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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次仁

当我开始接触藏传佛教绘画时，
脑子里自然就产生了佛教绘画艺术
是何时出现的疑问？对此，藏传佛教
艺术界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在印
度远古时期，人们寿长十万岁，有一
个国王名叫吉推，因修习四圣法而长
寿，活了十万岁。该国王严格苦修又
获得大自在天的八棒，大梵天也加持
他神兵及武器，以及他人不到世间而
能知晓一切之智慧。

彼时一仙人之爱子不幸夭折。
仙人对国王说：“国王您没按圣法治
理国政，因此您的百姓死于非命，我
的儿子之性命也被夺走了，今后您再
不治理我就自杀！”国王与仙人为此
发生争辩，因无果而只好到阎罗王处
寻求解决。国王向阎罗王顶礼，请求
放回仙人之子。阎罗王说：“我并没
有招他来，是他自己的业已尽而已。”
国王再三要求阎罗王放回仙人之子，
阎罗王执意不允。为此，双方争执并

引发了战争。大梵天闻讯亲临现场
调停道：“自己业尽而亡，并非阎罗王
索命。但你可以画一幅仙人之儿子
画像。”于是国王按梵天所示画了仙
人之子的画像。梵天并施以还阳之
术，将画活的孩子交还仙人。这位吉
推王就被佛教界尊推为第一个绘画
者，称他为历史上第一画师。国王按
梵天的旨意向阎罗王顶礼供奉，终于
和睦相处。后来，国王向梵天请求指
示世间绘画技艺，梵天将画艺编成绝
句示之：“群山之巅须弥山，卵生之主
大鹏鸟，人中之主土地神，画师之冠
吉推王，绘画技艺王明示。”说完后出
示《工巧天授记》说道：“此书规定转
轮王之主要尺度，合标准者具功德，
不合标准者有罪孽。身体各部位不
齐全、不优美，即使合乎标准又有何
用处！”从此人间流传道：“最早教授
绘画的大师是梵天，画师的始祖是吉
推王。”绘画技艺从此产生。

这则佛教神话传说，当然不符合
劳动创造艺术的唯物史观。但它却明

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佛教绘画是天神
大梵天创制的，佛教绘画的祖师爷是
神界的吉推王；佛教造像艺术是在佛
教产生以后出现的，它开启了佛教赋
像以灵的造像传统，一开始就深深地
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即它的宗教性；佛
教绘画开始产生时还是以客观描绘物
像（仙人之子的容貌）为对象进行描绘
的，它遵循了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佛
画要依转轮王之尺度为主要标准进行
创作，佛画须合符标准，且优美。这开
启了佛画程式的先肇，是佛教绘画最
早的美学原则。

上述这则神化传说，说的是神界
的事。那么世间最早的佛画又是怎
么产生的呢？ 对此，藏传佛教绘画
著述中也有明确记载。传说帝释天
宫一位大王名叫仙道王，他用珍宝制
成一个无价之盔甲，并以此为礼物献
给影坚王而未得回报，后向佛陀请求
允许为其画像。佛陀虽应允但因画
师们不能直视佛身，于是请佛陀坐于
浴池边，画师将佛陀在池中的倒影画

于布上，此画即被称为“水堤画”。众
人则以此作为供养对象，仙道王以此
功德而获得亲见真谛之慧眼。但这
幅画像颈项较短，各器官也不够匀
称。第二幅佛画相传为，在僧格拉山
一位大王有一女儿名叫木地赤兴，她
以三大升珍珠献给佛陀而获准为其
画像。佛陀让她画的像发出光芒，此
画即被称为“光明画”或“木地赤兴
画”。据说，见到此画立即能亲见真
谛，使人们心如明镜。但木地赤兴画
技不高，画像不标准。

古印度，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人
们非常怀念已涅槃的能仁佛祖。但当
时印度佛教界认为，直接绘制、雕刻佛
陀形象是一种极端不敬的外道行为。
为了纪念佛陀，当时曾用各种象征性的
符号予以表达。如用“佛塔”象征佛陀
说法；用“菩提树”代表佛陀成道；用佛
陀“足迹”象征佛陀游行布道。这二则
传说的背后则隐喻着这样的一些内容：
一，随着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用以上这
些方式已不能满足信徒们怀念佛祖能

仁的深厚感情了，于是佛画的绘制创作
也就应运而生了。二，佛祖是觉悟者，
直接绘塑佛陀是佛教的禁忌，于是画
师们采取了变通的方法，即不直视佛
祖，而用水中倒影，日光中影像来绘制
佛祖画像，这开启了藏传佛教绘画对
物象由如实描写到删减不必要的的细
节，紧紧抓住对象基本特征的一种全
新的创作方法。它反映了艺术家对
事物本质认识深化过程的把握，这是
一种认识进步的过程。三，佛画创作
的功能性目的很明确，即“众人以此
作为供养对象”；绘制供奉者则“以此
功德而获得亲见真谛之慧眼”；“见到
此画立即能亲见真谛，使人们心如明
镜。”四，反映了佛画创作初期还不成
熟，仍处于初创阶段。所以“这幅画
像颈项较短，各器官不够匀称”；“画
技不高，画像不标准”。天神大梵天
虽“规定转轮王之主要尺度”为标准，
但还未形成统一的量度标准。佛画
创作从初创到形象造型的程式化还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梵天的述说

■谢真元

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
和中国戏曲，乃举世公认的
历史最为悠久的三大戏剧文
化瑰宝，演化出了“西方戏剧
文化”和“东方戏剧文化”两
大体系。“东方戏剧”主要包
括古代印度戏剧、中国古代
戏曲（包括藏民族戏剧）、西
域古代戏剧，以及保留至今
的日本能剧。东南亚各民族
的戏剧大体可归入印度戏剧
一支。西亚地区的古代文学
中，基本上没有“戏剧”这一
艺术门类。阿拉伯文化中没
有“戏剧”这一品类，乃众所
周知。仅仅从地理位置上考
察，所谓“东方戏剧”是指南
亚次大陆、东亚、东南亚的各
国各民族的戏剧。

由此，我们不妨将东方古
典戏剧划分为两个集团，即以
印度为代表的包括泰国、印尼
等在内的南亚、东南亚戏剧圈
和包括中国、日本、越南等在
内的东亚戏剧圈。从表现形
态来看，西方古典戏剧主要有
三种表现形式——话剧、歌剧
和芭蕾舞剧。囿于特定的历
史文化背景，欧洲各民族普遍
缺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本民
族特有的戏剧样式。相反，东
方世界各民族大都有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古典戏剧样式。
除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之外，
还有泰国的“孔剧”、印尼的

“哇扬剧”、日本的能乐、狂言、
歌舞伎，越南的口从剧、潮剧，
柬埔寨的依该剧，缅甸的阿
迎，孟加拉国的贾达拉等。［朱
文相主编《中国戏曲学概论》
第 307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所谓“中国戏曲”，乃中国
传统戏剧文化体系的总称，泛
指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学和戏
剧表演艺术。通常说来，它专
门指称汉民族的戏曲。但是，
本论著认为，“中国戏曲”应该
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
戏剧，它应该是中国多元一体
的民族戏剧艺术的总称。中
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
的戏曲艺术，比如藏戏、壮剧、
白剧、彝剧、傣剧、侗剧、布依
戏、唱剧（朝鲜族）、新城戏
（满族）等等。其中，除汉民族
的戏曲外，影响最大、成就最
高的当属藏戏。学术界一般
将藏戏视为戏曲的地方戏之
一，认为藏戏是与京剧、昆曲、
豫剧、川戏、黄梅戏、越剧等并
列的地方戏。本论著认为，中
国戏曲应该是各民族戏曲的
总称，各民族戏曲应该是并列
关系而非从属关系。藏戏与
汉民族戏曲也是并列关系，他
们都从属于中国戏曲，是中国
戏曲的子系统。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最悠
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
共 同 创 造 了 光 辉 灿 烂 的 文
化。56 个兄弟民族都曾为今

天中华民族拥有的辉煌文明
做出过贡献。中华民族是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
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
应当是一个有机连接的网络
体系，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
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
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
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
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
象的壮丽图像。

然而，对我国各民族文化
和文学艺术的研究，长期以来
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民族
文学研究》从2007年第2期开
始，设立了一个新栏目，名为

“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笔谈”，在编者按中指出：“我
们知道，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源起于 19 世纪末我国现代大
学内文科学科的建立；文学史
观对于文学史撰写者来说，实
际上是一种表达‘知识－权
力’的决定性观念。长期以
来，在主流的文学史叙述中，
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时常处
于缺席的地位，检讨起来，还
是我们在文学史观上面有所
亏欠。要纠正以往的这一学
术不足，建立和确定中华多民
族的文学史观，当为关键。”在

《民族文学研究》对此问题开
展讨论的一年多时间内，不少
专家、学者发表了卓有见地的
意见，纷纷指出确立中华多民
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历史
地落在了当代学人的肩头。

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藏戏

■骞仲康

康定境内流经的大渡河，下鱼通再下游，好
长一段，是泸水。水对应于夹金山下阕的芦山，
这一带世居的古人是卢汝。卢汝又称鲁日或呷
鲁，世人就多少熟悉些。卢汝与大相岭中的土
著，今识别为藏族。泸定设县以前，该方或属卢
汝人氏一度的繁衍地，叫安卢坝。昂砻是藏语
对其又一叫法，而汉语蜀方言，叫成了安乐坝，
地名本来就是被人叫的，随叫。

从下鱼通冷竹关延至石棉大传弯都算泸
水，一并安顺场。芦山高泸水长，高及昂州乌
粟、磨西麽嶲，远及清溪化林、九襄富林，都有深
沉厚重、丰富多彩的乡土历史底韵。先秦东周，
古笮都，领青衣。汉朝于当地设牦县犛郡，后又
置两都慰，一治青衣主汉人，一治牦牛主外羌。
永嘉后，成汉时，仍为牦牛主。足见往古，泸水
以西的喀木康巴文化就隔河与古蜀文明有所交
道了。到打箭炉厅建厅之初，并无泸定县，实有
安卢坝。历朝招讨、安抚、宣慰、土官等使司常
设，并与长河西、宁远关糸密切，几成一体。建
打箭炉行政厅以来，及至康定府、康定县，泸水
出处更成了西炉的东方门户。炉城经瓦斯沟涌
来的雪浪，也叫小泸水不叫炉水。

泸水，上涉长河坝下索子汗牛几处溜渡，包
括烹坝、船头、紫牛、沈村几处舟渡，算小渡。石
棉大转弯往下，渡口大些，才叫大渡河，具体指
汉源到乐山一阕。大渡河再下到宜宾，又叫沫
水了。泸水上游，是鱼通河，再上是欧曲，欧曲
居嘉良夷，分支金川，另成一境。欧曲北接朵柯
河与麻柯河，这是安朵的世界了，两河都属其
源。上述全程，叫长河。

泸水东出经嘉州舫，嘉州乐山，或也属卢
州，汇正经名份的卢州。故，卢汝与僰人自古为
邻。泸水畔，嘉庆河坝是官种汉人的家。一带
原住民众多，纷纷向化，即成土籍汉人。

泸水以东多唐朝的羁摩州，凡百有五十又
六，其中卢州，又含好几个土州，尽处于流变
中。靠西摩岗岭，重叠着麽嶲人氏的磨西古
镇，延至贡嘎木雅的莫溪沟，绛地十八麽的部
份，都算同一回事儿。当然，与卢汝同处一方
的，是尼木雅的东区雅萨、雅昂。一并笮都北
上的罟笮，也分布出笮威笮道笮里于泸水流
域。古蜀西遁的独蜀，亦以多续名义落住泸水
河坝。难怪史家一眼就看出这儿是河东六番
故地。众多古氏聚成人窝窝，牵出民族大走
廊，匿藏起地脚人文，西北散羌，西南杂夷，尽
分布泸水流域。相安共处。

其实，泸水穿芦山，山深，芦山是广意的山
名，涉及到了麽岗岭和马鞍山，古老零关或灵
官就在这一带。向西，零关道始于此。高山二
半山间，有岚安，处天高皇帝远之境，原住乌粟
人氏，远及木雅伍须。乌粟土著人文潜得深。
乌粟是先于卢汝生息在当地的高山农户，卢
汝、罟笮人等进入长河游山转耕时，乌粟已经
定居当地近千年了，山农食三色天粟，又以乌
粟为贵。他们最是和蕃巴不同的藏族，和羌族
壳壳不脱的藏族，乌粟亲和卢汝，与鄂羌等众
土方人氏，共构为鱼通哇。他们自古以牦牛王
动静是瞻。设泸定县后，仍归打箭炉厅或康定
府，故岚安、安卢坝，都属大康定或康巴概念，
一并长河的这阕泸水。

泸水畔，高山上，是乌粟的祖祉岚安。怕
涝不怕旱的山凼凼，玉米地底下埋藏着汉朝的
遗址，设治昂州。南北朝，中华民族大交流，于
此也不例外。唐蕃时代，岚安上下曾设安上
县、大渡城，沿泸水且设中川、会野、罗岩、上
贵、米川、叶川、嘉靖、当马等若干州，羁縻于中
央朝廷。这些州，对应今天的，就是两个乡三
个村范畴，却又是各个独呈的古氏养息地。拿
康话说，都是些‘岭’，袖珍型圜阈，史出岭蛮三
王，有名。无名的，又何止十王八王。宋朝，虽
说赵氏皇帝以玉斧在版图上划大渡为界，言化
外之地，莫非王土，存而不论，然而每有东岸守
边兵士，越河耕种西岸蕃田，以分秋色，却是实
况。元朝以来，即在泸水设有营盘道，从此，凉
风尾子牵着明朝岚安茶司故事。满清，先有化
林县后有泸定县，接着，洋人教堂也挤进来。
以至于，旧门枋标着苏维矣政府史迹，这就是
历史，由泸水所书写。

卢汝的泸水畔，月亮河坝豹花滩都处险。
宋朝末年，西山道接上了蒙古、霍、朔等北漠众
铁军南下的驿道。然而，这里饮人血搁马蹄的
山石，这里咬人手扯马尾的棘草，让草地骑兵

‘达玛’望之生畏，不敢深入。泸水因兹少了一
些兵灾。到明朝初，铁木氏后裔反而隐匿于此，
起着安宁西陲边远的积极作用，历史造成的事
实，说怪也怪。

安卢的卢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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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孟春，四人同山，山石犬牙，雪落于肩，春晖印崖，积雪起伏，旧冰未融，下自成蹊，
及至高峰，云海潮涌，日出贡嘎，高天辽阔，如聚峰峦，秋草白雪，吾心高远。 高秀清 摄

康藏随笔
KANGZANGSUIBI

学者论坛
KANGZHANGXHUIBI

藏族生命美学·扎西次仁专栏

ZANGZUSHENGMINGMEIXUE

■王长生 沙马鲁石

居住在九龙境内的藏族分五个支
系，即“木雅”“故热罢”“西蕃”“普
米”、“勒通”。统称为“布巴”。九龙

“布巴”本身无姓，只有名字，要说有
姓，以房名为姓，如“桑更”、“木德”、

“哑巴”、“恶科”、“日能”等等，名子有
男女之分 ，源自佛经。取名天地万
物，无所不取，无所不求，如男姓名，朗
加泽仁（字宙长命）、扎西尼玛（吉祥太
阳）等。如女姓名，麦多志玛（花朵菩
萨）、央中拉姆（如意吉祥）等。与父母
的属像相克的孩子改名为“帕础”（狗
儿）、“其础”（猪儿）。使这全家相生不
相克，以保全家清静平安。在九龙县
境内有以房名为姓的，也有只用名字，
而不用房名的。九龙境内的藏族具有
基本共同的生性特点，但由于地区的
差异，长期受到封闭式的地埋环境影
响，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土语及习俗
上的小差异。因有些差异，就自然形
成以上几种藏族支系。

九龙藏族虽然在语言上有一定
的相互障碍，但在共同的民族心理感
情，民族气质风度是统一的，特别是
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使九龙藏族在习
惯上融为一体，使礼仪、禁忌、生产生
活习俗基本保持一致。

九龙土语称民风民俗为“规矩”，
其九龙藏族的传统“规矩”有以下多种。

婚俗“规矩”未婚青年有选偶的自
由，男女互嫁，夫妻离异或再娶再嫁，
一夫一妻多，一夫多妻少，一妻多夫有
个别，私生子女不受歧视。父系亲族
与母系亲族不准近亲婚配，姑表与姨
表兄妹视通兄妹，不仅不能通婚，还不
苟言笑。与外族通婚，“招女婿”称

“坐锅庄”，寺庙喇嘛严禁娶妻。
婚嫁中，舅位尊荣，远超父母，有“婚

嫁之时皇帝也要礼让舅父三分”的说法。
青年男女常在节日或各种聚会

中唱山歌，跳锅庄寻求爱情、相互爱
慕，交换定情物，再通过家庭请喇嘛
推算，男女生辰属相，必须相生不相
克。由男家委托媒人带酒到女方向
长辈斟酒提亲，接受斟酒意为同意闲
事。过一段时间后，媒人三翻五次送
财礼、选年月、定亲、看日子。

正式举行婚礼，名目繁多，一般
要推算吉日办酒宴招待宾客，隆重举
行迎送仪式，规模则以世代背景，家
庭经济环境而言。

娶亲之日，双方亲友均按偶数，男
女盛装骑马迎送。并各选一名仪表过
人、口才出众，说唱超群、临机应变者领
队。送亲称为“阿绒”迎亲方称为“泽
乌”到了对方门口，必须即兴上口，有问

有答。保持体面。特别是“阿绒”到了
男方房门前，有三次敬酒，献哈达，称为
接路，到了门口“阿绒”则论古道今,比
山比水，提出道道难题，拒不下马，迎亲
领队“泽乌”必须谦恭礼让，巧妙对答，
排解难题。一问一答，各自展示知识才
能和言谈技巧。往往相等数小时后，

“阿绒”才会下马，新娘进门迎亲仪式告
成。主人方可摆席款待众宾朋。

酒席宴罢，到了晚上，男方上巴
位贡有“阳科”意为财神，迎方领队

“泽马”按礼节恭请送方”阿绒“及全
体送亲人员依男女辈份为序就坐，此
时“阳科”喇嘛开始烧香念经敬过财
神后，便由口述高手说经一段，从礼
节上达到最高标准，使对方高高在
上，出尽风头。

然后“泽乌”向送亲方敬酒献哈
达，恭请“阿绒”领队跳锅庄三则，以此
拉开庆祝婚礼活动的序幕。此时不分
男女老少，迎亲方还是送亲方，边唱边
跳，边喝青稞酒、酥油茶，通宵互对歌
舞直到第二天日出，舞兴不衰。

吃过早饭，总管招集双方亲族围
坐一团，斟上青科酒和酥油茶，家庭
会开始，双方长辈就夫妻互敬互爱、
勤俭节约、孝敬双方长辈等等说个没
完没了，表达双方亲属对亲人的殷切
希望。开完家庭会，新郎陪新娘随送

亲马队再回娘家汉语称回门，在娘家
吃过饭后，新郞亲娘转回家，送亲队
伍解散回家，整个婚嫁便告完成。

藏族有共同的民族婚俗，也有居
住地区不同的差异。

大河边地区在出亲仪式中，出嫁
方要选择几个老妪，代表主家齐声高
歌欢迎迎亲队伍，年青的姑娘们则向
迎亲人员泼洒清水。

三岩龙地区，在青年男女交往
中，一但情投意合，互订终身，如遇家
庭阻挠，双方便约定偷婚，男方备鞍
马，将女方接走，共同生活几天后，再
托媒人赔礼提亲，取得家庭同意。

斜卡地区，当婚礼进入尾声时，新
娘的弟兄突如其来揪住新郎耳朵问其
姐妹长得如何美，该值多少钱？新郎
立刻求饶，敬酒或掏钱，嘻笑喧闹，满
屋欢腾把婚礼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丧葬习俗。藏族古代多实行土
葬，自佛教盛行以后，宣扬“乐善好
施”，提倡把个人的一切，包括自己的
肉体，施舍给众生，于是“天葬”、“水
葬”应运而生，加上“火葬”和“土葬”
形成了多种葬法。

九龙地处藏区边缘，多民族杂
居，互相影响，丧葬习俗与其他藏区
有同有异。彩何种葬法，由喇嘛中的

“阿乌贡巴”翻书卜算，同时根据死者

的身份及死因决定，分别实行火葬、
土葬、水葬。不同天葬，喇嘛，活佛死
后必须火葬。高僧骨灰要保存塔内
供奉。凶死和传染病死者，必须火
葬，满月的婴儿夭折，必须水葬，公认
为恶人的人死后要抬到三叉河汇口
的悬崖绝壁扔进河里。实行火葬，必
须将死者沐浴净身，穿着整齐，选定
地点，方位用柴木火化，再进行土葬。

如实行土葬，须将穿着整齐的死
者用毛索或绸缎捆绑结实，弓背弯腰
曲膝，装入木桶。入土埋葬。藏汉杂
居区到世纪90年代都一律实行棺木
装验土葬。

“开路”要请藏学经有资格的喇
嘛开路，意为指引亡魂进入“极乐世
界”并在墓地或火化场的附近插数十
或上百根印有经文的嘛尼旗。

“念嘛尼”人死的当晚要请喇嘛
及全村会念嘛尼的男女老幼送嘛纪
经文，一般家庭念三晚上，大户贵族
有念49天的，还要在亡者的睡处点酥
油灯49天。灯火不能熄灭，否则有对
后代不利之说法。

“念嘛尼”、“插嘛尼旗”意为亡者
改过在生之罪，使之进入“极乐世界”
不再受苦受罪。

藏族在丧葬期间，不宰杀牲畜，
免给死者增添罪恶。

九龙“布巴”风俗
康藏民俗
KANGZANGMIN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