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堂 12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 主编杨莉 责编叶红 版式吕燕 校对 廖焱炜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科技时代重温神话
人类需要召唤般的引领

过去我读过袁珂先生的书，他
研究汉民族的上古神话，虽然《山
海经》这样的上古神话没有成为一
个故事体系，但里面同样包含了中
国文化在远古时代非常多的文化
信息。

比如说我们对地理的认识，对
江河的认识，把远方和诗意联系在
一起，而不只是守着面前的一亩三
分地，不管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
想神话就代表了一种鲜明的，积极
的，浪漫的，充满激情的，对一个比
我们实实在在生活在这个局促的空
间更为向往和想象的空间。

我想如果我们人类要重温神
话，其实就要回到我们的生命之
初。虽然那时候知识程度不够，但
是人类在青春期生命冲动十足，因
为有这种冲动，我们势必就对远方
和未来充满更高尚、超越物质的一
种向往。

今天科学时代来临了，科学的
好处是我们生活越来越方便，大家
贪图科技带来的方便，但是夜深人
静，扪心自思，每天除了吃个快餐，
骑个单车，收个快递，我们的生活是
不是就是这样：上个网，玩个游戏，
看个抖音，那么那些雪山呢？那些
大美的自然呢？那些激动我们的英
雄主义跟理想主义呢？

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召唤性的
引领，就像我们打开一段音乐，我们
听到的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咿咿呀
呀唱，而是一个小号声在号召，说我
们或者回到遥远的过去，我们或者
去往遥远的将来，我觉得我们需要
这种号召。

李白有一句诗，“却顾所来径”，
登上山峰，走过的路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意味情深；“苍苍横翠微”，好像
是在描述地理上走过一个空间的道
路，但是我想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寄
语不只于此。如果我们已经忘记了
来路，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就是我们
回溯历史、回溯辉煌四川文化的一
条可靠的路径。

格萨尔故事背后隐藏着汉藏友好
——解读“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格萨尔王

□阿来

2020年6月，格萨尔王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12月28日晚，名人大
讲堂邀请到重磅嘉宾——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
作家阿来，为大家讲述格萨尔王的传奇。这也是继2018年12月10日阿来首
登“名人大讲堂”带来《东坡在黄州》之后，第二次登上“名人大讲堂”。

格萨尔王像“故事树”
至今在民间仍不断生长

在藏族民间的传说当中，
格萨尔王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
物。他有点像唐僧或者孙悟
空，就是他是取材于现实生活，
但对他虚构的程度，神话的程
度，或者说我们读者对于他寄
予的期望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对
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期待。
类似人物还可以想起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

过去我们认为世界上最伟
大的神话史诗，一部是来自古
希腊，它的创作者跟传唱者是
一个古希腊的盲诗人，他弹着
六弦琴，在希腊半岛的城邦中
自由流动，自由流浪，他讲述的
神话也是半人半神、半人间半
天界的奥德赛·伊利亚特。另
一部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来自
于我们的邻邦印度。随着文明
的进展，社会的进化，荷马史诗
已经消失了，现在我们得到的
文本是固定印刷在书上的，同
样在印度那个远古时代，半人
半神的世界也变成今天这样一
个非常现实的，物质的，技术
的，科学的世界，罗摩衍那也变
成一个固定的文本，不再有人
演唱它，甚至有人不再懂得怎
么演。有点像我们的唐诗、宋
词，古代人是歌颂的，但今天我
们只是诵读它而已，这也可以
看到时世变迁审美的流转。

我自己有幸从 2006 年、
2007年用两年时间应邀加入英
国一个出版集团发起的一个项
目，邀约全世界的作家共同来
述说这些已经消失的生活，去
伦敦、法兰克福开过两次世界
性研讨会议。

当时我骄傲地告诉他们：如
果你们都是在打捞沉船的话，我
只需要登上青藏高原，那些吟
唱，形形色色的吟唱还在雪山
之下，草原之上，黄河之源，长
江之源，澜沧江之源。格萨尔
王这个史诗有很多人不断地吟
唱它，而且它像一个西方文学
理论当中的概念“故事树”，意
思指一些有活力的故事像一棵
树一样，在民间会不断生长。
今天我们到民间社会已经看不
到这种故事的奇观，但是我相
信过去《三国演义》的故事也是
这样不断生长，《西游记》的故
事也是基于唐玄奘这样一个取
经的传说，在民间变成另一个
样子，也开始不断生长。今天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格萨尔王这
部史诗还像一个有生命力的活
的故事，像树一样不断生长。

研究者初步认为，格萨尔王所在时代大概
是相当于北宋时期，距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

在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与石渠县中间，过
去有一个县，民国时期，这个县撤销了，以前
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家族，一般认为格萨尔就
是这个家族的开创者。

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宋太祖玉斧划疆。
宋太祖说那些蛮夷之地，征服起来太辛苦就
算了，所以那些地方就逐渐形成了很多独立
的小王国，这个格萨尔小王国就开始不断地
往西、往草原、往雪山去扩展，就到了今天四
川地界之外，过金沙江，过长江源、黄河源，
在方圆3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建立起来一个
叫做岭的王国。格萨尔在世世代代不断的
传承当中，最后慢慢就成为整个藏民族史上
的英雄。

不管是什么样的格萨尔王故事版本，第
一篇一定是讲他赛马称王。他小时候就有
雄心壮志，但是有人不愿意他称王，谁呢？
他的亲舅舅，对他百般打压。他终于战胜舅
舅，得到这个王座，带领他的部众战胜各种
各样自然灾害，在战胜这些灾害的过程中不
断开疆拓土，不仅给自己的部族带来安稳的
生活，也把这样的生活方式带到其他被征服
的部落，所以他变成整个藏族最大的王。

格萨尔发动的几次大的战争都是为了
开疆拓土，一个大战叫门岭大战，岭是他自
己国家的名称，他有时候也叫岭格萨尔，这
是他家族的名字，也是他封地的名字，门岭
大战他取得了胜利，稳固了南部边疆；其次
霍岭大战，跟谁打呢？霍在藏语里面是指蒙
古人，格萨尔带领他的部众千辛万苦跟蒙古
人展开大战；还有江岭大战，发生的原因是
争夺江和岭之间的一块盐田，格萨尔最后获
得了胜利。

我刚刚讲了，格萨尔故事树在生长。我
曾经遇到一个石刻艺人，他对格萨尔的崇拜
是一辈子在石头上篆刻格萨尔的形象。我
到一个村子寻访，当地人问你是来打听格萨
尔的事情？他说你到河边去，去找一个放羊
的老太婆，她懂。不得不承认老太婆天赋异
禀，会讲格萨尔。她手上拿着一个奇石的时
候，表情变得有点庄重了。一个放羊的老太
婆，收集了众多石头，她说这是我唱格萨尔
必须依赖的工具，我说这个石头你要干什
么？她说没有石头我不会唱，她拿一个石头
在手里就开始唱了。

格萨尔的故事在什么地方流传呢？在
青海玉树，在黄河上游。地理学上有一个名
词，像女士编得不太好的辫子一样，黄河长
江的上游叫辫状河流，下游就是格萨尔出生
地的那片草原，今天属于四川甘孜州德格县
阿须乡，所以这个草原也叫阿须草原。今天
格萨尔的家乡阿须草原不仅供奉他，还供奉
了他手下30个重要的有名有姓的战将。

格萨尔故事中对汉藏两族的交往有正面
的表达，因为格萨尔有一个哥哥，叫甲察洗
干。为什么叫汉人哥哥呢？因为格萨尔这个
哥哥的母亲是汉族人。甲察是格萨尔同父异
母的哥哥，智力超群，武功高超，相貌堂堂，在
一场最重要的战役当中，为了岭国战死沙场。

格萨尔故事中有个完美角色就是一匹
马，跟《西游记》里的白龙马一样，是从天上
来的，格萨尔遭遇挫折的时候，它会化为人
形，安慰他，鼓励他，当然冲锋陷阵的时候毫
无畏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格萨尔的塑
像，都是骑着马。

神话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形象。
我到一个地方，当地人说，这是当时岭

国的一个边界城堡，如果是北宋年间修建
的，就有一千年了。但是土夯墙怎么历经千
年不倒？我上山去查看，发现很了不起，他
们当年修建城堡就是把这个墙架起来，那时
候有原始森林，土夯墙两边用火烧，烧到几
百度，这个铁矿石就半熔化了，紧紧黏合在
一起，所以这些建筑可以历经千年的岁月，
说明那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地质矿物的基
本知识，也有了比较高的冶炼水平。

接下来在城堡附近，我寻访到一个部
落，今天这个部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打
造刀剑。这个地方的刀很有名，叫白玉藏
刀，我第一次去访问，是跟我们最高水准的
格萨尔研究专家一起去的。他说，我们过去
整个部落就是格萨尔的兵器部落，我们不参
加战争，就是制造各种兵器，为什么在这个
地方呢？因为这儿有铁和铜矿山，这个部落
就是从冶炼到最后打造刀剑成品，供给格萨
尔的所有军队。格萨尔时代将士们配在身
上的箭，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不是轻巧的
羽毛，而是沉重的，铁制的，极有杀伤力。

格萨尔这个故事像一棵生机勃勃的大
树一样，还在不断地生长。在藏族人心里，
有这样一个来自于世俗的，来自于自己真实
历史的英雄，成为了他们内心的一个支撑。

格萨尔王故事背后 隐藏着汉藏友好

阿来著作《格萨尔王》。 阿来为大家讲述格萨尔王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