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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说唱艺术》主要内容简介：“喇嘛玛呢”著名民间说唱艺人——次仁群宗、拉萨市民族艺术团
曲艺队、西藏表演艺术家、藏族说唱艺术音乐篇、藏族说唱艺术音乐、“仲谐”音乐、“岭仲”音乐
、“百”音乐、“喇嘛玛呢”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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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索朗次仁，笔名索次，1945年出生于西藏拉萨市。
1956年在西藏拉萨市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念书，1959年人拉萨中学念书，1963年6月毕业后在西藏话剧
团工作至1986年，1987年调到民族艺术研究所工作至今。
从事艺术事业已有40多年。
特别是从事艺术创作以来，成绩显著，’其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部所编《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誉其为藏族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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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美丽的故乡西藏素称“歌舞的海洋”，也是一个艺术门类众多的“百花园”。
古老灿烂而又丰富多彩的藏族艺术，像那盛开在“世界屋脊”上的格桑花，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不仅为开发祖国边疆、巩固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以自己非凡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风格的精神财富——藏族说唱艺术，
进一步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宝库。
尽管历史的长河已奔流至21世纪，而至少产生于藏族远古时代的说唱艺术，至今依然没有在认识上以
“藏民族曲艺”的名义确立下来；同时，尽管“谐玛当木”这种很古老的艺术形式，迄今为止仍然是
个没有被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艺术品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外开放，加强交流的不断，我们的
包括对藏族说唱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品种的认识和研究，必然地发生着更深的进步甚至是革命性的发
展变化。
这种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在研究说唱艺术时，不再仅仅将其看作西藏的土特产，而将其放置到世界各国
同类的艺术形式中去比较，探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评说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与其将其视为一
种纯艺术现象，毋宁看作是一种泛艺术即文化现象更为确切。
探寻说唱艺术和宗教的关系，说唱艺术和民风民俗的关系，说唱艺术在文化传播与民族心理生成过程
中的作用与贡献等等，都有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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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藏族说唱艺术概论》一书总算是完成了，今天能在中国曲协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关心和
支持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
在编著{藏族说唱艺术概论》一书前，因职业和工作的需要经常深入广大的西藏农牧地区，调查、搜集
、采访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还进行研究和了解了其它藏区说唱艺术的基本情况。
因地方和各地方言的差异，一些说唱艺术品种的名称有所不同，而其说唱的内容和表演形式基本相同
。
为了使本书内容更准确、更丰富，本人参阅了许多有关资料、书籍，在书里也引用了部分学者、专家
发表过的见解，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同时，由于本人现在担任《中国曲艺志·西藏卷》的主编，受到不得发表曲艺志资料的规定所限，所
以本书基本上是以笔者在报刊和杂志上已发表过的论著和研究文章编著而成的，难免会有不足之处，
请各位读者见谅。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西藏文联、西藏曲协和自治区文化厅、艺研所等有关方面的关心和西藏人民
出版社汉编部编辑格藏才让同志的热诚帮助，谨表示感谢。
希望这本书能为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优秀文化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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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族说唱艺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说唱艺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