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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
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
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
，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
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
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
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
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
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
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
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
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
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①
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劫人之于
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
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
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
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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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章由源及流——西藏地域文化概说1.西藏高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景平均海拔高程在4000米
以上的青藏高原，突兀于北半球中纬度亚洲大陆南部，祖国的西南端。西藏自治区座落在青藏高原的
主体部位。茫茫世界之野中的这片棕色高地，以其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年代最新被称之为“世界第
一高原”，或把世界喻为一座屋宇而称之为“世界屋脊”，或以其高极与南北极相并列称之为“地球
第三极”。总而言之作为世界高地它是之最的极致。　　在色块拼成的地图和立体的模拟图示上，可
以领略到大高原风格的独立特行——北端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4000米的落差，急降到海
拔约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东面的岷山－邛崃山－大雪山，与海拔300－400米的四川盆地
，高差达3000多米；而南缘的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则在6000米以上，遥遥地俯视着海拔仅只50米的
印度恒河平原。　　青藏高原生成因果的奥秘已被科学界所揭示。遍布于高原地表的海底生物化石印
证着这里曾经历过亿万年前的原始海洋。距今大约3000万年前，由于印度洋的海底扩张驾驭着印度板
块向北漂移，与亚洲板块相撞，青藏高原方始由北向南脱海成陆。地质专家们说，雅鲁藏布江就是这
两块大陆的缝合带。许多人不远万里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来到西藏，说是为了看一看作为陆地板块缝合
线的雅鲁藏布江，看一看江边的蛇绿岩。西藏这地方已成为现代地质学中大陆板块说、大陆漂移说的
地质史教科书。　　迄今，高原面上还残留着原始海洋、板块碰撞、高原隆升的痕迹——石化了的各
种贝类、菊石、放射虫；蛇绿岩是海洋的残片，它曾生成于深海洋底，而今暴露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
光天化日下。　　深山雪谷中的羊卓雍湖，曾与雅鲁藏布江相通连，青藏高原不均衡的隆升分割了它
们。现在，海拔4410米的羊湖已成为内陆湖，它高高在上，与山下的雅鲁藏布江落差达850米。　　遍
布于漠野大荒的热田、温泉，是来自大地深处年轻的岩浆活动，显示了高原内部至今仍然极为活跃的
地质运动。　　在许多地方，河流切割数以千米计，地层出露自距今二十几亿年的元古代直到当下第
四纪全新世作垂直呈现。　　大自然赋予青藏高原以奇特的地貌和壮丽的风光。构成高原地貌骨架的
是一系列巨大山脉。东西走向的山系自南而北为喜马拉雅、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喀喇昆仑－唐古拉
、昆仑山；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由东而西是宁静山脉、他念他翁山脉和伯舒拉岭。这些雄伟的山系
使年轻的大陆倍添风采久享盛名。　　是千山之巅，也是万水之源。源于亘古冰川奔流而下的雅鲁藏
布、怒江、金沙江、澜沧江、沱沱河等著名江河，纷纷注入恒河、布拉马特普拉河、长江、黄河、印
度洋和太平洋，它们都曾参与了沿途各流域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史。　　除了高山大川，西藏还拥有
众多的神奇美丽的微地貌。湖泊、冰川、土林，垂直分布的气候带和植物带。海拔7700米的南迦巴瓦
峰，自下而上依次为：热带雨林、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灌丛、高山草甸、雪峰。它把山
地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北半球一应气候带的植被类型都集大成于一身。　　高寒地
带的崇山峻岭，参差峰巅穿越雪线，终年冰铠雪甲披挂。它们映衬在清纯无比的蓝天背景中，在灿烂
的阳光下光采照人。西藏人历来把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称作“岗坚”和“岗迥”，那意思就是“雪山
之乡”——“雪域”。　　雪域西藏，地广人稀，大到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200多万人生存其
上。由于西藏境内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也姿态万千。文化构成了地理环境发展
的最后环境。　　在西藏东部，纵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脉在边缘处一个大回环，一列列南北走向的山
系横贯藏东，崔嵬大山之间是深邃的三江峡谷。在昌都一带，著名的三大江与著名的三大山相间并列
蔚为奇观。从西向东依次为伯舒拉岭、怒江；他念他翁山、澜沧江；芒康山、金沙江。惊心动魄的地
貌造就了豪放的康巴性格。身材高大的康巴人脉管里涌流着大江大河般桀傲不驯的血。这个具有经商
传统的人群足迹遍及全藏、汉地和国外。藏地人在享用着康巴人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不免对其敬
畏有加。由其禀性中的激情生发，金沙江畔林立的狭长布条的经幡风马构成的巨幅软雕塑气势宏大；
数以亿万计的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成为大地艺术震撼人心。　　平均海拔高达5000米、面积广为60万平
方公里的藏北高原，荒漠、半荒漠的砾石戈壁奢侈地占据着此地，气候寒冷，草场贫瘠，宽而有力的
西风带一年有半地经过，自然灾害频繁。藏北牧民勉力于生存之争，是沉默厚道的一群，在殷切的神
山崇拜和格萨尔英雄传唱中获取精神的平衡与慰安。有人把藏北牧业文化形象地称之为“牦牛文化”
。　　西藏腹心地区的拉萨日喀则一带，为一江两河的拉萨河、年楚河、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气候
宜人，比较富庶。城市乡村密集，寺院庄园也很集中。自吐蕃以来的千数年间便成为西藏政治、宗教
、经济、文化中心。作为藏区传统文化的主体，向来是藏区的礼仪之邦，语言中敬语很多，习俗严整
规范，在过去的时代里尊卑贵贱有序。与“牦牛文化”相对应，有人把农业文化称之为“青稞文化”
。　　青藏高原南部边缘地带的喜马拉雅山麓两侧，是门巴族、珞巴族、登人、夏尔巴人聚居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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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部落中，直到前不久还保留着村公社的残余，原始末期的家长奴隶制。崇信万物有灵，并保存着
繁屑的祭拜仪式。西藏人历来把这里看作“佛法不到的蛮荒之地”，曾作为苦役犯的流放地。其实此
地受惠于印度洋温暖湿润的季风，山青水秀，是藏区独具秀丽风格的风景区。它的文化也有别于腹地
藏文化而自成体系，国际学术界称它为“喜马拉雅文化”。　　遥远的西部阿里高原，辽阔而壮美。
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山之巅、水之源。著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在此发端，
纠集成结，再逸向东北东南；源于冈底斯和喜马拉雅的四条大河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分
别向西北、西南和东南方向流入印度、尼泊尔，成为印度河、萨特累季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支
流哥格拉河的上游，最终汇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尤其是，这里曾作为一座大陆桥，纵横交错着古代
文化走廊。历史阿里由此一度再度领有了古代西藏的辉煌而后衰落：先于吐蕃繁盛的象雄仅仅留下了
一些土质的洞穴，而千年前崛起的古格王朝似乎就毁灭于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迄今有关象雄－古
格的历史文化之谜依然是个诱惑。当代阿里的生活娱乐和衣饰妆扮中，浓郁古风袭人。　　这种自然
与人文相吻合的地理分布，差不多均匀地占据着青藏高原的东西南北中。它所蔚成的五大自然板块与
五大文化板块交相重叠之奇观，形成了藏文化内涵丰富的多元一体格局，使西藏同时秉有了自然与人
文的双重魅力。　　2.高地的文化地理与文明进程史前西藏并非一般人所主观以为的那样封闭，由于
考古工作进行较晚且程度有限，远古时代才变得迷离恍惚。通过国内考古学者几十年尤其近些年来的
努力，发掘出相当一批史前文化遗存，一度失落的链环正在拼接，预想未来可能大致恢复明晰一个西
藏高原文化源头的面貌。[注1]　　史前时期通常意指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时代，是与以文献记载历史
的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可以包括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
但由于历史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史前期的下限就未必一致。例如西藏的史前阶段的下限就未有
公认的权威界定，在此取一个尚待斟酌的倾向说法：西藏的史前时期大致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和“早期金属时代”，其下限约迄于吐蕃王朝崛起之前的公元五、六世纪。亦即西藏文字出现之前
。　　由于西藏高原地处亚洲大陆的腹心地带，正好是中亚沙漠草原和西亚山地河谷与南亚热带平原
及东亚山地平原的交汇之处，使得西藏高原的远古文明从它的发端处就置身于亚洲古老文明的包围之
中：西面是历史悠久的西亚河谷文明；北方是强悍的中亚草原游牧文化；东面是源远流长的黄河、长
江文明；南邻则是植根于热带沃土的印度古老文明。因而从文化地理上来说，西藏是亚洲古文明的荟
萃之所。交流、传播并集散发生于史前文化的旧石器时代，而且在其后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
对此仅有考古资料为证。　　目前所知西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文化大约出现在距今数万年的更新世末期
——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高原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已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地点八
处。由于石器标本均为地表采集，缺乏相应的地层关系，只能以石器工艺技术和地质地貌学分析为依
据，推测它们属距今五万年至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它们的文化面貌具有整个亚洲旧石器工业传
统的基本特征，与华北地区同期文化遗物较为相似，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特征。研究表明，这一
时期与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主要应为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
同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遗存已经考古发掘的有距今5000多年至4000多年的昌都卡若遗址、距
今3500－400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卡若文化当属那一时期高原东部以农为主，兼有畜养，狩猎占有重
要地位的区域性经济文化类型；曲贡文化则属于已具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兼有狩猎的经
济文化类型，并已开始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此外，见于这一时期的“林芝文化类型”由于其生态环
境不同，文化面貌不同，虽大约与卡若遗存的年代相当，但属有别于卡若和曲贡文化的另一种地域性
文化类型，是藏东南地区的史前山地农业文化。还有一种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所谓藏西北文化类型，代
表着距今7500－5000年前的西藏西部及北部的以狩猎经济为主体的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这
四种文化类型，大致代表了目前所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分布、不同时期阶段、不同生态环境
和不同经济基础的原始文化。与周邻地区的川西、滇北、甘青及南亚次大陆克什米尔等地的同期文化
相比较，学者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源于或经由西藏高原的文化交流的规模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广泛，那
些石器、陶器、骨器体现着相互交流和交互影响，诉说着尘封已久的那一段史前史中的人类生活。　
　进入早期金属时代的标志是原始岩画。显而易见，它们是由金属器具凿刻而成。属于这一时期的文
化遗存还包括发现于藏北、藏西地区的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分布于藏南、藏东和雅鲁藏布江中游等地
区的早期石室墓。西藏高原的青铜时代面目不清，学者们只好暂以“早期金属时代”为新石器时代之
后至吐蕃时代之前的最后一段史前史断代。　　从原始岩画这儿，开始了对于本书命题的有意味的叙
述。因为石器时代的遗物更多地体现着它的物质性，岩画却可以形象地经由具象的原始人之手，传达
彼时彼地先民们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描画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各类生灵图像和现今已成“之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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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抽象符号。　　也只是在近年间的考古调查过程中，对于各地裸露于旷野岩壁三几千年的岩画才
告发现，公之于世。它们相对密集地存在于北部、西部高原牧区人迹罕至处，在藏南、藏东以农耕为
主的地区也有发现。岩画的制作方法多为凿刻法、敲琢法及磨刻法，内容题材多以争战、狩猎、神灵
崇拜及动物为主。表现了这一时期在高原西北部活跃着一支以狩猎业和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原始土
著文化，他们的狩猎场面，他们的放牧生涯，他们的部落迁徙，他们所拥有的金属武器和工具，大约
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军事征战能力吧。尤为重要的是，早期岩画中还出现了一些太阳的形象，姿态怪
异、亦人亦兽或饰有羽毛的形象，应该与西部早期原始本教的神灵崇拜有关。　　万物皆有生命、万
物皆有灵魂的原始思维曾经长久地笼罩着这片雪域大地，构成了原始崇拜和早期本教的认识论基础。
早期本教以祷神伏魔、为人禳病、荐亡为业。本教的黄金时代闪耀在象雄王国鼎盛时期。古象雄的疆
域曾横穿整个藏北高原，从横断山脉北侧直延伸到阿里高原。它的时间自公元八世纪一直伸展到上限
不明的远古岁月。当佛教传入藏地，经历了长期激烈的佛本斗争后，衰败了的本教以特别的方式参与
了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改造。由此藏传佛教体系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或明或暗地存留着本教的痕迹。而
象雄文化的流泽深远，人们在今天的藏文、藏医、习俗、歌舞⋯⋯中仍可见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踪迹
。　　公元前后，以雄厚的农业文明为背景的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经历了兼并北方诸部落、土邦的
本土之战，一举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史无前例地改变了青藏高原的政治文
化格局，随后便开始了民族扩张史：作为马背上的孔武民族，其时的吐蕃王国具有称雄四海的雄心，
并果然一度扩张为雄踞中亚的庞大帝国。　　结论：由于西藏文字出现较晚，部落集团对于高原本土
统一较晚，生产模式因地理环境原因差距拉大等原因，其下限也晚于中原汉地等地区。随着雅砻部落
对西藏高原的统一（即使是形式上的），王陵的出现，及农业大规模的发展，西藏地区史前期宣告结
束。　　千万年雪风在平阔的高原面上经年累月地吹过，时光携走了全部的历史岁月，此前的先民、
部落、氏族、土邦，象史前的流水一样荡然无存。史前期结束，只留下一个单一民族。史前期结束，
但千万年间高原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流脉沿着历史的河床流贯古今。其间古道壅塞，河床已
改，沿途有新水源注入，流淌到现代。这方水土：源远流长的水和深厚凝重的土，深刻地影响着后来
人们的生存风格和思想风貌。　　3.弥满神佛文化色彩的高原土地　一则神话说，“绿松石有自己的
世系。绿松石的父亲是绿松石王唐普，母亲是玉郭。绿松石曾参加过一场战争：远古时代，天和地发
生了战争，铁和铜也发生了战争，岩石在天空翻飞，蓝松石岩也在天空飞旋，湖水翻转。经过战争之
后，神绿松石与天结成了盟友。在七层天绿松石之间也发生了战争，最后神绿松石战胜了‘念’绿松
石取得了胜利。”⋯⋯　　物活论、万物有灵的本土信仰精神伴随了整个先民时代。我们从古老传说
与数千年间的岩画中依稀可见。早期本教之“本”，据德国藏学家霍夫曼考证，来源于藏语动词“本
巴”，表示用拼作圣歌的咒语去交通神灵。按照古老的宇宙三分观念，高原诸神大致被分为天上神、
地面神和地下神。这一观念一直持续到吐蕃统一高原时。传说吐蕃前身的雅隆部落第一位首领即天神
之子下凡。其后七位首领（国王），都在其子１３岁能骑马射箭时逝去，沿天梯光绳返回天界。后来
，天神的形象渐渐暗淡，世间和地下神崇拜至今尚存。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佛
教从中原和印度两路传入，经过与土著的本教的长期斗争和相互渗透，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
。特色在于：信仰的是释迦牟尼的教义，但在某些神灵仪式方面，又吸收了本教内容形式，诸如在房
顶树经幡、煨桑烟等。概括藏传佛教特点，一是人民信仰普遍，二是政教合一，三是活佛转世，四是
密宗修持。千余年来，雪域大地笼罩着浓烈的宗教气氛。　　自公元九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经历了
三四百年的内乱时期，到了十三世纪的元代，当西藏的大门重新开启，人们举目四望，见周边国家的
佛教已经衰落而改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了。出于宗教文化方面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方面的需求，藏民族
明智地选择了归属祖国之路。那之后的时代，从元至明及清，乃至民国，七百多年的时间，是一部西
藏各僧侣集团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交往史。上层僧侣成为西藏的形象和代言人。千余年间，西藏高原兀
自沉醉于古旧的神佛梦幻之中。除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西藏朝向外部世界闭锁了门扉，不再接纳外
来之风。犹如世界的盲点，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至少西方世界还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犹如世界
的边缘，直到本世纪中叶，情形仍是这样的：在高原的上空，晴朗时神佛之光闪耀，阴霾时，则栉巫
风，沐巫雨。在当代，那些民间的神话虽然仍存在于乡野牧场，虽然在上了年岁的人们那里仍然信仰
弥笃，许多现象虽然在我们看来已濒于末流和末路，但较之其它民族和地区，仍然是普遍的和深入的
。　　高原大地太久的政教合一、神王统治时代自不必说。纷繁的教派和遍布的寺庙群自不必说。因
为人们对西藏的寺院宗教说过太多。　　只说民间宗教。它更贴近这片高寒土地。严格讲，神与佛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不仅因为佛祖释迦牟尼生前一向反对神灵和偶像崇拜，不仅因为在西藏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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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位的佛教对于民间神信仰的不以为然，不仅因为前者是本土的，后者是外来的。所以宗教上的学
院派们认为神灵崇拜是不足取的现世的急功近利，以至于我采访过的知识分子、乡间小活佛克珠就表
达了正统的观念：“善父栽树，恶父造神”。　　但一切理性的认识对于民间影响不大，人们仍可把
雪域大地称之为众神之邦。与人间社会并行不悖的是神灵世界的另一时空。神灵之多有如恒河沙数。
天地间神鬼攒动，层次分明，各司其职，不相统属，但为特定地域及特定人群互为所属。曾有一度，
我对这片土地上的诸神系列极感兴趣。根据我在拉萨、山南农区乡间的第一手采访资料，归纳成一个
目前尚存的不太完整的保护神体系。　　高层次保护神，即藏传佛教最大的两位护法神班丹拉姆和贡
布。据说由于他们是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宣誓护法的，所以生有三只眼。他们与马头明王、大威德金刚
之类外来的众护法不同的是，更多地带有本土性质——其实他们原是本土神，后被佛法收伏。他们与
乡间诸神的最大区别则是，他们是超世间神，不仅对人的今生，对来世都有作用。在一些地区的民间
信仰中，他们又一变而为乡土神。　　稍低些层次的，是“丹玛久尼”——十二丹玛女神，也是藏地
护法，一说为班丹拉姆的功能有所区别的十二位化身。　　土地神的含意宽泛而模糊。是地下神“鲁
”的一种，似乎两种性别都有。其称谓和形象在各地农村又有所不同。拉萨河谷一带称之为“鲁姆嘎
姆”——老迈女龙。是土地神，也是农业之神，谷物女神。其象征物为白色石头，一年到头在田野上
举行的岁时祭祀，都是为了取悦于她，以求得五谷丰登。　　真正属于本土的世间神大约要从“域拉
”——家乡神算起。当然域拉也可以由上述高位神灵来担任，但当其被认定为家乡神时，就乡土化了
。我所了解的域拉，很少有面目清晰、来历分明的，更多的是仅留下一空名。　　“赞”是一种直接
相关于人们生活的灵异。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神。大约应该归之为半人半鬼、半神半鬼，介于人（灵
魂）、鬼、神异、精灵之间为宜。他由具有一定能量的死人灵魂变化而来。那是因为他临死前或有深
仇未报，或有夙愿未偿，或有心事未了，或有恋世之结，总之灵魂的离去受到阻碍，成为游魂野鬼，
为害乡里，后经活佛高僧加持，成为当地保护神的。但人们敬奉他，大都是为不要给自己带来灾难罢
了。　　“赞”大多是僧人死后所变；“杰布”则大多为当地王死后所变。区别在于比前者温和，并
非厉鬼而已。　　“杰拉”是出生神。一座村庄中可以有若干出生神。在某一出生神辖区内出生者，
将来无论去往哪里，都应在约定俗成的日子里来此祭拜杰拉，或托人代祭。但出生神崇拜现象只在山
南某些地区存在，拉萨一带则少有发现。　　家神更小一些，只限于某一家族和家庭。由于饮食是家
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家神崇拜往往就体现于对灶神的敬奉和禁忌方面。蝎子是灶神的具象，
藏历新年要在厨房画上它的尊容；每年新打出的青稞要先敬灶神，搬迁新居前要向灶神敬酒供茶，并
说：我们给你盖了新宫殿，请你搬过去吧！　　更小的神在人身上。它是生命之灯，男右女左附于肩
头。为此，藏族人是不用肩膀负重的民族，以免生命之灯熄灭。另一说为，人的双肩各栖一神，为白
色善神和黑色恶神。一生的善恶分别累积于双肩。待到死后，地狱之王自会用一杆秤来称善恶，以便
决定让你投生为人还是下地狱受苦。　　出门在外要敬路神。在每一路口、山口的“路石”堆上抛一
颗石子，挂上布风马。马是路神的标志。　　在西藏多神的自然崇拜中，占有空间最广、影响面也最
广的是对于神山圣湖的朝拜活动。除了藏区共同崇拜的一批著名神山外，各地方，尤其是藏北各牧民
部落都就近选定了自己的神山。山神护佑人畜平安，并使它所保护的部落在天灾人祸中获胜。人格化
了的山神是活跃的族类。它们不仅有形象，有性别，还可以结婚，生儿育女，甚至还有婚外恋等古老
浪漫的故事。又分文神山，武神山，文武双全的神山。大神山还像牧主一样拥有牧场和神牛羊，有供
驱使的佣人牧奴等。神山也像人一样各有属相：属马或属羊之类。朝拜活动就是转山转湖，徒步甚至
是磕等身长头。这类活动其实是一种双向交流：朝圣者自身从中获得了功德和福祉；神山由于人的朝
拜而增加神性光彩。　　佛教在西藏之所以被称之为“藏传佛教”，意指佛教被西藏本土化。无论正
统的寺院宗教对本土诸神系列采取的态度多么清高，实际上是一种默许。更有甚者——我在一座正规
寺院发现了高僧率领众僧举行的“为大地聚脂”的民间活动。　　更有一批传达各种神谕的职业降神
者，至今在乡村牧区仍活跃。　　在相对静止的社会环境中，一种传之久远的传统就有可能不受扰动
地沿袭下来。这正如同自然界的情况，地理、气候环境的急剧变化造成了物种演化加剧，某些衰亡，
某些新生，某些变异。而在稳态环境中，古老物种存活至今。喜马拉雅山绉间，还有一些远古孓遗物
种像厥类植物生存其间；宁静的海底，海参的形状与两亿年前没有多大不同。　　西藏人臆想并架构
了一个庞大繁复的神灵系统，他们需要它的存在并相信了它的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就生活在魔幻世界
与现实世界之间。或许，对于一个地道的西藏人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神灵系统来参与生活，该会
感到不自由，不安全，不宁静。　　这是西藏新小说中带魔幻色彩的一支之所以得以产生的人文背景
。

Page 9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

Page 10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

精彩短评

1、正在读，本书大部头还是在解放后至90年代的西藏文学发展，对西藏古代文学和本地文学的介绍还
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少量的对原始文学和宗教的介绍，也是较为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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