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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 ●“记住即将消失的人类历史记忆”·大型主题策划

甘孜文化
筇 ●

精彩《高原风》五一闪亮登场
从 5 月 1 日开始， 每晚 8 点准时在康定剧场上

演，敬请您前来品味这场大型歌舞中蕴含的“神韵”、
“情韵”和“风韵”

编者按：随着工业化进程，一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生产生活用具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些生产生活用具却承载着人类的记忆，承载着人类从何而来。 因此，人们提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不少与工业化进程不相一致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保护。 但是，并非所有“该淘汰”的东西都得到了保护，有的正渐渐消失在人类的视线里。 为记住这些即将
消失的古老记忆，本刊特策划了“记住即将消失的人类历史记忆”主题报道，将陆续讲述在我州农牧民生产生活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用具的故事。

■ 本报见习记者 唐闯 文/图

去年底，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扶
贫移民局，对我省现有溜索的分布情
况进行摸底调查。 结果显示，我省在
用溜索共有 99 处，主要分布在阿坝、
甘孜 、凉山 、绵阳 、广元 5 个市州的
1361 个村落。 根据此次出台的“溜索
改桥”规划，我省“溜索改桥”任务占
总任务的 30%以上。

2015 年 ，西部地区的 “溜索 ”被
写进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 根据
《人民日报 》3 月 11 日发布的消息 ，
西部地区溜索改造工作将在今年
全部开工 ，以彻底解决西部边远山
区群众溜索出行难题 ， 从而结束
“溜索时代 ”。

6 月，记者为溜索而来，见证它最
后的岁月， 记录与它有关的历史，展
望未来。

过江
雅砻江流经这里的时候，两岸的

山岩突然笔直起来，围绕整个村子的
树和庄稼形成了仅有的一片绿洲。 当
太阳火辣辣地打到土地上、 山坡上、
人和动物的脸上，雅砻江两岸笔直而
又干燥的山岩竟让人的眼睛感到了
难以言说的干涩。

突然， 一根溜索从绿洲里伸出，
直达河对岸那片干涩的土地和山坡，
被绿色环绕的地方是九龙县八窝龙
村， 而河对岸是凉山州木里县博乌
乡。 在这里采访，记者感到：那种干涩
正是溜索存在的理由，而正是溜索的
存在， 让人们慢慢经营那单调的绿
色， 并在这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上生
活、繁衍。

八窝龙村的扎巴次仁是记者重
要的采访对象，几十年来，他一直在
这条溜索上摆渡。 20 天前，扎巴次仁
从四川新闻里听说了一个消息 ：溜
索快用不上了，即将成为历史。 扎巴
次仁意识到： 自己将是这根溜索最
后的摆渡人。 如今悬卧在江面上的
铁索是扎巴次仁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凑钱牵起来的，他是溜索的所有人，
以此为生。

早上 8 点多 ，一如往日 ，扎巴次
仁收拾好滑轮和绳索， 穿上胶鞋，背
着背篓，带上两瓶啤酒，准备赶到雅
砻江边。 在约好的时间点，记者赶在
扎巴次仁出门之前，在他的家门口与
他相见。 谈到即将修桥，扎巴次仁说，
修桥是好事啊。 悠悠的语气里有一种
难言的盼望之情，他黑瘦的脸微微露
着笑意，打在他脸上那强烈的阳光似
乎也在增加微笑的色彩。

与记者的想象不同，扎巴次仁并
未纠结于自己将就此失业的苦恼，尽
管在溜索上摆渡是他父亲传下来养
家的活路。

很多年前，扎巴次仁的父亲坐着
溜索从河对岸的博乌乡来到八窝龙
村娶妻安家。 扎巴次仁曾听父亲说
过， 过去的溜索用竹子做原材料，需
要四五天乃至更长的时间，人们方能
将极粗极长的竹子拧成一根溜索，然
后用油浸泡，阴干很长一段时间后才
能供来往的人们使用。

为了生存，扎巴次仁的父亲开始
守溜索，成为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摆渡
人。 “旧社会，溜索是头人家的，老百
姓没有钱，坐不起溜索。 当年，很多时
候，只有从巴塘、木里、云南过往的有
钱人才付得起溜索钱。 ”那时，扎巴次
仁的父亲守在河边，把这些有钱人一
一渡过雅砻江。

扎巴次仁说，父亲还曾经把外国
人摆渡过雅砻江。 那个外国人准备往
云南走，看样子是要去开矿。 扎巴次
仁曾听父亲惊讶地说起外国人的本
事：他在石头上轻轻一敲，石头就开
了。 悬在江面上的溜索送走了一个个
过路客，留下来的是扎巴次仁这样的
住户，他们守着溜索和数不清的日月
过日子。

小 时 候 ， 扎 巴 次 仁 曾 听 父 亲
说 ，过溜索是一件要命的事 ，如果
有更好的出路 ，他本不愿意靠摆渡
溜索度日 。 来来回回过了几十年 ，
一根溜索 ， 一次次见证生与死 ，父
亲说过的话深深镌刻在扎巴次仁
的心里 。 过江 ，对这些山民而言 ，有
着非凡的意义 。

每到涨水季节，雅砻江一改往日

的碧绿和恬静，它卷起的浪花、扬起
的波涛完全可以浸泡过河人的双
脚。 一个背蘑菇的在即将靠岸时，掉
了下去。 作为摆渡人，扎巴次仁变成
了被告，经调查，死者因没有把绳索
拴在腰上而落水，与扎巴次仁无关。
扎巴次仁说，有时候，掉水而亡的人
往往是偷渡者，为了省钱，他们自己
买了滑轮。

溜索见证过江水吞噬生命，也见
证过有人得救。

东布庄他上山打猎， 猎枪走火，
肚子瞬间炸开了花，肠子掉出来一大
截。 这个中年刚过的男人被抬下山，
没人敢送他过江。 年纪轻轻的扎巴次
仁站起来， 把东布庄他摆渡过雅砻
江。 由于送得及时，东布庄他得以活
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扎
巴次仁向记者讲述另一个故事。

已是凌晨 1 点，扎巴次仁被急促
的敲门声叫醒，一个面容紧张的男子
抱着一个脸色惨白的男孩， 看样子，
孩子病得不轻。 借着同样惨白的月
光， 扎巴次仁抱上男孩上了溜索，送
这对父子过河。 夜色下，听着喧响的
江水，扎巴次仁祈祷孩子能够平安无
事。 第二天，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点，
那个敲门的男人又回到了江边，他面
带痛苦，夜色下，男孩的尸体和夜色
一样漆黑。 扎巴次仁抱着孩子的尸
体，默默地，再次将父子送过雅砻江。

在扎巴次仁的摆渡生涯里，那些
喜乐与悲哀、 痛苦与欢笑并存的故
事，是另一根看不见却又真实存在的
时光之索，它摆渡着这个以溜索为生
的男人和许多人的生活。 由于浸透了
生与死的挣扎，过江，这个朴素的愿
望让雅砻江变得暗淡。

在八窝龙 ， 许多无名的争吵和
口角也紧紧围绕着溜索发生 。 前几
日 ，就在这雅砻江边 ，在这溜索旁 ，
有人喝了酒，并对扎巴次仁说，以后
有桥了，不需要过你的溜索。 这样的
话刀子一样扎人，可扎巴次仁说，他
能理解。 在这根溜索上，凡是病人、
学生和家里困难的人过河 ， 扎巴次
仁从不收钱。

记者打听到过溜索的费用：人 10

元，货物 5 元，一头牛 50 元，一只羊 5
元，其它的货物按情况来定。 在使用
溜索的人群中以对岸木里博乌乡的
人居多， 他们的年均收入不到 5000
元，而一年下来花费在溜索上的钱大
概 500 元。

为了过江， 一根溜索让人犯难。
当记者带着恐惧，坐上溜索，滑向对
岸，伴着滑轮与钢索的摩擦声，记者
的脑海不断闪现各种死亡的画面，泛
着绿水的雅砻江瞬间让人想到了坟
墓。 当记者从江对岸回来，惊魂未定
之际，记者意识到：在岩石缝般的生
存空间里，人们究竟需要多大的意志
力，才能直面汹涌的江水，直面干涩
的土地和山坡， 一代代以此为家园，
繁衍生息。

记者了解到 ，在八窝龙村 ，从几
年前开始，年轻人已很少过溜索了。

进城
在八窝龙过了雅砻江 ， 再过半

天时间，人们将到达九龙县城，从九
龙县城出发，便可到达康定，然后去
往成都。 好些年来，对居住在这片河
谷地带的人们来说 ， 进城读书 、工

作、 生活是远离悬在溜索上日子的
一条捷径。

在河对岸 ，进城是谋生计 ，改变
命运，甚至振兴家业的一条活路。 河
对岸博乌乡的人们去木里县城需要
两天，车费是 200 元 ；而过溜索到九
龙县城只要一天，全部费用是 80 元。
博乌乡的人们主要以卖药材为生，一
个星期需要过十几次河， 通过溜索，
走八窝龙进九龙县城。

记者跟着扎巴次仁走到雅砻江
边的那个清晨，正好遇到对岸的人们
过河卖药。 当时，阳光尚未照到江面
上， 雅砻江水一如往昔一刻不停留。
然而，对岸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山
歌，那嗓子说不上婉转，却也亮堂，透
着粗烈的味道。

扎巴次仁告诉记者 ， 那人是在
唱：今天天好，日子好，心情好，一切
都要顺利。 不一会儿，一个人赶着一
队骡子渐渐从歌声里走出来，清晰地
出现在河对岸。 此时，扎巴次仁飞一
般上了溜索过了河。 待那个人拴好骡
子，卸下药材，他便同几袋药草吱吱
吱地从对岸滑了过来。 药草很快全部
送过了河，不幸的是，靠岸时，装药草
的一两个口袋还是撞破了，一些药草
从划开的口子里洒了出来。

记者同这个过河的人攀谈起来，
得知他要去九龙县城卖药草，今晚要
在八窝龙歇宿。 正说话间，一个穿迷
彩裤、套着白色 T 恤上沾着一些污渍
和汗渍的、脸色黑黄的男人带着一个
小男孩走到记者旁边。

这个男人叫哈西布杰，58 岁，小
男孩是他的孙子。 他到河边来没有别
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记者是怎样采访
的。 于是，哈西布杰很快成为了采访
对象，他开始讲述他的家族和这条溜
索的故事。

据哈西布杰说 ，早年间 ，八窝龙
曾是通往云南的一条重要商道，很多
商人在这里用溜索将货物、马匹送过
河。 当时，悬卧在江面上的溜索还不
是铁索，传统的竹索承担着来往的商
客和货物。 哈西布杰的爷爷扎西郎波
是这条商道上的一个商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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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溜索人扎巴次仁。

溜索上的妇女。

凉山州木里县博乌乡村民渡溜索到河对岸的九龙县八窝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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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须秋韵

筇筇筇筇筇 从这里，走进康巴。

图为《高原风》排练现场。

本报讯（记者 杨珂 实习记者 张皞）4 月的康定，
气候还显得有些微凉， 记者来到州歌舞团排练室，屋
内体感微凉，但演员们都身着短裤、T 恤，练功服早已
被汗水浸透。 记者了解到，从 4 月 15 日开始，这些演
员就已开始在此进行强度排演，只为能从 5 月 1 日开
始为我州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视听的盛宴。

据州歌舞团团长刘力夫介绍，此次排演的大型民
族歌舞———《高原风》，是以康巴地区人文环境里的文
化背景为要素，通过“神韵”、“情韵”、“风韵”三个篇
章，将整个康巴地区神秘的宗教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
族歌舞、民族服饰、民俗风情有机融为一体，极力彰显
康巴藏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及歌
舞魅力。神韵篇，将为观众展现康巴高原的神秘，通过
“六字真言”的吟唱、寺庙乐舞、佛像开光、喇嘛的辩
经、僧人的金钹舞、空灵的玛尼经舞，给人展示出厚
重、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情韵篇，将为观众展示甘孜
藏区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文化，茶马古道上马帮汉子放
下烦恼和忧愁，跳起阳刚、潇洒、奔放的舞蹈，尽情挥
洒欢乐和激情。藏族青年相聚娱乐时喜欢开展的占卦
唱歌游戏“箍箍卦”，表现了男女青年热爱生活、追求
爱情的快乐情景。 《康定情舞》凸显爱与和谐的主题，
《对脚锅庄舞》跳出的却是“谁最勤劳、善良，谁才会成
为自己意中人”的青年男女心愿；风韵篇，则通过甘孜
独具特色的山歌、格萨尔弹唱、酒歌、弦子舞、踢踏舞
和锅庄舞的歌舞展现，给观众展示出甘孜丰富多彩的
民族歌舞文化和其独特魅力。整台歌舞将观众置身在
丰富多彩的藏文化环境中，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
时尚元素，且具有超强的视觉冲击力，并将给观众带
来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 身临其境，观众能切身感受
到民族服饰的色彩斑斓和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聆听
到世界上传唱最久远的情歌， 感悟到自然的洗礼，人
性的回归。

刘力夫说：“为全力打造我州文化品牌， 在州委、
州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州宣传部和州文化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由我团牵头打造了这台《高原风》大型歌
舞，并将从 5 月 1 日开始正式在康定剧场上演，演出
时间为每晚 8 点整，演出时长为 90 分钟。各大网络售
票将从 4 月 25 日开始，现场售票将从 28 日开始。 ”

《高原风 》售票方式及购票地点 ：网站 （康巴传
媒网 、藏地阳光 、溜溜网 、美团网 、百度糯米 、手拉
手、大众点评、携程、驴妈妈、途牛、去哪儿、程旅游、
淘宝网 、）旅行社 （四川青旅 、四川国旅 、康辉旅行
社 ）景区 （海螺沟门票站 、神汤 、红石公园 、索道公
司 、观光公司 、燕子沟 、木格措 、跑巴山 ）酒店 （同情
歌酒店 、康巴大酒店 、格萨尔 、拉姆则林卡 ，天路情
谷等 10 家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