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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人档案

──藏族史诗艺人的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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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在上一世纪80～90年代还健在的艺人中，我所研究员杨恩洪访问了其中的40余位艺人，并根据他们的说唱特点概括地分为以下五

种类型： 

  1）神授艺人 

  他们自称童年时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便开始说唱《格萨尔王传》。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识藏文，尚无法理解做梦这

一复杂的生理现象，于是把梦中得到故事归结为神赐予的，是神命令他们说唱的，遂自称为神授艺人。 

  神授艺人记忆力超群，他们每人都可以流利的说唱一、二十部，甚至几十部之多。若按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一部为5千诗行，20部

就有10万诗行，而这许多诗行就全部贮藏在他们的大脑之中，听众想听哪一部，艺人便可以象从数据库或计算机中自由提取信息一样，

把所需要的部分说唱出来。他们大多生活在祖传的艺人家庭或史诗广泛流传地区，由于旧社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端贫困，他们

大多为生活所迫，以四处游吟史诗为生，为此都具有较特殊的生活经历。  

  2）闻知艺人 

  即闻而知之的艺人，他们是在听到别人说唱以后，或者看到《格萨尔王传》的本子后才会说唱的。这部分艺人比较多，他们多者可

以说唱三四部，少者为一、二部，有的只是说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片段。 

  3）掘藏艺人 

  “掘藏”是藏传佛教宁玛教派的术语，他们称其经典为吐蕃时期传承下来的经藏或发掘出来的前人埋藏在宇宙中的伏藏，于是产生

了一些能够发掘宝藏的掘藏师。据说他们的前世都曾听过莲花生大师讲经或受到过他的加持，因此，他们便与众不同，可以看到别人看

不到的物藏，即经典。宁玛派把格萨尔看作是莲花生和三宝的集中化身，因此信仰格萨尔，于是就出现了发掘《格萨尔王传》的掘藏艺

人。这种艺人很少，果洛州的格日坚参就是一位用手中的笔写不完的掘藏艺人。  

  4）吟诵艺人 

  这些艺人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藏文的能力，他们手中拿着史诗本子给群众说唱，一般以曲调的丰富而见长，吟诵艺人多居住在交通较

为发达、文化教育条件较好的甘孜、玉树等藏区。 

  5）圆光艺人 

  圆光本为巫师、降神者的一种占卜方法，即借助咒语，通过铜镜看到占卜者想知道的一切。据说圆光者的眼睛与众不同，可以借助

铜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文字与图象。扎巴即是通过铜镜看到史诗的诗行，然后将其抄写下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田野基地的相关文章

· 院B类课题“胡仁·乌力格尔田野研究”近日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建立大明山研究基地

· 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建设纲要

· 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

· 建设研究基地提升学术成果质量

作者杨恩洪的相关文章

· [杨恩洪]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 浪迹高原的民间艺人

· 《人在旅途──藏族〈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

· 浪迹高原的民间艺人——玉珠

·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