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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藏学研究现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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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凉山藏学会自 年成立以来
,

一直以研究和传播藏族文化为 己任
。

学会持续开展藏学研究
,

办好一刊

一会一节
。

从凉山藏学研究现状
、

存在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角度
,

探讨符合国情的藏学研究之路
。

【关键词 】藏学 文化多样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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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凉山州位于川西南横断山区东南缘川西高原

南麓
。

东接四川盆地
,

西跨横断山系与甘孜藏族 自

治州接壤
。

南与云南省的丽江毗邻
,

境内最高峰为

位于木里县的恰朗多吉峰 米
。

最低海拔为雷

波县东部金沙江河谷出口
,

海拔约 米
。

全境海

拔高差 多米
,

立体气候显著①
。

凉山州历史悠

久
,

文化底蕴深厚
。

早在公元前 年即汉武帝元

鼎六年
,

就曾在此地建立
“

越 篙郡
” 。

之后历经蜀

汉
、

唐
、

元等朝代更迭
,

明朝称建昌卫
,

清朝改宁远

府
。

居住在凉山州内的藏族
,

人 口约七万
,

分布在

七个县市
,

使用七种藏语次方言
。

换言之
,

凉山藏

族有七个支系
。

主要分布在木里县
、

盐源县
、

西昌

市
、

冕宁县
、

昭觉县
、

越西县
、

甘洛县等地
,

其它县有

少量散居
「 。

自称
“

尔苏
”

的藏族支系居住在甘洛

县
、

越西县
、

九龙县的呷尔坝等地
。 “

尔苏
”

是白人的

意思
,

表示尔苏藏族 尚白
,

尔苏支系的藏族人 口

余
。

自称
“

多续
”

的藏族支系居住在冕宁县东

部
,

人 口 余
。

自称
“

里汝
”

的藏族支系分布在冕

宁县
、

木里县和九龙县
,

人 口约
。

藏族纳木依

支系居住在冕宁县
、

木里县
、

西昌市和九龙县
,

人 口

一万余
。

旭米藏族过去叫史兴藏族
,

居住在木里县

水洛河沿岸
,

人 口 余
。

此外
,

在木里县还有普

米藏族和噶米藏族 余
。

据凉山州统计局

年底统计公告
,

凉山州有藏族同胞 人
。

凉山州地处藏彝走廊东部边缘
,

属于藏族和汉

族
、

彝族人民杂散居的地区
。

藏族总体上处于散居

状态
,

在局部村庄聚族而居
,

处于聚居状态
。

所以

形成孤岛
,

文化保留古朴原始
。

研究凉山州藏学研

究的情况对指导其他杂散居藏区的藏学研究有重

要意义
。

而凉山州的藏学研究工作主要由凉山藏

学会承担
,

所有的藏学研究工作都可以纳人藏学会

的研究工作范围内
,

因此
,

对
“

凉山藏学研究
”

的研

究
,

实际上就成为对凉山藏学会工作的剖析研究
。

二
、

凉山藏学会工作调查

凉山藏学会是从事川西南藏区和毗邻地区藏

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

学会章程明确规定 学

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

在小平理

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指导下
,

坚持科学发展

观
,

遵循党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
,

开展学术

活动
,

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

为实现富民强州
,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目标服务②
。

凉山藏学会

依托各级各类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科

学研究
,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

依靠西昌学院专家和

教授
,

发挥高校的研究优势
。

广开研究思路
、

广纳

研究人才
,

吸纳了部分国内外专家学者
,

开展包括

语言学
、

文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
、

宗教学
、

历史学
、

民

族体育
、

文化艺术和政治
、

经济
、

考古等方面 的研

究
。

学会由 年成立之初的 余人发展壮大到

现在的 四五百人
。

学会机构 由当初仅有的一个办

公室
,

发展到现在的基金会
、

办公室
、

期刊编辑部等

三个机构
。

开展活动由原来的集中活动发展到现

在分木里盐源
、

西昌
,

冕宁
、

甘洛越西
,

昭觉喜德等

三个片区开展活动
。

凉山藏学会的研究队伍有高校教授为主体的

研究队伍
、

有来 自基层的本土文化传承人
、

还有藏

传佛教界高僧大德
。

此外
,

学会广纳贤才
,

聘请了

一部分学有专长的喜欢研究藏文化的汉族
、

彝族等

其他兄弟民族的专家学者来研究藏学
。

这批异族

专家学者在凉山藏学会担当重任
,

引领学术研究
,

成为藏学研究的带头羊
。

他们是当前杂散居地区

藏学研究的生力军
。

凉山藏学会还获得了各藏区

的学者的关心和支持
。

凉山藏学会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民间社团组织
,

以
“

服从党的领导
,

协助政府工作
”

为宗旨
,

挖掘
、

整

理
、

研究
、

传承和发展凉山藏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
,

收稿日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古涛 一 ,

女
,

四川甘洛人
,

讲师
,

研究方向 民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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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进民族团结
、

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
,

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研究工作
。

按照民间社团管理规定
,

凉山藏学会和各县市藏学会没有隶属关系
。

不存

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

但是依托凉山藏学会在藏

学研究方面的人才优势
,

学会适时派人到甘洛
、

越

西
、

冕宁等地参加藏学研究活动和民俗活动
,

观摩

和指导藏学研究工作
。

学会还应邀到雅安市和甘

孜州的部分县份参加藏学研究活动和藏族民俗活

动
,

采集田野资料
,

撰写报道文章
,

发表述评
。

凉山藏学会倡导
“

三个一
”

活动
,

即
“

一节
、

一

会
、

一刊
” 。

一节是藏族人民非常重视的传统节 日

藏历新年
。

十多年来
,

学会坚持举办藏历新年团拜

会
。

每年团拜会前
,

要总结一年一度的研究工作
,

提出下一年度的计划和要求
。

团拜会前要召开学

术研讨会
,

开展学术交流
、

指导学会成员撰写论文
,

探讨研究思路及研究方向和方法等
。

指导会员研

究藏族文化
,

做好杂散居藏民族文化的保护
、

挖掘
、

抢救
、

整理和研究工作
,

为宣传凉山藏族独具特色

的历史文化
、

弘扬藏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

维护团

结稳定
、

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做贡献
。

每年的新年团

拜会
,

学会给每位与会会员同胞发送当年的 《凉山

藏学研究 》
。

给全体藏族同胞拜年
,

举行藏族传统

的迎新年仪式
。

在团拜会上
,

学会领导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和时事政治 教育部族遵纪守法
、

安居乐业

教育族人与兄弟民族和平共处
,

实现
“

共同团结奋

斗
,

共同繁荣发展
” 。

这样的团拜会
,

富含藏族人民

喜闻乐见的节 日文化元素
,

所以
,

藏族同胞都穿上

节 日的盛装积极参加
,

有效增进了藏族同胞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
。

凉山藏学会组织和鼓励会员撰写理论文章
,

积

极努力办好会刊
,

力求内容丰富
、

栏 目精彩
。

年发表的两篇理论及学术文章分别荣获凉山州第

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三等奖和优

秀奖
,

集体撰写的反映改革开放 年的 《党的民族

宗教工作业绩辉煌一凉山州内藏区的见证 》一文被

《凉山社会科学 》刊用
。

学会成员撰写的研究文章

也多次获凉山州哲学社会科学奖项
。

会员撰写的

学术著作曾经获得了第十三届凉山州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一等奖
。

三
、

凉山藏学研究 》调查

每个民族都有鲜明的 自身文化特点
。

要认识

一个民族
,

首先要了解该民族的文化 要对一个民

族进行研究
,

核心是对该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 一

个民族的传承和延续就是该民族的文化在传承和

延续
。

《凉山藏学研究 》是经过凉山州文化局新闻出

版部门批准
、

由凉山藏学会主办的专门研究凉山及

周边地区藏族文化的内部刊物
。

刊物始终坚持科

学发展观
,

努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

重视
“

藏地边缘

地区
”

的杂散居藏族文化的研究
,

主要刊布学会成

员 的研究文章
。

刊布藏学研究的 田野笔记
、

调查报

告
、

内部资料
、

学术专著
、

学术论文
。

《凉山藏学研

究 》每年出版一期
,

自 年创刊以来
,

已经内部发

行 期
,

总计 多万字
。

《凉山藏学研究 》立足于

本地区藏族文化的研究
,

兼与卫藏
、

安多藏区的文

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
,

探索藏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

方法
。

为了探索 《凉山藏学研究 》刊物发展成熟的轨

道
,

总结学会成长和刊物逐步成熟的轨迹
,

我们研

究 了十余期 《凉山藏学研究 》的组稿情况
,

择要如

下
。

年
,

《凉山藏学研究 》出版了第一期
。

第一

期共 个页码
,

篇文章
,

约 万字
。

其中
,

学术性

文章 篇
、

新闻时政 篇
、

藏医药 篇
、

其余 篇属于

介绍藏文化的短文
。

学术文章约 占
。

第一期

至第四期基本保持不变
,

出版版型较小
,

没有分栏

目
,

只是把收集的稿件随意编排
,

不规范
。

前四期

中
,

年出版第三期
“

年刊
”

和第四期关于木里县

建县五十周年庆的
“

专刊
”

共两期
。

年从第五

期开始
,

严格遵守一年一期的年刊规则
,

刊物质量

逐年得到提高
。

表现为刊物的篇幅稳定在七八十

个页码
,

余万字 有了比较合理的栏 目编排
,

学术

文章的比重逐年增加
。

《凉山藏学研究 》第五期
,

总篇幅达到 个页

码
,

合计 万字
。

编排了民族理论
、

民族历史
、

文化

艺术
、

藏传佛教
、

藏医药
、

历史人物
、

藏学知识简介
、

藏学研究工作动态等十一个栏 目
。

该期 《凉山藏学

研究 》共收人 篇文章
,

其中有理论文章 篇
、

人

物介绍 篇
、

工作动态 篇
、

介绍藏传佛教文化的短

文 篇
。

学术文章的比重提高到
,

学术性文章

的比例提高的同时
,

学术文章的质量也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
。

部分高校教师作者撰写的研究文章
,

开始

注意文章格式
,

标注参考文献和注释
。

第五期以

后
,

刊物的篇幅和版式都得到相对的 固定
,

栏 目基

本稳定
。

可见
,

《凉山藏学研究 》从第五期开始逐渐

趋于成熟
。

《凉山藏学研究 》十三期
,

年底出版
。

篇幅

基本维持不变
,

个页码
,

共 个栏 目
,

约 万

字
。

篇文章中有 篇学术性文章
,

人物介绍

篇
、

工作动态 篇
。

这一期稿子
,

有一篇研究木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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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经济的长篇文章
,

约 万字
,

占去 了较大篇

幅
,

所以用稿量下降
,

但是刊物的总篇幅仍然维持

在 万字左右
。

该期刊物还刊布了青海省某省部

级领导的藏区研究文章
。

此外
,

我们调查了正在出版社排版印刷的第十

四期 《凉山藏学研究 》
,

这期刊物是 年年刊
。

该

期篇幅约 万字
,

编辑注重文章质量的同时
,

讲究

刊物质量
,

注重文章格式
,

要求文献著录规范
。

我

们发现
,

刊物创刊至今
,

正在走过由幼稚到成熟的

道路
。

《凉山藏学研究 》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培养了

一批藏学研究人才和 刊物编辑工作人员
。

现在刊

物的编辑们业务水平相对得到提高
,

开始学习了解

学术文章的格式要求
,

开始学习著录参考文献和注

释的正确方法
,

开始讲究刊物规格的和栏 目的稳定

等
。

根据 《凉山藏学会章程 》之规定
,

凉山藏学会对

前九期 《凉山藏学研究 》
,

择优选取了部分研究文

章
,

约 万字
,

分上
、

下辑集辑出版
。

预计 年

继续编辑出版第三辑
。

四
、

凉山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凉山藏学会是凉山州社科联和凉山州民政局

领导下的非官方的民间群众性研究社团
。

研究工

作的经费短缺
,

研究队伍专业素质不高
。

研究层次

不高
,

办刊水平低下是凉山藏学研究现状和时弊
。

凉山藏学会是松散型结构的民间社团
,

虽然有学会

章程
,

但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力
,

也没有实际的经济

利益挂钩
,

学会只能动员和鼓励会员积极研究
,

不

可能下硬指标和硬任务
,

不可能搞摊派
,

工作全凭

学会成员个体自觉
。

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
,

导致了

藏学研究工作有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工作有

部署却无法落实 有安排却无法检查
。

有人戏称学

会工作是
“

开会雨声大
,

会后雨点小
。 ”

学会领导班

子机构臃肿
,

人多不干事
。

现有副会长十多人
,

名

单一长串
。

有些副会长
,

长期不打照面
,

不参加学

会活动
,

不写研究文章
。

有些理事
,

有名无实
,

从来

不理事
。

这是导致藏学研究工作质量不高的第一

个瓶颈
。

杂散居藏族文化是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支瑰宝
。

要抢救和研究

杂散居藏文化
,

需要有经费支撑
,

需要政府文化部

门立项拨款
。

目前
,

凉山藏学会不像凉山彝学会有

固定的拨款渠道
。

凉山州没有藏文化的专题研究

经费
。

凉山藏学会研究经费短缺
,

就连出版年刊也

要到处化缘
。

没有资金渠道
,

没有办公地点
,

没有

研究经费和优惠政策的倾斜
,

是当前藏学研究的第

二个瓶颈
。

保护和抢救杂散区藏族文化
,

是国家非物资

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

抢救和保护

濒危文化
,

首先要抢救和保护文化传承人
,

这是大

家的共识
。

就我们所知
,

在汉源
、

石棉等汉族地区

的民族县份
,

早已落实了国家的方针政策
。

石棉县

的县级文化传承人年补助三千元生活费
,

省级文化

传承人年补助四千元
。

笔者也听到一些高层学者

讲
,

四川省也会在凉山州等民族地区推行
“

给文化

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
”

的政策
。

可是
,

盼去盼来
,

手

艺人在一天天地老去
,

传承人的人数一天天地在减

少
,

传承人的甄别和保护的工作进展缓慢
,

特别是

民间信仰传承人
,

没有列人文化传承人的序列
。

众

所周知
,

民间信仰活动
,

是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根

基
,

以沙巴和帕子为代表的传承人的口诵经是民族

文化的载体
。

我们认为
,

应该把传承人的 口诵经列

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

这是地方文化部门

应该积极争取的事
,

也是藏学会需要积极筹划和促

进的工作
。

目前
,

只能眼看着藏文化濒危而扼腕
。

政策不到位
,

这是藏学研究水平不高的第三个瓶

颈
。

《凉山藏学研究 》的论文质量不高
。

不少文稿

写作不规范
,

不讲究格式
,

不考虑参考文献和注释

文法不通
,

文字生涩
,

句法不畅 有些文章根本就不

属于研究文章
,

充其量属于一些刊物的文摘 人物

介绍太多
,

时政文章比例偏高
。

论文稿件质量不高

固然是原因之一
,

编辑和审稿对稿件要求不明了
,

业务不精
,

是期刊质量不高的第四个瓶颈
。

有些研究人员
,

不重视当地多元文化的相互

涵化情况
,

不考虑当地藏文化擅变的实际情况
,

盲

目提倡大而全
,

言必称
“

西藏
” 。

但是
,

由于语言等

原因
,

杂散居藏族同胞对藏区腹心地带的藏文化知

之甚少
,

言之无物
,

虽有一腔朴实的民族感情
,

却写

不出高水平的研究文章
。

何况
,

腹心地区的藏文化

早有人研究整理
,

已经规范化
、

经典化
。

现在著名

的藏学家都在研究藏地边缘地区文化涵化与文化

认同的问题
。

③另一方面
,

一部分研究人员
,

没有站

在应有的高度来研究藏学
。

表现在不从区域大局

看问题
,

只强调本地区
、

本支系的文化特色
。

研究

藏地边缘地区的藏学没有和大范围聚居区的藏学

相联系
,

看问题不全面
、

不准确
,

犹如盲人摸象
。

这

两种思维都没考虑文化擅变与文化认同
,

不是我们

要提倡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指导思想出现偏

差
,

不脚踏实地
,

贪大求全
,

这是杂散居藏学研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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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低下的第五个瓶颈
。

杂散居藏区的藏学研究工作
,

没有建立完善

的档案管理系统
。

研究文章没有收集归档
,

资料零

散
,

比如
,

笔者这次研究 《凉山藏学研究 》的发展轨

迹
,

调查发现
,

凉山藏学会出版的 《凉山藏学研究 》
,

从第一期到第十三期
,

几乎没有人全部收集珍藏
。

因为没有办公地点
,

中国藏研中心赠送的一大批书

刊也没有办法陈列供大家阅读检索
。

没有档案
,

研

究成果零散
,

资料不成系统
,

研究工作漫无 目标
。

这是研究水平低下的又一个瓶颈
。

五
、

凉山藏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学会要继续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活动
。

学术研究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
,

没有学术研讨活

动
,

学会就没有生机
。

凉山藏学会发挥地域优势和

人才优势
,

办好学术研讨会
。

邀请民间人士来西昌

参加研讨班
,

开展时政宣传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

科研方法培训
、

学术动态介绍等
。

实践证明
,

以会

代训是民间学会提高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的有效

途径
。

开展以会代训
、

观摩指导等方式开展藏学研

究辅导
,

是凉山藏学研究卓有成效的经验之一
。

凉山藏学会积极参加各地民间开展的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
。

通过现场观摩和调研
,

收集第一手

资料
,

撰写研究文章
。

从杂散居藏族民俗活动的表

层文化挖掘藏文化的深刻内涵
,

寻找杂散居藏文化

与腹心地区藏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

力求保证研究

文章有新材料
、

新方法
、

新观点
,

促进文章质量的提

升
。

这是杂散居藏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

是值得所有杂散居藏学研究工作仿效的经验之二
。

藏族文化研究工作刻不容缓
,

包括 口头文学
、

节 日文化
、

服饰文化
、

饮食文化
、

劳动文化
、

狩猎文

化
、

宗教文化
、

婚庆文化等
。 『
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

化
、

一体化的今天
,

在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冲击

下
,

藏族文化也和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一样濒危
,

亚

待我们去抢救和保护
、

开发和利用
、

发展和传承④
。

没有杂散居地区藏文化的挖掘研究与传承
,

就没有

杂散居藏族同胞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

同
。

就没有藏民族的文化 自觉
。

没有文化 自觉
,

就

不可能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

凉山藏区的长治久安
,

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力
,

也得益于凉山藏学

会的不懈努力
。

从凉山藏学会十余年的活动经验

来看
,

以藏学会为主体
,

以团拜会为平台
,

开展学术

研究和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

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

研究方法和学会工作方法
。

有利于藏区政治稳定
、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这是学会工作经验之三
。

六
、

结语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灿烂多姿的一个部

分
。

藏文化的抢救整理与研究是研究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

笔者以凉山藏学会和学会主办的

《凉山藏学研究 》为研究个案
,

对杂散居藏族地区的

藏文化研究现状做了初步的探索
,

提出笔者见解
,

供学界同仁参考
。

藏学研究包括民族的
、

历史的
、

语言文学的
、

教育的
、

社会的
、

政治的
、

经济的
、

医药的
、

文化的
、

宗教和考古的等学科
。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 「

藏学研究不仅要研究藏民族 自己的文化
,

还

要研究同一区域 内与藏民族长期和谐共居的其他

民族的文化以及诸多文化涵化的多元文化现象
。

藏学研究要积极搭建活动平台
,

广开门路
、

广

纳人才
,

充分发挥离退体干部职工的余热
,

借力于

兄弟民族专家学者的研究实力和研究条件
,

发挥他

们的长处
,

开展积极有效的科学研究
。

藏学研究要解放思想
,

拓展思路
。

要遵循学

会章程明确规定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在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
,

遵守公民纪律的

条件下
,

充分尊重个性研究
,

充分发挥每个藏学研

究者的主观能动性
,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依靠自己

的研究条件
,

开展积极的科学研究
。

传承和彰显藏

民族文化
,

服务于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

藏学研究学会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培

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
,

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

特

别要注意培养一批足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业余编辑

队伍和学风严谨科学求实的藏学研究团队
。

《凉山藏学研究 》虽然是内部发行刊物
,

但是

有一定的知名度和阅读圈
。

是不可多得的 田野调

查资料集
。

有较高的可资利用的资料价值
,

但是刊

物的学术性还 比较差
。

需要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

提

高可读性
。

编者要树立远大目标
,

争取把刊物办成

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杂散区藏学研究和杂散区藏学

推介的杂志
。

力争在若干年内申报公开发行
。

呼 吁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扶持
。

杂散地区藏

文化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
,

才刚刚开始
,

无论是

在经济上还是在政策上
,

都需要加 以足够的重

视
。

需要适当的研究经费的投人和政策支持
。

凉

山州范围内
,

藏文化不是强势文化
,

所 以
,

政府在

项 目立项和经费安排上
,

都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

视
。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对藏学研究给予足够的关

注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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