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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藏戏研究的心路历程
（上接第一版）恰逢向巴昂旺活佛从北京回到康

定休假， 周冬秀与邓珠拉姆老师陪笔者和姚宝瑄去
拜访他，并且作翻译。 向巴活佛 60 多岁了，是甘孜县
人，民改时到了印度，前几年回国定居任甘孜县政协
主席， 后来受班禅活佛之邀去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
佛学院任教，该佛学院由班禅亲自挂帅当院长。 来到
向巴活佛在康定的居所，看见藏桌上放着糖果、水果
等，藏桌后面是活佛的坐垫，铺着红色藏毯；对面一
长沙发，左边一铺着高贵藏毯的藏床，右边桌上放一
部 20 英寸彩电。 冬秀与活佛很熟，经她引荐，活佛对
笔者一行分外热情。 听说笔者一行在研究藏戏，他特
别高兴。 原来向巴活佛对藏戏情有独钟，他在甘孜曾
担任藏戏团团长，亲任《邓月邓珠》的导演，演邓珠的
小演员土登就是他身边的通讯员， 小伙子帅气、机
灵，负责照顾向巴活佛的生活起居。 土登给笔者一行
盛酥油茶，腼腆地笑着。 笔者一行与向巴活佛聊了 3
个多小时，从印度戏剧到藏戏，从藏戏的编导到化妆
表演，以及藏戏今后发展存在的问题等等。 向巴活佛
说，他目前正在学音乐，准备自己创作藏戏及藏戏戏
剧音乐，不知他这一愿望是否实现。 告别之前，他留
下了北京佛学院的地址，希望以后去北京相聚。

在康定，笔者一行还拜访了甘孜州《藏戏志》副
主编张世勋老师，张老师借了一盒磁带给笔者，全是
藏戏音乐， 笔者一行与张老师一直聊到晚上十二点
半，大家都觉如遇知音。 在康定和小峰一家去跑马山
耍坝子，到二道桥泡温泉，真是其乐无比。 本来笔者
一行计划安排好去道孚、甘孜、德格观看藏戏，但因
姚宝瑄高山反应而作罢。 根据考察所得资料，我们完
成了论文《藏戏：东方戏剧的活化石》，发表于《民族
文学研究》1988 年 1 期， 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
意。 在康定考察近半月，得到不少资料。 此后，又得到
尹玲老师、我重庆师大的藏族学生曲梅、原德格文教
局长付国华等人为我收集的部分资料。 虽然这些资
料大部分是感性的、零散的，但对藏戏的研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后来姚宝瑄因工作繁忙退出了藏戏研究， 他创
作的话剧《立秋》，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并代表
中国参加 BESETO（中韩日）国际戏剧节，2009 年被
文化部列为国家优秀保留剧目。 因此，后来笔者一人
独立承担了此课题的研究， 在学术核心期刊发表了
不少有关藏戏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论文，2001 年
6 月 10 日《重庆晚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笔
者的文章《藏戏：魅力无可抗拒》，引起了较大反响。
2005 年该课题申报国家社科西部项目获得成功，于
是有了这部 40 万字著作的问世。

回首往事，并非过眼云烟。 去年 7 月，笔者曾重
返康定，尽管康定早已别是一番景象，但是那些曾经
帮助支持过笔者的领导、老师、朋友、学生，依然历历
在目，令人终生难以忘怀。 今天有幸借《甘孜日报》一
角，在此对他们致以深深地感谢，而笔者能够回报大
家的只有这部著作。 上述文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离
开甘孜州或者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笔者深信，他们为
甘孜州的文化艺术所作出的贡献， 将会永远隽刻在
高原的额头上。

笔笸者笸对笸藏笸戏笸的笸理笸解
下面对该著作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本论著研究的对象是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

化的比较 ， 其研究的界域仅限于传统藏戏文化与
传统汉族戏曲 ，至于藏 、汉戏曲的各地方剧种不在
研究之列 。

目前国内外尚无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进行
比较研究的专著。 本课题将藏、汉戏曲文化置于同一
平台进行平等对话， 提出藏戏与汉民族戏曲属于并
列关系，他们都从属于中国戏曲，是中国戏曲的子系
统。 这一观点，符合目前学术界“建立和确定中华多
民族的文学史观”的学术理念。

本著作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对藏、 汉戏曲文化
进行比较，寻找、提炼、总结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以及
艺术特质的异同。 特别是要研究其各自的特殊性，找
到其独立存在的美学价值。 对藏、汉戏曲进行双向考
察，探索藏、汉戏曲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进而确
证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的血肉相连的关
系， 为中华戏曲艺术发展史提供起源与发展阶段的
科学佐证。 为此， 本著作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第一、藏、汉戏曲文化源流之比较
本论著认为， 首先要厘清两个民族戏曲文化的

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方能对它们各自发展的历史沿
革进行对比考察。 尽管汉民族戏曲的起源及戏曲史
的研究歧异纷呈，但其脉络大体清晰。 然而，有关藏
戏之起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的梳理，可以说是一片
洪荒。 因此，本论著着力梳理出了藏戏起源、形成和
发展“史”的脉络，论证了藏戏属多元起源，即藏区民
间的歌舞、诗史、说唱艺术，以及早期的“羌姆”，均是
孕育它的源头之一， 都从不同方面对藏戏的形成产
生过影响。 印度戏剧和汉族戏曲也在不同程度上对
藏戏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然后着重探讨了藏、汉戏曲
起源、形成的相似和相异之处。 并得出如下结论：

1、从形成时间来看，藏、汉戏曲都形成于封建社
会业已充分发展的时期；而且，都经历了漫长的孕育
阶段， 与世界上另两大戏剧———希腊戏剧和印度梵
剧相比，都属于晚出。

2、藏、汉戏曲同是多元文化的产物。 汉、藏戏曲
都是融唱、念、做、打为一体的高度综合艺术，它们的
形成难有定时性而只有历时性， 它们的起源没有唯
一性而只有多元性。

3、汉、藏戏曲的创生与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是
汉、藏戏曲文化多元血统中的一元 ，只不过藏戏的
创生起源吸收宗教仪式的成分更多，与宗教的关系
更为密切。 对汉族戏曲文化创生起源影响最大的宗

教仪式，首推傩祭之仪。 对藏戏的创生起源影响最
大的宗教仪式 ，是宗教乐舞 “羌姆 ”，也即是汉语中
的“傩舞”。

4、接受外来艺术文化的影响方面，汉藏曲戏都
曾受到印度戏剧的影响， 藏戏与梵剧的关系更为密
切，而汉族戏曲则是间接受其影响。

第二、藏、汉戏曲文学剧本之比较
藏戏在 600 多年发展、完善过程中，产生了《文

成公主》、《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朗萨雯蚌》、《白
玛文巴》、《顿月顿珠》、《智美更登》和《苏吉尼玛》等
八大传统经典剧目，深受广大藏族群众喜爱。 汉族传
统戏曲究竟知多少，至今仍难以准确统计。 其剧种众
多，剧本更是汗牛充栋，向有“词山曲海”之称。

面对汉族这如此壮观的戏曲文化瀚海， 笔者仅
选择与八大藏戏题材内容相关的部分剧目， 从思想
意蕴、文化精神等方面对藏、汉戏剧进行比较研究。
论著力图通过文本细读，以探究藏、汉民族在文化精
神上的共性和独特的民族性。 比较研究的内容和剧
目如下：

1、历史传说剧：藏戏《文成公主》与元杂剧《汉宫
秋》之比较；

2、下层妇女的悲剧人生：南戏《刘知远白兔记》、
《琵琶记》与藏戏《朗萨雯蚌》中女主人公之比较；

3、优美人性的礼赞：藏戏《顿月顿珠》与明代传
奇《白蛇记》之比较；

4、帝妃之恋：藏戏《诺桑王子》与清代昆曲《长生
殿》之比较；

5、对少年英雄的赞美：藏戏《白马文巴》与汉族
戏曲《哪吒闹海》之比较；

6、对宗教善行的赞美：藏戏《智美更登》与明代
传奇《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之比较；

7、宫廷后妃剧：明代传奇《金丸记》与藏戏《苏吉
尼玛》、《卓娃桑姆》之比较。

第三、藏、汉戏曲美学特征之比较
本论著从表演艺术特征、时空艺术特征、化妆艺

术特征审美类型特征、 审美理想特征等五个方面对
藏、汉戏曲进行了比较，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藏、汉
戏曲艺术特征的共性与个性。

1、表演艺术特征。 本论著从藏、汉戏曲歌舞特
征的异同 ，藏 、汉戏曲体制形态的异同 ，广场戏与
舞台戏的区别等方面对藏 、 汉戏曲的表演特征进
行了比较。

2、时空艺术特征之比较。 本论著从时空转换的
相似性、空间艺术的假定性、舞台布景和道具的象征
性等角度，对藏汉戏曲进行了比较，论证了藏、汉戏
曲时空艺术的相似性特征。 同时论述了藏、汉戏曲与
西方戏剧时空艺术的相异。 藏、汉时空艺术的相同特
点，说明了中国戏剧不同于西方戏剧的艺术特征，也
说明了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上， 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
是血肉相连的。

3、化妆艺术特征。 面具与脸谱，是藏、汉戏曲化
妆艺术的重要特征。 本论著从藏、汉戏曲与面具，藏
戏面具的类型、特征、造型审美功用，汉族戏曲的软
性面具———脸谱， 以及藏戏面具经久不衰的原因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

4、审美类型的相似性。 在戏剧美学的王国中，悲
剧、喜剧和悲喜剧，是三座并峙而立的雄峰峻岭。 考
察藏、汉戏曲的审美形态，笔者发现它们具有惊人的
相似性，即是绝大多数的戏剧都属于悲喜剧类型。 同
样，汉族戏曲中也存在大量的既非悲剧、亦非喜剧，
而是属于悲喜剧范畴的作品。

5、审美理想的相似性。 本论著分析了汉族戏曲的
善恶观、藏族戏曲的善恶观，并对此作了比较，从而证
明了藏、汉戏曲以善为美的审美共性。 汉族戏曲的审
美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藏族文化是以藏传佛
教为核心的观念文化，藏戏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受佛教
文学影响而形成的。 尽管藏、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
导致戏曲艺术的审美标准，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但是，
以善为美，始终是藏、汉戏曲共同的审美观念。

第四、藏、汉戏曲宗教精神之比较
宗教对藏、汉戏曲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具有极大

的影响；宗教精神大量地渗透在藏、汉戏曲之中，对
藏、汉戏曲的思想内容、剧本形态、表演艺术都具有
深刻的影响。 但是由于藏汉民族宗教形态和宗教信
仰的差异，致使戏曲中的宗教内容和宗教精神，呈现
出若干相异之处，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 本书着重
探讨了宗教对藏、汉戏曲形成的影响；宗教对藏、汉
戏曲思想内容的影响；藏、汉戏曲宗教精神的异同；
如何评价藏戏与藏传佛教之关系等；并对藏、汉戏曲
宗教精神异同之原因进行了探讨，对深入研究藏、汉
戏曲的文化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藏、汉戏曲民俗特点之比较
藏、 汉戏曲都是植根于民间文化沃土中成长起

来的艺术之花， 民间文化就是它赖以生存的沃土。
藏、汉戏曲中的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本论著从藏、汉
戏曲文化的大众化品格； 藏、 汉戏曲的民间信仰特
征；藏戏独特民间信仰的文化解读；藏、汉戏曲与龙
神信仰；藏、汉戏曲与梦幻信仰；藏、汉戏曲中巫术信
仰的文化解读等方面， 对两个民族戏曲中的民俗现
象进行了比较与深层解读，进而深入探讨了藏、汉戏
曲中的民俗文化特征，以此实现藏、汉民族在此问题
上的平等对话。

总而言之，本课题对藏、汉戏曲文化进行了多角
度的比较研究，较清晰地展现出了藏、汉戏曲的共性
与个性，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拓荒意义。 同时，对藏、
汉戏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是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 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 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凝聚力、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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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昌平

去年初， 重庆师范大学谢真
元教授给我带了一本近年她关于
藏戏研究的专著来， 老实说这本
书给了笔者一大惊喜。 想不到谢
老师离开甘孜数十年， 她的心还
系在高原， 她的学术研究也没有
离开高原。
记笸忆笸中笸的笸谢笸老笸师

认识谢老师是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 当时她们夫妻俩都在甘孜
县，她丈夫在中学任教，她在县文
教局。 笔者刚去甘孜时，只是一个
小学教师， 教了三年小学后被调
到了县文教局， 于是认识了谢真
元老师。 大家在一起共事了几年，
但那是一个革文化命的年代，有
文化是罪过，没文化才光荣。 所以
大家在一起是不敢多谈文化的，
但笔者知道她夫妻俩都是有文化
的人，大学毕业就上了高原，在理
塘军马场接受过再教育， 后来才
分配来甘孜县教书， 说是 “臭老
九”。那个时期是看不到藏戏的，如
同高原上的冬季，寒气逼人，在如
此环境之下， 笔者想蕴藏在她们
心中的那些文化怕也是枯萎了。
及至看到这本书， 进一步懂得了
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人的追求，
那岂是一个“韧”字可以概括的。

谢老师在高原生活的大部分
时间，因为当时的大背景，老实说
不一定是她最惬意的的日子，但
却是她一生中最黄金的日子。 博
大的高原，纵是不尽的荒凉，拦不
住春的足步；雄伟的雪峰，虽然布
满乌云，难挡它洁白的身躯。甘孜
高原在谢老师的心中留下的一定
是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热爱、那深
情、 那眷恋在她书中的字里行间
得到了一览无余的展示。

谢老师的书我读了将近一
周，很多地方，读后又反复再读。
笔者对藏戏缺乏研究， 没有多少
发言权。 但是对她的学术态度却
是极为佩服的。

谢笸老笸师笸以笸比笸较笸
学笸研笸究笸藏笸戏

《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
之比较研究》（以下简称 《比较研
究》）是一部立足于高原，放眼于
全国的研究成果。 她不是孤立的
藏戏研究， 而是将藏戏放在中国
各民族戏曲之中来研究， 将其作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看待， 她在开篇的导论中即开
宗明意地指出：“‘中国戏曲’应该
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戏
剧， 它应该是中国多元一体的民
族戏剧艺术的总称。 ……各民族
戏曲应该是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
系。”她还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
体的， 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
一体的。 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
有机联接的网络体系， 每个历史
民族和现实民族， 都在其中存有
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 它们各
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 又在外延
上交相会通， 从而体现为一幅缤
纷万象的壮丽图像。”这一立论本
是常识， 为什么谢老师还专门提
出来予以强调呢？ 笔者认为这是

有意义的，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
确实有那么一些所谓的 “专家”，
他们连这最起码的常识也记不
住， 总是用一些瞎子摸象和以偏
概全的东西来唬人， 他们只记得
自己脚下的那一点东西， 而忘记
了抬头看一看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国土和 56 个民族。正是如此才构
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 从这
一角度出发， 谢老师的这种研究
精神是值得赞美和提倡的。

《比较研究》是一部文化比较
学的专著。 这一学科诞生于上个
世纪六十年代，又称为“比较文化
学”，进入我国大约是七十年代后
期。 主要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进行研究，
寻找其异同。

比较学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
算很长，也有 30多年的时间。 但是
将藏戏拿来同汉族的戏曲进行比较
研究，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比
较， 不仅要求作者要有扎实的比较
学知识，而且还要对藏、汉两个民族
的戏曲要有深厚的研究， 否则是没
有办法对比的。 正是这个原因让笔
者在接到这本书时大吃一惊， 于是
才生出了开头的那些闲话， 以说明
当年是没有时间让谢老师来研究藏
戏的，及至高原春暖花开时，她们又
都回到了内地。 那谢老师是什么时
候研究藏戏的呢，笔者不得而知，但
笔者知道对她来说一定有过蚕茧抽
丝的经历。 因为作为一个汉族女同
胞， 要想将藏戏研究到可以进行比
较分析的地步， 是一定下了极大功
夫的。 没有对藏民族和这个民族的
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和热爱是没有
办法达到这一境界的。

谢笸老笸师笸对笸藏、笸汉
戏笸曲笸的笸比笸较
《比较研究》所进行的比较不是

一个浮在表面上的浅层次的比较，
而是一个极有深度和见解的比较。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藏、
汉民族戏曲文化源流之比较。 在
这一章中，作者从我国戏曲文化
形成的标尺讲到藏汉两个民族
戏曲分别的演进历程，从而找到
二者间文化源流的异同 。 第二
章 ，藏 、汉戏曲文学剧本思想内
涵之比较。 在这一章中，作者选
择了不同题材的汉族戏曲九个
与不同题材的藏戏九个，从文化
心态、 悲剧性质以及对爱情、人
性和善恶的态度进行了全方位
的比较 ，以探究藏 、汉民族在文
化精神上的共性和独特的民族
性。 第三章，藏、汉戏曲艺术特征
之比较。 在这一章中，作者通过
藏、 汉民族戏曲在表演艺术、时
空艺术、化装艺术以及审美类型
和审美理想的相似性进行比较。
以探讨藏、汉两个不同民族的戏
曲在艺术特征上的共性与个性。
第四章 ，藏 、汉戏曲宗教精神之
比较。 在这一章中，作者就宗教
对藏、汉戏曲的形成和思想内容
的影响以及藏、汉戏曲宗教精神
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藏、汉戏曲
虽然不同于西方的戏剧，并不直
接起源于宗教 ，但是 ，它们从创
生到成熟 ，一路走来 ，都与宗教

结下了不解之缘。 宗教对藏、汉
戏曲在形成、发展和成熟等方面
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宗教精神大
量地渗透在藏、 汉戏曲之中，对
这两个不同民族戏曲的思想内容、
剧本形态、表演艺术的影响是不言
而喻的。第五章，藏、汉戏曲民俗文
化之比较。 在这一章中，作者分别
对藏、汉戏曲的大众化品格、民间
信仰特征进行比较，并进行了文化
解读，同时对藏、汉戏曲与龙神信
仰、 与梦幻信仰进行比较， 并就
藏、 汉戏曲中巫术信仰进行了文
化解读。 藏、汉戏曲都是根植于民
间文化沃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之
花， 民间文化就是它赖以生成的
沃土。 藏、汉戏曲中的民俗文化非
常丰富， 可以说藏汉戏曲是藏汉
民族民俗文化的巨大载体， 也是
民俗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重要
媒价。 通过这五章，谢老师将藏戏
与汉族戏曲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
对比。 通过这种对比，不仅让我们
对汉族戏曲有了更深的认识，尤
其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藏戏的角
度。 从而使人们更深地认识藏戏
有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藏笸戏笸在笸未笸来笸应
有笸独笸属笸的笸地笸位
上个世纪的 1989 年， 笔者

曾经随同甘孜藏戏团赴上海参
加过一次国际艺术节，在那次艺
术节上，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曾
邀请甘孜藏戏团到学校进行过
观摩演出 ， 演出结束后的交流
中，时任学院副院长的余秋雨老
师就曾用这种比较学的方式对
藏戏的价值与地位有极高的评
价，他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各民族
戏曲中 ，由于地理 、交通 、经济 、
文化等多种原因，只有藏戏还比
较完整地保留下了中国戏曲最
初的原生形态，不仅是我国宝贵
的戏曲“活化石”，也是我国民族
文化的瑰宝，有着极大的发掘潜
力和蓬勃生命力。 拿余秋雨老师
的话同谢老师的研究相比较，二
者对藏戏的高度评价可以说是
一脉相承的。

民间有句俗话说 “不怕不识
货，就怕货比货”。 通过比较才有
认识。 藏戏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戏曲百
花苑中的一枝奇葩。 抓好藏戏的
发掘、发展，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

的责任， 也是今后后代生生不息
的责任。 要抓好发掘、发展，首要
的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藏戏， 不单
从本民族的角度来认识， 还得从
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 藏
戏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艺术，随
着时代的发展必然需要同其它民
族戏曲一样， 按照自身的规律来
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相互比较、
借鉴就成为了其中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中找长短， 在比较中寻道
路，扬其长，补其短，这是藏戏发
展的必然途径。 正是从这一角度
来说，谢真元老师的《比较研究》
对藏戏而言， 不仅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 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她以她的行动为她所热爱的
藏戏以及中华戏曲添上了应有的
那块瓦，砌上了应有的那匹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
州的藏戏在州委、 州政府的关心
下，有过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很
多县都组建了自己的藏戏团，也
曾举行过全州性的藏戏调演，很
多县积极尝试将藏戏改编后从户
外引入室内，从演上几天，压缩为
一、两个小时。 康定、甘孜等县还
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之上， 创作演
出了自己新编的现代藏戏， 这些
探索对我州的藏戏发展有过极大
的推动作用。 也是向我国其它民
族戏曲学习借鉴的结果。 但是藏
戏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不
仅需要在量上保证藏戏团的数
字，以满足广大群众观赏的需求；
同时也不能丢掉户外演出的传统
和剧目， 以适应农牧民群众观赏
的传统习惯。 在此基础上必须抱
着谦虚的态度， 向国内外的一切
优秀剧种学习， 在比较中积极探
寻藏戏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让这
朵盛开在雪域的艺术奇葩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命力。

我州是一个有着丰富藏戏
资源的地方，藏戏在我州不仅历
史悠久，剧目繁多，流派纷呈，而
且不少剧目是藏区少有，风格独
特， 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抓好我州的藏戏发展对于发展
民族文化乃至做好群众工作都
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相信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我州
的藏戏必定有一个大的发展，呈
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新眼看藏戏
———读谢真元《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之比较研究》

佐钦寺传统格萨尔藏戏。

藏戏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