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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车星”
德格印经院印刷出来的经书质量很好，字迹工

整，一笔一画都非常清晰，而且许多年来一直如此。
因此藏区风传，德格印经院铸有《甘珠尔》和《丹珠
尔》的铁版。但是，德格印经院内没有铁铸的经版，
都是木刻经版。只是，用来刻成经版的这种木头非
常坚硬，德格人称为“车星”，意即“坚硬的木头”。

当年，为了保证经版的质量，德格土司曲加登
巴泽仁派出他信赖的家将俄茹正瓜去寻找最好的

木材。俄茹正瓜这个人力气大，武艺高，特别是射
箭，百发百中。俄茹正瓜走了很多地方，直到带的
干粮都吃完了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木头。

这天下午，来到金沙江边一片树林边，林子里
突然跑出一头鹿子。正在愁没有东西吃的俄茹正
瓜高兴极了，急忙张弓搭箭，瞄准鹿子一箭射去。
树林在夕阳下一片金黄，也许是眨了一下眼，他没
有射中鹿子，鹿子一跳就跑得没了踪影。

俄茹正瓜跑到林边一看，他射出的那支箭，竟
然被一根只有手臂粗细的树枝挡住了。俄茹正瓜
很吃惊，这么小的树枝居然能把他射出的箭卡住
了，要知道，他射出的箭曾经射穿过铁皮。俄茹正
瓜不由叫喊出声：“车星！车星！”他把这种木头拿
回去请土司看，土司也很满意，他发出命令，印经
院所有的经版都必须用这种“车星”来制作。

“车星”这种木材，现在的人们称为红桦树。

1949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注
定是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
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列兵长江北岸，随时听从
党中央一声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此时，处在长江南岸的南京城，已是人
心惶惶，市面大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8年9月才从老家返回南京的吴文
季，这时已顾不得民歌的事了，他同一批志
同道合的同学开始了争和平、争自由、反饥
饿、反迫害的斗争。有关这一段情况，吴文
季老家福建泉州市的作家张玉春先生撰写
的有关吴文季的报告文学《泉州湾上一朶
溜溜的云》对此作了客观的介绍：

“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十一所大专院校主
席团联合发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假和平’的示
威游行。各校游行队伍八时多即走上街道，浩浩
荡荡涌向总统府。总统府前面，军警荷枪实弹，
又加岗加哨，吴文季等四位南京学联主席团成
员挤出队伍，向着总统府大门高声表示：‘我们
代表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要见李代总统！’

这时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急急走出
来，把吴文季等四位代表让进总统府，接受
了请愿书，声言李代总统不在南京，一定设
法尽快转达。

正在谈判的时候，一些军警和特务袭击
了学生游行队伍。在大中桥那边，‘剧专’游
行队伍被军官总队冲散了，许多同学遭到毒
打，活报剧道具被刺刀戮破。中央大学队伍
也遭堵截，一名同学被打死；赶来声援的政
治大学队伍也被拦截殴打，司机被扭下车打
死，几十人受伤。他那位小老乡王民权也因
伤势较重被送进医院，一些先期返校的同学
闻讯，纷纷拥出校门，再次上街游行抗议。

这时总统府前面，人潮汹涌，群情激愤。
‘严惩凶手！’‘揪出幕后策划者！’‘为死难同
胞报仇！’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荷枪实弹的军
警再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吴文季等代表不
顾一切，连忙率领同学赶到出事地点搭救，
掩护同学疏散，随后又到医院慰问伤员。

四月四日，毛泽东就南京“四一”惨案，
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
去？》发表，文章赞扬了南京大学生要求真
和平的进步精神，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
卑劣行径，敦促南京政府官员与蒋介石集
团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

就在喻宜萱到达巴黎和伦敦演唱《康
定情歌》前几天，南京解放。

作为南京学生代表之一，吴文季在原南
京政府侨委会，被刘伯承、粟裕等二、三野战
军首长亲切接见。他很快投笔从戎，参加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经
过二野文艺新闻大队的短期训练后，吴文季
被编入二野战斗文工团，随部队转战大西
南。接着转入新组建的西南军区战斗文工
团。他一方面积极地参加云贵川边远地区剿
匪战地文艺宣传，做好演唱和音乐指导；一
方面继续醉心于收集沿途各地的民歌。望着
历年积累的民歌，文季异常兴奋。”

张玉春先生的这段叙述，较祥细地介
绍了吴文季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可以说
这一段时间，是吴文季人生中最为辉煌一
个阶段，也是他在声乐艺术的道路上走得
最为顺畅的一个阶段。

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中，时任他们
领导的作曲家时乐濛老师与同罗宗贤老师
根据魏风创作的歌词《英雄战胜大渡河》而
写的大合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轰动一
时的一首歌曲，曾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得
过金奖。《英雄战胜大渡河》的歌词根据解
放军进军西藏、修筑泸定大渡河上的第一
座钢桥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西南军区战
斗文工团首唱了这首大合唱，吴文季是这
首大合唱的第一个领唱人。

一声：“开船啰！万里风雪盖草原哟，大渡
河水浪滔天！”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乐坛上的
地位。如今在大渡河上的泸定城，有一座红
军飞夺泸定桥的纪念碑公园，这是一座为纪
念当年红军飞夺泸定铁索桥而修建的公园。
在这座公园中，一座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名、
由聂荣瑧元帅撰写碑文的“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碑”，就在这座高大的纪念碑旁边。

有一座小巧的“四歌亭”，亭子的中间
有一座用黑色大理石彻成的，有4个面的

“四歌碑”，那上面黑底白字的刻写着与甘
孜州有着深刻关系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是
《康定情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谁是
作者还虚位以待。但起码可以说，吴文季是
收集者，江定仙是编配者。

第二首歌是由洛水作词，由时乐濛作
曲的歌曲《二呀嘛二郞山》，这也是当时为
歌颂进军西藏并在二郞山上英勇筑路的人
民解放军而创作的一首歌曲，影响至今。第
三首歌就是《英雄战胜大渡河》，这首歌，由
魏风作词，由罗宗贤、时乐濛作曲，没有写
上去的第一个领唱人，就是《康定情歌》的
收集人吴文季。第四面还是一面空白，还虚
位以待，因为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有哪一首
与甘孜州有关系的歌能与这三首歌齐名。

将藏、汉戏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有
如下几方面的价值：

其一，对藏、汉戏曲进行双向考察，探
索汉、藏戏曲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进
而确证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的
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为藏、汉民族古代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确凿的史料。

其二，为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发掘
一个发展阶段的“活化石”、一个科学的参
照系。藏戏文化是中华戏曲文化的一部
分，它与汉民族戏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
血肉联系。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将为中国
戏曲文化的探究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有助于了解藏区文化独特的
品格。“藏戏是一朵雪域高原特产的奇
葩。她展现出形形色色的藏族生活，散逸
着酥油茶和青稞酒的奇香美味。作为一
个在藏传佛教的深重影响下，以藏族生
活为养分，充分吸收藏族民间歌舞形式
的综合表演艺术，藏戏从其道具、表演程
式到流播方式都记录着藏族的历史生
活，折射出藏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
观，可以说是藏民族最典型的文化表达
方式。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商品社
会的发达，这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形
式以其如活化石一样的身份综合地保存
了该文化空间的丰富多姿的文化传统，
其遗产的价值渐渐凸现。”

藏戏虽然也受到中国各民族文化以及
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在独特
的藏族社会历史和生活里生长起来的，更多
的是藏族自身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艺
术格调和风韵。其神奇殊异性和独创自立
性，同藏民族具有最大的特殊性一样，在各
个方面都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藏戏作
为藏民族在雪域高原这一人类生存极限之
地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结晶，是中华
民族也是全人类的极为宝贵的财富。

其四，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31届成员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
性宣言》，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33届成员国大会又通过了《保护文化多
样性公约》。中共十六大也特别提出：“扶持
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
工作”。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振奋精神、鼓舞
人心的功能，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
纽带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桥梁。藏戏
是藏文化思想与精神的凝结，是多元的、
活态的藏文化形象的体现，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做好藏戏的继承与保护工作是
一项系统文化工程、动态工程。

重视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和优秀的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并使之有效地参与
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成为当今
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藏戏文化是
西部藏区特殊的文化形态之一，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其进行深入研
究，无疑具有开发和保护西部文化生态
的作用。这不仅仅具有文化艺术本身的
意义与价值，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还能促进藏区与外界的交流。

正如我国著名藏族学者格勒博士所
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是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的
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今天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之形
成，固然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但
我国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之交流和融
合，是其中最重要之因素。没有我国各民
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就不可能有
今天世界文化宝库中光辉夺目、绚丽多
彩的中华民族之文化。所以，加强对我国
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探讨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文化交流和融
合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了解我中华民族
总体文化的形成过程，而且有利于今天
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

研究汉民族戏曲文化的专著和文
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国内外对藏戏
文化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充分。至于将藏
戏文化与汉民族戏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的专著，目前尚属空白。这是一个漫长而
艰苦的探索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
大功告成，它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

青藏高原，地球之巅，世界屋
脊，第三极，这里雪峰林立，森林茂
密，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繁衍
生息在这处高天厚土之上的藏民，
对大自然馈赠的山水、草木，一切
的一切，相依、相偎、相伴，将自己
世世代代对其认知、感悟，追思，熔
铸、升华为独特的山水文化。

山，仅是一个抽象概念。雪域
藏民世代生活在大山环绕的环境
中，对山的了解可谓十分丰富深
刻。在他们眼中，山不仅形态、风姿
不同，而且色彩都不同。冰雪覆盖
的洁白高山叫“雪山”。而刚飘下的
雪叫“卡瓦”，一年以后的积雪叫

“岗”，“岗”堆积起来就形成“岗日”
（雪山）。形成不久的雪山顶为尖
角，很多年的雪山顶是椭圆形。黑
色岩石构成的大山叫“杂日”；青色
片石构成的山叫“雅日”；红色巨石
构成的叫“扎日”；大山与森林相融
呈碧绿叫“森林山”，大山与草坡相
交呈橙黄色叫“绷日”（草山）；“绷
日”又可细分为“草山林”“草山垻”

“草山沙坡”。
藏文古籍载“天之中心，大地

之巅，众山之顶，众水之源，黑颈鹤
翩翩起舞，河水静静流淌”。长期的
生活在“天之中心，大地之巅，众山
之顶，众水之源”的藏民深知，雪山
是众水之源，是生命之源。冰雪融
化汇成涓涓细流，小溪流则汇成涛
涛江河水，一泻千里流入大海。雪
山融化之水叫“岗曲”（雪水）。雪水
甘甜，是生命之水，雪水融化之江
河水，每一丈就有一位仙女，仙女
就是鱼儿。

多浪漫啊！太阳炙烤大地，江
河湖泊水蒸发升腾变成云，云积厚
变雨、雪、冰雹，雨雪冰雹降落大地
出现水，由此产生一切生命。水可
分为雪水、雨水、江河水、湖水、泉

水。泉水则可分为纯净水、药水、温
泉水、湖水，淡水、咸水几种。湖水
有无尾湖、有尾湖二种。溪流注入
湖泊中的是无尾湖。从湖中流出水
的叫有尾湖。

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藏民，
“雨水”是天水，是甘露水，能养颜
保健康。但是刚下的雨水含有灰尘
等有害杂质，因此不能喝。只有下
了一阵的雨水才能喝。草原上犹如
眼睛般明亮涌出的水叫泉水，但非
所有泉水都能喝。藏民只会选择清
澈、洁净、甘甜无比的纯净泉水喝。
夏季，牛羊吃了沾满露珠的牧草就
会长膘。秋季，降霜对草原有害。生
活水源地千万要悉心保护，绝不能
玷污破坏。如此等等，彰显了藏民
的生活智慧。

藏族幼年时期对天地形成的
认识，我们从古歌《斯巴宰牛歌》中
窥探到。

问：斯巴宰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哪里？
我不知道文歌手；
斯巴宰小牛时，
割下牛尾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小牛时，
剥下牛皮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高处，
所以山峰高耸耸。
割下牛尾栽山阴，
所以森林浓郁郁。
剥下牛皮铺平处，
所以大地平坦坦。
藏族牧民从与自己朝夕相处

的牧牛领悟到雪峰、冰川、高山、瀑
布、草甸、森林、湖泊形成的雪域高
原是他们赖以生息的美丽家园，所
以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他们无限眷顾，热爱。但是，雷鸣电
闪、狂风暴雨、雪崩、泥石流、地震、
山崩地裂等大自然恶劣、凶险、暴怒
的一面，又使他们莫名的恐惧、害
怕、担忧，深感自己无力加以控制。

冥冥之中，一种无形的声音启
示他们之中一些先知先觉的智者，
言说世间的一切万物都是有生命，
有灵魂的。在神灵面前万物（包括
人类）都是平等的，它们都源于同
一生命体，长期的演化中已形成了
相互依存，相互感应，互为因果，共
生共存的亲密关系。只要你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对自然万
物抱有希图和祈求，加以崇拜，自
然万物就会庇佑你，赐予你安宁，
将幸福和谐馈赠予你。

反之，你若亵渎得罪自然，自
然就会无情地惩罚你，给你带来灾
难和不幸，甚至毁灭整个世界。于
是拙朴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产
生了，藏民的精神世界有了安放的
地方，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了。与
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将人世间的社
会关系、结构、人情冷暖，投射到山
川、湖泊身上，由衷地赞美“雪山是
我们的父亲，江河是我们的母亲”。

他们坚信大山是赞神、年神的
居所；江河湖泊是龙神的居所。雪
山往往被视为联系天地，通往“宇
宙中心”的天梯；江河湖泊是生命
之源，是通向龙宫的大门。人们必
须定期绕转，致礼，祭祀，以求安乐
平安。由此产生了神山圣湖的观
念，转神山、绕圣湖、烟祭、垒石堆

“拉者”、插木矛箭、挂经幡、抛撒风
马旗、石刻经文佛像等诸多民间习
俗应运而生。于是，这一文化观念
成为藏民一切生活信念的基础和
伦理行为的准则，深刻影响着全民
族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影响着藏
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藏 族 生 命 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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