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

13位ISBN编号：9787105088294

10位ISBN编号：710508829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民族出版社

作者：《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编

页数：1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
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
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
刊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
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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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节日与法会　　佑宁寺的大法会有正月、六月两次。
正月是从初二起到十五日，在这期间全体喇嘛每天要三次到经堂念经，同时法台在这期间也要在每天
上下午去经堂讲经两次。
正月初八日与十四日两天有跳神舞。
腊月二十九日与正月十四日除了跳神舞之外还要打“施食”。
打“施食”的意义是消灭损害人民的一切恶事。
打“施食”的方法是这样：在腊月廿五日用炒面做成一个2尺多高的三角形“施食”，点上灯供起来
。
再做一个2寸多长的小炒面人名“扎郭”，意为害人的东西，它代表损害人民的一切恶事。
把小人盛在盘中放在大经堂内的前方，从腊月廿五日起一直到腊月廿九日每天有17个喇嘛在这里念经
，一天念4次，共念5天。
在念经时间这17个人连给他们做饭的人一共21人，除了背水的喇嘛可以出去背几次水以外，一律不许
外出，也不许说话，别人也不许去看他们。
这17个念经的喇嘛领头的人叫“多则布”喇嘛，是由法台在喇嘛中选经法好的人来担任，任期3年。
就任的第一年要作功两次，每次一两个月。
作功每天要念4次牛王爷经。
这期间，不许见人，不许说话，别人也不许去看他，饮食由一小喇嘛送去。
第二年与第三年都要作功半个月，这个喇嘛在十二月廿五日到廿九日，正月初十到十四日在全寺中最
受尊敬。
同时作过“多则布”喇嘛以后便要一直受尊敬，因为作功等于加钢。
做过“多则布”喇嘛便可以提高其法力。
所以以后百姓家请念经时也多请这个喇嘛。
在廿九日打“施食”的那天，早晨在大经堂念经完毕即在大经堂前跳神舞，由“多则布”喇嘛将作“
扎郭”的炒面人用刀切成几段，以后拿到寺院西面的赞康（护法神殿）前面一个土坑中，在上面堆上
柴。
打“施食”时有很长的游行行列，而且有着一定次序。
首先有24人打着24杆旗子，在打旗的人后面有吹海螺、吹喇叭的人，其后是8人抬着“施食”，再后是
“多则布”喇嘛等17个念经的人。
十几个打鼓的人，以及众僧和众百姓等看热闹的人，大约共有2000人左右。
到了放“扎郭”的地方，“多则布”喇嘛用“施食”当作武器向“扎郭”打去，然后把柴火点燃，“
扎郭”被烧在里面。
至此全部打“施食”的仪式便算完了。
正月十四日打“施食”的仪式是与十二月廿九日相同，只是正月多打8杆旗子。
是从初十日开始念经五天。
十二月打“施食”是消灭过去一年的灾害。
正月的打“施食”是消灭本年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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