个“也”音，从低音区的

5．一气唱到高音区的§，上下1 3度，犹如江河冲出闸门，一泻千里，音韵连

贯，节奏自由，展现出草原辽阔和牧民粗犷豪放的性格。

情歌 多以赞美、追求、怀念作题材，以及歌颂永恒的爱，鞭挞朝三暮

四的丑恶灵魂等。节奏较自由，连音多，装饰音多，依音多，尾音长，或高昂

激越，或忧伤委婉，演唱时更关注于歌词内容，所以情歌的另一种表达形

式是讲说，故阿坝州有“说歌”之称谓j

颂歌 颂歌的形式较多，有赞美姑娘的，有颂扬小伙子的，有歌唱大

自然的，有赞颂活佛及名门的；除此，修盖寨楼、婚娶或生儿育女、集会或

节日等，都有颂歌为之祝贺。歌中有叙事歌，取材广泛，曲调短小；音域在

上下5度之间，歌词讲求工整对仗，以怀念忆旧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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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 这类歌很少人唱，没有专门旋律音韵的曲调，大多用其它类型

的歌曲，填进悲切凄凉之词，演唱时情绪低沉，悲凉自生。

劳动歌 直接反映人们生产劳动中的精神面貌，曲调与唱词单纯而

原始，大多表现劳动节奏，协调动作，鼓舞情绪，有《打土歌》、《捎背子

歌》、《播种歌》、《薅草歌》、《运肥歌》、《耕地歌》、《打麦歌》、《砍柴歌》、《打

猎歌》等。

酒歌 流行于松潘及嘉绒地区，曲调短小，歌词多为3句，过去用于

宴请豪门权贵，1950年后，多用于联欢或集会。

三、羌族民歌

羌族方言多、土语杂，但民歌原始古朴，音域不宽，一般在8度内，属

民族调式，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很个别；主要是徵调式，宫商调式次之。多

以二乐句、四乐句构成的单调曲式结构，调性倾于明朗大调色彩，旋律流

畅。

酒歌 羌族生活中的婚、丧、喜庆、节日、请客迎宾都离不开咂酒。酒

歌有齐唱、对唱、独唱。

山歌．这类歌多是即兴演唱，音域较宽，调子高亢，且较自由，因而旋

律较特殊，以独唱为主。

情歌 以对唱和独唱为主，乐句结构完整，音乐形象集中，词意富于

比兴，很易上口。情歌开头“纳吉纳那，那尤西，尤西惹那，惹那杂沙”，译

意：“纳吉纳那的歌要唱，不唱纳吉纳那的歌，就不是自己的民族，会忘掉

自己的祖辈”，这四句唱完，再引伸内容。

劳动歌 是羌族历史上最早的歌，歌词中，多以“咳、嘞、哟、嗒衣、哦、

罗”等衬词。

风俗及仪式歌 每年的五月初五，是羌族特定唱歌节，羌语叫瓦尔俄

足。祭山后走村串寨，挨家挨户唱歌。这类仪式歌，在婚丧中部得以表现。

巫师在请神、驱邪、招魂、，安葬等活动中形成的仪式歌，曲调简单，类似说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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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汉族民歌

主要分布于南坪、松潘、金川、小金，以及阿坝、若尔盖城关。

山歌 音调高亢、悠长，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乐句问多用长音。

歌者按其情绪，常对旋律、节奏即兴变化、曲首、曲中、曲尾多衬词或衬句。

情歌 抒发男女之间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或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

和控诉。曲调流畅，旋律优美，节奏规整。歌词除IZl头传授外，还有少量唱

本或手录本。

风俗歌 是小调的另一种类型，在一定的风俗仪式中演唱，如松潘的

《牛灯调》、金JII的《哭嫁歌》等。

红军歌 长征时留下了一些歌曲，如《我们红军爱中华》、《劝郎》、《红

军操练歌》、《青年红军歌》等，同期建立的金川藏族人民革命政府，编出了

《格勒得沙共和国国歌》，流传至今。

五、藏族舞蹈

阿坝州的藏族民间舞，主要有农区的嘉绒锅庄“达尔嘎”，牧区的草地

锅庄“俄卓”，以及南坪、松潘等地的藏族舞蹈和祭祀舞蹈等。

达尔嘎底 产生于隋唐时代，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有专人组织，专

人编制的带有敬仰崇拜的歌舞形式；其音乐有序例，层次，有固定内容与

新创内容结合，有首有尾的固定舞曲，开始跳《德让斯嘎尔玛让波》和最后

结束的舞曲《扎西学》，前者小调商调式，后者大调宫调式。

达尔嘎任 舞蹈动律与达尔嘎底有相同之处，因内容和形式不同，在

舞蹈风貌上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此舞不拘时间、地点，属民间自娱性舞蹈。

曲谱多为七声大小调音阶，羽调式居多，徵调式和宫调式极少。

俄卓 安多藏语的音译，流行于阿坝州牧区。歌词富有草原特色，以

吉祥欢乐为内容。步伐以点踏、擦地、跺脚为主，是骏马扬蹄、擦蹄、跺蹄的

逼真模拟。通常运用民族传统的五声音阶，少量舞曲出现变宫音构成六声

音阶，清角音极少见，以商徵调式为主，宫羽调式次之。

南坪藏族舞蹈 南坪县双河一带藏族的舞蹈古朴、典雅，以假嗓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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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众人连臂呈圆形起舞。音乐突出于切分音符，单切音、双切音、三切

音、四切音与舞蹈动作交织，形成了特殊的韵味。

祭祀舞蹈 《卡斯达温》，黑水方言为铠甲舞，是古代勇士出现所跳的

祭祀舞，七、／＼十岁的老人至十余岁的少年都要跳。表演时，头戴插有牛尾

的圆形帽，穿牛皮制的甲衣，手持兵器。音乐的两条旋律向同一方向运动，

高声部拖腔成直线，底声部以切分下行。 ，‘

哈玛 藏语音译，意为神兵舞。是传说中格萨尔王派来的神兵所跳之

舞。表演者手持弓箭，头戴鹰毛头盔，身穿铠甲，无乐器和歌唱伴舞，以口

令声进行表演。

六、羌族舞蹈

大体可分四类，即自娱型、祭祀型、礼仪型、集会型。

萨朗 按羌族北部方言，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歌词固定，唱词中

大量贯穿着“哟、嗬、也。呃、勒、依、哦’’等衬词。音乐节奏同舞蹈节奏十分

贴切，通常使用徵宫调式，属五声音阶，均在八度内，很少超过十度。

哟粗布 羌语意为赤诚向天菩萨祈祷。以祭祀内容为主的歌词伴舞，

无固定表演程序。除此，还有表现劳动后欢乐情绪的《娃西切玛》、《姜得儿

里学》，以及赞美装饰物的《石奎余奎》等。音乐为徵、宫调式、五声音阶，一

般在8度内。

克西格西 俗称跳盔甲，是为古代战死的羌族英雄举行大葬仪式的

舞蹈。歌词诉说对死者的安抚及死者生前的好处。舞蹈具有肃穆、威武、

雄壮气势的特点。袁宏《后汉记》卷九“其为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男子

兵死有名，且以为吉，病终谓之劣，又以为不祥。”铠甲舞即源此俗。

哈日 羌语意为“我们要进行练兵演习”，属出征前誓师的军事舞蹈。

舞者执兵器，唱出征之歌，在领舞者率领下，先列单行，发出浑厚的吼叫，

晃动兵器，走各种队形，羌族称“走花花”。一段舞完，歌声又起，歌毕，舞又

起，如此反复进行。最后，举枪鸣放，与欢呼声交织一体，将舞蹈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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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族舞蹈

在喜庆节日出现“花灯舞蹈”，多吸收汉族的歌舞艺术。花灯，本是清

末“四镇”之一的松州官吏进京为慈禧贺寿，宫廷里表演了歌舞，观后带

回。松潘地区引进了“马灯”，“牛灯”“彩灯”等习俗歌舞。

一、藏戏

第二节 戏 曲

嘉绒藏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蕃夏尔嘉莫查洼绒祁侵部落

(今金川县境内)第25代首领克窝崩尔甲与雍忠拉顶林(今广法寺)著名

法师赞巴兰卡，为举行部落新型宫殿“列维坡让伊哲”(今勒鸟土司宫殿)

和“雍忠拉顶林"的落成庆典，特从部落的色康庙和嘎尔安寨中精选了雍

仲、年尔甲、兰卡初等数名能歌善舞的僧侣艺人，组建了“嘉绒促侵陆嘎尔

巴”(藏戏戏班)。戏班在民间歌舞，傩戏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流传的历史故

事和藏历年的传统礼仪“阿尼郭董”(降妖除魔英雄)，创编了《郭董特青》

戏目，并于当年牛月初十至二十五日在部落举行的“斯格任青波”(供施法

会)和宫殿落成的竣工庆典上演出。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嘉绒藏戏

得到著名语言、文学、编译大师毗若遮那的传播推广，在原有促侵戏班的

基础上又发展了绰斯甲(今金川周山)、赞拉、沃日(今小金县境内)等戏

班，新创作出《曲斯古赞里》、《阿祁来》等剧目。从此，嘉绒藏戏不仅在祁侵

部落上演，而且开始向嘉绒1 8部落流传。明天顺二年(1459年)，甲卡(4-

理县境内)戏班根据一位媳妇的遭遇排演了《阿晶在阿太尼查阿》。清康熙

四十三年(1704年)，党坝戏班著名戏师让索·格菇根据当地民俗编创的

《老夫与少妇》剧目传播至整个嘉绒藏区。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松岗

戏班根据佛经故事编排了《泽让兰支》(六长寿)，并由苍旺扎尔甲等人修

建了“斯布拉让’’戏场。乾隆二十年，梭磨戏班根据《米拉日巴传》创编了

《祁骁娃贡波多吉》，后由第9代土妇若马初献给安多拉卜楞寺活佛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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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米，并进而传播至安多地区。乾隆四十二年，阿桂将金川促侵戏班中的

部分艺童迁至北京朝廷“万寺圣节正庆及元旦、国庆⋯⋯’’(见《清宫史续

编》)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为清廷演出。乾隆皇帝曾在题为《四月八日会紫光

阁凯宴成功诸将士》一诗的类注中写道：“阿桂等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斯

甲鲁者，即番中傩戏也。”《清史稿》(中华书局出版)则将金川I艺童表演的

藏戏称为“番子乐”，金川I之阿尔萨兰，司乐器3人，为戏师，身长七尺，披

五色毛，番名僧阿拉喀⋯⋯四角兽，番名得勒布，司舞6人。戴舞盔，番名

达帽。插鸡翎各六，番名达莫乙。背缚腾碑，番名赛斯丹。带系腰刀，番名

江格乙。左执弓，番名得木尼也，右执箭壶，番名相拉。盛箭五支，番名格

必已。”民国24年，卓克基戏班为迎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曾演出《

郭董特青》剧目片段《英雄战神降妖魔》。1 956．年，在民主改’革胜利庆典

上，党坝戏班表演了藏戏《猎人与猩猩》、《幸福种》等。1 981年开始对嘉

绒藏戏进行调查研究。1 983年春节期间，马尔康县党坝乡银射村、石家

友村和闵多穆寺组织排演了《吉祥颂》、《幸福种》等剧目，使嘉绒藏戏的演

出活动再度恢复。之后，阿底等业余藏戏团曾一度活跃于民间山村。1989

年5月，党坝乡尕兰村村委会自筹资金3369元，动用劳务2830个，由党

坝戏班原著名戏师吉尔嘎让布、列多布、罗尔依精心编排，在该乡首届民

间艺术节上演出了《吉祥颂》、《英雄战神降妖魔》、《老夫与少妇》、《猎人与

猩猩》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

嘉绒藏戏演出之前，先在戏场正中挂一幅墨尔多山神的唐卡像，再由

几名艺僧戏师念颂吉祥经，烧香奏乐，鸣枪后由一位戴“阿扎绕”面具的吉

祥老人(全剧主持者)美言一番，宣布开演，雄狮、猛虎、野牛、丑角陆续登

场，开场戏后引出正戏，正戏毕后亦即尾戏。开场戏的主要内容是缅怀先

祖英雄豪杰，赞美家乡锦绣河山；正戏内容多为英雄降服妖魔、光明战胜

邪恶和取材于佛经故事的劝人行善积德，或反映当地的生产，生活习俗；

尾戏的内容一般为祝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万事如意，并谢幕

向观众致意。

嘉绒藏戏的表演类似旦、净、丑角色行当，是以习惯人物身份扮演角

色，多为男扮女妆。表演的步态主要取材于当地民间的各类舞蹈和宗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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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步法有缓步，欢步、平步之分。缓步平稳如山，主要用于国王、高僧和年

迈人等有威望和身份的角色，欢步如马奔驰，常为男性青年表演；平步平

静似水，多为女性角色的步态。服饰按人物身份区分，但剧中的主角与动

物则需头戴面具。武打设计主要取材于民问传统体育活动，其器械有弓、

剑、刀、矛、盾、棍、枪等，表演技法有“九持’’、“六功"、“七情六欲”等。唱腔

根据当地山歌、民谣、说唱曲艺和宗教颂经等编排，其正面人物的唱腔清

脆明亮，反面人物的唱腔浑厚粗哑，群体配角的帮腔委婉圆润；调式多为

F、G、C、D等， 板式多为散板。伴奏乐器由藏族民间的打击乐、吹管乐

和弦索乐组成，并揉合了宗教法器的蟒筒号、蒙古族的长号以及汉族的

“三当七’’(组锣)等。其演奏技巧为：打击乐——单击、轻击、重击、滚击

等；吹管乐——循环换气，颤音、喉音等；弦索乐——挑、弹、指揉等。音乐

乐曲分为开场曲、间隙曲、气氛音乐，鼓钹经等，其中鼓钹贯串全剧。

附：嘉绒藏戏《郭董特青》中的乐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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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郭董请细虑 崇神降妖祥和日

诛天妖魔百姓安’吉祥如意庆胜利

安多藏戏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四川藏戏》中记，拉卜楞

贡唐三世旦贝卓美所编的安多戏《贡波夺尔基》，于18世纪中期传入四川

安多地区。之后，贡唐五世编的大型安多戏，于民国37年传入松潘草地。

通过阿坝州藏戏团体长期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溶入了本地习俗，渗入了

民间歌舞及寺庙的宗教艺术，具有了本地区民族特色的地方剧种雏形。

1980年后，国家每年拨出5万元扶持藏戏，因而藏戏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安多戏表演形式为兰大部，即开场戏、正戏、尾戏。早期演出《贡波夺

尔基》，开场要跳面具舞，有的耍狮子，有的耍水神。由于藏戏属寺院所有，

因而1 958年前，开场时煨桑(燃柏香枝薰场净地)敬神，各教派领经师诵

本教之经文，击鼓而合之，组织者讲戏之意图，宣布场地纪律，最后演奏三

遍供养乐曲，这才进入正戏。1 958年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壤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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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僧侣藏戏团，在诵完经后，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编演一些小节目，继

而转入正戏。尾戏主要是对演出表示祝贺，感谢观众的光临，敬祝地方安

泰，明显的特征是绕喜旋，藏语一Lj雍忠甘且。其角色分类，在形体动作、礼

仪、对白用语都有严格区别，如求见上级人物，必须脱帽低头，躬身，用语

必须是敬语。角色分十大类：有国王、大臣、僧侣、王妃、侍从、士兵、臣民、

神仙、鬼怪、动物。安多戏有成套的身段步法。腰功、腿功为基功。眼法以

角色身份和情绪划分，以山为形，上等人视其顶，中等人视其腰，下等人视

其足：手势有反依三宝掌、祭祀掌、拯救掌、伏地掌、庄重掌、遮面掌及持莲

花指法、撒花手、听旨手、持金刚手、抚须指法和整装指法等。步法常见的

有乌鸦金刚步、锁步、跳步、缓步、士兵步、马步、蝶步、十字步等。表演程式

以唱、念、做为主，融舞蹈于表演中，烘托剧情，表现礼仪和群众场面。各种

角色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有相对的固定程式。个别合步、手式可以组合运

用。
‘

1 958年前，安多戏除妖魔鬼怪和禽兽角色戴面具外，人物角色无定

型脸普。1 958年后，很多藏戏团出现了以角色的性格为依据，用油彩勾脸

造型。男性肤色偏黑，女性则偏红。人物性格，一般黑色表现桀傲不驯或

阴险残忍，白色表现心地善良，红色表现谋略智勇。安多戏早期无专门戏

剧服装，1958年后，各业余藏戏团逐步有了专门服饰，演王公贵族则穿本

地豪华服饰，而演汉族君臣，则引进一些川1剧服装。藏戏分寺庙服装、民问

服装、汉族服装等。其道具大致可分吉祥用具、弓、马、兵器、法器、面具、景

物、生活用具等。舞台布景以写意为主，1958年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

了大幕，天幕和耳幕、台上有了表现人物生活的绿树、小山、亭台楼阁和布

画的山川河流、牧区、山寨等。

安多戏早期唱腔单一、一出戏只一首道歌唱完通场。随着藏戏的不断

发展，广泛采用了民间各种不同的唱腔，有道歌调，喜庆调、悲歌、征服调、

格萨尔唱腔等。舞蹈音乐已有几十首，同时在落幕和起幕、或演员出场，表

现长途跋涉、征战等，均有问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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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 艺 。

藏族曲艺 阿坝州曲种多源于农区，流传和发展于牧区。有的曲种虽

从后藏、康巴、青海流入、艺人们根据风土习俗而加工，形成了阿坝州独具

’的地方特色。
。

格萨尔随着历史的发展，格萨尔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演唱形式有

说唱、表演唱、似吟似唱等。唱词格律严谨，字韵工整对仗，一段故事往往

有几百行至几千行。曲调通常一音一字，由上、下乐句组成，句尾拖音，无

伴奏。经过普查，计有唱腔40余种。

俄央．一种乐器，形似二胡，长55厘米，硬杂木为琴杆，柳枝成弓，马

尾作拖子，大牛角制琴筒、牛肚之皮蒙筒面。多由1人演奏，但表演格萨

尔片段时也有2人演奏。演唱旋律与唱腔受俄央的制约。琴很原始，音尖

锐而沙哑，加之琴身短，内外空弦用得多，通常在一把位。

嘛尼查可 又称嘛尼恰尕，杆长1．5米，经轮直径为15厘米，厚20

厘米，顶端置一圈彩色珠玑串和针头线脑及彩绸条等，一经摇转，布幔张

开，形如伞盖，珠玑碰击，声色俱出。通常是1人，也有3人表演的，1人摇

查可，1人持铜铃及经书，1人敲击手鼓，击鼓锤用人腿骨镶银制成。

亚仁阿索 1 860年生，若尔盖辖曼人，在安多地区享有盛名。传说系

山神之子，一生专打抱不平，云游四方，到处说唱，歌词含讽刺幽默，有挖

苦寺庙与和尚的，有祝福吉祥的，也有歌唱爱情的。阿索的歌，大多是一个

故事，凡是笑话，大家都归在阿索故事中。曲调根据歌词变化，特点明快，

高低起伏较大，音韵连贯。

喇嘛嘛尼 根据寺庙喇嘛指图讲说佛法而得名‘，最早是游方僧化缘

的表演形式，内容为佛经故事。流入民间后，成了流浪乞人的谋生手段，增

加了传说、故事、唱腔不再是诵经调，而融进了民间说唱。阿坝州阿坝县的

切塔，1950年前随身带有一幅画轴，彩绘着格萨尔及其手下30员大将，

演唱时将画悬挂．，席地而坐，手拿一根缠有哈达的吉祥棍，作发神状后，用

棍指挂图逐肖像而唱。

折嘎 藏语音译，折意为鬼，嘎为阻拦之意，源于西藏及康巴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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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卷》介绍，折嘎无论从演出形式及服装道具与

阿坝州均有别。凡安多地区的折嘎艺人表演时，唱词相同，由1人表演，

不戴面具。

卡木曲 用嘉绒地方话说唱，属吟诵，节奏感强。喜庆则颂之吉祥，

丧事则道死者生前之好事。无专业艺人，流行于群众中。

南坪弹Ⅱ昌 南坪弹唱流行于南坪县境，分“分调”-9“背工调”，系清朝

中叶陕甘的移民逐步带入。其中甘肃文县人带来了花调，陕西人带来了背

工调。花调使用琵琶，与文县琵琶的形制、演奏方法、演唱风格、表演形式

上均同，许多曲目也能“通江”，如《禁洋烟》、《马王歌》就是武汾河(今武

都)的真人真事；《肖家女》则唱的是文县发生的故事。背工调用三弦伴奏

演唱风格，表演形式、乐器伴奏上，则与陕甘的眉『雩f清唱类似，如《老爷挑

袍》、《出五关》、《皇姑出家》和《伯牙碎琴》等，均源于厮雩y戏的戏段子。

南坪弹唱又分单档和多档两种，单档是由1人自弹自唱，另1人敲碟

伴之；多档是由1人或2～3人弹奏，多人合唱，不弹琵琶或三弦者，则用

瓷碟，马铃击节伴奏。有时1人独唱，到衬词或尾句时，众唱助兴。清光绪

年问，南坪保华乡的艺人米老汉，老俩口每年正月出门，腊月方归，夫弹

琵琶妇打碟，在成都、重庆、陕西汉中一带演唱，直至20"--30年代逝世为

止。

1 950年后，弹唱有了很大发展。1 953年1 1月底，四川藏族自治区歌

舞剧团的李玉尊到成都演唱了南坪弹唱《采花》，之后被填词创作出《盼

红军》。1 954年，赵祺、余永恒等搜集整理30余首弹唱，出版了《南坪民

歌》集。1956年，在四川省民歌汇演中，南坪的王玉元等4位老人演唱了

《南桥汲水》等曲目。从此受到曲艺界的高度重视，并着手将其移植到现代

音乐、曲艺舞台上。最初，是在原曲上填写新词，加进简单的复调织体，以

女声小合唱的形式而出现。伴炭．上，除了原有的琵琶、瓷碟外，增加了扬

琴，二胡等，继而对三根弦的琵琶音位，由七品改为四弦，使之更符合5度

枢声律o

1 961年，由四．JII省歌舞团编排的女声小合唱《祖国到处花如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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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身段手法、舞蹈调度，使弹唱效果更为多彩。1 962年，成都市曲艺团

编排了《山在欢，水在笑》；1963年，四川省曲艺团的《琵琶的传说》上演，

南坪弹唱由民间登上了名符其实的曲艺舞台。

南坪弹唱使用当地方言演唱，语言朴实，除少数有唱本外，多数是流

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有一位叫左宝的盲艺人，1990年仍在南坪城乡各

地行艺颇受群众欢迎。

一、雕塑

第三节 工艺美术

早在战国时期，岷江上游的土陶器就有刮抹而成的划纹、戳印纹、绳

纹、弦纹等，。并有锐器刻划的文字和符号。茂县东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不仅

有陶人及陶制禽畜，还有锐器将马、戈、车轮等和几何图案刻于砖上。茂县

凤仪镇民国1 O年出土的“无量寿佛石碑”，落款为齐永明元年岁癸亥七月

十五日，比丘释玄蒿敬造。隋唐时期，以摩崖造像和题刻的石窟艺术兴起，

出现了叠溪较场点将台的摩崖造像、汶川1佛堂坝的摩崖造像及隋《通道

记》之类的记事题刻。

据《藏族绘画新作日光缘》载：梭磨第一代土王执政时期(即南宋淳

熙十年)，当地雕塑和绘画已相当盛行，以泥塑佛像为主体的雕塑，被请

进寺庙，家庙或家户之经堂，成为祈祷和膜拜之偶像。从此，雕塑、唐卡、壁

画共同发展。同时藏羌杂居区的石雕艺术日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石刻碑

文的发展，到明清时碑刻内容已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陶塑 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及大渡河流域的河谷

台地，有羌族聚居区，更多是属藏羌杂居，汉羌杂居、藏汉杂居区。根据《四

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载：阿坝州的古陶器PJ,泥质陶为主，

有黑、灰、橙红三色、雕塑虽受汉族的影响，亦有藏羌民族的特色。

石雕 有人物雕和装饰雕。人物雕全是佛教中圣人，一为佛像，二为

菩萨，三为声闻罗汉，四为八部护法。装饰雕刻有花草、山水、流云和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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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等珍禽异兽。

石刻 以雕刻文字为主，有摩崖题记、碑文，经文等。有汉文、藏文。题

记和碑文多是汉文，有骚人墨客之作，当地名流题字，记事言史之书，以及

家谱、祭文，政令性公告等等。

除汉文有唐陀罗尼经幢和宋代陀罗尼经释理幢外，绝大多数是藏传

佛教经文，大量石经用不规则的石片刻成，现存者无不刀法精巧。壤塘县

棒托寺现有的明清藏文石刻经，就达1 0万余片，其中《嘎尔让》经，为明正

统三年(1 438年)刻成，《甘珠尔》则系该寺僧人仁青达尔基，从清宣统二

年至民国9年(1 91 O～1 920年)刻成。

木雕 主要用于桌、椅、门、窗及梳妆台等，民房、寺院、桥梁等也有木

雕装饰。羌、汉、回族多以花卉麟毛，草木虫鱼形像入题。藏族木雕与佛教

的审美意识最贴切，大型木雕都是寺院神殿的装饰。阿坝州木雕极为丰

富，以高浮雕和浅浮雕相间而成，圆雕及透雕较少。

此外，阿坝州南坪地区藏族的“挫喔”面具，用木作圆雕造型，雕绘出

鹏头、凤凰头、龙头、狮头、虎头、牛头、大小鬼头。

泥塑 阿坝州藏族泥塑仍以宗教为主体，寺院彩塑分佛像和背光制

作。按《双运经》(藏语叫茸尼)所述神佛之穴位，分门别类从头到脚用草绳

在架子上缠好，再用黄泥从下往上塑出胎胚，精雕细刻，打磨后刷胶泥，按

头、手及服饰分别着色。背光，指肖像背后的一圈灵光，装饰有花鸟，异兽

等图像，多是浮雕。

二、金属工艺品

有宗教用品，民间生活用品，生产用品、建筑装饰，男女佩饰等。铜制

品最多，有鎏金法幢、法轮、宝瓶、佛像、灵塔上的错铜雕花，经堂大门的拉

手，法螺的铜质镶边。金刚杵、酥油灯，净水碟、锡、壶、瓢，以及藏式乐器、

刀柄、刀鞘⋯⋯等等。银制品也较广泛，有护身盒、银色上的银花扣、奶钩、

腰带、头箍、手镯、耳环、戒指、簪子、银边鼻烟壶、银包吊刀鞘、银镶颅器和

根瘤碗、背带扣等。铁器多用于马的后蝤连扣，佛塔及生产生活用品。黄

金制品较少，除少数纯金佛像外，多用于器物表面的缀花。20世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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