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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藏捩是我们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优秀的成员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糕的文化，在缔造

和发展祖国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职责。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旗总体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它

保存丰富，绚丽多来，已成为祖国文化的瑰宝，并也显现出了藏族人民勤馆智慧的结．弧。作

为体现民族文化心态和形态的藏戏艺术，也是姿态独具，另显一格。藏族主要聚居两藏，其

他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语言风格、生活方式

的差异，藏戏也就有西藏的白面县派，蓝面具派、降嘎冉、觉术隆、卉巴、迥巴之派日!h有

甘．街，川安多语区的藏戏，川西甘孜州康巴语区的德格戏、康巴戏等。它们虽^l；是峨L歧，

由于备地方盲不同，音乐旋律又是由地方语言生发出而来的，就使各地藏戏清晰地}j上了地

蛾文化的印痕，因而也就形成了各具个性的多姿多彩的藏戏剧种。

四川甘敬州的藏戏虽只有康巴戏，德格戏，色选戏三个刷种，们刷团的建立却有巴腑、

理聃、康定．道卓，甘孜、德格、色达．丹巴等八个县，而演出地区则遍及除泸定以外的仝州

十七个县，占全州人口73％的藏旗群众喜爱自己民族的戏剧。求巴地区的藏戏由于体现了康

区藏旗的审夔理想．审美情趣、审美意识，所以一有藏戏排练，邻近剧团的人们则往铡观，正

式演出时，人们象过节日那样，身蓍新色鲜丽衣服，佩带名贵服饰、头饰、举家前往，有的

群众还从几十星外，百里外或骑马，或乘车前往观看。演出时，在林卡，院坝表演区外围个

翻圈，坐着的、站着的观众总在两三千人以上，真以人山人海。而演出广场周围各型白色帐篷

逍∞f，犹如自莲盛开在觅!i翠海中。帐房内布置藏床、藏桌，陈设佳美瓜果，吃喝。亲朋好友

也宰}；JlE在戏后叙旧言欢。近年来，各类摊贩也成集演出广场周围．演藏礁成了各地的盛大节

日。

康巴地区藏戏的兴起虽之有三百多年，但繁衍发展已成独特风格，康巴戏虽自西藏传来。

卸已脱胎换骨，剐具新姿。色达戏盈自甘肃拉十楞传人．已形成色达风味。盘沙江畔诞生的本

土戏——德格戒则保持其古朴典雅风范，至今来移其色。这来自民问歌舞，袭职寺庙酬神撵

蹈，音乐而般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中的人和事的藏戏为康区广大藏族人民所喜闻乐见。康巴地

区的藏戏艺术吸收了康地古往今来的一切艺术因素。采取历史传说、民问故书，说唱史诗、

传记，寓育作为故乖情节，暧收方言，诗句，民歌、儡颂于戏剧语霄，在表演上，维合了音

乐、舞蹈、费术和工艺、百披、杂艺辱几乎所有l毛问的、宗教帕文化艺术形式。就以#而n、

服饰，冠蛾，让靴、遭其来衬．莫不融化了燕术方而的绘画．雕哪．工艺，牲怖i}?毋文化的n淀

仝汇聚于贼戏艺术中。人们的市·笸趣昧，人们的价仳观念．二、t牡¨前、’?触，．+。、¨I竹方式

盎部积聚在藏戏巫．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摩地藏疵反映，裘现了小地藏旗人民的文化心理扶



态，肌内窖到形式也浓烈的体现着藏旗人民的喜爱，所以藏戏生活在群众中，人民需要藏瘦．

随着社会鞠发展，人们喜欢传统戏，对于反映现实的现代戏也是喜欢的，如《佛海赤

子》的演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把传统表演程式搬上今天·j0舞台加以现代化的处理，观盘

依然喜欢，如经稳步改革，从表演、音乐、舞黄作丁较犬幅-望出新d；传统腹《琼迷和市秋》

(1987年秋改革后的《琼》剧)藏族观众也报以慷奇和赞允柏目光，终而希望多演这样的

戏。

藏戏在康巴地区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三中皂会后锌县在群焱强烈要求下，并地领导关

怀支持，州文化行政部?。J特予最i：=’相映持，因而备县栈族戏删都有了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监w!j

团iR是业余，在相当困难的境迅下，备娄人士和E￥众以财力、物力予以资助，故尔，保斑了

各类活动需要的演出I对于半搿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审美要求方面起了良好作用。尤扎

通过戏申人物表现的崇善抑悲，台己为人，侉发有为．不惧啦阻，勇往直前，民旗团结昀牧

他，列于提高人们遭德情操方面收到了不可磨灭的祉会效益。寐巴地区藏戏排改毕．开放曲新

时期中，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Y--B＆．务方面已作出了贡献，在今后。这地区的经济高窿发

展了，业余藏戏也将发生更大变化。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将有择取的继承发展，而同

时代同步的蕺戏艺术更会出现崭新面貌。

甘孜_HI藏戏各剧种，流派产生的时间不一·有的至_夸只有四十年，有的则在三百年以

上。各剧种．流派均无产生、发展以及表演、音乐诸方面的文字记载。为了完成国家“七

五”艺术科研项目“集成志书”工作，州文化局子1984年组织了“甘孜州集成志书办公室”

开展工作。1986年4月，州文化局指定专人对《甘孜州藏戏志》进行组织和编写工作。州藏

戏志编写组先写出《体例》，继而召集全州各藏戏团的艺人、戏师、组织者在康窟姑咱举行

工作会议，要求按照《体侧》口碑或实录藏戏志所需材料，经过二十天共同的努力共积累丁

藏汉文字、图表资料150万字，以及各县藏戏的大量录音、录相资料。之后，编写组叉分工负

责、根据已掌握材料，再去各县核查、补漏，行程三千余里、方写出了各篇章的初稿。然后

方由主编按照《体侧*要求编蔡成书，次年又根据省戏曲志瑞委意见邀请了德格戏剧团艺人、

戏师、组织者劐州增补文字、音象资料，然后进一步对二改稿进行了增删。目n口这术子是今

年又经过修订后而定型的。相信它会对藏旗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有益资料，对廿孜11{藏戏艺术

的继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参照资料，并为甘孜州文化艺术志的构建添具砖瓦．



综 述

一、甘孜州疆域、建置及沿革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部。霄窟藏卫三区之一·昧名喀术，俗

辑：康，亦称康巴地区或康区。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西部为属国都尉，领汉貉、严道、徒，牦牛四

县”。“4毛牛县”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无l椅135年)所置，其范围包晤甘孜藏旗地区尔部。

(《甘被#￡族自治州史话》27硪)《汉志》记载：“牦牛届蜀郡，鲜水n：微外，南八若水。若

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碓”。若水即雅砻江。《水经》若水记裁“大渡出做外·至牦牛逍"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第23至26页)。

《后汉啪》又裁，“牦牛徽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店缵等⋯⋯”牦叶：徽外，就是大渡河以

西地区，}11】今甘歌藏族自治州一带。(《甘孜藏旗自治州史话》第29ji)。

“晰附国，为党顼旗之农业国。国部在今甘孜附近。辖地包括々遗孚，炉霍，圩孜，镑

格．邓柯，康定六县”(《康藏研究月刊》第四期)

店时，康定、巴j唐，德格，石浆等县。同为吐蔷据”(《西康疆域溯古录》)

五代时，四川盂器政权予雅j{{地区，置碉门黎睢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统摄六

地。其巾血通，长河西，宁远三个安抚司，治地均在甘孜州东部。(《甘孜藏旗自治州概

况》)第16页)

公元1252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取道康区东部，卫藏一带，各地方势力又一次向忽

磐烈表示归：：i《。(《赫披史要》74页)忽必烈一路上派人“招喻i丐蕃淅旗。·々妊，以其民入附”，

凡。山附”荆{阻世袭口职并“__l三书及金镪符”(《元史·【|±祖术纪》)，于1【孜州北部、南

部设置朵甘心宣慰础部元帅府，在甘孜州东郏，即大渡河流歧设置_rm迎、艮河西等安抚但

亩】。土司精世袭，确立了等级、贡赃、征发锋制度，(擂《U孜数礁m☆州一卫j^》摊67负)。

明代，几受元代般封的藏旗前领及土司应召入水们，都由吼一：mm新：!于竹衙。韵：多土司

和铝僧为他自己统治世代相传·均不辞≯，*丢北京J}l元l：州口印章换取祈[Il章，(据《"孜藏

族自治州史话》)。明太租上(t368——1398)初’h予”役北部戤地|Hj都拼推他-d，下辅

{}l讨司六、万户耵四、千户彤i十-Iz，|I敌尔部们妊河两万川仔，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838

年)^贝韵：臣，KI圭0iljIm]丑4一爿_．嫩c’J，以l毫河口j仍￡慰使，统辅1‘糸二-可。
清康熙三十九年(公Jcl700年)Ⅲ圮o：僻汀凸删m引壬妊河州-慰-一1，袈扰大泼河以

东地区．献年乱平技长河西直慰·j以叭jB-砒jjt：，辅冀扰¨】，、，㈠k，“J1四十八，四
界中嫂‘夸雅征)称。西炉”·劫四川⋯tj￡四年(公)二1726扯)尽也和酗晴0和圳档二，袋古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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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七年(公元1729年)授理塘正副±官(后馥宣抚司)职。辖县官司五、百户二，授巴聃

正，剐宣抚司职，辖百户七，头人三十九，授德格安抚司(后升宣慰司)职，辖邓柯、德

格，白玉，扛达及石渠辱地百户六，授邓柯、甘孜．色达等土酋以安抚司、长官司职，子盘

沙江西之宁静山顶立碑划界，山以东称“炉边”，合“西炉”为“川边”，归四川管辖。雍

正七年置打箭炉厅，移雅州府同知住打箭炉，管理境内大小一百二十余员土司。(据《西康

疆域溯古录》．’《西康纪要》)

清末，帝国主义觊觎西藏，边事频繁。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打箭炉厅升直隶厅，由

建昌道管辖。“改土归流”后，于甘孜州南部置康安道，领巴塘．康定二府、三规(原义

敦)，理化、兜乡(稻城，多城)得荣、河口(雅江)等县耜泸定巡检’于甘孜州北置边北

道，领登科府(邓柯)、德化州(德格)，白玉州．石槊县，予甘孜，嗡对(新龙)，道孚

等地设委员治理I改炉霍屯为炉霍县。(据《西康纪要》)

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剃康区为特区，置Ⅲ边镇守使。1913年改为川边经略使，

直隶北洋政府。1914年废经略使，设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府节制·捌为J|l边特别行政区．

1925年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废镇守使，设屯垦使。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西康政务委员会．

1939年组织西廉建省委员会，1939年成立西柬省政府，省会康定，辖宁，稚、康(包括暑

都)三属。(据《西康纪要》)

1950年3月24日康定解放，同年11月24日，西求省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

1955年西康省并于四川省，原西康省辖，西康藏族自治区政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

驻康定县。

二、民 族

州境内居住藏，汉、彝、回，羌、纳西、满，蒙、苗、维吾尔、傣、黎等民旌。其中觏

族占总人口数佗．75％。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古老民族之一．
‘

《史记·五帝本记》载·“螺祖为黄帝正妃，生=手，其后皆有天下t其一曰玄嚣，是为

青阳，青阳降厢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即雅砻江流域)”黄帝后裔也曾到过康区。

公元前384年至362年，秦觖公初立，伐西羌。西羌溃，分东、西，南三处贷堡，’柯兜

数众《后汉书·西羌传》载：“子孙各别，各自为种”。南徒慢者，留居大渡河谷、雅苦江

河谷、金沙江河谷，史称“牦牛种”或“牦牛羌”。《汉志》记l置；“牦牛蜃蜀郡·鲜求出

微外，南入酱水”。(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

《后汉协·南蛮西南交列传》筑：“自汶山(即氓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求

加。白狼、犟末、府丛等百杂国⋯⋯”[后汉书]又载： “牦牛徽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野等

⋯·”。牦牛做外，印夸州境。《理化纪要》载：“理化(理塘)吉为自狼也”。《凹。：、秘

域汨古录》载：巴情“古为白狼国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完列传》载：“波和帝?：乏十

二年‘公元loo蔓)。白狼王再次：牢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谓踢金印紫绶，小豪‘-■

各有差”。其他部也趋赴。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9)“徽外(牦牛徽外)三种杰三十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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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t贵黄金、旄牛惩，举土内属“。(回前书)

《隋书·西域千孥》载：邮什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兜也一，即夸州境。

附国西部为“尔女国，又称‘女围7。《唐会要》裁； “尔女国，东与茂卅I．党项搂，尔南

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厦自狼兜，”令州境西北大部，均属东女国，

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吐蔷向东发展，松赞千布据西康诸羌部地。迫西康诸蔸带

路攻松州(松潘县一带)，声称迎唐公主入藏，唐松州都督战败，西山(唐称康藏高原为西

山)诺芜叛唐归附吐蕃。
”

党项是羌人一支。唐时，一部避吐蕃远徒陕、甘，宁一带(北朱时建立夏政权)，一部

降吐莹居原地，更号名“弭药”(即术雅)。元初，灭西夏，部分南流入今州境东部留屠术

雅，称“术雅娃”。

元初，萨迎法王几次自元都返藏·途经康区北部均有蒙军护送，明柬清初，康区全八

蒙古和顶特部控制，不少蒙戍军与官吏后裔被藏化。形成廿孜、炉蕾、道孚一带藏族称为

“霍尔巴”。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尊重兄弟民族意愿，废除一切有贬义的称谓，正

名日。硪旋”．

三、康巴藏戏的形成及其发展

甘孜州地处横断山系，境内山峻备峡，横行并列。山闻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江流急，

贡嘎山高踞康东，州内草原广阔，三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牧、林、水力、地

热、矿产资蔬啦厚。长江，黄河源在其问，自古长江，黄河文化就融流于此，昌都卡若文化

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均依这里为桥梁和通道，是古氏羌人活动场所。一九七八年州境

南、北、东各县发现的石棺葬文化，典时代“为战国至秦汉之际”。(见《民族研究通讯》

1979年第二期《羌族源流探索》)远在十七世纪藏文化形成前，氏芜人已在这创造了古老的

文化。

唐初，吐薯*起，逐步形成较高文化的实体，州境内氏羌和萁他部落陆续被融入藏族之

中，原族仁和部落已不短存在。求巴赫族非单一的古代民族，包括吐蔷和西山诸羌两种不同

的文化族源，今康巴地区的语言，文化仍保留了与藏族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多元性特征。

州内土苦民族自古能跛蔷瓣。《后汉-协》记载白j良王“作诗三章”、名叫《白狼敞》(其

四十四句，--i7七十六个字)，“三章”叩《乐德》、《幕德》、《怀德》三首。歌词反映

白讯茄敬业和州刖’}况以及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吐蒋I计卿发展起来藏C；i文化，到十一、二世。l喇嘛教强起后得到了加强。元代统一了康

藏t在此诜元⋯甜、万户，千户进行统{台。加强j盖皿的宗教势力。宗教关系成为康区与卫藏

体持I畦系曲扑r‰【JIf点矗靴蕾什在此发展势力。康区备地都订西藏各教派的寺院和腻民。明

消扪沿元制，I”央政=f册封土-，J，呼幽兜【封寺院集团分削统治，政治上隶属中央，宗教上则

附肼拉萨毋‘他款虻巾￡、。

唐水以米，议越人比通过“荣马互市”所建深厚灰谨b一直延续到元、啊，谤代．康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近由地，历代军旌屯兵储粮，商贾经营，内地生产技术、文化不断融入。靡匣带窭井瞢了古

氏羌文化、灶蕃文化、西夏文化、汉地文化，故尔，康区藏族文化，既同于卫藏．叉异干卫

藏。

在长期的历史衍变中，康区受藏系佛教影响，形成了宗教文化、文学(包括说嚼)、音

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逐步发展起来各地寺院僧徒为存佛≯上舞；：l：援褥学位．

并为获到学位回寺能掌握教权、或理寺政，均纷纷前往拉萨求学，再世选赖罗桑崭措(公元

1617—1682年)曾去北京被清顺治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救普通瓦办喇恒喇选

赖喇嘛”在京观看了汉、满，蒙官雇乐舞戏曲，受蓟内地文化影响．IiiI藏后盯应潮流推动i琨狡

文化进一步发展。那时藏戏巳在西藏有所发展，他开始把藏戏从宗教仪式上分离出来。组织

了民问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剧团，并在哲蚌寺搐藏族戏剧节——“雪顿”．组织各地剧团献演·

之后，各剧团又去各地巡回演出。在拉萨深造佛学的康巴各寺僧人．学余目I『}；藏戏的排演。

献演活动，有的要了“脚术”，学习了漕杖，学成获得学位回日b携回藏戏在该住期。导庙

组织排练；j：i出，由于各高僧所习西藏藏戏流派不同，放尔。康区也有西藏减戏胖嘎冉，觉术

隆、迥巴等流派流布。

康巴挽回藏戏高怡，有的全袭其流派程式；有的卿据所需，取其部分或大部，加之·帚

回的剧本都是文学故事术，刮排演时还需本地编导再度创作，又}{}入术地土风舞，l也艺、但

蔼。由此，形成了术地脚种，如巴墙，理精、八美(道孚县属)、求定、甘孜辱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甘肃拉b楞寺加术洋五世丹贝坚赞自西藏习法回寺。倡导建立安

多语滚唱藏戏，命中年活佛琅仓组建。琅仓赴荣讲学十二年中·每年都回北京，观摩京剧，

回寺后经组织排终，于1916年排湓出安多藏戏《松赞千布》，彤响遍布甘、音、康北。1948年

色迭夺珠寺日洛活佛率二十青=名僧徒赴拉h楞寺学习安多藏戏．学成返回色达，次年春节芷

式出虢，受到f}I仍欢迎。日洛活佛逛自编自导了《王子志美更登》和《仙女卓瓦桑姆》·此

后，色达藏瘦既承安乡流派又弛八本地曲艺、民歌，形成男一剧种，传布康区丹巴等地区。

第七代德格土司拉肯、向巴拯描时期(公元十七世纪中后Ⅱ|．)，更庆寺堪布——组织丁

寺庙藏戏阳，。曼据《佛术生记》墒导了《嗡热巴》(狮王的故事)演出受到恼俗民众欢迎．

演唱曲矾采用佛敬乐：，≈和民同音乐混合。袭珏{袭取寺庙跳神身段，融台民同舞蹈，因而自成

一体，形成{i娶格坞】种。

请柬，“i一改-一：汽”，一些寺抗筘毁，喇嘛被莲．西藏传入藏戏各派，一度停止活动．

民国以来，r上面削复岱：．家投，j动薯臻，以寺庙为粗织者曲球区各地藏戏继续活动。

建固后，巾岛I’：觉j_1人!己l之薄重≈a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州境内西醒泷

布的藏、：多．’j ．忿格：；二地藏矗均继续活动，巴塘、理塘、问淀藏戕团还来州上省t甚
至到省一’各加中央和省抖1举办的各种；荽式会议演出和会报演出，受到民委和各级文化部门的

高度重视和支持。

1958年，我州民主政革和合作化迸动，困“左”的思想影响，礴戏艺术活动碹到控折．

“文化大革命”巾更被翟为’；建：。f‘，藏袭艺术桥受摧残，活动停止。

十一届三中尘仝以来，t r嚣、、：+：’j恐落实，藏=t：=术活动恢复，掉t了事翦的安屡。各

地藏戏演出团体巳自々：宅铒髓出来，幔冀0-丑农收民作溃风，由县文化o，站0．譬．^民传

雹



裘、砖协委员协埔组成了备十业余融田俸·在春节、避蔑节，趣被带辱陬瞧节日镀出．一
璁在濑承巾敢苹爱展·劈静虫麓馥为女特女装·静斑将一台璁蜜缺两甓者寨中精练政为两小

时·把雀草坝班出擐上室内舞台·运用灯光韶景、扩啻蟀新的辨鲍磐_求。1981年在巴糟举行

了‘MJll省璺廿欢m首届黻谭敬》西藏卿入衍变的各塌种，安多撩}}埘种套算。互相擎
习．jI同健i嚷随着中央对外开放·对内绱活曲玻浆靠谗．我蛐农敬业出产蓬勃赶嶷。文化

艺术的4两为’方向和8双酉”方针昀计彻，巴墙，职窟、丹已，进孳、’lr孜．德格．色选

辱县的业奈藏瘦同盛痔业余，农忙让路·农闲排液。活动经常。理塘县自负盈亏的拳集体■

霹，良御·券是活动经常．I皇1988年起．锶文化厅每年攮冀捧分磊~与替册。省随委也曾一次性帕

补助部分业余藏瘦圃。l蜘‘年蝌罐行T《跑马山之秋》．1985年蝌举办了《甘歌m酋届蕺欣

艺术’盯》·州内乡教藏戏阳参加了套浪-观摩，推动了斌戏2术昀震腮。自1980年以来，备一

田对传统藏疵进行了改编·仳之在舞台化力面井奁I了兜倒．并创作了麓瞄目《臻选与布救'，

《尼玛与选娃》、《赛马登位》、《地巍≈被垡》垮，以叠怼代麓材尉值《■海夯乎》．为了

总纳经验，发鹰藏礁，蝌在认靠蝣柳“报际出新”、“古为々m”方针昀越抽上捉出。抟

杖．绌摹．发鹰。创新“方钟·召开掀必礅戏盥淡盘·促进藏戏艺术婚是曩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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