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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藏戏
GESAERZANGXI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二十五）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韩晓红自画像

康藏物语
KANGZANGWUYU

《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即将问世
《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在蓉启动

■贺先枣

雅砻江上游有一个名叫多戈的小村寨。
多戈村前临雅砻江，江边有一大平坝。多戈
村的人主要靠放牛放羊过日子。村后是非常
宽阔的缓山坡，坡上的牧草一直生长得很
好。坡与坡之间都有沟，这些沟并不深幽，每
条沟里都有那么小小一股溪流。溪流的两侧
是那种老长也长不高的柏树，密密麻麻，逶迤
数里，四季青翠。这是一条条称得上风景如
画、非常秀丽的山沟沟了。

那年四月，雪倒是差不多化了，寒冬的余
威依然逼人。好几天了，不是这家丢了一只
自留羊，就是那家丢了一只自留羊。主妇们
都站在自家矮小的土屋顶上指桑骂槐地诅
咒。骂的偷羊贼，其实心里都在疑心是邻居
干的，只不过没拿到证据不好说。

那天下午，一个叫布珠的妇女找女儿回
来喝茶。走到村后溪水边，只见三个小脑袋
凑在一起，不知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布珠
刚要开口喊，不料离三个孩子顶多二十来步
的地方出现了一头豹子。豹子懒洋洋、却笔
直地慢慢朝三个小孩的地方走过来。布珠到
底惊叫了出声，飞一般朝三个小孩奔去。三
个小孩闻声站起来，扭头看见豹子，吓得赶快
朝布珠跑来！这一瞬间，豹子反倒站定了，昂
着头朝大人小孩这边看。布珠左手抱一个五
岁的女孩，右手提一个四岁的男孩，嘴里就大
声喊另一个挡了她去路的女孩快跑、快往家
里跑。这时，钻出来两条狗，远远的望着豹子
发出哀鸣似的嚎叫。布珠只顾跑，不想背后
的皮被跃过来的豹子抓了一把，一下撕裂开
来，布珠挣扎着又跑，用身体护着的三个小孩
又哭又叫！那只豹子又站住了，狗也多起来，
哀声一片。两个出来背水的妇人恰好看见这
一幕，吓得把手里的铜瓢往石头上乱碰，豹子
迟疑着站在那里，终于缓缓掉过头，不慌不忙
朝长满柏树的沟里走了。

全村人惊动了！偷羊的贼就是这头豹
子！当机立断！队长颜批命令两个壮实的小
伙子带上全村唯有的两条明火枪，从坡的一
侧爬上然后再下到沟里，截住了豹子就开
枪。队长带另外的人来接应，打不死也要吓
走它，不能让它在这里危害一方。

队长带的人约有十多个，却是以青壮妇
女为主。队长走在最前面，腰刀横插腰带上，
边走边吆喝。队长表弟紧随其后，再后就是
群怒气冲冲的、手持斧头、木头棍棒的妇女。

刚进沟转过一个大土堆似的山包，那只
豹从一丛柏树林后一跃而出！一下就把队长
扑翻在地，队长站立不起来，伸出双臂把豹子
拦腰抱住，豹子回头就咬，队长急用自己的脑
袋死命地往豹子下巴下抵去，不想抵不牢实，
豹子咆哮着大张血口，一股恶臭直冲鼻孔。
队长双手箍着豹腰，闭了眼，左右摆头，想躲
开看来是躲不掉的那一口撕咬。这时，队长
的表弟从地上站立了起来，惊恐未定，忘了腰
上还有腰刀。眼看豹子那一口朝表哥脸上咬
去，情急中、竟把左手横着就往豹子嘴里一
塞，豹子咬不上劲，也闭不上嘴，表弟一只手
又顺势把豹子脖子挟住。豹子摇头一挣，表
弟的左手顿时鲜血淋淋！不料这一挣，俩人
反倒把豹子压到了身下，一个死抱着豹子的
腰不放，一个死箍着豹子的脖子不松开，豹子
头扭不动，腾挪不得，四条豹腿、四条人腿，蹬
得沙石乱飞。过时，一个叫莫姆的女人，看准
了，手里的斧头连续在豹头上猛砸几下，妇女
们蜂拥而上，尖厉的呼叫声，诅骂声，震动了
一条山沟，两、三把斧头轮番在豹子头上乱
砸、乱砍；用木棒的又打又戳。从同豹子遭遇
开始，到那头豹子再没有出一点声音，只不过
是一会儿功夫，豹子渐渐没了力气，四脚开始
抽搐，终于一命呜呼！

此时的颜批队长从下巴到脖子到背上已
是血肉模糊，人事不省。队长表弟浑身是血，
右手托住左手，痛得怪叫不停……

两个带枪上山的小伙子，远远听见惊心
动魄的哭喊声就拼命赶来，到底也没有放成
枪。豹子死了，却伤了人，不由得同妇女们一
道大放悲声。好一会才想起公社卫生院有医
生，这才飞马赶去。找到医生赶到多戈村，已
是晚上十二时过了。幸好受伤的二者都无性
命之忧。

天明，看见了没有头的豹皮。皮子居然
大体完好无损，伸开双臂比量，医生心头就吃
惊，不连尾，如果连头，这头豹子有一米六长！

一年后，见到两个受伤的人更让人吃
惊！队长颜批从脖子到下巴，胸前虽伤痕历
历在目，却活动自若，背上抓痕如沟壑纵横，
却说不痛不痒不碍干活。队长的表弟左手
依然伸屈自若，被豹齿划开的小口子在小臂
上异常显眼，因为竟变成隆起的几条如蚯蚓
粗细的硬肉，短一点的，那肌肉竟硬得不怕
指甲掐。背上也有一大片伤疤，他却说：“比
我表哥好！”问他为什么，他笑笑回答：“因为
不是脸”。

斗豹子

我知道有很多业内人士在关注我的格萨尔
史诗文化研究工作，很多人对误以为我放弃了对
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其实，我仅仅是改变了角度
和方式而已，因为在我完成了对格萨尔史诗原始
资料的搜集和整合之后，我选择了“沉淀”，而“沉
淀”需要静下来，自然我就减少了对格萨尔史诗
原始资料的搜集频率，而在我既定的理论框架内
付出我的思考和研究，完成我的“沉淀”工作，我

计划用近10年的时间来完成对《格萨尔比较文
化学》、《格萨尔阐释文化学》、《格萨尔美学》、《格
萨尔仪式文化学》、《格萨尔叙事文化学》、《格萨
尔民俗文化学》以及《格萨尔艺术文化学》等专题
的研究，并试图将其梳理成能够施教的大学教
材。再就是把我三十余年寻找和研究格萨尔史
诗的历程整理出来，供后来者参考。一方面是使
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我在寻找格萨尔过程中的所
有欣慰，激发更多的学者能够投身于此；另一方
面是使我的研究成为后来者的一块基石，使他们
得以在我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把这份爱传
下去。我对格萨尔史诗有着终身不移的热爱之
情，对传承的人们有着敬佩之情，对养育我的这
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格萨尔史诗滋养
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得以自始至终保持好的心
态，保持浓郁的热情，与格萨尔史诗相伴。丹巴
莫斯卡的格萨尔藏戏，由这些简朴的村民和寺庙
里的僧人传承下来，这样漫长的年代需要怎样的
坚守与执着，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欣赏他们的演
出，眼前的画面已经不是简单的戏剧演出，而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所经历过的优秀历程，我听到的
是来自千年前的脚步声，我享受到的是来自千年
前的历史和艺术魅力，这是人生中十分难得的享
受。即便回到宿舍里，我依然无数次地回味演出
时的场景，耳际依然响起朗朗的说唱声。尽管那
些诸如仁孜多吉、扎巴等说唱艺人已经作古，但
是，他们的说唱常常在耳畔响起，那是多么美妙
的说唱声啊，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每次回忆起仁
孜多吉老人说唱的《墨日器宗》、《日巴器宗》、《木
雅器宗》和《日朗器宗》等孤本的时候，内心都会
涌起阵阵痛楚，老人说唱时的情形都会浮现在眼

前，常常念及老师引我入门和教诲之恩。我数次
撰写叙述仁孜多吉老师的书籍《一位特立独行的
行吟牧人》的时候，都会想起老师的笑容，老师的
说唱，老师的点点滴滴……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有许多精彩感人的
表演和细节，我在前面已经渐次做了介绍，对于
我而言，欣赏完这场演出之后，对我具有填空补
白的作用，尤以演出中凸显出的康巴藏戏特色，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康巴藏戏知之甚浅，仅在直观上感受要
多一些，因为我有缘在康区欣赏到多剧种多流派
的藏戏。阅读《甘孜州藏戏志》获知康巴藏族包
括吐蕃和西山诸羌两种不同的文化族源，由此，
在康巴地区流传的语言、文化等呈现出多元性特
征。就康巴藏戏而言，也并不就是单一的康巴藏
戏，其中依然杂糅着拉萨藏戏、安多藏戏等元
素。由于独特的区域特点，也难免不受周边文化
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康巴
藏戏也和其它领域一样，一样受到古氏羌文化、
吐蕃文化、西夏文化、汉地文化的影响，并相互兼
容并蓄。

就康巴藏戏自身而言，因其涵盖面广，各组
成部分之间也一样各有特色。就我州而言，巴
塘、理塘、甘孜、道孚、康定、木雅等地方的藏戏，
从总体上分析，应当属于从西藏传入的蓝面具藏
戏，但是，在传入以后，逐渐与本地的歌舞、说唱、
民间艺术等传统元素相融合，如：

道孚藏戏在唱腔中融入的山歌风格，锅庄特
色和寺庙跳神的音乐元素，导致道孚藏戏呈现出
明显的独特的道孚特色。

巴塘藏戏在演出过程中较多地渗入了巴塘

弦子舞的舞蹈和音乐，演员的舞蹈较西藏藏戏，
具有更加生动活泼的特点，其音乐元素也较多地
融入了欢快的气氛，使演出表现出更加轻盈欢快
的特色。

甘孜藏戏在演出中叶较多地渗入踢踏舞的
元素，其舞蹈粗犷、奔放，其音乐元素节奏感强，
浑厚雄放。

理塘藏戏在演出中较多融入本地锅庄的舞
蹈和音乐元素，使其演出既有较明显的理塘草地
文化的舞姿，又有较浓郁的寺庙跳神的法舞动作
特征；使其音乐就有草地优雅轻盈的欢快节奏，
又有浓郁的寺庙音乐沉郁、厚重的音乐元素。

诸如此类，康巴藏戏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西藏蓝面具藏戏，而是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
康巴藏戏，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藏戏戏种。丹
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则巧妙地从康巴藏戏、安多
藏戏、西藏藏戏吸收的营养，形成了很有看点的
藏戏戏种。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中，经常可以感
受到山歌的豪放声调，也经常富有寺庙音乐的特
征；既能欣赏到锅庄舞的队形和舞姿，也能欣赏
到庄重、沉厚的法舞舞步。尤其明显的是在开场
时表演的面具舞，已经形成了具有莫斯卡特色的
较为规范的程式化嘉绒表演风采。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音乐唱腔节奏上，还是
在舞蹈队形语言特征上，既有西藏藏戏的原始元
素，也有安多藏戏（尤其是语言）的地域元素，同
时还有康巴藏戏的锅庄、山歌等特色，自然，嘉绒
文化是其区别于其它剧种的独特特点之一。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已经是富有较多藏
戏元素的综合性剧种，也是难得的富有深厚艺术
文化魅力的剧种之一。

■龚自华/图 张霞/文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

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

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

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

与你相见。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

你的指纹；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

的温暖；
那一世，
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

能与你相遇；
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六世仓央嘉

措，寂寞的诗人，他的一生充满诗意和难言之痛，
相传仓央嘉措消失在碧蓝的青海湖，可后人总说
他的身影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普通高僧化缘为
生，游走众生之间。听着仓央嘉措的情诗，凝望着
碧蓝的青海湖似乎有抹绛红色的痕迹。这种绛红
色是信仰的颜色，这种颜色让我想起故乡德格。

德格，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来过又来、走过又
走的城市，作为四川的边陲之城，我从这里有过
一路北上，翻过雀儿山、穿过扎溪卡草原、穿过青
海湖、直到西宁、直到嘉峪关；我在这里有过一路
向西，沿着317国道，走过江达、走过昌都、跨过
怒江、停在波密、停在拉萨；我还在德格有过一路
向南，路过新龙、达到稻城、乡城。德格在我多次
的旅行中扮演着起点与终点站。在众多的边陲
小城中我独爱德格偏多，借用一句话“来过便不
曾离开过。对我而言，路过、来过、离开后，你才
不曾离开”。

德格意为“善地”，这里是康巴文化的发祥

地,格萨尔王的故里，史诗般的传奇故事在这里
广为流传。五彩经幡随风飘扬，虔诚的信徒诵念
着经文，恍如一片净土，从未被喧嚣所打扰。这
里有绛红色的印经院、这里有巍峨的雀儿山。

德格印经院位于德格县城、雀儿山脚下，地
处上风上水的宝地，全称“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
院扎西果芒大法库吉祥聚慧院”，又叫“德格聚慧
院”,俗称“德格巴宫”。信徒们，如果今生没条件
去圣城拉萨朝拜，去德格的印经院朝拜也能了却
一生的心愿，获得智慧与解脱。德格是我国藏区
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所在，
一是被称为“东方伊利亚特”的世界最长史
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的出
生地，不仅格萨尔文化十分厚重，而且至今还十
分活跃；二是享有美名的德格印经院，是藏区三
大印经院(另两个是西藏拉萨印经院和甘肃拉卜
楞印经院)中，以收藏文化典籍最广博、门类最齐
全、管理完备而严格、原材料制作考究、印刷延续
百年传统技艺，以及对古建筑物、壁画、印版和其
他文物全面而有效的收藏和保护而位居首位。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公元1729年、雍正7年，
其创始人曲吉．登巴泽仁。相传初建德格印经
院有个美丽的传说：登巴泽仁闲庭信步，走出官
寨只见耀眼的阳光照佛着山体和山野，连同官寨
的房顶都“燃烧”成为金黄色，那些通往河滩裸露
的砂石滚烫的如一颗朝圣的心灵，一曲曲经声如
歌如唱，彩色的经幡在哗哗飘响，像雾缭绕的经
堂飘出诵经的真言。一位藏民赶着驮牛行至官
寨前，驮牛撒蹄而奔，将货物抛撒满地，后来才知
道是藏民制了一部《长寿经》的经版特来敬献给
他。此地紧依官寨，后靠大山、前临小河，经版满
地，佛法无边。此后印经院就修在此地。

他，双手合十、口诵真言。在众多游客里五
体投地的进行着他的礼佛仪式。他只是一个普
通的游客，也是一个信教徒，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名字，他有一张看不出岁月的脸庞。我看见他走
进大殿，请了一盏又一盏大小不一的酥油灯，点
灯祈福，他一定会进行五体投地式的叩拜，他的
身上没有一件辅具，只有一身单衣，单薄的身子
每次都“咣当”一声与冰冷的地板相撞，每次看见
他叩拜“咣当”一声都会让我心惊胆战，都会经不
住想问问他“疼不疼”，然而每一次我都不忍打

扰，在一旁静静的看望。走出佛殿看着转经的百
姓，什么都不想，一圈圈地转着，一圈一圈地把自
己的心魔驱除，把心灵净化。

他的手里没有转经筒，却走向心中的佛殿。
他来到这里不为这里的历史，不为这里的艺术绝
伦，甚至不仅仅是许一个心愿还一个佛愿。走出
佛殿看着那些印着经书的工人，两两对坐，闻着
淡淡的墨香，触摸着深深的雕版与红墙之间、佛
殿之间，他们祈求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过去和
未来无条件交付在这里。他们安静、他们满脸沧
桑却笑意满满，凝视着他们，看着他们娴熟的动
作，那模糊的样子闪着一抹又一抹的绛红色。

说到德格，不得不提雀儿山。雀儿山藏名
“措拉”，意为山鹰飞不过的山峰，把德格一分为
二，最高峰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山势挺拨，壁立
于群峰之上，素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的说
法。雀儿山为典型的冰川地貌，有大小冰川30多
条。远隔数十里外也能看到冰川的壮景，叹为观
止。从东往西举世闻名的川藏公路北线蜿蜒曲折
盘旋而上，你会天马行空展开丰富想象，让思路尽

情飞扬。虔诚的信徒和来往的商旅会在山顶留下
五彩经幡和哈达，抛出手中的“隆达”为众人祈福，
祈求善神保佑、祈求众人一路平安。

站在山顶。沙鲁里山脉巍峨的雪峰在阳光
的照射下格外耀眼；如巨龙般的公路忽隐忽现，
如一条飘带延伸到天边；望着沙鲁里山脉犹如巨
人，在这里你会思绪万千、忘掉一切、忘掉自身的
存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今，在上千名工程参
建者、设计方和德格人民的见证下，经过5年艰
苦奋斗的雀儿山隧道已通车。随着雀儿山隧道
建成通车，长久以来的交通瓶颈将彻底消除，“翻
越雀儿山犹过鬼门关”的历史将一去不返，那些
都将成为历史，美好的景色将永远留在脑海。这
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被雀儿山阻隔千年的川西
秘境——德格，将揭开她迷人的面纱，向我们揭
示着藏文化的种种神秘。

夜色以深，昏暗的灯光照着整个县城，我抚
着绛红色的红墙，触着那一块块图案各异的玛尼
石，我浮躁的内心沉静下来，古老的德格肃穆端
然。清新的空气里弥散着悠悠梵音。

■州康巴文化研究院

近日，州康巴文化研究院（州格萨尔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州文化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在成都隆重举行《格萨尔》英雄史诗全
新篇章《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启动仪式。省政
协常委木里香根活佛、省“格萨尔”领导小组办公
室才旦本研究员、“格萨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拉孟等近百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康巴卫视、中
国新闻网、新华网、搜狐、网易、新浪、凤凰等三十
余家媒体参加了启动仪式。为确保《格萨尔.邱岭
大战》整理收集的顺利有序，州康巴文化研究院，
州文化馆，成都市妙音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在
仪式上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九大还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进党章，使其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成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基
本结构。这次在成都举行《格萨尔》英雄史诗全
新篇章《邱岭大战》收集整理工作启动仪式正时
值全州上下轰轰烈烈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之际，是甘孜州委、州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州委、州政府高度重
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体现。

以格萨尔王的事迹形成的伟大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雪
域高原的“大百科全书”。《格萨尔》史诗不仅是全
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一部
活态史诗。无数的民间艺人将格萨尔的英雄事迹

通过说唱形式流传下来，代代相传，演绎着永不落
幕的格萨尔英雄传奇，以至于到了今天，都还有人
不断挖掘整理出新的格萨尔史诗故事，特别是最
神秘的神授艺人说唱“格萨尔”，受到了大家的普
遍崇拜和欢迎。正因为以上原因，《格萨尔王传》
已经被公认为是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被世界人民所喜爱。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有
俄国、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国等40多个国
家专门设立机构研究格萨尔文化。

我州作为“岭·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和主要的
征战活动区域，“格萨尔”文化底蕴深厚、传播广
泛、影响深远，《邱岭大战》的横空出世，是我州首
次发掘整理出《格萨尔》英雄史诗全新篇章，是我
州近年“格萨尔”文化研究方面的最重要成果，填
补了我州格学研究上的空白，是为世界“格萨尔”
文化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必将对深入挖掘、研

究、传承和保护康巴文化（“格萨尔”文化），提升
甘孜州文化品牌，促进甘孜州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具有深远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启动仪式获得媒体
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有康巴卫视、中国新闻
网、新华网、搜狐、网易新闻、新浪新闻、凤凰网、
中国网、东方网、华夏经纬网、四川广播电台、中
国西藏网、21CN、和讯新闻、未来网、中国青年
网、藏人文化网、中国国学网、大众网、中国藏族
通网、西藏在线、聚行业、浙江文化厅、河南文化
产业网、深圳第一新闻、多彩贵州、甘孜新闻网等
30 余家大型媒体和中新社、新华网、中国青年
网、微甘孜等自媒体平台直接参与报道，播发新
闻宣传稿件近百篇，在网络转发量达到数十万，
点击关注者之多，宣传力度之大，宣传效果之好，
堪称空前。

故乡善地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