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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背上奔跑

赛马是藏民族民间最古老和最盛

行的竞技活动和娱乐方式之一。藏民

族社会赛马活动的兴盛有着深刻的社

会与历史文化根源。在古代，藏民族

一 直 以 能 骑 善 射 、民 风 强 悍 而 著 称 。

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一部专

门讲述少年格萨尔通过赛马比赛获得

王位的史诗《赛马称王》。

藏民族的赛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从相马、驯马到赛马都有一系列的

礼俗活动。在藏北草原，最盛大的节

日莫过于赛马节。牧民们把参加赛马

看得非常重要，早早就着手准备。为

了让马“养精蓄锐”，参赛的马很早就

停止参与劳动。在冬季三九寒天的上

午，要用冷水给马洗澡。牧民们认为，

这样可使夏季赛马时，马跑得更快，奔

驰起来不会呼吸困难。赛马的饮食也

很有讲究，饲料不会特别精细，尤其不

能喂油腻食品，马的最佳饮料是在山

羊奶中放冰糖。

快 到 夏 天 的 时 候 ，就 开 始 驯 马 。

训练时要循序渐进：起初每隔一周练

跑一次，跑完后就要给马洗一次冷水

澡。在比赛临近的最后一周，练跑的

频率增加，上午、下午要各跑一次，跑

完就要给赛马洗澡，之后用毡子给马

保暖。赛马在比赛期间，除了上场比

赛都会用毡子包好。在当雄，赛马在

参赛 1 个多月前，就会在每天深夜被浸

泡在冰冷的河水中，次日凌晨才遛马，

给马梳洗。当地人认为，经冰水浸泡

过后，骏马更加富有耐力。

藏民族的马术比赛中，有很多项

目都是高难度的：骑手在马背上倒立、

站立、身体朝下于奔马两侧仰翻双手

着地、跑马射击、在马上捡哈达、在马

上献酒、控马步伐等。

“弯弓射大雕”

射箭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逐渐

演变成体育项目。四五千年前，青藏

高原上就出现了弓箭。在卡若遗址出

土 的 石 器 中 发 现 有 大 量 的 箭 头 。 据

《柱间史》和《娘氏宗教源流》记载，止

贡赞普和洛昂达孜的决斗，也是因为

比试箭法时发生了争执才引发的。

现在，最出名的射箭是流行于工

布地区的响箭。响箭又称“毕秀”，因

射箭时会发出声响而得名。响箭的原

理主要在于箭头的构造。一般的箭头

为铁质实心，而响箭的箭头为木质圆

锥形，箭头上钻有几个小孔，箭离弦之

后因空气震荡而发出尖利的响声。“毕

秀”比赛，当射手张弓举箭劲射时，离

弦的箭带着尖利的呼啸声射向目标，

顿时赛场上回荡着响箭特有的声响，

令人紧张和兴奋。

骑马射击也是比较流行的传统射

击项目。骑马射击运动可分为骑马打

枪 、骑 马 射 箭 和 枪 箭 连 射 三 个 项 目 。

其中骑马打枪是指骑手在奔驰的马背

上取出背着的火枪，并将枪举至头顶

盘旋，交手绕背等动作完成后，对靶射

击。骑马射箭的方式基本上与骑马打

枪相同，只是武器不同，骑马射箭使用

的是弓箭。枪箭连射是边策马冲击，

边在头顶舞动钢枪，近靶时举枪射击，

以打准为胜。在跑道上相距 50 米处各

放置射靶，射手稳坐飞马之上，手执钢

枪，背负强弓，腰插箭袋，射向靶子。

在 农 牧 区 则 流 行 掷 石 打 靶 的 游

戏。主要是用石头瞄准目标，各地玩

法不尽相同，有“打立石靶”“打牛角

靶”“打踝骨靶”等多种形式。

力量的抗争

在古代，力量被看作勇气的象征，

所以有很多运动都是比试力量的。

“抱石头”又被称为“朵加”，这是

一 项 已 有 一 千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老 竞 技

活 动 ，在 吐 蕃 时 期 就 已 流 行 ，一 直 沿

袭至今。在桑耶寺的壁画中，有专门

反映抱石头活动的场面：画面上有 4

人 同 时 参 加 抱 石 竞 赛 ，但 动 作 各 异 ，

一人正准备抱起石头，两人已将石头

抱在胸前，还有一人将石头抗上肩眉

开眼笑。“抱石头”比赛所用的石头多

为 椭 圆 形 ，有 大 小 和 重 量 不 同 的 型

号，往往还要在石头上抹上酥油以增

加比赛难度。

比赛时，选手先弯腰握住石头，屏

息凝神调整好姿势，将石头抱到双腿

上，然后掌握好角度，挺身将石头举到

肩膀上，比赛时，身体不能晃动，保持

挺直姿势，然后将石头平稳地放回地

面。如果在中途石头滑落，可再次抱

石，但会影响成绩，放石时抛下也会影

响成绩。比赛的胜负以所抱石头的重

量决定，如果重量相同，则要参考抱石

过程中是否有失误现象。

拔河也是藏族人民喜爱的一项运

动。藏族拔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

吐蕃时期，但是拔河已成为军队士兵

用于训练体力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我区各地的拔河赛有多种形式，

以称为“押加”的拔河赛最具特色，这

种运动方式以爬拉动作模拟大象，所

以它也被称为“大象拔河”。比赛时，

以一根绳子两端做成圈，分别套在两

人的脖子上，两人相背，俯身趴下，绳

子中间系一块红布为标志，垂直于正

中间。听到比赛开始的口令后，两人

相背，手脚并用全力向前爬，将红布标

志拉过界即为获胜。

摔跤，藏语称为“北嘎”。吐蕃时

期，摔跤盛行。据《续高僧传》记载，隋

朝时期，法通赢了西蕃大壮（藏族大力

士），“举朝称庆”。这件事说明摔跤不

但在吐蕃广为流行，而且与中原地区

有了交流，也反映了当时藏汉民族间

摔 跤 技 艺 的 交 流 和 民 族 间 的 体 育 比

赛。藏式摔跤为参加比赛的两人互抱

腰身，以臂力和气力相搏，不能用脚，

摔倒对方即为胜。

赛跑是古代藏族男子的“九艺”之

一，也是民间盛行的竞技活动。大昭

寺壁画中，有一幅《欢庆图》就描绘了

三个男子奋力奔跑的场景。赛跑比赛

没有固定的规则，比赛距离的长短因

时因地而异，主要比速度和耐力，在一

定距离内，以先到达终点为胜。

藏 民 族 的 传 统 竞 技 活 动 还 有 很

多形式，如跳高、跳远、游泳、攀索、斗

牛等。

智慧的比拼

在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中，还有

很多斗智斗艺的游艺活动。

棋牌类活动在我区十分盛行，无

论男女老幼，闲暇之余就在家里、田地

边、野外、路边进行棋类活动。

藏式围棋中以“二王棋”最受大家喜

爱。这种棋不受条件限制，随时可玩。

人们只要用尖石子在地上画出25个点的

格子作为棋盘，以小石子为棋子即可，有

3种略有不同的棋盘。

第一种是画纵线、横线各 5条，斜线

6条，在中央轴线画以内有石子的倒置三

角形，作为“王宫”；第二种画法与第一种

相同，不同的是有两边各有一“王宫”；第

三种是将棋盘画成纵线、横线各 9条，斜

线14条，四方中轴线各有一“王宫”。

在民间盛行的另一种游戏活动为

掷骰子，藏语称为“秀纠”。掷骰子所

用的骰子一般为骨制品，大小约 1cm 的

正方体，有 6 面，每面分别刻有圆点代

表不同的数字。掷骰子时所用的器具

简单：一对骰子、一个木碗、一个圆形

皮质软垫和一些计数物。玩掷骰子的

一 般 是 男 性 ，玩 时 大 呼 小 叫 、气 氛 热

烈，掷骰子简单易学，不受时间、地点、

人数和环境的限制，是人们在劳作闲

暇时最常见的游戏方式。

在诸多活动中，还有很多受到大

家欢迎的游戏，例如：弹克朗球、放风

筝、猜谜、踢毽子、老虎捉羊等游戏，传

统的体育项目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也有了更多的传承和发扬，不断丰富

着群众的业余生活。

赛马节上选手们的马术表演。 本报记者 王雅慧 王雨霏 摄

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

产生的，是藏族人民在生产劳动、自然交往、生活习俗、娱乐活动、宗教信仰、军事活动等过

程中形成的。

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球、石刀、石矛

等器具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藏族人民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奔跑、游泳、掷石、跳跃、射箭等

活动。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蓬勃发展，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后，体育部

门在尊重、整理、挖掘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大力引进现代体育项目，两者始终相互影响、相

互发展，逐步形成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共同提高、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

墨竹工卡县传统马术表演活动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旦增兰泽 摄

生 生 不 息生 生 不 息 再 放 光 彩再 放 光 彩
——我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掠影我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雅慧王雅慧 王雨霏王雨霏

《书香西藏》晚会是由西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主办，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

局、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自治区文

化厅、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一台电视

晚 会 ，至 今 已 连 续 举 办 四 届 。 晚 会 自

2018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首次播

出后，取得了同期较好的收视效果，在

广大电视观众中反映较为强烈，在短时

间内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叙事主体的

灵活运用对于节目的呈现发挥了重要作用，节目

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文学体裁的电视化呈现方

式，具有探索意义。

阅读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民

族精神中最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书香西

藏》系列晚会从“阅读”这一小切口入手，从“阅

读者—阅读文本—阅读平台”三者的关系进行

结构分解。在晚会的创作过程中，为更好地传

递“全民阅读”这一概念，在叙事主体的运用方

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与探索，以下将从叙事主

体的呈现、叙事主体间的互动、叙述者的细分三

个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叙事主体的呈现

叙事主体是任何一部叙事作品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它在叙事作品中的呈现形式多种

多样，但可以归结为“讲故事的人”，对于叙事的

顺利推进发挥作用。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小

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对

于叙事主体的划分，美国批评家西摩·查特曼在

《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叙事—交流”的情境图

示：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

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在这一叙事情境中，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相

对应，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在叙事文本

之外的存在。真实作者是叙事文本的创造者，真

实读者是叙事作品的受众。换算到电视节目这

一叙事情境中，真实作者即晚会创作者本身，即

节目组。真实读者即电视及网络受众。

隐 含 作 者 是 在 美 学 世 界 中 被 建 构 的 虚 拟

形象，是作者呈现出的另一个自我，代表着真

实作者的价值观、情感表征等，在叙事作品中

代替真实作者发声。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相

对应，是“由叙事本身所预设的受众”，在叙事

作品创作完成之前便预设在作品之中。这与

影视作品中“影像大师”角色相对应，影视作品

中基于作品价值观搭建的舞美场景以及配套

的 声 光 电 手 段 的 运 用 ，承 担 了 隐 含 作 者 的 功

能。现场观众成为预设的隐含读者，引导观众

的观看体验。

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在《书香西藏》晚会

中，由主持人、朗诵者、图书推荐人、采访嘉宾等

角色承担。与叙述者相对应，故事的接受者即是

受述者。受述者是作者基于叙事文本构建出来

的想象中的“观众”，在电视节目中往往代表着策

划中的目标受众。

二、叙事主体间的互动

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更多地在关注叙事文

本部分（即由“隐含作者”到“隐含读者”之间）的

交流。在以往的电视晚会当中更多地将叙事重

心放在叙述者与受述者本身，并且不注重区分叙

述者的多面维度及互动，因此往往让晚会文本显

得单薄。但当以上叙事主体的六要素齐全并按

照叙事逻辑形成较为理想的文本时，作者的创作

使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在此方面，《书香西藏》

晚会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一是作为真实作者的晚会节目组和作为真

实读者的节目观众独立于叙事文本之外，但这两

者在节目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呈现。基于当前

的融媒体发展优势，节目组在晚会创作之初与广

大观众进行了网络意见征集互动，并在一定程度

上将观众的意见进行参考；作为真实读者的观众

也参与到了晚会的短片甚至现场互动当中，实现

自身角色的双重性转换。

二是作为隐含作者的舞美及视觉系统高度

贴合叙述者与受述者的需求。在讲述孔繁森第

二次离开家乡奔赴西藏的故事时，现场呈现出雪

域高原与山东农村两种不同的场景，让叙述者与

受述者身临其境；在讲述父爱的朗诵作品《背影》

时，现场视觉系统还原民国时期火车站站台的场

景，让朗读者回到历史中，回到文本场景当中；在

话剧片段《雷雨》的演绎中，现场简单的道具真实

还原话剧本身的场景诉求等。而对于隐含读者

来说，现场视觉系统与叙述者的紧密贴合，使得

观赏体验能够直接触达。

三是叙述者与受述者在晚会中进行角色互

动，朗诵者与聆听者的角色相互交织。叙事作品

中往往存在着多个叙述者，每一个叙述者有着自

己独特的叙事功能。叙述者所处的叙事层不同，

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整个叙事作品是外叙

事层，主持人在这个圈层进行叙事。作品中的单

个故事是独立的内叙事层，对应着内叙述者。在

《书香西藏》中，主持人首先承担着自己外叙述者

的任务，架构整个节目框架，例如，在 2018 年晚

会中“读经典”“读青春”等结构的顺利开展需要

主持人的穿针引线。但与此同时，主持人也充当

着内叙述者的角色。例如，在 2021 年晚会中，主

持人在钢琴旁分享他阅读诗人敖超的《农民工老

郭》这部作品时的感悟。在现场，主持人也对其

他作品进行了个人意见的反馈。这时主持人的

叙事功能是进行了拓展的。作为内叙述者的朗

诵者、访谈嘉宾、图书推荐人等，都在讲述自己的

故事。而作为受述者的目标受众在晚会中也通

过相关形象得以呈现。例如，在 2021 年晚会中，

小朋友与老师共读红色书籍的小段落，实现了受

述者与叙述者的结合。

三、叙述者的细分

《书香西藏》晚会是一档文化类主题晚会，

每年晚会策划之初即邀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联、西藏大学等业内专家进行广泛研

讨，认真阅读分析历年来中宣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好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确定晚会的

主题、内容和呈现方式。为了能更好地立足本

地特色，挖掘区域资源，深入基层群众，加大服

务力度，倡导家庭阅读、亲子阅读，重视保障农

村留守儿童、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

基本阅读需求，加强面向残障人士、务工人员等

群体的阅读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和特殊

人群的阅读工作，使节目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在《书香西藏》晚会中，叙事围

绕着“阅读者—阅读文本—阅读平台”三者的关

系展开。作者也是阅读者，阅读者离不开丰富

的阅读平台。基于此，晚会中的叙述者有了更

具特点的分类。

图书推荐人作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在晚

会 中 讲 述 自 己 与 阅 读 结 缘 的 故 事 ，并 推 荐 图

书。在这一段落中，图书推荐人是阅读者的身

份，依照自己不同的阅读偏好设置不同的阅读

场景。节目中使用的文本作者与朗诵者之间也

进行了互动，使得作者也是阅读者，也身处阅读

场景之中。外景短片中，除了活跃在图书馆、学

校等传统阅读场景中的人物群体，也涉及到了

务工人员（花店老板、厨师）、军警政法系统（公

安民警、消防员）、农牧民扫盲培训班等。通过

人物归类，使得“读书改变命运，阅读滋养心灵”

这一观点得以呈现，让《书香西藏》晚

会真正成为一场推动全民阅读的活

动。

节目中的朗读者中，从专业的播

音员到朗读爱好者，从咿呀学语的儿

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从自主创业的

盲人到在藏务工人员，从为国争光的

专业运动员到扎根基层的援藏干部

等，叙述者人物的多面性让“阅读平

等、阅读就在身边”这一观点潜移默

化地深入到观众心中。

在晚会中，叙述者以阅读平台的不同进行

划分。这一划分方式基于信息技术条件下数

据化、移动化、智能化的阅读趋势，主动应用阅

读新技术新模式，推广阅读新场景新体验，推

进全民阅读的多媒体、多平台融合。例如，在

2019 年的晚会中，将讲述西藏当代青年创业主

题的小说《紫青稞》片段用听书的形式生动地

推荐给大家；邀请自治区党校毛奇副教授着重

介 绍 了“ 学 习 强 国 ”APP 的 学 习 方 法 ，便 于 大

家学习；在 2021 年的晚会中，中国传媒大学播

音主持艺术专业第一位盲人研究生董丽娜的

故事，延展了数字阅读、碎片化阅读的内容，用

鲜活的例子倡导“读书永远都不晚，优秀书籍

是我们一生的朋友”这一重要主题，尽可能地

让观众了解到这些更便捷、更人性化的数字阅

读服务。

综上所述，由于《书香西藏》晚会当中叙事主

体的相对明确和多功能属性，使得晚会的叙事线

索清晰，叙事层次丰富，激发了节目的叙事活力，

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面对当前新媒体新技术

不断革新的行业态势，如何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

事，发挥电视文艺作品的舆论引领作用，成为传

统广播电视人需要面对的时代命题，相信会有更

多科学的叙事理论能够在探索中应用到电视作

品的创作当中。

（作者单位：西藏广播电视台）

浅析《书香西藏》晚会中叙事主体运用方面的探索
尼玛多吉 胡宗秀 达瓦次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