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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直认为，三江源地区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亚洲来说，都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源头性与神圣性。
黄河、长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发源于此，而后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贯穿了整个中国和东南亚，滋润
着广阔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三江源地区的自然生态直接关乎到整个中国人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的生存环境，所以我们把三江源地
区称为“中华水塔”、“亚洲水源”。
顾名思义，也就知道三江源地区生态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了。
如果说这已是很多人的共识了的话，而人们对三江源在中国文化上的源头性和神圣性就至今还没有清
醒的认识。
    昆仑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昆仑山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从千百年来“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习惯性表述，我们就能明白神话昆仑山或者说文化昆仑山在中
华民族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而这座东方的奥林匹斯山究竟身在何处?千万年来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
史故事和传说。
但不论如何探寻，“河出昆仑”则是人们无可回避的地理方位。
我们的祖先们一致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只有溯河而上，才能找到昆仑山，从而也就找到中华文
化的根。
所以我曾经说过，“河源”是昆仑山所在的标志性地理表征。
黄河的发源地在三江源地区，这里当然是神话昆仑山的所在地。
也许有人会马上质疑，看看地图啊，昆仑山不在三江源!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实地理的昆仑山不等同于
神话传说或者说文化的昆仑山。
现在地图上的昆仑山是西方地理学特别是地图学传人中国，绘制地图的需要根据历史传说命名的，而
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则是千万年前人们对西部神山的一种神圣叙述。
从历史文化的长河和逻辑关系讲，黄河发源于何处，昆仑山就应该在何处。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江源地区正是神话昆仑山的所在地，对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源头性与神圣性
。
    正是具有这样的源头性与神圣性的高原上，千百年来生活着勤劳善良的藏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而
神圣神秘神奇的民族文化。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少年来对三江源民族文化尤其是对民俗文化的研究介绍不仅数量偏少，而
且能够从文化层面科学阐述的更少。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缺憾感中，我有幸先睹为快，读到了尼玛江才的这本民俗文化学著述《风马界》，
有一种神境突开、荡庸清心的感觉。
他把自然生态与民俗生态融合在一起，用文学化的语言和学术化的视角来挥洒自如而科学深入地描写
和解读三江源的民俗文化，语言行云流水，理论深入浅出，精彩之论随处可见，让我们倍感亲切地感
受到藏族民俗文化的内涵。
    我想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惊讶于作者对三江源民俗文化的如此谙熟与精确把握，其实这首先因
为作者是土生土长的三江源藏人，从小就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习得者和体验者，更是一位家乡民族文
化的传承者与守望者。
作者先后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期间我曾试图把他留到西宁从事民俗学专业的教学研究，但是他深深感恩和挚爱着祖辈留下来的这一
文化传统，从心底里敬重养育了自己的故乡和父母的文化，并且立志要传承和研究父辈们的民俗文化
传统，所以舍弃繁华利禄而返回自己的文化怀抱。
与之相比，很多人出身于草根家庭，被贫民母亲的乳汁养育成人，但后来仅仅是因为接受了一点学校
教育或精英感染，便自觉不自觉地转而鄙视自己父母的文化传统，对民间文化显出一副瞧不起的嘴脸
，而对贵族高雅文化则一味地崇尚取媚。
我不反对这些人的言行，因为我可以兼容每个人的发展志向和价值取向，但是我更欣赏尼玛江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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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为返回民俗土壤、守望文化传统是很难的，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更难以做到的“大雅”。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民俗文化守望者，所以才能真正用一种准确科学而不是猎奇奢靡、激情饱满而不是
矫揉造作的文笔，清新而科学地展现出三江源的民俗文化来，这才是真正的民俗学的“大雅”。
    当然，民俗文化的描述展示无疑是这些年来的一个热门，但大多仅仅是表象描写，尤其是对边疆少
数民族风俗的表述，往往是游记式漫述，或者是东抄西拼式汇录，甚至是猎奇猎艳，缺乏学理的理解
和诠释。
显然，这本书有别于一些带有主观色彩的游记，充满了学理性的思考与解读，对三江源民俗文化的内
涵发掘上颇显功力。
比如作者分别从土、水、火三个方面来梳理和解读三江源藏族民俗文化，就显得比一般性的民俗分类
更具有质性和个性，也符合该地域的民俗文化实际。
而在具体的解读中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是科班出身的学者，能够自觉地而且自如地从民俗文化的学科原理对民俗文化事象
做出深入系统的解释，尤其关注了对青藏高原与乡土民间关系的理解和剖析。
记得那是上世纪90年代前叶，我还在担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时，为学生策划建立了两个学生社
团，一个是天风文学社(至今还在延续)，一个是民俗学社，搞创作、写文章、办报纸、编期刊，以实
实在在的实践活动来培养青年学子。
尼玛江才就是两个社团的骨干之一，写了不少介绍藏族民俗文化的稿件，发表在民俗学社编印的《风
土》报纸上，这也是他进入民俗研究领域的第一步。
随着毕业两年后我推荐他报考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至今，他在民俗学专业方面已
逐渐显示出了良好的素养，这为他后来从事三江源民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专业训练和长期的学术积累，所以才能对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有清晰的梳理把握，
也才能阐发出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并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上予以坐标式定位和解读。
只要是真正的专业人员，就能从这本书的细微处感受到作者精深的专业修养和科学的诠释品质。
这也是一般介绍民俗文化的著作中不易看到的，这可能也是这本书与一般评介民族民俗书籍的根本区
别。
    此书对民俗文化描述与解读的生动活性，还得益于作者多方面的天赋才气。
尼玛江才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中青年学者，他身上往往显示出强烈的生活激情和多方面的艺术创
造力。
记得当年在师大读书时，他不仅是一个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还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学青年
，诗歌散文都是他的强项，不断有新作发表于《诗刊》、《青海日报》、《青海湖》、《天风》等报
刊上，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就出版了个人诗集《红袈裟》。
他还是民俗文化摄影者，不仅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而且以一个藏族研究生的身份，连续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巡回展出并进行文化讲解，《新京报》、《中国民
族报》等多家媒体曾报道过。
后来他还曾出版过题为《天上来风》、《三十个藏文字母的故事》等民俗画册，创建了《中国藏族民
俗网》，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人与生物圈》杂志中先后发表了近十篇关于藏族民俗与生态
的文章。
当然，他还是藏族民俗文物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于玉树民师任教期间，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先后收集
和整理了600多件民俗文物，建立了学校的民俗展厅，用于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他也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山东烟台、四川九寨等地做过多次藏族民俗讲座。
在玉树强烈地震之后，他更是以极大的民族责任感投身于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之中，并以专家的身
份受邀参与到了玉树十大标志性建筑的技术组，任民俗文化审核成员。
从以上简单的列举，我们的读者不难领略到作者的生活悟性和进取精神。
我想也正是具有这样的悟性和才情，他才不仅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父辈们留下来的文化，而且能
以不俗的表达方式深刻而生动地再现这些文化传统和文化意义。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以学术性思考和散文式书写相结合的“写文化”的书，字里行间显示出了作者
多方面的可贵才情和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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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强写作与观察的独特风格，书中尽量不采用摄影照片，而是配合具体内容绘
制了唐卡技法的插图，显示出作者独到的审美情趣。
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与质性表达，更容易使人们正确了解和认知神圣神秘的三江源民俗文化和源
远流长的昆仑文化。
与许许多多游记式描写藏区风情的散文作品和艰塞晦涩的掉书袋式理论著作相比，这本书显得流韵酣
畅而内涵深邃，值得品读而且引人思考。
唯其如此，这本书才与三江源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者雅而不俗的多才多艺相匹配。
这也是我推崇这本书的根本原因。
同时，我和作者交往将近20年，他也是我最得意的几个藏族学生之一。
尤其是，我们都是民俗文化的由衷鼓吹者和研究弘扬者，学术思路还出奇地相同或非常相近，可谓亦
师亦友。
当他提出为他的著作写篇序的时候，我便毫不含糊地就答应了，这是因为情理难辞啊!不仅如此，我还
要衷心祝愿作者在民俗文化学的道路上奉献出更多更大的成果来，也衷心祝愿博大精深的藏民族民俗
文化传统灿烂永恒!    2012年11月3日于香港弥敦道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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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玛江才，男，藏族，1974年出生，青海玉树人，儿时在乡下祖母身边生活，耳濡目染许多藏族民间
文化，小学至中专在玉树就学，后来先后受教于青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民俗
专业，期间深入田野多年，发表文章数篇，现任职于玉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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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 来自土地的灵感 高天厚土 山 神 古老的供奉 大地的经卷 石崖的记忆 灵石的福泽 土房石屋 遥远的
器语 天阔云低的水语 沧海的回声 水 灵 水中珠光 父骨母血 河岸人间 心识之水 世代相传的火光 燎原之
火 烟火之祭 焰火之门 牧村之炊 新年旺火 尾声 风中江河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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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心识之水 除了让雪域人神共同畅饮的饮用水之外，还有一种用以净化俗世身心的
水——净水。
在人们的心识中，净水能孕育一切希望，也能洗去一切不幸。
 至上世纪60年代，江河源头的很多村庄还盛行着藏历新年洒水祝福的风俗。
大年初一这一天，称多县称文乡的村民守在自家院门口，一见到路人就会热情地跑过去祝福洒水。
据说起初是用柏枝蘸水点洒到行人头上，后来随着年轻人朝气蓬勃的顽劣，竞演变为泼水，甚至发展
到抬人入溪的嬉乐。
事实上，当地人已经普遍认可了年节氛围里这种依然带有净化与祝福的娱乐形式，只是据说吓坏了当
时一位首次前往邻村拜年的汉族青年干部。
他竟以为遭到村人袭击，在被大伙放进溪水之后惊恐地爬起身，跌跌撞撞地逃回单位，带了一队武装
人员兴师问罪。
当大家得知是当地的年节风俗后，所有人又笑逐颜开地奚落着那位抓耳挠腮的青年干部。
 笔者曾在拉萨也了解过这种习俗，据说，在上个世纪初，这种戏水方式在拉萨还很普遍，藏语称为：
“曲则”，即戏水。
游戏内容大致是青壮年男女以及一些孩童在街上相互泼水。
但那是在祈雨仪式之后的特定时间里，因此，应该属于一种祈雨巫术行为的遗痕。
这与称多县称文乡在藏历新年的泼水习俗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尚待深入了解。
 但较为明确的是，用柏枝蘸水点洒，应该是驱邪净身、祝祷吉祥的巫术行为。
较为典型的是发展到苯教和佛教祈福加持仪式中的“甘露水”。
 据佛经所云，若取水一杯，以“甘露水真言”加持七遍，然后将水泼洒于空中，则每一滴泼洒出去的
水，因“甘露水真言”的加持力，都将变成十斛的甘露，能令一切饿鬼吃食饱满，无有乏少，能够消
除恶鬼众生的热恼。
而观音陀罗尼经云： “诵此咒者，所有过去现在四重五逆，谤方等经一阐提罪，悉皆消灭无有遗余。
身心轻利智慧明达，若身若语悉能利乐一切众生。
若有众生广造一切无间等罪，若得遇此持咒人影暂映其身，忽得共语或闻语声，彼人罪障悉皆消灭”
。
这就是说，念颂“甘露水真言”的人曾犯下再大的罪孽也可以消除，而如果有人经常念颂“甘露水真
言”，其影、其声都可以帮助别人消除恶道障。
 佛教仪轨中用点洒甘露水的形式来消除恶障的行为，或许是由水的净洗作用所发展出来的象征意向。
佛门中认为，妙法能洗去烦恼的尘垢，因此常常以水为比喻。
如《无量义经》中说：“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其法水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恼垢。
”《金光明经》中也说：“夏火炽然，惟愿世尊，赐我慈悲清凉法水，以灭是火。
” 《圣无动经》曰：“以智慧火烧诸障碍，亦以法水澍诸尘垢。
” 《智度论》五曰： “诸菩萨如云，能雨法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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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事藏族民俗文化调研已经十多年了，而接触藏族民俗文化则是从出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并在其摇
篮与陶冶中发育，在其模塑与规范中成长。
不只是笔者，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孩子都是在民俗的滋润与洗涤中成长为高原特色的生命形态。
民俗就像一张巨大的水网，养育、呵护并调控着青藏高原的人类文化，使我们在与大自然复杂矛盾的
互动中掌握生存的策略、提炼智慧的思想。
    面对读图时代，以书本与电子信息为媒体来介绍文化的产物已是汗牛充栋、恒河沙数，但从自然环
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角度来介绍藏族民俗，尤其是三江源地区藏族民俗的笔墨却不是很多。
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地理环境下的笔者来说，长期从事民俗调研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人情风俗
、政教沿革”，也不是为了迎合所谓旅游市场的开发和文化遗产的炫耀。
笔者更关注江河源头民俗文化面对自然的态度，关注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事实上，在藏族民俗文化里，民俗理性和非理性的表现一直都围绕着对环境适应性的生存努力，在这
个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都是高原生态的印记。
    当然，以辨史的方法来全面阐释民俗风貌和特征，也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尤其当涉及到自然、历
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时，是需要大量资料和深厚学识
的。
加之江河源头的玉树位于藏区腹地，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断深受周边藏地的文化影响，并随着生产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民俗变异呈加剧形势，众多民俗事象也在地缘、业缘和血缘的关系流变中不断
解构和建构，如果不结合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经济特征等各方面的因素来阐述江河源的民俗现象，
就又会进人“神秘”、“淳朴”、“豪放”、“原生态”等陈词滥调为盖棺定论的文化盗猎场。
事实上，这也是笔者长期艰难寻找的出路，却终究因认识和水平的限制未曾真正得到解脱。
    但丑媳妇终归是要见公婆的，这么多年来，江河源民俗文化所赋予笔者的感受终归是要与人共享的
，于是就有了将故乡的民俗点滴从笔者的视角呈现给读者的冲动。
初写阶段，设想了种种分析和阐述这本拙作的后记，但当定稿之后，却不想做赘述了。
由于规划了今后续写或说扩展各个主题内容，因此，这本拙作算是一个大致的梗概、一个粗线的勾勒
，至于画眉深浅如何，高原之灵知晓。
    笔者要感谢这片高天厚土，因为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让笔者看到了许多苍莽雄浑的风景，才让
自己清晰地知道，即使站在山顶，也永远只是自然的侏儒。
笔者也必须感谢在这条坎途上一路指引、一路帮助、一路扶持的那些民间手臂和心灵，是他们，带我
走进了山岭的深处，遇到了先民的祝福。
尤其要感恩的是带笔者走上民俗学之路的赵宗福先生，从上大学到今天，先生始终如一地教诲和牵挂
着笔者所走的每一步，而先生不染俗流的学品风骨则是学生一生学习的楷模。
在此，特别感谢先生为书所作的序。
笔者还要感激导师邢莉，感激她传授的理论、教导的实践，也感激那颗宽容之心、体贴之心，她那诲
人不倦的师长风范今犹在心。
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的日子是我毕生难忘的时光。
    除此之外，笔者的同学和好友也给了许多深刻的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要感谢北京世纪慈善基金会，他们不仅为笔者捐助了一笔民俗调研经费，而且长期为玉树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贡献。
    由于这本拙作是试图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所以初次尝试了以情描景、以理叙事的写文化形式，
就像高原民俗的生成与发展一样，从来没有彻底理性化，而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中前行的。
其效果如何，自待读者评论了。
    学识如此有限，粗陋难免，这终究还是需要大方的批评指正!    笔者    2012年冬于结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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