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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充满神秘色彩的象雄古国，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

至会感到陌生。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沙穿越千年，将这段公元7

世纪之前的历史尘封于雪域高原之上。然而，作为西藏文化和

云南纳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亚和南亚三大文明

精华的古象雄文明，时至今日却还依旧闪耀着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跨越

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对于古象雄文化来说，要使其“活起来”，无法绕过一部

全景式反映象雄文明的百科全书——《象雄大藏经》。然而长

期以来，因其缺乏汉译版本，致使我国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相比之下，国外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视程度

已走在前面，催促着我们去挖掘和梳理这一宝藏。

藏族和纳西族都起源于青藏高原，
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山水相连，互通婚
姻，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方面的联系。纳西族民间至今仍保
留 的 东 巴 文 化 ， 是 纳 西 族 文 化 中 最 古
老、最原始的部分。东巴文化的源头可
以追溯到古象雄文化，二者在历史上有
着亲缘关系。

纳西族与古象雄在宗教文化上存在众
多一致的内容。纳西族的东巴教巫师，象
形 文 写 作 人 “ 坐 ” 形 ， 头 戴 佛 冠 ， 读

“本”，又称“本波”，意为“祭”或“念
经”，与“苯教”（古象雄佛法） 的意义相
同。纳西族东巴教与苯教信仰的祖师也同
为一人。纳西族有一种与藏族极为相似的
法式，人们头戴各种动物面具，扮演各种
角色翩翩起舞，这些动物形象在古象雄文
献中同样可以找到根据。

古象雄文明处于西亚、南亚和中原文
明交流的中心区域，该地区也是东亚和南
亚等地区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萌发在这
里的古象雄文化随着纳西先民的迁徙脚步
移植，从西藏高原的土壤中传播到了滇西
北高原的玉龙雪山下。纳西族从“逐水草
而居，无君臣之分”的游牧民族逐步转向
封闭固定的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在大量
的祭天辞中有明显的记录。再加上滇西北
高原的横断山脉造成交通的阻塞，与外界
几乎隔绝，虽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异
质文化必然产生互化而促使古纳西族固有
文化——象雄文化发生嬗变，但它没有受
到大的冲击。纳西先民把古象雄文化时代
的自然神崇拜等原始神话观念牢固地铭刻
在记忆里，代代口耳相传，使它在横断山
脉的高山河谷中获得新的生机。

（本报记者 孙 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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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五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大地上涌现了一个又一
个古代文明，它们以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共
同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随着历史的
变迁，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文化失去了
当年的光辉，但它们的内在精髓却以文化基
因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气质
和精神面貌。

当今中国正努力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历史
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
文明大国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古代文
化研究，顺应了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可以
大有作为。

开展古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
先，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
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往往波及海外或邻国。比如从已经翻译出来
的《象雄大藏经》局部样本中可以看到，古
象雄文化的影响曾经延伸到今天的中亚、西

亚，其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
古希腊文明都曾互相影响。因此，
研究古代文化，将有助于中华文化
赢得优先发言权，将大大提升我国
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抢救中
华文化遗产。一些古代文化文献由于
长期以来没有汉语版本，致使学界无
法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导

致了文化研究上的不利局面。为避免出现文化
经典在中国，而文化研究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必
须进一步增强对中华古代文化的研究，这不仅
可以填补古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有助于维护
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

再次，有助于增进民族交流，增强民族团
结，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展中华古文化
研究，有助于实现民族间文化资源的共享，从
而促进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和共同进步，进
而推动世界和平及人类进步事业。

对于挖掘和保护中华古文化对于挖掘和保护中华古文化，，激活它们激活它们
的生命力的生命力，，笔者提出建议如下笔者提出建议如下：：一是纳入国家一是纳入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是扶持和发展国家重大文化社科项目的专项是扶持和发展国家重大文化社科项目的专项
基金基金，，长期以来长期以来，，扶持了一大批重大文化社科扶持了一大批重大文化社科
项目项目，，为国家的文化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国家的文化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希希
望国家有关部门把古文化的研究工作纳入望国家有关部门把古文化的研究工作纳入
2014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尽快启动并尽快启动
相关工作相关工作。。

二是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扩大古文化的二是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扩大古文化的
传播力度传播力度。。央视纪录片频道曾经拍摄播出央视纪录片频道曾经拍摄播出《《故故
宫宫》、《》、《玄奘西行玄奘西行》》等纪录片等纪录片，，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对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发挥了重大作用化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古文化的传播对于古文化的传播，，也应借也应借
助媒体的力量助媒体的力量，，使之天下周知使之天下周知，，得以发扬光大得以发扬光大。。

三是成立专业古文化研究机构三是成立专业古文化研究机构。。古文化的古文化的
相关文献往往零散不统一相关文献往往零散不统一，，现在亟须成立专门现在亟须成立专门
的古文化研究机构的古文化研究机构，，联系国内外对之有研究联系国内外对之有研究、、有有
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及早抢救及早抢救、、保护保护、、研究和传研究和传
播古文明遗产播古文明遗产，，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繁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繁
荣荣，，推动中华古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古文化走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国在使之成为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的一张靓丽新名片世界舞台上的一张靓丽新名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

启程启程 漫漫十年汉译路漫漫十年汉译路

谈到古象雄文化，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西藏昌都地
区政协常委丁真俄色仁波切的眼中总是闪烁着激动：“那
是我们骨子里无法割舍的东西，是经历了几千年兴衰更
替后被保存下来的精神。”

作为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
痕迹贯穿于西藏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生活，从民俗到
信仰，处处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祭山神、转山等
宗教活动仪式，都源自象雄文化。”丁真俄色说。正是这
样的根深蒂固，让他对象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保护和继

承愿望。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源自内心
的“原始纯净呼唤”。

2013 年 7 月，在中国社科院中国社
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丁真俄色开始自费组织
人员整理、翻译《象雄大藏经》。一个计划用10年时间完
成的《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就此展开。

据介绍，《象雄大藏经》内容原本篇幅浩大，历经数
千年岁月变迁，其中一些内容已轶失不存，现存 178部，
包括《律》74部，《经》70部，《续》26部，《库》8部。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认为，《象雄大藏
经》 汉译工程不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
揭示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
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

作为 《象雄大藏经》 汉译工程的主译师，丁真俄色
精通汉藏以及象雄文字，他希望通过汉译让更多的研究
者能够直接接触文本，从而推动象雄文化研究，挖掘和
发挥古象雄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丁真俄色告诉笔者，目前翻译工作进展顺利，首部
《雍仲业净续》 和第二部 《集经珍宝续》 已经翻译完毕，
第三部正在紧张的翻译之中。翻译工作以象雄文字的藏
文翻译版本为基础，参考梵文译成藏文的翻译方式方
法，并进行不同版本之间的反复勘对，在语言表达风
格、专有名词、地名、典故出处等方面追求最大程度的
还原。在首批 10部左右翻译完成后，再确定整个翻译的
风格基调，力求呈现出一部“原汁原味”的 《象雄大藏
经》汉译版。

和谐和谐 象雄文化的精髓象雄文化的精髓

虽然名字叫“经”，但《象雄大藏经》并非单纯的宗
教经典，而是一部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艺
术、建筑等领域的全景式反映象雄文明的百科全书，有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很难想象，4000多年前的古象雄就有着这样先进的
手术方法。”丁真俄色在向笔者介绍《象雄大藏经》中记

载有关藏医学的内容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外科手术术
后愈合无需拆线的方法，即在手术中使用动物的筋作为
缝合线。《象雄大藏经》 中的 《甘露宝藏四本目》，即

《根本医典蓝本目》、《养生药典白本目》、《疗方花本
目》、《治病黑本目》 中记录了大量的常见疾病预防和治
疗方法、药用植物的性状和疗效等。据介绍，藏医体系
的形成与 《象雄大藏经》 中所展示的内容密不可分。至
今，藏语中的warura（橄榄）、sletres（苦参） 等药名仍然
沿用象雄词语。

在艺术方面，《象雄大藏经》中记载了当时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丁真俄色看来，文献的珍贵之处不
仅在于记录下了这些民间艺术的表演方式，更在于通过
这些艺术表演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如书中所记录的双
人舞蹈 《佛国与地狱》，演员一人着白衣，一人着黑衣，
通过舞蹈动作具象化地表现出人的善恶两面，教导观众
与人为善，对他人多些理解、宽容和忍耐，摒弃恶念。

《象雄大藏经》 中有关民俗风貌的记载，细致入微。
各个地方乃至各国度的百姓生活习惯如何，百姓之间的
谈话内容，王臣之间的交流内容，军队和敌人之间的互
动等，都一一生动呈现于纸上，俨然是一部记载了古代
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情况的“活字典”。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才让太表示，编译好

这部“活字典”，不仅能够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史，而且
还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了解、推动各民族文化和
谐发展。

“象雄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可以
说，和谐是象雄文化的精髓。这也是和当今中国相契合
的。”丁真俄色说。

抢救抢救 保护已迫在眉睫保护已迫在眉睫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文化的保护
和挖掘，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这也使古象雄
文化得以重现生机。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象雄文献分
布零散、内容庞杂，给翻译和整理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同时，优秀的翻译人才也十分匮乏，除了要精通古
象雄文和藏文、汉文，还必须了解古象雄的历史。这些
都导致我国对古象雄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谈及国内外关于古象雄文化的研究现状，白庚胜坦
言：“虽然我们拥有古象雄文化的‘所有权’，但其‘话
语权’却长期落在外国人手里。”资料显示，国际上对

《象雄大藏经》的翻译乃至古象雄文化的挖掘已经走在中
国前面：1922 年，美国学者 J.F.洛克在藏东寻找手抄本

《象雄大藏经》；1928年，苏联象雄学家罗列赫在那曲的
夏茹寺寻找 《象雄大藏经》 手抄本；一些国外研究机构

和相关学者已启动对 《象雄大藏经》 的编译工作。在象
雄文字研究方面，1966 年，法国率先推出了象雄词典；
1968年，丹麦学者艾力克·哈尔于著《来自西藏苯教的预
言：一个未经探索的预言——象雄语语法词典》。日本已
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已出版了若干研究著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古象雄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
极为迫切地需要发出中国之声。白庚胜表示，如果古象
雄文明研究工作做好了，我们将对伊朗高原文明、中亚
西亚文明、欧亚大陆桥文化获得绝对性话语权，这对提
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乃至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将
大有裨益。

“正是因此，《象雄大藏经》 的汉译工作已经迫在眉
睫。”丁真俄色说，“然而汉译工作又仅仅只是第一步。”
随着汉译工作的推进，关于古象雄语言文字、天文学、
医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都将陆续展开。

在问及目前古象雄文化挖掘与保护工作中最需要的
是什么时，丁真俄色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它一个‘身
份’。希望这个工程能得到国家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能够
被列入国家重大社会科学项目。”

丁真俄色告诉笔者，下一步，在首批 10部左右的文
献翻译完毕后，希望能够组织国内外有关专家举办论
坛，共商古象雄文化挖掘与保护大计。“这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但是我希望把后半生的精力、时间和财力都用
在重现这个古老文明的光辉之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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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南亚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