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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话九寨沟在内的嘉陵江、岷江上游地区、在称氐羌之地，

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活动早至殷商。九寨沟长期以来即为藏族

聚居地，神秘凝重、地域特色鲜明的藏族文化与奇异的山水

风光溶为一体，相得益彰。 九寨沟内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甘

肃玛曲一带的俄洛部落，原属党项羌弥药支，后被吐蕃臣服

。唐初吐蕃东征时，松赞干布以其为先锋，占领松州（松潘

）后将其留住当地，其中居于白河畔的俄洛部与白马部结成

联盟，其后代即为九寨沟中九寨沟中九个寨子的藏胞。 九寨

沟从地域上看，处于藏汉羌回等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因而

九寨沟的藏族文化也带上了其率民族文融合影响的印记。以

沟内的藏寨建筑为例，与西部藏区居民明显不同的是，在藏

式村寨及宅院布局的基础上，普遍使用了汉式的披项、垂花

柱、柱角花、翘屋角、圆洞门等处理。此外，普遍置白石于

女儿墙转角处或门楣、窗楣上，与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羌

族民居的“白石崇拜”不谋而合。 九寨沟藏族信奉苯教，藏

语称“苯波”，原为藏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俗称黑

（苯）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等自然的神鬼精灵，后因受藏

传佛教喇嘛教影响，新创了教理教义，演变出类似藏传佛教

的一个教派，俗称白（苯）教，以示和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

黄教（格鲁派）、红教（宁玛派）等相区别。苯教在四川藏

区影响较大。 简单的食 九寨沟藏胞以青稞、玉米、小麦为主

食。青稞炒熟后磨成面、做成糌粑，或酿制成青稞酒，是藏



胞最喜欢的食品和饮料。玉米做成的炒炒饭、烧馍、搅团和

小麦做成的馍饼、面条是九寨藏胞的日常食品。早晨，一般

喝酥油茶，吃糌粑；中午，吃烧馍；晚饭吃酸菜面块。饭后

喝一点青稞酒或大麦黄酒。逢年过节吃血肠、糌粑肠、烤羊

肉等。肉食以猪肉为主，也吃牛羊肉，肉清炖，佐料放得很

少。由此可见，清淡、简朴是九寨藏民饮食的两大特点。 住 

九寨沟藏胞的住宅大都是木结构楼房，一般分为三层，底层

关牲畜，二楼住人，三楼设经堂。藏族以上为“净”，下为

“秽”，所以将神圣的经堂设在第三层。藏家的家具一般都

做成组合式，与板壁镶嵌在一起，不加油彩，保持木质本色

。藏家也不需凳椅，男子席地而坐，女子折腿跪坐。 行 由于

九寨沟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古时候，他们大多以骡马为

交通运输工具。 葬 土葬、塔葬、天葬。 独特的婚礼 在九寨

沟，藏族青年男女的择偶方式同汉族差不多，一种是自由恋

爱，一种是父母包办。但婚礼就比较独特了。婚礼时，男女

双方都要选好已婚夫妇作陪伴，男方迎亲的代表，骑马先到

女方家住一夜，第二天再将新娘接回家。女方村寨的妇女在

道口、桥梁处用酒迎侯迎亲的马队，并把灌醉客人视为天大

的乐事。到男方家门口时，男方要鸣枪二响，表示欢迎。然

后由新郎将新娘扶下马，与陪客一同进新房并排坐下，全寨

的人带上酒和哈达前来贺喜，先由德高望重的长者致祝酒词

，接着自由喝酒。新娘在男方住三天后回娘家，这次要由男

方寨上的妇女在道口敬酒送女方的陪同人马回寨，谁灌醉的

客人越多，谁就是最能干的女子。新娘 一般要在娘家住上半

年才接回男方家。 建筑 民宅建筑 民宅建筑为土木结构相结合

，以木结构为主，依山坡而建，墙基础用块石砌成，墙体用



土垒成。 房子的大小由柱头的多少来决定，最小的是9柱，

多的有40多柱。房顶一般人叫“榻板”或“榻子”，长1.3米

左右。榻板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均匀型，厚薄相等，称为汉

式榻；另一种是刀片形，一边厚一边薄，称为藏式榻。 在建

筑施工时前一种较容易铺盖，两片榻之间的缝隙上面盖一片

，后一种单层压边，难度大，铺盖时技术要求高。用榻刀劈

出来的榻板，在板面上有一条条由年轮形成的纹沟，下雨时

，雨水随纹沟流出，流线形的房顶很容易排出雨水；太阳一

出来，潮湿的榻板很快又会被晒干。 用榻板盖的房顶，面上

风吹雨打日晒，木质逐渐变质，而朝下的榻面经过炊烟的长

期熏烤逐渐变厚变硬，两年左右，把整个榻板翻过来铺盖，

这样反复一直到不能用了才换新榻片。流线型的榻板房顶，

排水性能强，随房檐淌下来的雨水，天长日久，容易冲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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