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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在数十个国家
为学者们津津乐道。 传播格萨尔
史诗来 ，自然要立足本土 ，本土
起源应该是格萨尔史诗文化研
究的基地。 传承格萨尔文化，想
象力一直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格
萨尔史诗学术界和民众关注的
重点。 在 17 世纪，耶稣会士柯切
尔发表《埃及之谜》和《中国礼俗
记》两书 ，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
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与
埃及人之相像，其中也是想象力
发挥了显赫作用。
作为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格萨
尔史诗，显然对传统文化有着巨
大的贡献 ， 正如哈里斯主编的
《埃及的遗产》 一书中所论述的
埃及文化传统对欧洲和西亚的
贡献一样，在以文化为灵魂的旅
游发展中这种贡献是显而易见
的，甚至也是旅游发展中不可或
缺的内涵。

我们也可以从旅游学的发展
中找到发展依据。 上个世纪 60年
代以前，旅游学的研究着重在以经
济为内容的领域内，如意大利的波
迪奥、玛丽奥狄，奥地利的斯特拉
德涅尔，德国的博尔曼，英国的奥
格威尔和诺尔瓦勒，以及美国的维
耐斯等人，均有旅游专著面世。 到
了 60年代以后， 国际旅游业在全
世界范围内展示出越来越广阔的
前景，这一阶段，旅游学的研究表
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实践性更强，
二是多学科的倾向也更强。这一阶
段的成果标志是德国学者拉普特
在 1954年出版的 《旅游消费》，意
大利学者特洛伊西 1955 年出版
的《旅游及旅游收入的经济理论》，
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使这一时期的
经济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伦德伯格的《旅游业》和密执
安大学罗伯特·麦金托什的 《旅游
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 对旅
游业作了比较全方位的论述，这一
成果对于今天的旅游业依然具有
丰富的积极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1979 年
出版的日本前田勇教授的著作
《观光概论》，侧重对现代旅游的
要素和特点、 旅游资源的开发、
旅游业的构成、旅游组织和旅游
政策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论

述，具备了现代旅游学的基本内
容体系。

到了 90 年代， 随着人们对
生存环境认识的深入，旅游学的
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了非经济领
域，生态平衡、旅游资源的保护、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逐
步上升为新的研究热点。 当然，
旅游业中纳入文化元素，应该也
是这一时期引起重视的，人们逐
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旅游业
中的强劲作用。 这一转变，为格
萨尔旅游文化学的构建和发展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丰富了该
学科的内容。

在旅游活动的旅游者、旅游
资源和旅游业等要素中，格萨尔
史诗文化能够令旅游者产生强
烈的精神需求共鸣，能够从好奇
到感兴趣到热爱，旅游者会在目
睹格萨尔史诗遗址遗迹的过程
中，在情感深处激发好奇 、敬仰
之情；在聆听格萨尔史诗说唱的
过程中 ，由衷地融入 、内心受到
震撼，且为之感动 ；学者会因格
萨尔史诗的客观存在（非物质内
涵）而构筑诸多学科 ，生发诸多
成果。 格萨尔史诗文化作为旅游
发展的重要内容，已经不是简单
的“资源”可以涵盖的，而是该文
化富集区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关键环节和必要内涵。

结合旅游发展的内在规律，
格萨尔旅游文化学在于建构相
应的文化体系，构筑文化理论框
架，这是格萨尔旅游文化学的根
本任务和目的。

诚然 ， 格萨尔旅游文化学
的研究任务 ， 就是在阐明旅游
活动及其基本规律的同时 ，在
充分认识旅游活动的性质及其
原因、形态结构等内容的同时 ，
对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活动
中所产生效能和魅力 ， 并作出
科学的评估。

具体的研究任务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阐释格萨尔史
诗文化在旅游活动中所形成的
本质和社会属性，进而揭示该文
化现象融入旅游活动后的活动
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依
存关系；二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
化融入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以
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彰显
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要素功能；三
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游
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进而探索游
客对这一文化的心灵需求特征；
四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
游互动诸要素融汇之后所产生
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应，进而揭
示这一文化要素的社会意义；五
是阐释格萨尔史诗文化融入旅
游活动诸要素后的发展前景和
未来趋势预测。

总而言之，格萨尔史诗文化
要在旅游活动诸要素中完美地
融合，并发挥文化的“软实力”效
应，这就是构建格萨尔旅游文化
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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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在甘孜·韩晓红 专栏

民国 33 年，即 1944 年，西康省民政厅制定《康区户口
清查办法》， 决定正式清查西康全省户口。 民国 35 年，即
1946 年， 康定县政府对康定全县人口进行统计。 在 1946
年时候， 全康定县共 8622 户、36797 人， 其中男性 20889
人、女性 15908 人（不含后重新划归康定管辖的所谓“金汤
自治局”部分）。 尔后开始发放“国民身份证”。 发放工作断
断续续，延续数年，有的人领到，也有的人根本就没看到过
这种“国民身份证”。

这张看似简陋的纸张，就是到了 1949 年才发给这位
居住在塔公乡、名叫“银彭”这个人的国民身份证，而对
于今天的我们则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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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难得一见的“国民身份证”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 贺先枣 整理

■ 本报记者 杨珂 克珠罗布 文/图

8 月的高原美极了，绿的树、青的草、
各色的花朵，还有成群的牛羊，在天地间
相映成趣。 一群群黑色的牦牛缩成一个
个小黑点，缓缓移动在青白相间的雪山，
一群群白色的羊群如同围绕在山间的云
朵， 在云山雾绕中彰显着雪域高原的圣
洁与神秘。

日前，记者随“2015 年全国格萨尔故
里行”团队，到甘孜、阿坝藏区，寻访“格
萨尔”故乡，体验格萨尔文化。 藏民族厚
重的历史文化以及高原独有的风景和淳
朴的民风，让人流连忘返。

探访格萨尔故里， 或许一辈子的时间
都不够。因为记者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东

西太多太多。 “故里行”只给了记者 5 天的
时间，感觉很是匆忙，却又让记者在点点滴
滴中明白了很多，感悟到很多。 一路走，一
路看，不经意间就已来到阿坝州红原县。关
于格萨尔的一切， 让记者忘却了一路的疲
惫。 每到一处， 记者都会向随行的格学专
家，打探关于格萨尔的故事。阿坝州当地一
位格学专家告诉记者， 红原县色阿柯河谷
是“格萨尔”故事最多的地方。 色阿柯河谷
一带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百姓安居乐业。
传说这片土地均属岭域地界， 如今在阿坝
州流传着的众多格萨尔王的传说， 很多地
名都与格萨尔王相关。 “传说格萨尔王在征
战牛魔时，射出神箭将其拦腰斩断，其尸身
化为两座断裂而成对半的山丘。 ”这是阿坝
州格萨尔说唱艺人吟唱的一句说唱， 专家

告诉记者牧民将牛颅部分的山丘称为 “仲
格雅朵”， 牛尾部分的山丘称为 “仲格玛
朵”，合称“仲格雅朵玛朵”。 除了在色阿柯
河一带， 与格萨尔王相关的地名和传说尤
为众多，在红原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第 3 天的目的地是甘孜州色达县，作
为“本地人”对于色达县，记者有着更多的
期待。 到色达前，格学专家告诉记者“那里
是格萨尔艺术之乡”。 色达似乎除了已经
闻名遐迩的格萨尔藏戏，一山一水都有着
“格萨尔”遗迹和传说，还有众多的格萨尔
说唱艺人，以及规模巨大的格萨尔彩绘石
刻群。 似乎色达的一切都与格萨尔文化紧
密联系在一起，走进色达就是走进了格萨
尔文化的艺术长廊。 怀着对“色达格萨尔
文化艺术”的憧憬，一路前行。 这一路，记
者发现遥远而神秘的格萨尔文化不知不
觉地融入到了考察团的每一个人的灵魂
深处。 在色达县，记者深深地感受到对于
土生土长的色达人而言，格萨尔已与他们
的精神生活水乳交融，那是他们永远坚守
的信念，是他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千年的传承和创新造就了色达县的
格萨尔文化。 土生土长的格萨尔说唱艺
人，说唱技艺精湛，并有唯独以各种千奇
百怪之石为说唱道具的格萨尔说唱新形
式，开创了“格萨尔藏戏”这一独特的艺术
形式，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在色达，格萨尔
石刻、绘画艺术和格萨尔遗迹、遗址遍布
全境，独具魅力。 就连色达色尔坝一带的
藏民居都是为纪念英雄的大将色尔哇·尼
崩达雅而建，并至今保留着格萨尔庆功宴
上的敬酒习俗，色达也因此被誉为“格萨
尔藏剧之乡”、“格萨尔文化艺术之乡”、“英
雄庆功之地”。 8 月 11 日开馆的“格萨尔
文化艺术中心”， 更是色达县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 格萨尔文物展览厅、格萨尔唐卡
展览室、格萨尔唐卡研究室、格萨尔彩绘
石刻研究室、格萨尔文化研究室，以格萨
尔文物多、收集完整、文物质量和研究价
值高、 格萨尔文化研究功能全等特点，成
为重要的格萨尔文化研究、观赏中心。

人生或许就是远行,走得越远看到的
东西越多！ 格萨尔的传说，更多的时候是
在别人的描述中参悟， 此次不是在别人
的描述里，而是亲眼所见，看到的事实更
活更鲜！ 有时也有一点小的发现，“为什
么有的描述与当下那么远？ ”所以一定要
找到根源，让一切释然，感谢这次远行，
所参悟到的，让心宽拓而宁静！

藏在风景里
———２015 年全国格萨尔故里行侧记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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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格学
全国格办主任罗

布旺丹：格萨尔文化在
整个藏区，是游牧文明
的代表作，主要是以三
江源地区作为核心区，
甘孜州色达县、 石渠
县、德格县等地都处于
三江源地区之内，在这
些地方格萨尔文化的
资源非常富集。 其富
集体现在，到处都有格
萨尔的遗迹传说，格萨
尔流传下来的一些习
俗直到现在都影响着
这里的农牧民群众。
格萨尔文化在甘孜地
区的发展，有着独一无
二的特点。

新疆格学专家
银华：这次到色达县，
对这里的格萨尔文
化印象非常深刻。 遗
憾的是和藏族学者
在沟通上存在一些
困难，阿坝藏区和甘
孜藏区的“格萨尔文
化”与新疆“格萨尔文
化”在历史的传承中
是否存在区别，我们
还不得而知。“格萨尔
文化”是我们可贵的
非物资文化遗产，需
要我们更多的发掘，
并且传承下去。

云南格学专家
斯郎伦布：如今，格萨
尔的故事已经开始渐
渐淡出我们的生活，
这或许和我们整个民
族精神文化的传承有
着很大的关系。 让格
萨尔文化回归或者说
是继续发扬光大，是
迫在眉睫的事情。 至
少现在我们还有很多
格萨尔艺人还健在，
还有很多格萨尔的传
说在民间流传， 等到
以后没有了， 就后悔
莫及了。

甘孜州格学专
家益邛 ：以前 “格萨
尔”只是一些学者和
说唱艺人关心的事，
自从它成为“全国非
物资文化遗产”以后，
关注度上升了，不管
是甘孜州、阿坝州还
是其他地方，都应该
大力发展、发扬、传承
格萨尔文化。 作为色
达县的格学爱好者，
我们有信心把“格萨
尔文化”工作进一步
向前推进，为甘孜州
格萨尔文化的进一
步发展铺路搭桥，做
出贡献。

青海格学专家
才智 ： 这几年的研
究让我更加感受到
格萨尔文化传承的
重要性 。 有的地方
在传承中附带了太
多的地方色彩 ，这
样下去 ， 格萨尔文
化必将毁于一旦 。
格 萨 尔 文 化 的 传
承 ， 要以传统文化
传承为基础 ， 以现
代元素为媒介 （比
如说电脑漫画制作
等等 ），让更多的人
了解格萨尔文化 ，
接触格萨尔文化。

阿坝州格学专
家完玛加：这次开展
“2015 年全国格萨
尔故里行” 活动，对
传扬格萨尔文化有
着很大的意义。活动
在阿坝州和甘州同
时开展，活动的内容
比以往更加丰富且
多样。如果能够更好
的将格萨尔文化与
旅游业结合起来，对
格萨尔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将会有更大
的效果。

荨格萨尔文化艺术
中心开馆仪式

茛专家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