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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 

发布日期：2007-11-26  作者：祁连休

【打印文章】

    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以农奴阿古登巴这个中心人物贯穿起来的一系列藏族讽刺故事的总称。这些故事，广泛地流传在西藏以及四

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颇受群众喜爱。 

  “阿古登巴”是藏语的译音。“阿古”是人们对长辈的称呼，通常译作叔叔。“登巴”是他的名字，意为滑稽。如果把“阿古登

巴”直接译成汉语，就是滑稽的叔叔。[1]据说阿古登巴实有其人。关于这点，各地的藏族群众，各有不同的说法。西藏日喀则、拉孜

一带讲他是拉孜诺卓的人，诺卓地方至今还有阿古登巴故居的遗址和当地群众为他建造的纪念塔；而四川阿坝、西藏拉萨以及旁的藏族

地区，也有说他是当地人的。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一个人呢?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过去一直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并无有关的文字记载，

很难进行考证。人们那么传说，正好说明作为艺术形象，阿古登巴已经在藏族人民的心里扎下根了。多少年来他就仿佛是同人民在一起

生活似的。藏族人民常常喜欢把他们当中的一些风趣而正直的人，或者是很能讲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人被叫成“阿古登巴”。由此可见，

这个艺术形象，这些故事在群众中的影响甚大。[2] 

  就作品的描述来看，故事的主角阿古登巴是个贫苦的农奴．和所有生活在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3]里的藏族人民一样，深受封建

领主的压迫剥削。他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长年累月地缺吃愁穿。为了糊口，他不得不给领主当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可是，阿古

登巴机智有为，富于正义感，是个敢于同统治者、剥削者作对的硬骨头。所以劳动人民很喜欢他，时常津津有味地讲起关于他的故事。

和广大群众的态度恰好相反，封建领主非常憎恨阿古登巴这个人物。 

  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相当辛辣的讽刺作品。它的讽刺锋芒，一般都指向封建农奴社

会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一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三大领主。故事主角是封建领主的对头，农奴群众的朋友。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

争中，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哪里有不平，哪里便有阿古登巴出现。据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寨子，见地里的两个奴隶累得都快断气了。傍

晚，他装扮成大土官的管家，牵着一头挂上经布[4]的“神牛”到财主家借宿，讲好只要“神牛”安全过夜，愿出30两银子。夜里他将

牛勒死，剁开丢在那两个奴隶睡的地方，还悄悄在他们身上涂满牛血。次日一早，他大嚷“神牛被人杀了!”财主慌忙赔出十条牛，并

把“凶手”交给他处置。出寨子以后，他每人分给五头牛，让他们远走。就这样将两个奴隶救出火坑(《杀神牛》)[5]。在另外许多时

候，阿古登巴又是以奴隶的身份出场的。主人叫他去耕地，他偷着把牛宰掉，说是耕牛钻进地狱去啦。主人要他一道去跑生意，他让主

人丢了糌粑，买卖没做成，反而挨饿。阿古登巴处处惹麻烦来整治财主，从没给主人办过一件称心事。因此财主想打他、想把他害死，

可是还没来得及下手时，他便先发制人， 借故痛打主人，并且让主人堕入万丈深渊。被奴役的雇工、佣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是不

会永远缄默下去的。故事主角的各种报复性的作为，即是那个时代被压迫者给压迫者的还击。 

  阿古登巴的故事还反映了藏族人民反对差役、债务，反对富商盘剥的意愿。封建农奴社会里的差役(地租)，是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

主要形式。各种名目的差役、劳役，结成了一条冷酷的铁链，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为领主阶级流血流汗。群众非常厌恶

支差。长期以来，他们借阿古登巴的行动，编出不少反抗支差的故事。请看，《他正在生孩子》[6]给我们展示出一场抵制“不生不

死”差[7]的斗争：财主把一头公牛交给他的农奴饲养，年终时他不但白白地将喂得很壮实的牲畜牵回去，还无理地要农奴交出60斤酥

油。限期到后，阿古登巴挺身而出，把财主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现实生活中的繁重的差役和劳役，自然不可能像故事里

讲的那样，都一一给除掉。但人们这么讲，却很能煽动群众的抗拒情绪。这正是封建领主十分畏惧的。故事主角也时常打击狠心的高利

贷主，帮助穷人勾销没法偿还的债务。在《绛拉的故事》[8]里，宗本[9]带他一同去要债收利息，过河时他故意落水，使一包借据变得

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在《借卓还卓》里，他在穷朋友们的协助下，以诙谐的方式抵消了自己欠寺院的小麦债。[10]当债主们见穷人一

贫如洗，连高利贷也不肯发放时，阿古登巴又想出各种计策，从他们手里夺得酥油、糌粑，分给大家(《智取酥油》、《菩萨偷糌粑》

[11])。领主不但以高利贷榨取穷人，同时又垄断商业，高价把货物摊派给老百姓，又贱价套购农牧产品，放肆地进行掠夺。然而一遇

上阿古登巴，他们便难于得逞。藏族地区普遍流传《宝罐》这则故事：一个大商人瞧见阿古登巴有只不用火就能熬茶的“宝罐”，便连

逼带诱地给买了过来。等他兴高采烈地拿到市场上高价兜售时，把“宝罐”敲破都不见灵验，当众 丢丑，落得个财货两空。不独如

此，在由《宝罐》和《割靴》、《撬石头》、《打喇嘛》、《守旗杆》等故事组成的《贪心的商人》[12]里，阿古登巴更让富商接二连

三地挨打受骂，发泄了人们胸中的愤慨。 

  阿古登巴的故事，通过故事主角嘲讽和捉弄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统治头目的行动，向维护领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府提出挑战。例

如，国王[13]任意摊派捐税，阿古登巴就积极出主意，跟大伙一道起来抵抗(《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14]有一次他到了萨迦，见法



王在岩上写着“我是萨迦班智达”几个大字，非常不满，便给改成“萨迦班智达哭”[15]。法王拷打他，他没屈服，夜里越狱逃走了

(《斗萨班》)。 

  由上看来，阿古登巴的故事的确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借助主人公阿古登巴的

活动，把人们带人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藏族社会。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三大领主对广大群众施行的残暴统治和迫害，以及他们用差役赋

税、雇工盘剥、高利债务、商业讹诈等多种手段榨取和掠夺广大群众的血汗；也可以见到在这样黑暗、残酷、野蛮的社会里，广大群众

的强烈的愤慨和不可遏制的反抗情绪。劳动人民创作和反复加工这些故事时，没有刻板地抄袭凄苦的现实，而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描述

生活，尽情地倾诉自己的感情。比如，他们要求免除差税，故事里就出现了《他正在生孩子》、《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一类作品；他

们渴望勾销债务，故事里就出现了《绛拉的故事》、《借卓还卓》一类作品；他们抗议财主敲诈雇工、佣人，故事里就出现了《三不会

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16]一类作品；他们力图惩罚权贵，故事里就出现了《领主挨揍》、《负心的商人》一类作品；他们不满

宗教桎梏，故事里就出现了《升天的秘密》、《阿古登巴和害人的喇嘛》一类作品……诚然，当领主阶级的暴力统治仍旧相当强大的时

候，农奴群众的自发反抗的结局往往免不了是悲剧性的。但是 ，这样的斗争表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却又是另外一番景况：善良正

直的劳动者总是占了上风，他们对封建领主的各种大胆泼辣的作为博得热烈的赞赏；凶暴狠毒的统治者、剥削者受到尖刻的嘲讽和严厉

的制裁，他们一切卑劣的行径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里，我们能够真切地听到广大农奴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正义的呼声。 

  正是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有了上述的那些基本内容，便使它成为与领主经济的上层建筑相对立的，富于进步意义的民间创作。这类

讽刺故事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公开地蔑视封建农奴制度的道德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领主的气焰和威风，从而激励了农奴

群众的反抗情绪，增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应该肯定地说，像那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森严的封建农奴社会，在劳动人民的创作中能

够出现这类具有明显的揭露性和反抗精神的讽刺故事，而且这类故事又那样广泛地在各个藏族地区流传，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面，差不多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一些机智有为的代表人物。而阿古登巴，则是表现旧时代的藏族人民的智

慧和才干的一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 

  在僧侣贵族专权的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领主阶级是灭绝人性的。广大农奴群众动辄就要被他们剜眼、割鼻、砍手、抽脚筋、挖膝

盖，甚至会惨遭杀身之祸。然而生活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世界里，面对着凶残的封建领主，故事主角阿古登巴却没有屈辱求生，服帖地任

他们奴役，而是起而抗拒，不断地跟他们作对，显示了农奴群众的反抗性和斗争精神。阿古登巴不仅敢于触犯领王阶级中的各种人物，

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遣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来应对，使对方一败涂地， 狼狈不堪。这便是农奴群众赋予故事主角的一个显著的特

征。在同有钱有势的人物打交道时．阿古登巴眼光锐利，行动机警，常常揪住他们身上的这样或那样的劣性和弱点来击败他们。《宝

罐》、《铜锅生儿》里的富商、地主睁着眼上当，《菩萨偷糌粑》、《财主老爷啃萝卜根》里的财主们丢掉粮食却有苦难言，不正因为

故事主角击中了他们见财起意，贪得无厌的要害吗?在攻击封建领主的短处时，他还能够把握对方的癖好，揣测对方的心思，随机应变

地施展对策，从容不迫，左右逢源。比方，在《卖磨刀石》[17]里，大商人吃了亏，要找阿古登巴打官司。阿古登巴知道富人们专会玩

贿赂的花招，于是假装抢先行贿，便把大商人给吓跑了。在《三不会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里，阿古登巴就是趁骄横的财主得意

忘形时，让他们应允了自己的条件，或者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财主克扣不成，反而白赔出一年的工钱。 

  在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故事主角一般都相当的机智、沉着。不这样，就不足以制服狠毒、奸诈的对手。因为，在某些场

合只凭一时的机灵是可以应付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还得做缜密的谋划，并且要敏捷地行动，才能取胜。让我们稍微剖析一下《菩萨

偷糌粑》这则故事吧。可以想见，假若阿古登巴夺得糌粑以后，仅仅用在菩萨嘴上抹糌粑粉这一着去迷惑财主，是难以封住对方的口

的。财主之所以找不到漏洞，要紧的还在于阿古登巴事先做了一番精细的安顿。譬如，出发时他没糌粑可驮，便用两袋青稞壳来冒充。

到庙里住下后，他悄悄把青稞壳倒去喂牲口，再将财主的糌粑装在空袋里(这一着财主怎么也想不到)。再有，开初他对财主说外地的粮

食涨价后，立即回家烧树叶，烧得劈啪作响，也是别具匠心的。这么做，财主到他家门前偷听(阿古登巴料定财主会来)，真以为他在炒

青稞准备磨糌粑，才下定决心一道去跑生意。而且在庙里丢了东西，财主也不好怀疑他的那两袋糌粑的来历。可见阿古登巴在这件事上

费了不少心血。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故事中并不罕见。在《贪心的商人》里我们又见到，阿古登巴要狠狠地鞭笞欺压穷人的贪财鬼，却不

必亲自动手，而特意挑起他同喇嘛们的纠纷，叫他处处按照自己的安排去闯祸，弄得拉萨三大寺[18]吵吵不安；同时又借喇嘛的手来一

再痛打他，自有一箭双雕的妙用。当我们介绍了这些故事以后，不可否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斗争艺术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但

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是赞叹赞叹了事。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解，他对付封建领主的种种出奇制胜的计策，乃是创作这些讽刺故

事的农奴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经验中总结和提取出来的。在领主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面前，要象故事主角那样应对自如，没有

饱经风霜的磨炼，没有劳动人民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是很难办到的。 

  作为一个农奴形象，在故事主角的身上体现了劳动者的优良品德和情操。在许多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爱憎相当分明。他对统治

者、剥削者非常尖刻无情，对待穷兄弟却往往是满腔热忱的。从《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绛拉的故事》、《帮助穷寡妇》[19]等等

作品中，可以见到他在对抗封建领主的时候，怎样主动地为农奴群众撑腰，冒着风险替他们奔波和操劳。他给大伙办事很卖力气，有时

替旁人帮忙竟把自家的事情也误了。下面这则故事颇为有趣：一天清早，阿古登巴的妻子叫他去拾牛粪[20]，走过山头，碰见一帮偷牛

贼正在分赃。他设法吓跑贼人，亲自将赃物送到丢牛的那位老阿妈家里。等他办完事后，人家早把牛粪拾光了。他只好提着空筐去见妻

子(《惩罚偷牛贼》)。阿古登巴的各种侠义行为，实际上是旧社会里劳动者之间的朴素的阶级友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也受尽恶势力的

凌辱，很能体谅群众的苦楚，所以才那样真诚地关心和扶助大家。另外，热爱劳动，善于创造，也是人们赋予阿古登巴的一个特征。他

曾经苦心琢磨，发明了锯子，用以改造透风雨的房屋 ，使群众有了比较舒适的居住条件(《房子和锯子》)。他也曾巧妙地用一块石头



 

启发大家，使人们越发懂得了干庄稼活的意义。西藏农民耕过地总要放几块石头在田中央，据说就是为了不忘阿古登巴的教导(《登巴

叔叔的宝物》)。在以反压迫、反剥削为中心主题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蛮有意思。它们进一步揭示出故事

主角的劳动者的本色，从而丰富了阿古登巴这个农奴形象。 

  以往，人们认为阿古登巴是个滑稽人物。如果并不抹煞他的阶级属性，首先把他当做一个农奴形象来看待的话，这种提法还是不无

道理的。阿古登巴的确是个异常风趣的人物。在他的性格特征中，有锋芒毕露的一面，同时也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他的幽默诙谐的气

质，常常和谐地体现在他嘲讽和捉弄封建领主的锋芒毕露的言行举止当中。例如在《还有吩咐吗》里，财主要他把一块巨大的青石背

走。明明知道是恶意刁难，他却满口应承了。他让财主杀牛，拿出来一根25丈的皮绳来捆青石。等到要财主替他把青石掀上背，财主叫

苦时，他才反驳：“你掀都掀不动，我还能背走吗?”这样耐人寻味的还击手段，显然是富于智慧的农奴群众，直接从劳动实践中提取

出来的。你看，故事主角的思维方式多么实际，多么朴素!也就在这样实际、朴素的考虑里面，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的诙谐的风趣，使

人感到亲切可爱。假若不是劳动人民，怕很难有如此淳厚、清新的幽默感。应该承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幽默感，是生产者的幽默

感。这种幽默、诙谐，大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显示出农奴群众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态度，与有闲阶级的那种无聊的逗趣和庸俗的

取笑，有看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这种幽默感又往往是农奴群众轻蔑敌人，相信自己力量的乐观精神的流露。我们不妨再看看《单

道叔叔上当》这则故事。起初，富商指着阿古登巴的鼻尖说：“今大你能叫我上当便罢，不然，以后就夹起你的尾巴闭住嘴!”甚是嚣

张。其实他蠢笨极了。阿古登巴随机应变地摆布他，他不明白；接着又很开心地提示他，还是不明白；直到阿古登巴骑着马跑后，他才

知道真的上当了。故事主角愈是机智沉着，就愈表现得幽默诙谐，而他的对手也就愈显得痴呆可笑。在阿古登巴的幽默感中，一向闪烁

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彩，同时透露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这种幽默感，便是构成阿古登巴这个滑稽人物的特质。 

  总括起来看，藏族人民中间流传的这许许多多短小的故事、笑话，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风趣的农奴形象——阿古登巴。在他的身

上，生气勃勃地表现出农奴群众的聪明才干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这是当时藏族人民的思想面貌的一个重要的、可贵的方面，也

是故事主角阿古登巴之所以能够打动群众，鼓舞群众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中，阿古登巴是个比较突出的具有反

抗性的形象。以这个艺术形象作为中心人物，围绕他产生一批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讽刺故事，显然是藏族民间创作中的讽刺文学，在思想

内容方面的发展和艺术上的提高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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