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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仓央嘉措情歌/得以在民族民间中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就是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且技巧圆熟!通过

运用比兴取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突出事物特征!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渲染具体情景!创设出深邃的艺术境界$

描摹细腻情感!激发读者产生丰富联想$表达象征寄寓!突现歌诗的隽永含义$强化状物写景!烘托渲染整体气氛$

再现多种意象!激发读者审美创造"这使得.情歌/具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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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研究藏族文学#就不得不提到0仓央嘉措

情歌1!以下简称0情歌1"#不得不谈及0情歌1对整个

藏族文学的影响#虽然以于道泉)庄晶)王沂暖)萧蒂

岩)葛桑喇)刘希武等学者为代表#议定0情歌1中大

量的诗篇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

#同时也

有不少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不管怎样#就流传广

泛的0情歌1本身而言#不论是仓央嘉措个人所作#还

是不同创作者的合力而为#抑或是假托达赖之名所

作#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以民歌传唱形式在人

民大众中广泛流传而被保留下来的这种文化属性#

是所有研究者们一致认同的事实&一种文学样式能

否流传久远#其艺术生命力和艺术的承载力究竟有

多高#不是因某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也不是因某一

强制手段所能达到的#而是要依赖于该作品在艺术

表现内容和形式上自身的高度所决定&近年来#人

们对0情歌1的关注和研究#除了有因达赖本人的特

殊身份地位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原因之外#最根本的

原因还在于0情歌1在艺术表现力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一点上#0情歌1也正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一样#

承继和表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一种最具有原初生命

力的)最根本的艺术表现特征#即大量的比兴手法的

运用#这一艺术特色#正如0诗经1)0楚辞1)0汉乐府1

等文学作品一样#促进了0情歌1在藏语地区和世界

上很多地方流传&正是这一出色的艺术成就#使得

仓央嘉措及其0情歌1在藏族文学及藏族文学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

自0情歌1广为流传以来#不同的学者展开了深

入的研究#我国最早研究仓央嘉措情歌者#首推于道

泉教授#于老于
D*!)

年编译出0第六代达赖喇嘛仓

央嘉措情歌1一书#由藏文原文)汉译文)国际音标注

音!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标音"和英译文四部分组

成&于老之后#刘希武)曾缄)刘家驹)周良沛)王沂

暖等研究者接踵而至&改革开放后#研究0情歌1者

更是层出不穷#就研究的视域来说也大为拓宽#有对

情歌进行思想性和艺术性研究的#如降大任的0仓央

嘉措情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特色1)段宝林的0仓央

嘉措情歌的思想和艺术1)杨恩洪的0仓央嘉措情歌

艺术谈1等,有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加以研究的#如

于乃昌的0门巴族民间情歌与仓央嘉措1等,有结合

作者生平与艺术成就进行研究的#如王振华的0仓央

H!D



嘉措和他的情歌1)胡秉之的0仓央嘉措的情歌1等&

所有这些学者及其他们的论著#都极大地丰富了0情

歌1的研究成果#推动了0情歌1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

入&然而#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对0情

歌1具体艺术成就的探讨则显得不够深入#特别是对

比兴这种创作手法取得的艺术效果研究较少&在相

关文献中#0藏族文学史1在论及0情歌1的艺术成就

时#也只作了用比与比兴的诗歌举例#没有对其艺术

效果进行深入分析,相对而言#杨恩洪先生在0仓央

嘉措情歌艺术谈1中对情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较深

的研究#特别提出0情歌1中$巧施比兴%并分析这种

艺术成就所表达的效果#具有开拓的性质&但就其

研究情况看#个人认为杨先生的研究还可更深入一

步#对0情歌1比兴手法的艺术效果进行深入一些的

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0情歌1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

就#也更能明白0情歌1之所以广为流传的原因&因

此#本文仅从0情歌1的创作表现手法的角度#解析

0情歌1的艺术成就#探析0情歌1广为流传的原因&

比兴是诗歌创作艺术中两种传统的表现手法#

也是早期文学创作中最广泛的表现手法#在中国传

统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仅在汉语言文学作

品中大量出现#而且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也在其他

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得到了体现#0情歌1也正是

运用这一表现手法进行创作的优秀代表作品&关于

比兴#前人论述颇丰#如刘勰说'$比者#附也,兴者#

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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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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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人刘熙载

论述比与兴的关系时#不仅指出它们不同的特点#也

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0诗序正义1云'/比与兴虽

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先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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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上述诸说#结合个人的理解#我们大

致可以作如下阐释'所谓$比%#就是以比喻)比拟等

为主要手段来描述诗歌的整体形象或主要部分#将

说理和抒情融为一体的一种创作手法&所谓$兴%#

就是借助外物对诗歌的整体形象或主要部分起寓

意)联想)象征)烘托气氛和起韵等作用的创作手法&

据此我们分析0情歌1在比兴手法上的运用之妙#就

不难看出#其技巧是圆熟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其内

容是广泛的&这些比兴手法在情歌中灵活运用#或

着眼于突出某一事物的特征#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

或反复烘托渲染#创设出优美意境,或体察细腻心

理#激发读者情思,或缘物寄情#或象征寄寓#其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是0情歌1得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因此#研究这一主题也就具有较大意义&

0仓央嘉措情歌1主要是以反映爱情为主题的歌

诗或者说有大量篇幅以写$情%为主&而为了表现这

一主题#作者就大量借用了比兴手法来完成对作品

的创作)完成对爱情主题的赞美&也有个别作品表

面上以表现爱情为主题#而实际上以比兴手法来表

达作者的理想及其对理想的追求态度#这在0情歌1

辑录作品中也是存在的&所以#分析0情歌1比兴创

作手法的艺术成就#对于我们加深对0情歌1在藏族

文学中的地位及影响的认识#也很有必要&深刻学

习0情歌1#我们可以发现0情歌1在运用比兴艺术手

法进行创作时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一
!

运用比兴突出事物特征#塑造鲜明艺术形

象

刘勰认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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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即认为

$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

感触的基础之上#一是要观察事物外在特征#二是要

感知事物内在的情感#从而完成审美意象的塑造&

因此#抓住事物特征#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文学

作品的主要表现方式#比和兴#都是要紧紧抓住两种

事物所共同具有的相似性特征#展开比喻)联想)象

征等手法#从而揭示出事物的特征#达到塑造鲜明艺

术形象的目的&这在0情歌1中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

现手法#为此#诗人抓住一个个鲜明特征的事物#为

我们塑造了多种艺术形象&例如诗人痛斥负情人的

一首诗'

!!

从小相爱的姑娘!

莫非是狼的后裔0

尽管相爱同居!

还想逃回山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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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此痛斥从小相爱的姑娘为狼的后裔#以

狼的冷漠无情相比其负心薄幸#抓住狼性无情的特

征#突出情人无情的本性#再现两者在同一特征上的

相似#从而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心猿意马)三心二意的

负心人形象#一方面对狼的无情特性观察入微#另一

方面对姑娘的负心又感触至深#从而把两个原本互

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其无情这一共同属性结合起来#

使两个形象异常鲜明#达到了极强的艺术感染效果&

再如'

!!

背后的凶恶龙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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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可怕$

前边的香甜苹果!

一定要摘到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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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以$香甜苹果%)$凶恶龙魔%来分别比喻

姑娘和形形色色的恶势力#把诗人那种爱憎分明的

情绪#刻划得淋漓尽致&关键在于诗人抓住$龙魔%

的凶恶特征#来比喻一切恶势力的$凶恶%本质#抓住

苹果的香艳特质来比喻年轻姑娘的诱人气质#两个

比喻#两相比较#诗人的爱憎就更加鲜明&联系诗人

生活的背景及其一生的遭遇来看#他表面上是康熙

皇帝承认的$法王%#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实权#只不过

是个傀儡,在生活上#又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与其

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相去甚远&这一切都使诗人愤懑

满怀#把这种愤懑凝聚于$凶恶龙魔%四字来倾泻#是

多么的贴切#而用$香甜苹果%来表达诗人对幸福与

自由的渴望#又是多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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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苹

果%与$龙魔%已经完全上升到了一种艺术的高度#形

成了两个鲜明的艺术形象#因而也就具有更强的艺

术感染力&再如'

!!

花开季节过了!

玉蜂可别悲伤$

和情人缘尽了!

我也并不悲伤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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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诗人用玉蜂比喻渴求爱情的男子#

用花朵比喻被追求的女子#而最为关键的则是#用季

节的流变来表示时间的迁移#同时比喻相恋的缘分

终尽&全诗既有比又有兴#在一种淡淡的惆怅中也

流露出一种恋爱的理性#由此更显男子对爱情追求

的高洁&这是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从而塑造了一个理性的青年男子形象&归结起来#

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抓住玉蜂对花的依恋和青年人

对爱情的依恋两者的相似性#从而塑造出一个完美

的青年形象#这就是比兴手法在此达到的艺术效果&

而另一首描写变心姑娘的诗#与这一首又形成

一种鲜明的对应'

!!

野马跑到山上!

可用绳索捉住$

情人一旦变心!

神力也捉拿不住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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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用野马的狂放不羁)难以驯服来比喻姑

娘的变心#但两相比较#野马尚且可以用套索捉住#

而姑娘的心却是难以捉住的#而且是用神力也无法

完成的#说明一旦情人变心是多么的可怕4 这就把

一个狠心)绝情的女子形象深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0情歌1中像这样抓住事物本质特征来塑造鲜明

艺术形象的诗篇是比较多的#如其二)其三)其五)其

十一)其三十五)其四十)其五十九等&

二
!

运用比兴渲染具体情景#创设深邃艺术境

界

古人论$兴%#有$触物起情%)$借物兴情%)$托物

寓情%等多种说法#但大多不能离开$物%的作用#这

个$物%#就指事物的形象#而这个$情%#则意指具体

的情景与情感#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就是作者努力

追求的艺术境界#所以#运用比兴#把事物与情景相

结合#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如0诗经1中的$昔我

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刘熙载举以

为例说'$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

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

*

!

+

HD清人陈廷焯在0白

雨斋词话1中说'$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

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

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55为一室之悲

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

*

+

+

!G+)这里的

$感%即指作品创设的艺术境界#其要求就是$深且

远%&0情歌1中大量抒发诗人浓烈情怀的诗作#正是

运用比兴#采用情景渲染和烘托的手法#从而创设出

深邃的意境#取得了$深且远%的完美的艺术效果&

如'

!!

天鹅爱上芦苇!

心想停留一会!

可那湖面冰封!

叫我气丧心灰1 %

!D(

页!第
*

首&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爱恋的双方比做$天鹅%和

$芦苇%#把阻挠破坏双方的势力比做$冰封%&这$冰

封%所指的人和物是不言而喻的#$湖面冰封%又烘托

出一种残酷的气氛#渲染出一种无情冷酷的场景#使

人万分沮丧)灰心失望&联系到诗人自身遭遇可知#

他的追求和理想与自身不可能摆脱的教义教规之间

就像爱恋的$天鹅%和$芦苇%与$冰封%之间一样#遭

遇到无情冷酷的破坏&作者通过这样生动贴切的比

喻#把诗人的思想感情更充分饱满地表现了出来&

王夫之在论述情与景的关系时说'$关情者景#

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

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

"

+

"

这就说明#情与景是相伴共生的#因为有此景才生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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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为有此情才会出现诗人笔下此景&哀也好#乐

也罢#都是诗人此时此刻眼前所见与心中所感的物

我共鸣&请看0情歌1中的这一首诗'

!!

芨芨草上的白霜!

还有寒风的使者!

当然就是它俩呀!

拆散了花朵和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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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情歌中#诗人用比的手法把姑娘比作花

朵#用蜂儿暗比男士#用花恋蜂)蜂恋花来比喻相爱

的男女#但是他们却在一个并不合时宜的季节)一个

寒风凛冽草结白霜的时候相恋#这就从自然环境险

恶的角度来宣告了他们之间相爱相处的难以久远#

这种眼前之景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可是#其中之情又

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由此渲染出来的情与景#为

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张力&这就犹如0诗经2蒹葭1中

所描述的一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情人虽然并不远#就在水的另一方#但两个

人要想走到一起#却也是$道阻且长%&$蜂儿%和$花

朵%#也就被$白霜%和$寒风%所驱散了&$白霜结

草%)$寒风为使%#烘托渲染出一种肃杀的气氛#一种

倍受摧残的无情阻隔#让多少恋人气丧心灰&

这种利用情景渲染#创设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意

境的艺术表现手法#达到了一种言虽尽而意无穷的

效果&这样的佳篇还有其八)其九)其三十八)其四

十一)其五十九等&

三
!

运用比兴描摹细腻情感#激发读者产生联

想

抒情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比兴是增强

诗歌艺术性和感染力必不可少的手法&沈德潜0说

诗晬语1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

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

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

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

动人之情#难矣&%

*

"

+

+(!说明运用比兴更能深刻表现

作者感情#更能打动读者&请看下面一首诗'

!!

去年长的小苗!

今年已成秸束$

少年骤然衰老!

身比南弓还弯#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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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诗人借用弯曲的南弓来比喻形容

少年逐渐变老而佝偻的身子#从而把对青春易老)韶

华易逝的一种惆怅细致地描摹出来#取得了$言浅情

深%的艺术效果#让人不仅对导致诗人年老身弯的原

因产生一番联想了&

杨慎0升庵诗话1卷十二0赋比兴1引李仲蒙曰'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

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

G

+

HH(

即是说比兴的主要依托手法前者为$索物托情%)后

者为$触物起情%#0情歌1中的很多诗篇#就极好地运

用这样的手法#运用比兴描摹出诗人的细腻情感#而

且可以将这种情感表现得更加细腻传神#让人产生

深层联想&请看诗人赞美意中人的一首诗'

!!

那个巧嘴鹦哥!

请你闭住口舌1

柳林的画眉阿姐!

要唱一曲动听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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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借物抒怀#索物托情#写出了对意中人的倾

心喜爱#在诗人的心里和眼里#意中人的一言一行)

一颦一笑都是那么动人#其他的一切人与事#都显得

那么多余甚至讨厌#所以转而因情生嗔#连巧嘴的鹦

哥也捎带被怪罪了&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怎不让

人心旌动摇#进而产生无限遐思4 再看下面一首'

!!

白色的桑耶雄鸡$

!

请不要过早啼叫!

我和幼年相好的情人!

心里话还没有谈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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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此触物起情#由雄鸡过早啼叫生发出的

联想起兴#把一个完全自然的现象上升到一种人为

高度#要让自然的动物完全具备人的理性特征#这本

身就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要求#但当我们了解了诗人

的心中愿望后#对这样一个无理要求#反而心生理解

和同情#原来是因为诗人和情人相会#有说不完的相

知话)诉不尽的相思情需要互相倾述啊4 只可惜时

间过得太快#刚说了一小段话#雄鸡就要啼唱了#怎

不让人心生烦恼4 再看诗人写相思难忘的一首诗'

!!

写出的黑黑小字!

水和雨滴冲散了$

没绘的内心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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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同样触物起情#由眼前所写就的一个个小

小黑字#轻易就被雨水冲散#说明世间的物事难以永

恒长久#转而联想到心中的情事#对意中人的相思情

怀难以抹灭&试想有这样一位痴情的诗人#他该是

一个怎样的修道者啊- 何况身为达赖的这样一个人

D@D

王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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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内心的挣扎痛苦#又岂是常人所及4 但在现实

处境中#却又是欲言而不敢明言#只用图画难擦轻描

淡写地写过而已#这难道不是与鲁迅先生评价魏晋

文人时说$其内心是苦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吗-

可以说#像这样深刻细腻地描摹情感的诗作在

0情歌1中是很多的#或描摹细腻感受#或体味生活实

感#或睹物思情#都无不展示出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

和对生活的体察入微#这种情感的倾述#又往往借助

比兴来得以实现#把难以言说的细腻而又复杂的情

感用具体生动的形象)现实生活细节或场景等来再

现#让人无限遐想#形象而又生动#贴切而又自然&

这类诗作如其一)其二)其十)其十二)其十四)其十

五)其三十一)其三十五)其五十等皆各具情感#传神

地写出了生活真趣#读来令人感动&

四
!

运用比兴表达象征寄寓#突现歌诗隽永含

义

古人论诗有$言志%之说#托物言志就成了一种

常用的创作手法#而托物言志往往又借助于象征寄

寓来得以实现&钟嵘0诗品序1说'$文已尽而意有

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

*

H

+

!*文尽意余就是能表

现出的含义隽永耐人体味&清人沈祥龙0论词随笔1

说'$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心低徊要眇以出

之#而后可感动人&%

*

+

+

@)@H在0情歌 1中#有不少的篇

章正是从比兴入手#通过比兴来达到托物言志的目

的#深刻地寄寓了诗人的理想与追求#表达了诗人的

强烈愿望#使这类诗歌在表面上读起来通俗易懂#而

在回味之中又生发出隽永的意味&而这类诗歌多以

用比来完成创作#如'

!!

柳树爱上了小鸟!

小鸟爱上了柳树$

只要双双同心!

鹞鹰无隙可乘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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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和$小鸟%相爱#只要两者心相印#永相

随#鹞鹰是无计可施的&诗人通过人们常见的自然

界生存斗争的现象#寓意深长地喻托出人世间善与

恶的矛盾斗争#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其中的深奥哲理#

表现了诗人与意中人坚贞不渝)任何外界压力都不

能拆分的坚定决心&在这里#小鸟与柳树#以及鹞鹰

都寄寓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又如'

!!

洁白的仙鹤!

请把双羽借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就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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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仙鹤%与$理塘%#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

具体的事物#一则我们不妨把理塘理解为意中人居

住的地方#而仙鹤及其双翅#象征了诗人无限的遐

思,同样#也可以把理塘理解为诗人心中一种至上的

理想#诗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渴求获得一

双仙鹤一样的翅膀#这种意象的多重性和丰富性#产

生出强大的张力#这正是仙鹤与理塘所寄寓的象征

意义带来的艺术效果&明人李东阳0麓堂诗话1说'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55惟

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

尽而 意 无 穷#则 神 爽 飞 动#手 舞 足 蹈 而 不 自

觉&%

*

G

+

D!G@WD!G+这首诗歌正充分体现了$言有尽而意

无穷%的艺术要旨#也许这样的诗歌#我们结合诗人

曲折的命运及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就更能体会出

其中的隽永之味&这类代表作品还有其二十五)其

三十)其三十八)其三十九)其四十一)其四十三)其

六十等&

五
!

运用比兴强化状物写景#烘托渲染整体气

氛

状物写景#情景交融#从而达到触景生情#是0情

歌1相当一部分诗歌的主要写作和抒情方式&一般

是前二句侧重写景#后二句借以抒情#而这种情与景

的交融#又主要是通过联想和想象)比喻和象征来完

成艺术形象的完美融合的#从而烘托渲染出一种浓

浓的气氛&如'

!!

从那东方山顶!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我心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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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0情歌1中写相思的名篇&前两句写景#已

有情感寓于其中#后两句抒情#情真意切#缠绵徘恻&

同时#在这里用皎洁的月亮来比喻象征姑娘的面庞#

而反之#又以姑娘明亮的面容来映衬月亮的皎洁#两

相映衬#使得诗句意境深长#情感含蓄#画面清新#意

味无穷&又如'

!!

初三的月儿弯!

银光洒满天$

请你答应我!

更像十五那样圆1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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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诗人借月寄情#以月起兴#表面上写的

是月牙儿升入中天时的美丽景象#而实质上#凸现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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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诗人盼望情人能以更加完美更加动人的容貌出

现在自己眼前的美好愿望#烘托出诗人那种急切心

情#渲染出一种浓烈的气氛&不仅如此#那一个$圆%

字还形象化地道出了渴望同情人尽快$团圆%的愿

望&景与情水乳交融#不着痕迹&再如'

!!

杜鹃鸟来自门隅&

!

带来了春天的地气$

我和情人见了面!

身心也感到愉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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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用杜鹃鸟有报春之喜)借春天到来给人们

带来了欢快的气息#以此状写与情人见面的高兴情

景#恰如成语$爱屋及乌%之赞#在这种亢奋的情绪

中#诗人眼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幸福的化身#眼前

之景与心中之情两者共同结合#从而营造出一种欢

愉的气氛&像这类作品还有其四十一)其四十三)其

四十四)其四十六等&

六
!

运用比兴再现多种意象#激发读者审美创

造

0情歌1很善于捕捉各种生物及自然现象#通过

创造性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体验#用来构成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审美意象&它们有'动物意象#如天鹅)牡

鹿)野马)玉兔)杜鹃鸟)玉蜂)孔雀)鹦鹉)小鸟)画

眉)雄鸡)狼)鹞鹰)母虎)龙魔)花蛇等,植物意象#如

小苗)果儿)花朵)芦苇)柳树)香柏等,自然现象意

象#如月亮)白霜)寒风)冰雪)山岩)风暴等,甚至于

还有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意象#如渡船)马头!渡船上

的")印章)佛像)佛幡等&如诗作第
H

首$芨芨草上

的白霜%#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以白霜和寒风两个

意象#渲染出一种寒风侵袭)白霜降临的肃杀气氛#

通过新奇巧妙的联想#将蜂儿与花朵这一对美好的

动植物喻为生死相依)难分难舍的情侣#而将寒风和

白霜这一对冷酷的自然现象喻为情侣的拆散者#表

现出诗人鲜明的爱憎感情*

*

+

!+W@(

&

意象要借助想象才能鲜活灵动#经过沉思才能

意味悠长,而沉思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想象和意象&

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在$将流动的)氛围式的情

感与物化的)固定化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

D)

+

(!D

&0情

歌1中很多诗篇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如'

!!

渡船虽没心肠!

马头犹向后看(

$

那负心的人儿!

却不回头看我一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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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用渡船上的马头这一意象#意在说明事物

皆有回恋眷顾之情#唯独负心的人儿却绝情不顾#连

那无情无知的马头也不如#在这里#诗人通过$马头%

这一意象展开联想#这就形象地展现了诗人心中的

愤然之情#取得了鲜明的艺术效果&

借助于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审美意象#诗人展开

想象和联想#描绘了多种情事#组成了多姿多彩的艺

术画面#极大地丰富和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表现

力&王逸说'$0离骚1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

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

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

DD

+

(

0情歌1也如0离骚1

一样#运用多种多样的意象#一方面有赞美美好事物

的#诗人对纯净洁白)明媚动人的月亮尤为钟情#诗

集中不时地出现$皎洁月亮%)$十五月亮%)$初三月

儿%)$吉祥洁白月亮%#把它们作为情侣的象征#借以

寄托诗人美好的情感和对爱情的理想#此外还运用

大量的动物)植物等意象来赞美美好的事物,另一方

面#在诗人的笔下#一些丑恶)凶狠的动物和恶劣的

自然现象都是被作为爱情的阻挠者)破坏者)背叛者

的象征出现的#诗人在描写到它们的时候#总要加以

怒斥和谴责#憎恶的情感十分强烈,此外#诗集中也

出现了一些常见物事#如$渡船马头%)$金铜佛身%)

$泥塑神像%)$佛蟠%等意象&这些意象在诗人笔下#

或用作比喻#或用作拟人#或用作象征#或用作渲染

气氛#都极富形象性)生动性和趣味性&蜂儿和花

朵#天鹅和芦苇#小鸟和柳树#杜鹃和香柏#一对对可

爱的动植物在诗人笔下都成了相互依恋的亲密情

侣&正是有了不同的意象#才赋予了0情歌1浓烈的

生活气息&

可见#0情歌1这部歌集#在题材的选取上#脱开

了严肃的宗教命题范畴#主要以生活中的情与事)情

与人为抒发感情的对象#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在藏民

族之间广为流传的$谐体%民歌形式#同时也学习借

鉴周边其他民族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特殊人物)

特殊命运的共同催生下#才最终完善了0情歌1这样

一件优秀作品#虽然0情歌1作者身为至高无上的活

佛达赖#但诗作却全然看不出受宗教束缚的一丝痕

迹#诗作洋溢着浓厚的自然情趣和生活情趣#诗人对

爱情自由的表白)对理想自由的渴望#就是通过这些

画面流露和展现出来的#而正是借助于比兴这一艺

术技巧#通过突出事物特征塑造艺术形象#渲染具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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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创设深邃意境#描摹细腻情感)激发联想#突出

隽永含义)表达象征寄寓#强化状物写景烘托渲染气

氛等技巧处理#最终完成了意象与想象和联想的完

美结合#从而使得0情歌1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长久

的艺术生命力&

注释!

!

关于$议定%的说法#于道泉先生对于0情歌1的作者大致是同意为仓央嘉措的#但也并未完全肯定#至少从学术的角度提出

了质疑#他在0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1的0译者小引1!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

D*!)

年北

平"中说'$下边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朋友说是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

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藏族人民既一致地承认这位神圣的教皇是这些!爱情之歌"底作者#那么这位怪人底

事迹一定是读者所愿意知道的&%而庄晶先生也认为'$一方面#木刻本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仓央嘉措.的标题#我们不能遽然

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只凭着白纸上的黑字#也难以盖棺定论&%!0仓央嘉措初探1#0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

D*H)

年
@

期"而从王

沂暖先生
D*+"

年和
D*H)

年两次翻译0仓央嘉措情歌1一事来看#王先生是完全持赞同意见的&萧蒂岩)葛桑喇)刘希武等诸

先生则与王先生一样持肯定支持态度&

"

由于0情歌1翻译版本较多#且各自具有不同的意见#故文中所引之诗歌皆以王沂暖先生
D*H)

年
+

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

本为据#见黄颢)吴碧云0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1#西藏人民出版社
D*H(

年版#

!D)E!(*

页&其以下所引之诗歌原作与此出

处相同#只在引后注明页码和次序&

#

南弓'西藏南部门巴地区用竹制作的弓箭&

$

桑耶雄鸡'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寺庙#大殿外围转经道墙上绘有古老的壁画#在进门左边的墙面上画有一只雄鸡#传说这只

鸡天亮前会打鸣#整个桑耶都能听到&

%

理塘'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诗中也泛指理塘草原为中心的等较宽泛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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