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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 化

第一节 民间文艺

玉树是地域特色鲜明、民族风情浓郁、文化遗存丰富的民族地区之一。

弛名中外的玉树歌舞、高亢悠扬的玉树民歌、多姿多彩的服装服饰、馥郁淳

朴的民间文学以及多教派的藏传佛教文化，构成了玉树藏族文化的神奇景

观。改革开放以后玉树人所展示的民族文化风情赢得了世人的注目，玉树被

誉为“歌舞之乡”、“服饰之乡”、“民歌之乡”o

一、藏族民歌

民歌种类在玉树有三种类型可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民歌即勒、拉伊、

闯勒。诸如古莫即情卦、琼勒即酒歌、均勒即夯墙歌、哟啦即收割打场歌，

以及婚礼曲、迎宾曲、挤奶曲、催眠曲等一般归为歌谣类。

在玉树还有一种民歌叫多勒，那些生活不富裕，甚至生计无着落，但心

情开朗且具豪侠个性的人喜欢唱这种民歌。通过充满幻想及自我慰藉的唱词

曲调，表达社会下层人民的乐观人生心态或情绪o j．

勒、拉伊和闯勒的曲调基本相似，而古莫、琼勒、均勒、哟啦等有其相

对独立的专用曲调。 ．。 ’，j

内容上，勒的外延比较宽泛，除忌涉男女爱情外，可广涉天上人间，万

事万物，无所不包。就勒的对歌而言，包括序歌、呼歌、炫歌、颂歌、搭歌

坛(即搭歌篷、垒歌灶、铺歌毯)、主体歌和最后的收场祝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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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序歌中的呼歌即开歌门：

歌有上中下三道门，

上面是佛祖的佛门，．

烧香点灯便自开。

中间是头人的法门，

献上哈达便自开。

下面是歌手的歌门

对起歌来便自开。

如搭歌篷：

白云之上搭帐篷，

琥珀玛瑙做柱梁。

西线拴到拉萨城，

五色彩虹当拉绳。

北线拴到蒙古城，

金丝银线当拉绳。

东线拴到长安城，

绫罗绸缎当拉绳。

南线拴到印度城，

孔雀彩翎当拉绳。

歌手我的歌篷这样搭。

拉伊和古莫都是表达男女之间爱慕或失意之情的，区别仅在于拉伊为情

歌，古莫为情卦，即猜算爱情命运。

如拉伊： 、

黄河是没有冰桥渡口的大河，

请问我的马儿敢不敢淌过去，

如果你说敢淌过去，

那么被水冲走了也命该如此o

老虎是食肉吞骨的猛兽，

请问我的叉子枪敢不敢打它，

如果你说敢打它，

那么被老虎吃了也命该如此。

小伙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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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莫：

例一：

请问我的妈妈敢不敢爱他，

如果你说要爱他，

那么被他抛弃也命该如此。

栽柳栽柳栽棵柳， 。

栽在两河正中间o’

没有缘份的柳树， _．

’‘

无奈枯死两河间o ’．

’例二： ‘．

栽柳栽柳栽棵柳，
’

栽在千仞崖壁间。

素有缘份的柳树，

生在崖间也葱郁。

闯勒中也有涉及男女之间相互爱慕、思念、忧怨的一些内容，但其主要

内容是反映游侠自由放浪而孤独寂寞、浪漫无羁而四处漂泊的特殊人生经

历。从歌词到曲调流露出悲怆豪迈、不畏强暴的风格特征。

例一：

游侠我没有帐篷，
蓝天就是我的帐篷。

游侠我没有帮手，

叉子枪就是我的帮手。

游侠我没有情侣，

马儿就是我的情侣。

例二：．

游侠我昼伏夜行， 一

没有感受过阳光的恩惠o ·

‘游侠我浪迹他乡，

．。 ．没有感受过故乡的恩惠o．

游侠我衣食靠人， 。

。 没有感受过父母的恩惠o

民歌的曲调名称在玉树地区流传的有格吉杂松章即格吉杜鹃三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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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哇卓嘎即君色白马骑士，然西然贡龙加，阿仲容巴，才仁嘎畦，杂曲卡

哇等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民歌曲调。这些曲调高亢悠扬、音域开阔、自由

洒脱、优美流畅、意境深邃、具有浓郁的藏民族音乐特色o

民歌的语言结构玉树藏族民歌一般为三段式，这是语言结构上的突出

特点。勒和拉伊为四句三段式、三句三段式和二句三段式，也有五至六句甚

至七旬的。每句一般为七至八个字。古莫只有四句一段式，每句六个字。由

于勒、拉伊和古莫都有整齐的节奏、相同的音步，唱起来朗朗上口。

民歌的表达形式第一、二段喻物，第三段点题，是玉树藏族民歌的基

本表现手法。除写景状物之不同外，三段所表达的内容都有意义上的关联，

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只要说出和唱出第一段或第二段，第三段的意义

就可以心领神会。比如在某些特定场合和情况下，当省略或者不便唱出第三

段所直陈的人或其他事物，就干脆不唱第三段，但要说的意思已经很明朗，

很清楚了，无碍于意义的表达。例如：

白额青马是草原的装饰，

没有你的奔驰草原是空的。

雪白羊群是青山的装饰，

没有你的点缀青山是空的，

美丽姑娘是村落的装饰，

没有你的倩影村落是空的。

古莫多半运用比、兴手法，也有直说其人其事的，不管是喻物还是直

陈，所表达的意思都可一目了然。如：

柳树是我栽的，

浇柳的水是我引的，

当柳树发枝展叶时，

别人却成了柳树的主人o

民歌的演唱形式或自吟自唱、或对歌互答，包括单唱对单唱、群唱对

群唱、单唱对群唱以及男女对唱等，是勒和拉伊的基本演唱形式。除自唱自

吟外，以上都是不同形式的对歌。

对歌大多有一定的程序，比如从序歌到主题部分，直到收场歌依次唱下来。

古莫作为卜卦算命，预测爱情命运的歌谣，其演唱形式也别具一格。在

一般情况下，男女青年围坐在一起，每人将代表白己和对象或配偶的两件小

物件交给其中的一人，这人在自己不能识别的情况下摸出一物，专门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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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唱一首古莫，然后把此物展示给大家看，辩认为某人之物，唱算出什么命

运。一般一物唱三首，一首猜算恋爱阶段，二首猜算成家阶段，三首为结

局。这种以歌谣猜算爱情命运的游戏，表露出男女青年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

美好憧憬，充满着纯真的情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大家都以认真的心态

对待这种游戏，因为假戏真做，也多有言中的时候o 一、

解放以后，还出现了表现新社会内容的新民歌。如：

金银滩上鹿群欢，
． 草不绿鹿群怎会欢o

党领导下的人民乐，
，t’ 党不好人民怎会乐o 、J

玉树是藏族民歌的盛产区，种类繁多，内容丰富o 1985年，州群艺馆

组织专门人员搜集整理近2000首藏族民歌，同年出版了收有1400多首民歌

的《玉树民歌集》。

二、舞蹈

玉树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驰名中外的玉树藏族歌舞，其风格粗犷

豪放，造型形象传神，动律优美生动，内涵含蓄隽永，是民族歌舞艺术百花

园中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就风格特色而言，玉树藏族舞蹈主要由伊、卓、

热巴、热伊、锅哇以及寺院的宗教舞跳神构成。伊和卓是其中的两大舞蹈类

型，舞蹈种类多，人数不限，老少咸宜。根据青海省舞蹈集成办公室编纂的

舞蹈集成玉树分册记载，已经掌握的就有400余种o

伊伊是一种大众化的自娱自乐性很强的民间集体舞，除在赛马会等节

日组织表演外，一般在劳作之余或夜晚，男女青年或围着篝火，或在月光

下，以跳伊自娱。其表演形式是男女舞队各列半圆形成整圆舞蹈队形，男女

同步起舞的同时，先由男队唱一遍伊的歌词曲调，然后女队重唱一遍，男女

歌声刚柔相济，此起彼伏，而舞蹈自始至终同步进行。伊的旋律欢快流畅，

节奏明快，舞姿抒情优美，动作起伏大，变化多。女舞轻柔妩媚，男舞粗犷

洒脱，一个完整的舞蹈由开始的轻歌曼舞到最后的狂歌劲舞逐步推向高潮。

圆圈舞形，以歌伴舞，有时用牛角胡和竹笛伴奏，男舞者在脚腕系一串

铜铃，以舞步踏地声掌握节奏，除节奏的统一外，特别讲究每个人跳出自己

的风格特色，展示自己特有的舞姿风采。这种跳法不加雕饰，古朴纯真，展

示了玉树传统藏族歌舞的古典韵致和风格魅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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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伊的跳法很随意，随便跳哪种舞都可以，但是，在为大

型节庆组织演出时，伊以序舞、正舞、大圆舞的程序演出。除圆圈舞队形外

以“多杰加章”(十字金刚形)、“永忠英庆”(蛎字形)、“东尕英庆”(右旋

海螺形)、“尼达看者”(日月相辉形)等古老队形为主。

伊的歌词大多是历史上沿袭已久的传统歌词，而且不随意改动。其歌词

多为一至二段体，内容主要是赞美家乡山水，歌唱劳动生活，祝愿人们吉祥

幸福等。

卓卓是一种表演性很强的民间舞。卓与伊一样，同是由众人参与的集

体群舞，圆圈式舞蹈队形，节奏先慢后快，但风格迥然不同。卓的唱词曲调

低沉舒缓，庄重饱满，动律沉稳有力，动作大，节奏慢，如双臂的舒展、腿

脚的起落，都要悠然缓慢地进行，落脚无声却非常有力，所以卓的舞姿显得

异常刚健豪放，气势磅礴，展示了舞蹈艺术的阳刚之美。由于卓的这一特

点，玉树、称多等县的卓均由男性表演，只有囊谦一带有男女合舞的现象，

舞蹈节奏和旋律也显得相对开朗、激情澎湃，很有朝气。

在玉树，卓这种舞蹈主要流传在玉树、称多、囊谦东部3县的半农半牧

区，被当地藏族人称为玉树卓舞的三大名乡。在习惯上以村寨的寨名为卓的

流派划分和称谓，诸如贝龙卓、查莱卓、新寨卓、香达卓等。不管是舞姿动

律，还是音乐旋律，这些卓风格迥异，各有特色。从舞蹈品种上讲，囊谦卓

格玛、新寨求卓、贝龙卓等以浓郁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最具代表性。囊谦

卓格玛意为古老卓舞，其舞姿及曲调大起大落，刚柔相济，激情奔放，演员

表情坦荡开朗。新寨求卓是宗教卓舞，皆由男性演出，通常排列两队，起舞

前先唱一段歌词曲调，唱罢缓缓起舞，边歌边舞，以圆圈和半圆圈交叉进

行，抬腿起脚，挥臂甩袖，缓慢起伏，演员表情严肃矜持，舞风庄重肃穆，

气魄宏伟，营造出超凡脱俗的舞蹈氛围。贝龙卓粗犷豪放，稳健大方，豁达

潇洒，气韵流畅。

热巴热巴是注重技巧，展示技巧，以鼓点伴奏，踏节而舞的民间舞，

最初由藏族民间艺人组成的歌舞班子演出，专业性强，舞蹈者须经数年传授

苦练，方能胜任角色o

r热巴作为一种独立的舞蹈形式，有其程序化的固定切末，即男舞者手摇

铜铃，女舞者一手拿长柄扁鼓，一手拿弓勾鼓槌；用牛毛编成辫条，联成短

裙状系于男舞者腰间。其舞蹈形式与藏族传统的圆圈舞相似，男队纵情摇动

系有红樱的铜铃，女队敲起手鼓，翩翩起舞，继而合队而舞，其间伴以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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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腾翻、抬腿转、躺身嘣子等较有难度的舞蹈动作，动作明快、活泼、节

奏感强、舞姿热烈奔放。在玉树境内热巴这种舞蹈形式流行于囊谦一带。

热伊热伊过去通常与热巴穿插演出。热伊是精美绝伦的舞蹈种类，优

美动听的音乐旋律，幽默而富有情趣的舞蹈动作，生动奇特的表演形式，丰

富多彩的艺术语言，热情奔放的优美舞姿，使其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在热伊中，舞蹈风格各异，如《索莱姆索》，多以摹拟鸟儿飞翔、觅食等各

种姿态来塑造艺术形象，动作诙谐幽默而形象可爱。又如《仔琼尕松卓玛》，

把平常的劳动动作或场面改变为形象生动的舞，用优美的艺术造型，交流情

感。素有“藏族交际舞蹈”之称的《琼珠索娜措》，在欢快热烈的音乐旋律

中，男女演员成双成对，并肩携手，用足尖击节，传达一种青年男女爱慕的

情感。

锅哇意为武装者或武士舞，是民间特有的一种礼仪性舞蹈，在寺院的

庙会和部落头人的重大礼仪性场合跳这种舞。表演者均为男性俗民，他们通

常戴垂有红丝穗的圆形高筒帽，藏语称觉拉，身着高档藏装，佩带嘎吾(护

身佛龛)和项链等饰物。锅哇具有独特的表演程序，队形以转圈为主，旌旗

导前，唢呐及长号开道，领舞者击钹，在领舞者后面有一至二名一手持长

剑，一手持狮子盾牌的舞者，其余皆持剑握弓，根椐领舞者的击钹，击节而

舞，以庄重稳健的步伐，舞弓挥剑，缓缓起舞。中间穿插锅斜(道白)和锅歌。

锅哇舞姿徐缓庄重，气氛肃穆，场面宏伟，风格古朴，被誉为藏族仪仗舞。

拉强拉强即跳神。在玉树地区，各教派寺院每逢密宗坛场修习时，都

要定期举行不同规模的跳神仪式，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传统庙会。

庙会表演的宗教舞大致有两类，一类为神舞，另一类为娱舞。神舞主要表现

佛教故事或护法神镇魔禳灾等内容，动作庄重肃穆，气氛森然可怖。娱舞是

旨在活跃节日气氛，愉悦信教群众的一种娱乐功能较强的舞蹈，如雪狮舞、

汉童舞、清朝满族舞以及摹拟珍禽异兽的各种表演形式。

第二节 民间文学

一、传说

玉树的民间传说非常丰富，很有地域特色。这些传说以浓厚的浪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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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或介绍了玉树地区某一历史人物的神奇故事或某一民族部落的起源，某

二风俗习惯的形成，某一山川河流的名称，某二名胜古迹的传说，以及某些

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来历等o

珠姆的传说传说玉树是格萨尔王妃——珠姆的故乡，治多县城北面有

珠姆父辈嘎嘉洛·登巴江才一家的城堡废墟遗址，距县城以西约五公里处的

缓坡上有珠姆未出嫁时洗头梳妆、沐浴嬉水的三眼小泉湖，分别命名为“赛

措”即金湖，“东措”即白螺湖和“映措”即绿松石湖，这些小湖泊盛夏不

干涸，严冬不结冰，当地人认为，这是珠姆姑娘为造福人间引自上苍的甘露

琼浆。湖泊周围还有嘎嘉洛家族夏季牧场遗址和虎峰宫的废墟。有被称之为

“珠姆洗发盆”的凹石板，其上有珠姆当年梳洗打扮时留下的被认为是自显

遗影的既清晰而又维妙维肖的美丽身姿以及略显模糊状的年轻格萨尔王的英

俊轮廓。在长篇英雄诗史《格萨尔王传》中对治多地区至今仍沿用的河流名

称、地名、遗迹等名称作了忠实的实指性记述，并且依据这一历史文化遗址

和人物传说，以谐音形成了今天使用的“玉树”这一自治州地名的称谓，

“玉树”二字的藏语含义为“遗址”或“部落遗风”o

在康巴藏区，玉树人被称之为“嘎哇”即嘎氏人，在玉树的许多地名或

人名前常常冠以“嘎”字，沿袭的都是珠姆家族的族姓。在《格萨尔王传》

中玉树被称为“嘎畦六部族”。

玉树县结隆乡境内的隆保湖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栖息在这里的珍稀鸟类

黑颈鹤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相传隆保湖是王妃珠姆的“生命湖”，而黑颈

鹤是她的“生命鸟”o每当珠姆遇到危难或不幸时，常常得到这种仙鹤的庇

护和解救。

玉树妇女今天的装饰习俗也是从珠姆那里沿袭和继承下来的，妇女在头

顶只缀饰一颗琥珀球，这种淡抹简饰是当年珠姆身处逆境落难时的装束，而

头饰五颗琥珀球并浑身挂满各种佩饰的盛装，则是当年岭国强盛，亲人团

聚，共享太平盛世时的珠姆装。

哈达的传说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到雪域来传经布道，弘扬佛法，这里

的国王把自己的半壁江山和一半财富献给了佛祖。王公大臣和当地富豪也不

甘示弱，竟相效仿，把最贵重的宝物献给了佛祖。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银财

宝，佛祖丝毫不为所动，没有接受他们最慷慨的馈赠。

当地有母女俩，家境非常贫寒，论家财只有一件穿1日了的白布衬袄，听

说佛祖亲临，母子俩就把衬衫拆开，缝成袈裟状，在最干净的河里漂洗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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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七夜，洗刷得洁白无瑕后，选择吉日良辰，怀着最虔诚的心，带着最吉祥

的祝福，昼夜兼程，赶了七天七夜的路，把白布条献给了释迦牟尼佛，佛祖

万分高兴，庄重地收下白布条后说：“这是有世以来最为贵重，最为吉祥的

礼物”。佛祖心里最清楚，这个布条是善良纯朴的母女俩用自己的艰辛劳作

和汗水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这样纯洁虔诚的人，来世

定能得正果o ·，

母女俩托佛祖的加持和祝福，使自己的积善之德和虔诚之心有了丰厚的

回报，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o
’

后来，母女俩献给佛祖的觐见礼逐渐演变为藏族人敬献哈达的礼仪习

俗。所以哈达包含和象征着最吉祥的祝福，最尊贵的礼节，最纯洁的心灵。

晨星水的传说传说雪狮雄居在东方的雪山上，神奇吉祥的雪狮奶，能

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能使胆小的人变得勇敢，能使年老的人变得年轻，可

以消除人间的疾病和灾难，清除污垢和邪恶，带来吉祥和幸福。所以，为得

到雪狮奶，有多少英武的小伙子去寻找雪狮，却都是有去无回o

一户人家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叫美朵，她长得连天上的明月都感到羞愧。

她的哥哥在她幼小的时候去寻找雪狮奶，再也没有回来。美丽、善良的美朵

姑娘，为了草原的幸福，在父母和乡亲们的祝福下，带上酥油糌粑盘缠和洁

白的哈达启程了。她走了九十九个草滩，途中碰上了一个年老的阿依(老奶

奶)，她拄着拐杖，穿着破旧的氆氇衣服，脸上爬满了皱纹，向美朵乞食，

善良纯朴的美朵姑娘，从褡裢里取出大半个食物送给了老阿依，正要告别

时，老阿依问她上哪儿去，美朵把寻求雪狮奶的事告诉了老阿依，阿依告诉

她：要寻求雪狮奶，向东方走，路上有一个老头在守护雪狮，要有纯朴、勇

敢的心才能得到，并送给美朵一枚金戒指。

美朵谢过老阿依上了路。她爬了九十九座雪山后，眼前出现了一个面目

狰狞的老头，老头用威严的口气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美朵连忙走上

前，向老人问好，然后问道：“善良的老爷爷，请你告诉我，吉祥的雪狮住

在哪里?”狰狞的老头回答道：“美丽的姑娘，要想找到雪狮，必须牺牲自己

的一切，否则，别说寻找雪狮，连你的性命都难保o”美朵告诉老人，为了

草原吉祥幸福，她在所不惜。为了考验美朵的诚心，老头要她剪掉青丝般的

长辫，美朵姑娘虽然失去了美丽长辫，但她寻找雪狮的决心愈加强烈。她走

啊走，带的靴子也都穿烂了，脚被路上的碎石磨得鲜血直流，她只好爬着

走，眼前又要过一条大河，浪涛汹涌地扑来，这时，戴在无名指上的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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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闪烁，浪涛退了下去，美朵爬上了岸。就这样，美朵淌过了九十九条大

河。走啊走，她终于来到了雪山，找到了威严的雪狮，美朵把洁白的哈达献

给了雪狮，雪狮挤出奶汁叫姑娘喝下去，但美朵却舍不得喝，她要带回家乡

去。雪狮知道姑娘为了寻求奶汁吃了很多苦，便慷慨地答应，每年藏历年初

一繁星灿烂的黎明时辰，把雪狮奶洒在每一条江河的源头，再请佛祖和菩萨

加持使每一条河流受到一次圣洁的洗礼，以消除人间的疾病和灾难，冲涮肮

脏和污垢，带来吉祥和幸福。所以，每年的这一时刻，人们披着满天星光，

怀着对美朵姑娘的感激之情，在水桶上系上哈达、贴上酥油，在酥油上点上

三柱香，带上干净的柏香枝叶，到河边馨香祷祝，汲取雪狮奶和经过佛祖洗

礼的晨星水，晨星水打来之后，再掺上牛奶，然后用这种洁白的水漱洗，边

洗边祷祝新年无病无灾，健康长寿，扎西德勒。

治曲(长江)的传说相传远古时代，玉树草原牧草肥美，鲜花遍地，

牛羊成群，人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天，天上的一头神牦牛发现了这

片胜似天堂的人间乐园，便偷偷下凡来到这里，和这里的牦牛群一起饮水吃

草，自由嬉戏，被当地人尊为神牦牛而受到厚爱。神牦牛对这里的美丽景

色，朝夕相伴的牦牛群，自由浪漫的生活，牧人的热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庭发现了下凡已久的神牦牛，便下诏让神牦牛回天界，

但神牦牛非常留恋这里，怎么也不肯回到天上去，决意在人间过一辈子，从

而触怒了天上的凶神恶煞，他们把足可灭绝人寰的天火降到人间，顿时，玉

树草原旱魃为虐，赤地千里，江河断流，湖泊涸竭，往日绿草如茵，鲜花似

锦的美丽草原变成了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天庭的暴行激起了神牦牛对天神的不满和反感。为了消除旱灾，拯救草

原，让牛羊吃上绿草，喝上清水，让牧人重新过上幸福的日子，它将自己变

为一座大山，从大山的鼻孔里喷出两股象河流一样洁白纯净的乳汁，被乳汁

滋润过的大地开始复苏，枯萎的牧草又绿了，消失的鲜花又开了，饥渴的牛

羊又肥壮起来，玉树草原变得更加生机盎然，美丽富饶，牧人们更加幸福欢

乐。 ．

这就是藏族人把长江命名为“治曲”即“母牛河”的由来和传说。

新寨嘉囊嘛呢和新寨卓舞的传说距玉树州首府结古镇以东约八公里的

新寨村中央有一座东西长283米，南北宽74米，高3米左右，占地近20亩

的用嘛呢石刻垒积起来的堪称天下第一的大石经堆，是藏区著名的藏传佛教

圣地。除了嘛呢石，还有佛堂、佛塔、转经筒、经轮大堂等众多建筑。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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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珍藏着传说是自显六字真言的一块嘛呢石和嘛呢石堆的创建者第一世嘉

囊活佛的手印石、脚印石各一块。

第一世嘉囊活佛曾周游各地，在五台山修行多年，是个道行很高的得道

者。藏历第十二绕迥之木羊年，即公元1715年来到结古时，在新寨村创建

了这座嘛呢石堆。相传当时该村有一名铁匠。一天，嘉囊活佛看见铁匠在一

块石头上打铁，对铁匠说这块石头其实并不结实，铁匠说他在这块石头上面

砸了几十年的铁，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还不够结实吗?嘉囊活佛笑了笑，

便在打铁的石头上轻轻地用手掌一摁，印出整个左手印，又用光脚在另一石

块上轻轻一踩，踩出整个右脚印。以后当地群众把这两块石头视为珍宝，一

直供奉在佛堂里o
‘

在庆贺新寨嘉囊嘛呢落成典礼上，第一世嘉囊活佛即兴创作了著名的新

寨卓舞，当地人称“新寨求卓”或“多顶求卓”o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

年藏历十二月十五El“嘉囊帮琼”庙会上，当地人都要跳这一舞蹈。

文成公主路经贝纳沟的传说传说文成公主经过玉树贝纳沟时，天上人

间，地下龙宫，到处呈现出吉祥和欢腾的景象，受到当地部落和山神龙女异

乎寻常的迎接。为了答谢这一深情厚意，公主特意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成了进藏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驿站”。因为文成公主极不平凡的造化，

这里便出现了神话般的奇迹，在陡峭坚硬的岩壁上，借助鬼斧神工，天然出

现了九尊自显佛像以及佛塔、经文、佛像等。这仅仅是人眼能够见到的一部

分，还有更多部分人眼无法看见或无法辨认。相传很早以前，有三位享誉藏

区的得道高僧，人称“康巴三杰”o有一次，康巴三杰路过贝纳沟时值晌午，

准备在此烧茶，便找搭三石灶用的石头，他们跑遍整个山沟连一粒石子都没

有找上。其实沟里到处都是石头，就是不能用，因为独具慧眼的高僧发现，

在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每一块石头乃至每一粒石子上都是自显的经文和佛

像。身为得道高僧，当然不能遭践这些神圣的宝物，只好施以佛法神术把每

个人的膝盖权当三石灶烧起茶来。喝了茶，他们给这条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贝纳沟，便扬长而去。从此，贝纳沟这一意为“十万佛经沟”的名称就
流传至今o

“江赛达麦卓嘎"(江赛白马骑士)的传说在玉树西南部有个地方名叫

江赛，雪山环绕，草原辽阔，牛羊肥壮。有一天，来了一伙强盗赶走了山上

的牛群，消息传来，人们骑着马，高呼着去追赶强盗，当追到山下时看到一

伙强盗在半山腰赶着牛，其中一个头盘发辫，耳旁飘荡红丝，身背叉子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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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插长刀，骑着一匹白马的小伙子，仿佛全然不知后面的追赶，悠闲自在地

唱道：

去时我在众人前面，

这是因为骑术出众，

回时我在众人后面，

那是因为我是勇士o

那悠扬的旋律，婉转的歌喉把前来追赶的人们给吸引住了，大家勒马屏

气，竖耳静听，忘记了追赶。当歌声在天边消失，人们才想起追赶时，强盗

已翻过那座山，无影无踪了。

从此，江赛流传着这一优美的民歌曲调，人们给这首民歌起名叫“江赛

白马骑士”o

选择吉日上泥土补房漏的传说很早以前，各种飞禽栖居在一个山青水

秀，水草丰茂的地方，其中有一只喜鹊和一只鹞鹰，它们一个是卜卦师，一

个是算命师。

有一天，喜鹊问鹞鹰：“尊敬的鹞鹰，和煦的春风吹拂大地，震耳的响

雷摇醒苍穹，大地苏醒，处处一片生机。呀，在这样美好的时光，咱俩也应

该为大家做件有益的事情吧”o

鹞鹰说：“尊敬的喜鹊，俗话说公业成达，私事顺心。我是一个很有声

望的卜卦者，你是一个预测未来的算命者，夏季是百鸟昆虫安乐时节，又是

暴雨连绵，房屋滴漏时节，因此，何时应该添土修补，才能消除房屋漏雨的

麻烦呢?”鹞鹰说着I-了三卦，·得出的结论是在藏历五月一日添土修补，才

能挡住夏季雨水渗漏。

喜鹊认为这事对大家对自己都有好处，真是两全其美，也郑重其事地测

算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在藏历五月三El添土修补，才能防止雨水渗漏。

他们十分自信各自的智慧和才识，便把自己卜算的结果告诉大家。从

此，便有鹞鹰修补房漏和喜鹊修补房漏两个El期。人们遵照这两个日期在房

顶添土上泥，修补房漏，以便度过美好的夏季。

二、童话

在玉树民间故事中童话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最多的是动物童话。如聪

明的小青蛙、跳蚤和虱子等o

聪明的小青蛙有一只青蛙在水池里吃饱后，跑到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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