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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学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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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藏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起，以勤劳的双手，创业的

智慧，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开拓、建设和保卫了祖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令人敬佩的巨大贡献，是祖国民族大

家庭中的光荣成员之一。 

    据1982年调查，当时藏族人口共有387万余名，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甘、青、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

县。藏族有独立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早在1300年前，藏族著名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就成功地创制了藏文，并有效

地推广运用。从那时起，陆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藏族学者和著译家，撰写和转译了大量历史、科技、宗教、文化、天文历算、医药卫

生、语言文字等著作，形成了中外闻名的藏族文化宝库，学术界称之为“藏学”。近百年来，研究藏学蔚然成风，除了藏族学者多方面

深入地进行研究，不断用新的成果，丰富藏学内容扩大了藏学声誉之外，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也以极大的兴趣从事藏学研

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十个国家都设有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经常举办各种藏学学术会议，出版各种藏学学术著作。  

    藏族文学，是藏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藏族文学丰富多彩，既有洋洋大观的藏族作家文学著译，其问世之早，数

量之多，仅次于汉族，居我国少数民族之冠。又有代代相传的藏族民间文学珍品，有些名篇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方

法，都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都具有新奇的发人深思的高原情趣，它是藏族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

的文学之花，若干名著还是世界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文学奇葩。应该看到，藏族文学的价值，厂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显示了

藏族作家和藏族人民的文学才华，还有另外多方面的意义。由于藏族文学反映了藏族各个历史阶段、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各

个不同集团的生活、斗争、思想和审美观点，所以通过文学作品又可以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品貌、精神世

界、风土人情，等等。这就是说，藏族文学在文化上有重要地位，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社会作用。随着藏族作家

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创作热情的日益高涨、藏族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藏族文学读者队伍的逐渐增多、藏族文学社会影响的广泛重

视，编写一部《藏族文学史》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这是建立和发展藏族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础，是为编写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学在

内的中国文学史填补一项空白的基本建设。毫无疑问，这是藏族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藏学界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藏族文学史“由中央民委负责，西藏、四川、青

海等省协助。”为此，中央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学院负责完成这一任务。从那时起，中央民族学院抽调藏语文专业一部分藏汉族教师组成

《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着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多次派专人亲自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五省、区的藏族城镇、农村、牧

场、寺院、学校、作坊进行参观、访问、调查，采风；一方面，查阅、翻译、研究有关图书馆早期的古藏文文献、考古材料、文史著

作，并多方面搜集报刊杂志上的藏族文学资料。在掌握相当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五次《藏族文学史》讨论稿，并在课堂上进行

了教学实践。1983年，桂林会议确定《藏族文学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编写组全力以赴，写出约六十万言的《藏族文学史》

送审稿。1984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审稿会议，邀请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和北京的藏汉族学者、专家、教授六十余人，进行

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为了保证《藏族文学史》的质量，我们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写成的书稿，当作教材交四

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评论。这一工作1985年完成，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步，根据社会各界的建议，我们

在材料上作了新的增补，在观点上作了新的论证，在结构上作了新的调整，写成新的《藏族文学史》送审稿，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丛书》编审委员会第一次评审工作会议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四个历史阶段的藏族文学书稿，作为《丛书》之一的《藏族文

学史》正式出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藏族文学，推荐给有关出版单位单独出版。 

    贯穿于整个编写过程，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那就是：以时代发展为线索，系统 地全

面地介绍藏族作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主要成就，运用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结合各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代表

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文学评论的方法，总结藏族文学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特别注意从

藏族文学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与发展藏族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正确论述藏族文学的社会作用，正确论述藏族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相

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的客观事实。总之，我们深知，编写《藏族文学史》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始终黾勉从事，严肃认真，边

干边学，边实践边研究，力求达到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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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藏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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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他称研究 

· 草原骏马追风去 文坛新秀踏春来 

· 欣欣向荣的内蒙古民族文学 

· 努力为民族精神增加新的元素

· 新高潮、新亮点、新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