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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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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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卡的天是湛蓝的，似乎在头顶上顶
着一片蓝色的海洋。每次抬头望天，都是一
次心灵的慰藉，在这样的蓝天下欣赏莫斯卡
格萨尔藏戏演出，畅想与思量，难免不心蕴
万千。自己酷爱的格萨尔史诗，竟然用这样
的方式得以展示，在如此博大的天空里得以
传承，这是一个群体为后世留下的了不起的
一笔珍贵遗产。追求大半生的格萨尔史诗，
在这样的演出中获得眩目的憧憬，久储于心
的情感在无声地丰满着，最终化作深夜一堆
难以入睡的夜。

下过雨的夜晚，轻微的冷意阻挡不了我

仰望寂静无言的天空，便一头扎进白天欣赏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兴奋之中，在记忆的阡
陌之间倾情采摘这出藏戏洋溢出的格萨尔
史诗文化的清澈。三十多年对格萨尔史诗
的一汪情愫，便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艺术
氛围中独行，任凭浩荡的史诗文化和藏戏艺
术沉吟在莫斯卡质朴的土壤之中。

一般来说，戏剧是赋予人愉悦的，然而，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却超越了“愉悦”的功能，
因为在这样的藏戏演出中，有一条无声的潺
潺 流 水 在 流 淌 着 ，从 远 古 到 今 日 ，从 未 停
歇。所有的格萨尔藏戏符号和元素，都随着
格萨尔史诗的优美情节，一代一代植入胸
怀，通过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唱腔、一
微笑、一服饰、一音阶等等，都以虔诚的心
态，传承着格萨尔史诗这一宝贵遗产。这种
传递方式令我们深感震撼，这是情感的传
承，也是基因的传承。

有 人 说 ，人 类 离 不 开 戏 剧 ，道 理 很 简
单，人类不是单一的，而是群体的，既然是
群体的，就会永远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问题。而戏剧在其漫长的演绎过程中，集
中处理过三种关系：一是人与“神”之间的
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人与自
己之间的关系。通过戏剧形式，以不同的
方式演绎上述关系，并把人的社会生活浓
缩在“舞台”上，浓缩在有限的时空之中，浓
缩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之中。或彰显真、善、
美，或鞭笞假、恶、丑，戏剧通过自身的展示
功能，通过心理活动的独白、情节的冲突获
得戏剧效果。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同样是沿
着这样的轨迹一步一步展示的。诚然，莫
斯 卡 格 萨 尔 藏 戏 还 富 有 道 德 的 、文 化（宗
教、哲学）的魅力。尽管在格萨尔史诗中，
没有完全独立单一的悲剧和喜剧故事，但

是，在格萨尔藏戏的演出中，依然会具有跌
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依然会有喜怒哀乐，从
这一点分析，格萨尔藏戏与其它剧种相比，
依然有着一定成分的共性特征。莫斯卡人
在欣赏藏戏的审美（或表达）过程中，依然
拥有一种特殊的审美需求状态，尽管观众
多数是坐在草地上，但是面对格萨尔藏戏
演出的剧情是等同的。对此，俄国批评家
别林斯基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我们为什么去看戏？为什么如此喜欢
戏剧？因为戏剧能给我们以强烈的感受，使
我们那由于枯燥乏味的生活而凋零霉变的
心灵为之神清气爽，因为戏剧能以无与伦比
的大悲苦与大欢乐，使我们那久已板结的热
血沸腾起来，从而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焕
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
人类心灵有一个特点，当它得到对美好事物
的甜美愉悦的感受，如果不同时与另一个心
灵分享之，那它就仿佛在这些美好感受的重
压下难以自持。要不是在剧院里，怎么会有
这样隆重而动人的分享呢？正是在剧院里，
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
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
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
尚、和谐的一年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
大的‘我’。”【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戏
剧》俄文版第 1 卷第 26 页，莫斯科“艺术”出
版社，1983 年版】

别 林 斯 基 在 这 里 论 述 的“ 强 烈 的 感
受”，我以为就是前文所论述过的演员与观
众 在 格 萨 尔 藏 戏 演 出 过 程 中 彼 此 获 得 的

“审美心境”，尽管曾经一度无数次地欣赏
过完全相同的格萨尔藏戏表演，但是，每一
次 演 出 都 能 使 演 员 和 观 众 同 样 能 够 获 得

“神清气爽”的美感，都能从戏剧所演出的

格萨尔史诗的情节中找到情感的兴奋点，
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热血沸腾起来”，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的演员有着这样的
情怀，他们能随着自己演出的戏剧情节中
获得这样的兴奋点，观众也一样，在欣赏这
些十分熟悉的戏剧情节时一样拥有这样的
兴奋点。这样的演出能够为演员和观众洞
开一幅精湛的情感画面，能够赋予演员和
观众“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
生命的世界”。这样的戏剧效果不仅取决
于演出自身的专业化、戏剧化和严谨化，更
为重要的是演员和观众自身久熟于心的格
萨尔史诗包含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期待。在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过程中，应当说，还
存在这样的心态，那就是演员的表演和观
众的欣赏彼此之间的审美分享。演员一步
一步把格萨尔史诗的美感表演给观众，观
众也一步一步期盼着演员把格萨尔史诗的
美感表演出来。没有这样的特点，怎么会
有莫斯卡人演出格萨尔藏戏时的那份投入
与倾情呢？又怎么会有莫斯卡人欣赏格萨
尔藏戏时的那样忘我的感应和呐喊呢？

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中，演员和观
众简直就是一个整体，简直就是一个同时感
受格萨尔史诗美感的整体。在演出过程中，
所有的演员都把自己幻化成格萨尔史诗情
节中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而演员自己则
乐在其中。所有的观众都目不转睛地注视
着演员的演出，内心的情感在审美过程中与
演员一起乐在其中，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
他们都在格萨尔史诗的优美故事情节中汇
聚成一个共同的巨大的自我情感世界。

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独具魅力
之处，这也是格萨尔史诗得以传承的原因
所在。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贺先枣

康藏高原的山水风光美丽得不可思议。
康藏高原的富饶，却只是好多人想到的那些
山水里的黄金。据说，金沙江就是因为江里
多沙金而得名；雅砻江边的淘金从古到今没
有断过，当年刘文辉甚至派出整排整连的士
兵终年泡在水里淘金；而今大渡河边的黄金
让一些人突然富得忘了自己的姓名……于
是，就有了许多关于黄金的传说，有了许多关
于黄金的梦。

藏族谚语：金子般的心里不会装金子。
Ａ、这是则远在二、三十年代的龙门阵。

高原某城镇，有姓赵的某人以烙大饼出售糊
口，家境颇窘。一个风雪夜晚，一位身穿补丁
叠补丁的老人，自称挖金不果，故尔上门讨
食。赵某有恻隐之心，让老人煨火炉，又奉以
热汤大饼，老者感涕。第二天走，老人撕一条
破袖给赵某，说以此为谢。老人前脚走，赵某
嫌衣袖破脏又虱子如麻，丢入火炉焚烧。破
布燃尽，金粒灿灿。赵某自此开起饭馆，生意
兴隆，更难得赵老板一直慷慨好施。

Ｂ、那年，抱着发财念头来到高原挖金，
几年下来仍是身无分文。钱某心灰意懒，走
投无路，就把身上唯一还可避寒的夹衣脱下，
换来一瓶老酒，走到一个挖金留下的坑洞边，
自己把自己灌醉，想的是醉了就倒在洞里，让
金洞作为自己葬身之地。酒尽忽然尿急，打
着冷颤尽情排去。尿毕眼前一亮，湿淋淋抓
起来，虽醉也还晓得是尿水从沙石里冲出一
块黄金来。其金巨如人手掌，于是不再寻死，
钱某带上“巴掌金”返乡，置屋买地，娶妻安
家。他家乡四邻子弟便以他为榜样，一批接
一批都奔康藏高原而来。

Ｃ、也是远在二、三十年代的龙门阵。高
原某城镇中有专门收购黄金的大店。店堂伙
计人物轩昂，店堂老板道貌岸然。店堂装饰
铺张气派，让那些卖金子的“金夫子”们不敢
张目四顾。单是那高高柜台，一年四季都铺
着条纯毛藏毯，永远簇新入目。见有卖金者
来，老板捧水烟袋吃烟，站在柜台里边，就叫
卖金者把金拿到柜上。老板将点烟的“纸捻”
熄了火就用来拨看沙金的成色，拨一拨，又将

“纸捻”在藏毯上顿一顿，一边讨价还价，完
毕，点燃“纸捻”又吃烟。卖金子的人哪里知
道，到了一定时候，大店就把藏毯放火烧掉，
内藏沙金自然出来。

Ｄ、有一年，在地名叫昌台的地方，有人
翻开草皮，得巨金，几乎纯无杂质，重达十三
斤，号称“狗头金”。消息传出，天南地北，人
如潮涌。昌台本荒凉，此时繁极一时。接着
又有人得到六斤重、二斤重的巨型金块，据传
说，指甲盖大小、碗豆、葫豆大小的金块更是
多得不得了。再传，就说那地方每捧沙土内
都有黄金若干。于是，就有人专卖沙土，过往
行人，尤其是卡车司机纷纷掏出钱买沙土，每
袋沙土从几十元一直涨到上百元钱。不知有
多少袋沙土运出却总不见出金，行人、司机以
为运气在后，依然掏钱买。沙土买卖延续两、
三年，终因难见黄金出来，生意才由盛转衰而
罢。

Ｅ、大渡河边，一位年近四旬而又模样极
其丑陋的光棍、挖金暴富，不觉意气昂扬，傲
视乡邻。扬言，别人说他丑，他非娶一个美女
为妻不可，竟把三沟四岔前来提亲的人一拨
拨全都打发了回去。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
一男一女，不期而至，自称兄妹二人，因家乡
遭洪水灾害，出门逃难。当哥的说，只要有人
对他的妹子好，他一人独闯江湖也就放了
心。光棍看那女子，果然生得一表人材，美艳
惊人，正合自己娶一美女为妻的想法，便慷慨
打发女子的哥哥上了路。当哥走后，女子便
提出立即成亲，婚礼仪式可以后补，光棍喜
允，也不通知亲戚乡邻，便同女子置酒办菜，
闭门关窗，二人举杯对饮。女子酒量极大，还
不到子夜，光棍颓然大醉，人事不省。天明日
出，已不见女子人影，藏在墙壁内、灶角下的
金子也踪迹全无。光棍大悔不该酒后失言。

黄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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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物语
KANGZANGWUYU

康藏民俗
KANGZANGMI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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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要白得像奶酪，红要红得像鲜血

在甘孜，人们把白色看作是圣洁美丽的象
征，把红色比作不吉利的颜色。这句谚语的意
思是说：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要说个清楚、道
个明白。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说
话做事，应该公允正直，刚正不阿，切不可稀里
糊涂，好坏不分。

甘孜谚语

泸定“岚安人”究竟是“岚安藏族”还是“羌人后代”?
岚安，原来叫做“昂州”。据说，民国政府考试

院院长戴传贤曾经从这里路过，天晚，只好歇息一
夜。天明时，推窗一看，室外薄雾如纱，没有风声，
却有鸟鸣，树影朦胧，一派祥和，仿佛仙界。戴院长
欢喜，冲口而出：这地方应叫岚安，院长这话是取雾
岚不动之意。渐渐，人们就把昂州称为了岚安。

在大渡河边行走，谁也不会想到仿佛在白云蓝
天下的岚安，会是怎么样一个地方，有人可能认为，
岚安的人们都居住在陡峭山崖的间隙里边。殊不
知，离开大渡河谷，往山上走一段路，却是别有洞
天。岚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一块水好地肥的小
平川。在这小平川上生活着3000多名自称为“岚安
藏族”的村民。岚安人自称藏族，说他们跳的“岚安
锅庄”本是藏族的舞蹈。当他们跳起“岚安锅庄”时，
唱的都是藏语的歌词。但众多跳舞者只能唱，却不
知道自己所唱的是什么内容。如果问起，多数人回
答是：老一辈人就这么唱，流传下来的。此外，岚安
人家里供奉的神龛上，除了有汉族的“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还有用藏文书写的“六字真言”等内容。他
们中很多人信仰的是藏传佛教，他们能用藏语说出
释迦牟尼等佛的佛号、称谓。但是，当人们放眼这块
平川上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坐落在山坡上、树阴里以
及与丹巴等地十分相似的碉楼时，感受到的却是同
藏族文化、汉族文化不一样的另一种文化氛围。此
外，岚安人还有自己的“地角话”，只是，这种不是汉
语也不是藏语的语言正在消失，更多的只是一些零
碎的句子。即使是年龄很大的人也不能说清有些句
子的真正含义了。岚安人喜欢包头帕，穿深蓝色的
长衫和他们用羊皮缝成的褂子。背负重物，主要是
依靠肩膀和额头。女性除了身着同丹巴、鱼通等地
女性一样的“花围腰”外，她们的上衣、裤、鞋面都要
绣上色彩艳丽的鲜花。这一切又与有关专家所说的

“羌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岚安人究竟是藏族？
还是羌人？或者说是别的什么民族，还有待进一步
考证。

（据《康藏秘境》）

■张丫丫

我喜欢在无眠的夜里聆听窗外的雨声，思
绪飘飞，化解缕缕思乡愁。隔窗听雨，雨声飘
落，落在屋檐，落在窗台，落满眼眸。静静的看
着雨，雨水就像断了线的水珠滴答滴答往下掉，
好像在动情地歌唱，落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的
水花……淅淅沥沥的雨声夹杂着美妙的音符。
闭上眼睛轻轻嗅着那雨的味道、野草的味道、泥
土的芬芳，还有淡淡忧伤的味道，浅浅慢慢的游
在心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泛起一层幽谷情
怀，此时的我更想玉隆拉措的阴雨。

数不清在玉隆拉措来来回回路过的次数，
玉隆拉措有晴有阴，有烈阳有阴雨，大多数路过
时间我会对那拥有宝石蓝，而且十分干净的湖
面感叹。川西高原的阳光暖而烈，和它腻的太
久不免伤了体肤。高原会不会下雨？玉隆拉措
会不会没雨？这个问题好多人会问，总不能相
信，他们在电视上、杂志上见过玉隆拉措，总以
为这里的天永远的蓝，湖水永远那么干净、阳光
一日接一日。我想说你们错了，玉隆拉措的夏
怎能没有雨，玉隆拉措的草场怎能离得了雨
水。来德格旅游的你们总喜欢阳光，因为那样
更能体现玉隆拉措的美与壮观，而讨厌阴天、讨
厌雨水，期待日出、夕阳和满天繁星。

德格是我的第二故乡，玉隆拉措是我的最
爱，玉隆拉措藏语意思是心倾神湖的意思，湖无
疑是美的，相传史诗《格萨尔王》中英雄爱妃珠
姆来到湖边，被秀丽的湖光山色和幽静的环境
所吸引，徘徊湖边流连忘返，她那颗眷念美丽河
山的心犹沉湖底。后人为了纪念珠姆，取名为
玉隆拉措。玉隆拉措是雀儿山的冰川冰蚀挖
深、冰碛物阻塞河谷出口而形成的冰川湖，晶莹
的大型冰川从海拔五千米的粒雪盆直泻湖滨草

原，初夏的湖泊云杉、柏树、杜鹃和草甸环绕，湖
岸遍布刻满经文的玛尼石，蓝天云涌，雪峰闪
烁、清晨的光影透入湖心，变幻着迷离的色彩，
一片旷世绝美的人间仙境，靠近玉隆拉措情不
自禁会流下眼泪，为她的碧透与晶莹而心醉。
玉隆拉措的孤单并不寂寞、宁静而璀璨，让人无
言无语深深迷恋。

玉隆拉措的牧场围着湖泊一层一层的涟
漪，一圈一圈的连绵，这里是德格儿女的家园，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争来争去的自然是水
草，肥美的水草养活牛羊、更养育德格儿女，开
辟更多的疆土。我们的祖先是何等智慧，使用
工具、烧制陶器、驯服了野牛、圈养了羊群，他们
的生命依赖着牛羊，他们的繁衍离不开草原。
玉隆拉措的水来自雀儿山的雪，融了亿万年，流
淌了千百年，晶莹的大型冰川从海拔五千米直
泻草原投入玉隆拉措怀抱，他们造就了玉隆拉
措的今日，宝石蓝的湖水常年冰冷，然而水草的
肥美除了湖水潺潺流淌还离不了充足的雨水，
强烈的光照极大的蒸发，数十度的昼夜温差，潮
湿的空气、温度，这一切都注定了玉隆拉措的阴
雨，尤其是夏季，如此的气候才有如此的牧场，
如此的牧场再次催生这里的气候。

玉隆拉措的牧人，他们的生活依赖着天，高
原苦寒种不了好的作物，只有顽强的青稞可以
生长，只有草籽可以生生不息，藏人们赶着牛羊
躲着风雨，一个场一个场的赶了春夏秋冬，他们
吃着青稞面炒熟的糌粑，喝一口牦牛的奶，不怕
风大，不怨雨多，他们知道雨过天晴水草才会长
的更好，牛羊吃了越发肥壮。母牛吃的更好，才
生的了牛犊，牛犊出生的时候，牧人黝黑的脸庞
上总有爽朗的笑声。我明白来玉隆拉措旅游的
你们一生中或许只有一次，蓝天与日出对你们
是何等重要，每每走到玉隆拉措总有你们的愿

望，可我不敢回应，我知道阴雨难免不期而遇，
虔诚的藏人奉着佛陀，祈求风调雨顺、祈求水草
丰美、祈求你们不愿祈求的阴雨，雨水对于游人
不过是长长怨叹、一丝不如意的遗憾，雨水对于
牧人那是生命的期盼、生命的轮回。我突然想
起莫奈，这个大自然光线大师，那一层层的云压
在灰绿色的湖面上，像极了他的画作，我不懂美
术不懂阴影的描绘，可我热爱光、偏爱光的变
幻，对莫奈的画爱之深切。

每次路过玉隆拉措的雨天，我总会想起他
寥寥几笔将日出光线变化，瞬息扑捉，这个时候
我总对自己说不要失望，雨后才有彩虹，日出或

许就在下一个路口，这个时候我满心期盼，期盼
看见那美丽的彩虹，罕见的光从山坡弧射一般
落入玉隆拉措，一道比一道神奇，那天空也是莫
名的干净，没有一丝杂层，这样的画面一生只见
一次足矣。看着莫奈的油彩画，想着玉隆拉措
的牧人，雨水滋润了牧场，水草喂饱了牛羊，那
满山遍野如珍珠般的牛羊，那道路上慌张飞奔
而过的牛羊，这不过是雨水对大地的眷念，草原
给予牧人的馈赠。玉隆拉措的雨下吧！下吧！
等你的牛羊多的像天上的星星，等你的牧人笑
来合不拢嘴，我还会回来，下次经过玉隆拉措的
时候，你会等到最灿烂的阳光。

玉隆拉措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