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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本土原始巫教 、 苯教与外来的佛教相结合，形

成了包含许多世俗文化因素的藏传佛教及其完整 、 缤密 、 严谨

的文化艺术体系。 独特时代的社会及文化生态造就独特的艺术形

态。 作为历史实然的存在，传统藏戏是古代藏族社会成员生活方

式、情感价值的外显。 它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藏族民间艺术，是

一个扎根于过去并向现在和未来开放而且滋养着现在和未来的宝

贵的艺术资源库。 藏戏艺术及雪顿节，成了藏民族一年一度享受

生活愉悦，体验生命创造乐趣的精神家园。 藏戏作为藏文化的载

体，不仅迸发、洋溢着人类童年时期文化的天真烂漫之惰，而

1i有 "i剧中精神"的西藏广场藏戏 201 3年拉萨



且随着历史发展已经充满了世俗化的欢乐之情一一藏戏中的"酒

神精神"，与希腊戏剧中的酒神精神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千百年来民间藏戏班演出传统藏戏，虽然尽量传承和发扬传统技

艺，但在演出中既有大量的即兴发挥，又有大量的有意无意地吸

收时代的审美形式和因素的表演，演出的虽然是藏戏传统的内容

和固定的程式，实际上呈现给观众的是常演常新、 变化无穷 、 醉人心

扉的由人性化成的艺术情趣和审美意味。 藏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藏族

人民心中人生理想寄托之所在，人生追求中至高的审美境界，是无价的

心仪瑰宝，是享受畅快的精神乐园。

一 、 藏戏的艺术价值

藏戏历史悠久，它的剧种、 流派 、 剧目 、 音乐 、 表演 、 舞美等各

个方面的遗产都十分丰厚。 藏戏在流传中，与中国各地藏区不尽相同

的文化艺术传统结合，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不同剧种，如西藏的白面具

藏戏、 蓝面具藏戏 、 昌都藏戏，青海的黄南藏戏、华锐藏戏、 玉树康

巴藏戏、果洛格萨尔藏戏，四川的康巴藏戏、 阿坝安多藏戏、 嘉绒藏

戏、德格藏戏，甘肃的"南木特"藏戏等。 同时在大的藏戏剧种中，

又形成不同流派，如蓝面具藏戏中的觉木隆派、 江嘎尔派 、 香巴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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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面具æ.戏41J种觉木隆流派演出传统æ.戏
((白码文巳)) 2012年拉萨

膏海黄南改编传统藏戏 4责保多吉听法))

迥巴派，白面具藏戏中的宾顿巴派 、 扎西雪巴派 、 尼木派，青、 甘、 1997年膏海黄南

川三省交界处的安多藏戏中的黄南派 、 阿坝派、甘南派 、 华锐派、 色

达派，康巴藏戏中的玉树派 、 巴塘派 、 理塘派、道郭派 、 甘孜派等。

这些不同的剧种和流派，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可以说在中国戏曲的大

体系中有着一个比较庞大的藏戏剧种和流派系统。

藏戏为现存中国戏曲剧种中最为古老的剧种之一，我国其他一

些大剧种，如昆曲 、 京剧 、 川剧等，历史都比藏戏短。 藏戏与其母体

藏族文化一样，有着早期历史关键时期的开放兼容性，从而使藏

戏与世界古老戏剧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等有着类似的特点。 同

时，藏戏有着从中世纪至近现代的长时期封闭内敛性，从而使它

具有藏民族的独创自立性和神圣殊异性:不仅具有以歌舞表演故 四川色达安乡流派æ.戏《赤松德赞》
1995年四川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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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安多"南木村"传统.戏 4米拉日已
劝化4己)) 1992年甘肃拉忡，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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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唱、舞、念、表都有程式化手段等一部分戏曲特征，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东方戏剧综合了民间说唱、歌舞甚至杂技和宗

教乐舞与仪式等写意表现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具有西方戏剧以

口语道自对话为手段的写实再现性的部分形态特征，如在藏戏的

正戏喜剧表演和开场戏甲鲁与温巴对话表演中是完全的话剧式表

演。 藏戏是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创造的至今尚鲜活存在的辉煌灿烂

的文化遗产，故而可以说，藏戏作为中华民族戏曲中一个十分独

特的剧种，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戏剧之林中也都是独树一帜

的。

藏戏早就有着世界性的影响。 民国年间，西藏蓝面具藏戏

几个流派的戏班曾经到印度、不丹 、 锡金和拉达克(即今克什米

尔)等地演出，如江嘎尔流派戏班由摄政王热振活佛指定的戏师

唐曲带队去过印度嘎伦堡和锡金演出，其中三年都是在藏历10月

25日去廷布向锡金王献演三四天藏戏;觉木隆流派戏班在20世纪

上半叶，曾几次去印度演出， 20世纪30年代由著名戏师扎西顿珠

带队去印度、不丹和锡金演出的次数就更多了 。 1958年四川巴塘

藏戏班到成都参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演出了传统藏戏

《朗萨姑娘>> ，被我国电影戏剧界老前辈夏衍先生称誉为"雪山

上的红牡丹" 。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藏 、 青海 、 四川和甘肃

四省区的专业藏戏剧团，多次出访演出 。 如:西藏自治区藏剧团
藏自治区戳.11)团出访，量也纳 1997年给

也纳 1983年应邀赴日本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音乐会"，在20个城市

西藏自治区..11)团出访日本 1983年日本

演出了25 场，获得日本人民的一片好评，他们说 11藏戏不愧是

中西丝绸古道上一株璀琛夺目的艺术奇距。 " 1986茸应邀赴日本

参加第一届亚太地区国际艺术节，在东京和札幌与斐济、 泰国、

日本艺术团同台演出了四场，各国艺术家为藏戏出色的表演而赞

叹，为藏戏独特的面具而钦慕，为藏戏精美的服饰而震惊。 1987

年出访美国，在14个城市演出了26场，各种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好评如潮，他们说 11 中国藏戏团吹起了一股‘西藏风'，而且

吹到了美国各地。 西藏艺术家的生命力跨越了文化鸿沟。 "在传

播界引起了轰动。 1991年出访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三国，历



时71天，演出46场，观众达10余万人次，藏戏以自己的魅力征服

了西南欧的人民群众和艺术家。 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还曾经到蒙

古共和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演出。

二 、 藏戏总体艺术特色

藏戏有着内地戏曲唱、念、做、打的程式化特点，但是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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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那么规范，那么精致，那么凝练，而且具有了一种谱系化的形 西藏自治区藏刷团在日本演出 1986年日本

态，由此形成了它独有的艺术特色。

(一)既有面具表演又有化装表演的艺术特色

藏戏的面具戏形态十分突出，它与古希腊戏剧十分相似。

藏戏的面具，来自民间拟兽图腾舞蹈的面具，也来自于宗教哑剧

性乐舞仪式跳神"羌姆" 。 这使得西藏古老的面具艺术从主要表

现虚幻的"神"的世界，迈入了主要表现世俗的"人"的世界，

各种世俗人物都戴上面具表演，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获得更直

接、更深层的表现;也使西藏独具特色的面具艺术发展得最为充

分，几乎吸收了西藏原始祭祀、民间表演艺术和宗教跳神及悬挂

供奉的所有面具艺术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种式样繁

多 、 风采韵致各异的庞大系统。 西藏自治区阳烟在西班牙化装游行

完全世俗化了的藏戏面具，不仅可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

增强艺术感染力，有助于坐在广场远处的观众对角色人物有直观

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演员对角色性格的把握和刻画，同时也使剧

本、演员和观众三者在同一时空产生出更强的艺术效果。 所以面

具表演成为藏戏体系中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藏戏发展到后来面具戏形态也开始变化了，亦即不是每个

演员都戴面具，其主要角色反而不戴，像《诺桑法王》中的主角

诺桑王子与仙女云卓拉姆，就画上成白净红润的脸谱来表演;有

些丑角也扑上精把作白脸，涂上锅灰成妖魔鬼怪的黑花脸，黑底

中画上红的嘴唇、绿的眼窝，再配上眼白和自长的撩牙，其形象

很恐怖。 而解放后，藏戏的化装艺术更快地发展了起来，尤其是

1998年西班牙

西藏自治区.';1)团在葡萄牙演出 1998年葡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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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戏人物画具 20 1 2年拉萨

专业的藏戏团体以化装艺术来表现人物角色的脸谱，个别的反派

角色如《卓娃桑姆》中的魔妃晗江以化装来表现她的王妃美化形

象 ， 最后被打败歼灭时才露出魔女的真面目，即戴上恶魔面具。

( 二 ) 以广场戏为主体又兼有舞台剧的艺术特色

藏戏的广场演出形态，历史悠久 ， 传统丰厚 ， 在艺术的各

个方面也发展得较为成熟，这与西藏山高水远、地广人稀的自然

环境特点和长期经济不发达有密切关系。 因为是广场戏 ， 所以要

求唱腔特别高亢啧亮 ， 传得很远。 因为是广场演出 ， 就要在表演

和唱腔中间 ， 大量轮番穿插民间歌舞。 在演出实践中形成了许多

特殊的藏戏舞蹈 ， 舞步动作要求起落幅度大 ， 豪放雄壮 ， 粗矿朴

实，又内含自己特殊的韵律美。 还穿插各种说唱歌舞和民间艺

术 ， 包括杂技，这样才能使远距离的观众看得见、 昕得清 ， 并且

能调节场上的演出气氛，不至于因大段的唱腔 ， 使人感到单调枯

燥。 这样 ， 藏戏便自然形成了一种歌舞和百艺杂技成分很强的广

场戏的艺术特色。



我国传统藏戏虽然大都是广场演出 但近现代产生的甘肃

"南木特"藏戏己然有了舞台演出 。 发展到现当代，广场演出和

舞台演出已经开始并举。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藏、青、甘、川

四大藏区中有些民间和寺院藏戏班也开始在舞台演出;西藏、青

海和甘肃先后还成立了国家资助的专业藏剧团，他们对藏戏的传

统演出格式有所改革，既可以用民间广场演出的方法，以剧情讲

解分段介绍进行，全体演员始终在场ii伴唱伴舞，也可以把藏戏

搬上舞台演出，以现代分幕分场，提炼冲突、集中紧凑的结构，

在两个小时左右把一个传统剧目完整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所以

现在在我国藏、青、甘、川 |四个藏区，既可以在广场看到原汁原

昧的藏戏演出，也可以在舞台看到有所提高和发展，充满时代气

息和审美趣味的藏戏演出。

( 三 ) 宗教演义剧与世俗现实剧并重的审美形态特色

在藏民族聚居地区，宗教的影响力辐射到藏民族生活的方

方面面，因此藏戏从反映的思想内容上说，受宗教影响必然是比

藏戏中跳神面具表演 2012年拉萨

《卓娃桑姆D 中魔古己哈江面具

2012年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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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戏大蹦子 2012年拉萨

较深的。 它的传统剧目中，有反映西藏本土巫苯的神灵和祭仪，

又有藏传佛教的神佛、人物的演义故事。 但是，这些宗教戏剧故

事，一方面通过神佛、妖魔化身的人物和世俗性的外道及世俗权

力追求者相斗争而演绎，同时，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 ， 使得本来

隐蔽的宫廷斗争和"娱妃争宠"、骨肉相残等幕后阴谋被揭示于

众，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本来是以劝善 、 弘法、娱神为主

要目的的藏戏演出，加进了若干反映社会斗争、宫廷斗争和观众

愿望的世俗内容;另一方面，神佛降伏妖魔的故事中又充分反映

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内涵，诸如经过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

西藏自治区刷烟舞台藏戏 2013年拉萨 冲突斗争和生死较量，最终真、善、美战胜了假、恶、丑。 同时

在一些剧目中充分反映了世俗生活中的美好，如《诺桑法王》中

反映的人间王子与天界仙女的忠贞爱情， <<顿月顿珠》中反映的

王子兄弟手足之情， <<文成公主》中反映的藏王大臣的足智多谋

等。 所有这些，使藏戏又必然带有十分突出的世俗生活内涵和祭

祀艺术的特点，形成宗教演义剧和世俗现实剧同样突出的艺术特

色。



(四)兼具古老仪式剧和成熟戏曲的艺术特色

藏戏作为乡民生活中的艺术，不能忽略其中蕴含的"仪式"

性质以及乡民作为表演者和观众时内心那份"宗教情绪" 。 在藏

戏开场"温巴顿"和结尾"扎西"中，虽然主体是仪式感很强的

表演，观众也很容易进入一种比较严肃的宗教情绪中，但也有部

分娱乐的成分;在正戏"雄"中，故事多数是宗教演义性质的，

观众在观看时既能充分地沉浸于宗教感情的体验和寄托之中，又

能获得比较轻松娱乐的精神享受。 以"雄"为核心的藏戏故事和

仪式感很强的一头一尾两部分的混合结构，使传统藏戏成为宗教

演义的载体，与根深蒂固信仰藏传佛教的乡民情感世界相连接，

与乡民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藏戏在乡民中经久不衰、 传

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1

藏戏产生在"喇嘛教"盛行的社会里，特别受"宗教祭祀仪

式和民俗信仰仪式"的影响。 例如甘肃"南木特"藏戏和青海藏

戏《贡保多吉昕法>> ，就是由最初的宗教祭祀仪式羌姆活动演变

而来，是具有仪式剧风格的藏戏剧目，它的表演形式为青海黄南

安多藏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四川的嘉绒藏戏也是由原始的苯教

祭祀仪式发展而形成的，包括四川康巴藏戏、 德格藏戏和阿坝安

多藏戏，都是寺院仪式性很重的藏戏;就是西藏纯粹属于民间藏

戏的白面具藏戏和蓝面具藏戏，也具有十分浓重的仪式性。 藏传

佛教的圣谛具有丰富的辩证理性和充满洞见的悟性，但它的俗谛

却把神秘主义导向偶像崇拜;它与本地苯教融合之后，吸收了更

多低级形态的自然神秘主义成分。 因此，藏戏中十分浓重的仪式

性，就构成了质朴表达的古老仪式剧的自然神秘主义艺术意蕴。

同时，中国藏戏也有许多内地成熟戏曲的特征。 以上介绍

的开场和结尾，主要是仪式歌舞，而正戏也是完全符合王国维对

戏曲特征"以歌舞演故事"的权威性概括的。 藏戏的文学剧本还

不是现代那种完全代言体的格式，实际上是藏族用于说唱的民间

l 参考了桑吉东智博士论文《乡民与戏剧:西藏的阿吉拉姆及其艺人研究)) ，第
1 3 1页 .

I 9 I 

侍统i(戏《诺』民法玉)) 2012年拉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