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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唐闯

5 月 2 日，因为身体原因，中国
人民大学研究生樊迎春遗憾地退出
了甘孜文化体验之旅， 剩下的 5 名
90 后大学生心中掠过一丝危机感，
他们担心自己因为相同的原因退出
活动， 这迫使他们再次凝视眼前的
这片高原， 再度思考走进甘孜的意
义。五位大学生的下一站是巴塘，他
们的寻找将从这里开始。

寻誛找誛从誛雪誛山誛开誛始
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 大学生

们要翻越好几座海拔 4 千米以上的
雪山，其中海拔 6 千多米的雀儿山更
是白雪覆盖，寸草不生，山险路滑。

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
士研究生刘泽众而言， 雪山并不陌
生，他选择走进甘孜，就是为了看看
皑皑白雪和巍峨雪山。

2012 年， 刘泽众背着行囊，生
无分文，向西藏芒康出发，一头扎进
走青藏路的队伍。 那是一次艰辛的
旅程， 一路上没水没电， 没有热水
澡，没有落脚点，没有饱饭吃，既遇
到了好心人，也遭遇了白眼。

但为了看一眼梦中的雪山，刘
泽众和同伴长途跋涉， 像那些磕长
头前行的信众一样，历经艰辛，最终
站在了雪山面前。那一刻，内心的喜
悦已无法通过语言和泪水来表达，
他和同伴抬头挺胸， 久久凝望眼前
的雪山，雪山的纯净洗去一身困倦，
雪山的挺拔传递着屹立在天地间的
伟岸和高远。

2014 年 4 月 9 日 ，“甘孜文化
体验游” 招募消息传遍首都各大高
校，刘泽众记忆中的雪山被唤醒了，
它仿佛在呼唤渴望见到它的人再次
走向它，走向纯洁和高远。 就这样，
循着一份雪山情结， 刘泽众走出北
京忙碌的生活，走进了甘孜，向着他
梦中的雪山靠近， 向着天地间挺拔
的姿态眺望。

5 月 1 日，在亚丁，面对仙乃日
峰，刘泽众取下墨镜，与眼前的雪山
默默对视，蓝天下，白云环绕雪山，
也环绕着刘泽众的视线。

5 月 2 日下午， 前往巴塘措普
湖。道路渐渐从平坦变得颠簸，随后
有缕缕烟雾出现，那是温泉的蒸气。

路边停车， 五位大学生拿出提前准
备好的生鸡蛋，放在沸腾的泉水中，
不一会儿鸡蛋便煮熟了。他们吃着温
泉煮蛋继续前行。 此时，天空开始飘
雪；随着车队向山中开进，雪越来越
大，慢慢地覆盖了整个草原。 眼前只
有茫茫白雪， 直到他们看到措普湖。
刘泽众站在湖边， 被眼前的画面折
服。 神湖与雪山呼应，世界只有黑与
白，这样的景象就像上天赐予的巨幅
水墨，静谧至极。

在措普湖， 翡翠般的湖水带来
了另一种体验。 来自首都的五位 90
后大学生向湖面抛洒散发奶香的糌
粑，在一阵阵的喊鱼声中，湖水荡漾
涟漪，一条条“笨笨”的鱼缓缓游来，
映入眼帘。 远处，茫茫的白雪覆盖了
一切，湖水依偎着雪山，天地间一派
雪的纯净，山的肃穆。 下山的时候，
雪化了， 土地露出初春的草地和零
星的花儿，这一天他们穿越四季。

“那一刻，那一分，那一秒，我见
到了天堂。 ”面对措普湖，刘泽众被
深深震撼了。他说，“我爱的，就是那
一天那一时那一分那一秒的措普
沟。 那一刻，是天堂。 ”

在雪的世界里，北京体育大学的
刘栩昊索性脱掉了外套，和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李杰伟玩起了雪仗，雪野
之中，响起了追逐的欢笑声。

在回去的路上， 五位大学生关
切地问起了措普湖的未来。 巴塘县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目前，由于技
术条件不成熟， 县里并没有打算马

上开发措普湖，将其打造为景区，县
里担心粗放的开发方式会破坏措普
湖的生态环境，得不偿失。

听着巴塘县工作人员的介绍，
五位大学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车
窗外，积雪已经融化，牧草返绿，鲜
花吐蕊， 不同的色彩富有层次感地
铺垫到雪山脚下。大学生们说，将来
如有需要， 自己会为科学保护和开
发措普湖尽一份力。

遇誛见誛17誛岁誛的誛次誛真
措普湖天堂般的美让人难忘，

它的美丽让赵丁想起了一位少年，
这位少年的身影在大学生们的心湖
上投下了难忘的剪影。

少年叫次真，今年 17 岁，是阿
西土陶传承人降初的儿子。 在制作
土陶的过程中， 从嘈杂的人声和种
种敲击声中， 他爽朗的笑声常常一
下蹿出来， 在纯真的脸庞凝固成一
个灿烂的笑容。

中国政法大学的赵丁被次真的
开朗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赵丁的记
忆里，自己这样爽朗地笑，似乎已经
是很遥远的事，在北京，他常常忙得
上气不接下气。 赵丁说， 十七岁那
年，自己埋首书山题海，为了考上理
想的大学惜时如金。

和次真聊天的时候， 赵丁了解
到次真也有一个梦：他准备从父亲手
中接过传承千年的土陶制作工艺，并
将之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阿西
土陶。 在学习土陶制作的过程中，赵
丁体会到了土陶制作的不易。

次真领着大家去参观制作土陶
的白色黏土和红色黏土， 他告诉大
学生们，泥土非常珍贵，需要走陡峭
的山路，从很远的山上去掘取，然后
封存一定时间才能使用。

次真说 ， 他听自己的父亲说
过 ，很多年前 ，土陶只能换来生活
用的糌粑、酥油等粮食。现在，阿西
土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州
里和县里还帮助村子里成立了阿
西土陶烧制协会。 “父亲制作的土
陶已经参加过国际非遗博览会、还
到过香港。 ”说起土陶，谈到父亲，
次真一脸自豪。

次真的热情打动着赵丁和其它
几名大学生。在赵丁眼里，次真是文
化传承的新鲜血液。 在动手制作了
土陶后， 赵丁说：“土陶技艺一代代
传承下来，并能在今天发扬光大，很
不容易，让人感动。 ”

赵丁注意到， 次真安静地坐在
威严的父亲身边制作土陶的时候，
态度非常恭顺。 那一刻，面对土陶，
父子之间早已超越了普通的父子关
系，更像是一个大师面对学徒，一个
至高无上的长者面对晚辈， 这当中
有父子情、师徒情，更有信仰意义上
的感情。

“我相信次真做这样的土陶已
经不下一百次、一千次了，但他的态
度依然是那样虔诚。 ”看着次真，赵
丁万分感慨。 赵丁相信自己看到了
另一种风景， 它的美丽不亚于措普
湖的水光山色。

离开阿西村的时候， 大学生们
和次真一起合影留念， 并互留了联
系方式， 他们真诚地邀请次真带着
他的阿西土陶到北京来， 他们希望
在尽地主之谊的同时， 也为阿西土
陶的推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5 月 3 日下午， 五名大学生从
措普沟出发前往白玉县。

前往白玉县的道路依然颠簸，
但大学生们告诉记者， 在巴塘措普
湖，在稻城阿西村，他们看见了梦想
中的香格里拉，那里风光美丽，那里
生活着像降初父子这样热爱家乡和
热衷于传承文化和梦想的人们。

路仍在继续。 大学生们的思索
也在继续。 在甘孜这片流淌着大美
与真情的土地上， 他们是否能碰撞
出自己梦想的火花？

打开百度搜索，仔细阅读，五位
大学生才发现， 他们置身其中的甘
孜是共和国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
自治州， 而他们走进甘孜的这一年
恰是 《民族区域自治法》 颁布实施
30 周年；五位大学生意识到自己走
进甘孜并不是偶然的， 甘孜州举行
此次“北京大学生甘孜文化体验游”
活动也绝非空穴来风。

“为什么要走进甘孜？走进甘孜
究竟意味着什么？站在高原，我们该
担当怎样的角色？”五名大学生陷入
了思考。从北京出发之前，他们绝没
有想到这个最初的问题早已超出个
人兴趣、爱好的范畴。
荩本文图片由《新京报》提供荨

本报讯（记者 唐闯） 6 月 7 日至 9 日，由
陕、甘、青、川、藏五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
“唐蕃古道探险考察”队重走唐蕃古道，在世
界高城石渠县开展为期三天的探险科考活
动。在考察过程中，该县政府官员及群众用心
保护文物的举动感动了考古专家。

得知考古专家前来考察，当地牧民扎好黑
帐篷，手捧金色的哈达，备好醇香的奶茶，骑着
骏马沿途迎接。在该县俄热寺，僧人们搬出收藏
多年的文物，请专家们鉴赏，随后，僧人们向考
古专家们赠送了散发檀香的佛珠和纪念品。

公元 641 年， 在唐送亲使江夏王太宗族
弟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
文成公主出长安前往吐蕃，途经陕西、甘肃、
青海、四川最后顺利到达西藏拉萨。

去年， 考古专家在我州石渠县发现数量
较大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群， 这一考古成果
入选 2013 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 吐蕃王朝研究专家张建林教
授说，石渠的摩崖石刻群与西藏、青海的摩崖
石刻属同一风格， 某些石刻造像还附有藏汉
两种石刻题记。

“这再次有力证明了石渠是汉藏文化交
流的主要通道，在这里，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
源远流长， 这些石刻的存在也说明佛教不仅
仅是从印度方向传入西藏， 也是从汉地等多
个方向传入。 ”张建林教授的回答斩钉截铁。

6 月 8 日， 在考察石渠县须巴神山摩崖
石刻群的时候，专家们惊讶发现，为了保护历
史遗迹，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位
于石刻群旁边的一条公路已经改道； 在洛须
镇，在阿日扎，专家们看到多项省级、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他们纷纷举起相机，拍下珍贵的资料。

当晚，应当地政府邀请，在该县多媒体会
议室， 专家们以讲座形式就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与当地干部、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专
家们的发言数次被热情的掌声打断。

在讲座结束的时候， 高大伦教授说：“在
全国不少地方，为了发展经济，破坏历史古迹
的事时有发生，然而，在石渠县，在历史古迹
的保护上， 政府官员用心用力， 群众积极支
持，这让人非常感动。 ”

石渠文物保护感动中国考古专家

理塘县《虫草的故事》演到采集地

本报讯 （常雄飞） 我国首部反映藏区基
层民族干部工作和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天上的菊美》正在成都上映，记者从片方峨
眉电影集团获悉，不少单位、团体已经开始咨
询片方怎样包场观看该片。

影片用诗意的语言， 讲述了藏族副乡长
菊美多吉短暂一生中的动人故事。雪域高原、
康巴汉子、爱情故事、为民情怀，为观众呈现
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20 多岁从学校毕业后
到 33 岁生命戛然而止的历程。目前，《天上的
菊美》正在成都蛟龙国际、新城市、紫荆、峨影
1958、太平洋武侯店、太平洋川师店、温江区
海峡太平洋影城等影院放映。 6 月 16 日开始
将在全川范围内放映， 有包场需求的单位可
以和峨影集团或太平洋院线联系。

该片作为全国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教材并将在全国放映。

《天上的菊美》将在全川上映

他们在那一刻见证了梦想中的香格里拉

面对稻城央迈勇雪山，北京体育学院的刘栩昊只有以拥抱的姿势，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

第一次穿上金色的藏装，戴上洁白的哈达，感觉很奇妙，中国政法大学的赵丁在蓝天白云下为自己留一张影。措普湖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杰伟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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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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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叶强平） 6 月 9 日，在理塘县最
大的虫草采集地阿加沟， 来自格木乡迦须村
的牧民赤称巴登在观看完由县文化旅游和广
播影视体育局演出的藏语版小品 《虫草的故
事》后，激动地说：“这个节目太好了，欢乐之
余还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

理塘是我州南路最大的虫草产区，也是农
牧民副业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每年的 4 月底
至 7 月中旬， 大部分农牧民都要上山采挖虫
草，该时段也是虫草商贩最活跃的时期，同时
也是采挖农牧民最易上当受骗的时候。 今年 3
月，县文广体局取材群众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虫
草故事，经多次加工编排成藏语小品。 该小品
讲述的是农牧民群众因轻信高价收购虫草的
谎言，被收购商使用骗术而上当受骗的事。

今年虫草采挖开始后，县文广体局把该小
品作为“送文艺”到虫草山上的新节目，在虫草
采集地引起了轰动效果，在 6 个大的集中采集
地，3 万余采集者欣赏到小品《虫草的故事》后，
都被逗得哈哈大笑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