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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的前身为
黄南州文工队，成立于 1965 年 6 月，
1998年10月经青海省机构编制委员
会批准成立青海省藏剧团，为一个实
体两块牌子，现有以藏族为主，包括
回、撒拉、蒙古、土、汉等民族在内的
演职人员 55 人。剧团下属成立于
2014 年 5 月的圣雪莲藏戏传习中心
聘有演职人员14人。

建团以来，在州委、州政府以及
州文化部门和历届团领导的带领下，
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始终坚持文艺
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撒播精神文明
火种。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剧团根
据文化市场和广大群众的需求，结合
民族地区演艺的特点，确定了“以藏
剧为主兼营歌舞”的发展道路。按照

“藏戏搞传承、歌舞闯市场”的思路，
五十年来先后为观众奉献了一大批
优秀的藏戏、曲艺、歌舞艺术精品，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繁荣了藏
族文化艺术事业，推动了民族地区文
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50年来，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以
坚持保护、传承和发扬黄南藏戏与歌
舞事业为宗旨，以“三年打基础，五年
打品牌，十年创全省一流剧团”为发
展目标，创演了一大批在省内外有影
响的作品。

70年代初，剧团第一次尝试创作
演出歌剧《大黄山下》，没想到一炮打
响，该剧被评为 1972 年青海省文艺
调演优秀节目，极大地鼓舞了剧团的
工作人员，对剧团以后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后来藏剧团陆
续推出的几台大型藏戏奠定了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春风复燃了热贡大地，也激活了热贡
藏戏，黄南州文工团从演出民族歌舞
向藏戏与歌舞并重的方向发展。1981
年，剧团著名编导、剧作家多杰太和
华本加对流行于热贡的传统剧目进
行了改编，推出大型神话藏戏《诺桑
王子》，这是古老的安多藏戏第一次
被搬上青海的戏剧舞台，为中国民族
戏剧史添补了辉煌的一页。1982 年，
大型神话藏戏《意乐仙女》像一颗艺
术卫星横空出世，意乐仙女的优美歌
声，从隆务河岸一路回响到北京、济
南、上海、深圳、南昌和香港等地，成
千上万的各族观众第一次感受到了
热贡藏戏令人痴迷的艺术魅力。

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藏剧团
又相继推出了四部优秀的藏戏节目，
例如 1987 年推出了由多杰太任编剧
导演的大型神话藏戏《苏吉尼玛》，
1990年推出了多杰太、高鹏任编剧的
大型历史剧《藏王的使者》，1993年推
出了华本加、高鹏任编剧的大型现代
藏戏《金色的黎明》，2003年推出了多
杰太任编剧导演的大型现代藏戏《纳
桑贡玛的悲歌》。以上这六部大型精
品藏戏分别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国家

级奖励。
从排演第一部藏戏开始，剧团就

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继承、挖掘、整理
和创新安多藏戏上，在继承安多藏戏
的传统唱腔、音乐、表演形式的同时，
还注重从藏族民间说唱、民歌音调中
汲取营养以丰富藏戏唱腔，在从藏族
民间舞蹈、寺院法舞、民间壁画、寺院
雕塑中提炼藏戏身段和表现方法等
方面做了许多尝试。比如在过去旧的
表演形式上加强了编导的功能；在音
乐上深挖民歌潜力，乐队中加入管弦
乐的伴奏；舞美方面则在不改变风格
的基础上使其剧场化、现代化等等。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逐步
形成了现在这种比较成熟的、具有浓
郁安多地方风格、语言特点、音乐特
色、乡土气息的安多藏戏，剧团也在
一次次排演藏戏的摸索和实践中走
向成熟。以上六部优秀藏戏作品在20
世纪改革开放的年代出现，其意义是
巨大而现实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思
潮，激活了热贡藏戏，使其焕发出了
勃勃生机。它代表了藏戏艺术的发展
方向，谱写了当代藏戏发展史上辉煌
的一页，成为青藏高原藏戏系列的一
面旗帜。

2001 年，藏剧团推出了由多杰
太、格志多杰、仁青加策划的大型雪
域风情歌舞《香巴拉的祝愿》，这台晚
会从地域文化切入，用今人的视角对
传统歌舞进行审视和改编，使得雪域
民族的本土艺术、民俗、宗教、歌舞、
戏剧、曲艺等特有的文化资源重现舞
台。晚会把思想情感、艺术风采、创新
手法、民族风味巧妙地融为一体，成
为了能够真正代表藏族灿烂文化的
精品力作。节目先后在省内以及甘
肃、澳门、湖北等地演出200余场。

2006 年，由多杰太、仁青加任导
演的大型现代藏戏《格桑花开的时
候》正式推出。《格桑花开的时候》描
述了解放前黄河上游的措蓉部落和
嘎蓉部落为了争夺纳桑贡玛丰美的
草山，兄弟火拼，骨肉相残的故事，揭
露和批判了草山纠纷带给人们的危
害，体现了只有安宁和睦才能建设美
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主题。这是
青海省藏剧团成功上演六台大型藏
戏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作，目前已经
演出60余场。

2008年，藏剧团推出由团长仁青
加任编剧、总导演、艺术总监的大型
民族风情歌舞剧《热贡神韵》。《热贡
神韵》分为《序》、《画魂》、《舞祭》、《乡
歌》、《鼓韵》、《石经》及《祝福》》七个
部分，这部歌舞剧从地域文化切入，
用现代人的视角对热贡民间的本土
艺术当作特有的文化资源予以改编，
对原生态的舞蹈、曲艺、藏戏、宗教音
乐等进行提炼和加工，以热贡六月
会、於菟、宗教法舞等民间民俗文化
作为创作背景，用全新的理念打造了
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视听艺术效果。
整台节目融自然景观、民间习俗、宗
教仪式、地域文化等为一体，艺术地
再现了高原人民勤劳勇敢、开拓创新

的精神面貌，体现出热贡地区与众不
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2012 年 1
月，《热贡神韵》从全国三千多部参选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剧目中脱
颖而出，被文化部选定为 2010-2011
年度全国 38 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资助剧目之一，实现了我省国家级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史上零的突
破，这使得热贡歌舞及藏戏表演又上
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50年来，藏剧团拥有一群以著名
艺术家多杰太为代表的民族艺术表
演人才，剧团荟萃了各民族的艺术精
品，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实力雄
厚的戏剧家、歌唱家、舞蹈家、演奏家
和词、曲作家及编导。

如果说藏剧团是一艘行驶在隆
务河上的艺术之舟，那么在剧团立下
了汗马功劳、创编了六部大型藏戏的
三位剧作家多杰太、华本加、高鹏，就
是它的三位轮机手，这六个优秀剧本
就是他们分工创作、精诚团结的见
证。多杰太和华本加都是喝隆务河水
长大的农家子弟，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两人先后进入州文工队从事舞蹈
和器乐伴奏工作，80 年代初，文工团
转型排演藏戏节目，两位艺术尖子脱
颖而出，充分展示了他们在戏剧方面
的艺术才华，成为当代艺术成就最突
出、影响最大的重量级藏族剧作家。
同时，藏剧团还培养了一批在音乐、
舞美、舞蹈等方面的演艺人才，没有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精神，就没有藏剧
团今天取得的辉煌成果。汉族剧作家
高鹏、舞台美术大师吕建民等人也为
藏剧团的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现任团长仁青加 1987 年进入黄
南州文工团工作，20 多年来在热贡
等地随民间藏戏队伍学习传统藏戏
表演方式，搜集和整理古藏戏台本、
古谱、音乐、唱腔等传承工作，系统地
学习和继承了安多藏戏的表演程式、
唱腔、调式、击乐古谱等内容。他参与
到新时期藏戏发展与改革工作，与老
一代藏戏专家合作研究和探索现代
藏戏的出路，成为保护和继承发展藏
戏“南木特”剧种的国家级传承人，在
探索和创新藏戏现代戏的演出方面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传统藏戏的发
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在这数年间，藏剧团还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的演员，比如曲周太、拉吉
玛、仁青卓玛、洛桑朋措、格日、格志多
杰、万玛才让、光辉、李毛加、洛哇、南
拉太、增太吉、卡毛才让等，他们以精
湛的技艺、嘹亮的歌声和生动的人物
形象征服了广大观众，成为了热贡地
区人民心目中的明星，而更多的年轻
的新一代演员，正在陆续走进这个团
结互助、其乐融融的艺术大家庭。

50年来，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的
演职人员带着他们辛勤排练出来的
藏戏和舞蹈节目，足迹踏遍全国各
地，甚至远赴美国、日本、泰国、尼泊
尔及港澳台地区演出和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把盛产于青南地区的藏戏艺
术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宣传大美青海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80年代初，藏剧团的演职人员带
着藏戏《意乐仙女》奔赴香港演出，这
是他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
方进行文化演艺交流。进入二十一世
纪，随着文化的繁荣昌盛，各种交流
活动日益频繁，剧团的演职人员们有
了更多赴外交流的机会。

2005 年藏剧团派出演职人员赴
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活动；2009年
赴尼泊尔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活动；
2012 年 1 月，参加由中国文化部、泰
国旅游体育部、曼谷市政府、中国驻
泰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 2012 第八届
泰国“欢乐春节”活动，赴泰国首都曼
谷、大城府、芭提雅市等地进行为期
11 天的演出活动；2014 年 2 月，根据
国家文化部的安排和斯坦福东亚研
究中心、斯坦福大学泛亚音乐节的邀
请，赴美国进行演出；2014年10月赴
日本进行出国文化交流演出任务，演
出了藏剧、藏戏、民歌、民族舞、表演
唱等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艺术节目，一
时间，热贡的风情歌舞沸腾了东京的
每一条街巷，各种宣传和报道如雪片
般飞来。

然而，藏剧团演职人员面临更多
的却是在省内和州内的一次次寻常
演出，多年来，剧团与青海电视台等
单位合作，承办了诸多大型庆祝活动
的文艺演出和各种晚会。剧团演员们
始终活跃在广大的农村、牧场、厂矿、
军 营 ，年 平 均 演 出 数 量 达 120 场
左右。

黄南州地处青南地区，平均海拔
在 3000 米以上，这里地广人稀，山高
路远，交通极为不便。建团初期，条件
更是艰苦，演职人员们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里，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送
戏下乡，走遍了黄南州以及领近藏区
的村村寨寨和草原帐篷。他们搭便
车，坐手扶拖拉机、骑马、步行、自带
行李，自备帐篷为农牧民群众演出，
有时甚至宿营野外，栉风沐雪。有一
年到同仁县双桩村演出，该村位居深
山之中，海拔 3000 米，路险坡徒，演
员们跋涉几十里羊肠小道，进村后顾
不上休息，就为等候在场多时的群众
们演出，群众十分感动。当演出结束
演员们离村时，一位老阿奶拉着演员
的手不放，她说：“我们这个村子过去
从未来过剧团，今天你们爬山几十
里，送来了这么好的戏，太感谢你们
了”。像这样的故事，简直是多得不胜
枚举，每个人都能说出一长串。

多年来，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和社
会效益，严肃演出纪律，藏剧团制定
了“三个一样”的演出制度：即在农村
牧区演出和城市演出一样，剧场演出
和广场演出一样，观众多和观众少演
出一样。不论是出省、晋京汇报演出，
还是深入广大农村牧区，演职员们始
终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兢兢业
业地演好每场戏。被农牧区群众誉为

“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工作队，被国内
外媒体称为宣传藏民族、宣传青海、
宣传黄南的排头兵，为繁荣文艺、促
进开放、扩大交流、增强民族地区文
化艺术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积极贡献。

50年来，藏剧团在藏戏编排和演
艺、剧团建设、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
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留下了无数可供
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剧团先后创作演出了歌剧《大黄
山下》、《战风雪》；舞蹈《丰收之歌》、

《弓》、《草原牧歌》、《思念》、《快乐龙
鼓》、《彩袖飞舞》；表演唱《牧牛商店
下帐房》、《如愿》；曲艺《那吉才洛》、

《卓多大叔》、《父与石》、《心愿》；大型

歌舞《香巴拉的祝福》、《圣雪莲》、《热
贡神韵》等优秀剧节目。

大型神话藏戏《诺桑王子》获得
青海省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优秀剧
本奖；大型神话藏戏《意乐仙女》荣获
1982 年至 1983 年度全国优秀话剧、
戏剧、歌剧剧本创作奖，第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荣誉奖、青海
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青海文艺作品荣
誉奖；大型神话藏戏《苏吉尼玛》获得
第二届（1989 年）全国少数民族题材
戏剧评奖银奖；大型历史剧《藏王的
使者》——1991年获得青海省专业文
艺调演中获得编剧一等奖、导演二等
奖，1992年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
戏剧剧本银奖，1993 年全国“五个一
工程”入选作品奖，1994 年曹禺戏剧
文学剧本奖，1996年文化部颁发的文
华新剧目奖，以及 1999 年入选新中
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系列；大型现代
藏戏《金色的黎明》先后荣获第四届
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剧本“孔雀
杯”金奖，1993 年全省文艺调演中荣
获剧目一等奖、乐队伴奏二等奖及省
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2000年文华新剧目奖；大型现代藏戏

《纳桑贡玛》荣获 2002 年度全国少数
民族题材戏剧剧本“孔雀奖”银奖，
2003年首届中国·青海民族文化旅游
节全省专业文艺汇演综合一等奖、编
剧二等奖、导演一等奖、作曲三等奖、
舞美综合二等奖、乐队伴奏二等奖，
2004 年全国第六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提名奖；2007 年大型现代藏戏《格桑
花开的时候》获首届青海省戏剧一等
奖、音乐一等奖，全省“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奖，中国首届少数民族戏剧
汇演金奖。2009 年，大型民族风情歌
舞集《热贡神韵》代表青海省进京参
加建国六十周年献礼演出及 2010 年
上海世博会青海活动周演，2012 年 1
月大型热贡风情歌舞集《热贡神韵》
被文化部选定为 2010-2011 年度全
国 38 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
剧目之一，实现了我省国家级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剧目史上零的突破。2012
年6月，《热贡神韵》代表青海省参加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荣获
剧目金奖、导演奖、编剧奖等多个奖
项。2013 年《热贡神韵》荣获文化部

“文化剧目奖”“文华剧作奖”。2014年
10月《热贡神韵》荣获“青海省第七届
文学艺术奖”

2010年起，藏剧团在团长仁青加
的主持下，开始着手编写大型历史藏
戏《松赞干布》的剧本，该剧本荣获青
海省建国六十五周年文艺创作奖，
2014 年荣获青海省第七届文学艺术
奖，同时该剧申报国家艺术基金并在
全国众多剧目中通过初评。2016年五
一前夕，大型新编藏戏《松赞干布》在
西宁首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藏剧团先后数次被评
为国家级、省级农村文化先进集体，
国家级、省级、州级民族团结先进集
体，1990 年被文化部授予“坚持改革
开放、振兴藏戏艺术”荣誉称号，1991
年被评为国家级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1999 年被评为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2008 年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黄南藏戏”项目保护与实施
单位，在藏戏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做了
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些荣誉和称号，
反映了这个凝聚着藏、汉、回、土、蒙
古、撒拉等多个民族成员的先进集
体，沿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
针，长期、坚定地为各族人民提供健
康、优秀的精神食粮的光荣历程。

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黄南州
民族歌舞剧团从婴啼初始的自治州
文工队到现在的青海省藏剧团、黄南
州民族歌舞剧团，走过了一条光荣而
辉煌的征程，已步入艺术上的黄金时
代，成为近几年全省文艺团体中发展
最快、进步最多、贡献最大的文艺团
体之一。她站立在雪域高原，托着继
承和发展藏戏艺术的坚定信念，正以
坚实有力的步伐走向更加广阔的天
地，为我们这个和平而昌盛的年代贡
献着雪莲一般的芬芳。

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藏域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
——青海省藏剧团、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五十年工作综述

文图 / 施建华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境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境
内内，，活跃着一支藏戏艺术的创演活跃着一支藏戏艺术的创演
队伍队伍，，五十年来五十年来，，这个剧团以推陈这个剧团以推陈
出新和创编表演民族藏戏为己出新和创编表演民族藏戏为己
任任，，在国内戏剧舞台赢得了较好在国内戏剧舞台赢得了较好
的声誉的声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一如一
支盛开在藏域的雪莲花支盛开在藏域的雪莲花，，成为国成为国
内藏区一家知名的文艺团体内藏区一家知名的文艺团体。。

这就是青海省藏剧团这就是青海省藏剧团、、黄南黄南
州民族歌舞剧团州民族歌舞剧团。。

图为藏剧团承担演出任务图为藏剧团承担演出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