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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甘
孜,在甘孜县建立了藏区第一个
民族自治政权———博巴人民共
和国中央政府。 本件档案即为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 ，
印章为木质,现保存于甘孜州档
案馆。 红军长征时期，对新中国
的国体、政体还没有明确，像苏
联一样实行联邦制， 还是实行
共和制， 因而印章反映的是博
巴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按联邦
制组建的自治政权。 在红军的
帮助下，1935 年 5 月 1 日，包括
大小金川在内的 16 个县的 700
余名代表齐聚甘孜县城，5 月 5
日通过了大会宣言， 宣告博巴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 会议除选举了政府组成人
员外，设立了包括武装在内的 9
个政府部门。 博巴人民政府的
建立， 是党的民族统战思想的
一次成功实践， 为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

襍 万历四十二年，经受了明正土司等人的抢劫、焚烧后，沈村土司及百姓重建家园。 沈村土司为了安全，将土
司衙署修建在沈村海子山台地上。 沈村海子得以成为泸定八景之一。

史学随笔 专栏信
董 祖

海子山上的土司衙门
（一）沈村的灾后重建
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沈边土司、

头人、商贾、平民，在避难地海子山上，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劫， 家园化
为灰烬。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转眼间
变为废墟，“人人切齿， 无不欲食其肉
者。”（《万历合约》）沈边第六代土司余
景冬痛定思痛， 一面组织土民在亲戚
朋友的帮助下，各自重建家园；一面修
复沈村衙署。同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是“将河西十二堡，拨给呷马蛮张，
请授为千户， 协守咱里。 ”（余氏 《家
史》）；二是在沈村海子山台地上边，靠
近麻老林的地方，修建新的土司衙署。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沈村古堡除阳司
庙、三官楼外的大街小巷基本修复。

在修复期间， 输边雅茶便由汉源
一带及冷、沈穷民，从泥头领引、穿茶，
背到沈村后， 由宜牧古渡坐船过大渡
河北上，沿打箭炉穿峡而出的小道，经
杵泥 、田坝 、咱里 、烹坝 、黄草坪翻大
岗，再经头道水、日地、柳杨、升航、东
关 ，运抵打箭炉 ，验引 、交茶 、领取运
费。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打箭炉穿峡
而出的道路，是元代初通，明代畅通。”
《万历合约》中“冷、沈穷民，背脚营生。
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背茶至烹坝……”
也证实了这一点。 笔者于 2006 年，邀
李朝元、贺玉学二位先生一起，两次步
行重走茶马古道并查阅有关历史后，
学习填词，写了《沁园春·茶马古道》：
蜀王贡嘎，长河古渡，（1）
飞越雄关。 想沈村重镇，
周秦筰都，汉唐郡县，
往事如烟。 化林龙巴，（2）
街道齐整，商贾云集驮铃喧。
忆当年，茶马古道上，几多辛酸。

负重跋涉长途，出泥头西望无数山，
难爬老君关。 三交城头，伏龙寺侧，越
岭翻山。 逾摩岗岭，过雅加埂，
华羌和睦交易繁。 皇桥通，（3）
千年古道改，康定东关。
注 ： （1）大渡河古称长河 ，宜牧古渡
又称长河古渡。

（2）化林，即化林坪；龙巴，指龙巴
铺。

（3）皇桥，今铁索桥。康熙大帝“诏
从所请”而修建，故称皇桥。

（二）海子山上的衙门
以海子命名的地方，在我州有很

多。 诸如海子山、海子岗、海子坪、海

子沟 、海子凼等 ，但本文所写的沈村
海子山 ， 是与众不同的 。 海子山在
明 、 清两代均隶属于沈边长官司管
辖 ， 所以外地人又都称其为沈村海
子 。 沈村和海子山的人又都叫海子
上 ，原因是海子山位于沈村东面 ，高
出沈村一千多米 ， 而且是和沈村连
在一起的。

任乃强先生曾于民国年间亲临
沈村海子调研 ，他写道 ：“海子山 ，在
沈村后方 ，直上三四里 ，为一赤粘土
台地， 以出产玉蜀黍著名 ， 住民 50
余户 ，皆董姓 。 ……台地中有一湖 ，
形狭长 ，阔十余丈 ，长里许 ，四时不
涸 ，湖畔有余姓留业 ，辟稻田数畦种
红米。 此米与他稻种异 , 似粗米 , 色
微赤 , 做饭其香气 , 非耐寒之稻也 。
湖内产菱 , 初夏菱熟 , 任土人扎筏采
实出售 ,……。 菱湖內又产红鱼，鲤之
变种也 ，有红褐等色斑 ，供观赏用 ，
川边各地池之观赏鱼皆取于此 。 泸
定八景 ，此 ‘菱湖荡桨 ’为八景之一
也。 （任乃强《泸定导游》）”以上是任
老对沈村海子的简介 。 有人说 ，“沈
村海子像把太师椅”。 笔者站在大渡
河西岸的高处细细观看 ，越看越像 。
它左边的青龙山 ，右边的喇嘛山 ，是
椅子两边的扶手 ，麻老林是靠背 ，靠
背下是海子台地 ， 椅子脚下便是沈
边土司余老爷的驻牧地———沈村。

沈村往南斜上 ，经板田口 、三道
拐 、黑石窖 (又叫大歇台 )、黄土岗 ，
往北倒拐斜上 ， 便是海子口 。 登上
海子口 ， 顿时豁然开朗 ， 俨然世外
桃源 。 左边是董家新房子 ， 三个四
合院连在 一 起 ； 右 边 是 平 整 的 水
田 ； 前面 的 四 合 院 是 董 家 的 老 房
子 。 顺路前行约百米右下方 ， 便是
董家小坟园 。 2013 年端午节笔者曾
和 《甘孜日报 》 杨丹叔老师等前往
参观 。 园内古木参天 ，绿树成荫 ，有
古墓三座 ，坐南向北 ，规制宏伟 ，石
刻精美 。 中间一座是老祖宗 ， 名董
春秀 ， 他有六个儿子 ； 东边的墓主
人名董安殿 ，是他的四儿子 ，文秀才
董芝琳的父亲；西边的墓主人名董安
选 ，是他的小儿子 ，武秀才董芝栋的
父亲，董芝栋便是笔者的亲爷爷。 沿
坟园后的小路继续前行约二百米，便
是 “泸定八景 ”之一 “菱湖荡桨 ”的沈
村海子。这儿空气清爽，气候宜人；湖
光山色，相映成趣。每到雨过天晴，更
是一尘不染 ，水平如镜 ，若不是鱼儿

跃起或微风掠过， 看不见半点涟漪，
真是养生福地，人间净土。 老祖宗真
有眼力 ， 把这儿作为定居点 。 1999
年 ，笔者到甘肃 、山西寻根访祖回到
四川泸定 ， 撰写了简略的董氏 《族
谱 》，堂弟董祖方读后 ，题诗一首 ：昔
出洪洞几万家，晋中儿女遍天涯。烽烟
百代谁相问，十辈堂前看晚霞。掠面池
塘且称海，山溪清澈可烹茶。韶华休笑
人终老，族谱传承你我他。

海子山董姓， 祖籍山西省洪洞县，
明初移居甘肃，后由陇入川，已传十代。

站在菱湖高处东望， 在海子大台
地上方的一小台地上， 距麻老林不到
二百米的地方，有一高大的四合院，便
是沈边土司余老爷海子山上的衙门。
衙门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动工，次
年五月竣工，为典型的四合院，走马转
角楼，正厅共五间，中间为余老爷升堂
问事处，院坝两侧是客厅，前面是过道
厅，厅外是院坝、龙门，有高大坚固的
石砌院墙围护。站在龙门外，海子台地
的一切动静尽览无遗。 正厅背面是后
花园，有鱼池假山、奇花异草。有人说，
“余老爷的衙门，前有照（水），后有靠
（山）， 两面青山紧相抱， 是块风水宝
地。 ”又有人说，“余老爷是老疯了，把
衙门修在高山上，不难得爬？ ”

衙门修好后， 余老爷调集手下头
人，组织各地土民，把海子台地上的大
石头用滚杆运到陡峭的台地边缘，堆
放起来，整整干了大半年。 头人、民工
都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但又敢怒
而不敢言。台地内的大石头搬运完后，
留下部分头人和壮丁在海子上进行操
练，一月一轮换，从不间断。 沈村的官
寨仍留兵戍守， 哪里有事余老爷就到
哪里解决，由于沈村地势平坦，交通方
便，还是住沈村时间居多。又将原驻防
河西十二堡的土兵调回， 一部分增防
沈村，一部分驻防海子上。

而今的海子，已不叫沈村海子，是
单独的行政村———海子村， 环境更加
幽美宜人。记得 2006 年和《甘孜日报》
记者王朝书女士等到海子山上采访
时，曾作《七古·海子山》，可见一斑：
步入桃源别有天，菱湖荡桨海子山。
公路无数之字拐，茂林几许冒炊烟。
遥闻犬吠知农舍，近看鸡鸣桑树颠。
阡陌交通连平湖，曲径紫荆古墓边。
秀才长眠私塾废，新建校舍何壮观。
湖光山色映成趣，红鱼菱角滋味鲜。
雨后晴空碧如洗，白云朵朵恋青山。

万历年间，沈边多事之秋

■ 梅俊怀

巴塘女人
我们在巴塘采风期问， 接触不少巴塘

人，有机关干部，银行职员，书店职工，学校
师生，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农村妇女。 她
们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家庭事务，除下
地耕耘、上山放牧等生产劳动外，还要负薪
汲水，侍老抚幼，丈夫出门，还要为其打点行
装，准备干粮，如遇亲友婚丧嫁娶，女人们还
要安排时间，准备礼物前去贺祭帮忙。 解放
前，巴塘还存在一妻多夫制，女人要孝敬公
婆，处理好诸姑伯叔侄关系，侍候好丈夫 。
现在虽然不存在这制度，生产方式得到很大
改善，生活日趋美好，但从事生产劳动，管教
子女，应酬宾客，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走亲串
户，仍然是一种繁重负担，尽管如此，巴塘妇
女仍然乐观向上，乐于劳累，把家事安排得
井井有条，举凡逢年过节，游春迎秋，山头河
畔，到处都能听到妇女们的歌声，看到妇女
们的舞影， 再也听不到从前那些凄楚的悲
歌，尽是赞美家乡，热爱生活和寻找爱情的
欢歌，闲谈中也都是夸耀巴塘的颂词，似乎
普天下只有巴塘最美。

有一次，我们去苏哇龙拜访一位当地有
名的女歌手巴姆。 她似乎先已知道要去访
问她，早早就在她家庭院里那株苹果树下迎
候我们，她选择这块地段，无非是要显示她
家的院落和果树。 我们握手寒喧几句便迈
进了客室。

这是一间小巧整洁的房舍， 壁橱上摆
放着必需的杯盘碗盏等器物， 锃亮的铝壶
在藏桌的铜炉上冒着蒸气， 壁上悬挂着像
框和奖状，有属于她的，也有属于子女的 。

我们还没有扫视完四周的饰物， 主人便为
我们斟上热腾腾的酥油茶， 把苹果盘推向
我们面前， 要我们品尝她精心培育出的良
种苹果。 我们先喝下几口酥油茶后便攀谈
起来， 从谈话里知道她的丈夫是个搞副业
的能人， 前些日子赶着骡马去金沙江以西
搞运输，两个儿女都在小学读书，她一人在
家操持家务。 谈到我们的来意时，她说她会
的歌舞不多，怕不能使我们满意，特请了几
个拈香姐妹来参加共唱， 说着从门外传来
了一串银铃似的欢笑声，一下就拥进七、八
个藏族妇女， 非常热情地用热悉的汉语同
我们打招呼，一下把我们愣住了。 这些妇女
为什么都会汉语?主人见我们有些不解，便
插话说这些姐妹大多数都去过内地， 有的
还参加过州里民歌调演。 经巴姆一介绍，空
气一下就和谐起来，在巴姆的示意下，大家
就随意为我们唱出几十首当地流行的民歌
和弦子唱词并一起为我们敬酒， 我们不便
推辞，只好由她们随意摆布。 敬酒时都唱起
敬酒歌，第一首歌词大意是：敬上这碗醇香
的酒，献给远方来的朋友，不要说我们相见
太晚，愿友谊天长地久。 第二首歌词是：敬
上这碗家乡的酒，献给远方来的朋友，美丽
的孔雀从东方飞米，栖歇在檀香树的枝头。
第三首敬酒歌是：敬上这碗深情的洒，献给
远方来的朋友，鹏鸟飞翔在蓝天，姊妹总有
相见的时候。

当我们告别热情的巴塘姐妹的时候，大
家的眼眶都含着泪花，难舍难分。

在回程路上，笔者从心眼里敬佩巴塘城
姐妹们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劳动，热
爱生活，这种品德比起其它民族，其它地方
的妇女毫不逊色。 （全文完）

康巴风情

襍 巴塘的女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这种品德比起其它民族，
其它地方的妇女毫不逊色。

巴塘三绝
藏家丧葬文化

康定有处木雅乡，人文极其殊胜。
对此，史家有说法：古牦牛国就在今天

的康定，今康定就是古牦牛国。这康定，确指
康定木雅乡。 古老时代那木雅之乡，是牦牛
种姓木雅娃的发祥地。 以木雅贡嘎为其标
志，达朵、折朵两处地标的“朵”上“朵”下，是
其腹心。新兴康定的前身就是这古老达朵和
折朵原址。 故，康定属木雅。 其名使然，其实
使然。

古木雅乡东南部份，随其地缘延及了当
今木里县、石棉县和汉源县一带，牦牛国自
然也辖当今雅安地区西沿。更不消说广布整
个横断山地域的大木雅世面了，这是赫赫然
的牦牛六部及牦牛徼外。木雅各戈措社体成
势，就是牦牛国度。古代方国，本来都大不到
哪去，牦牛国因其人文境界之大，领域也就
不小。 无怪乎当初打箭炉行政建制是一厅，
当初康定行政建制是一府。 时下，康定这行
政县，在地面上看，也当得个超级大县。以至
于把炉城这三坐山堆堆垒成的地势当煎茶
的三锅庄看待，也显得人文精神的宏观。 纵
然，康定城，无论怎么样扩建，也仅是山间一
个溜溜的窄长街市儿。 康定的传统人境，是
这小城镇纳不下来的，尤其主牦牛形色的木
雅人文张力，何其壮哉。

贡嘎木雅 ，康定木雅 ，原生原住的先
民 ，自豪地以牦牛作为种姓 ，标秉着康巴
多元人文的重要元素之一 。 阴部阳部的
厮木雅和尼木雅 ， 上部下部的贡木雅和
木雅绪 ，白部黑部的木雅噶和纳木雅 ，又
是其自己内在的多元 。

木雅发展分布开来，遍及雪域，是大雅

域。 大雅域以本土康地雅砻为腹地，由西边
蕃地雅鲁、雅隆和北边迥地雅堆、雅索共构，
真正算大。秦汉以来，天南地北，分别出现了
三处牦牛国度， 尼木雅的雅日甲在康巴，纳
木雅的兜弥伽在蕃域，木雅噶的弥良甲在陇
上。雅日甲东闾雅安，形象的牦牛尾巴。今天
雅安地区的小地名雅尔萨， 是当年的大地
名。 雅，牦牛；萨，地方。 雅尔萨有牦牛王，是
青衣羌和蜀山氏邻部的方猷，每让他们又畏
又敬的奉承。

木雅的足迹远了，两千多年前，他们把
地祀之神“色吾绒”带上路，带到客地去，就
是陇上的昔卫，也是滇西的霞若，还是青海
的曲玛莱。 这三处至今实存的地方，老地名
都是色吾绒。同样，牦牛神山也出现了三处，
卫藏的雅拉香波，安朵的雅拉达泽，是康巴
的雅拉贡布之报身。 滇西以外的弥若江，甘
肃最北的弱水，黄河源头的木鲁乌苏，都寄
意着康巴木雅祖源水即雅砻若水的灵性。当
学者邓少琴先生寻找西夏遗民，注意到康定
的色吾绒时，他会联想到，西夏王统的百姓
们，是北上的古老木雅噶吗？实话，西夏是一
个王朝而不是一个民族。 要说它的人，当以
白部木雅噶为主，一并木雅的姻亲董夏即党
项，部份巴郎白兰也在其中，那是两千年前
由康区喀木北上的牦牛种姓。

如今，康定逢中的木雅贡嘎四麓，东有
石棉草科木尼洛人氏， 南有木里的木勒人
氏，西有雅砻的木拉人氏，北有雅拉的木茹
人氏。 这样的木雅及木雅乡，比起纵横雪域
的大木雅，袖珍了些，却具体多了。 作为“美
诺”的金川，也一度属小型的木雅语区。

木 雅

藏地见闻·张光辉

塔葬是活佛的专用葬法。灵塔里的
活佛通常按先后顺序供奉在大灵堂或
专门修建的灵塔殿内， 殿内供品常设，
香火不断，酥油灯日夜长明，僧俗可随
时瞻仰活佛的遗容，若遇某尊活佛的诞
辰或忌日，还要举行诵经祭祀仪式以示
悼念。

襍

塔 葬
塔葬是藏传佛教地区寺院内的一

种特殊葬仪，其主要对象是活佛，也可
以说塔葬是活佛的专用葬法。 塔葬的
方式有多种，有塔葬法体肉身的，有塔
葬骨灰的，有塔葬头发及其他遗物的，
也有将骨灰拌进香料和黄土重新塑成
本人塑像供奉于灵塔之中的。 在所有
的葬法中， 最后一种是最高贵最神圣
的葬法，也是对亡者的最高礼待。据藏
家老人讲，解放前的藏区寺院中，塔葬
的各种形式几乎都可以看到， 除了大
多数塔葬本寺院历世活佛的法体肉身
或骨灰外， 也有在灵塔内供奉活佛衣
帽的，供奉胸围骨饰和头饰的，供奉亡
者生前所用的各种法器的。

塔葬法体肉身时，通常要对亡者
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 藏区寺院处理
和保存遗体的方法很多，有的用藏红
花 、麝香 、檀香等名贵香料和食盐浸
泡成的香水对遗体进行反复擦洗，然
后将亡者全身缠裹上绸缎，并定期进
行更换， 以吸纳出遗体内的水分；有
的是先取出内脏，再按其坐化的姿势
安放到精致的木箱内，然后在其腹腔
周围填满炒熟了的盐巴和各种香料，
一直掩埋到头顶，这样也是为了吸出
体内水分 ，便于防腐 ；有的则是用盐
水、香料以及黄土和成的泥巴将遗体
糊上一层 ，如此反复多次 ，直至遗体
内的水分被泥巴全部吸收、盐分大部

分浸入体内为止 。 这些防腐办法往
往都需要数月 ，有的甚至长达半年
之久 。 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 ，才能
进行金塑 。

经过上述方法处理过的遗体已
基本失去原形，这就需要在泥塑方面
具有高深造诣的僧人按其原貌进行
再塑，有些还要请来专门的泥塑匠人
协助。 重塑金身前，僧众们不但要进
行花灯供奉，而且还要举行隆重的祈
祷仪式 。 在遗体的腹部重新缝合之
前，僧众们通常要在其腹腔内装入经
文 、五谷 ，再填满各种名贵的香料和
珠宝。 按照佛教的传统习俗，传说重
塑金身所用之物必须要有：恒河等世
间“四大神河”之水，珠穆朗玛峰等世
间 “六大名山 ”之土 ，珍珠 、玛瑙 、翡
翠、珊瑚、象牙、松耳石等珠宝研成的
细粉 ， 各种名贵香料拌合而成的神
泥。 但四河六山之水土极难弄全，至
多只能弄到一部分，所以只要能在神
山上选取洁净的泥土和泉水，再经僧
众们诵经祈祷，也可与珍珠和香料粉
拌合使用。 这种修复遗体的工艺技术
远比塑造一尊高低相同的泥佛要复
杂得多，光从用料及其工艺技术的施
工过程就可以看出，活佛塔葬是一项
相当艰巨的工程。

泥塑僧人或艺人先要把萎缩的遗
体拉展并固定成坐化姿势， 然后再用
泥巴一点一点地修复那些塌陷和变皱

的部分。由于肌肉萎缩，从头至脚都得
全部重塑一遍。 当修复出来的遗体达
到形神兼备时，再涂以金粉，或以金箔
贴封，然后描眉、涂唇、穿上袈裟、戴上
象征本教派的僧帽， 像活人一样进行
装扮。重塑了的活佛呈盘坐姿势，双手
合掌，有的手上还捧着一条哈达，看上
去与泥塑佛像无异。工序全部完成后，
就将遗体放入事先做好的灵塔内。 灵
塔分为塔状或佛龛状，有纯铜质的，纯
银质的，也有铜质鎏金的；灵塔上镂刻
各种花纹图案， 且都镶嵌着珍珠、玛
瑙、珊瑚、翡翠、绿松石等名贵之物，华
丽而又高贵。 灵塔里的活佛通常按先
后顺序供奉在大灵堂或专门修建的
灵塔殿内 ； 殿内供品常设 ， 香火不
断 ，酥油灯日夜长明 ，僧俗可随时瞻
仰活佛的遗容 ， 若遇某尊活佛的诞
辰或忌日 ， 还要举行诵经祭祀仪式
以示悼念。

青海藏区一些较大的寺院大多
具有悠久的历史 ， 虽历经战火和动
乱，至今仍有一些寺院保存了数世乃
至十几世活佛的遗体，且大多保存完
好。据说十年动乱中某寺院一具保存
数百年的活佛遗体被人剖开，活佛的
肌肉不但有弹性 ，还有血色 ，甚至能
闻到一种芳香。不少僧俗认为这是活
佛的无量法力所致 。 由此也不难看
出，很早以前藏地僧人保存活佛遗体
的技术就相当成熟了。

古老时代木雅之乡，是牦牛种姓木雅娃的发祥地。 古木雅乡东南部份，随其地缘延及了当今木里县、石棉
县和汉源县一带，辖当今雅安地区西沿。 木雅发展分布开来，遍及雪域，是大雅域。 如今，木雅贡嘎四麓，东有
石棉草科木尼洛人氏，南有木里的木勒人氏，西有雅砻的木拉人氏，北有雅拉的木茹人氏。

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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