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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论著提要 

   《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一书，建立在作者长期深入青藏高原所进行的田野调查、采访艺人所取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之

上。该专著分为上编、下编两部分。上编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贡献、艺人说唱的形式，艺人的分布与类型，托梦神授及其与

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下编是作者在亲赴藏区、蒙古族及土族地区采访的40余位艺人的基础上，撰写了其中的22位具

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间艺人的评传。记录了这些作为平民百姓的民间诗神的苦难、坎坷的生活经历及说唱生涯，为人们提

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艺人说唱及史诗传播的活的资料。 

    该专著论述了说唱艺人在史诗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已知的百余位艺人进行了分类研究，对其中的

托梦神授现象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说明在藏族传统文化社会中，在全民信教的氛

围中，生活在史诗传播环境中的人们，用大脑记忆长篇史诗的可能性。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口传史诗向书面史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与

世界其他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的口头传播方式终将被书面形式所替代，从而说明艺人存在的价值及抢救史诗及艺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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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域青松--记著名说唱家扎巴 

二、他们出自同一片沃土──记一个家族的三位艺人玉梅、洛达、曲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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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巫师与艺人于一身的阿达尔 

四、他从唐古拉山来──会说唱百余部的艺人才让旺堆 

五、堪称语言大师的说唱家桑珠 

六、浪迹高原的艺人玉珠 

七、昔日的民间艺人，今日的教授──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贡却才旦 

八、年轻的掘藏艺人格日坚参 

九、说唱艺人世家格桑多吉父子传 

十、一个罕见的铜镜圆光者──-访艺人卡察·阿旺嘉措 

十一、果洛州活佛艺人昂日 

十二、藏北巴青说唱艺人次旺俊美 

十三、最年轻的神授说唱艺人次仁占堆 

十四、“辛巴的后代──果洛艺人次登多吉 

十五、从乞丐艺人到县人大主任──果洛艺人才旦加 

十六、一位书写艺人的今昔──果洛州政协副主席昂亲多杰 

十七、《格萨尔》抄本世家──记布特尕祖孙三代的贡献 

十八、名门贵族之女卓玛拉措 

十九、蒙古族说唱家琶杰 

二十、蒙古族说唱家参布拉·敖日布 

二十一、枪手喇嘛──土族艺人寻访记 

二十二、土族艺人贡布 

  关于杨恩洪这部记实性兼探索性的著作，贾芝先生特地为之作序，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杨恩洪同志自1986年起，长期坚持到

藏族地区寻访艺人、作调查，从西藏、青海、四川交界的果洛、玉树、昌都、那曲、甘孜等盛传《格萨尔》的地区开始，不断深入探

索，在盛传《格萨尔》史诗的世界里邀游，访问了40多个艺人。她跋山涉水，到交通不便的荒僻山村，凡能找到的艺人她都找了，而且

与艺人交朋友，友情真挚动人。一个会说藏语的汉族女学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她可说是第一个掌握了金钥匙的人。……作者

看来是一个纤纤文弱的女子，然而她意志坚强，治学勤奋，一年一度出发，首先到青藏高原一般人不易问津的地方去寻访艺人。她说每

当访问一个艺人有意外的收获时，就感到自己的无知，而正是在她感到自己所知太少的时候，她才越走越远，终于踏上了能比较全面地

探索和了解宏伟史诗《格萨尔》的征程，有众多的新发现，献出了这部既有新鲜报道又力求全面论析的专着。”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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