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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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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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戏剧史，较多的是以怜悯和恐
惧作为悲剧戏剧的心理状态，而在丹巴莫斯
卡格萨尔藏戏看来，这样的痕迹似乎并不明
显，在整个演出中，无论是观众传递给演员，
还是演员传递给观众，仅仅是一种愉悦而已，
仅仅是一种内心崇敬之情而已。尽管如此，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戏剧演出的“净化”目的痕
迹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

我们很难说明“净化”目的不存在，因为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和其它戏剧一样，其教化
过程中自然会拥有“净化”的目的，虽然这样
的传递过程是相互的，而且是格萨尔史诗所
固定的，但是，演员和观众在传导过程中，无
疑在心灵世界里，或是情感世界里，在完成对
格萨尔史诗的崇敬过程中，演员和观众自身

在获得愉悦的过程中，在完成内心审美情趣
的过程中，无疑会获得“净化”境界的，会实现

“净化”目的的。因为在演员和观众心里，格
萨尔史诗的所有细节都是了熟于心的，每经
历一次这样的传导或满足，完整地说，也就是
一次“净化”过程。把自己融入到这样的审美
情趣之中，把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观众，就会
感受到这种“净化”功能的魅力。无论是观众
的眼神还是观众的融入，都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我印象最深的是莫斯卡人的微笑，这是
至关重要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这样的“微笑”
能够如此清纯和淡定，我想与莫斯卡格萨尔
藏戏的传承有着很明显的联系。我十分注意
观众的表情，眼泪、唏嘘、紧张、奔放、狂热等
等，很难与“净化”割裂开来。因为演员和观
众经历了这样的演出之后，当他们真实地回
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格萨尔藏戏所表达
出来的内涵自然会“指导”和“引导”他们进入
各自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在其专著《政治学》中曾经分
析过艺术欣赏者的激动状态而升华为净化境
地的过程：“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
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
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
形当然也适用于受怜悯、恐惧以及其他类似
情绪影响的人。”

莫斯卡人这这种通过戏剧演出传导下实
现的净化，其中既保留着格萨尔史诗的原始
细节中所释放出来的情感强度，又真实地保
留着与情感激动时所融合下的情感适度。这
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情感融合过程，也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净化”过程。这样的“净化”过程
正是亚里士多德十分推崇的，同时也是当代
艺术感染所应该拥有的成效，也是对艺术的
一种社会责任和感染功能的合理要求，同时
也是艺术作品的美德所在。

走进莫斯卡是一种震撼，尤其是观赏了莫
斯卡格萨尔藏戏，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洗礼。和

演出相伴的那段经历，我的情感世界充饬着演
出的真实画面，浮现出格萨尔史诗的真实画
面。记忆中储存的关于格萨尔史诗的所有场
景都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的精神情怀始终被
带引着。我的精神情怀完全融入进格萨尔史
诗的细节之中，我由衷地感谢莫斯卡人，如此
精湛的藏戏演出，如此厚重的文化遗产被莫斯
卡人传承至今，这是一种巨大的贡献。随着剧
情的逐步发展，我的内心燃烧着崇敬，脑海里
满是一幅幅精彩的画面。莫斯卡居然拥有如
此美丽的一道风景，竟然如此逼真地传承着格
萨尔史诗文化。在莫斯卡这样的高原牧场，要
完成这样的传承足以令我们相信一句话，这就
是“特立独行的人是最坚强的”。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再次超越并证实了特
殊的戏剧观演之间的关系。在戏剧理论界所
谓的“第四堵墙”即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一堵
墙，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里被推倒了，在演员
和观众之间没有距离，甚至在观演角色上彼
此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格萨尔史诗文化“流
动”中的同一角色。演员是在诠释格萨尔史
诗，是在释放对格萨尔史诗崇敬之情，而观众
呢？也一样是在表达对格萨尔史诗的崇敬之
情，一样在诠释着情感世界的格萨尔史诗。
格萨尔史诗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演员和
观众共同演绎的内容，正是这一纽带，使演员
和观众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同一体”，演员在
演出时不是孤立的，始终和观众一道前行。

演员演出的全部过程，也是观众欣赏的全
过程。所不同的是观众并不是“局外人”纯粹
的静静的观赏，乃至于最后落幕时的鼓掌欢
呼。而是全身心的融入，演员的举手投足，乃
至队形的变化，都是观众内心所熟知并期盼
的。这一论点可以从观众观看演出时的沉静、
兴奋得到证实。无论是沉静还是兴奋，观众的
情绪表达都是自然流程，并不全是因为演员的
表演，在这种时候，演员的演出仅仅是起了一
个引领作用，是把观众内心储存的关于格萨尔

史诗的记忆引发出来并感动观众，观众所表现
的激情，与演员演出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观
众是沉浸在格萨尔史诗原本的故事情节之
中。因此，戏剧理论界所认知的关于演员在演
出过程中所具有的“化身”方式创造角色，在莫
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中却呈现出另一种艺术
特色。演员的外部表现源于演员自身记忆中
储存，源于对格萨尔史诗的崇敬与热情，更多
的不是“导演”所要求的动态表达，也不是无控
制的随意发挥，更多的是审美情趣层面的理性
情感的自然“流淌”。内心情感体验与内心审
美情趣需求达到完美的统一，是演员与关于格
萨尔史诗记忆的高度融合，是角色与记忆的高
度融合，是演员表演与审美体验的融为一体，
是演员与观众审美情趣的高度一致。

很难把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定位在藏戏剧
种群中某一位置上。理论上把西藏传统戏剧
（蓝面具藏戏）视为影响大的剧种，认为其丰
厚的传统内涵和发达的戏剧艺术是诸种藏戏
剧种中较为突出的剧种。长此以往，国内外
则把蓝面具藏戏统称为藏戏，其实，这是不全
面的，这种观点不能较为完整地体现藏戏的
特征。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不否认莫斯卡的格萨尔藏戏汲取了传统藏
戏的诸多营养，但是，其受安多地区、嘉绒地
区诸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高度
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戏剧风格。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讨论：一
是在唱腔上保持了古老的发声方法，多用脑
后音与胸腔共鸣的发声方法，此地区民间声
腔及其音调的特点较为突出，这样的发声效
果多呈现高亢雄浑的音质音色。二是具有浓
郁的宗教色彩的传统技艺，其古老神秘、粗拙
瑰奇的艺术风格尤为突出。三是以嘉绒地区
民间歌舞入戏，吸收了嘉绒藏区和安多藏区
的藏戏流派的艺术风格而自成一格。四是丰
富成熟和精美活泼的艺术风格，且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有创新元素，深受观众喜爱。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贺先枣

在这座小城中，提起“帅老革命”几乎家喻户
晓。其一“帅老革命”长相不帅，个头矮小、皮肤
黝黑，且有一条腿受过伤，走路姿势也不好看；其
二，他是唯一留在小城不走的离休干部。一九四
八年，他二十岁时就参军了，离休时刚好六十岁，
身体很健康，儿女在外地工作，他就把小城作为
自己人生最后一站驻扎下来。因为热爱小城，而
不去干休所，小城里的人们都很钦佩他。

忽有一天，还在任上的一名“老下级”来看
他，送给他一只丹巴鹦鹉。说丹巴鹦鹉学说话
比其它地方的鹦鹉还快，送给老领导解解闷。
一生从未收过礼的“帅老革命”收下了这只可爱
的鸟，这只鹦鹉绿毛红嘴，同其它鹦鹉也差不
多。人家告诉“帅老革命”，教鹦鹉说话得找七、
八岁的男女孩童，这个年岁的男女孩童说话，其
音清亮纯真，鹦鹉学会后说话声音才好听。可
惜孙女孙儿都不在身边，“帅老革命”便盯上了
邻居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让这男孩给鹦鹉当
老师。这男孩玩心太重，学习自觉性极差，一听
帅爷爷的主意后，欢喜得不得了，于是差不多每
天都来给鹦鹉“上课”。说一句“您好”，鹦鹉不
理会，男孩就说“哈罗”，鹦鹉还是不理他，他又
说“古得拜”、“拜拜”。

半个月下来，鹦鹉一直没有开口。男孩的
父母就把男孩拖了回去，说书也不好好读，小小
年纪不要“玩物丧志”。“帅老革命”听了像是在
数落自己，也不好吭声。在家里被老伴唠唠叨
叨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自己教鹦鹉说话。

总结经验，是那男孩教得太多太杂，“帅老
革命”便定下方略，先只教两个字：您好。“您好，
您好……”从早到晚，老人对着那只鸟问好。笼
子里的鸟饮水吃食，照样不理不睬。

时间过去近两个月，鹦鹉仍不会说话。有
一天夜里，老人起夜，从卫生间返回客厅时，忽
有老人沙哑嗓音对他道：“您好”。老人一惊，深
更半夜，哪个老头还在自己家里，打开灯一看，
发现没有人，猛见鹦鹉，才想起是鹦鹉在说话，
而那沙哑的嗓音正是自己的嗓音。

这一发现使“帅老革命”兴奋不已，就下了
要乘胜前进的决心，让它学会更多的话，想来想
去想到了一句话，“帅老革命”刚参军那阵，在第
一次训练时大喝一声“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得
到团首长的夸奖，说中气足，有力量，有杀气。
后来上了战场就这么大喝不停，还管用，抓过好
多个俘虏。

老人决定先教“举起手来”四个字，等它学
会后再教“缴枪不杀”。一来二去，又教了两个
月，那鹦鹉倒好，只会冷不防的用沙哑的声音说
一句“您好”，对“举起手来”似乎永远都学不会。

一天大清早，老人忽然发现自己住房楼下
的街口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有警车和救护车急
来急往。老伴下楼把消息打听回来，说，就在

“帅老革命”他们居住的那幢楼下，有人跌伤了
胳膊和腿。老俩口很奇怪，那人怎么会在那地
方跌伤呢？

过了几天，“帅老革命”的老伴才知道了其
中原因。伤者原来是一个贼，他寻思，“帅老革
命”工作多年，儿大女成人，积蓄一定不少。便
冒着风险，从窗外防护拦上攀爬上来，到了“帅
老革命”家客厅窗前，刚弄开窗正要进去，不防，

“帅老革命”竟冲着他问“您好！”
贼吃了一惊，用手抓紧窗沿，把头缩了下

去，问好声之后又没有动静，便又伸头观察，客
厅里朦朦胧胧，不像有人。小偷以为自己产生
了幻听，安慰自己说：“帅老革命睡得正香呢。”
便举腿想翻窗而入。正在此时，“帅老革命”大
喝一声：“举起手来”。其声音虽苍老，但雄风依
然，让贼闻声心悸，手一松，竟从三层楼窗口摔
了下去，幸而还未丢命。贼在医院苏醒后，就告
诉医生：“‘帅老革命’老了也还是战士，再也不
敢去他那里了。”

警察来调查，等弄清情况也不禁大笑出声，
那鹦鹉竟冲着发笑的人吼道：“举起手来”。

“帅老革命”给这只丹巴鹦鹉命名：看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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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棋：传统文化的瑰宝
藏棋，根植于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化，是

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瑰宝。藏棋主要分为“密芒”和“久
棋”。“密芒”在古代大多流行于藏族上流社会
中，由于历史传承的种种原因，目前已濒临断
代，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相对于“密芒”，“久
棋”目前较为流行，传播范围较广。

针对藏棋现状，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提
出，通过藏棋项目实现可持续的传统文化保
护，在全国各地开展藏棋活动的基础上，举行
全国性比赛，召开全国性的藏棋文化保护研讨
会，最终使藏棋进入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成为
正式比赛项目。

什么是藏棋
藏棋，又叫“多眼棋”“多目戏”，是一种长

期流行在青藏高原、传承久远的类似于围棋的
一种棋类游戏。

藏棋“密芒”在西藏历史上曾广泛流行于
上层社会，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藏棋
下法大致为：在17路三线上等距离间隔放置黑
白棋子，各六枚共十二个座子，白棋先行，与围
棋一样以活棋为前提，围取实地分出胜负。在
唐代《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藏人的风俗云：

“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
第二种大棋种是“久棋”，“久”是藏语译

音，有拼图的意思。它的基本下法是：先将棋
盘填满棋子，再以跳棋的方式吃子，当一方将
子形成四子或以上的方形时，即可在任意位置
吃子。“久棋”的分布较广，在四川藏区和青海、

甘肃等地十分流行。以“久棋”为代表性的各
棋种（国王与大臣棋、夹棋等）是以藏民族为主
的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藏棋的核心棋种，也
是中国民间棋艺的核心棋种。

藏棋的“诱惑”
通过对藏棋历史的考察认知，我们清醒地

认识到藏地蕴藏着不同时期的一些较为简
单、朴素、益智的民间棋类游戏。它们具有独
特的魅力，激发着藏棋爱好者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藏棋作为西藏的一个古老的棋类游戏，过
去仅在贵族、寺院僧人、大户人家和军官之间
对弈。每当雪顿节过林卡、贵族人家的聚会、
僧人闲暇时分，藏棋高手和爱好者就会自发
地聚在一起，一边对弈下棋，一边喝酥油茶、
吃酸奶。

“我们小的时候也玩藏棋，虽然没有正儿
八经的棋子和棋盘，但是我们可以用小石子
和土地代替棋子和棋盘，那份快乐是最真切
和最难忘的。”东智，是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
理事。他说，藏棋是他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通过下棋，可以放松心情、找到快乐。“这也是
我们藏民族的一项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休闲娱
乐方式。”

藏棋在对弈中千变万化，魅力无穷，深刻包
含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的规律意识，可以
最大限度地开发大脑、增强计算力和想象能力，
提升人们对自然、社会、未来世界的理解认知，
具有开发智力、启迪思维、增强记忆的魅力。

藏棋的现状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棋只是在上流社

会中流传，由于旧有习俗和历史缘故，藏棋没
有被普通的社会大众所掌握、所理解。时至今
日，“密芒”不仅外地人极难见识到，甚至本地
人在西藏都难得一见。由于历史传承的种种
原因，目前已濒临断代，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

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于2016 年8月28日
正式成立。协会旨在团结热爱藏棋事业人士，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藏棋传承、保护、研究、普
及与推广工作，提高藏棋运动水平，促进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
主席尚涛介绍说，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是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性群众体育社会团体，是
由热心藏棋传承保护事业的藏棋管理人员、职
业棋手、业余棋手、藏棋爱好者、围棋组织及其
他社会团体等自愿参加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
团体。

据了解，在去年雪顿节期间，西藏藏棋协
会在诸子归教育室和拉萨市青少年综合性实
践基地开展了藏棋普及和展演赛；第三届藏博
会期间也举行了藏棋的表演。西藏藏棋协会
还在全国各地开展藏棋活动的基础上，举行全
国比赛，召开全国性的藏棋文化保护研讨会，
最终完成藏棋进入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正式
比赛项目的目标。“目前，藏棋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请工作也正在开展当中。我们要牢记历
史使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动藏棋文化保
护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尚涛说。

（据中国西藏新闻网）

■杨艳敏

藏族唐卡画师夏吾多杰微闭双眼定定心神后，提起画笔
开始“开脸”，这是绘制微型唐卡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一幅唐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眉眼“开”得是否成功。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颜料取
材于金、银、珍珠、玛瑙等珍贵的矿物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
物。这些天然原料保证了所绘制的唐卡色泽鲜艳、璀璨夺目，
虽经上百年的岁月，仍是艳丽明亮，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
也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幼开始学画的夏吾多杰至今已有30多年的绘画经验，
创作出了许多唐卡精品，其中不乏比较少见的巨幅唐卡和微

型唐卡。
夏吾多杰介绍，唐卡的绘制要求严苛、程序极为复杂，必须

按照经书中的仪轨进行，包括绘前仪式、制作画布、构图起稿、
着色染色、勾线定型、铺金描银、开眼、缝裱开光等一整套工艺
程序，制作一幅唐卡用时较长，短则半年，长则需要十余年。

“绘制一幅微型唐卡一般需要3到4天的时间。唐卡越
小，画起来的难度越大，尤其是佛像的五官特别考验画师的功
底，没有三十年的打磨、沉淀是画不了的。”夏吾多杰拿起一幅
火柴盒大小的微型唐卡说道，五官比例有毫厘之差，整体的美
观就有影响，也修改不了。

夏吾多杰的唐卡工作室位于特色中国甘肃馆内，甘肃馆
工作人员张馨艺也是唐卡爱好者，她说，微型唐卡相比巨幅唐
卡在细节上更丰富，也更精细，越是精细的东西，对画师的眼
力、手法要求更苛刻。

张馨艺说，微型唐卡完成后，经精美银盒装饰后，不仅可
以佩戴于身上，还可以挂在家中、汽车里，有保平安的意思。
相对于巨幅唐卡，价格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也有收藏的价值。

此外，为了传承藏族非遗文化，夏吾多杰面还向当地民众
“开门授艺”，他先后免费培养了300多名画师，其中不乏行业
内佼佼者。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
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
俗易懂，是甘孜地区群众的集体经验和智慧
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看人要看他的心灵，看马要看它的步伐。

在甘孜广袤的牧区，马在人们的日常生产
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马是重要的交通
工具，也是家庭财富的象征。

赛马是藏族群众最为喜爱、流传最广的体
育运动。赛马在藏历新年中更加不可或缺。甘
孜县绒坝岔片区素有“中国藏区走马之乡”的美
誉，相传当地的马是藏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战
马的后代，这里的走马，质地纯良、俏美悍威，在
藏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看人要看他的心灵，看马要看它的步
伐。”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一般而言，人们在
挑选马匹时，都会看马的步伐，步伐稳健，意味
着这匹马身体素质良好、骁勇善战。而我们在
选择朋友寻觅爱人时，应该如同相马，更应该重
视这个人的品行。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一个人美好的心灵，良好的品行，是如金子
一样闪闪发光的，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应该看对
方的心灵和品行，择良木而栖，择良友偕行。

甘孜谚语

微型唐卡 笔尖游走毫厘间

藏族群众与外国藏棋研究学者交流藏棋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