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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四川茂县 2018 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展演

活动对羌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卢玉林  曾  丹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九鼎山下阳光灿烂，金秋十月羌山欢颜。2018 年 11 月 8 日农历

十月初一，由四川茂县尔玛文化协会、茂县羌情协会和茂县文广局组织

开展的 2018 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展演在茂县中国古羌城文

化广场隆重举行。数百羌族人民祭天神、喝咂酒、载歌载舞欢度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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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古羌城羌文化广场举行一年一度羌族年“日麦
节”。羌年是羌族的传统节日，于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举行，节
日期间羌族人民祭拜天神、祈祷繁荣，是展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
对自然的尊重，并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1988 年“羌年”
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确定为羌族同胞的法定节日， "
羌年”得到了有效保护。2008 年入选为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组织急需保护的非遗文化遗传名录。 

第一章、祭天（还愿、凯旋而归） 
在释比和长辈们的带领下去祭祀塔祭拜天神，祈祷繁荣、自

然和谐相处，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岁岁吉祥安
康。在羌族习俗中、举行任何祭祀仪式以及大型节庆活动中，羌
族勇士们跳起尔玛哈日，顶天立地的武士们 山火海也不怕，为
民族利益而奋不顾身、英勇奋斗。 

迎着初晨的朝霞，伴着灿烂的阳光，11 月 8 日农历十月初
一上午 9 点，茂县古羌城文化广场人山人海，欢声笑语，随着尔
玛文化协会羊皮鼓舞队进入人们的视野，羌族人民祭祀塔祭拜天
神仪式正式开始，羊皮鼓舞队在领队罗仲伯的带领下，身着古老
羌族鼓队的祭祀黑色特定服装，绕着古羌城文化广场一圈后来到
广场中央，站在领队左右两边的鼓手开始施法号令，吹响牛角，
表示即将要打开古羌城门、祭拜天神。随后古羌王城徐徐打开二
十米高的巨型城门，百米鲜艳的羌红从高耸入云的羌碉城楼顶缓
缓下落，伴随着千名羌族群众的震天笛声、号角和羊皮鼓声，举
行庄严的祭山仪式，诵经祈福，感恩万物，威严神圣的释比盛装
开坛。 

第二章、开坛祈福，喝咂酒 
敬天敬地，敬太阳，敬月亮，敬山神、树神、水神、路神、

敬寨神，感恩天神木比塔，风调雨顺、五谷满仓、人畜兴旺。感
恩共产党带来幸福生活，祝羌族同胞节日快乐，纳吉纳禄! 

咂酒是羌族人民饮用 普遍的一种酒，咂酒其味醇香爽口，
是各种场合羌民饮用之佳品。羌民每次饮咂酒都要敬神，咂酒成
为一种连接人与神的中介物。羌族人民以酒敬神，认为神人共饮，
酒里会含有神的力量，人喝完以后就会感到心神俱佳。古羌城门
打开之后，羌族人民开始出城祭拜神灵，保佑羌族同胞节日快乐、
纳吉纳禄!然后开坛祈福，共庆佳节，开坛的咂酒由老人先喝，
是因为羌族认为老人能通神，是离神 近的人，他能消除神力中
的压力，然后再由年轻人喝，吸收神力。羌族称小孩为“鬼娃”，
认为小孩还未成人，介于人鬼之间，阳气不足，不能直接喝敬过
神的咂酒，只有等大人吸收了绝大部分神力后，小孩才能接受余
下的神力。 

第三章、载歌载舞、欢度羌年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都是羌族人民 重要的传统节日—羌年，

这一天也是羌人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的日子。从春种到秋收，
辛苦了一年，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一年一度庆丰收，团团
圆圆过羌年，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跳起欢快的萨朗舞，"春祷、
秋酬”年年风调雨顺、载歌载舞，欢庆羌年，唱起来，跳起来！ 

在中国古羌城文化广场上，羌族儿女穿上节日的盛装，过往
和观看的人们也加入其中，跳起欢快的萨朗舞，喝起甘醇的咂酒，
向人们献上纳吉纳禄的羌红。其后，羌族人民还在古羌城萨朗广
场上聚集举行一场了 具羌族传统饮食文化特色的羌年坝坝宴，

羌族姑娘小伙唱起了欢快的祝酒歌，在庆祝羌年之余，也再现了
羌族宴席礼乐文化、礼仪文化和掌盘文化。 

羌族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民族族姓记入甲骨文的民族，被誉为
中华民族演进史上的“活化石”。历史文化上所说的“炎黄子孙”，
其中的“炎”就指炎帝，是羌民族的先祖。羌族信奉自然神，尤
以白石崇拜为甚，他们喝的是咂酒，跳的是萨朗，擂的是羊皮鼓，
挂的是羌红，主要的节会是羌历新年、瓦尔俄足和转山会，重大
节会要跳羊皮鼓舞，举行开坛仪式主持人必须是释比。羌族人民
能歌善舞，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 

除炎帝以外，我国 有名的治水先祖大禹也是羌族。全国的
羌族人口约 30 万人，其中茂县是 大的羌族聚居区，羌族人口
占全国的 30%以上，承担着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的重要历史使
命，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功在当代，传承历史文明惠及子孙后代。 

 
注释： 
[1]罗仲伯.四川省茂县人，省级羊皮鼓传承人。 
[2]萨朗.是中国羌族独有的代表性文化，已列入四川省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萨朗，原为羌语北方言词汇，
意为“唱起来、跳起来”，是当地羌族人民娱己娱神的
重要手段。萨朗后引申为所有歌舞，并扩大词义为羌族
歌舞的统称。 

[3]茂县尔玛文化协会.在主管部门关心支持下，做强、做大、
做好保护、发展、研究尔码文化的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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