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康藏人文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康巴周末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责任编辑 秦松
组版 边强 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66

格萨尔藏戏
GESAERZANGXI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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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晓红自画像

我和日穷老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导
演）最初是在电话里认识的，他几年前几次打
电话给我，邀请我去莫斯卡欣赏格萨尔藏戏，
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未能成行，从此内心对日
穷老人便有一种负疚感，拒绝老人的盛情邀请
心里总感到很不踏实，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抽
机会加以弥补。有一次我到丹巴出差，不知道
老人是从哪里获知这一消息，这位热心的老人
在饭桌上找到了我，见面时就感到我和这位老
人有缘，因为他的慈祥微笑令我在内心感到温

馨的亲和感。直到这次到了莫斯卡，才知道日
穷老人是一位热爱格萨尔史诗的老人，从爱好
上讲我们有许多相同之处，然而，当看到老人
编导、指挥完成了《返回天界》的演出之后，我
才真正意识到这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的内
心世界有那么丰富的藏戏修养，有那么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老人在演出间隙处向观众释放出
来的正能量）。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从此，
在内心就对这位老人倾注了敬意。

日穷老人告诉我，莫斯卡的这座寺庙曾经
遭遇了一场火灾，就在火焰要吞噬大殿的时候，
突然天降大雨，扑灭了这场大火，保住了大殿，
莫斯卡人认为是格萨尔王拯救了寺庙，从此，敬
拜格萨尔王的风俗就自然而然地在莫斯卡形成
了，每逢节日盛会，人们总要自发地上演格萨尔
藏戏，全村的人借此机会都能汇聚在一起，演出
或者欣赏格萨尔藏戏，不知这样的仪式传承了
多少年，智慧的莫斯卡人就把格萨尔藏戏这一
优秀流派传承下来，成为嘉绒文化区域难得的
格萨尔藏戏艺术瑰宝。

欣赏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一个较为
困惑的问题就是很难找到关于莫斯卡藏戏的
理论资料，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是一大
缺陷，这在格萨尔理论界应当引起足够的重
视和关注。这与欧洲相比，似乎是一种遗憾，
大家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欧洲就对戏剧
有过阐释，其理论框架也基本形成。印象较
深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剧本《蛙》里发表的一些
戏剧理论，诚然在其老师柏拉图也有一些零
散的戏剧理论语句，尽管他们对戏剧的批评
理论还没有成为单一的理论体系，还与诸多
学科混合在一起，还显得较为零散，但是，他
们师生俩对戏剧理论依然有以下贡献：一是
模仿艺术。这是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基

础，这一艺术概括较为精辟。就莫斯卡格萨尔
藏戏而言，其模仿的特征也很明显，而且延续
至今。如面具，在开场时的面具群像里不难发
现是在摹仿各类动物，这些面具一直延续到今
天，依然传承了青藏高原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
知特点，这些动物都是高原人所熟知的，对动
物的保护意识能够传承至今，与藏戏中的面具
图腾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对动物的摹仿，丹
巴格萨尔藏戏中对格萨尔史诗人物的摹仿也
是极为明显的，从格萨尔王到王妃，从三十员
大将到史诗中的普通人物，都是在史诗中有记
载的，其形象特征都能在史诗中找到依据，格
萨尔藏戏中的摹仿艺术，尽管有的已经固定下
来成为一个艺术符号，但是依然深受广大民众
喜爱。格萨尔藏戏中的摹仿艺术，已经在观众
情感记忆中以“固态”的形式固定下来。之所
以格萨尔藏戏能够成为莫斯卡人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戏剧中的各
类艺术符号都被观众所认知，甚至富有情感。
格萨尔藏戏在莫斯卡人的生活中占据这先要
的位置，已经成为莫斯卡人的生存方式之一。
正因为如此，格萨尔藏戏才在莫斯卡人的生活
中，以其特殊的魅力与观众的情趣融为一体，
在莫斯卡人群中凸显出情感性质的独特光芒，
人们在这样的戏剧表演中寻找生存世界的真
实内涵，甚至借此把握现实世界中的广博只是
和逻辑方式，并形成独到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情
趣。人们对渊博与精深的格萨尔藏戏甚至富
有情感依托心态，自觉把情感需求寄托于格萨
尔藏戏的反复表演之中。于是，莫斯卡人就把
格萨尔藏戏中的所有人物视为书库里一排排
分类清晰的图书，他们灵活地吸收藏戏浩瀚的
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在莫斯卡人看
来，卷帙浩繁的格萨尔史诗，其中的每一个人

物，每一个细节，俨然就是每一本阅读过千百
次的书籍，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了熟于心，甚
至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内涵中各取所需，这种摹
仿的艺术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
欣赏，而是更近距离（情感距离）的“亲近”。整
场演出都自始至终释放出美学意义和艺术内
涵，释放过程就是摹仿的过程，剧中的台词与
音乐也依附于“摹仿”艺术的展示。同时，以自
己的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美学意
义的艺术品种，在对传统藏戏和格萨尔史诗传
承内容的“摹仿”过程中，在音乐、台词、服饰等
元素中既有继承，又有革新。使得属于创造性
科学的艺术，在观众的认知，在编导和演员的
演出实践中合理取舍，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嘉
绒文化背景下的艺术。

再回到“摹仿”艺术中来，这是艺术的重要
特征，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率先提
出，艺术模仿自然，而德模克里特则更为风趣地
说，人类“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那儿学会了
唱歌。”莫斯卡人从山歌到戏剧演出，其唱腔都
与大自然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这正好映证了
上述两位哲人的“摹仿”观点。当然，莫斯卡人
在“摹仿”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摹仿”，而是与
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目的是要艺
术地再现格萨尔史诗所表现的那段社会生活，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言摹仿“人的行动、生活、
幸福，（《诗学》第六章）”而不仅仅如赫拉克利
特、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摹仿自然”，这一特点，
正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核心魅力所在。更为
重要的，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所摹仿的格萨尔史
诗富有现实内涵，并在莫斯卡人的精神世界和
情感世界里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并能在“摹
仿”过程中，与观众实现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动，
并寻找到落脚点。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贺先枣

那是一个冬天寒意最浓的时候。多事的冷
风把枯黄的草叶连同灰尘抛向天穹，让干瘦的
岩石在灰沉沉的云层下裸露出饱受风霜的苦难
面目，接着再从四荒八极的远远近近、收罗来无
穷无尽的雪花，又把岩石遮盖起来。听得见枯
瘦了的水流在冰底下呜咽，似乎是在诉说春日
的勃发和夏天的繁华。冰雪覆盖着的原野显得
越发庄严、庄严得近乎残忍。而狼，被饥饿逼得
疯狂起来的狼却不顾一切地四下活动，它们的
目的明确而直接：找到一切可以吃下肚子去的
东西，包括人！

在一个领了工资的下午，尽管天都快黑了，教
师阿洛布朱依然打算连夜赶回去。他家里有多病
的阿妈，不久前妻子生了双胞胎，家中该他出力的
事情很多。虽然每月工资有五十多元，但派用场
的地方很多，阿洛布朱是这家里的台柱子。

冰天雪地的野外有一种只能感到恐惧、却
又不知为什么要害怕的威严。阿洛布朱是一个
还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害怕”滋味的汉子，但这
个下午却有点异样，他心里直嘀咕，他突然被自
己体会到恐惧而感动，于是他唱起了一支他并
不熟悉的古老的民歌，。那支歌说：年年度度，
春夏秋冬轮换着来，又都要过去，充满新鲜和活
力的季节是这样，冰雪交加的季节也是这样。

他的歌声一出口就被冷风卷走，他恼怒得
更加大声的唱，他本可以就那么一遍遍重复着
唱下去，但是他突然闭口了，顿时，韵律苍凉、古
朴的歌声一下了消失了，好像不是消失在荒原
里，而是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踪影全无了。

阿洛布朱惊讶的发现雪地上倒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要去朝佛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

荒野里迷了路、耗尽了体力。
阿洛布朱把他扶上了马，他本想把他带回

自己家去。他估计，天明前，他就可以走出这片
荒原，回到他那前临小河、背靠森林的小木屋
里。但是，狼来了，先只有两只，后来增加到七
只。再往后又增加到了十多只。

马儿首先害怕了，它颤抖着在雪地里挣扎
前进，马背上的老人呻吟不止。阿洛布朱意识
到腰里那把五寸长的刀不会有好大作用。他想
到了火，他拉着马跑到一块生长着几丛灌木的
地方。折下枝桠点着火就不怕了。

阿洛布朱身上有火柴，因为他吸烟。可是
用什么来引燃？生生折断的灌木枝上还有冰
凌。阿洛布朱把一盒“飞雁”烟盒撕来点燃，那
张烟盒纸转眼就烧尽，阿洛布朱没有慌乱，也没
有犹豫，他把两张一元的钞票、几张角票卷成一
个圆筒接着就快要熄灭的火苗。钞票燃起来的
火光有点发蓝、燃得很不情愿的样子，燃过的灰
发黑，并不马上掉下去。那一束很细、看上去也
很干燥的树枝桠并没有点燃，却冒了一丝丝水
蒸汽。阿洛布朱迟疑了一下，抽出一张十元钞
票又接着那火苗，火在他的手掌护围下可怜的
幽幽的跳动，那束细桠枝就是不燃，。阿洛布朱
想了想，又从怀里掏出张十元的钞票！怀里只
剩三张了！他的手颤抖起来，把终于燃起来的
细桠枝小心的放进更多的树枝中，那火却扭捏
着躲开那些树枝桠，似乎也怕冷。阿洛布朱在
心里叫着天神的名字，一咬牙抽出两张十元的
钞票，钞票连同那束细桠枝到底点燃了一大把
灌木枝、火星飞溅了，终于，一堆火熊熊的出现
在了荒原上。

狼的嚎叫变成了哀鸣，时断时续。阿洛布
朱发疯似的用双手去折断灌木枝，老人不停的
把那些枝桠投入火堆，火势一直那么旺，那么
欢、直至天明……

那个月，阿洛布朱的工资只有十元钱。
阿洛布朱回到乡上把这件事讲给乡上的文

书听，文书听得目瞪口呆，就跑去买了一条“飞
雁”牌香烟送给他，阿洛布朱说，这条烟迟早是
要还文书的。当年价格：这条烟值人民币大写
贰元陆角正。

野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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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霞

朋友，当我在绛红色的善地德格遇见你时，
我一定带你去拉翁通村去看神秘的甲察城堡，感
受历史的沧桑与沉浮；我还要带你去龚垭寺挂一
幅经幡，看着五彩经幡随风舞动，祈福与天地。

我在德格生活很多年，每次都匆忙从甲察
城堡路过，但这次不同，这次是我思之、念之、筹
划很久的地方，心有所念、必有回想。这次我必
须上去看看甲察城堡，这神奇的文明，必须去转
转龚垭寺。我要用我的镜头记录下你的美。

越野车沿着蜿蜒的国道慢慢前行，这趟旅
行并不是我本意，因为我想去的地方并不是旅
游圣地，而是我心中那神秘之地——甲察城
堡。甲察城堡位于德格县龚垭乡拉翁通村，距
县城14公里，是一处在公元11世纪格萨尔时期
岭葱家族的中岭部落城堡遗址。整个遗址三面
环山，一面临河。色曲河在这里曲折西去，并不
宽广、也不澎湃，河水带着某种悲伤的眼泪默默

地流向远方。沿拉翁通村丫口小路盘旋而上，
一路尘土就到了城堡坐落的地方。在甲察城堡
遗址的墙体下半载和后山处，明显可见古城堡
遗址的断垣废壁，排列不很规则，基脚处由于年
代久远而变成了铁墨色。据说城堡的基脚是用

“生铁”铸造的，故而坚固无比。甲察城堡正对
着中岭部落遗迹，对峙的山梁上仍依稀可见部
落城墙的雉堞和分置于东南西北各方的四个防
御古碉。

很多时候，真正的历史并不在史书中，而是
隐藏在牧民口口相传的传说中。城堡东南方三
山合抱处有一开阔的平坝，传是甲察大将遇见神
仙白梵天王的地方。以城堡为核心，顺河谷而下
还有几处有关甲察大将的传说遗迹。距城堡10
公里处的一山峰顶部，一直显现着甲察大将头带
缨盔、北靠戈绒山的侧面头像，再往下不远，有一
个叫“滴水崖”的地方，坐落在山壁的崖古缺口
上，相传是甲察上师大喇嘛穷波尼玛降称辟谷修
行的崖洞，至今仍被高僧用来闭关修行。这两处

遗迹均坐南朝北，与城堡同一方向，并在同一条
线上，再下行约5公里，河西岸对峙着群塔崖和
甲察邛多崖。群塔崖的整个山体全由佛塔错落
堆积而成，雨后方霁时最为明显，据说共有108
尊佛塔，是甲察的大喇嘛修行成正果后的造化之
物。而邛多崖则相传甲察大将凯旋而归至此，因
屡屡胜战而欢歌痛饮，微醉时将酒碗抛向崖壁，
留下一碗痕而得名。据说取此崖石少量，可以作
为酿酒的发醇物并保持酒质醇香。

站在遗址旁，我仿佛看见当年中岭部落的
昌盛，文明辉煌灿烂盛世景象，仿佛看见甲察大
将在这里祭祀或检阅军队那宏大壮阔的气质。
根据记载，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岭国所
辖地区分上岭国、中岭国、下岭国三部分，现龚
垭所在地为当时中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格萨尔王统一岭国后，派遣其同父异母的
亲哥哥甲察镇守龚垭一带，直到公元1406年被
德格土司家族取代。

当甲察大将站在城堡中，看着天上的白云

静思，每日在清澈的色曲河中洗浴自己的肢体，
在高台上接受牧民的敬爱，他一定是为所有人
爱、使所有人快乐。可唯独甲察大将的心中却
没有快乐，当心爱的城民遭受天灾人祸，经历生
老病死，他却丝毫没有办法，只能无赖的旁观。
就像草原迷途的羔羊，梦境和不安静的思绪从
流动的河水，从夜晚闪烁的群星，同太阳明亮的
光芒中不断向他袭来，迷惑与灵魂的躁动，随着
祭祀的烟火升起来，甲察大将开始若有所思，他
多么希望能为自己的城民多做一些。直到甲察
大将去逝后不久，托梦给其长子拉色加拉泽加，
说在城堡山脚下有八尊佛塔，那是我的灵魂幻
化而生，在此协助你镇守疆土，其中最大的那尊
塔是我的心脏，我的灵魂化成一棵翠柏，在与你
相伴……。

漫步在遗址中，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身边建
筑一幢幢重新屹立，城中的城民熙来攘往，他们
在这里生活，笑声、幸福弥漫在这辉煌的城市
中，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康藏物语
KANGZANGWUYU

遗失的甲察城堡

康藏古迹
KANGZANGGUJI

■王长贵

郭东古碉，位于理塘县甲洼镇卡娘村东山
南侧，属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花阿河的沟谷平
坝上，距离理塘县城约40公里。距离甲洼镇政
府约10公里，有草地简易乡间公路可通行，郭
东古碉是浆族（藏语称法，即今纳西族）占领康
区时军事需要所建，现已废弃。

碉楼现顶部残损，残碉九角，整个碉有 17
个小层组成，每层高约1米，整体高约175米，碉
体底大顶小锥形状，正面有入口高约1.6米，入
口左上六层处有另一入口高约1.5米，占地面积

约100平方米。沿花阿河而上朝东北方向约2
公里处也有一构造与此相似古碉，但现已塌毁，
仅存残体遗迹，郭东古碉遗址与坍塌古碉遗址
分别被当地藏民称为打格（意为九匹马）碉楼和
热格（意为九只绵羊）碉楼，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和建筑价值。

据载：明代，在滇川藏三角区发生过一场
云南纳西族与西番（滇川藏交界带藏族和普
米族）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被藏族称为姜
萨旦杰布的丽江木氏土司曾一度把势力向北
扩展到了今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芒
康和川西北木里、稻城、乡城、得荣、巴塘和理

塘等藏族聚居区。郭东八角古碉是浆族（藏
语称法，即今纳西族）占领康区时军事需要所
建的古碉。距今为 600 多年，古碉整体保存
较为完整。

古碉的建筑年代为唐代至清代，规模宏大，
类型多样，建筑技艺高超，具有极高的美学、社
会学、历史学、民族文化学价值。碉楼建筑有四
角、五角、六角、八角之分。高度以10米、20米
逐渐发展到30米、35米。碉楼功能较多，建于
村寨要道旁，交通要隘、关卡等地的称“军事防
御碉”；专门为土司守备而修的曰“官寨碉”；村
寨中心，用于镇魔的八角碉叫“风水碉”，此处，

还有警碉、界碉、房中碉等等。碉楼的主要建筑
材料是山石、泥、麻筋、木头等。麻筋由红麻杆
或青稞杆、麦秸秆制成，将麻杆砍成寸段，捶绒
即成麻筋，和在泥中，粘性很强。碉楼由上下左
右大小石料组合，错缝修砌，棱角分明，表面光
洁，如刀砍斧劈。

千百年来，古碉经受了战争和风雨的剥蚀，
地震的考验，却巍然屹立，有的久已偏依而不
倒，有的弯曲为弓而自成奇景，其建筑艺术鬼斧
神工，精妙绝伦。古碉的每一个角，每一块石
头，每一铲泥巴，都是藏族先民用血汗所铸，同
时也写下了藏族建筑史上光辉的一页。

郭东古碉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甘孜谚语是
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它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
朗上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流传下来的集体
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句谚语

主意在自己心里，糌粑在皮口袋里

藏民族大多依山地而居，地势较高，相当一
部分民众从事游牧生活，饮食结构多以畜产品
为主的肉类、奶类、酥油等。

由于糌粑吃法简单，携带方便，很适合游牧
生活。牧民们出远门时腰间总要挂一个糌粑口
袋，饿了，就从口袋里抓把糌粑吃。有时，他们
从怀里掏出个木碗，装些糌粑，倒点酥油茶，加
点盐，搅拌几下，抓起来就吃。有时，边吃糌粑，
边喝酥油茶。

于是，在藏族的谚语中，就有了这句“主意
在自己心里，糌粑在皮口袋里”，意思是一个人
要有自己的主意，就像糌粑放在皮口袋里一样，
做人应该稳重踏实、谦和有礼，不要事事张扬。

甘孜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