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风队一行在道孚走访了泽仁多吉一家。泽仁多吉家富裕的生活让采风队一行看见了藏族群众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在鲜
水河断裂带上，炉霍、道孚都发生过大地震。 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炉霍、道孚人民都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在废墟上重建了家
园，康巴大地真正成为了人们的家园。

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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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彩绘石刻源流

元帝师分封土司文书
该件档案形成于元武宗

至大二年 （公元 1309）年 ，至
今已 705 年。该件档案是我州
档案部门馆藏最早的一件官
方文书。 在整个元朝时期，共
任命过 13 任帝师。顾名思义，
即皇帝的老师，实则是代皇帝
管理藏区事务的大臣 。 经考
证 ,该件档案为元朝第七任帝
师桑吉贝给德格土司塔巴贝
的封文。 主要内容是：桑吉降
称职位已空 ，由塔巴贝继任 。
现将原桑吉降称管辖之地（今
金沙江左岸德格白玉一带河
谷地区）封给塔巴贝。 分封之
后 ，要求维护好本地治安 ，遵
纪守法，爱护好治下民众。 该
文献为手写藏文，行文文体为
古代藏文珠匝体 。 该文献对
研究元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
理制度 、 元朝施行的民族政
策 、 蒙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
值；也是研究元代文书制度的
重要原始凭证 。 这件档案现
保存于甘孜州档案馆，是四川
省藏区档案部门保存最早的
一件文书档案 ， 经省 、 州申
报 ，2002 年国家档案局首次
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评定
工作，全国共评出 48 件，该件
档案排列第六 ，收入 《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名录》。 四川送评
的档案享此殊荣的仅 3 件 ，3
件均为甘孜州收藏档案，因未
见除甘孜以外的康巴地区收
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因而称
之为“康巴三宝”之首。

甘孜州档案名录
■ 州档案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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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风情

襍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解
放的大旗， 已飘扬在
泸定、 康定的大渡河
两岸。可鱼通土司，还
不死心，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２ 日， 又纠合 ４６０ 多
人（比 １９３５ 年还多），
在大渡河畔， 向红色
政 权 发 起 了 进 攻 。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甲安仁失败。 当他的
躯体， 从敏千山上阴
森的岩洞中拖出来
后，20 世纪大渡河上
的最后一役画上了句
号。从此，长河两岸绵
延了 1000 多年的战
争烽烟，随雪浪而去。

在古战场播种新绿

襍 格萨尔彩绘石刻，是青藏高原丰富多彩的藏族石刻艺术中独具魅力的民间艺
术之一。 藏族石刻是非常古老的艺术形态，起源于石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

襍 1977 年 ，笔者和另一位同志 ，被工作组派去为修建
道孚党校备料，从松林口伐木场运回圆木、檩木。在此期
间，笔者开始了创作之路，将民改故事变成了一本小说。

情寄鲜水河
画面
重现镜头：
———房屋倒塌，浓烟滚滚
———各地支援灾区的军民忙碌着抬运

死者，救护伤者
———工作组发给群众救灾物资，帮助受

灾群众搭建临时住房
———慰问团领导向受灾群众亲切慰问
这时，一个穿戴整齐的藏族姑娘进来为

采风队添开水。旺堆拉住姑娘介绍说，“这就
是十七年前炉霍地震时留下的孤儿仁真拉
姆。 那时她才八岁，地震时，母亲用身子护
着，她才免于一死。 之后，政府收养了她，并
供养她求学至初中毕业。 前年，她从炉霍分
配来道孚招待所当招待员。 ”姑娘有礼貌地
给大家敬了个礼，表示要作一个合格的招待
员，来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县招待所负责人旺堆的带领下，采风
队三人专访了在 1980 年遭受地震的重灾户
泽仁多吉一家。

这是一幢落成不久的油漆彩绘的藏式
房廊建筑，上下两层。上层是长辈们居住的，
下层是泽仁多吉的小儿子的住房，房侧是畜
圈和保管室。 庭前是一块不大的花圃，栽着
各色各样的花卉。花圈旁边是几棵从巴塘移
植的苹果树。

主人以接待贵宾的方式迎进采风队一
行，经旺堆几句藏话介绍，主人把采风队延
至上方坐下，让客人品尝自种的苹果和自制
的干牛肉和酸奶子。

旺堆作翻译， 把主人的盛意告诉客人。
客人以极大的兴趣欣赏墙上挂着的那支猎
枪，主人会意，随即从房内取出花纹斑烂的
两张豹皮，表明主人还是一个精干的猎人。

这时 ，门外响起一阵拖拉机声音 。 一
会儿 ，走进一个头上戴着太阳帽 、身穿绛
色藏装的青年 ，仁真多吉用藏语介绍了客
人 。 小伙子用汉语向三位客人敬礼招呼 ，
并献上苹果和干牛肉 。 接着由旺堆提议 ，

参观了畜圈和保管室 。 最后 ，宾主在庭园
花圃前留影。

小伙子捧起果盘，仁真多吉从盘里拣苹
果塞进三位客人的口袋。

宾主依依告别，直至采风队的敞蓬吉普
消失在远方。

这时， 绚丽的晚霞映照在鲜水河上，放
出异彩。

激越雄浑的主题歌声，在青山翠谷中回
荡……

荧屏上现出演职员表。
解说词
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她没有一泻

千里的宏伟气势，也没有动人心魄的惊涛骇
浪。几千年来，她一直这样平静地流着。她的
两条支流希渠河和尼曲河从巴颜喀拉山南
麓发源，流经甘孜州北部的茫茫草原，在炉
霍县境内汇合，然后顺南而下，注入四川四
大名江之一的雅砻江。

这条河的名字叫鲜水河。她以充足的水
量和丰富的养份，滋润着两岸的大地。 鲜水
河流域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这里
不仅是甘孜州的粮仓，也是很好的放牧场。

鲜水河流域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 木材
蓄积量大，河水流送的木材，可以源源不断地
直接输入长江运到祖国各地。

啊，鲜水河，丰绕的河，美丽的河。 你世
世代代哺育着两岸的土地和数十万藏族人
民，你记录着和创造着这里的历史。 你是这
里社会变革和进化过程的见证者。

然而造物主偏偏要在这样一条文静
秀美的鲜水河流域安排一个切割很深的
大断裂带 。

就 是 这 个 美 丽 的 城 市———炉 霍 ， 在
1973 年 2 月 6 日，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 受
灾面积达 6000 平方公里， 摧垮房屋 15700
幢，死伤 4800 余人。

炉霍人民经过艰苦努力 ， 重建了家
园 ， 把炉霍建设成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
让 我 们 听 一 听 时 任 州 文 化 局 局 长 藏 族

画 家 仁 真 郎 加 介 绍 亲 历 的 那 场 地 震 灾
害吧 !

这条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并
在太平洋板块的共同挤压下形成的断裂
带 ，北起甘孜县的东谷 ，向南东方向延伸 ，
经炉霍和道孚 、康定等县境 ，直至泸定县
田湾，总长 350 公里。 近百万年来，这条断
型带强烈活动 ，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大小的
地震灾害。

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灾害，人们也曾
背井离乡地逃跑过。 然而，后来他们又从四面
八方汇聚到这里来居住，他们离不开这块浸透
着养育之恩的土地啊！

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在社会
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 一方受灾八方支援，
一人有难万人相帮。 中央、国务院派来的慰
问团给灾区人民带来丁十亿颗火热的心。

鲜水河两岸，从炉霍到道孚，到处是青
稞飘香，牛肥马壮，勤劳的藏族农牧民把大
地装扮得如花似锦。

道孚，这座古老的城市，正以它豪迈的步
伐，随着祖国在四化道路上飞奔。

这里曾遭受一次 6 ．9 级的强烈地震 ，
县城房屋大部份倒塌或裂缝 ， 死伤达数
百余人 。

地震给人们带来了灾难，给美丽的河山
罩上丁阴影，然而并没有把世代在这里居住
的藏族人民给吓倒。 他们借助全国各族人民
的支援力量，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重建起了
美好的家园。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不少遭受地震灾害的重
灾户，又重新组织起自己的新家庭。靠自己辛勤
劳动和经营，赢来了富裕的生活。

更大的希望还在有为的年轻人身上。 他
们有远大理想、 高尚情操和坚强强的毅力，
他们也从不畏惧灾害与困难，为了祖国的明
天，他们愿付出一切。

地震过去了。 鲜水河平静下来，它依旧
文静地流淌着，以它一往无前的性格，汇入
祖国滚滚的大江……

１９５１：最后的烽烟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解放的大旗，已飘扬在泸定、康定的大渡河两岸。 可

那个双手沾满红军鲜血的鱼通土司，还不死心，决意重温当年赵磨子
旧梦。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又纠合 ４６０ 多人（比 １９３５ 年还多），拿起当年
从红军手中夺取的枪，在大渡河畔，向红色政权发起了进攻。蚍蜉撼树
谈何易，同一切顽而不固的反动派一样，这个当年屠杀红军的刽子手，
在早已发展壮大的红军（今天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很快就碰得头
破血流。 笔者手边那道纸张已发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分区司令
部”于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由司令员樊执中、政治委员苗逢树、副司令
员杨春于署名发布的《通命》，便是这场平叛斗争最有权威的总结。 今
天看来，它已成为研究大渡河鱼通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一
份不可多得的、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

《通令》是这样说的：“匪首甲安仁、杨维周等自背叛人民，坚持其
反革命立场，公开在金汤、鱼通地区进行叛乱后，我全体军民，莫不切
齿痛恨！我军本着为民除害，保护广大人民利益，决不允许其继续存在活
动。 为坚决澈底歼灭该匪，我分区五五八团，团直一部，一、五、六、八连及
二营机枪连一部，泸定警卫营两个连，及雅安分区五五五团三营七连、九
连及火力排等，于六月十四日，向金汤鱼通明前（敏千）山、纳脚沟两地叛
乱股匪约五百人进剿以来，由于我全体指战员，不怕山高林密，地形险
要，雨多雾浓，克服了不少困难，高度地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在共同积极的努力下，截至七月四日，共歼匪三百六十余人，
缴获机枪五挺，长短枪三百八十二支,叛乱之匪已基本被我扑灭,主要匪
首甲安仁、杨维周、包其昌、杨恩伟等，均先后被我击毙或困于大山中饿
死，我各部均完成了这次剿匪任务”。

另一篇题为《鱼通人民头上的石板被掀开了》的“分区某部扑灭甲安仁
叛匪记”，记述得更详实：“六月十四日我剿匪部队，背负各族人民的愿望，向
匪穴麦笨进发。 ”

“明乾（敏千）山地势是非常险恶的，通上山顶的只有一条能走一个
人的独路，两边是乱石崖。 一连串十几个山头，都有敌人把守。 敌人在前
山要口坟山坪，将仅有的五、六挺机枪布置在那里，并在各要口设擂石滚
木，企图顽抗。 ”

“十七日，战斗又开始了。为敌人所盘据的明乾（敏千）山，山头、要口，一
个接一个的被攻下来了。 ”

“二十号下午，我军胜利地占领了整个明乾（敏千）山，叛匪巢穴彻底
被摧毁，残匪四散逃窜。 我军立即包围搜索，地方干部也配合着展开了政
治攻势，八天中从山林招回投降自新土匪一百八十余名。暴乱主要匪首甲
匪安仁、杨匪维周、杨匪思文（伟）、包匪继（其）昌等全部毙命；被胁迫匪众
除毙俘外，大部缴枪投降自新，数百名叛乱股匪全部歼灭了。 ”

当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 胆敢发动叛乱的鱼通土司甲安仁僵硬
的躯体，从敏千山上阴森的岩洞中拖出来后，二十世纪大渡河上的最
后一役画上了句号。 从此，长河两岸绵延了一千多年的战争烽烟，随
雪浪而去。

我的创作之路
笔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为什么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

呢？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九七七年秋，“四人帮”倒台的
第二年，准备修建县委党校，临时把笔者和另一个同志从党校
包点（生产队）工作组派去为党校备料。 所谓备料就是作些开工
前的准备工作。 我俩的任务是从松林口伐木场运回圆木、檩木。
因为车站没有执勤车，过路车辆又不愿意跑短途，遇合适了有
时一天能拉上一车，有时两三天才拉一车。 回到家里无所事事，
闲得无聊。 经过几天的琢磨，笔者草拟了一个提纲，打算写点民
改平叛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以此打发时日。 计划用十章把民改
中的几个阶段和对敌斗争中的几个精彩场面粗略地勾画出来，
孤芳自赏。 谁知一提笔就收不了手，故事愈写愈长，人物愈理愈
多，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迭现，真可谓文
思泉涌，信手拈来。 写到第三章故事开始发岔，一个故事一口气
根本没法写下去，人物也更难驾驭了，怎么办？ 笔者采取了讲评
书的人卖关子的办法，戛然而止，且听下回分解。 于是故事出现
了主线、副线和陪衬线；人物也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正面人
物和反面人物之分了。 随着故事铺开，人物的出场，几组矛盾相
互交叉，真是千头万绪，不亦乐乎。 不过，笔者很快发现了规律
性、逻辑性的内在联系，如不同人物的个性，故事的因果关系，
以及此一事和彼一事的必然发展趋势。笔者牵住几个线头顺理
成章，愈写愈轻松，愈写兴致愈浓，什么霞飞月落，早已置之度
外，无暇顾及，忙得连理发都没有时间。 后来发现，写的不是点
点滴滴的民改回忆录，而是受制于书中的人物活动影响，在为
他们撰写长篇记事文了。

同伴看见笔者一天到晚伏案写作，疑惑不解，感到惊奇，问写
什么？ 笔者说写个材料一直没有写完。 他见笔者写得很苦，人也瘦
了，同情地说：“你就安心写吧，我去找车运木料”。 这当然是求之不
得的美事。 就在备料的三个多月中，抱着写成什么就算什么的侥幸
心理，也顾不得什么提纲不提纲了，像记流水账一样，一气呵成。 初
稿竟写了四十三章，四十余万字。取名《雅砻江畔》，竟成了长篇小说
的雏型。

■ 益 邛

2006 年，国务院批准《格萨
尔》彩绘石刻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充分表明了这一
古老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传承的
必要性。

藏族石刻艺术历史悠久、多
姿多彩、点多面广。 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镌刻着藏民族丰富的
精神意义； 在无声的艺术圣殿
中，堆积着藏民族不朽的古老故
事。 格萨尔彩绘石刻，是青藏高
原丰富多彩的藏族石刻艺术中
独具魅力的民间艺术之一。美国
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历史学家
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一书中说：
“人类即使他们最了不起的时
刻，比起自然界也是弱小的。 自
然界与人类接触是通过万物、人
类则以对万物作出反应表白自
己。 这种反应这种表白，就是所
谓的艺术”。 人类文明的发展规
律是根据人类各个时期，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创造出来的。人类历
史是一部文明史。 每个国家、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每一
民族都经历了从朦昧、野蛮到文
明时代。 一切事物的成长，无不
有其进化过程。 人类文明的发
展也不例外。 同样经历了由低
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 自从有
了人类就有艺术。 且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 艺
术作为交流情感的文化科学 ，
是人类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创造
出来的。 生活的艺术本身就是
最高的艺术， 艺术的发展充满
着求索和创新精神。 艺术是黑
暗中的曙光， 艺术创作是一只
在黑暗中向着美探索的手。

藏族石刻是非常古老的艺
术形态，可追溯到史前文化。 据
研究表明，藏族史前文化大致划
分为石器文化、 旧石器文化、新
石器文化、 陶器文化等几个时
期，藏族最早的绘画艺术源于石
文化。藏语中的“绘画（re-mo）二
字起源于岩画。 近二十多年来，
青藏高原多处发现了新旧石器
时代的文物。 如石制劳动工具、
石文字、石环、石珠。人类最早的
画笔是石笔。最早的艺术就是石
画。 研究艺术的学者们认为，最
早的雕刻和绘画艺术源自埃及
人，也有人认为，迦勒底人创造
了最早的大理石雕刻和最早的
浮雕作品。也有人认为古希腊人
发明了画笔和着色法。 然而，构
图是这种艺术的基石。那么构图

在石刻艺术之前已经存在。自人
类产生语言以后，就有民间神话
故事。 自人类会使用石器，就有
绘画艺术。这是人类最初的艺术
形态。它们代表着土著人的一种
思想，一种初始宗教。 因此有的
学者讲艺术源于宗教，并非不无
道理。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古典绘
画作品、雕塑、建筑及文学作品
都与宗教有关。宗教是艺术不可
或缺的条件和原始质料。 同样，
藏族史前也经历了万物有灵，大
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
时代。他们崇拜日、月、星辰、山、
雪、崖、江河湖泊、山泉巨石，还
有动物等， 从而产生了祭祀文
化、傩文化。从那时起，藏民族的
祖先开始以不成熟的笔触，在岩
石或石板上画出最早的图画，以
表达一种情绪。这是早期藏人与
周围环境之间达成的一种真实
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原始人
精神生活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即
客观世界在开始被认识的同时，
又被赋予了浓重的神秘主义和
属性的自然宗教色彩。费尔巴哈
说：“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
那种把自然看成一种仍意作为
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这就是祭
献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
基础”。正是这样的基础，让古代
藏人在石文化中，将直观了然的
物像常常赋予了特别的观念。首
先， 他们用质地较坚硬的石锥，
在石板或岩石上画日、月、星辰、
山等。 这种石画延续至解放前。
藏区一些农牧民在劳动休息时，
喜欢在石板上画多种动植物。他
们特别擅长画日、月、星辰。一些
地区的民间还有一种叫 “寻藏”
的游戏。 其方法，三块小石上分
别画日、月、星。寻者闭眼（三人）
后，藏者把三块石投出二、三米
远的距离。然后叫寻者睁开眼去
寻太阳、月亮、星星。谁先找到其
中一个为赢家。那些地方的多数
群众会画日、月、星。他们先画一
个圆， 其周围画满虚线为太阳；
画月亮就画月牙。星星几个小圈
即可，这一原始绘画方式传至近
代。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
值。 此外，在藏区六字真言石经
堆顶端有的习惯放日月画。佛塔
顶为日月宝金顶，唐嘎画上方也
有日、月、星画。 还有经幡顶、酥
油花供品，连手磨、三合一糕点
等都有日、月画。早期的石笔画，
虽然不会长久留存,但藏民族的
这一古老的民俗却告诉了我们
原始绘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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