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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古月也，二胡，二轮古月也。
让音乐坐在膝上，二胡，用紫檀雕空的内

心歌唱，音符沿柔曼的马尾潺潺，流成蟒皮上
七彩的图纹。一轮故事开始演绎。

让二胡坐在膝上，执弓的手溺爱着，颤索
地抚摸。

月光浮起，在青花瓷碗里。朴衣素裳的琴
师，在琴弦上游走，打捞过早凋落的花朵和月
光。手指从一个颤音开始深入记忆的某一天空。

弓动弦舞，生命的河流荡漾在琴弦上，雀跃
着似汪汪碧水，浮掠着如皎皎月光，浸透周身。

这是欢乐容颜下的内心，含满泪水。二胡
背过脸去，弦音幽咽。夜色如霜的地上，一群
音符相拥相聚，泪流如雨，沉重的泪水滑落，
碰伤了二胡的胸肋冬眠的弦。

长弓如锯，锯着结痂的伤口。停止吧，停
止，停止音乐的历程。

艰辛依旧，执着地忧郁，侧耳倾听，蛰伏

心壑深处，尽是龙的呼啸，马的嘶鸣。这与龙
马有关的二胡，闪烁怎样一种精神？

道路开阔，谁能超越一个琴师的内心，失
明的阿炳比明眸更生动逼真。

跳弓、跳弓，谁也挥不去的浮云，谁也拽
不住的缰绳。月光浮起，音乐浮起，并大朵大
朵地开放。

二胡坐在琴师膝上，琴师与月光长存，与
音乐长存，坐在二胡内心。

三馆共展出文物实物、图片 751
件；场景雕塑12组；电子沙盘3个；多媒
体展示5个；幻影成像1个。

现在的纪念碑公园——面积已达
7200余平方米、在高度达35.529米纪念
碑下，“三馆”建筑浑然和谐，红色文化
特征突出、现代气息浓郁，大气而又各
具特色。“三馆”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设
施，更是泸定县面向公众和广大青少年
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历史及红色文化的
基地，还是泸定县举办各种庆典活动的
重要场所，也是群众日常休闲、锻炼的
理想去处。

“三馆”内展厅——不同类型展厅
相对独立，既便于观众有选择地参观、
缩短参观路线，又便于安防管理。宽敞
的展厅，也为丰富多样的展陈设计提供
了理想空间。“三馆”以完善先进的设备
设施为基础，以人性化服务理念为原则,
为公众提供了多种优质的服务。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这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内，拥有一
流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其中包括服务咨
询、为观众免费提供讲解服务；采用多
媒体播放介绍红军长征和修建川藏公
路的数字影片；采用幻影成像以文字和
语音方式播放红军飞夺泸定桥战斗过
程；还有教育服务——馆内常年举办专
题讲座、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等。

馆内还提供公共饮水台、休息座
椅，为残障人准备的残障人电梯。

“三馆”作为现代化的综合纪念馆，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为泸定县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作出新
的贡献。

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是太阳
的颜色，是火的颜色，是生命的颜色，中
国人认为，红色具有驱逐邪恶的功能，所
以中国人贴红色的对联，挂红色的灯笼。
红色有着极好的象征意义，红色代表吉
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昂扬，所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
事业，从一开始就用象征忠勇和正义的
红色来形容和代表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
业。把红军长征创立的文化，称为红色文
化，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扬。

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取得
飞夺泸定桥铁索桥的胜利。红军取得的
这次胜利，把一个军事上的奇迹留给了
历史，把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留给了泸
定，也把一笔巨大的红色文化财富留给
了泸定。红军走过、战斗过的地方，红军
经过泸定留下的革命文物，红军所有活
动留下的故事，都是红军留给今天的红
色文化财富。而这笔财富，正在兴起的
红色文化旅游热中，发挥出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显示出无尽的生机
与活力。

除了那些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红
色文物，包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各类
建筑物、红色遗址、遗迹，红军书写的革
命标语、口号，红军使用过的战斗、生活
用品等等红色文物之外，还有流传在民
间的红军故事、传说。泸定特有红色文
化财富更以伟人、名人们的吟诗、题咏，
或是回忆录，或是特意撰写的文章展现
于世人面前，泸定红色文化百花竞艳、
深厚广博。

毛主席“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诗，
使泸定、使大渡河闻名遐迩，正是伟人
和共和国的开创者们以诗词、各种文体
不断讴歌泸定，讴歌红军飞夺铁索桥的
壮举，让泸定的红色文化变得格外厚
重。这其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
词，也有他们题写的楹联，他们书写的
诗词，洋洋洒洒，尉为大观。

1951年，泸定钢缆吊桥建成时，刘
伯承同志题写桥名“大渡河桥”，朱德同
志题东桥头联，上联是：“万里长征犹忆
泸关险”；下联是：“三军远戊严防帝国
侵”；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题西桥头联，
上联是：“河水南流任澎湃波涛难阻当
年红军奋勇向前进创造光辉记录完成
长征奠下胜利基础”；下联是：“旌旗西
指看神勇大军全扫康藏残敌势力求民
族幸福实行团结组织友爱家庭”。

唐卡中关于格萨尔的造像极为丰
富，从梵天真裔、洁莲圣婴、草地觉茹、
牧神骄子等等起，到三岭人主、降魔英
雄、雄狮大王、公祭圣天等等，无止。以
及格萨尔武王、格萨尔文王、格萨尔法
王、格萨尔财王，像像独抒，不一而足。
具体情境中格萨尔幻化于水陆空三界
的涓鲛、野牦、雪鹫等等，也都是半人
半神的形象，不失格萨原型。而且都将
造像例为本尊，构成唐卡主体，神圣庄
严。相应次要的其他形象，只衬托本
尊，分上中下三界布置在傍，不至于喧
宾夺主。

以‘格仲’故事情节为主的画面
很少见，又只在壁面画、幔帐画中出
现，物表、内涵都有别于唐卡。说唱艺
人张挂的晃子，本质上也不属唐卡，
虽然偶有用唐卡当晃子的，仅为个别
例外现象。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
《格萨尔王传》十一幅系列唐卡，它只
所以是唐卡，其幅面主体全是由相关
格萨尔的诸神像构成。作为画传的故
事情节，所有激战场面、生活境况、俗
物世态，无论内容多么丰富形式多么
复杂，尽围绕本尊四周铺排，决不过
分展开。否则，哪怕是以龛式装帧的，
也不是唐卡而仅是连环画、浮世绘、
刀马人物图了。

格萨尔造象的又一大综，是三十大
将、八十英雄、十三畏玛、十二女眷，一
应人物，号称千尊，可谓百像，个个形
象鲜明，性格突出，而又归于一相，都
由图象因素实现，即不显雷同，也无以
混淆。这类造像主要以玛尼石板为载
体。个别典型形象如查绒等，作为氏族
祖神，也有出现在唐卡中的情况。但绝
对是造像，肯定不泥于其生平事迹的
交代，否则，它将仅是幅普通的绘画

‘日波’或‘孜格’，无论多么精彩，多么
详细。

格萨尔说唱专用的‘艺人帽’，格萨
尔跳神专用的‘神盔’，都是特定图象
的载体，其间叠加着丰富的图象元素，
而且艺人帽和神盔各自成‘相’，互不
替代。

唐卡与其文化遗产属性

对唐卡的认识不只是要界定一
个术语，更不是只为某一画种确立一
个名词，而是对这一现象和形态作文
化的观照。对遗产性的文化事物和文
化现象，应回到历史中当时人的心态
及环境中去，才能得到客观正确的认
识和把握。任何把唐卡神密化、庸碌
化、空泛化，尤其异化的作为，都是不
可取的。

近年，唐卡尤其古唐卡的经济价值
被世人所强调，更深层的文化内存却
少有人问津，是对唐卡的偏见。只把唐
卡视为藏族民间绘画，乃至于只视为
嘎玛嘎孜绘画技艺及工具材料传承的
狭隘概念，似属不妥。当然，嘎玛嘎孜
风格的藏民族绘画创作是可行的，也
是大有前途的，这，另当别论。

唐卡是特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
物质手段的暨有事物。到后期，唐卡的
嘎孜绘画风格更浓。欧洲人见识唐卡，
每以绘画定义。然而，纵使可以忽略唐
卡的宗教内容，但唐卡的图象学意义
不能被置在绘画和工艺之下的其次地
位。更不能回避、抹杀唐卡的图像本质
属性。

唐卡对于现代，更重要的是遗产价
值意义，不能轻易言变，盲目开发。不
能随便当作‘藏族绘画’滥用。虚似唐
卡之名，伪托唐卡之形的世俗绘画作
品不会抬高自己身价，反会损坏唐卡
信誉。

处于唐卡的故乡，多为其保护尽心
出力，多在基础研究上发挥思想智慧，
洞悉其文化精义，多作建设性工作，是
当务之正业。如若过分物欲、功利地

‘玩’唐卡，向其粘光、拭油，以其兜风、
诂名，真该慎之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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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歌”，即宣讲佛教道
理的证道性的诗歌。米拉日巴
（1040—1123）是葛举派创始人
之一，在藏族地区可谓家喻户
晓。他生活在吐蕃王朝崩溃之
后，当时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
所，惨遭涂炭。他自己的身世十
分悲惨。米拉的父亲以经商为
业，兼及农耕，家境富有。米拉7
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姑
母所夺。米拉与母亲、妹妹被迫
成为叔父的家奴。后来，他们被
赶出家门，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只得以乞讨为生。传说米拉长大
后用咒术杀死仇家，用咒语施放
冰雹，毁灭乡里庄稼，报仇雪恨。
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后来，
米拉忏悔其杀人罪行，转信佛教，
皈依马尔巴大译师。马尔巴初未
传法给他，只令其服事劳役，修建
碉房。经六、七年的磨难之后，才
传给他秘密法要。然后，他隐入深
山野林苦修，有所成之后，便云游
各地，弘扬佛法，广收门徒。

米拉自幼喜欢唱歌，天生一
副好嗓子。晚年，他成了名僧，便
利用唱歌的天赋，以歌的形式向
弟子及信徒们宣传佛法，从而创
造了大量证道性的诗歌。这些道
歌个别章节是他的弟子所记录，
绝大部分是他的后世门徒桑吉坚
赞（1452—1507）辑录。桑吉坚赞
跑遍西藏各地，追踪米拉足迹，搜
集、整理流传在民间的米拉道歌，
编成这部米拉诗歌总集。道歌分
60章，约500首诗歌。后来，桑吉
坚赞又创作了《米拉日巴传》这部
传记体文学作品，叙述了米拉一
生的经历。其中，米拉及其母亲和
妹妹凄苦的生活，未婚妻对他忠
贞不渝的爱情，兄妹之间的手足
深情，善良的师母对他的种种关
爱，皆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米拉道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
成就，它与《格萨尔王传》一样，诗
歌与韵文交织，散文与韵文并茂。
作者在记录诗歌的同时，还把唱
这首歌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一并加以详细记述，与诗歌交织
在一起，组成一部说唱叙事文学，
极富故事情趣。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部米拉日
巴的故事集。《道歌》采用了来自
民间的“鲁体民歌”的格律，多数
是回环对应的多段体民歌格律，
与吐蕃时期相比较明显继承了吐
蕃诗歌的格律，而且发生了变化
和发展。它打破了六音节句，句子
中第三音节的衬音“呢”消失了，
每句音节停顿不同了，而且民歌
味道极浓。如：

夏三月里乌云滚，
不见太阳升天空；
冬三月里冰封冻，
不见雪原花儿红；
因我恶劣习气重，
不知你是位得道翁。
《道歌》能够长期流传，一方

面是因为作者暴露和触及了当时
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和剥削者贪婪
残忍的本性。作者是一位彻底的
出世主义者，他所宣扬的佛教人
生观，对当时处在苦难中找不到
出路的黎民百姓来说无异为天堂
的福音，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极
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道歌》的
诗歌语言朴实无华，普遍运用了
民歌格律，采用了比喻、回环、夸
张等民谣的艺术手法，深受人们
的喜爱。比如，有一首民歌唱道：

“你是想要赛马吗/请把红烈马牵
了来/你是想要驮东西吗/请把黄
野牛牵了来/你是想要对歌吗/请
把《米拉歌集》带了来！”

《米拉日巴传》在藏族传记文
学中思想、艺术价值都很高，在我
国其它地区也颇受重视。解放前，
便有了汉文的节译和蒙文译本。
早在1946年，刘立千先生便将其
译成了汉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
直到 2000 年才由民族出版社出

版。这是目前唯一的完整的汉译
本。刘千立先生在该书的“译后
记”中说：“本书在这些绘声绘色
的记述中，客观上也反映了米拉
日巴当时所处社会的政治面貌、
农村经济、乡里风俗以及人民的
思想感情等等。故这本书又是记
述十一、二世纪西藏地方与社会
历史的及其珍贵的著作。”同时，
传记中生动地描写了米拉日巴坚
持不懈、刻苦修持，“他的这种坚
忍不拔的事迹，至今还能赢得佛
教徒的称道和敬仰，以他作为学
习的楷模。人们爱戴这个人物，爱
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坚毅精
神，尊称他为大圣人、瑜伽自在大
士。”目前，《米拉日巴传》在国际
上为众多研究藏学、佛学的学者
所瞩目，已有了英、法、日等文字
的译本，成其为具有世界意义的
作品。

《米拉日巴道歌》与《米拉日
巴传》对藏戏文化的贡献，在于
文本的艺术成就对藏戏文学剧
本的影响。《道歌》是藏族作家写
作道歌的第一部作品，它与《米
拉日巴传》同样，采用的是散、韵
相间的手法，在散文叙述中加入
诗歌。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诗歌为
主，交代米拉唱这首道歌时的前
后背景。例如记叙有一次米拉去
化缘，来到一位老奶奶门口，不
料老奶奶一看见米拉日巴便骂
道：“你这瑜伽乞丐，夏天来时讨
白的（指奶制品），冬天来时讨酸
的（指青稞酒），……你要瞅空来
偷我女儿和媳妇的首饰吗！”说
着就往米拉身上撒灰。于是，米
拉对她唱了一首歌：

清晨起来要最早，
夜晚睡下要最迟，
没完没了家务事，
三条都要你操持，
你是没有工钱的女仆役。
……
一家之长最尊贵，
无钱也要收的税，
不可缺的子孙辈，
三者都要好供奉，
唯 独 你 是 没 有 份 的“ 无 需

女”。
……
要向儿媳献殷勤，
须听子女恶语声，
群孙争吵震耳聋，
三者都要你担承，
你要假做耳聋修忍性。
……
做事费力有如拔马桩，
走路弯腰好象鸡一样，
坐时无力身倒体踉跄，
力不从心衰老临身上，
你是灰心丧气的弯身妇。
……

吃的喝的冷又脏，
身穿褴褛破衣裳，
睡铺破皮毛全光，
三种滋味你要尝，

歌唱完后，接下来是一段叙
述，道出了老人的真实处境，打动
了她的心，使她松开了抓灰的手，
对米拉产生了信任和敬重。

《米拉日巴传》虽然是人物
传记，但它对历史人物有一定
程度的夸张和虚构，还吸收了
一些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书
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塑造了
带有典型意义的西藏社会各阶
层人物的群像。传记受佛经故
事的影响，采用问答式形式，全
书以散文为主，中间插入一些
歌词。语言通俗易懂，接近当时
的口语。文笔朴实无华，生动
流畅，堪称“藏族传记文学发
展史中的一颗明珠”。藏戏文
学剧本散、韵相间的风格，明
白晓畅的语言，生动形象的人
物刻画，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
的内容，无疑均受到这两部作
品的巨大影响。

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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