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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旌旗招展，战马飞

奔，格萨尔王带领将士南

征北战的场面在我脑海里

清晰可见。”今年31岁的西

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格

萨尔研究学者、我国第一

个研究生毕业的格萨尔说

唱艺人斯塔多吉说，“每次

说唱，我都仿佛置身沙场，

将梦境中的精彩变为现实

说唱。”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

传颂千年的藏族传奇英雄

格萨尔王降妖伏魔、抑强

扶弱、造福百姓的征战史，

被 誉 为“ 东 方 的 荷 马 史

诗”，也被称为世界上篇幅

最长、规模最大、唯一“活

态”的民间文学作品。

2006 年,“格萨尔”被

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09年入选联合国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

研究所所长努木说，“格萨

尔”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它融汇我国若干少

数民族的历史、社会、道

德、艺术等知识体系，具有

很高学术、史料、欣赏和原

生态文化价值。至今，这一

史诗仍在藏族、蒙古族、土

族等 9 个民族，西藏、青

海、四川等 9 个省区，中

国、不丹、尼泊尔等9个国

家和地区不断传承与演

绎。

努木说，按照学界此

前基于《格萨尔王传》文本

和艺人说唱故事的估算，

约有100多万诗行。由四川

民族出版社和四川美术出

版社联合出版的《<格萨尔

王传>大全》（300卷），囊括

了历史上的手抄本、伏藏

本、木刻本、铅印本、内部

资料本、在民间整理的说

唱本，以及近 60 年来正式

出版的各种版本，可以实

证“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

萨尔王传》”目前究竟有多

长。

“依据《〈格萨尔王传〉

大全》全文句数统计，去掉

重复的句子所得研究数

据，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格

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

的史诗，它有 250 多万诗

行。”努木说。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

目前的最新纪录。

以西藏为例，西藏和

平解放 70 年来，中央投入

大量资金，先后 20 余次组

织开展大规模民间艺人普

查、版本搜集和有关传说

等抢救性保护工作。截至

目前，仅西藏那曲市登记

在册格萨尔艺人就达 120

余位。西藏在出版发行系

列相关普查书籍和音（影）

成果的同时，建立起了由

《格萨尔王传》精品说唱、

音乐唱腔、赞歌、舞蹈和传

承人口述史、风物传说纪

录片等 6 部分组成的史诗

数字资源库等。

努木说，在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关怀与高度重视

下，古老的“格萨尔”保护

与传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好时期。他说：“我坚信，目

前这个数据一定会因格萨

尔古籍、活态传唱等的不

断发掘、整理和出版而增

长。”

下午 6 点，一天的说

唱、录制、整理工作结束，

斯塔多吉走出办公室对记

者说：“我还有 120 多部故

事尚未开始录制，格萨尔

王把他的故事分享给了

我，我有责任把他的故事

传递给大家。”

今年45岁的杜成峰出

生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是祁连山脚

下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通牧

民。然而在过去的近 20 年

里，放牧已经不是他主要

的工作，另一份事业成了

他的毕生追求：寻找和记

录甘肃省内的岩画。

1997 年，他在一次放

牧中偶然发现刻在自家牧

区岩壁上的图案，一下就

被这些古老生动的岩画深

深吸引。起初，他只是出于

兴趣不断临摹，后来，随着

对这些代表着“人类童年

语言”的岩画了解越来越

深入，他的心中便多了一

份将这种独特文化传承下

去的责任。2003年，他自费

3万余元购买相机、GPS等

设备工具，正式开始他的

岩画记录保护之旅。

寻找记录岩画的过程

充满艰辛和孤独。一个人，

一辆摩托车，带上所有设

备和一些干粮，杜成峰每

次进山寻画一去就是一个

多星期，一年有一百多天

都是在山里度过。白天他

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

仔细搜索每一处岩石。夜

晚则借宿在牧民家里，整

理记录发现的岩画。

大山里陡峭的岩壁、

滚落的碎石、未知的地形增

加了杜成峰在寻画途中的

危险。2015 年春天的一次

外出中，由于下山时候天色

已晚，加上冰面融化，他的

车陷进了河里，幸好附近有

牧民经过才得以脱险。

辛苦不说，杜成峰还曾

遭到不少人的怀疑和误解。

牧民们听到他打探岩画的

消息，以为他有别的企图；

朋友们数落他“不务正业”，

天天只想着这些奇怪的“图

画”。然而，这些都没有阻止

杜成峰寻找记录岩画的脚

步，他阅读专业书籍，自学

摄影和电脑绘图，全都为了

更好地记录岩画。因为他心

里清楚，自己所做的这些都

是正确且有意义的事。

跋山涉水二十载，杜

成峰几乎跑遍了河西走

廊，记录整理了1.2万多幅

岩画的资料数据，初步形

成了河西走廊岩画数据

库。每次谈到岩画，就是杜

成峰最兴奋自豪的时候，

他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

幅岩画上记录的内容，发

现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平

时沉默寡言的裕固族汉子

黝黑的脸上挂满了发自内

心的笑容。

近年来，杜成峰发表

了论文，出了书，办了展，

让更多的人了解岩画的历

史和意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支持他的工作，当地

政府聘请他担任文化专

干，改善提升他的办公环

境，牧民们开始主动联系

他提供岩画的线索，身边

的朋友也开始加入岩画记

录保护的队伍中来。

支撑杜成峰坚持下来

的，更有来自家人无条件

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常年

在外，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情都是妻子在操持，有时

妻子还会和他一起进山寻

画。女儿也受他的影响，积

极帮他整理岩画资料。“我

对家人亏欠很多。”他说，

“但妻子和女儿都很支持

我，我也更有动力。”

目前，杜成峰正在对

现有的岩画进行深层次的

研究学习，希望将这些“图

画”和游牧民族的历史结合

起来。对于未来，他也有着

清晰的规划：“我想建立一

个祁连山岩画博物馆，把所

有河西走廊的岩画记录保

存下来，将这份古老而神圣

的文化记录传承下去。”

“唐宫小姐姐”原来出自这里

文/新华社记者 桂 娟 李文哲

“几年前在河南博物院参观采风，看到一组乐舞俑造

型，当时就在想，假如让‘她们’活起来，会给今天的人们讲

述什么故事？”郑州歌舞剧院编导、舞蹈《唐宫夜宴》主创之

一陈琳说。

不久前，一支5分钟的舞蹈《唐宫夜宴》火遍全网。身

着融入三彩元素的襦裙，“肉嘟嘟”的脸上画着月牙形妆容

“斜红”，借助3D和AR技术，14位舞蹈演员穿梭于妇好鸮

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国宝级文物影像之间，虚拟影像

与现实舞台交相呼应，让人身临其境。

这些从历史中穿越而来的“美人”是有原型的。陈琳的

灵感来自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隋代乐舞俑，一

组13件，包括8件乐俑和5件舞俑。

在河南博物院二楼的展厅里，13件乐舞俑发式和服

饰大体相同，黑发朱唇，头梳平髻，上身穿窄袖衣，同色条

纹高腰束胸，长裙高系于胸前打结，锦带下垂而飘逸，肩披

帔帛，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型乐舞演出。

只见乐者姿态各异，坐着演奏着琵琶、五弦琵琶、竖箜

篌、排箫、横笛、钹、筚篥等乐器，长裙铺地，如痴如醉；舞者

着长裙长袖，有的还加一件短衫，均以恬静、柔和的神情，

挥舞双袖轻轻起舞，敏捷轻快的舞步不似在走动，而是被

推动，时而像那急驰的流波，时而又如溪水潺潺。

“细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两个琵琶乐俑分别演奏的

是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演奏方式为横抱，与我们现代琵

琶的演奏方式有所不同，见证了中国传统乐器在乐器形制

和演奏技法等方面的不断演变。”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

水说。

据介绍，隋唐时期为中国历史上音乐、舞蹈艺术集大

成时期。音乐表演中按照演奏姿势坐、立来进行划分，分为

“坐部伎”和“立部伎”。堂上坐奏为“坐部伎”，人数较少，主

要演奏丝竹音乐。而堂下立奏为“立部伎”，表演人数较多，

多演奏打击乐曲。

“文化的繁荣得益于不同文化的交融互鉴。张盛墓出

土的这组女乐舞俑，形制完整，为研究隋唐时期的音乐舞

蹈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乐俑出土时，其衣裙有绿、

褐、红、黄诸色，异常艳丽。”张得水说。

“火”起来的《唐宫夜宴》将河南博物院也带出了圈。河

南博物院数据显示，节目播出以来，六成以上到访游客为

35 岁以下人群。“00 后”郑州女孩史怡菲前来“试图寻找

《唐宫夜宴》背后的‘秘密’”。20 岁的朱家鑫也来一睹为

快，“预约了几次才得以成行”。

对于陈琳们来说，《唐宫夜宴》只是一个开始。“厚重的

历史文化不应仅陈列在博物馆里，如何用多元的艺术手法

加工提炼并传扬下去是留给文艺工作者的思考。”陈琳说。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有多长？
文/新华社记者 春 拉

祁连山下的岩画“守望者”
文/新华社记者 冯亚松 杜哲宇 张百慧

33月月2222日日，，杜成峰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杜成峰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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