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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与歌颂”——藏族诗歌发展研究
刘　磊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作为文化、人文的重要载体，文学是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参考。民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

化源远流长，蕴含的情感、思想十分丰富。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藏族文学种类繁多，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文学形式均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其中，诗歌作为藏族文学的代表，其形式多样、情感丰富，蕴含的哲学思想于当今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藏族诗歌发展为研究主题，分析各个时期的代表类型，以期为广大学者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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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诗歌的产生最早可追溯于公元 7 世纪的吐蕃时期。通

过对敦煌藏佛洞中的文物整理后可发现，早期的诗歌是由古藏

文所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诗歌是歌曲的组成部分，将诗词

以乐曲的形式进行演唱。在当时诗歌定义并不完善，只是将其

作为一种聚会的即兴表演。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进步，一些学

者对诗歌做出了具体的阐述，并将其与文学作品划分到一类。

在这一时期，诗词逐渐成为一种情感、道德思想的传播媒介。

其中，最为人广泛熟知的诗词类型有“道歌体”诗歌、“格言

体”诗歌、“年阿体”诗歌等。

一、“道歌体”诗歌的发展

“道歌体”诗歌起源于 11 世纪，是由噶举派创始人玛尔

巴译师所创作的。起初，诗歌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思想，随着

社会形态、人文思想的变化，其下弟子米拉日巴对“道歌体”

诗歌进行了调整，并与其弟子热穷巴共同完善，从而造就了当

下人们所熟知的“道歌体”诗歌。根据现有史料可知，“道歌

体”诗歌主要分为民歌多段回环体格律和自由体格律，其本质

在于宣传宗教教义与思想。为了提高传播效果，米拉日巴、热

穷巴对原有的主题进行丰富，融合了人们日常生活、习俗文化，

并采用民歌、谚语的形式，拉近其与人们的距离，提高诗歌的

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随后，各地僧侣纷纷效仿，将诗歌作为

宗教思想的重要传播渠道。在此过程中，有一部分僧侣，如，

多罗那他、格桑嘉措，将自己创作的“道歌体”诗歌进行记载，

并编撰成“集”。同时，根据“集”的形式的不同，诗歌蕴含

的哲学思想也呈多元态势，而这也是当时人民喜欢的重要原因。

二、“格言体”诗歌的发展

“格言体”诗歌的产生主要受佛教的影响，加之当时印度

格言诗和佛经诗歌的引入，使得藏族诗歌不再局限于佛教内容

的传播，而是将重点放在人民日常生活、民族文化、传统习俗

等领域上。“格言体”诗歌的作者大多是品行优秀、德高望重

的僧侣，他们不仅对佛教文化有着独到的思想，而且能够将其

与百姓生活进行融糅，并从中汲取优质思想。自十世纪以前，

在一些文学著作中都能发现关于“格言体”诗歌的描述，例如，

《五部遗教》《贤者喜宴》对“格言体”诗歌进行了一定程度

上的分析，并指出该时期的诗歌主要以礼仪为主，内容涵盖广

泛，上到国家礼仪文化、下到日常生活，这种伦理道德、人生

智慧相结合的诗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社会文化的

发展，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其次，从“格言体”诗歌形式来看，其语言简朴易懂，一

些诗歌也会根据内容引入民间谚语，拉近与人们距离的同时，

使他们更好地感受诗歌魅力，实现情感上的共鸣。从写作技巧

来看，“格言体”诗歌多以排列、对比等修辞手法为主，能够

将人物、故事较为完整地展现于读者。同时，简朴的辞藻也使

得“格言体”诗歌清新脱俗，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

创作者思想、认知的不同，“格言体”诗歌多为四句七言的格

律诗，前面多为比兴，后面则是抒情，不仅为情感表达做好铺

垫，而且也能给予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进而发挥其原本的文

学艺术价值。以“比喻”手法为例，一般“格言体”诗歌会借

助神话故事、人生哲理、历史典故作为情感隐喻的重要载体，

读者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分析，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作者想要表

达的哲学道理，从而获得相应的情感。

三、“年阿体”诗歌的发展

“年阿体”诗歌发展受古代印度诗歌影响。作为形成较晚

的一种流派，“年阿体”诗歌却对藏族诗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诗镜》作为古代印度诗歌理论的著作，藏文是“年阿买隆”。“年

阿”可理解为“雅语”或“美文”；“买隆”则是藏语中的“镜子”。

这部著作对诗歌的题材、文体做出了全方位的分析，并从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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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举例，这对“年阿体”诗歌的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诗镜》的作者檀丁是印度著名宫廷

诗人，他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结合当时社会

背景、艺术文化，对诗歌的内涵、形式做出了全方位的总结。

同时，他在《诗镜》的前言中指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情感的表

述，而情感需要通过合理的修辞进行转化。这一理念打破了人

们对于诗歌固有的看法，也为“年阿体”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13世纪初，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许多学者开始对《诗镜》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年阿体”

诗歌创作应具备的基本框架、基本形式。其中，萨迦·贡噶坚

赞汲取前人的经验，创作了《学者入门》一书，并指出，诗歌

不应局限于宗教思想的传播，而是要将其与社会、生活进行融

合，进而体现诗歌原本的文学价值。在这之后，广大学者纷纷

开始投身到《诗镜》的研究、学习中，并开始撰写相关理论著

作，不仅对《诗镜》的内容进行有效分析，而且还延伸出许多

关于诗歌的理论研究。其中，以《诗镜》作为理论指导而创作

出的诗歌，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特点，而这也推动了“年阿

体”诗歌的发展。被誉为“宗喀巴四大赞歌”的《缘起赞》《弥

勒赞》《文珠赞》《尊胜佛母赞》也是在此影响下而创作出的

典型“年阿体”诗歌代表作品。

四、“自由体”诗歌的发展

藏族母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文学变革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十九世纪，一篇发表在《西藏文艺》的诗歌《冬之

高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现于人们。从诗歌形式来看，虽然

采用了传统的格律，也借鉴了《诗镜》文学理论，但作者恰白·次

旦平措却采用了更为直接的表现手法，将情感进行简化，从而

给予读者更为强烈的情感。这首诗歌虽然内容上与传统诗作存

在差异，但内容的高度自由化，也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这在

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标志着“自由体”诗歌的出现。19

世纪 80年代初，青海诗人端智加创作了长诗《青春的瀑布》，

其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诗歌的发展，号召各大诗人摆脱固有思维

的限制。同时，诗歌以自由体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母语诗歌在

突破格律束缚上的尝试，加之自由体诗歌内容、形式上的高度

自由化，能够将思想、社会、文化更为直观地展现于读者，这

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追捧，这首诗作也成为藏语自由诗的先声

之一。随后，伍金多吉、多杰才让等人也开始尝试创作“自由

体”诗歌，并从多个方向入手，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情感，

又能宣传“自由体”诗歌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创作

潮流，自由诗、现代主义诗歌的尝试愈发丰富，居·格桑、江

瀑、周拉加、华则等代表性诗人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自

由体”诗歌向更深层的艺术领域进发。

五、“汉语体”诗歌的发展

与藏族母语诗歌创作类似，藏族汉语诗歌于上世纪中叶出

现于诗坛。由于文化、思想上的影响，大多藏族诗人身处藏族

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双重语境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实现民

族大团结，一些诗人开始研究藏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并开始

借助诗歌实现民族文化的融糅。饶阶巴桑作为第一批运用汉语

进行藏族诗歌创作的代表性诗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得他

的诗作笔触细腻﹐感情真挚，内容多为藏族人民生活、部队生

活风貌、祖国各地抒怀。他创作的《牧人的幻想》则是从一位

老牧人的视角出发，向读者展示了牧民在新、旧社会的生活状

态，辞藻优美，充满幻想，同时在双重语境的交融下，使得情

感更为细腻，而这也为其他藏族诗人创作提供了许多思路。在

这期间，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等人也开始创作“汉

语体”诗歌，“托物言志”也成为“汉语体”诗歌的重要内涵

之一。此外，“汉语体”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韵律和谐、音

节整齐、节奏分明，这主要得益于藏族传统文化与宗教思想，

无处不在的韵律培养了诗人良好的审美意识，也增强了他们对

诗歌文化的感知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藏族诗歌发展经历了许多的关键期，其内容、

形式、表现手法也愈发多元化。对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藏族

文化同样是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需要各位学者正视诗歌发展

因素与契机，把握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文化特点，从诗歌内容、

诗歌情感等层面进行剖析，总结诗歌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总

结其蕴含的文学价值，从而为日后诗歌发展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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