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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文学》包括古代藏族文学与现代藏族文学两大篇内容。
涉及神话中的雪域世界、传说中的历史、民间诗歌、作家诗、民间故事 、史传文学、长篇小说、当代
藏族文学的发展历程、诗歌创作、中短篇小说创作、散文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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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是藏族民间故事中的一朵奇葩。
从这类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不同感受和愿望，表达了他们对爱
的理解和渴求。
这类故事也最能体现人们对自己生存价值的认识。
藏族爱情故事通过那曲折动人的情节，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悲与喜、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对比画。
条和盐的故事》、《铁匠明珠托央》、《才旺饶登和才仁吉姆》、《多欠和洛欠》等，都是人们非常
熟悉并长久传颂的爱情故事佳作。
《茶和盐的故事》讲道：在一条大河的东西两岸，各住着一个部落。
原先，两个部落的人通过长长的溜索桥自由来往。
可是，自从两个部落发生了械斗之后，两岸的人再也没有往来。
不知过了多少代，河东部落是一个女土司当权，她生有三子一女，女儿叫美梅措。
河西岸的土司有个儿子叫文顿巴。
文顿巴从小就在河西岸放牛羊，美梅措也在河东边放羊。
时光一年一年过去了，他俩天天隔河相见，并热恋上对方。
从此，他们常常把牛羊从浅水处赶过对岸，两人在草地上相互倾诉衷肠，并互赠了定情物。
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
一天，美梅措在洗手时，露出文顿巴给她的手镯，女仆告诉了女土司。
女土司便叫来美梅措讯问，知道是对岸冤家土司的儿子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女土司便暗设毒计，要杀
死文顿巴。
她先让大儿子用毒箭去射杀，大儿子不忍心杀妹妹的情人；又让二儿子去，二儿子见文顿巴那么英俊
，也不忍心下手；女土司又让三儿子去，三儿子架不住母亲的恐吓，便用毒箭射死了文顿巴。
美梅措得知文顿巴的死讯，便不顾一切来到西岸部落，纵身跳入焚烧文顿巴的火堆，两位恋人死到了
一起。
女土司把两人的骨灰分开，埋在了河的两岸。
过了不久，埋美梅措的地方，长出了一珠大红花；埋文顿巴的地方长出了一朵大黄花，两朵花隔河相
望，犹如一对情人互诉情话。
女土司便叫人把花砍了。
第二年两个地方又长出了两棵树，树上各有一只小鸟在鸣啼，犹如隔河互诉衷情。
女土司又叫人把树砍了。
美梅措便和文顿巴商量，一个到羌塘变成了盐湖中的盐，一个到内地变成了茶叶。
这样就永远不能分离了。
藏族人离不开茶和盐。
人们每每喝着茶，便会想起这对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恋人。
以上只是《茶和盐的故事》的故事概述，原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动人。
故事选取了藏族人民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茶和盐来代表了一对青年男女。
其构思非常巧妙，内涵非常深刻，人物刻划也非常鲜明生动。
对女土司的描写着墨并不多，但其性格跃然纸上，她对女儿的不尽情理，对一对恋人的百般阻挠，都
源于部落之间的打冤家，都源于封建奴隶制度。
故事中，还穿插了试探情愫、表达思恋的诗歌。
歌词语言鲜活，比喻生动。
如：文顿巴试探美梅措：河西岸的草儿青又青啊，你的羊群可想过来吗?河东岸草儿嫩又鲜啊，我的牛
马去吃可以不?清凉的河水流不停啊，一块儿饮牲口不好吗?美梅措听了后，唱道：河西岸的草儿青又
青啊，羊群吃了肥又壮，太好啦!河东岸的草儿嫩又鲜啊，牛马吃了强又壮，太好啦!清凉的河水流不
停啊，牛羊喝了更兴旺，太好啦!藏族的封建奴隶制社会是非常黑暗的，不但人分三六九等，就是职业
也有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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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在旧时被认为是黑骨头，是罪孽最深的人，被人们看不起。
但是，在百姓们看来，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
流传在西藏日喀则一带的《铁匠明珠托央》，就是一个歌颂年轻能干的铁匠与头人的女儿相爱的故事
。
结实、漂亮的铁匠明珠托央，每年都要到长官府支差打铁，长官老爷派他的女儿朗若监工。
慢慢的，小姐爱上了铁匠，不久两人逃到外地并在铁匠棚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来又生下了小宝贝
。
日子虽然穷，但两人过得很幸福。
有一天，官府来了一伙人，把铁匠抓走了，朗若背着婴儿到处找，最后得知丈夫被老爷手下的人打死
后扔到了拉萨河里。
小姐来到拉萨河边，看到明珠托央的尸体在波浪上旋转，她便抱着孩子跳进了河水。
这时，从河水中飞出三只金晃晃的水鸟。
直到今天，在拉萨河上还能看见三只水鸟相依飞翔。
《米拉日巴传》成书于16世纪，是藏族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部传记文学。
自吐蕃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被杀后，青藏高原第一个强大的藏族政权彻底崩溃，之后的藏区陷于长期
的分裂割据局面，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发展、相互纷争。
宗教集团与地方政权相依而存。
尤其是藏传佛教中相继产生了各种不同派别，为宣传自己的教理、观点，各教派纷纷为本派领袖人物
树碑立传。
这便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产生的原因。
据专家统计，这一时期有关“高僧大德”的传记文学有400余部。
除《米拉日巴传》外，著名的还有《布敦大师传》、《马尔巴传》、《日琼巴传》等。
《米拉日巴》的作者桑吉坚赞(1452—1507)出生在后藏娘堆地方，其父桑吉白登是一个诵持密咒者。
桑吉坚赞7岁时师从噶举派大堪布贡噶桑吉，后从萨迦派大师云登嘉措，。
他自幼便崇拜米拉日巴，并效仿米拉日巴隐居深山石窟修炼，“得道”后周游西藏各地及尼泊尔，广
收门徒，宣传佛法。
因他性格怪诞，生活清贫，有“后藏疯子”的名号。
除《米拉日巴传》外，还著有《玛尔巴传》、《日琼巴传》，其中以《米拉日巴传》最有影响。
《米拉日巴传》的故事梗概是：米拉日巴(1040一丑123)出生在一个经济优裕的家庭，7岁时父亲过世
，留下他和母亲、妹妹过着孤寂的生活，后来伯父、姑母侵吞了他家的财产。
母亲策噶瑾是位坚强的妇女，她忍辱负重，督促米拉日巴学习咒术，以报深仇大恨。
米拉日巴没有辜负母亲的重望，学成咒术后咒死了伯父的儿子、儿媳以及恶邻30多人。
伯父、姑母虽免一死，但其庄稼遭到冰雹袭击。
后来，米拉日巴深感罪孽深重，悔恨不已，于是投到当时的佛教大师马尔巴门下修事佛法，以消罪过
。
获得法要后，他隐居深山空林修炼，最终得到正果。
修成后，他开始周游西藏各地，广收门徒，传经说法。
成为极受人们崇敬的高僧和噶举派的一代宗师。
米拉日巴劝善除恶的传法活动，引起了格西杂铺巴的嫉恨，后被其所害。
作为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加工，力求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的
人物形象。
它的情节、事件上均有虚构成分，从而突出了文学色彩。
作者为什么要为米拉日巴立传?首先，米拉日巴是作者心目中的偶像，而且他有着与米拉日巴相同的经
历。
其次，米拉日巴也属噶举派的祖师，为其树碑立传，就是要昭示人们遵崇噶举派的教理。
最终目的是通过米拉日巴来宣扬作者的“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人生苦海”，只有出家修行是惟一解脱的道路，这是作品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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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一个宗教徒，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观点去苛求他，实际上如果撩开其神秘的宗教面纱，从作品中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时落后、残酷的社会现实，看到社会的贫富不均、等级制度以及一些宗教上层
欺世盗名的行为和奢侈腐朽的生活。
这使作品有真实性和积极意义。
《米拉日巴传》的写作形式比较特殊，它采用师徒问答的第一人称形式，即由大弟子日琼巴问米拉日
巴，米拉日巴向弟子们讲述。
当时这种写作形式并不多见。
此外，《米拉日巴传》虽是散文体，但也有不少唱词，有些唱词还比较长。
这些唱词有通俗、朴实的特点。
2．伊丹才让的诗伊丹才让于1933年出生在青海海东地区一个藏族小山村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
。
自五六岁时，他便跟随父亲放羊，10岁时一边干活一边断断续续上学。
1948年，为逃避兵役，伊丹才让到互助县白马寺附近的一所回民学校上学。
当年冬天又到了昆仑中学，那里是半天上课，半天军训。
因受不了饥饿和歧视，1949年秋天逃回了家。
青海解放后，伊丹才让便参加了青海青年干部训练班，1950年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组织上送他到西北艺术学校少数民族艺术系学习舞蹈、音乐，1954年调到西北民族学院歌舞
团。
伊丹才让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从他到民间采录酒歌、情歌，为舞蹈作品填词开始的。
从1956年开始，他到甘南、青海的贵德、化隆等地搜集民歌、民间音乐素材，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他的第一首诗歌是1958年发表在《延河》上的《金色的骏马》。
之后，不断有诗歌发表。
《尕海组诗》、《羊群的母亲》、《云中牧人》、《红色的征途》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搜集整理的安多地区的《婚礼歌》。
“文革”十年，被打倒的伊丹才让被迫搁笔。
五六十年代是诗人初露才华的时期，早已要出版的诗集被迫搁浅。
到1980年，诗人的诗集《雪山集》才得以出版。
这也是诗人早期创作的硕果。
20世纪80年代后，诗人的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
199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雪狮集》，荟萃了诗人自1979年以来的抒情诗76篇。
有人认为这是诗人创作的新的阶段的总结。
从80年代开始，伊丹才让开始了诗歌创作的新探索。
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雪域集》，收入了诗人独创的“三段四一二式七行诗”179首。
这是诗人创作的第三个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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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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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1999年初，我们就策划了“雪域文化丛书”，拟作为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献礼，后因种种原因没
能赶出来。
    在策划这套丛书时，我们的目的是用通俗的笔法介绍藏族文化事象，并非探讨研究藏族文化的来龙
去脉。
现在丛书终于出版了，是否达到了目的，就请“上帝”评判了。
    我过去一直在关注藏族文学，尤其是当代藏族文学，只是近几年因其他原因关注不够，读的作品不
细不全，这里只是将藏族古代至1999年的主要作品和作家作了简要介绍，谬误和遗漏难免，盼望专家
的指正。
    另外，藏族戏剧文学、文学批评、影视文学以及当代民间文学也应是藏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只因篇
幅有限，没有列入，请读者理解。
    在写本书时，参考了不少著作和文章，吸收了一些观点，如《藏族文学史》、《西藏50年·文学卷
》(耿予方者)、《藏族当代文学史》(耿予方著)、《青海当代文学50年》等，在此向作者们表示感谢
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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