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禳灾文化记忆
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

———基于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

李　 军

　 　 [摘要]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集体记忆与防灾减灾

的经验总结ꎬ是负责任乡村旅游的内部资源与旅游者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ꎮ 在新冠状肺炎

疫情影响下ꎬ人类需要重新审视禳灾文化记忆ꎬ它贯通了禳灾、抗灾和救灾的集体记忆ꎬ禳
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ꎬ需要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ꎮ 作为一种

特殊的文化现象ꎬ禳灾仪式具有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和价值转化功能ꎬ禳灾文化

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ꎬ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博弈与和解ꎬ建构了神圣与世俗

之间的桥梁ꎮ 文章基于“鱼通官寨”、“龙哇寨”、“蟹螺堡子”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ꎬ研究认

为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与乡村旅游结合有着传统文化根基和后现代精神纽带ꎬ禳灾文化

记忆的价值重构还需深挖民族村寨内部资源ꎬ激活禳灾仪式的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

能ꎬ强化禳灾文化记忆中旅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产业的价值转化ꎮ 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

旅游中的价值重构ꎬ有一个主客互动、文旅融合的过程ꎮ 不仅要调节与平衡禳灾文化记忆

旅游开发中的权力 － 利益关系ꎬ也要适应所处传统村落聚落形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ꎬ促进

主体与客体、文化空间与历史时间的互动与融合ꎮ
[关键词]禳灾文化记忆ꎻ场域ꎻ乡村旅游ꎻ文旅融合ꎻ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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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乡村旅游ꎮ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新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给全球旅游业带来巨

大冲击ꎬ旅游业的脆弱性表露无遗ꎮ 脆弱性是

一个系统面对灾害时的总体特征ꎬ旅游业的脆

弱性ꎬ包含了灾害发生后系统对抗反应与恢复

的能力的双重内涵ꎬ我们不能片面、消极地理解

旅游业的脆弱性ꎬ而应积极推进灾后旅游业的

恢复ꎮ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ꎬ就是一种灾害

的对抗反应ꎬ通过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形式ꎬ表达

对生命自然的尊重与敬畏ꎬ通过相关民俗文化

活动ꎬ如煨桑、药浴、转山、开耕、赛牛活动等ꎬ传
递灾害防治与生产恢复的经验ꎮ 禳灾文化记忆

作为一种“文化遗留”ꎬ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博弈ꎬ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

区ꎬ“生命的文化ꎬ根源于那不可把握的本源中ꎬ
人们把自然灾害看作神灵的惩戒ꎬ通过一种敬

仰(Ｖｅｒｅｈｒｕｎｇ)ꎬ克服内心的畏惧ꎮ” [１] 禳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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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回归之旅、治愈之旅的重要资源ꎬ尤其在

新冠状病毒疫情之后ꎬ行业复苏仍然面临很大

挑战ꎬ激活乡村旅游的治愈和重塑功能ꎬ不仅有

利于旅游业的整体恢复ꎬ也反映了乡村旅游者

的精神需求ꎮ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内涵丰富ꎬ体现了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ꎬ在强调后现代精神回归的

乡村旅游中ꎬ形成了一个个奇情异致的文化秘

境ꎮ 民间的年节、上祀、端午、重阳、下元等节

日ꎬ都是禳灾文化记忆特定的时间ꎬ烧火龙、踏
春、赛龙舟、登高、游赏等禳灾文化场域体现了

“地方性”和“本土化”的特点ꎬ民族地区十里不

同风、百里不同俗ꎬ在禳灾文化记忆中表现尤其

突出ꎮ 文中列举的三个藏寨分属不同支系ꎬ费
孝通先生把康定鱼通官寨藏民归属于贵琼藏

族ꎬ在“菩萨山”举行的羊年会是十二年一次特

有的禳灾文化记忆ꎻ若尔盖县的爪哇藏寨归属

于嘉绒藏族ꎬ在“阿尼舟坚扎嘎神山”举行的度炯

节相当于汉族的端午节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禳灾

文化记忆ꎻ石棉县的蟹螺堡子是尔苏藏族在迁徙

中融合木雅藏族形成的“文化孤岛”ꎬ还山鸡节在

“鸡菩萨杠杠”的禳灾文化记忆ꎬ包涵了尔苏藏族

的祖先记忆ꎮ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民族村寨禳灾文

化记忆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ꎬ有待于生

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ꎮ
一、禳灾文化记忆的民族场域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时间特定民

族场域、集体记忆抽象化的稳定意象ꎮ 禳灾文

化传统由来已久ꎬ包含了禳灾仪式、抗灾和救灾

行为等内容ꎬ禳灾仪式体验、治愈、重塑、价值转

化功能ꎬ诠释了禳灾文化记忆的神圣性ꎬ禳灾文

化记忆中“游”的情景ꎬ表现了价值重构的可能

性ꎮ
(一) 禳灾文化传统

禳是一种古代祭祀ꎬ«说文解字»:“除疠殃

也ꎮ 从示襄声ꎮ” 禳灾又作 “攘灾”ꎬ «周礼注

疏»:“却变异曰禳ꎮ 禳ꎬ攘也ꎮ” “攘”是一种动

作和行为ꎬ“攘灾”包含了预防、控制灾害ꎬ民间

救灾、灾后恢复的内容ꎮ 中华民族多难兴邦ꎬ逐
渐形成了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禳灾”仪
式到“攘灾”行动的禳灾文化传统ꎬ建构了制度

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有机联系的禳灾文

化体系ꎮ “禳灾制度的建立ꎬ并不只是古代人们

消极对待灾害的方式ꎬ还深刻体现了统治者的

理性ꎮ” [２]历朝历代的禳灾制度ꎬ从来都是建立

在物质基础之上的ꎬ物力与人力的合理调配ꎬ理
性与感性的积极互动ꎬ是战胜灾难的必要前提

和基本保障ꎮ 禳灾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仪

式ꎬ是祭慰天道人心、重拾希望与信念的重要手

段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民间性模式” ( ｆｏｌｋｍｏｄ￣

ｅｌ)ꎬ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ꎬ约定成俗ꎬ代代相

传ꎮ “在藏区民间ꎬ如果某地区发生疫情ꎬ人们

首先会在附近焚烧柏香ꎬ在疫区洒木料灰ꎬ人人

佩戴藏药香囊ꎮ” [３] 煨桑习俗不仅仅是祈祷神

灵ꎬ柏枝烟熏可以有效预防传染性疾病ꎮ 如果

藏民感染疫病ꎬ也会在自家门前挂一束柏枝ꎬ闭
门谢客ꎬ自我隔离ꎬ客人也能心领神会ꎮ 禳灾宗

教仪式往往和藏医药防治联系起来ꎬ仪式之后

藏民自觉领取预防的药丸ꎬ感染者接受药浴和

藏医药治疗ꎮ 康巴藏族民间组织“吉都”ꎬ是苦

乐与共的互助组织ꎬ一般由 １０ － ２０ 户组成ꎬ每
有灾害ꎬ“吉都”的自救功能激活ꎬ受灾村民往往

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ꎬ灾后恢复也能发挥积极

的作用ꎮ
民间禳灾文化传统构建了神圣与世俗之间

的桥梁ꎮ 神圣的禳灾仪式之后ꎬ是“集体欢腾”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ｒｖｅｓｃｅｎｃｅ)ꎬ丰富多彩的体育竞

技、民俗活动ꎬ充满生机活力ꎮ “民族地区有一

种影响深远的禳灾活动———傩礼ꎮ 傩之风俗ꎬ
又称‘傩禳’、‘傩逐’、‘傩拔’ꎮ 其基本功能是

迎神以驱逐疫鬼ꎬ消灾解祸ꎮ” [４] 如嘉绒藏族的

斯格仁真、白马藏族的跳曹盖等ꎬ特定文化场域

的傩礼演化为集体欢腾的节庆ꎮ “藏族戏剧艺

术也穿插了祈神驱邪、祝福迎祥的内容ꎬ川西藏

区的木雅戏、嘉绒戏ꎬ在表演形式上属于傩艺术

和世俗艺术并重的形态ꎮ” [５] 藏族的舞蹈艺术ꎬ
如流传最广的果卓(锅庄)、寺庙常见的羌姆、黑
水河流域的卡斯达温等ꎬ都能看出禳灾文化的

影响ꎮ
(二)禳灾仪式功能

禳灾仪式充满神秘色彩ꎬ受到人类学家的

关注ꎬ“从宗教仪式研究逐渐扩展到人类社会世

俗化生活ꎬ体现了仪式对于社会的独特整合价

值ꎮ” [６]作为人类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ꎬ禳灾仪

式不再拘囿于神坛ꎬ它的多元功能ꎬ越来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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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社会的重视ꎮ
体验功能突出了认识的主观性ꎮ 禳灾仪式

用原始的图腾ꎬ象征的符号ꎬ肢体的语言ꎬ消解

了参与者知识预设ꎬ突破了民族语言障碍ꎬ将自

然属性的人ꎬ直面浩瀚宇宙的生命本源ꎬ又返回

世俗世界ꎬ追问自己的内心ꎬ思考短暂生命的价

值ꎮ 人类学家戈夫曼认为ꎬ“仪式的互动秩序之

所以是神圣的ꎬ是因为它创造并维持着社会性

自我ꎮ” [７]而“世俗化世界里的个人具有神圣性ꎬ
是通过象征性的行为进行展演并得到确证

的ꎮ” [８]禳灾仪式的情景式体验ꎬ体现了民族文

化的真实性和参与者的主体性ꎬ更容易触发参

与者对灾害的深层次反思ꎬ起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作用ꎮ
治愈功能主要表现为心灵治愈ꎮ “在人类

生活中的一些不可意料的事情上ꎬ比如生病、危
险、生活变化等ꎬ仪式可以起到心理上舒缓、化
解、转移等作用ꎮ” [９] 禳灾仪式能带给人感同身

受的精神慰藉ꎬ能去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和焦虑

情绪ꎬ能在抗灾及灾后恢复过程中起到安抚民

心的作用ꎮ 民族村寨的禳灾仪式ꎬ与其说是居

安思危的一次排练ꎬ不如说是一场人与自然和

解的对话ꎮ 通过自然信仰和神圣仪式ꎬ诠释自

然的法则和生命的真谛ꎬ抚慰历经劫难的伤痛ꎬ
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ꎮ

重塑功能类似于凤凰涅槃的自我超越ꎮ 在

生与死的对抗之中ꎬ禳灾仪式体现了特定文化

场域生命的张力ꎬ展现了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

力量ꎮ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ꎬ“仪式对

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稳定以及道德形象的形塑

和维持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独特作用ꎮ” [１０]

禳灾仪式在藏区有着广泛的认同ꎬ日常生活中

藏民也会邀请僧人到家里念经禳灾ꎬ禳灾仪式

强化了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ꎬ消除了生产生活

中藏民心理上的种种障碍和顾忌ꎬ寄托了藏民

重头再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价值转化功能通过仪式互动实现ꎮ 禳灾仪

式是人类面对危机的一种精神反射ꎬ不难追踪

从世俗到神圣再到世俗的转化轨迹ꎮ 符号人类

学家维克多特纳把仪式看作人际交流和展现

文化变迁的“社会剧”ꎬ“仪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

中的一种‘转化器’ꎬ将世俗的日常生活转变到

一种全新的或者更高层次的关联之中ꎬ使得原

本日常的事物由此得以改变ꎮ” [１１] 民族村寨禳

灾仪式具有价值转化的功能ꎬ禳灾或娱神的民

族舞蹈可以转化为地标性非物质文化遗产ꎬ自
然信仰可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的

乡规民约ꎮ 禳灾仪式的价值转化增强了民族文

化艺术的魅力ꎬ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的观念和

习惯ꎬ随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ꎬ禳灾仪式的互

动带来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ꎬ价值转化

推动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ꎮ
(三)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

禳灾文化记忆有应激、被动的记忆ꎬ也有温

情、主动的记忆ꎬ民间禳灾文化记忆更多表现为

温情、主动的记忆ꎬ古往今来禳灾记忆与游赏习

俗紧密结合在一起ꎮ 古代上巳日的禳灾文化记

忆ꎬ称作“拔契”ꎬ唐张志和«上巳日忆江南禊事»
诗:“黄河西绕郡城流ꎬ上巳应无拔禊游”ꎬ就把

禳灾文化记忆与“游”联系在一起ꎮ 端午送瘟禳

灾ꎬ也有游观龙舟竞流的习俗ꎬ宋程师孟«端午

出游»诗:“千骑临流搴翠帷ꎬ万人拥道出重城”ꎬ
描绘了端午出游的盛况ꎮ 此外ꎬ还有中元节祭

水放灯ꎬ中秋节游湖赏月、重阳节登高赏菊、下
元节拜山访道等传统习俗ꎬ“游赏民俗为乡村增

添了色彩ꎬ 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ꎮ” [１２]但是ꎬ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还不

能成其为现代意义上的旅游ꎬ而只是文化旅游

有机的组成部分ꎮ
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精神文化蕴涵ꎬ与

现代旅游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一致性ꎮ 龚鹏程

认为ꎬ“‘游’本字为‘斿’ꎬ本来就和宗教有关ꎬ
人之游是对神之游的模拟” [１３]ꎬ旅游可以贯通

于世俗生活层面和生命意义层面ꎬ具有超越解

脱之义ꎮ 禳灾文化记忆中的“游”本质上还是身

体上和精神上祛病禳灾的行为ꎬ“游”的行为与

娱乐、观赏、获取经验的行为结合ꎬ派生出游乐、
游观(赏)、游历的文化语义ꎮ 民间禳灾文化记

忆中“游”的特定时间ꎬ通常与节日联系在一起ꎬ
这是因为“节日活动是一种群体行为ꎬ包含着某

一群体的意志和价值观ꎬ体现了某一群体的思

维方式和生活习惯ꎬ是人类经过长期积淀的一

种高级的精神文化现象ꎮ” [１４] 从社会人类学的

角度ꎬ“现代旅游表达了人的一种精神追求ꎬ或
者说旅游是一种‘现代的仪式’ꎬ在现代生活中

体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行为ꎬ这种行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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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社交活动、仪式、习俗、观点活动等ꎮ” [１５] 禳

灾文化记忆满足了旅游者的仪式感ꎬ进而产生

深层次的文化互动ꎮ
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上讲ꎬ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ꎬ旅游的“现代仪式”成为生活常态被忽

视简化ꎬ由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ꎬ油然而

生旅游的仪式感ꎬ实际上是还原仪式的一种精

神共鸣ꎮ 在藏族习俗中ꎬ“游”并不是简单的娱

乐休闲ꎬ而是一种朝圣的精神历程ꎬ藏民在传统

禳灾仪式之后“转山转湖”ꎬ实际上是“游” 的

“现代仪式”转换ꎬ人们手持转经筒ꎬ游走在雪山

圣湖之间ꎬ饿了就和雪吞一口干冷的糌粑ꎬ困了

就钻进牦牛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ꎬ一切美景似

乎与“游”的行为绝缘ꎮ 相比之下ꎬ禳灾文化记

忆中的集体欢腾ꎬ更接近于乡村旅游节庆文化

场景ꎮ “这种‘竞技式的总体呈现’ꎬ体现了节日

和庆典‘缝合’社会的‘物之力’ꎮ” [１６] 民族村寨

禳灾文化记忆ꎬ以音乐、舞蹈、体育竞技等多种

形式ꎬ宣泄了灾难带给人的苦闷ꎬ将禳灾节庆活

动推向高潮ꎮ 对于乡村旅游者来说ꎬ这种异文

化的体验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ꎮ
二、乡村旅游中的禳灾记忆

乡村旅游是自由的、开放式的旅游ꎬ成为工

作生活在密集、封闭空间的城市人的最大向往ꎮ
乡村旅游需要仪式感ꎬ人民群众需要精神治愈

之旅ꎬ深挖禳灾文化记忆ꎬ丰富民族地区乡村旅

游的内涵ꎬ成为疫后旅游业恢复的一条新路径ꎮ
(一) 鱼通寨的羊年会

鱼通寨是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历史悠久的土

司官寨ꎬ也是东西部扶贫协作乡村旅游扶贫重

点村寨ꎬ在旅游配套设施相继完善之后ꎬ乡村旅

游的目标吸引物是什么? 是当前鱼通官寨亟需

破解的难题ꎮ “康定土司作为文化上的他者ꎬ在
物质空间上可以无限趋近汉人的世界ꎬ文化差

异本身就是维持社会距离的天然屏障ꎮ” [１７] 现

实生活中ꎬ作为物质空间的土司宅第已然无存ꎬ
十二年一次的羊年会ꎬ成为异文化体验的重要

内容ꎮ 羊年会祭祀山神ꎬ与“两村夹一沟”的山

地环境分不开ꎬ从前的鱼通土司通过山神体系

与土地制度ꎬ确定了自己的权力关系ꎮ 在鱼通

村寨意识中ꎬ羊年会的主题是“敬天”ꎬ射箭会的

主题则是“礼地”ꎮ “鱼通自然灾害较多ꎬ尤其是

风灾、旱灾ꎬ人们便通过举办羊年会、射箭会的

方式祈福禳灾ꎮ” [１８] 以羊年会为代表的禳灾文

化记忆是一个有机整体ꎬ村寨意识实际上是集

体记忆的主体辨识ꎮ
禳灾仪式由公嘛主持ꎬ公嘛是民间信仰里

与自然神灵沟通的关键人物ꎬ土司是禳灾仪式

的实际操作者ꎬ祭天的羊头ꎬ要悬挂在土司家灶

房的中柱上ꎮ 羊年会上公嘛ꎬ身着白色长衫ꎬ登
高台“喊天”ꎬ人神沟通之后ꎬ公嘛模仿山神的动

作ꎬ手舞足蹈ꎮ 鱼通地区十里八乡的藏民ꎬ集聚

于高台之下ꎬ虔诚祈祷ꎮ 如果山神归咎于民ꎬ公
嘛的占卜中就会出现不好的征兆ꎬ则需招唤护

法神驱逐灾难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公嘛的护法神

里ꎬ有展贡冲子叫布(即孔子)、乌金仁波切(莲
花生大师)、杰勒热(千手观音)、岭﹒格萨尔(一
位名叫李贵森的汉族乡土神)ꎬ土司官寨的汉藏

文化影响ꎬ由此得到确证ꎮ
射箭会是禳灾仪式之后的狂欢节ꎬ早年的

射箭会ꎬ以活羊为祭品ꎬ由土司或乡贤ꎬ在神树

下主持社稷神的祭祀ꎮ 再把活羊牵到开阔地ꎬ
作为射箭的活靶子ꎬ寨中 １５ 岁以上、６０ 岁以下

的男人ꎬ都可以参加射箭比赛ꎬ优胜者还能得到

土司的嘉奖ꎮ 到了傍晚ꎬ人们支起灶台ꎬ点燃火

把ꎬ一起分享鲜美的羊肉ꎬ男女老少围着火堆跳

起欢快的锅庄ꎮ 酒足饭饱之后ꎬ是举火把转山

活动ꎬ长长的火龙蜿蜒在高山峡谷之间ꎬ喊山的

声音此起彼伏ꎬ相传此法也能驱除邪魅ꎮ 土司

官寨的射箭会ꎬ有着防御寨堡的特殊的意义ꎬ
１９５１ 年ꎬ鱼通官寨最后一个土司甲安仁困死在

菩萨山ꎬ“山神所象征的权利和村落间的秩序在

信仰与现实世界中全面隐去ꎬ也意味着历史上

可以包容和处理多种文明和权力关系的地区ꎬ
开始进入一种焦灼和摇摆状态之中ꎮ” [１９] 羊年

会的传统习俗逐渐淡出鱼通官寨的生活ꎬ乡村

旅游开发还需盘活闲置资源ꎬ发掘羊年会的文

化内涵ꎬ推进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

值重构ꎮ
(二) 龙哇寨的度炯节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求吉乡龙哇寨的度炯

节ꎬ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藏语“度炯”ꎬ意为

“驱毒避害ꎬ祈福保健”ꎮ 龙哇寨位于海拔超过

４０００ 米高寒草甸深处ꎬ时常面对冰雹、瘟疫的灾

难ꎬ度炯节将宗教仪式和传统藏医药有机结合ꎬ
成为龙哇寨先民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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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 阿尼舟坚扎嘎神山是龙哇寨民世代守护的

信仰地ꎬ也是生产资料及藏医药草的采集地ꎮ
龙哇寨藏民举办度炯节ꎬ满怀对自然的感恩之

心ꎬ体现了战胜瘟疫、自我救赎的乐观主义精

神ꎮ 地方政府引导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ꎬ２０１９ 年ꎬ海内外慕名参加度炯节的

游客人数已经超过 ５０００ 人ꎬ创造节庆收入

２００００ 余元ꎮ
龙哇寨度炯节在村长或寨老的组织下进

行ꎬ准备工作通常提前一至两天ꎮ 上山采药的

工作ꎬ落在了健康小伙子的身上ꎬ他们要赶在太

阳出山之前ꎬ采集 ２８ 种带露珠的草药ꎬ经过清

洗、切割后ꎬ按照传统藏医配方熬制汤药ꎮ 点火

仪式由僧人主持ꎬ僧人在熬制过程中念诵度炯

经文ꎮ 晨光中ꎬ龙哇寨烟熏袅袅ꎬ转经念经声声

入耳ꎮ 家家户户门前煨桑ꎬ是为了祈福ꎻ室内呢

桑ꎬ是为了洁净消毒ꎻ朗洒朗吉ꎬ是为了礼敬天

地ꎮ 在传统观念中ꎬ龙哇寨民无论离家多远ꎬ都
要赶回来参加度炯仪式ꎬ心之所系还是自己的

家乡ꎮ
藏历五月初五ꎬ是龙哇寨最热闹的日子ꎬ全

村身着民族盛装ꎬ祭祀阿尼舟坚扎嘎神山ꎬ举行

煨桑转山、风马送瘟、汤药洗礼等仪式活动ꎮ 驱

毒逐邪是禳灾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把象

征天地的白石、黑石ꎬ放在烈火上炙烤ꎬ待其滚

烫之后ꎬ以煮好的汤药浇之ꎬ炙热的水蒸气铺面

而来ꎬ可以起到藏医药熏蒸之功效ꎮ 主持人念

经加持ꎬ以柏枝挥洒汤药ꎬ藏民袒臂受之ꎬ既是

一种祝福ꎬ也是一种药浴之法ꎮ 龙哇寨以糌粑

捏制朵玛、以草木编制风马ꎬ举行的送瘟驱邪活

动ꎬ则是对饱受瘟疫之苦的藏民的一种精神抚

慰ꎮ 当然ꎬ度炯节也有欢快的记忆ꎬ唱情歌、跳
锅庄、射箭、赛马、美酒、美食等ꎬ都是度炯节的

传统活动ꎮ 度炯节的娱乐活动ꎬ是龙哇寨人乐

观精神的真实写照ꎬ吸引了人类学、民族学者的

关注ꎬ被自驾游爱好者视为原生态藏地秘境ꎮ
(三)蟹螺堡子的还山鸡节

雅安市石棉县的蟹螺堡子ꎬ是尔苏藏族人

与木雅藏族人杂居的村寨ꎬ还山鸡节是尔苏藏

族人最隆重的年节ꎮ 还山鸡节源于尔苏人的祖

先信仰ꎬ尔苏史诗有“白色鹏鸟”创世之说ꎬ尔苏

人也用白色公鸡祭祖和祭祀山神ꎬ所祭祀的神

山又被称作“鸡菩萨杠杠”ꎮ还山鸡节中的禳灾

文化记忆ꎬ除了祭祀山神、水神、树神中的禳灾

经文之外ꎬ节庆的最后一天ꎬ村民还要集体跳

“驱魔舞”ꎬ “舞蹈的最后ꎬ突然吼一声 ‘热火

火’ꎬ迅速奔向场外ꎬ将象征着装有恶灵与晦气

的背篓扔下山崖ꎮ” [２０] 目前ꎬ还山鸡节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ꎬ也是蟹螺堡子传统村落旅游

的目标吸引物ꎮ
蟹螺堡子是汉藏民族走廊的一颗明珠ꎬ相

传尔苏人原住邛州西海ꎬ三国时期与蜀国交兵

不敌ꎬ退至石棉的尔苏先民ꎬ以瓦板缚于羊角ꎬ
夜燃瓦板为炬ꎬ驱羊疑兵以退蜀军ꎬ最终定居下

来ꎮ 尔苏人“烧赙子” (烧瓦板)、“祭白石” (祭
“觉”神)的习俗ꎬ实际上是祖先记忆的仪式化ꎮ
还山鸡节在农历八月初九至十二日之间举行ꎬ
通常持续三到五天ꎮ 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家庭为

中心展开ꎬ包括清扫房屋、走亲访友、备圣水、蒸
糯米等ꎬ也有家族集体活动ꎬ如祭树神、祭水神、
洗簸箕、舂糍粑、放山鸡等ꎮ

还山鸡节有着隆重的集体祭祀仪式ꎬ当太

阳从鸡菩萨杠杠升起ꎬ村民从自家神龛上取下

白鸡、糍粑、糌粑等祭品ꎬ摆放在前一天洗净的

簸箕里ꎬ拿到村寨晒坝依次摆好ꎮ 在巫师萨巴

或素尔主持开路仪式之后ꎬ各家男主头顶祭品ꎬ
从洒过鸡血的“火门”上山ꎮ 人群行至“鸡菩萨

杠杠”祭坛处ꎬ由萨巴主持招请“觉”神、山神、树
神、祖宗及亡灵ꎬ虔诚祭祀ꎬ素尔念诵祈福禳灾

经文ꎮ “觉”神不仅是祖先灵牌的守护神ꎬ也是

决胜灾难的战神ꎬ与藏区的白石信仰联系在一

起ꎮ 众人分享祭品后ꎬ萨巴领唱«觉里曼姆»ꎬ村
民高唱觉神赞歌下山ꎬ返回村寨晒坝ꎬ参加传统

赛歌会ꎬ饮“杆杆酒”ꎬ跳锅庄ꎮ 最后是耍坛驱

秽ꎬ几名男子脸抹玉米面ꎬ手持羚羊角、羊皮鼓、
锣等法器ꎬ边唱边跳进入晒坝ꎮ 村民纷纷加入ꎬ
互相抛洒、涂抹玉米面ꎮ 萨巴领着几个背背篓、
舞大斧者也参与进来ꎬ舞到高潮处ꎬ众人齐声吆

喝“热火火”ꎬ背背篓者迅速跑开ꎬ抛弃象征邪秽

的背篓ꎮ 近年来ꎬ随着乡村旅游提质升级ꎬ蟹螺

堡子还山鸡节娱乐活动时间延长ꎬ内容也更加

丰富ꎬ节庆狂欢之余ꎬ游客尚能感悟生命的意

义ꎬ获得生产生活的动力ꎮ
三、禳灾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ꎬ受一

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ꎬ但不能简单地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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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封建落后的文化ꎬ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

禳灾文化记忆ꎬ是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前

提ꎮ 乡村旅游开发还需处理好真实性、整体性、
周期性、主导性、价值性问题ꎮ

(一) 真实性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原则直接关系到乡

村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ꎮ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ꎬ禳灾文化记忆的传承并不排除关键人物

(如巫师)的创造或遗忘ꎬ从文献研究来看ꎬ八、
九十年代记录的禳灾仪式过程ꎬ与现在举行的

禳灾仪式还是有差异的ꎬ抢救性保护与真实性

还原迫在眉睫ꎮ 作为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的内

容ꎬ禳灾文化记忆在开发者眼中具有选择性ꎬ可
能出现迎合旅游消费者的渲染或篡改ꎮ 从乡村

旅游者的角度ꎬ现场的禳灾仪式对于异文化感

知强烈、现实中遭遇挫折的游客ꎬ更容易引起共

鸣ꎬ乡村旅游者对禳灾文化的真实性体验因人

而异ꎮ
(二)整体性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禳灾仪

式与民俗娱乐冰火两重天ꎬ正是禳灾文化记忆

的生命张力所在ꎮ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ꎬ存在轻

仪式重娱乐的现象ꎬ认为禳灾仪式是封建落后

的、民俗娱乐是健康有趣的ꎬ导致禳灾仪式的内

容严重压缩ꎬ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内容进一步

商业化ꎬ注重其表的艺术形式缺乏深层次文化

意义ꎮ 至于庸俗化的表演、碎片化的拼凑ꎬ不仅

是对禳灾文化记忆的亵渎ꎬ更是对旅游消费者

的欺骗ꎮ
(三) 周期性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具有特定时空体系ꎬ“自然灾

害的周期性爆发ꎬ使藏民每到特定时期总会习

惯性举行相关宗教禳灾活动ꎬ并不需要政府的

特别关注ꎮ” [２１] 鱼通官寨的羊年会 １２ 年举办一

次ꎬ龙哇寨的度炯节、蟹螺堡子的还山鸡节 １ 年

举办一次ꎬ都是约定成俗的周期ꎮ 民族地区禳

灾文化活动的周期性ꎬ是乡村旅游开发必须直

面的问题ꎬ游客平时来看什么? 玩什么? 消费

什么? 从一次性猎奇之旅到深层次体验之旅ꎬ
禳灾文化记忆还是装在神灯里的愿望精灵ꎬ需
要突破周期性的瓶颈ꎮ

(四)主导性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体现了民间信仰多元化和娱

乐形式多样性的特点ꎬ在权力与秩序的现实转

换中表现出中心与多元的角逐ꎮ 不同的主导作

用ꎬ直接影响禳灾文化记忆传承与传播的效果ꎮ
鱼通官寨的羊年会ꎬ过去是由土司主导的ꎬ现在

村民自治反而缺失了主导性ꎻ龙哇寨的度炯节ꎬ
在地方政府引导下ꎬ社会影响逐年攀升ꎻ蟹螺堡

子的还山鸡节ꎬ体现了宗族的影响ꎬ巫师萨巴与

素尔之间关系微妙ꎮ 乡村旅游开发既要强调主

导性问题ꎬ也要协调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

系ꎮ
(五) 价值性问题

禳灾文化记忆作为乡村旅游的目标吸引

物ꎬ有着不同价值的权重与选择ꎮ 目前ꎬ禳灾文

化记忆在民族村寨中的经济价值并没有体现出

来ꎬ鱼通官寨的羊年会还在旅游策划之中ꎬ龙哇

寨度炯节的人均消费仅 ４０ 余元ꎬ蟹螺堡子作为

国家 ３Ａ 级景区ꎬ２０１９ 年全年接待游客仅 １. ３ 万

人次ꎮ 当然ꎬ民族地区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ꎬ不
唯经济价值ꎬ还有生态、社会和文化的价值ꎬ需
要全面的考量与评估ꎮ

四、文化旅游融合中的价值重构

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ꎬ有一个主客互

动、文旅融合的过程ꎮ 集体记忆重塑与旅游者

身份认同ꎬ形成了价值重构的逻辑起点ꎬ传统现

代化与后现代精神回归ꎬ体现了价值重构的时

空分异ꎬ生产性保护与负责任旅游ꎬ表现了价值

重构包容性的路径选择ꎮ
(一)集体记忆再现与旅游者身份认同

禳灾、抗灾、减灾都是一种集体记忆ꎬ抗击

新冠状病毒肺炎更是一种世界性集体记忆(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ꎮ “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的自我

意识ꎬ它具有建构性ꎬ从‘实践 /仪式’建构到‘时
间 /空间’建构再到‘精神 /实体’建构ꎬ只需依靠

特定的实践仪式、特定的时空结构所标识的非

语言因素ꎬ将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代代相继、生
生不息ꎮ” [２２]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ꎬ以个体记

忆的形式传承ꎬ在时代的变迁中ꎬ通常以集体记

忆的形式再现ꎮ 禳灾实践仪式的亲历者、见证

者和参与者ꎬ都在建构禳灾文化记忆的符号象

征ꎬ个体记忆的分歧和冲突ꎬ并不影响集体记忆

的再现与整合ꎮ
“民族村寨群众出于朴素的实用主义生产

和使用传统文化ꎬ但是就申遗而言ꎬ他们并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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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的话语权ꎬ而是与该仪式潜在利益主体顺

势成为该禳灾仪式价值的重构ꎮ” [２３] 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符号ꎬ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认同ꎬ
满足了乡村旅游者的身份认同的需求ꎮ “身份

认同作为身份象征的精神文化认同ꎬ只有置身

于特定文化之中ꎬ才能领悟到生命的意义ꎬ从而

获得属于人的幸福ꎮ” [２４] 禳灾文化记忆是观照

社会的一面镜子ꎬ乡村旅游者通过集体记忆再

现ꎬ反观自身的苦难触发共情ꎬ增进精神文化的

认同ꎬ在人生感悟中走出逆境ꎬ开始新的生活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想象与再现、痛苦与挣扎、感悟

与涅槃ꎬ不仅是一个治愈过程ꎬ也是一个自我超

越的过程ꎬ乡村旅游者的身份认同成为打开心

灵禁锢的钥匙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ꎬ体现了集体记

忆与个体记忆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ꎮ
一方面ꎬ通过集体记忆的再现ꎬ促进乡村旅游者

身份认同ꎮ 在鱼通官寨ꎬ东西部扶贫协作援建

的寨门、碉楼、环山栈道等基础设施ꎬ还不足以

表达民族身份、获得乡村旅游者身份认同ꎬ羊年

会禳灾文化记忆的再现ꎬ强化了地方性知识的

民族文化表达ꎬ文化交流和情景体验的方式更

容易被乡村旅游者感知、接受与认同ꎮ 另一方

面ꎬ基于身份认同ꎬ引导乡村旅游者参与集体记

忆的重构ꎮ 鱼通官寨禳灾文化记忆激发了乡村

旅游者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联想ꎬ入乡随俗的参

与过程ꎬ并不缺乏主观能动性ꎬ客观上增强了禳

灾文化记忆价值重构的内生动力ꎮ
(二)传统现代化与后现代精神回归

传统与现代是人类社会生存活动的有机组

成部分ꎮ “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能给予人们以

安全感和归属感ꎬ而且它能使个人和集体体验

更加深厚和丰富ꎮ” [２５] 禳灾文化记忆基于古老

的传统ꎬ是对“死”的抗争与“生”的希冀ꎬ是对生

命的再次领悟ꎮ 现代的必然性在于新事物取代

旧事物ꎬ传统现代化表现为对立统一的文化生

长过程ꎮ 禳灾文化记忆是活的传统ꎬ体现了传

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ꎮ 传承维护了传统稳定

性ꎬ延续了禳灾文化记忆特定的言说者、受话

人、时空场域等ꎬ发展推进了传统现代化ꎬ包括

活动条件的改善、话语———解释系统的更新等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现代化ꎬ改变了禳灾文化记忆

的体验和传播方式ꎬ随着“ＶＲ / ＡＲ”技术的推广ꎬ

禳灾文化记忆沉浸式体验ꎬ为跨越时空的对话

创造了条件ꎮ
后现代精神回归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种需

求ꎬ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ꎬ“时间与空间在

它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听命于历史性了ꎬ很难

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ꎬ
但可以想象ꎬ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

的稳定性ꎬ 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

征ꎮ” [２６]在现代化进程中ꎬ返璞归真的自由个性

越来越受到重视ꎮ 禳灾文化记忆并不是纯粹的

宗教活动ꎬ它是传统文化在特定时空的表达ꎬ是
后现代精神回归的一种确证ꎬ对于维护民族地

区稳定团结有着积极的作用ꎮ 古老禳灾仪式作

为一种民间信仰ꎬ抒发了慎终追远的情感ꎬ展现

了民族文化的个性ꎮ 从集体记忆再现走向集体

欢腾ꎬ增强了文化身份认同ꎬ将同心共情体验推

向高潮ꎮ 禳灾文化记忆中的自然崇拜ꎬ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ꎬ守望相助的精神品质ꎬ有利于

乡村治理ꎮ
乡村旅游的兴起反映了逆城市、逆现代的

一种精神回归ꎬ“其核心意识是从商业化的旅游

向生命体验的回归ꎬ表现出情感化、个性化、主
动化、体验化、生态化的后现代旅游特征ꎮ” [２７]

作为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的龙哇寨度炯节ꎬ就实

现了非物质传统文化的华丽转身ꎬ表现出后现

代旅游的特征和气质ꎮ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

构ꎬ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文化思

辨过程ꎬ也体现了从体验到治愈再到重塑的功

能转化过程ꎮ 在乡村旅游中ꎬ则表现为“吃、住、
行、游、购、娱”的传统旅游要素ꎬ与“商、养、学、
闲、情、奇”的现代旅游要素的有机统一ꎮ 随着

乡村旅游发展加快ꎬ龙哇寨还需建构传统性回

归与现代性融入的乡村旅游市场营销体系ꎬ在
禳灾文化记忆价值重构中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ꎮ
(三)生产性保护与负责任旅游开发

不同地方、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禳灾文化

记忆ꎬ通常以非物质文化形态呈现ꎬ适用于生产

性保护模式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生产性保护ꎬ在
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中ꎬ则体现了负责任乡村

旅游的理念ꎮ “负责任旅游(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被国际社会视为最适当的旅游开发理念和指导

原则ꎬ表现为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旅游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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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主体旅游组织参与旅游活动时符合社

会责任行为要求ꎬ包括旅游者对环境友好ꎬ尊重

当地文化的行为ꎬ旅游企业采取的保护环境和

对当 地 公 益 事 业 有 益 的 经 营 和 开 发 行 为

等ꎮ” [２８]从规模上讲ꎬ民族地区禳灾文化记忆并

不适合大规模旅游ꎬ“小而精”成为负责任乡村

旅游的要旨ꎮ 从开发方式上讲ꎬ无论是引入市

场主体ꎬ还是以乡村旅游合作社为纽带的自主

开发ꎬ都要评估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生态、文
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ꎮ 负责任乡村旅游行

为ꎬ让禳灾文化记忆所展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多样性受到尊重ꎬ让民族村寨的自然生态和文

化生态得以保存ꎬ诠释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取向ꎮ
负责任旅游还需剖析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

－利益关系ꎬ“在微观层面上洞悉其社会空间演

化机制ꎮ” [２９] 禳灾文化记忆传承人被赋予神圣

权力ꎬ通过主持集体禳灾仪式和参与家庭禳灾

仪式ꎬ体现自身的价值及利益ꎮ 村长或族长对

于禳灾文化活动资金筹集、物质准备、村民的组

织、分工及娱乐活动安排起到重要的作用ꎬ组织

者的权利 － 利益关系在公共关系统筹中得以实

现ꎮ 旅游企业的进入ꎬ通常会承担禳灾文化活

动的组织功能ꎬ将仪式主持者及参与旅游服务

村民的利益计入旅游成本ꎮ 政府部门作为利益

相关者ꎬ在禳灾文化旅游开发中起到协调监督

的作用ꎮ 乡村旅游者是消费者ꎬ也是禳灾文化

记忆的传播者ꎬ他们的权力 － 利益受到乡村旅

游协会等组织保障ꎮ 不同主体在负责任旅游开

发中的伦理关系ꎬ还需权力 － 利益关系的调节

与平衡ꎮ
生产性保护与负责任旅游开发是禳灾文化

记忆价值重构的有效路径ꎮ “内部资源是决定

遗产旅游地社会责任旅游的关键因素ꎬ其中遗

产资源的影响最大ꎬ其次是组织能力ꎬ最后是先

前旅游经济效益ꎮ” [３０] 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文

化场域及社会群体的内部资源ꎬ具有较高的资

源价值ꎬ但并不是所有的禳灾文化记忆都适合

于旅游开发ꎬ还需全面评估资源市场ꎬ探讨乡村

旅游开发利用的可行性ꎮ 蟹螺堡子是中国传统

村落ꎬ是还山鸡节的载体ꎬ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

重构涉及到“软件”与“硬件”的整体保护与协调

发展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转化要与传统村落

聚落形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ꎬ文化空间

要与历史时间相匹配ꎬ在负责任旅游开发中立

体呈现ꎮ 比如禳灾文化记忆博物馆ꎬ并不适合

以时尚建筑形态为载体ꎬ圣水禳灾温泉项目也

要尊重蟹螺堡子的水神信仰ꎮ 如果把旅游开发

作为生产性保护的手段ꎬ就不得不强调包括物

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遗产责

任ꎮ
结语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与乡村旅游结合有

着传统文化根基和后现代精神纽带ꎬ禳灾文化

记忆的价值重构还需深挖民族村寨内部资源ꎬ
激活禳灾仪式的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

能ꎬ探索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价值转化ꎮ 本

文基于四川藏区鱼通官寨、龙哇寨、蟹螺堡子三

个村寨禳灾文化记忆的案例分析表明:禳灾文

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形成了抽象化的稳定意

象ꎬ引起一部分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旅

游者的关注ꎬ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ꎬ但先前的

旅游经济效益并不理想ꎬ生态价值尚未在乡村

旅游利益相关者之中达成共识ꎬ乡村旅游提质

升级还需进一步解决真实性、整体性、周期性的

问题ꎬ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成为民族村寨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ꎬ有一个主客互

动、文旅融合的过程ꎮ 从逻辑起点上讲ꎬ集体记

忆重塑与旅游者身份认同ꎬ构建了文化认同的

纽带ꎬ激活了旅游的本源动力ꎮ 从价值重构的

时空分异来讲ꎬ禳灾文化记忆不仅要体现传统

带给人安全感和归属感ꎬ也要体现禳灾文化记

忆表现形式、话语 － 解释系统的更新ꎬ传统性回

归与现代性融入的乡村旅游ꎬ为禳灾文化记忆

价值重构创造了条件ꎮ 从路径选择来看ꎬ非物质

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产生了新的权利 － 利益

关系ꎬ因而要强调乡村旅游开发利益相关者的主

体责任ꎬ以及旅游者进入禳灾文化记忆场域的负

责任旅游行为ꎮ 通过民族村寨内部资源的发掘、
乡村旅游的规划、特色项目的融入、市场的精准营

销ꎬ在民族村寨生态、社会、经济的整体把握中ꎬ最
终实现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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