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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存在诸多意蕴内涵丰富的人文意象。透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

作品中的人文意象，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等诸多方面，洞察藏族人民的精神状

态和情感体验。该研究采用分类研究法，将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意象分为宗教意象、社

会意象、历史与文化意象三类，论述其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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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there are many humanistic images with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the humanistic images in work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we
can glimpse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Tibetan region, and gain
insight into the spiritual stat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is article uses a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ategorize the humanistic images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into three types: religious imagery, social imager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agery, discussing
their lite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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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诗学范畴中，“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

产物[1]。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托于物为比，比者，意

之象[2]”。“意象”就是意和象，象是外在表现，意是内在

本质，即外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之中蕴含诗人内心的主观情感、

思想。所谓“感物兴会”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诗人所选择的

客观物象，从而感知诗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情感体验和审美

艺术。

相比于自然意象，在人文意象的运用上，藏族诗人更加

注重回归人民大众和社会生活，对时代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

遇、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深入思索，与此同时，藏族诗人也

注重葆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进行诗歌创作，致力于继承藏

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鉴于此，深入剖析藏族当代汉语诗歌

中人文意象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下文中，笔

者将把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人文意象分为主要三类：宗教意

象、社会意象、历史文化意象，分别论述其文学价值。

2 宗教意象：诗性与神性的统一体

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的人文中，宗教意象作为一个非常

重要的部分，集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的深远影响，

成为诗性与神性的统一体。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群体信仰，

正如才旺瑙乳所言：“他们从一落地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

的世界里[3]”，在这样一种宗教语境之中。藏族诗人在进行

汉语诗歌创作时往往会使用一些独特的宗教意象（如佛像、

经幡、寺庙、护身符等）来抒发自身情感。梅卓的《甘露之

宴：清明》就是这样一部通过宗教意象表达内心情感的作品。

“当我们一同醒来/在亲吻中迎接黎明/天下飘下清明的

雨水/你的护身红绳那朱红的吉祥之结/再次拂过我的脸庞[4]”,

诗中的朱红色护身法绳、吉祥之结等宗教符号，不仅是藏族

信仰的具象化表现，更象征着诗人在经历生命、死亡与轮回

时对佛教信仰的深深敬畏。梅卓通过这些意象展示了在清明

时节，诗人如何通过宗教象征理解和面对生命的无常与短暂。

宗教意象在诗歌中不仅仅是符号化的表现，它们还通过

具象化的手法，成为了诗人与神灵、自然对话的媒介。文清

赛让的《雪落青稞的村庄》中，“每一次缤纷的落雪/锦裂玉

碎银泪斑斑/圣仙以自焚入世[3]”,通过雪与青稞的意象，表达

了宗教与生活间的神性关联。在这首诗中，雪不仅是自然气

象的表现，更象征了佛教中的纯洁与净化观念，诗人把“落

雪”比作“圣仙自焚”，以此来净化世间污秽，驱散心中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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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青稞则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生命的重要象征，它不仅代表

了农作物，更象征了对精神生活的敬畏和对佛法的尊崇。诗

名中“雪落青稞”仿佛是在诉说佛法对世俗生命的救赎。诗

人通过这些宗教意象，将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表

现出藏族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宗教信仰的持守与坚守。

在才旺瑙乳的《疾病的火焰》一诗中，“疾病中的火焰

/白骨啊，深入内脏的鸟儿/它在黑暗中靠黑暗的磷火取暖/逼

疯白骨/又在白骨中啼泣[3]”，火焰不仅仅象征着肉体的痛苦，

更成为精神炼狱与自我净化的象征。火焰燃烧的不仅是诗人

的身体，也是他内心的苦难与挣扎。疾病在诗中被赋予了宗

教性的意义，白骨象征着人类脆弱的生命，火焰则是对灵魂

的审判与救赎。这种宗教意象的运用，使得诗歌超越了个人

的肉体痛苦，成为对生命、死亡以及宗教信仰的哲学性探讨。

这种哲学性探讨在嘎代才让的诗歌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如他的诗《轮回》“佛殿里受戒的梵音，支撑着传唱/免不了

中途被风吹袭[4]”，“风”在佛教文化中往往与魂魄有关，

而“轮回”作为藏传佛教中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众生生死，

生死相续，无有止息），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中人与

自然万物的宗教哲学。

藏传佛教的深厚底蕴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汉语诗歌的文

化内涵，它强调修养心灵，超脱世俗，提倡来世福报，这些

宗教理念使得藏族汉语诗歌的宗教意象自然而然地具有了

充满神性的诗意气质。

阿来诗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中，“若尔

盖草原哪……摇曳的鲜花听命于快乐的鸣禽/奔驰的马群听

命于风/午寐的羊群听命于安详的云团[5]”。诗人借助大地与

神性的意象，表达了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朝圣”是藏人

宗教信仰的最直观体现，在此诗中，“草原”、“鲜花”、

“鸣禽”、“马群”、“羊群”等都带有“祖地观念”[6]，

在这片历代先祖生活的大地上，诗人在草原上巡礼，草原上

的万物在诗人眼中充满了神性的光辉，而诗人自身的行走与

漫游也是一次朝圣之旅，诗人在与大地的亲密接触中完成了

信仰的解构，获得了精神满足。大地和草原在这首诗中不仅

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寄托与象征。诗人通过宗教意象

的使用，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精神归宿的追寻。

3 社会意象：时代发展和文化交融的印记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社会意象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

的运用越来越频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展以来新西藏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是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社会意象具有鲜明时代烙印

的物质根源。如，扎西才让在《大夏河畔》[7]中写到甘南桑

多小镇“广告牌”、“长途大巴车”、“苹果手机”等现代

事物，展现游牧文明和数字时代的超现实对话，呈现出象征

性的后现代意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藏族汉语诗歌中，社会意象的使用往往还反映着社会

矛盾和发展困境，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在扎西才让的另一篇

诗歌《新的小镇》[8]中，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去感知自然，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草原

沙漠化”、“雪线升高”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皮业公司”

的意象暗喻人们为谋取经济暴利而不惜破坏自然环境。再比

如，阿顿·华多太的《城市与魔鬼》[9]揭示“农村”、“牧

区”、“城市”三者的尖锐矛盾，表达出诗人“希望城市的

魔鬼远离农村和牧区”，“让农村和牧区干净的待在那儿”

的强烈愿意，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在现代城市文明快速发展

的进程中应该如何保护乡村。

笔者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思考社会”是一种崇高。这

种“崇高”集中体现为藏族诗人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同时，

还致力于表现时代面貌，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这些社会意象还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

撞，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诗人班果将自己称作“一个古老

的淘金者”，他“唯恐因为自己的偏赏和疏忽而有辱先祖”，

这体现出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他在《煨桑》

中写到，“柏枝的灰烬在海拔四千米处结晶/成为城市玻璃幕

墙上悬浮的舍利[10]”，诗人将藏地宗教仪式“煨桑”产生的

灰烬转化为现代都市的“玻璃舍利”，诗歌在这两个社会意

象的书写过渡中完成了神圣空间到世俗空间的转换，从而揭

示了信仰在现代城市变迁中的异化与重组，传达出诗人对藏

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渐变质的担忧。班果

“淘金者”的特征还体现在他的诗歌善于借鉴西方文化，在

《诸神的远景——纪念诗人索宝》一诗中，他写到，“那些

希腊的神抵被你抚摸过”、“心中的普希金还在北方/雪莱最

先知道你的加盟”[10]，这些充满西方风味的社会意象，正是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最好体现。班果生活的年代，正值外来

文化的影响甚嚣尘上，但是他没有被西方文化的洪流裹挟，

反而在其中淘取真金，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影响。

4 文化与历史的意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有力切入点

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文化与历史意象，是诗人们表达

对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历史反思的重要手段，表现出藏族诗

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有学

者指出，藏族诗人在进行汉语诗歌创作时就好像是在“两种

语言之间流浪[11]”，藏族诗人在运用汉语时必然会产生一定

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归属之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在共同的文化和历史

中返祖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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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丹才让的《答辩》中，诗人这样写到，“我赞誉亚

马逊河鼓起印第安古歌的壮伟/我叹服尼罗河聚起《一千零一

夜》的星辉/但是我并不因此对我的生身母亲说三道四/因为

黄河长江把《格萨尔》捧给群星灿烂的世界[12]”，黄河与长

江作为中国民族的母亲河，象征着中华文明的根源，而《格

萨尔》史诗则是藏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在这首诗中，伊丹才

让通过将这些历史与文化意象并置，表达了藏族文化与中华

文化的同根同源的肯定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藏民族文

化的自豪与坚守。伊丹才让借助这些意象提醒读者，民族文

化的根基不应被忽视，反而应成为全球化语境下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再如阿来的《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有许

多先贤环绕我/萨加撰写一部关于我的格言/格萨尔以为他的

神力来源于我/仓央嘉措唱着献给我的情歌[5]”，诗中运用“萨

迦格言”、“格萨尔”、“仓央嘉措情歌”等文化意象，将

“诗性思维”与藏族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进行了一次“心灵

的朝圣”。这是阿来文化寻根意识的体现，他用饱蘸虔诚的

笔墨，怀揣热忱的赤子心肠，无比崇敬地礼赞藏民族博大精

深、充满智慧的文化，同时这也是他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

阿来作为最早运用汉语进行文学的藏族作家之一，他曾自称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13]”，这体现出他自身汉、

藏两种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且他并不认为这两种身份会相互

排斥和冲突。可以说，我们从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历史与

文化意象中，能够寻找到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

效途径，就像白玛娜珍所言，“一场场关于文字、语言，关

于民族、文化的纷争，好比浪潮，也许会惊天动地，但水会

包容它们，是它们共同的本质[14]”。

5 结语

在中国，西藏地区长期处于“发展滞后”的状态，藏族

诗人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中也处于“边界现象”当中，缺

少话语权，自身发展具有局限性[15]。就本文而言，笔者对藏

语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意象的文学分析尚不全面，但我们

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透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

意象，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地区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保

护、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洞察到藏族人民在时代巨变

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存挑战。通过这些人文意象，我们

可以得到许多有关社会改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增

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有益启示。希望未来能有更

多学者对藏族诗人创作的汉语诗歌进行研究，让我们共同期

待少数民族文学的转型与新生。

[参考文献]
[1] 王泽龙. 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略论[J]. 现

代中国文学丛论，2007: 1

[2] 刘勰. 文心雕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 才旺瑙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

[M] 序,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4] 耿占春. 先锋诗[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5] 阿来. 阿来文集诗文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6]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

历史》[M]. 译,叶江.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7] 扎西才让. 大夏河的四季, 大夏河畔[M]. 北京: 作

家出版社, 2016.

[8] 扎西才让. 七扇门——扎西才让散文诗选[M]. 石家

庄: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9] 阿顿·华多太. 雪落空声[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

社, 2016.

[10] 班果. 雪域[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1] 高亚斌. 藏族当代汉语诗歌: 本土经验的现代表

达[D]. 兰州大学, 2009.

[12] 才旺瑙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

[M] 序，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3] 阿来.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J]. 美文（下半月），

2007(7): 1

[14] 白玛娜珍. 我拥有的世界[J]. 西藏文学, 2000(4): 3

[15] 祁发慧. 作为边界现象的藏族汉语诗歌——以转

型期多康地区为例[D]. 河南大学, 2018

作者简介：

郭耀声（2004.01-），男，汉族，云南弥勒人，本科在

读，研究方向为中国汉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

西藏大学 202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藏

族当代汉语诗歌意象分析”（项目编号：202510694001）阶

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