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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格萨尔》艺人演唱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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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2007年7月3日至7月7日，由青海省文联与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和青海民族学院藏学系承办的“首

届全国《格萨尔》艺人演唱会暨学术研讨会” 在西宁圆满召开。会议邀请了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蒙古族13位艺人，

西藏、内蒙、青海、四川、甘肃、北京等地的80多位学者，青海、甘肃等地领导以及当地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由三部分组成：（1）

艺人演唱；（2）学术研讨；（3）藏族文化考察（藏族文化考察主要考察了塔尔寺、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地）。 

    艺人演唱会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艺人演唱会主要安排在7月4日的上下午，另外在“藏族文化考察”途中也安排了部分艺人说

唱。演唱会规定每位艺人演唱时间大约20分钟，内容自定。 

    上午演唱的顺序为：达娃扎巴（青海玉树）演唱《门岭大战》；次仁占堆（西藏那曲）演唱“乌尔多赞”；才让旺堆（青海《格萨

尔》研究所）演唱《世界形成》；吕日甫（新疆）演唱《天界会商》。下午演唱顺序为：格日尖参（青海果洛）演唱《世界公桑》；才

让索南（青海玉树）演唱《世界公桑》；索南诺布（青海玉树）演唱“戎擦查干赞”；巴嘎（西藏那曲）演唱《赛马称王》；图旦迥乃

（青海玉树）演唱《格萨尔》和《水浒传》。在7月5-7日的“藏族文化考察”途中，宋扎（青海玉树）、丹增扎巴（青海果洛）、索南

才旦（青海果洛）、才布扎（甘肃甘南）等艺人进行了演唱。以上演唱皆由青海电视台作了全程录像，保存了珍贵资料。 

    从艺人演唱来看，有两个特点：第一，除吕日甫和才让旺堆以外，此次到会艺人大多在30岁左右，有的还不到30岁，如图旦迥乃和

宋扎。第二，这些年轻艺人的演唱滔滔不绝，才华非凡。由此可见，我们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抢救艺人演唱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同

时，做好年轻艺人及其演唱空间的保护也是当务之急。 

    学术研讨会分三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关于《格萨尔》史诗作为我国杰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全球化背景

下怎样保护的问题。如有学者提出了艺人文化空间保护的重要性。（2）重视作为口头文化财产的《格萨尔》史诗与文献记录的文化之

间的关系及作为口头优秀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在民族文化中所拥有的独特价值。（3）《格萨尔》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比如有学者

提出利用旅游文化推进传播与发展等。 

    另外，讨论会上不少艺人也积极发言。他们关心的是《格萨尔》演唱面临的实际困难。比如西藏那曲艺人次仁占堆谈到西藏那曲艺

人的生存问题；青海玉树艺人达娃扎巴谈到艺人演唱录音的文字记录和出版的困难等。每组会议讨论的详细记录和学者提交的论文，保

存在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 

    会议期间，全国《格萨尔》办公室和青海《格萨尔》办公室还主持召开了专家会议，讨论《格萨尔》文化发展中涉及到的诸如抢

救、整理，艺人及有关文物的保护，学者队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建立《格萨尔》博物馆，《格萨尔》学的发展目标以及如何作到全国

性的协调协作、实现全国一盘棋等许多问题，并达成了新的共识。 

    最后，在会议闭幕式上还取得了另一项会议成果：会议宣布成立“青海省《格萨尔》学会”，设立一位会长，八位副会长。为了鼓

励艺人继续发挥才智，在会议闭幕式上，主办方还为参加演唱的艺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另外，会场内布置的新近画成的热贡风格的格萨

尔三十员大将的唐卡画也为会议增色不少。会议在吉祥和谐的氛围中取得了圆满成功。 

另讯：《格萨尔》文化的复兴运动 

    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家抢救《格萨尔》史诗工作的影响和推动，特别是2001年《格萨尔》史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周年纪念项目而举行的一系列“格萨尔千年纪念活动”的影响，以及最近《格萨尔》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名录等种种因素的影响，

一批相关《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化活动和事业目前正在各藏区开始蓬勃兴起。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利用《格萨尔》文化品牌推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如已举行了四届的甘肃

“玛曲格萨尔赛马节”、已举行了三届的青海果洛的“玛域格萨尔文化节”、每年举行的西藏那曲羌塘恰青赛马节等，都充分体现了这

种“格萨尔”文化品牌的作用。2007年7月底和8月初，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召开《格萨尔》史诗研讨会，研讨主题为格萨尔文化和康北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问题。他们也希望利用“格萨尔故里”来打造“格萨尔文化长廊”的文化品牌，推动区域型的经济、文化的合作和共

赢。 

    另外，近年来一些企业和个人运作的相关《格萨尔》史诗的文化产业，也对《格萨尔》文化的复兴运动推波助澜。如“格萨尔”网

络游戏、“格萨尔”千幅唐卡、作家“重述神话”《格萨尔》、“格萨尔王”藏药厂、“格萨尔”酒店、“格萨尔”书店、“格萨尔”

藏餐吧等等，范围涉及各行各业，这些产业也从方方面面提高了《格萨尔》史诗的知名度，推动了这种复兴运动。 



 

    正如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在今年四川甘孜召开的《格萨尔》在研讨会上发言时所谈到的当前《格萨尔》的文化特点：“格萨尔作为

一个文学现象在民间的影响已经很久了，格萨尔作为一种说唱艺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不断传承，对格萨尔学进行深入探讨，并

把格萨尔研究与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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