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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藏学研讨会感述（图）

[ 作者 ] 周毛草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摘要 ] 2003年6月19日—21日，第三届中法藏学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作者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藏族语

言、文献、历史、艺术与人类学”。共有17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方有9位，出席会议的民族所4位代表全部发了言。我国

学者提交给本次会议的论文多以田野调研的新材料和文献新信息为主,新颖中见特色，普遍受到与会学者的赞誉。 

[ 关键词 ] 藏学;藏族语言;宗教舞蹈;塔波古藏文

       2003年6月19日—21日，第三届中法藏学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作者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由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喜玛拉雅环境、社会与文化研究组承办，由法国外交部资助。与会者主要是中、法两国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

者。中方代表团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任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民族所）扎洛先生任副团长，

代表分别是民族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的9名专家学者，旅居美国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土登尼玛活佛也

出席了本次会议；法方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国际藏学会理事布伦多夫人，藏族知名学者、国际藏学会理事桑丁•卡梅先生，以及马修•凯

布斯坦，卡梅•赫德和会议负责人费尔南•梅耶与安娜•莎叶等约40余人。会议主题是“藏族语言、文献、历史、艺术与人类学”。共有17位

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方有9位，出席会议的民族所4位代表全部发了言。我国学者提交给本次会议的论文多以田野调研的新

材料和文献新信息为主,新颖中见特色，普遍受到与会学者的赞誉。我发言的题目是“藏族左右之分的文化蕴义”，文章以实地调查的第

一手材料为基础，对当地民俗中透示的文化信息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并从语言学角度予以更进一步的阐释，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认为

很有意义，得到充分的肯定。热烈的讨论，倾心的交流使我感触颇深，收益非浅。此次会议的特点主要是：一、年轻学者多。二、涉及领

域广。包括宗教、文化、教育、语言人类、格萨尔、历史、艺术、民俗、文学、文献、卫生以及文化接触影响等；三、涉及地域广。包括

与藏学相关的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滇西北，以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喜玛拉雅一带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四、论文思路开

阔。跨语族（种）、跨民族、跨领域、跨时空；五、研究严谨、细致。以论点为圆心，展开全面放射式论述，以小见大。六、选题小，重

视文章的质量。无论新老学者，质量第一，不追求选题和数量的宏大，提倡小而精。七、从发言看，个个作了细致充分的准备；从提问

看，针对文章本身的内容，于礼貌和谦逊中求解求理，措辞友好，纯学术的气氛很浓。会议发言的主要内容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一）

历史、宗教：法方的《北京西郊香山。热核的原型？中国藏传佛教的中心？》（王微）的探源，《噶玛噶举派的礼冠》（雷米•什）的详

析，以及中方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扎洛）的新见解、《宁玛派的修行仪规

中关于莲花生的宗教舞蹈－安多罗汉堂寺密咒师的跳“羌姆”活动》（东主才让）、《西藏东部的盐业》（卢梅）等内容与会者很感兴

趣。（二）教育、卫生：中方代表团团长格勒博士的《影响藏区学生入学率和毕业率因素的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和方法，分析了藏区

教育问题的所在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很有现实意义。中方黄文娟女士的《西藏农村卫生改革》，结合实例阐述了

相关的看法和建议。（三）文献研究：法方的《塔波。西藏西部古迹回忆录》（克里斯蒂娜•社勒寿），通过类型学分析的方法，从塔波

文献的文字载体、写本字体、象征符号、写本的开本、页码标注的方法，以及相关的论据和原则，讨论了关于敦煌与塔波古藏文写本研究

的方法论问题；文章《关于木莲从地狱救母变文的一篇敦煌藏文摘要》（马蒂厄•卡斯坦）论述了该经文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四）格萨

尔、文化艺术研究：中方专家罗布江村先生和杨嘉明先生的《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揭述》和《藏族贴布脱胎面具制作的传统工艺流

程与技法》二文，被与会者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前文不仅是历史的“出土”，而且结合当地民俗与宗教推断其成形的年代，填补了

“格萨尔”，乃至藏学研究的空白；后文以翔实的分析，从贴布脱胎面具的详细制作过程，揭示了藏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成就以及对现代

技艺的新启示。法方的《对干尸化技法两文的初探》，也是对藏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补充。（五）民俗文化、语言人类：中、法学者仲布



次仁多杰、尼古拉•西勒的合作项目《西藏尼木地区的田地转经仪式与其主持者》和中方周毛草的《藏族左右之分的文化蕴义》，通过实

地调查的新材料，对相关文化现象作了由表及里的探析，以揭示其蕴含的内在特质。引起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六）文化接触影响：法

方费朗索瓦兹•罗班的《泰戈尔于西藏。印藏文化交流概述（20－21世纪）》，从文化和地域的跨越去探讨印藏文化的接触影响；费朗索

瓦兹•泊马勒的《不丹研究简介》，从历史的角度横跨不丹与西藏的接触，讨论两种文化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及其变迁。还有施帝恩的《滇

西北的朝山仪式初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朝山仪式与藏文化的接触及其关系。认为也是一种研究的新思路，值得进一步深入。

从法方提供的一份“法国藏学研究”简介中，我们可以获知法国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

例如，高等应用学院、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等教学机构；法国远东学院，西藏区域语言与文化研究组，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组，喜

玛拉雅环境、社会与文化研究组，口头传统社会的文化与语言研究组等研究机构；还有法国国立图书馆、人类博物馆图书馆、法国远东学

院图书馆、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图书馆，西藏宗教研究中心照片档案馆、人类博物馆照片档案馆，

以及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人类博物馆、乔治•拉比博物馆等收藏着有关藏学文献、考古实物、图片等丰富资料，以供研究和参观。

在研究范围上，以往多侧重于喜玛拉雅一带和西藏等地，对我国安多和康区两大藏区的研究还不够，这也是大家交流的共识，也是以后需

要加强研究的领域；法方会议组织者梅耶先生提出，在调查对象上，侧重进行一些小地方的单元的深入调研，不宜太泛；在材料上，采用

文献、调查、成果三种方式以采集信息；在研究方法上，对某一个点的研究，可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也可研究语言变迁，通过语言研究的

成果来解释人类学现象，同时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与非藏区等的联系，以此了解各地之间文化、历史、观念等精神方面的交流，以及物质方

面的交流，也可通过人类学研究解释语言现象，语言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将会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这表明语言研

究的手段和成果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已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也对语言研究有着促进作用。可见，彼此独立

中遵循联系的规律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法方藏学研究工作者，给人最深刻的影响是不论年轻学者还是老专家，都纯熟地掌握了卫

藏方言，会后交流多用藏语，确实令人佩服。多数与会的法方学者认为，藏学研究离不开藏语和藏文，特别是梅耶和莎叶等鼓励或要求并

积极支持法方年轻学者学习藏语、藏文。在交流中发现，这主要取决于有力的资金支持，他们几乎每年去西藏呆两个月之久，以进一步学

习和巩固藏语、提高藏文水平。其中，有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他每次来中国，在藏区进行田野工作至少两三个月甚至更多，以充分掌握

第一手材料，准备对藏语各方言以及内部土语进行较全面的比较。因此，作为一个年青的藏学研究工作者，深感只有加紧、加快、全面调

查，以搜集掌握境内、境外藏语言及文化的系统性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在坚实、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做出更加科学、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更增强了信心，因为我们的根扎在藏学的故土，从选材到研究，自然地蕴含着许多感性的东西，这对比较准确地理解

本土文化，对事物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层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也是对方研究所永远欠缺的。当然，我们应该以对方之优弥补自身之不

足，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并保持对工作的严谨、求实、忠诚和谦逊，也是一项精神领域的重要建设。通过这次会议，我深深地感受到

加强跨地域跨学科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对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硬、软件的建设和培训，以充分发掘各自优势，出更多更好

的成果，走向国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来自中国文化本土的研究者的风采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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