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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广场

开启康定之旅

逃避兵役受到
包括“信用黑名单”
在内的各项处理，已
经发生多次。去年9
月，个旧市张某、弥
勒市卢某、建水县孙
某以及去年 11 月山
西寿阳一名“95 后”
青年等，都曾因逃避
兵役而受到信用处
罚，并被媒体曝光。

对于上述新闻主角“怕苦怕累”的情
形，笔者不置可否。虽然这些曝光的90后
青年如此怕苦怕累有些令人“不齿”，但并
不由此表示80后、70后或更早的60后等就
没怕苦怕累之辈。那个年代，人生的选择
太少，连读大学都需要推荐，当兵几乎是平
民子弟惟一可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如
果你还嫌苦嫌累，那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而现在的青年，职业、理想暨未来的选择可
谓数不胜数，大多数职业的就业环境也随
着经济与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是，军队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在士兵训
练中依然保持着在恶劣环境下进行艰苦训
练与意志磨炼的传统。如此，一些对军队
生活了解不多的青年，贸然进入之后感到
不适，亦属可以理解的情形。

然而，情有可原，理无可恕！服兵役是
宪法规定的公民之义务，不能因为你心理不
喜或不适就逃避兵役。我们在讲到公民之
权利时，总喜欢在权利前加“神圣”二字，殊
不知，公民的义务同样是神圣的，有条件履
行义务而逃避，必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任何
国家的军队，其进与出都有相应的规矩，不
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市场。

当然，本文说的是“信用”，说透一点就
是“违约”，也即安徽这个青年“违约”了，违约
就是不讲信用，而不讲信用肯定应该受到惩
罚，这就是“理无可恕”。所以话题背景中的
青年被拉入“信用黑名单”，并没多大讨论的
价值。然而，这则新闻所反映出来的“信用
话题”，却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 。因
为，更严重的情形是，我国过去的信用体系
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信用体系的重新
建立也不是体育比赛的裁判及规则确立那
么简单，还需要狠狠地下一场苦功夫，甚至
来一场“革命风暴”。因为信用体系不仅仅
涉及到个人利益之得失，还涉及到国人的文
化传承以及处事之习惯。

譬如《论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貌似很正能量，但如果真按这一标准，
那在生活中绝对会麻烦不断，因为现代社
会之人际交往，其总量是孔子时代的千倍
万倍。几千年前，孔子的经济生活，可能就
是缴纳皇粮国税及收取束修等有限几项，
但现代社会一个教授，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与经济有关，哪怕上一节课，也会涉及到
课时津贴、劳务费等的计算。

所以，现代成熟的社会，总是把“义”与
“利”（通俗地说，就是权利与义务）规范得
十分细致清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可做可不做，如果违反了会受到何等
惩罚等等，都有“规矩”，断不会因为某些方
面缺少规矩让你感觉到迷茫或模糊。

笔者的意思是，信用问题看起来是
个道德问题，但其“根基”却得落到法律
上。唯有整个社会拥有了完善的信用
法律制度，我们所期盼的信用社会才可
能真正到来。至于话题新闻中的“信用
天长建设”，不过是各地自身形象建设
的探索之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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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建设还需多下“苦功夫”
■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7月14日，安徽省天长市人武部联合

有关部门作出通报，决定对秦栏镇一名具
有拒服兵役行为的 90 后青年董某实行个
人信用惩戒，拉入信用天长建设专网黑名
单。通报说：“该青年2015年秋季入伍后，
因怕苦怕累，于当年10月坚决要求退出现
役，逃避兵役。”（据金电郑投［微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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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四川行”活动小记

■李铭暇 孙学花 文/图

七月，正是康定最美的时节，蓝天如碧，绿草如茵。
在这美好的季节，溜溜情歌城——康定也迎来了一场与新

加坡的美好邂逅，参加“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四川行”活
动的新加坡青年们在康定这美丽的小城里，用自己的眼睛和心
灵感受康定，探寻康定的民族文化。

7 月 3 日下午，参加“看中国·
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四川行”活动
的新加坡青年们抵达康定，他们将
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周的拍摄。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活动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主办，四
川传媒学院承办的优质跨文化体
验项目。该活动通过与国外知名
大学合作，向国外青年电影人提供
体验中国文化的短期访问机会。
外国青年通过自主拍摄制作纪录
短片，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
神、推广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

2016 年 度 该 活 动 的 主 题 为
“风采·民族·文化”，在省内将拍
摄藏族、羌族的优秀民俗文化。
来自新加坡和芬兰知名大学的学
生将在四川传媒学院志愿者的协
助下，从传统与现代交汇、古朴与

时尚融合展开文化体验，各自完
成一部约十分钟的反映藏族、羌
族文化的纪录短片。

为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州委
宣传部和康定市委宣传部对活动
大力支持，部领导向参加活动的
新加坡青年详细介绍了康定文
化，并就此次活动的选题和他们
进行交流，最终确定了“酥油茶”、

“青稞酒”、“康定情歌”、“康定舞
蹈”等纪录片主题。

虽然经过八个多小时的长途
车程，但是对康定及藏族文化的
兴趣让参加活动的青年们一扫疲
惫。晚饭过后，他们决定在康定
城 走 走 转 转 ，欣 赏 欣 赏 康 定 夜
景。经过“情歌广场”时，热闹的
锅庄让他们产生了很大兴趣，纷
纷加入舞蹈队伍中，感受了一把
康定特色的“广场舞”。

“情歌村”

感受康定歌与舞
康定以一曲《康定情歌》名扬

四海，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Eunice Tan Hui En 说，她在很早
以前就听过《康定情歌》，此次，她
选择了以“康定情歌”为主题进行
自己的纪录片拍摄。

她说：“我即将完成的这部纪
录片，向人们展示我所记录的康定
情歌文化，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可以
获得奖项，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能
够看到我们拍的这部记录康定文
化的片子，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像我
一样来康定体验这样的热情，亲身
感受这样的文化，期待有更多的人
能够看到康定。”

7 月 5 日，下着绵绵细雨。一
大早，Eunice 和制片志愿者姜懿
菲、卢星全便冒雨来到了来到了
康定雅拉乡的三道桥村。脍炙人
口的《康定情歌》便是由该村古老
的的民歌“溜溜调”演变而来的，
也因此，这个小村子被人们誉为

“情歌村”。
其时的“情歌村”，因小雨的

洗刷更显得清新秀丽，掩映在一
片片闪亮的绿意里。Eunice 和她
的小组在这里拜访了非物质文化
遗 产 “ 溜 溜 调 ”的 传 承 人 之 一
——王泽富。

王泽富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叫
做“溜溜情歌缘”的民居接待站，对

Eunice一行的来访，他表示了热情
的欢迎。就着一杯酒，王泽富向
Eunice 介绍了当地传统的民歌形
式“溜溜调”，同时现场演绎了当
地独具韵味的山歌，并讲述了自己
和妻子通过唱情歌相识、相爱、相
守的故事。

在了解了传统的“溜溜调”之
后，Eunice和她的小组又走访了一
支由康定青年组建的人气乐队

“溜溜”，了解了他们对于“康定情
歌”，对于传统“溜溜调”的看法。
在“溜溜”乐队演唱了他们的原创
歌曲《溜溜》后，Eunice和她的伙伴
们不禁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Eunice 说，通过采访和拍摄，
她感受到了“康定溜溜调”的独特
魅力，她说，以前她只觉得《康定
情歌》仅仅是一首被大家传唱很
久的情歌，但是在拍摄中，她越来
越发现《康定情歌》不仅仅是一首
歌，更是代表了康定的文化，它传
播了康定人民对和平友好、对美
好与爱的诉求。

和Eunice一样，同样来自南洋
理工大学的Ong Xiao Hui则选择
了传统藏族舞蹈“锅庄”作为她的
纪录片拍摄主题。她和她的搭档
们拜访了原甘孜藏族自治州歌舞
团副团长洛绒益西，并专程赶赴四
川省藏文学校进行了采访拍摄。

酥油茶香里

回味康定故事
“糌粑酥油碰撞出我对康定

这座城市深深的爱，这次来甘孜
州很高兴，特别是康定，《康定
情歌》是很有名的，我也会唱，
这次旅行收获颇多，我品尝到了

酥油茶浓香的味道，了解到了藏
民族的酥油茶的渊源，这不是随
处 都 可 得 到 的 ，此 时 我 很 快
乐。”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Amrit 感言道。

情歌故乡除了酥油茶地道
外，这里还有很多历史文化、民族
文化值得人细细挖掘，说到文化，
康定的木雅文化是当地特色文化
之一。为了探寻神秘的木雅文
化，大家驱车前往位于新都桥镇
的让噶岗，合着车上的溜溜调情
歌，大家心情轻松愉悦地翻越了
折多山，抵达位于新都桥镇的让
噶岗。这里牛羊遍野，寺塔林立，
是藏区木雅风情的典型代表。当
地的居民、木雅人诺尔布带这群
新加坡的朋友们走进藏寨，体会
木雅文化。

因为诺尔布精通藏、汉、英三
种语言，他与这几位新加坡青年
的沟通非常顺利。来自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的 Amrit 仔细向诺尔
布询问木雅文化的历史渊源和藏
族人的风俗习惯。

“木雅人的先民，是古代的党
项羌，原分布在今四川、甘肃、青
海三省交壤的地区，吐蕃王朝将
其征服后，称之为“弭药”。现在
所称的木雅，即弭药的异写。在

吐蕃征服党项羌的过程中，部分
党项部落不愿臣服吐蕃，于是辗
转内迁，最后来到今宁夏境内，并
建立起西夏王朝。木雅藏族的经
济结构为农牧兼蓄，半农半牧。
其建筑有两种，一种是石木结构
的藏式建筑；一种是高碉，今存于
康定朋布西乡和沙德乡一带的高
碉，是名气仅次于丹巴古碉的高
碉。康定市的沙德乡、六巴乡、普
沙绒乡、朋布西乡和雅江县的祝
桑乡，属西部方言区，操这种方言
的木雅藏族，自称‘木雅’。”诺尔
布详细的向这位外国美女介绍着
木雅文化渊源。

介绍完，诺尔布拿起身边的
扎木念琴，边弹边唱，最后还和
Amrit 一起合作完成一首歌曲，
边弹唱、边舞蹈，将和谐优美的
瞬间定格。

短暂的考察结束了，康定人
民浓浓的情意让新加坡大学生难
舍难分，这样一场特殊的旅行将
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段难忘又美好
的记忆。

Amrit 是来自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的一名对电影很感兴趣的
女生。对于本次“四川行”，她选
择了使她十分感兴趣的选题——
酥油茶。

清晨，细雨似乎有些舍不得
离开溜溜城，一直细细的缠绵不
停，此时也正是各家各户烧茶做
饭的时候，踏着细雨的足迹，Amrit
一行来到康定“玛拉亚”藏餐吧，
看到里面完全是民族特色的装
饰，“玛拉亚”的老总西绕正在有
节奏的用木茶桶打茶，他是地道
的藏族，一看到外国朋友来了，放
下手中的活，热情接待，出乎意料
的是，他的英语非常地道，跟Am-
rit 交流起来那般自然。此时，从
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之间的
交流非常愉快。“酥油茶是藏族人
生活的必需品，其中的原料有大
茶叶、酥油、糌粑、牛奶、盐巴、本
地核桃等，在传统的木茶桶里制
作味道特别好，这些佐料放入也
是有顺序、有分量的多少分配。”
西绕分享着酥油茶的制作过程。

Amrit 聚精会神地听着西绕
的讲解，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切
感，西绕还唱了一首敬茶的歌曲，

让大家特别欢欣。“敬你一碗酥油
茶，远方的好朋友，对你说一声扎
西德勒，祝福幸福吉祥……”动人
的歌曲让大家拍手称赞，大家一
起喝着酥油茶谈天说地。

一路品尝着酥油茶，这里沉
淀 着 康 定 人 和 外 国 朋 友 的 真
情，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一股
真诚、朴实、善良，这不正是酥
油茶里糌粑、酥油相濡以沫的
情感流露吗。

说到酥油茶，这里还有一则
耐人寻味的民间爱情故事。“叙说
了酥油茶的来历。传说，藏区有
两个部落，曾因发生械斗，结下冤
仇。辖部落土司的女儿美梅措、
在劳动中与怒部落土司的儿子文
顿巴相爱，但由于两个部落历史
上结下的冤仇，辖部落的土司派
人杀害了文顿巴，当为文顿巴举
行火葬仪式时，美梅措跳进火海
殉情。殉情后，美梅措到内地变
成茶树上的茶叶，文顿巴到羌塘
变成盐湖里的盐，每当藏族人打
酥油茶时，茶和盐再次相遇。”这
则由茶俗引发出的故事，具有极
强的艺术感染力，让Amrit听得非
常激动。

本报讯（张贵华）近日，抓住我州第九届康巴艺术节、四
川甘孜山地旅游节、康定国际情歌节的有利时机，在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在新华文轩康定店，设立康巴作家群作品专
柜，集中销售甘孜州艺术家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把本土艺
术家的文学艺术创作作品集中推向市场。

本次销售的文学书籍有：《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
走》、《青藏时光》、《圣洁甘孜》、《康定上空的云》、《天

子·格萨尔》、《雪岭镇》、《洞箫横吹》、《走在前面的爱》、
《箭炉夜话》、《遥远的麦子》、《萍客莲情》、《零散的记
忆》、《边地游吟》、《青藏》、《青藏辞典》、《凹村》等 35 部
康巴作家群创作的汉文文学和藏文文学新作，贡嘎山杂
志社藏汉文学刊物，以及《甘孜州首届国际摄影大展获
奖作品集》、《雪域丹青——辉煌甘孜 60 年》美术作品精
选艺术作品等。

州文联把“康巴作家群”书系集中推向市场
今日距开幕

还有1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