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研究方阵 → 藏族文学 → 口头文类 

西藏说唱艺术品种及其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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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藏族人民在还没有自己文字的远古时代，就开始以口头说唱的形式，艺术地反映自己的生活，抒发思想感情，传授生产和生活经

验，表现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在藏族地区主要有以下一些民族说唱艺术品种： 

    1、岭仲，即格萨尔说唱。通过古代岭和霍尔等国的战争，真实地反映了吐蕃王朝崩溃后三四百年间西藏的割据混战局面和当时老

百姓水深水热的生活境地。语言上堪称一座藏语语汇的宝库。通篇尽是夹叙夹唱，大量的唱段用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鲁”体民歌形

式，并集中了大量的藏族谚语和生动的比喻。 

    2、仲和仲鲁，包括主要以口头流传为主的民间故事，直接来自佛经的书面故事，格言注释收录的故事，有关西藏政教历史的故

事，人物传记以及涉及西藏风物的历史掌故等等。 

    3、古尔鲁，道歌说唱，敦煌文献中就有布德贡杰时期的古尔鲁，证明当时在藏族社会中流行有“古尔鲁”这种说唱艺术。后来佛

教传入西藏后，佛教徒们利用“古尔鲁”来宣传佛教教义，致使民间的这一说唱艺术染上了宗教色彩，特别是自从噶举派的喇嘛玛尔

巴、米拉日巴等以来，在噶举派的师徒中古尔鲁广为流传。 

    4、堆巴和谐巴，即“赞词祝颂”，我们在《巴协》一书中就能看到藏王赤德松赞（815～857年）在桑耶寺建成后开光大典上所作

的一段热情洋溢的赞歌。“谐巴”在民间也十分流行。谐巴说唱分单口和群口，除了有一些固定的唱段之外，说唱者一般都能即兴创

作。而堆巴也是那个时期形成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祝颂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其所涉及生活面也是极广泛的。堆巴通常是以朗诵说

唱形式，用优美流畅的韵文祝其未来兴旺发达、前景美好。 

    5、“百”，是古代藏族士兵征战和壮威歌。 

    6、喇嘛玛尼，是在宗教仪式的酬鬼娱神等各类不同的民间艺术土壤中形成的，有自己说唱书目和独特的表演程式。喇嘛玛尼产生

于藏戏出现以前，其发展与宗教关系密切，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反映出来的宗教色彩也十分浓厚。 

    7、折嘎，是指在每逢新年佳节和喜庆盛会之际上门祝福唱赞颂词的民间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一般都手持五色棍，肩背假

面具，怀揣大木碗到全藏各地进行乞讨性的表演。 

    8、扎年弹唱，扎年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藏族弹拨乐器。扎年有八弦琴、十六弦琴、二十弦琴、六弦琴等种类，其中以六弦琴最为

普遍，最为著称，地区之间演唱内容基本相同，但在弹奏风格上各有区别。 

    9、夏，从藏语字面可理解为“对唱歌谣”，是在新年、婚礼、搬新房庆典和望果节时，至少有两人相向对吟对诵或对唱对歌的一

种说唱艺术。 

    10、藏语相声，与西藏历史悠久的说笑话和喜剧丑角表演的传统相融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兴曲艺品种。 

     藏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格萨尔王传》就是以说唱形式来表现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
史诗，它的散文部分除外，仅史诗部分就有100万至150万行，史诗估计有三十六部，一千五百万字。 史诗《格萨尔王传》自十一世纪
以来陆续创作而成，塑造了以格萨尔王为首的一群英雄人物勇敢机智地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形象，篇幅宏大，情节奇特，语言优美，
主题鲜明。它既保存有古代藏族吐蕃王朝与邻近部落民族以及邻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记录了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真实情
景。长期以来，《格萨尔王传》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各地有专门的艺人说唱和多种卷数不同的传抄本。国内有汉、蒙等文译本，国外
有俄、德、英、法等文译本。在西藏和国外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格萨尔王传》进行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据说，多数《格萨尔
王传》说唱艺人本不会说唱，由于机缘巧合，突然能够流利地且一字不漏地进行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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