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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羊渊源

播三苏比
什沪 1二〕 沪咋勺

(汉 中农校 )

摘 要

本文从历来文献
、

文物考证
、

地理和生态等方面论证 了藏系炜羊的渊 源
、

原产地和

传播
。

藏系绵羊分为三种类型
〔` 〕 : 牧区草地型

、

农区山谷型和雅鲁藏布江两岸草 地 的河

谷型
。

这三种类型世作
,

尾小而无脂肪积贮
,

呈锥型
,

长仅 10 一 12 厘米
,

与其他羊种有显

著区别 〔幻 ,

羊毛弹性大
,

光泽好
,

是织造长毛和毡的优质原料
。

当前牧业 起 飞
,

探 索

藏羊渊源
,

无论对区划
、

规划
,

或发展
、

研究
、

均为承需
。

(一 )

所有畜禽都是人类为了满足 自己的需耍
,

从野生动物 中长期驯化而来的
。

野生动物

是自然的产物
,

而家畜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

今天藏羊何源 ? 通过浩翰的文献
,

可以 整理

得出这种看法
:
今天藏羊是由古羌人驯化培养而流传下来的

。 《 说文
、

羊部 》 说
: ” 羌

,

西戍牧羊人 也
” 。

殷商时期
,

羌人的疆域相当大
,

居住在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大 部
〔 3 ’ ` , 。

从甲骨文 《 卜辞 》 看
,

他们是商朝的劲敌
,

双方经常发生激烈战争
。

商 朝 俘 虏羌人很

多
,

大部分用来做 人祭时的牺牲品
,

因而被杀的动辄数十
、

百人
。

少数被俘羌人也有被

迫沦为奴隶
,

替商王或贵族放牧或种田
〔 3 ’ ` , 。 “

昔有成汤
,

自彼氏羌
,

莫敢不来享
,

莫

敢不来王
,

曰商是常
”

( 《 诗
.

商颂
.

殷武 》 )
,

就是此景此情的写照
。

羌
、

姜上古同音
,

互相通用
,

羌人原为姜姓民族
〔4] ,

商末周初
,

羌人与居 住 在今

陕西 中部的周族为邻
,

关系非常密切
。

周王多娶姜姓女子为妻
。

周文王 的 军 师
“
师尚

父 ” 就是姜姓
。

周族与羌族互相联合
,

推翻了殷封王的统治
,

建立 了 周朝 3[ ’ ` , 。

但羌

族的主体仍 留居西方故地
。

东周时期
,

关中地区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
,

经常举兵进攻羌人
,

大部分羌人被迫往

西转移
。

羌族在青海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

秦林公即位
,

发兵西征
,

将矛头指向青海一带

的羌人
。

一部分羌人
“
畏秦之盛

,

将其种人附落而南
,

出赐支河西 数 千 里 ” ( 《 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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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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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西羌传 》 )
,

其地在新疆塔 里木盆地一带
。

另一部分羌人有的则翻越祁 连 山
,

迁到

张掖
、

酒泉和敦煌一带
, 有的到了白龙江流域 (名为武都羌 )

; 有的到了涪江
、

眠江流

域 (名为广汉羌 ) , 有的到了稚碧江流域
.

(名为越隽羌 )
。

留居在青海的羌 人
,

他们利

用秦赢政东征六国
,

无力西顾的机会
,

迅速发展和壮天起来
,

自青海到新疆塔里木盆地

南缘
,

几乎都成了羌人的世界
〔“ ’ 咭J 。

秦末汉初
,

羌人成了匈奴的附庸
『引

。

汉武帝时
,

国富兵强
,

多次远征
,

西逐羌 人
。

羌人又艰苦地往西域或西南奔逃
〔` , 。

以后辽西鲜卑族土谷浑
,

率部浸 入 四川西北隅地
,

东边 占领了今甘肃的挑
、

氓及临

夏
、

永靖诸县
,

西边 占有青海
,

建立 了土谷浑王国
。

除去王族及分得的部落外
,

个是羌

人
。

以后幅员更大
,

东西三千里
,

南北千余里
。

后为吐番所灭
〔“ , 。

唐时羌再在西陌建立了一个大国

一
吐番 ( 即今之藏族政权 )

。

青海境内羌人和羌地

差不多都为吐番所统一
,

并西进新疆
。

安史之乱时
,

他们攻 占西北数十州
,
以至攻 陷长

安
。

地盘声势之大
,

不在唐下
。

以后因内乱
,

渐渐衰颓下去
,

汉族又收复重来
。

吐番 之

主力仍退居于西藏地方
。

元
、

明
、

清都辖其地
,

清时称为西藏
“̀ ’ “ 〕 。

在 青海和甘肃西部羌人的后筒
,

因为在唐时属于吐番
,

所以称番 民
; 又因接受西藏

佛教
,

文化和西藏没有不同
,

所以称为藏民
。

此外
,

还有在四川境内的羌人后裔大 却̀分

融合于汉人中
,

未融合的则为现今 四川北部松潘
、

理茂
、

樊功
、

护义川等县的 羌 人 ` 3 ’ 。

这部分羌人因没有接受佛教
,

所 以 保存了 占代羌人文化
。

(二 )

从甲骨文 《 卜辞 》 中反映出商代畜牧业十分发达 固
。

以牧羊为职业的 羌 人
,

其养

羊业在当时也一定是很兴盛的
。

1 9 7 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原始社会遗存
。

河姆渡

下层的先民距我们现在约有七千年之久
。

从考古资料可知
,

他们当时已经栽培水稻
,

使

用骨貂和木耙农具
,

而家畜只有猪
、

狗和水牛 ` . ’ 7 J 。

没有羊
、

黄牛和马
,

这 绝 不 是偶

然的
。

相反
,

说明以后有了羊
、

黄牛和马
,

也是由北方引进的
。

如 《 史记
·

南 越 列传 》

和 《 汉书
·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 记载
,

汉初吕后时
,

,

把控制铁农具和马牛羊的输 出 作为

同南越国斗争的手段
,

`

下令关闭
“ 金铁 田器马牛羊

” 的关市
,

从而迫使当时割据岭南的

南越王赵佗三次遣使谢罪
。

说明至汉朝时
,

马牛羊还得依靠北方输入
。

迫至 宋 王 朝南

渡
,

黄河流域居民曾大量南迁
,

把生长于冀
、

鲁
、

豫的绵羊 (胡羊 ) 带到了江南
,

经培

育而成为
“ 湖羊 ” 〔 2 ’ 。

至于羌羊南迁
,

根据史料研究
,

当在秦汉时代羌人南迁 时 期
。

(三 )

古羌人的发祥地在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大部
〔” , ` , 。

古羌羊的原地也应在这些地区
。

这

些地区基本上是古渔国的所在地
` . , 。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
,

古强国为商末周初具有甘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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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 巴蜀地 区文化特征
’

币要方国
。

其 中心区域应在宝鸡渭水以南的清姜 河 两 岸
。

兴

盛阶段
,

北界逾渭水
,

南界越秦岭
,

至嘉陵江上游 〔“ ’ 。 , 。

根据研究
,

弛国为羌国
仁. ’ 。

秦汉时代的平均温度高于现今 2 ℃左右
,

当时亚热带作物生长的北界
, 一

都较现在偏

北 汇川
。

秦汉时代西至陇西
,

北达 内蒙
,

都有竹类生
一

长
,

而关中地 区繁茂的竹林 更素负

盛名 〔川
。

可知 陕西西部和甘肃大部
,

当时多属半湿润和全年温差较小的气候地带
。

天

然牧草茂盛
,

植被覆盖密度较大
,

有丰富的蛋白质饲料
,

而且全年营养物质供应平衡
,

加之
,

古羌人在商周前 累世生活繁衍在这些地区
,

因而就驯化
、

培育了这种尾小而无需

脂肪积贮
、

呈锥形
、

长仅 10 一 12 厘米为特征的与其他羊种有显著区别的生态型羌 羊
。

甘肃省地跨青藏
、

内蒙和黄土三大高原 之间
,

`

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具有明复的过渡

性
,

为羌羊的西进南下
,

为进一步获得适应性和类型分化创造了条件
。

随羌人的西征
,

羌羊进驻了青藏高原
,

经累世繁衍
,

青藏高原又成为其中心产区
。

青藏高原 既有气温偏

低
、

降水较少
,

空气稀薄
,

口照充足的特点
,

也有大通河
、

煌水
、

黄河谷地
、

青海湖和

柴达木盆地
,

还有横断山区
、

雅鲁藏布江下游谷地和喜马拉雅山南坡比较温 暖 潮 湿地

区
,

因而
,

羌羊在不同生态条件下分化为三个类型
。

l1[
。

从地理条件看
,

顺青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河谷南下
,

是民族迁徙的 走 廊 【“ , ` , 。

青藏高原的古代游牧部落
,

多顺着这个峡谷向南迁徙
〔 3 ’ ` 3 , 。

由于古羌 人 南 迁 【3 ’ ` 3 ’ ,

古羌羊随征南下 以致形成了古羌羊在西南的广大分布区
。

直到今夭
,

广大分布区的绵

羊又都具有短瘦尾特征
,

更证明古羌羊南迁是不容置疑的
。

“

(四 )

综上所述
,

古代羌人的发祥地为今陕西西部和甘肃大部
,

由于民族迁徙原因而西征

南下
。

据应劲 《 风俗通 》 说
: “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
,

主牧羊
。

故 “
羌

’

字从人
,

从羊
,

因

以为号
。 ”

可见羌人就 是
”
牧羊人

” 的意思
,

是以生产职业为其祖号的
。

古羌人以养羊

为其职业
,

当无疑问
,

其所养之羊理合称之为羌羊
。 ’

至于古羌羊的来源
,

其研究留待今

后
。

由于古羌人西征南下
,

其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一羌羊
,

自然随其迁徙而传播在其征

途周围
。

更奇妙更有说服力的是
,

羌人的后裔 (包括今藏
、

羌等民族 ) `“ ” 咯 , 到今天所养

的羊都具有短瘦尾这样统一性的特征
,

说明了尽管羌民族在融合
、

分化和演变
,

而古羌

羊的演化还是有此一脉可寻的
。

不论历史文献上称古羌羊为磐羊
、

吐番羊
、

西番羊
、

蛮

羊
,
以至今天的藏羊

,

但是古羌羊仍不失为藏羊的传统祖先
。

因此
,

今天的藏羊是古羌

人驯化
、

培育的羌羊流传下来的
。

其原产地也应随古羌
.

人的发祥地而为陕西西部和甘肃

大部
,

中心产区在青藏高原
,

分布在西藏
、

青海
、

甘肃南部
、

陕西西南部
、

四川西北部

以及云贵等省的部分地 区
『, , ’ ` , 、 。

为正本清源
,

今夭的藏羊宜更名为 羌羊更切合古源

流
,

也较为贴切恰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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