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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毫无例外的缘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以及他们赖于生活的物质条件，果洛神山崇拜

观念习俗的产生即如是。 

    青海果洛藏区是个雪山林立的高原牧区。这里不仅承继着藏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同时，创造了独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多种形式在果洛广为流布，有抄本、刻本等文本资料，更拥

有以口头说唱形式活跃于民间的艺人。调查表明史诗所反映的藏族古代先民的观念与传统已经深深植根

于果洛人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果洛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仅就其中的神山崇拜

观念与《格萨尔王传》相伴相生、相互印证的关系略加叙述，管窥文化发生与传播之一斑。 

    果洛人心中的神山。与其它藏区的人们一样，果洛人崇拜神山由来已久，不同的是，在果洛，这一

原始信仰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这一前佛教时期的多神崇拜现象，经历了漫长

的社会变迁及长时间的藏传佛教的洗礼，然而其独具的原始文化形态与特征仍然顽强地传承至今。果洛

人的神山崇拜观念一方面与整个藏区神山崇拜一脉相在，有其共性；另一方面，由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

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又独具个性。果洛人世代生活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这座雪山是他们心目中

至高无上的神山。传说他是雪域尊神沃德贡杰八太子中的第三位太子，为四大年神之一，又是岩赞、战

神及土地神的居所。他娶了天神之女、年神之女及龙王的女儿为妃，是集三界神于一身的世俗之神。本

教徒把他尊为本教教义的保护神。这位世俗之神甚至得到宗喀巴大师的推崇，被甘丹寺和拉不楞寺格鲁

派僧人奉为保护神加以供奉，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此外，与果洛藏族族源传说密切相关的是年保玉则神山的崇拜。他被尊为年神之首，有三个女儿：

天女、年女和龙女。果洛人即是其先祖与龙女结合繁衍的后代。所以，他被作为果洛人的祖先神来崇拜

与供奉。除上述两大神山外，在果洛各部落，人们又分别尊奉着各自的神山为本部落的保护神。果洛人

神山崇拜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转山、煨桑、祭敖博、放风马等等，而阿尼玛卿山形态的变化往往被认为

是或吉或凶的征兆。至今人们仍保留着这一传统，每年朝拜阿尼玛卿山、年保玉则山的人络绎不绝，除

果洛人外，尚有其它藏区的人们，甚至有些外国香客也慕名而来。 

    玛域岭国人。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岭国人就生活在玛域一带以及阿尼玛卿山周围。这一特定

的地理定位决定了史诗中描述岭国人对阿尼玛卿山崇拜的文字比比皆是：人们在说唱开篇先用歌来供奉

三界神和阿尼玛卿山神，称他为岭国的保护神；他出现在格萨尔诞生之时，献上百味食；在觉如(幼年

格萨尔)被驱逐，从出生地前往玛域时，阿尼玛卿山神特地亲往迎接等等。 



    史诗中岭国人的三界观念，格萨尔出生的经过等与年保神山的传说，也即果洛人的由来十分相似。

史诗中称年保(即年神)是格萨尔王的保护神；总管王曾预言：将有一神子下凡作为人主，他将得到天、

宁、龙三神的护佑。格萨尔正是集天、宁、龙神于一身，作为大梵天王之子出现的，其父为积石山的幻

化身即宁神，其母则是龙王的三女儿，从而使他成为无敌天下的英雄。这一情节与果洛人的由来如出一

辙，为此，果洛人也自认为是岭国人的后代。 

    文化传承的轨迹。果洛人由于得天独厚的拥有巍峨的雪山而有了神山崇拜，它们作为一种特定的文

化载体及其营造的特殊的文化氛围，自古至今对史诗《格萨尔王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充盈着

原始观念与信仰的《格萨尔王传》又反过来不断丰富、规范了果洛人的神山崇拜观念。研究它们各自的

特征及其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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