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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巴塘藏戏，是甘孜藏
族自治州珍贵的民间艺术。巴塘
县一年要跳两次藏戏：藏历五月
的“雅索节”恭迎夏日的到来，八
月的“央勒节”送夏迎秋，两节尤
以“央勒节”最为隆重。“央勒”是
藏语，为夏令安居之意。

举行“央勒节”的九月，正是
巴塘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南风微
醺，花果飘香，四面环绕的山像
调色盘，重重叠叠的红、黄、绿恣
意泼染着大自然，晚夏的写意与
初秋的工笔，俨然一篇辞采华茂
的赋，绚丽缤纷地呈现出高原江
南的独有特质。

作为巴塘县最重要的艺术
名片，巴塘藏戏能传承得如此完
好，除了政府的重视，人们的倾
心喜爱和演员们由衷热爱外，也
与无数淡泊名利的藏戏爱好者
分不开，更得益于央勒节。央勒
节承载着古老的藏戏，巴塘人在
节日的欣喜中，一年一度，以天
为瓦，以地为席，感内心之清欢，
享灵魂之安然，贴近着渐行渐远
的纯真和厚重的乡愁。

央勒节：巴塘人的文化盛宴
□ 罗凌/文 格桑泽仁/图

藏戏与巴塘八景
每年的“央勒节”，在巴塘康宁寺即县城西

郊的休闲胜地“龙王塘”举行。僧人们诵读“迎
夏送夏经”，藏戏团披挂行头闪亮登场，巴塘人
谓之“央勒羌”（“央勒”即藏戏；羌即表演）。凡
节必过的巴塘人重视“央勒节”的程度不亚于
春节，大家把半个家搬到“龙王塘”，搭起洁白
的帐篷，看藏戏、聚餐、跳弦子，在极具仪式感
的娱乐里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龙王塘”是有来头的。作为巴塘八景中的
“柳林校射”，地方志记载：龙王塘依山傍水，有
一近80亩平坦、开阔的平坝。坝内绿草茵茵，花
团锦簇，树木茂盛，沿巴曲河畔的柳树，成片成
荫，丝丝婀娜，恰似一幅天然美景。自清代以
来，寺庙喇嘛聚于此诵经，演藏戏，民众称作

“雅勒羌”。每年春季，土司头人常在此习兵练
武，骑马射箭，冠以美名“柳林校射”；“夏季则
携食箪，酒醉歌尽，尽情狂欢，曰：逛柳林子”。
民国初年巴塘代理知事齐赞廷诗赞：

讲武当年事已迁，空留迹趾忆前贤。
一湾流水千株树，赢得消闲九夏天。”

“央勒节”与藏传佛教渊源深厚，几百年
来，每年藏历八月十五前后，巴塘各寺庙都要
举行诵经祈祷会，藏戏是活动的主要内容，从
最初的三五天到现在的七天。藏戏又称“阿吉
拉姆”，起源于十七世纪，为藏族桥梁专家和高
僧唐东杰布(1385-1464)所创。唐东杰布幼时家
境贫寒，以牧羊为生，成年后当过兵，做过生
意，后削发为僧，僧名尊珠桑布。他深感雪域高
原山高水险，交通极不发达，给人民的生产生
活带来了很大不便，乃发下宏誓大愿，要在雪
域高原湍急的江河上架设铁索桥。有人嘲笑他
是彩云里跑马，石板上耕田，干脆给他取了个
外号叫“尊珠仰巴”，意思是疯喇嘛。但他没有
气馁退缩，最后终于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政府
的支持。1430年，他在雅鲁藏布江上首次建成
曲水铁索桥。

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修桥、造船、补路，他
邀请西藏山南琼结县白纳家族能歌善舞的七
姊妹，组成歌舞演唱队，亲自教授她们演唱自
己创作的作品，让她们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进
行表演，得来的资金则用于修桥施工。唐东杰
布最大的贡献，是将起源于公元 8世纪的藏族
跳神舞蹈等宗教艺术从寺院宗教仪轨中分离
出来，形成以唱为主，结合诵、舞、表、白、技的
生活化表演，完成了佛教向藏戏的过渡。他将
佛教经典中的传记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融合
在一起，创作出一种具有人物性格和舞蹈、唱
腔相结合的表演艺术，使过去那种单一的跳神
舞逐渐戏剧化，形成了藏剧艺术的雏形。作为
藏戏的开山鼻祖，人们用各种形式纪念他。至
今，藏戏开演和谢幕时，演员们都要对这位被
誉为“千里平原上的国王”敬献哈达，磕头谢
恩。

传统藏戏有八大剧目：《曲吉朗桑》《嘎拉
旺布》（又名《花仙卓瓦桑姆》）《文成公主》《茹
吉尼玛》《郎莎姑娘》《智勉更登》《邓月邓珠》

《白玛雯波》，在藏区又分为四大流派。八大藏
戏都有教育意义。《智勉更登》的故事来源于藏
译经藏《方等部太子须大（上奴下手）经》，通过

“盼子心切”“失宝受罚”“月下惜别”“舍己为
重”“夺宝除妖”五个部分，讲述了乐善好施，不
惜献出双眼，感动三界的王子智勉更登的故
事；《文成公主》还原唐蕃和亲的历史，歌颂藏
汉两族的情谊；《郎莎姑娘》中的朗莎忍辱负
重，被人打死，又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一样
还魂，最后山官父子修善弃恶；《邓月邓珠》则

反映了手足情深。
巴塘藏戏团传承的是“南派藏戏”，俗称

“江嘎冉”。在386年的发展中，巴塘的其它民间
艺术如弦子、锅庄、热巴也穿插融汇在其中，从
而形成了不同于藏地别处的艺术风格。巴塘藏
戏团由业余演员组成，他们能完整地演完八大
藏戏。不过按惯例，不演《白玛雯波》，据说历史
上曾演过一次该剧，其间狂风大作，天上下冰
雹，颇不吉利，从此便不演此剧。作为与弦子艺
术并称为“两张名片”之一的巴塘南派藏戏，能
原汁原味地口传心授近四百年，实在难得。
2008年2月16日，巴塘藏戏被列为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蹈场地虽小，四周都是绿柳
“央勒节”是我们巴塘人期盼的节日，无论

是小时候还是现在，即使看不懂藏戏，也必须
去凑闹热，否则这一年就有缺憾。我父亲是咱
们“德嘎”家族中的老大，每年节前一个月，他
就会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商议凑钱、做饭、家什
等各种细小琐事，然后派出家族中几个壮劳力
去龙王塘，在约定俗成的地盘上拔草、平地、做
记号，表明“德嘎”家族今年还要在这个地方搭
帐篷，其他人家看到记号，就不会来占地盘了。

节日前一天，藏语称为“亚堆”，不管有多
麻烦，都要在这一天把家搬下去。晚上守帐篷
的通常是堂姐夫，做饭洗碗则是我们姐妹们的
任务。龙王塘有两眼温泉，由于水质好，在这里
做出来的酥油茶、冒面，与从自来水做出来的
不是一个味儿，非常清香。

我特别喜欢“央勒节”之夜，它是一首咏叹
调：浩瀚的星光下，巴楚河的潮汐恢宏丰沛，金
沙江在九公里处等待它的汇入；龙王塘的几百
个帐篷透出光亮，依稀可见人影绰绰，好风如
水，清景无限，巴塘人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在这
一刻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们期待着藏戏的鼓钹和唱腔悠扬婉转
地传入帐篷中，做什么都有心情，劲头十足。央
勒节也是除了春节外，家族里的人难得聚在一
起的好日子。大家做了一桌子菜摆上来，还有
冒面、抄手、水饺、团结包子，我们围在长条形
的藏桌前喝小酒，其乐融融。帐篷与帐篷互相
挨着，成了暂时的邻居，夜幕低垂时，吆喝着跳
弦子、打麻将，清浅地雕琢着时光。

“亚堆”的第二天，藏戏正式开演。首先出
场的是《江嘎冉》和《扎西协哇》，这是藏戏中居
首位的两个最古老的戏，流淌着祝福吉祥、祈
祷幸福的主弦律。在大号、唢呐、胡琴、笛子、
鼓、钹的乐器声中，演员们戴着面具边跳边唱：

想到欢乐的舞场中心，到这幸福的舞场中心。
从右举步跳踢踏舞，请莫错乱舞步！
舞蹈场地虽小，四周都是绿柳啊！
画眉鸟美妙的歌声，闻之使人耳悦心醉。
相传，在藏东的协德山和白马湖之间，有

一位渔夫名唤邦列争巴，以打猎和捕鱼为生。
山间湖上，总有仙女下凡唱歌跳舞，邦列争巴
便和仙女们成了好朋友，她们教他歌舞，他潜
心学习，成了有名的艺人。后来邦列争巴把歌
舞技艺传给了亚龙协扎人。唐东杰布率亚龙协
扎人演出募捐，在险峻要道上成功架桥后，亚
龙协扎人表演了《江嘎冉》和《扎西协哇》以示
庆祝，表达吉祥如意的愿景。之后，这两出戏便
成了藏戏的开台戏。

跳完《江嘎冉》和《扎西协哇》，藏戏团的长
者会告诉观众本次“央勒节”将要演的正剧名
目。要在一周内演完七大藏戏是不可能的，完
整地演完一出戏需要十天半个月，因而通常都

是取其中的折子戏演。如果是《文成公主》，专
演禄东赞求亲或是公主进藏那段；若是《郎莎
姑娘》，其受虐待被折磨的一出戏是必演的。有
些婆婆对媳妇不好，人们就会嘲讽：“这些婆婆
娘看朗莎姑娘受苦的戏时泪流满面，回家面对
媳妇时就忘了戏里的人了！”

每当藏戏团的大帐篷在“龙王塘”的中央
地段支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鼓
声敲响，两只钹平击、闷击、磨击、边击、较击，
发出“嚓嚓嚓”的声音，一串绕口令般的对白从
藏戏艺人口中嘣出，戴着各种面具的主角、配
角相继出场，高亢雄浑或悠长绵密的唱腔，在
秋色中回荡时。

此时，每个巴塘人结合自己的感悟，会怀
有不同的心境：有的人手脚发痒，恨不能自己
也跟着唱两句；有的人马上进入角色，看到动
情处，会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人讲解剧情，不
管人家愿不愿意听；有些人则纯粹是来观看、
拍摄古老的服装和道具的。

央勒节：藏戏里体验乡愁
巴塘藏戏不同于弦子，巴塘弦子容易普

及，游客也可以跟着弦子节拍跳舞；而藏戏是
综合性表演艺术，有着古老的藏文化源流，剧
情里杂揉着历史、宗教、传说、神话，唱词为书
面藏语，很多人听不懂，所以看藏戏的多数是
上了年纪的老人或对藏语言文学有深入研究
的人。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听”戏，正如纯音乐不
需要歌词一样，曲调就是阐释。就我自己而言，
藏戏的声声鼓点，庄重的“吉冬”（一个鼓师拿
击鼓棒和钹同时演奏），激烈的“尼冬”（一个鼓
师双手拿击鼓棒，另一个鼓师拿钹同时演奏），
一鼓一钹，能敲到灵魂深处，映射出旧的岁月
与时光。它的唱腔，那样丝丝入扣，有如一声叹
息，让我心生悲悯以至泪光点点。有人问我：

“你听懂啦？”我摇头不语。内心真正的感受是：
我虽身在故乡，它却引发了我深藏在血脉里的
乡愁；我非常后悔，读书时为什么没有认真学
习藏文。

藏戏的舞姿各有不同，国王、大臣、喇嘛、
船夫、婆罗门……大致分为十五种，表演真实
细腻，生活气息浓郁，人们十分喜爱。唱腔因人
定曲，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唱腔，每句唱腔都

有人声帮和，还有领腔与合腔，类似于川剧的
帮腔。一百多种唱腔抒情、叙事、说理、状物，赋
予了藏戏斑斓繁馥的色彩。

过去因县级财力拮据，只有极少量的资金
投入，巴塘藏戏团的收入主要靠募捐。2012年
以后，县财政将藏戏团演员的工资纳入财政预
算，每人每月一千多元，全额发放目标奖。藏戏
团从业余成为了一支专业队伍，服装、道具也

“鸟枪换炮”了。
不过依照习惯，大家还是要募捐。谁家募

捐了多少，藏戏团会在“央勒节”的最后一天，
即藏戏演出的尾声“扎西交”上道谢。“扎西交”
有几层意义，祝贺本次“央勒节”功德圆满，祈
愿来年五谷丰登幸福安康，感谢上天赐予大地
的恩惠。当演员们向供奉在大帐篷中央的祖师
爷唐东杰布庄重磕头，把糌粑撒向天空，并谢
幕时，“央勒节”便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每
当听到话筒里喊出：“XX顾伙（顾伙：巴塘方言
藏语，即搭帐篷的某一家），捐款 XX 元，道谢
了！”时，大家都会生出不舍与惆怅之感，撤帐
篷回家，日子又恢复到平常的琐碎里了。

正如学者们的评价，藏戏是现存中国戏曲
中历史最悠久，最能体现少数民族戏剧特色，
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剧种，是中华民族也是全
人类极为宝贵的艺术财富。它虚拟写意的表现
手法、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唱腔曲调和唱词的
风格都接近于汉族地区的戏曲。同时，它与世
界古老戏剧中的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也有某
些相似之处。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藏戏团
换了多少个团长和演员，行头从旧变新，到北
京、昆明、拉萨、成都，上了四川卫视、康巴卫视
的舞台，巴塘藏戏始终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它
是“活化石”一般的存在。

如今在巴塘，要一睹真正古旧传统的东
西，也就是相沿传承 386 年的巴塘南派藏戏
了，它是辗转千年的九歌舞韶，老坑玉镯上的
湖光山色，泛黄的书简里延展的芬芳墨香，是
我们心尖上的宝贝，存放乡愁的精神家园。巴
塘藏戏传承得如此完整，除了政府的重视、寺
庙的宗教仪轨、群众的倾心喜爱和演员们由
衷热爱外，也与无数淡泊名利、不计报酬的藏
戏爱好者的文化情怀分不开，更得益于央勒
节。央勒节承载着古老的藏戏，巴塘人在节日
的欣喜中，一年一度，以天为瓦，以地为席，感
内心之清欢，享灵魂之安然，贴近着渐行渐远
的纯真。

央勒节上的藏戏表演

央勒节与美食相伴

载歌载舞

巴塘央勒节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