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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格萨尔文化正当时
◎牛麦青云

早在2009年就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的藏族人民千年来的
智慧结晶——《格萨尔王
传》又名《格萨尔》，反映了
藏民族发展的重大历史阶
段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表
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
和崇高理想，内容博大精
深，涉及藏族文化、历史的
方方面面，是目前世界上最
长的活形态的英雄史诗。它
是一部活形态的、形象化的
藏族历史，是研究古代藏族
的社会历史、经济生活、生
产劳动、宗教信仰、民族交
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
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
全书式的伟大著作，被誉为
“东方的荷马史诗”和雪域
高原的“大百科全书”。这部
伟大的英雄史诗虽然产生
在青藏高原“多康地区”，但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影响巨
大，为世界人民所喜爱，俄、
德、英、美、法、蒙等40多个
国家还设置有专门研究格
萨尔文化的机构。就国内而
言，《格萨尔》流传的范围主
要有甘肃、青海、西藏、四
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
个省区。

“多康地区”是“安多”和“康巴”的
总称，岭·格萨尔戎马一生征战的主要
战场就在“多康”地区，所以可以说：

“多康地区”就是格萨尔文化孕育、发
展的摇篮和沃土。特别是根据绝大多
数格萨尔研究学者的研究考证：岭·格
萨尔王于公元1038年出生在今甘孜州
德格县阿须草原的吉色雅格康多，父
亲僧伦嘉波，母亲葛萨拉姆。由于复杂
的家庭矛盾，致使他7岁时被其叔叔错
通设计逐出岭地，流放到黄河沿马麦
玉隆松多。经过赛马称王之前的坎坎
坷坷，最终于十六岁那年（公元 1054
年），在赛马会上一举夺冠，成为“岭”
部落之王——雄狮大王“岭·格萨尔
王”，统辖了以甘孜州德格县俄支为核
心建立的“岭”部落王国。他称王后，秉
承“抑强扶弱，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利
益众生”的宗旨，和手下将士们戎马生
涯，南征北讨，通过魔岭大战、霍岭大
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等浴血奋战，
建立起了强盛的“通瓦滚曼”花花岭
部，使岭部落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
公元 1119 年，格萨尔王去逝，享年 81
岁。格萨尔王一直精心培养的侄儿扎
拉泽加接替他登上王位，随后“岭葱”
家族一直在以甘孜州德格县俄支为核
心的区域一脉相传，不曾中断。所以格
萨尔文化在我州底蕴深厚、传播广泛、
影响深远，和格萨尔有关的遗迹遗址
多不胜数，奠定了我州作为格萨尔诞
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在全国格萨尔
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我州在
格萨尔文化研究、传承、保护方面有很
大的发挥空间。

步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时代，特别是今年适逢甘孜藏族自治
州建州70周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11年的“岭·格萨尔王”文化发展更
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人
和”发展机遇：

天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传承
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指导思想、
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为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重
要遵循。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谈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
文化繁荣兴盛时，就专门提到了《格萨

尔》史诗，称赞其“不仅为中华民族提
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
了华彩篇章”。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提
及《格萨尔》，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
史诗”。2019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内蒙古期间来到赤峰博物馆，
同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并观看了
来自巴林右旗的9人说唱组合表演的
格斯尔史诗说唱。

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岭·格萨尔
王”的诞生地和主要的征战活动区域，
州、县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格萨
尔》文化的传承、弘扬，而且结合脱贫
奔康，依托全域旅游战略，创造性、创
新性地发展《格萨尔》文化，《格萨尔千
幅唐卡画》蜚声海内外，德格格萨尔博
物馆、甘孜格萨尔王城、色达格萨尔文
化艺术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
起，格萨尔文化生机勃勃，方兴未艾。

地利：“朵康地区”有一句谚语：
“人人心中住着一位格萨尔，个个口中
念着一本格萨尔”，这句谚语的意思是
说生活在雪域朵康的每一位藏族人，
都崇尚格萨尔的英雄事迹，都会传唱

《格萨尔王传》，而且口口相传，生生不
息。所以在朵康地区格萨尔文化资源
得天独厚，无比丰富，像空气和阳光一
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以《格萨尔
王传》史诗中叙述的岭国都城所在地
德格县的俄支周边地区为例，史诗中
描写的岭·格萨尔王诞生地地形地貌
以及格萨尔王称王后进驻的森周达泽
宗，大将嘉擦协嘎居住银水生铁城，大
将邓玛居住的六山东沟城和邓玛红
宫，大将嘎德居住的琼卡穆波城，大将
错通居住的乌鸦心房城，王妃珠姆的
行宫，王妃阿达拉姆的宫殿等城堡遗
址，直到现在还清晰可见，其他格萨尔
文化的遗物遗迹、传说故事，在多康更
是浩若星海，不胜枚举。出生、成长、入
土于这片土地的一位位说唱《格萨尔
王传》史诗的神授艺人、圆光艺人、顿
悟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
人，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唱演绎，把
格萨尔王的神勇、总管王戎擦查的德
高望众、嘉擦的正直、邓玛的刚烈、僧
伦王的忠厚、米琼卡德的机智、古如的
幽默、辛巴梅乳孜的勇谋、噶姆的善
良、嘉萨的狭隘、珠姆的美丽娴淑、梅
萨的豁达、阿达拉姆的豪爽以及错通
的奸诈、鲁赞王的凶残、白帐王的贪

婪、萨当王的狂妄、辛赤王的老练都表
现得活灵活现，真实生动，深入人心，
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
求，进而升华为“朵康地区”人们的集
体人格表现。

人和：格萨尔文化历史积淀丰厚、
内涵博大精深、形态多姿多彩，是处在

“朵康地区”所有省、区、市、州共同的
品牌、共同的资源、共同的财富，保护、
传承、发展、弘扬格萨尔文化也是大家
共同的责任。在州委、州政府的关怀支
持下，2019年我们策划组织了一次“康
巴之旅——找寻格萨尔的足迹”跨省
区遗迹遗址田野调查活动（以下简称

“康巴之旅”），有来自北京、西藏、青
海、云南、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46
位学者全程参加。所到之处，我们都反
复表达了携手合作，共同传承弘扬康
巴文化、格萨尔文化的真诚意愿，并得
到当地党委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
研究协会领导以及专家、学者、文化工
作者一致的共鸣和响应，全国人大代
表、青海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青海省《格萨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果洛州《格萨尔》研究学会会长、格萨
尔文化研究领军人物董·诺德先生高
度评价此次“康巴之旅”活动：这次甘
孜州委、州政府主办的“康巴之旅—找
寻格萨尔的足迹”活动，让格学界的专
家学者走出办公室，到格萨尔流传的
主要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采撷最鲜活
的素材进行格萨尔文化研究，为全国
格萨尔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
沃土，也为全国格萨尔文化的挖掘、保
护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
还亲笔写下“岭·格萨尔王的诞生地是
德格阿须草原，岭·格萨尔王的家族繁
衍是德格岭葱家族”的字条赠与考察
调研组。

“朵康地区”所有的省、区、市、州
和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行政领导、文
化工作者、专家学者都认识到：在传
承、弘扬格萨尔文化这件大事上大家
都是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合作、共
赢才是唯一的出路，也达成了摈弃前
嫌，携手并肩，互通有无，共同保护好、
传承好、发展好、弘扬好格萨尔文化的
一致共识。

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关心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大好
机遇下，我相信以格萨尔文化为代表
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弘扬、蓬勃
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者为康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

丹巴县有藏、汉、羌、回等13个民
族聚居，长期的交融交流，产生了许
多内涵丰富又各具特色的民俗民间
文化，保留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嘉绒民居藏寨、古碉群、格萨尔
石板刻画、包容性极强的宗教文化、
婚嫁习俗、传统节庆礼仪等，目前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个、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 个、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6 个、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18 个。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对于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人民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丹巴县是嘉绒十八土
司辖地最典型的嘉绒藏族文化的代
表区，同时又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
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县，有红军在藏区
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有
利于树立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和文
化自信。

二、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有效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有
科学的思路、清晰的目标和整体的规
划，要建立一套集挖掘、保护、传承、发
展于一体的操作流程。

及时挖掘。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
产诞生于人们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习
惯，是人民日常生产载体的体现和生

活形式展现，会随着生产载体的转变
生活形式的改变而消失或消亡。如藏
族造纸技艺在丹巴就已经失去了传承
（在州内其他县存在传承）。因此，保护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
及时挖掘，要开展全面、细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据库，全面了解和掌握所
在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
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实行动态
化管理。

妥善保护。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机构，组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专业队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
充分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
成果，对挖掘、整理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措施。尤其
是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要立即制定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
护措施。

重在传承。文化保护最有效的手
段是传承，失去了传承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仅仅只是一个文化项目，是没有
活力的客观的历史见证。因此，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把文化传承摆
在重中之重。近年来，我们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方面做出尝试和探索，如
将丹巴锅庄、成人礼、弓箭舞等列入嘉
绒风情节表演节目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和成效，但距离“见人见物见生
活”的标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下深功
夫、花大力气，在农牧区培养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在人员聚居地、文娱活
动场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
载体，如实物雕塑、展示台、宣传栏
等，只有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老

百姓的生产生活相结合，才能使其迸
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

赢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要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不断
注入新内容、新活力。如嘉绒民歌——
啦啦调，其最初是丹巴民间最为广泛
的情歌曲调，后来依据活动场所、内容
的不同而衍生出众多不同唱法，到了
新时代，又成为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政
策宣讲、理论教育手段，显示出经久不
息的生命活力。文化是旅游最好的资
源，旅游是文化最大的市场，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利于旅游产
业的特色化、品质化、效益化发展，而
旅游的发展也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吸引力、影响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挖掘、传承和保护提供保障的有效途
径。因此，必须有效促进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并最终达到文化、旅游发展双赢
之局面。

三、区域合作实现非物质文
化遗产整体保护

历史上，嘉绒藏族分布地缘较广，
甘孜州、阿坝州、雅安市、凉山州均有
部分地区分布。丹巴作为嘉绒藏族文
化的传承中心，与其他地区有着必然
的交流和联系。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发展过程中，
为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原真性、整体性、
传承性，不同地区之间可以打破行政
区域的限制，积极谋求区域合作，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共同为后
代子孙留下一笔可贵的文化财富和精
神财富。
（作者为丹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5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考察山西大同云冈石
窟时强调，“历史文化遗产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
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
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
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
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是破解发展难题，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州委宣传部 甘孜日报社 联办
◎主编：王光达◎责任编辑：雍西 赵春燕

一、泸定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泸定县委、县政府
组织力量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了初步调研，在调研
的基础上进行普查、评定，挖
掘、抢救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截至目前，全县非遗项目
共计23个，其中，已申报成功的
非遗项目9项(省级1个、州级7
个、县级 1 个)；已开展前期挖
掘、收集、整理资料项目14项；
共拍摄非遗申报片18个，收集
整理 1100 余首泸定山歌，出版

《泸定山歌民歌集》、范述方个
人专著《肝胆病治疗保健撮要》

《贡嘎药物拾奇》《贡嘎山药物
临床治疗拾奇》。

1.《岚安锅庄》的传承与发展
岚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古称罗岩、岩州、昂
州，开拓于新石器时代，发展
于汉代，成熟于唐代。《岚安锅
庄》历史久远，古代叫“沙郎”，
后来又叫“果卓”，也叫碉楼文
化，藏族人生活在宽阔无际的
草原上，形成粗狂彪捍的性格
和歌舞，而贵琼人则生活在河
流峡谷之中，以群居碉楼为历
代生活之空间，碉楼文化养成
贵琼人有“卑而不贱、小而厚
仁”的民族习性和民族歌舞，
贵琼果卓(圆圈舞)别有风味，
所以《岚安锅庄》也多式多样，
可分“卢吟、就吟”(卢吟是坐
唱，就吟是边唱边跳)，后来卢
吟演变为今天的对唱，就吟成
为今天的《岚安锅庄》。《岚安
锅庄》以婚丧嫁娶、节日喜庆、
天灾人祸、佛事活动等为主要
主题，婚嫁锅庄赞美新娘新郎
像木解珠和豆安珠一样恩爱，
像天仙一样的穿戴，如《啊啦
哟》《宋啦达》等唱段。

2.泸定山歌基本情况
近年来，泸定县为传承、保

护泸定《杵坭山歌》这一民族传
统乡村文化，相继开展了山歌
比赛、山歌进校园、鼓励传承人
带徒授艺、编印《泸定山歌》集
等活动，现已成功申报为州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泸定山歌的历史渊源与泸
定县的兴起及茶马古道文化的
演变过程息息相关。泸定自古
以来是藏区和内地生活日用品
交易的地方，茶马古道的兴起，
产生了不少背夫，为了生存不
少外地人也来此做生意，并逐
步在泸定落户。从磨西到康定，
背脚们都要翻越雅家埂这座高
山，怕出危险，他们常常是十几
人、几十人一起结伴而行。一路
山高路险，休息之余，背夫们伴
着山风唱着各自从家乡带来的
山歌以消除路途的疲劳和寂
寞。年复一年，各地外来山歌相
互融合、创造，逐步形成了泸定
山歌。泸定山歌中有许许多多
优秀的作品，如背夫歌、望郎
歌、劳动歌、小调等等，普遍的
山歌歌词都非常押韵，朴实厚
道，体现出社会的真实性。

泸定山歌的内容广泛，语
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
脚齐整。词曲不固定，一般都是
即兴编唱，可以一曲多词，反复
演唱。泸定山歌的曲调各地不
同，即使是同一地区的曲调，也
因不同歌手演唱而有差异。它
有多种腔调的变化，并有不同
的名称，大致有号子山歌、正板
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

3.冷碛范氏《中善堂中藏
医药疗法》的发展

泸定冷碛范氏《中善堂中
藏医药疗法》，已在泸定传承了
三百多年，对中藏医药的发展、
传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中
善堂》第六代传人范述方长期
从事中医临床诊治，潜心于高
原中藏药药材药理研究和“长
河西”地方史研究。出版了《贡
嘎山药物临床治疗拾奇》和《贡
嘎药物拾奇》等书，继承了有三
百年历史的《中善堂》药铺，《中
善堂》中藏药治疗于 2013 年初
开始收集整理，于 2014 年 5 月
申报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年5月申报第四批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2014 年 8 月通
过审核并进行公示，现已经申
报成功。

二、非遗传承与保护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泸定县委、县政府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全
面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但
也存在如下困难和问题：

缺乏传承专业队伍及调研
专业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内
容丰富，涵盖面广，开发保护工
作量大。目前，泸定县没有从事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人
员，缺乏力度，使传承、保护和
申报、利用工作进展缓慢，难以
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
切需要。

非遗传承现状较差，缺乏
规范的传承体系。人们对非物
质文化不了解、不认识、不重
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淡薄，忽视管理现象普遍存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
人，一些传承技艺面临灭绝。

对传承的相关资金投入不
足。没有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用
于录音、录像和收集整理遗产
保护工作的设备工具匮乏，实
物征集无法开展，使一些濒临
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
有效记录和抢救。

三、加快推进泸定非
遗传承保护的建议

为切实推进非遗传承保护，
本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的原则，制定分类保护细
则，规范非遗传承保护。

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一是以文化和自然日、非
遗节及重大节庆宣传活动为载
体，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宣传，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展示，用文字和图片进
行详细的介绍，让更多的群众
了解非遗文化，让非遗文化深
入人心。二是充分利用“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平台，强化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宣
传，增强群众保护意识，营造良
好氛围，达成社会共识。

细化举措，健全非遗保护
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
构，落实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
二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
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设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示范引领，构建规范传承
体系。积极争取协调，引进专业
人才，提高队伍业务能力和水
平；依托现有非遗文化，加强对
现有传承人的保护，培养愿意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
护的继承人。

（作者为泸定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弘扬传统文化
展现非遗魅力

◎罗德强

◎黄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

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指

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

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

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

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

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

族记忆的背影”。在历史

悠久、地理位置优越的泸

定县，不仅拥有大量的物

质文化遗产，也拥有众多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已成功申报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岚安

锅庄》，就是泸定县极具

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