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嘎多藏文书法。

本报记者 唐闯 文/图

一
嘎多今年四十多岁，一脸儒雅气，如果第

一次看见他，你会怀疑他是从某卷经文里走出
来的，但他那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又告诉你他
来自牧区，来自人和太阳最近的地方。

嘎多是石渠县阿日扎人， 写得一手好藏
文，也是画唐卡的行家。 第一次见到嘎多是在
今年的五省区藏文书法和唐卡大展比赛上，他
带去的书法作品获得了二等奖。

那一次比赛，许多唐卡画和藏文书法作品
都一一亮相，五省藏区较知名的唐卡画师和藏
文书法家也齐聚一堂。 但总的来说，唐卡画的
数量远远超过了参赛的藏文书法作品的数量。

而在参赛的所有藏文书法作品中， 嘎多写
下的藏文书法作品算是“另类”：字体圆润，笔锋
柔和，造型飘逸。 与传统藏文书法截然不同，嘎
多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传统藏文书法的审美
世界里突围，这一场突围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用嘎多自己的话说：“现在藏文书法的发展
势头远没有唐卡好， 传统的藏文书法仍然是主
流。 ”源远流长的藏文书法如何才能和千年的唐
卡艺术在新的时代双峰并置，互相辉映？ 藏文书
法怎样从传统的审美意识出发诞生出新的审美
风格？ 藏文书法在传达藏文化对神性的敬畏和
膜拜时，是否还能传递出更多的心声？

嘎多说，这些问题时常让自己陷入苦思的
状态，它们像牧场上的草长在自己心里，一年
过了又一年，绿了又枯，枯了又绿。

二
嘎多敢于在藏文书法领域突围的勇气来

源于自小苦学和家传的底气。
走出阿日扎离家求学之前，嘎多在舅舅的

教导下学习藏文。 嘎多至今记得，每日要按照
传统的学习方法，早起念诵经文，经文包括了
度母经、莲花生大师的经文，念经完毕便要学
新的经文并背诵。 这一切结束，嘎多便赶着自
家的牛去放牧， 下午回家后继续念诵抄写经
文，直至夜幕遮盖了草原，黑帐篷再次融入夜
色之中。

刻苦学习的日子是艰难的，但嘎多却自得
其乐不觉得疲累和枯燥，他颇有心思地给自己
写下的“经书”装饰一下，用笔勾出一些漂亮的
花边。 用来练习抄写经文的经书是嘎多和舅舅
想办法从寺院的喇嘛那里借来的，当时家里穷
没有条件买。 借来经书后，嘎多便在牛皮纸和

其它可以当纸使用的东西上将其记录下来。
许多年后，嘎多谈起少年时这一段苦学的

时光，很是怀念，他说如果没有这段抄写经文
的经历，如果没有舅舅严加管束，或许自己的
人生将是另一番光景，自己或许至今仍在牧场
上放牛。 嘎多说藏文书法为自己打开了一扇
门，因为这扇门，他走出阿日扎去更大的天地
施展拳脚。

14 岁那一年，嘎多在石渠跟随一所寺院的
堪布学习藏文书法。 满了 16 岁，因为藏文底子
好，嘎多去了四川省藏校，当时学校的校址在
德格的竹庆，在学校里授课的老师都是康区的
高僧大德。 嘎多去那里深造的时候，学校的老
师和学生都住在帐篷里。

在竹庆，嘎多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求学
时光。

白天早早起床背诵老师规定的篇目，夜晚
在烛光或者月光下读书。 学校没有纸，嘎多和
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在长方形的木板上涂
上墨水，墨水干后再撒上牛粪灰，然后抹上酥
油，用竹子削好的硬笔开始书写，练习书法。

在省藏校，嘎多在德格八邦寺堪布洛曲老
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藏文传统书法，对传统
藏文书法的理解和领悟比之过去又更进了一
步，其书法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竹庆，只要嘎多愿意，他随时可以到老
师那里请教，有时老师甚至会把学生留下来吃
饭，边吃边聊。 如果学生考试未能通过，有的老
师还会悄悄流泪，为学生难过。

嘎多忘不了同学间刻苦求学的情谊，忘不
了师生之间那份深情，亦师亦友的氛围让嘎多
至今仍然感念不已。 对嘎多而言，他在省藏校
学到的一切让自己一生受用，尤其是对传统藏
文书法的修习，更是受益匪浅。

噶多说，如今每每提笔书写，记忆中那些
难忘的画面便随着笔墨在纸间流转。 对嘎多
而言 ，书写藏文书法时 ，自己仿佛回到了过
去那美好的时光 ，似乎又沐浴在早年求学的
气氛之中。

嘎多,说传承藏文书法是他的责任，他想把
这种美好的感觉一直写下去，把自己生命中那
些美好鲜活的情感写下去，融在藏文书法的每
一个音符中。

三
嘎多试图在藏文书法中找到自己的心声，

试图在传承了千年，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定套路
和规范以及审美心理的书法艺术中，凿出一眼

活水，但寻找泉眼的历程是艰难的。
从省藏校毕业后，嘎多被分配到了甘孜日

报社负责校对工作，工作与书法无关，但工作
之余嘎多仍坚持练习藏文书法。 两年后，嘎多
前往成都，参与《中华大藏经》的校对工作，比
较不同版本，并将其记录下来。

在成都，嘎多接触到了汉文书法作品，在
送仙桥的古玩市场， 他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汉
字。 而一次偶遇让嘎多萌生了创新藏文书法
的想法。

炉霍县几个商人举办了一个慈善会，需要
藏、汉书法作品，在那次慈善会上，嘎多认识了
书画家邱笑秋老先生，并应邀前往老先生在龙
泉驿的家中，和老人一起喝酒聊天，向老人学
习、求教汉文书法作品。

这次拜访让嘎多深深感受到了汉文书法
作品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他意识到书法作品本
身的美也是一种境界。 当嘎多带着比较的眼光
回头再看传统藏文书法的时候，他发现传统的
藏文书法被两种传统的心理笼罩着：一种是膜
拜的心理，在很多藏人眼中，被高僧大德加持
过的藏文字具有法力，能庇佑众生，被视为供
奉的对象。 另一种是实用的心理，人们期盼抄
写经文能给自己带来福报。

嘎多意识到传统的藏文书法尚未完全从宗
教和世俗的心理中挣脱出来，追求自己的造型、
结构等方面的美感，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新天地。

嘎多试着从汉文书法中借鉴，从而寻求藏
文书法的创新。

但自己汉文底子不足，受了限制，学写汉
文书法难度比较大。 嘎多便从用墨、用纸、造型
上借鉴、学习。 每天，嘎多要在头脑中设计多种
藏文造型，这些造型不能破坏字义，要让人一
看便知其义，又要谋求独特的美感。

不断失败不断尝试，渐渐地，一个个字体
圆润，笔锋柔和，注重造型的藏文字在嘎多的
笔下诞生了。 嘎多的探索初见成效。

在嘎多探求藏文书法创新的同时，自己的
工作并不稳定，并几经更换，最终工作地点从
康定搬到了成都。 在几个画院做了几年工后，
嘎多索性自己开始办画院，经营礼品唐卡。

对嘎多而言，这种选择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的意味。 他一直酷爱藏文书法，但靠书写藏文
书法作品无法维持生存，嘎多和他的藏文书法
不得不像漂泊的船，在这个码头停停又在那个
码头靠靠。 现在，嘎多通过经营礼品唐卡的收
入来维持其书法创作。

在嘎多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了嘎多的“镇
室之宝”：两封上千元的印泥，各种书写用的排
笔、毛笔、书写用的宣纸，一打宣纸要上百元、
一台书法装裱机 6000 元。

书法成本之高超出记者的想象，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 截止到现在，10 年间嘎多创作的书
法作品只卖出了 100 多幅，平均下来每幅不到
1000 元，要靠书法作品维持生存太难了。

但 10 年来，嘎多仍然乐此不疲地写着，累
了他就坐在工作室喝一口茶，然后继续他的藏
文书法创新之梦。 努力有了回报，嘎多的创新
渐渐有了收获。

在 2014 年的国际非遗节上，嘎多的书法
作品大受欢迎， 法国文化部的一位负责人给
嘎多留下了联系方式， 她希望嘎多和他的藏
文书法作品能赴法国交流。2014 年 7 月，嘎多
受到邀请，携自己的书法作品前往广州参展，
并在广交会上大放异彩。

7 月底，记者再次拨通嘎多的电话，电话那
端传来嘎多平静的话音， 他说广州之行还可
以，他准备继续努力，在造型美和字型上再下
功夫，让更多的人看到藏文的美感。

放下电话，记者想起了嘎多工作室内的那
套茶具。 那是一套汉式茶具，古色古香，嘎多在
汉式茶具上放着藏茶，每天，写字写累了，他就
从古色古香的茶具上端起一杯藏茶细品起来。
工作室外是安静的小区，小区外便是繁华热闹
的成都。

在成都，在人来人往的都市，一个叫嘎多
的康巴人继续着他的梦想和笔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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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笔者随“纪念川藏公路通车 60 周年川藏
线纪行” 的十几家央媒和中国作协组织的采风团五
十余人组成的队伍，行程三千余公里，沿川藏公路进
行了历时十三天的采访。

川藏公路边长大的笔者曾记得， 儿时数数过往
的军车是一大乐事，它长蛇般滚来，打破了县城死水
般地沉寂，像过年，而车过后留下的是凄清的沉寂，
挂在蓝天上的白云默不作声，更强加了这种氛围，让
人等待下一车队的到来， 期盼车队的鸣笛和隆隆的
马达声。

如今，当视觉和听觉早已麻木于“长蛇”堵塞时，
更为庞大的车辆群穿梭在川藏公路上， 军车的数量
不过是浩浩荡荡中的一小支， 让笔者极为吃惊的是
沿途亟待保护的文化像被泥石流冲击过后迅速消
失；逐渐兴旺的集镇上一家接着一家的餐饮娱乐、住
宿商场代替了往日的冷清， 市场经济强劲的物欲之
风以锐不可挡之势刮进了这片慢节奏的地域， 往日
的味道，比如马帮身上的汗味、酒味和烟草味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 人们的目光、动作、气息仿佛受市场
经济的利益驱动被压成同一模子浇筑出来的“塑料”
人，带给人们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感觉逐渐消失。感
触之一， 是采风团行进在波密以森林和雪山为背景
的公路上时，同车的一位来自《中国妇女报》的记者
偶然间说出的一句话：“扎木的雪山森林太美了，看
到如此景色，傻瓜才去瑞士旅游呢，阿尔卑斯山与之
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盆景而已。 ” 一种“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井底盲视”被他的提醒豁然
开朗。 但细细琢磨，仍然认为开发的节奏别太快，不
然会像毁掉凤凰古城一样又毁掉扎木了， 吾国吃够
了开发和规划不同步的苦头。感触之二，是采风团的
车行进在通麦泥石流塌方群处时，13 公里的险境让
80、90 后的同仁们发出了惊讶的叫声， 这当然不怪
他们， 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可能经历过的最惊心
动魄的场景。然而，险峻的 13 公里对于一位有 30 年
车龄的老兵而言，那是通途坦道了，他们所经历的悬
崖险道、沟壑泥泞、冰雪路障、搓板毛路都是一道道
的鬼门关，这些近乎于死里逃生的动人故事，只有中
国军人在全世界最奇、最难、最险公路上写下过最为
悲壮的绝唱。但这些故事稍无历史纵深感，很可能就
写成一篇篇表扬稿， 以至于达到 “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的效果。 因此笔者在小说里，专门描写过马帮在
芒康路遇暴雪杀马求生的一段， 以之纪念马帮的生
存艰辛。

本报讯（ 潘利康）由州集邮协会编辑、州集邮协
会荣誉会员黎世忠编写的《集邮闲话》，已于 12 月初
出版。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 中华全国集邮联第
四届学术委员、湖南省集邮协会副会长黎泽重为《集
邮闲话》作序，省集邮协会副会长、省集邮协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萧庆元为《集邮闲话》题写了书名。 该书
为大 32 开，内容分“第一辑、康巴觅邮”，“第二辑、陋
室品邮”，“第三辑、沙龙论邮”三个章节和附录；该书
还精选了黎世忠先生在各级报刊发表的部分邮文和
获奖邮集。

黎世忠从小就喜爱集邮，1981 年参加了四川省
集邮协会筹备活动。 1982 年参加了四川省集邮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回到康定后联络组
织筹建康定集邮协会，系甘孜州集邮学会发起人；还
联系康定地区的邮友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邮联谊会
康定分会。曾担任全国少数民族集邮联谊会二、三届
理事，四川省生肖集邮研究会副会长，甘孜州集邮协
会常务理事，《蜀西邮苑》主编。

嘎多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