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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康巴历史 弘扬康巴文化”·专题策划

■ 记者 谢辉

戏剧被称为舞蹈、诗歌、音乐、绘画、
雕刻、建筑之后的“第七种艺术”。 而中国
戏曲， 乃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体系的总
称， 泛指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学和戏剧表
演艺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戏剧。
这是我自羽为戏迷后， 从杨丹叔老师推
荐给笔者的 《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
之比较研究》一书学到的。 读着这本书，
许多沉淀的往事于光阴的深处浮现。

戏曲， 笔者最初听到是在幼儿时，那
时爸妈所在的运输公司是红火的国营单

位，文化生活丰富，广播里天天都放“革命
现代京剧”，人们常学阿庆嫂、江水英，妈
妈会唱很多京剧段子，笔者认识的叶娘还
演过小常宝。 后来知道那是样板戏，是和
政治密切相关的戏曲样式。 不论样板戏的
功过是非，那些戏曲唱腔高亢嘹亮、唱词
通俗易懂、内容直白平实、矛盾冲突简单
明了倒是合了大多数群众的心意，让笔者
也得到了最初的戏曲启蒙式的感染。

在临邛，县里有个戏班、还有专门的
戏园，排演了《沉香救母》，阿婆带笔者去
看，故事是取自中国神话，写的是天宫的
三圣母爱上了人间书生刘彦昌， 违犯天

规私自下凡。 最后被其兄二郎神捉住压
在华山下， 三圣母之子沉香长大后救出
母亲的故事。 神话故事，神仙腾云驾雾、
仙境美仑美奂，当时的舞美、特技还没有
高科技的配合， 神仙飞来飞去全用绳索
把演员吊起来飞，靠绳索牵引，沉香、三
圣母也能衣袂飘飘地飞行。 就是这仙境
迷离、 仙童圣女吸引了好多孩子进入戏
院， 看着神女天仙天上地下的飞来飞去
让我们兴奋。 大人听戏、孩子看热闹。 阿
婆听得入迷，说笔者舅爷听戏更厉害，一
听锣鼓响就知道是什么戏文。

在临邛剧院还看过一出川剧 《十五

贯》，是古时破案的戏，主角况钟是个良吏，
为了不冤枉好人，亲自查案，最后终于捉住
真凶娄阿鼠。 最后围绕十五贯钱而展开的
破案故事曲折跌宕，最近笔者才知道《十五
贯》是曲高和寡的昆曲的代表作品。

电视不太普及的年代， 小小的黑白
电视播出过一出川剧《闹齐庭》，写的是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老病垂危时，
其众子争立，大闹齐宫，将齐桓公困于夹
墙，断其饮食，齐桓公忧忿而死的故事。 在
纷纷闹闹中，帝王之家争权夺位、亲情断
绝。 这部戏非常的“闹”，“闹宫”、“闹廷”、
“闹丧”， 当时笔者觉得戏曲蛮娱乐的，后
来读了战国历史， 才品出了其中苦涩味
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娱乐方式不
如现在这么丰富，但小朋友们也多选择其
它的娱乐方式， 没几个和笔者一样看戏，
笔者也没有伙伴可以交流。 后来上高中
时，终于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霞，
那时临邛的剧团已日渐衰微，我们俩会相
约去电影院看戏曲电影。 《穆桂英大战洪
州》、《三打白骨精》、《七品芝麻官》， 杨家
将、孙悟空、唐成等熟悉的人物、故事让我
慢慢迷上京剧唱腔的优美圆润、伴乐的安
稳如流水、表演的不疾不缓一唱三叹。

胡琴声起，一张几案摆起鸿门宴，一
把宝剑挡开百万雄兵， 提钢鞭上马怒声
喝敌退，摆水袖抬绣鞋上绣楼；抬头娇羞
仰望冰轮初转腾， 把盏金樽痛饮千杯不
醉，羽扇纶巾抚琴城楼唱空城，暗黑夜三
岔口英雄际会。 小小舞台， 纵贯千年历
史、演绎人生百态。 一张一几即一历史场
景，一条马鞭即一匹乌骓骏马，两面画上
轮子的旗子即猎猎战车， 现实写意再现
舞台，故事美漫展开来。

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台， 唱念坐打演
爱恨情仇，手眼身法步神采夺人。 戏曲每
个行当各具其美，花脸豪放、旦角柔媚、
须生沉郁、丑角诙谐，面黑性直的包拯、
忠烈多情的虞姬、绵里藏针的林冲，对于
戏剧人物的褒贬、扬抑，就在一张张大胆
夸张的脸谱、美仑美奂的扮相、宽厚醇正
的声腔里传达，戏曲明艳虚拟的氛围里，

濡染中华民族尚美之情、扬善之义，后来
笔者又喜欢上了曲调轻快、 唱腔轻快的
黄梅戏，也看过其它地方戏，如豫剧《花
木兰》、《朝阳沟》，越剧《柳毅传书》、《追
鱼》、《红楼梦》、《女附马》。 慢慢地，知道
了全国有好多的地方戏，京剧是国粹，有
著名的梅派和程派青衣等。

一直被喻为阳春白雪的昆曲， 最初
只喜欢它的浓词艳句和婉丽浮华意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
残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
院！ ”杜丽娘这样的闺中女子，于委婉起
伏声腔、 幽静雅致园林凸显清丽梦幻之
美。 一次偶然机会， 一个人安静地看了
《夜奔》，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奸臣陷
害，夜奔梁山。 “专心投水浒”的林冲，报
国无门，有家难回，仍忍不住“回首望天
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落泊苍
凉中写尽英雄的悲情。 却原来，昆曲的阳
刚之美、苍凉之美更见细腻动人。

飞逝的岁月，戏曲的美，一点一滴地
在心间漫延。 看，行云悠悠，听，流水潺潺。
时光脚步缓缓、光阴画卷舒展。 品，人生迷
离，忆，往事依稀。 相思绕眉间，风华绝代
杜丽娘，愁绪漫心田。 落泊英雄林冲，迎逆
风阵阵透骨寒。 美丽故人、动人故事，在戏
曲里完美再现，如此轻濡漫染，春雨潸然。
戏曲如花悄然于心上盛放。

戏曲界雅称梨园、菊坛。 朔风起时，
菊正艳，万花凋时，菊绽放。 “不是花中偏
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戏曲正如寒风
中盛放的菊，散放着沁人馨香。

最近一次看戏是 2007 年在康定川
剧七十年时， 因为要写一篇有关康定川
剧团的稿子， 当时为纪念康定川剧七十
年的历程， 原康定川剧团的老演员齐聚
炉城。 他们大多是四十多五十岁年龄的
人，最长都已七十多了，满怀着对川剧的
热爱聚在一起，上演过去的经典剧目。 虽
然川剧等戏曲边缘化状态让他们内心伤
感和无奈， 但心底放不下的戏曲又使他
们割舍不下对戏曲的痴迷，于是常问候、
常聚首、 常回忆成了他们之间为川剧而

活的一种常态。 采访过程中被他们的真
心感动、也为戏曲的魅力折服。

在中华戏曲的大家庭里， 藏戏也是
中国戏曲中独特美丽的一枝。 藏戏从诞
生到现在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了， 是中
国古老的民族剧种之一。 严格地说，藏戏
笔者还一部也没看过。记得幼时看过一本
关于藏地的小人书《朗莎雯波》，美丽的朗
莎是农家女，被山官老爷强娶为妻，受尽
折磨而死。一直不知道《朗莎雯波》是部传
统藏戏，直到读到谢真元女士的《藏戏文
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较研究》。原来《朗莎雯
波》是约十七世纪创作的，反映的故事是
十一世纪的，是藏戏中唯一一部反映下层
妇女苦难命运的剧作。 藏戏除了非常经
典、久负盛名的《格萨尔王传》外，有《文成
公主》、《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朗莎雯
波》、《白玛文巴》、《顿月顿珠》、《智美更
登》和《苏吉尼玛》等八大传统剧目，还有
《云乘王子》、《德巴丹保》、《喜白旺秋》和
《格萨尔王传》系列等传统、经典剧目。 相
较于汉族戏曲， 藏戏的演出环境独特，在
广阔的广场演出，演员和观众不固守演区
的界限，并能与广阔时空相呼应。 藏戏唱
腔高亢、表演动作幅度大、采用夸张面具
等调动宏大现场的气氛。鲜明的广场戏特
点使藏戏吸引了广大农牧群众，并持久地
保持着原生态的鲜活。书中将汉族戏曲与
藏戏进行对比、研究，厘清了汉族戏曲与
藏戏的基本轮廓，也引起了笔者对藏戏的
兴趣，希望有机会能欣赏到天地大戏台的
藏戏艺术。

《藏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较研究》
是极为专业的研究中国戏曲的书，读完这
本书，很多内容还不能完全消化，但是为
自己补上了一些中国戏曲的基础课程。

一直以来 ， 笔者与戏曲是这样若
即若离 ， 只是个伪戏迷 。 不知戏曲的
源 、不懂戏曲的流 ，有机缘时 ，近朱染
赤 ，戏曲的清流濡湿衣襟 、濡染美丽 ，
倾心于戏曲的美 ；没空闲时 ，让戏曲的
余音潜伏于心 ，想落天外 、思飞古今 ，
算是一种熏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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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建华

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给记者打来电话
聊起了色达中学藏文教师马尔多， 他对
马尔多刚出版的藏文译著《爱因斯坦传》
赞不绝口，希望媒体能给予关注。 记者因
此结缘了马尔多。

立志用知识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马尔多，别名土登扎巴，色达县然充

乡桑桑村人，出生于 1966 年。 文革动乱
期间，他读完小学后，背井离乡来到甘肃
省甘南州拉卜楞寺当扎巴。

寺庙生活枯燥乏味， 然而马尔多却
把寺庙当作学习文化知识的殿堂。 在那
里，他系统学习了藏传佛教经典理论、因
明学、声明学、历算、诗歌、藏文字帖和唐
卡画等等。

“我所在的那个村子 ， 村民都很贫
穷， 孩子们和父辈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
游牧生活，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很少，很
多人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见识，连县城
都没有去过， 通过读书走出去的人几乎

没有。 我那时候就想，我不能走父辈们没
有文化的老路，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
学习，成为村里的文化人。 ”马尔多说，有
了理想追求，就有了用之不竭的动力。

通过在拉卜楞寺 7 年的潜心学习 ，
马尔多学有所成，他决定回报家乡。 1986
年，他毅然回到了色达，当时色达县教育
部门求贤若渴， 推荐马尔多当上了然充
乡的民办教师。 然充乡是色达最偏远最
贫困的一个乡， 马尔多毫不犹豫地走上
讲台开始了他终身从教的生涯。

“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很激动，迫切希
望我们乡的孩子能够考上县城的学校。
因为他们只有走出去， 才能找到自己的
差距，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马尔多说，
他想把他学到的知识全部教授给孩子
们，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心扑在教学上，从
藏文字母教起， 逐步培养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 功夫不负有心人，然充乡的孩子终
于走进了县城的学堂。 孩子们有了出息，
家长送学生上学的积极性高涨。

1992 年， 色达县教育局安排马尔多

到克果乡中心小学任教， 他在教学上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教学成绩名列全县前
茅，多次受到县上的表彰奖励。

1997 年， 色达县中学创办首届藏文
班，因藏文教师紧缺，教育局决定调马尔
多到色达县中学任教。 教学环境在变，马
尔多的教学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迄
今，他已经送走了六届毕业班。 他教的毕
业生中， 有的考上了中央民大、 西南民
大、四川民院等高等本科院校。

马尔多说，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学无
止境。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适应教学改革
的需要， 他参加了各种培训和学术研讨
活动，并在四川民院藏文系读了四年，完
成了大专学业。

“我的汉语不怎么行，所以我一直坚
持用藏语母语进行创作。 创作了不少散
文、诗歌，在藏文报刊杂志上发表，到目
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诗歌集《黄叶》，论
文集《红叶》，《与学生家长的谈话》及《三
十颂》藏文语法等，其中《三十颂》现在用
于本校教材。 ”马尔多坦言自己的文学创

作和教学成果时，并没有沾沾自喜。 在学
术的殿堂，没有最高，没有最好，只有孜
孜不倦的努力。

学习借鉴中外优秀文化
马尔多从封闭的草原走出去， 学习

了博大精深的藏文化， 在寺庙苦学了 7
年，最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色达。 马尔
多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家乡父老，要
改变一个地区的贫穷落后， 必须要普及
文化知识。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
当了一名民办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马尔多发现，牧民由
于生活环境条件差， 还过着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生活， 许多牧民受根深蒂固的宗
教文化影响，存在狭隘的文化观，不愿意
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尔多听到几位自
诩见多识广的人在议论说，学习藏族宗教
知识非常重要和必要，他们严厉地批判了
外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以爱因斯坦为
例，强烈地批判了现代文化、科学文化、国
外文化。 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科学领域
的优秀人物，但有什么用呢，爱因斯坦没
有学过藏族宗教知识， 所以他终生痛苦，
到死的时候， 他的研究成果也帮不了他，
最终他倍受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听了他们的议论， 马尔多感到十分
震惊。 为了进一步了解爱因斯坦是怎样
的一个人， 马尔多托朋友到处寻找各种
版本的《爱因斯坦传》。 找到后，马尔多迫
不及待地反复看了好几遍。

“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
生命运多舛、但他对科学的执着和追求，
让人肃然起敬。 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人明
白了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 没有
科学， 只有宗教， 人类会永远处于蒙昧
中。 如果让不懂汉语的藏族同胞也能够
看懂这本书该有多好。 这对于转变本民
族狭隘的文化观大有好处。 因此，我决定
翻译这本书。 我 2011 年初开始翻译，到
去年底才完成翻译工作。 ”马尔多说。

翻译国外名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
这是马尔多第一次用藏语母语翻译国外
名著。 刚开始翻译时，他把大意翻译完，
再专门抽时间全部修改， 但这样做会遗
漏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而且受思路的
局限，显得不那么流畅。 因叙述方式和用
语与原著有很大差异， 为了保持原著的

风格，马尔多颇费心思，他学的不是数学
和物理专业， 对书中提及的专业术语颇
为费解，为了体现严谨的科学态度，遇到
这方面的难题， 马尔多就向数学老师及
物理老师请教。 一些词语在藏文中还没
有统一的说法，比如“钟慢尺缩”和“火神
星”等等，这就要靠他在理解了这些词语
的意思后用藏语造词。

一个民族要发展进步， 绝不能固步
自封。 马尔多说，藏民族创造的拼音文字
在人类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如至今
仍让许多专家学者痴迷的藏族医学、文

学、宗教文化等等，这些源远流长的藏文
化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得以发扬光大。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好时代， 更应该
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先进文化， 任何一
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
必须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相互学习借
鉴才能发展进步。

马尔多的藏文译著《爱因斯坦传》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促进民族文化和谐
发展、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
应，普及现代科学理念等层面来讲，马尔多
出版的藏文译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寺庙扎巴到灵魂工程师

马尔多的文学专著。

马尔多在辅导学生。

马尔多在查阅资料。

马尔多翻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

德格县阿须乡岔岔寺觉姆表演的格萨尔藏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