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闯

走向香格里拉意味着需要穿越大
地走向远方，走向心灵的高处。当风尘
仆仆的 90 一代离开都市， 走向甘孜，
他们触碰的大地将给他们的心灵带来
怎样的冲击？ 那一行走向远方和梦想
的足迹又将镌刻怎样的心灵轨迹？

抵 达 康 巴 高 原

5 月 1 日， 记者搭乘中巴车前往
稻城县亚丁机场，在广袤的原野上，古
冰川时代遗留下来的巨石大片大片裸
露着。许多蕨类植物成片扩展开来，鲜
有牧人在此放牧。 安静又凹凸不平的
路面穿过旷野， 来往车辆抛洒一路烟
尘，天空随时可能落下雪和冰雹。

从 4410 米的亚丁机场出发 ，穿
过这片旷野，一直前行，就能到达亚
丁神山。 六名来自首都的 90 后大学
生将在苍凉原始的背景中，开启走向
香格里拉的旅程。 稻城的阿西村和亚
丁风景区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

与 80 后不同，90 后绝大部分都
是独生子女。 在前往亚丁机场的路
上， 记者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90 后的
“常见”面孔：头发染色，穿着时尚又夸
张。 记者暗想：不知道，这些来自首都
的 90 后大学生是否也是这副打扮？

5 月 1 日早上 9 时许，一架银色
的飞机从蓝天飘然降落， 六名来自
首都的大学生走出机舱。 一名留着
长发的女生，率先映入记者眼帘。 她
一脸书卷之气， 透着南国女子的秀
气和聪颖，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投
射在她生气勃勃的面孔上 ， 碰撞出
别样的青春气息。 记者发现眼前的
“90”后有些不寻常 ：没有怪异的发
型，没有夸张的服装，在灿烂的阳光
下，六名大学生落落大方，和大家打
着招呼。 初次踏上康巴大地，他（她）
们抬头凝望天空，深深呼吸，思绪被
广阔无垠的蓝色吸引， 眼神中流露
着欣喜。 随后，六名大学生用手机拍
下了头顶的蓝天。

在机场，六名大学生集体合影，留下
了他们在甘孜大地的第一张照片。 随后，
记者与他们同乘一辆中巴车向县城进发。

突 如 其 来 的 高 原 反 应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强健的
体魄， 走向心中的远方香格里拉，走
向梦想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高原不
久，六名大学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
的真实含义。

出发前，六名大学生都做好了充
分的身体和心理准备，但当他们站在
4410 米的机场上，他们的呼吸仍然有
些不顺畅，心里感觉有些堵，一阵阵
轻微的悸动撞击着心房。 刚下飞机，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泽众和中国
政法大学本科生赵丁略微感到腿有
些颤抖；短暂停留后，他们和其它四
人紧赶慢赶向机场外走去。 赵丁练过
排球，曾经是运动健将，刘泽众也爱
运动，经常锻炼身体，但突入其来的
“反应”，还是让他俩有些意外。

对他们而言，此刻，站在高原，平
日里并不在意的身体突然异乎寻常的
重要起来。“可不能有高原反应啊。旅程
才开始呢。”中国传媒大学的施维，在心
里默念着，谁也不愿意因为身体的原因
退出这场刚刚开始的寻梦之旅，谁也不
愿意梦想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在颠簸中， 刚下飞机的兴奋已经
被不平的道路和对高原反应的紧张代
替，一路上，大学生们不敢怠慢，尽量
少说话，各自嘴里含着一片西洋参。

在县城， 他们吃到了走上高原的
第一次早餐：馒头、稀饭、泡菜。由于旅
途劳顿，加之一路颠簸，六位大学生并

没有吃多少东西， 尽管稻城县的工作
人员一再提醒他们，高原不比北京，接
下来的路途比较远， 一路上要找东西
吃很不容易， 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多吃
点，但大学生们仍然没有胃口。他们尚
未适应高原上的饮食习惯和规律。

在前往阿西村的路上，身体上的
些许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大学生们的
一阵质疑，他们不时相互询问自己是
否已经遭遇了高原反应。 到达村子，
就在大家都庆幸自己已经适应了高
原的时候， 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阿西
村，一位女生却被“击倒”了。

第 一 个 倒 下 的 女 孩

在机场，那位充满朝气的女生曾
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路上，
她精神很好，丝毫没有高原反应的任
何症状，谁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在走
上高原的第一天，成为了一个看客。

在阿西村，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准
备制作土陶时， 这位女孩突感不适，
一时间头晕脑胀，捂着胸部，整个人
瘫软下去。 在随队医生的帮助下，她
不得不蜷缩在藏床上， 吸着氧气，眼
睁睁看着同伴们跟随师傅学习土陶
制作。 乒乒乓乓敲击泥土的声音在藏
房里回响， 女孩掖了掖盖在身上毯
子，把脸埋了进去。

谁也不知道她是否流下眼泪。
大家时不时轻轻走到床边，关切

地询问，女孩已无力多说什么，随队

前来的医生嘱咐过， 要她尽量少说
话，特别是不能入睡。 在阿西村感受
土陶制作的技艺后，另外五名大学生
跟随 17 岁的少年次真去村子里放
马，女孩仍没有彻底恢复。

她只能和随队的医生呆在车上，
车窗外，天空湛蓝，一片葱郁的森林铺
向远方，但现在，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陪伴她的还有一个胀鼓鼓的氧气袋。

当车子驶向香格里拉镇，经过一路
颠簸，到达下榻的酒店，女孩早已脸色苍
白，全身无力，在吸氧后，她被送到了镇
上的卫生院。看过了她的症状，医生告诉
她，她的胃炎发作了，加之轻微的高原反
应，身体变得虚弱，需要马上输液。

当针扎入血管， 这位女孩只能看
着液体一点点输入自己的身体。在另一
边，医生正在和随队的工作人员交换意
见，医生说，高原上医疗条件有限，他建
议在身体没有恢复之前，这个女孩不要
去亚丁， 那里的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听到医生说的话，女孩把头埋了下去。

明天，按计划 ，大家将前往亚丁
神山。 女孩曾听人说起过，那里的雪
山姿态绝美，世间罕见……

樊 迎 春 无 奈 离 开 亚 丁

生病的女孩叫樊迎春， 就读中国
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是该校的硕
士研究生。 她完全没有想到，刚来到高
原，自己就遭遇了身体上的不适。 高原
上，夜晚无比安静，樊迎春浑身无力，睡
在卫生院冰冷的床上，除了聆听自己的
心跳，她似乎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在前往甘孜之前，樊迎春曾立下
心愿： 她要分享自己的香格里拉之
旅， 让梦想的力量感染更多的人；她
渴望为某种文化和人文遗产做些力
所能及的贡献。 现在，因为身体的原
因，甘孜之行就要折戟沉沙，她的心
愿眼看就要化为泡影。 樊迎春心里一
阵懊恼：什么都考虑到了，单单忽略
了身体的重要性。

然而，樊迎春不想放弃。 这次甘
孜之行来之不易。 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樊迎春的心情并没有好转。

同行的五位队友得知樊迎春住院
后，通过微信，问候她的病情，并鼓励她

坚持下去，一起走完剩下的路程。 在卫
生院，那位上了年纪的藏族医生一直陪
着樊迎春，直到液体输完才离开。 一点
一滴在樊迎春心里涤荡着一丝一丝的
暖意。 “我要坚持下去。 ”她鼓励自己。

事实上， 樊迎春从不是一个轻言
放弃的人。她热爱文学，然而，高中毕业
时，父母之命曾经让她一度违背自己的
心愿，去攻读并不喜欢的财经专业。 进
入大学， 樊迎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担任了南京财经大学唯一的校级文
学社《扬子》文学社社长，组织社团的各
种活动，还发行了间断了好几年的社团
刊物《遇见》，并在社联当年的社团评比
中获得五星级社团的荣誉，让《扬子》文
学社走到官方评定的至高点。正是这段
经历让她确定了自己考研的方向。通过
文学活动的开展， 与文学爱好者交流，
让她逐渐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自己
想过怎么样的生活，明白了一些关于梦
想的东西。 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本科
毕业后，樊迎春放弃银行高薪安逸的工
作， 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北京， 于 2012
年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追寻自己的文学
梦想，并在 2013 年第四届“信风杯”全
国高校征文大赛中获十佳作品奖。

第二天 ， 樊迎春的脸色依然苍
白， 但她却倔强地前往亚丁 ， 走向
4000 多海拔高地的旅程 。 一路上 ，
尽管身体虚弱， 她依然努力打着节
拍 ，应和着大家的歌声 ；在景区 ，尽
管喘气都很困难， 她却在同伴的帮
助下和大家一起走向亚丁神山 ；当
樊迎春最终站在亚丁神山面前 ，虚
弱的她久久凝望着， 仿佛看到了世
间最美的风景。

5 月 2 日，终因为身体原因，樊迎
春不得不放弃自己追寻远方香格里
拉的旅程， 在稻城搭乘飞机回到北
京。 那一天，樊迎春在白塔边与其它
五位同伴告别，大家都没说话，当中
巴车缓缓启动，樊迎春的身影渐渐消
失不见，车里的气氛一下跌落到了最
低点。 剩下的五位大学生将前往未知
的远方，但不知前方又有什么在等待
着他们？谁会是下一个离开的人？在追
寻梦想的道路上， 他们是否能找到自
己？ 前路茫茫，一切都是未知数。

荩本文图片由《新京报》提供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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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有了首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见证甘孜2014
筇 ●

本报讯( 程文雯)日前，笔者从省文化厅获悉，
全省 4 家非遗企业入选文化部近日公布的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我州
康定大吉香巴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藏族唐卡)榜
上有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
性质的实践过程中， 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
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
售等手段，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
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
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 3 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领域实施。

企业或单位要入选，必须拥有至少一项国家
级非遗项目， 同时必须在非遗核心技艺传承、人
才培养、经济效益、文化展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此次入选的 4 家非遗企业分别是康定大
吉香巴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藏族唐卡 )、凉山彝
族自治州民政民族工艺厂 (彝族漆器髹饰技艺)、
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青神竹编)和汶川杨华
珍藏羌织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藏族编织 、挑花
刺绣工艺羌族刺绣)。 加上首批的 3 家企业，全省
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已达 7 家，是数
量最多的省份。

本报讯（胡筱红 四郎尼玛 ）绿草茵茵，百花
齐放，在高原最美的季节里，被誉为“中国西部藏
族山歌之乡” 的炉霍县上罗乡迎来了首届炉霍县
藏族少儿山歌大赛。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旅
文体局主办， 县文化馆、 上罗中心校联合承办的
“弘扬民族文化，唱响炉霍山歌首届炉霍县藏族少
儿山歌大赛”在天籁般的山歌声中拉开序幕。

台上小选手演唱节奏舒缓自由，旋律优美，悦
耳动听，《美丽的草原》《霍尔章古》 等高亢激昂的
曲调唱出了参赛选手对家乡的厚爱， 对祖国的感
恩之情。台下观众喝彩欢呼，敬献哈达，跟调随唱。
上罗乡处处弥漫着和谐宜人的气息。

笔者从组委会获悉， 参加此次少儿山歌大赛
的 27 名选手分别来自阿坝州阿坝、红原以及我州
色达、道孚、新龙和炉霍等地的少儿山歌手，其中
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年仅 9 岁。 此次大赛中参赛
选手表演的节目内容， 大多数是炉霍最原生态歌
曲。

这次比赛要求参赛选手理解藏族原生态山歌
内涵，把握对曲调旋律及歌词的理解，情感投入到
位、服饰搭配符合藏族山歌特色、能展现藏族原生
态山歌的意境。 比赛设置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
三等奖三名、优秀奖若干名；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
来自炉霍县宗塔草原的德青曲珍获得本次少儿山
歌大赛一等奖。

弘扬民族文化 唱响炉霍山歌
首届炉霍县藏族少儿山歌大赛激情上演

本报讯( 降初泽郎)日前，中央电视台《远方的
家》栏目打造的百集系列特别节目《江河万里行》
拍摄组来到丹巴县进行拍摄。

在历时四天的的拍摄中， 栏目组一行用镜头先后
记录了该县太平桥宅垄服饰、巴底大坪村弓刀舞、梭坡
莫洛成人礼仪式。

在太平桥乡宅垄村， 热情好客的村民们身着宅
垄服饰， 为栏目组一行展示了已有 200多年历史的
古老服装。 在巴底大坪村，青年男子身穿甲、头戴盔、
背负盾，右手持箭、左手拿弓、腰跨宝刀，为栏目组一
行表演了嘉绒藏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舞蹈弓刀
舞，古朴的舞蹈表现了嘉绒藏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
侵略、维护统一的美好心愿，体现了浓郁的地方民族
风情。在梭坡莫洛村，栏目组拍摄到了嘉绒藏族女子
的成人礼。

期间，栏目组一行还与该县本土文艺创作者和
文化人士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文艺创作人
士、文化人士结合本地实际畅所欲言，为栏目组讲
诉了丹巴独特的嘉绒“水”文化以及民风民俗，让栏
目组进一步了解了该县的宗教文化、 婚嫁习俗、传
统节日、礼仪、丧葬习俗等民俗文化。

《江河万里行》 系列特别节目是外宣公益节
目 。 据了解 ， 节目制作后将在中文国际频道
（cctv-4）播出。

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走进丹巴

02 文化

打造真实“香格里拉”之梦

多元融合的康巴大地

03文学

阿婆的新都桥

04生活

把美人装进心里，把美景留给眼睛

筇筇筇筇筇筇筇 从这里，走进康巴。

他们在信仰的高度经受生命的洗礼

因身体原因，樊迎春倒在了稻城，不能和同伴们继续明天的远行。

樊迎春（左一）与队友合影。

誛誛 誛 誛誛

誛 誛誛 誛誛 誛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

誛誛 誛

追寻 90 一代人的梦想与他们心中的远方香格里拉·连续报道
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