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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萨班贡嘎建赞的萨迦格言开创了藏语格言诗的先河，

成为一种文学风格。从那时起，就有了“格丹格言”、

“水树格言”和“关于国王的修炼”等格言集，被称为

藏语四大格言。此外，还有火格言、地球格言、太阳格

言、月亮格言、风格言和铁格言。在众多的藏语格言中，

萨迦的格言表现最为突出，影响最大，形成了一种星空

飞翔的藏语文化。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已

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藏语格言文化的基本价

值观也可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1.民族文化认同是形成的基础

格言，就是含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语句，它以哲理

深刻、言简意赅为主要特点。藏族古典文学里有一种诗

歌体裁，叫“格言体诗歌”，便是在藏族格言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的。

认同还意味着个人有意识地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行动。藏族格言体诗歌的产生和发展，自始至终都与西

藏的发展密切相关。

2.藏族格言诗经典内在美质

2.1 诗学品质独特

藏语格言的诗性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隐喻和

音节节奏的运用。贡嘎·建赞对古代印度格言的深入研

究，开辟了藏族诗歌和修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此外，

贡嘎·建赞强调隐喻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隐

喻在诗歌中的应用原则，并通过隐喻与叙事内容的结合

来表达诗歌的现实意义。此外，他还确定了韵律诗的行

数，并明确划分了文体类型。整篇文章以萨迦格言为例，

运用丰富的隐喻手法，选取文化景观来阐释主题，与藏

族民歌风格产生共鸣，注重节奏，最终实现了格言诗主

题意义的转移。此后，藏语格言的创作也继承了萨迦蛾

子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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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思想，即核心价值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

以道德和人民为基础的政治观念；第二是当一个人口渴

而博学时追求科学的观点；第三，工作创造美好未来的

幸福观；第四，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道德规范。由于

藏语格言中描述了上述基本价值观，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尽管藏语格言文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

但格言文化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观并没有过时，而是具有

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些不仅是优秀的藏族文化对人类社

会的贡献，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文化信任。

2.2 国家社会关怀

贡嘎·鉴赞在《智者导论》中指出诗歌可以分为两

部分：身体和装饰。身体是完成叙事的内容，而装饰是

语言和隐喻与美的结合。座右铭本身具有强烈的意义和

启发性。当与诗歌结合时，理性和启蒙的意义更为明显。

藏语格言中关于国家社会关切的思想主题集中于对时间

的思考。这个传奇座右铭起源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奴隶制

的过渡时期。贡嘎作为上层社会的宗教人物，坚持通过

格言诗观察人民的苦难，倡导仁政。十六世纪中期。19

世纪，西藏巴楚的地方政权更加繁荣。因此，他创立的

格丹格言强调圣人引入了“尊重人才，尊重圣人”的人

才理念。总之，藏语格言是以一种责任感和使用感创作

的，它表达了强烈的民族和社会情感，构建了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文明家园。

2.3 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遗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官方和书面制度，

另一个是人民和人民的制度。前者占据中心和主流地位，

代表国家的尊严和文明；后者处于领域和非主流地位，

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生存科学，是民族创造力和

想象力的体现。藏语格言诗的民族文化身份体现在其古

代哲学中。它的起源与藏族古代哲学的对比，反映了格

言诗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文学文化观，丰富了中华

民族共同精神文化园的多元性。

3.藏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的民族认同

3.1 血缘关系

藏族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根据考古、历史记录和传说以及体质人类学的分析，藏

族是一个多源民族。考古学中的卡洛文化和曲贡文化一

方面具有本土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黄河流域增

强民族制度的文化因素和北方草原游牧狩猎的文化特征。

此外，当时西藏昌都一带没有谷子的记录。考古学家认

为小米是从昌都卡罗遗址（约公元前 3000 年）的黄河流

域传播过来的。因此，藏族文化线具有混合性和多样性

的特点，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回到中原，格子花纹已

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原始社会，氏族的血缘关系

非常重要，它将氏族内部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结

合功能不仅在土穆时期得到了保存，而且在现代社会也

得到了保存。正是基于这种宗族血统，藏族人民在长期

的生活实践中培养了欣赏人类情感和习俗的心理定势和

文化传统，增强了藏族先民的民族认同感。藏族人民的

民族文化认同也反映在共同的民族信仰中。

3.2 地域关系

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了藏族人民的传统生

产和生活方式，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观念。共同区域是民族教育和民

族认同的基础。这一区域概念最初以部落为基础，部落

是重要的社会基础单位，以家庭和家庭概念为基础，融

合了宗教、行政、司法甚至经济权力，并在西藏社会中

长期存在。部落利益往往高于家庭和家庭利益。部落概

念是藏族地域概念最基本的内涵。解放后，虽然部落组

织逐渐消亡，但以部落为内涵的区域观念并没有消失，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例如，青藏高

原的所有节日都伴随着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来自

四面八方的藏人参加了这项体育赛事。成千上万的人欢聚

一堂。男人、女人、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很快乐，这使

得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入了族群成员的角色。它不仅

锻炼了她的身体，还培养了她的气质，增强了她的群体意

识。它在加强国家认同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3 自识心理

自古以来，藏人就声称自己是“猕猴变人”的后

代。这个寓言在西藏很普遍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的

藏区这是这些地区藏族自我认知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传说已成为藏族民族心理的重要象征，正如“黄河

后裔”这一口号实际上已成为民族自信心理的一个特征，

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最内在的心理特征。这是一种归属感，一

个国家的成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而不

是那个国家”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表示，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民感到每个

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区的心态”。他补充道：一个民族

“应该始终突出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突出

其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其强烈的情感，并将其转化为

代表民族的象征”。“虽然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区，但他

们对社区的凝聚力有很强的自信。”

4.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建构

4.1 赞助力量推崇

藏语格言的经典化首先是基于对藏语格语和诗人的

宗教权力和政治崇拜。贡嘎建赞、索南扎巴和丹白准梅

都是具有多重诗人和政治家身份的高级宗教人士，对祖

国统一和佛教的弘扬具有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随着萨迦格言中文译本的传播和国家对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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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的日益支持，西藏文化逐渐被该地区所有民族

所承认和接受，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

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4.2 评论基调赞扬

这一赞助活动促进了藏语格言诗人和诗歌逐渐成为

国家文化资本，奠定了藏族格言诗的文学地位和批评基

础。在文学和历史作品中，藏语格言要么被描述，要么

被引用，众多的注释充分反映了藏语格语专业理解的认

知水平，也反映了藏族格言的价值。

要确保以藏语格言文化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优秀藏

族传统文化在校园内得到有效传承，需要有扎实的制度

保障和物质保障，物质保障是基本的制度保障。在物质

保障方面，学校可以在预算中为优秀藏族文化遗产提供

资金，包括文化活动、购买相关文献、书籍、设备和设

备、师生赴西藏研究、参加学术会议、申请课题和教育

改革项目、科学讲座、教师培训等费用。在制度保障方

面，传承优秀的藏族传统文化是学校管理特色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使传统民族文化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就需

要建立和完善教师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评价、激励和保

障机制，以及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校长、学校与社区之

间的互动机制。“鼓励了解西藏、了解西藏、热爱西藏的

专家学者努力继承优秀的西藏文化。他们不仅要致力于

教育和教育人民，而且要致力于用鲜活而充满智慧的优

秀传统西藏文化教育学生。同时，他们应该深深地沉浸

在他从事研究，收集和发表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实

践相关性的科学研究成果。

4.3 传播媒介多元

媒体对文学作品的读者有很大的影响。多元化媒体

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促进经典化进程。藏语格

言在这一领域的经典构建与多种媒体密切相关。文本、

口头和电子媒体是他现场交流的三种最重要的媒体。藏

语格言作为作家诗歌，最初以文本形式传播。随着印刷

技术的发展，藏语格言被写在书籍、教科书和报纸杂志

上，其他印刷文本形式在该地区广泛使用。不同形式的

印刷文本使藏语格言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分配与藏蒙

口述史诗从口述到文本的翻译和发展不同，由于藏族和

蒙古族人民的教育水平较低，藏语格言在古代首先通过

文本在藏族和蒙古人之间传播，然后通过口头口译逐渐

传播给下层人民，并与藏族和蒙古族的口头交际文化相

协调。因此，藏语格言在底层藏族和蒙古族之间流传。

传播创造了一种强调文本和口头交流的局面。随着传播

技术的发展，藏语格言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

5.结论

藏语格言领域的经典结构清楚地说明了在长期密切

交流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综合文化中，对藏族文化作为一

种统一多元文化的认同和融合。藏语格言经典化的建构

反映了藏语格语在该地区的认同和接受，反映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认同。自 19 世纪上半叶以来，藏语谚语在英

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捷克语，翻译日语和

其他外语，并在国外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这为他跨越异

质文化的边界，升华为世界文学经典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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