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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格萨尔文明之旅(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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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红原县麦洼寺日前举行了一年一
度的煨桑节活动，众多藏族群众在这里搭起
上百顶帐篷，身着节日盛装，带着隆达、青稞
等到这里进行煨桑祈福。煨桑节是藏族特有
的祭祀节日，一般在夏季五六月举行，主要是
祈福丰收、平安和祛病等，是藏民族最普遍的
一种祈愿礼俗。在藏区，凡是有人烟的地方
就有寺院，有寺院就燃桑。煨桑时，先将柏
树枝放置桑炉内点燃，然后再撒上些许糌
粑、茶叶、青稞、水果、糖等。图为煨桑节
活动现场。 新华社发

当我们试图把格萨尔史诗作
为旅游资源的时候，我们就不可
回避地要进一步探讨旅游这个行
业有哪些特点。这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具有以
下特点：

一是综合特征。前面说过，旅
游业是集饮食、住宿、通行、考察、
游历、购物以及娱乐等为一体的综
合行业，这是最为突出的特点。这
一 特 点 是 依 据 游 客 的 需 求 概 括
的。游客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
求，也注定了格萨尔史诗文化在旅
游行业中的展示取向，一句话就是
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具体言之，格
萨尔史诗文化是富有多重价值的
文化，其内涵足以满足这样的需
求。在饮食中，可以纳入格萨尔史
诗文化中具有丰富民族文化内涵
的饮食文化；在住宿中，可以纳入
具有丰富格萨尔史诗文化风貌的
文化元素；在考察中，可以吸引众
多学者型游客深入实地，在旅游
中，达到完成田野调查的目的；在
游历过程中，可以使游客感受到格
萨尔史诗文化的神奇魅力；在购物
中，可以使游客能够购到具有格萨
尔史诗文化的旅游商品；在娱乐
中，使游客通过欣赏和参与演艺等
活动，满足游客娱乐的心理需求，
甚至使游客从情感上走进格萨尔
史诗文化，既享受到这一文化的愉
悦感受，又能激发游客更为深层次
地热爱这一文化。

二是联动特征。在以格萨尔
史诗文化为旅游资源的旅游活动
中，要努力克服与旅游行业相联系
的其他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因此，
在设置和规划格萨尔史诗旅游业

的时候，要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来探
讨。一方面是要正确认识诸如社
会经济基础、出行条件、通讯技术
以及商业服务等因素对格萨尔史
诗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因为游客只
有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才能
产生旅游动机，才有条件实现旅游
活动，这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
面，发展好了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
业，也能促进与旅游行业相关的诸
产业的发展。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无论是观光型旅游，还是学术考察
型旅游，也无论是休闲度假型旅
游，抑或购物享受型旅游，都会与
这种联动交织在一起，联动特征在
旅游行业中，显示出了旅游行业的
强大社会效应以及显赫的功能，进
而奠定了旅游行业在第三产业中
核心地位，正因为此，在世界范围
内，旅游业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新
的经济增长点。在美国、奥地利、
瑞典、日本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得以成功。

三是服务特征。和其它商品
一样，旅游业也是一种商品交换，
只是交换的方式很特殊，它是以自
然风光、文物古迹等资源为凭借，
是通过观、光、游、赏、察等为方式
进行交换的，游客在此投入的不仅
是金钱，更重要的是眼光，是心理
需要。也就是说，这种商品有的是
有形的物品，有的则是无形的感
受，而精神上的感受还显得更为重
要。因此，为游客服务则是十分关
键的环节，通过服务，不仅要促进
纯粹意义上的旅游商品的销售，更
为重要的是要使格萨尔史诗能够
成为游客长驻心中的“记忆”，成为
有益于身心的精神营养品。

九龙彝族毕摩铜铃
■沙马鲁石

彝族毕摩铜制法铃，彝语叫“毕
句”，是一种毕摩用于仪式中摇动而
发声以通神灵、降妖镇怪的用具。

关于法铃的源流，居住在我州
九龙县、泸定县的毕摩们有一个十
分动听的传说：在远古洪荒之前的
维勒邛部时代，由于彝人的始祖维
勒邛部“不击黑马尸，不捉黑牛杀，
不垫黑马皮，不食黑牛肉，不吮黑
马汤，不饮黑牛血”。并且他还“带
来白公鸡，捉来白鸿雁，立于堂朗
山，白昼日出去祭日，白昼日出辉
灿灿，黑夜月现去祀月，黑夜月现
亮堂堂”。于是在大地的上方（传
说中的昊天上），长出了三棵巨大
的柏树，三棵柏树之上，挂着三簇
红铃穗，三簇红铃穗之上，结着四
个马蹄铃。到了一代毕摩宗师邛
部阿鲁时代，邛部阿鲁带着白公鸡
去祭祀苍天，向上苍祈求赐予法
铃，红穗灰铃掉了下来，先落入日
光之源，而后又经过了月光层，苍
天层、青天层、黄云层、黑云层、白
云层、云雾层、稠云层和烈风层，四
个法铃除了一个掉入尔毕尼妮成
为苏尼（巫）源流铃之外，其余三个
都掉到堂朗山上。邛部阿鲁用各
种牺牲祭祀三天三夜后，升起黑雾
黄雾白雾三团，围绕于堂朗山峰
上，法铃开始随着云雾掉落，先掉
到堂朗山腰上，又掉到堂朗山脚
下，又落入恩尔迪治地方，恩尔迪
治迁，落入荆丛山，荆丛山中迁，落
入柏林岭，柏林岭上迁，落入阿孜

迪尔，终为俄乌阿鲁所得，俄乌阿
鲁赐给了邛部阿鲁，邛部阿鲁拿给
色伍阿鲁，色伍阿鲁“清晨取用洁
白公鸡祭，下午取用洁白阉羊祭，
黄昏取用纯白阉牛祭”，然后还给
了邛部阿鲁，邛部阿鲁“左手摘灰
铃，右手接红铃，铃也见毕欢，见毕
叮 当 响 ，毕 也 见 铃 悦 ，见 铃 声 幽
幽”，他还“挂铃于肩上，到达波火
火史地，清早取用洁白公鸡祭，深
谷马桑插神座，捡石作烫净，除糟
又祛粕，上午取用黄色公猪祭，宴
请毕祖神，中午取用洁白山羊祭，
祭祀诸路神，下午取用洁白绵羊
祭，祭祀神法铃，黄昏取用洁白阉
牛祭，祀毕又刹毕”，使红穗灰铃
成了毕摩法铃。这些法铃经过阿
都尔普、乌阿阿鲁之手后，后来传
到毕阿苏拉则手中，拉则石色父
女俩游毕经过斯义洛戈时，被阿
孜恩莫家织布桩所阻，不得不将
神 经 五 具（毕 摩 所 用 的 法 扇 、法
铃、法笠、签筒和经书）从织机上
方掷过去。当在木孜迁拖找到神
经五具时，神铃已经飘走了，从此
遗失了具有神的威力的法铃，只
能重新铸制来取代。

现在能见到的毕摩法铃，一般
为铜制呈喇叭形，顶部有孔穿以皮
绳。毕摩经书载：”世间击皮鼓，
鬼界若雷鸣，世间奏铃铛界响叮
当。”可见法铃是毕摩在作驱鬼等
仪式时用以传递神、鬼、人之间的
信息并助毕摩法力的工具。法铃
出自工匠之手，常见的是铜锡制
成的，有赤铃和黄铃。

■邓明前 文/图

中央红军河东河西两路走
河，自然是大渡河。两路，是指红军兵

分两路，即河东一路；河西一路。河西叫左
纵队，目标——泸定桥，行程320里。河东
叫右纵队，目标——泸定桥，行程300里以
上。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面临敌我态
势，在安顺场作出的一个重大军事决策。

（一）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迅速渡过
大渡河

81年前5月26日，红军18勇士安顺场
强渡大渡河成功占领桃子湾渡口。不久毛
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
在上午到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他们见渡
口河滩人喊马嘶，聚集了好几千红军等待渡
船过河。红一军团团长林彪，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向刚到渡口的领
导报告红军渡河情况。渡口总共3只木尖
船，一船载20来个人，渡1船往返1个小时左
右，渡完全军需1个多月时间。工兵泅渡架
浮桥，水激、暗流、漩窝、险滩、浪高，河水冰
凉，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毛泽东对红一军团
团长林彪说：“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红军仍
然面临巨大的危险。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
才能迅速通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当年
悲剧的重演；才有可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泸定桥成为党和红军的生命之桥，是在场决
策者们的共鸣。中央红军把所有的希望押
在了泸定桥。

这天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得知安
顺场失守，立即调兵遣将共计出动30余万
部队，誓将“朱毛红军歼灭在大渡河，成太
平军第二”。此时，敌人来势汹汹，红军处
于危险境地。

（二）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向泸定
桥进军

5月26日午后，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布署：
安顺场渡船过河红军组成右路纵队。

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一师师部，红三团、
红一团，军委干部团4个团二千余人。刘伯
承任司令，聂荣臻任政委、李聚奎（红一师
师长）率队，桃子湾集结过河部队，5月27日
出发，红二团担当前卫。并策应河西先遣
红四团夺取泸定桥。毛泽东直接把左纵队
夺桥任务交给林彪，一军团成为夺桥主
角。林彪把夺桥任务交给“红军开路先锋”
红四团。他命令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5
月29日六时到达目标指定地点夺取泸定
桥。跟进红二师、中央纵队，毛主席行进在
红一军团与中央纵队之间。行程上与先遣
团距离100里左右；时间上相隔1昼夜。用
他的话说：“便于掌握军情，指挥打仗。”跟
进中央纵队后面是军委纵队。几位老红军
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得到毛泽
东、周恩来特别关怀，每人配了一匹马。还
有30名女红军加入其中。周恩来特向何长
工交待：“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
你的头。”几位老红军和30名女红军1935
年6月1—2号安全过了泸定桥。

（三）中央红军七天七夜过泸定
中央红军左右两路纵队，于1935年5月

28日同日进入泸定县境，到6月3日、4日红
军兵分四路离开泸定，共徒步7—8天。第1
路，6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率
中央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经
化林坪“古城村”出境。经荥经县三王岗、大
桥头、水子地、泗平向天全县进军。毛泽东
警卫战士胡长保，遭到敌飞机轰炸，牺牲在
水子地。第2路红军6月4日，彭雪枫（系红
三军团一部）从化林坪出发，翻越飞越岭，佯
攻清溪、翻泥巴山，经新庙、泗坪向始阳前进
……奔袭天全。第3路，6月3日罗炳辉率九
军团主力，离开泸定县城，往北过船头，四
湾、九叉树、五里沟往东翻马鞍山，顺天全河
而下，经新沟、大小人烟、紫石关、两路口、配
合主力进攻天全，夺取芦山。6月2日红军主
力过完后，驻康定川军余松林旅两个团6月3

日赶到桥西岸，组织尖兵夺桥。何长工率红
七团和一个工兵连与川军交战扼守泸定
桥。6月3日夜何长工收到刘伯承总参谋长
从天全发来电报，同意他撤离泸定桥。何长
工决定部分破坏泸定桥。何指挥工兵锯断4
根底链（每隔1根锯1根）让川军大部队不能
过桥。即使敌人靠一小部份铺桥板过河，也
追不上红军。6月4日拂晓，何长工率守桥红
军组成第4路，最后离开泸定城，过安乐坝，
从磨子沟爬大坝山，走茶道，翻越二郎山垭
子口，顺喇叭河而下，到了新沟，沿罗炳辉行
军路线，向天全进发。红军在泸定翻的山，
一座比一座高，过的河一条比一条大，跨越
的山沟一个比一个深。天天下雨，道路泥泞
湿滑，拌跤子的人不在少数。崩崖坠石，蚊
虫、毒蛇、猛兽，防不胜防，有的红军受到伤
害。部队中常有指战员患感冒、发烧、肺炎、
腹泻、腿脚溃疡、中毒、伤寒等，轻者杵着棍
子赶路，重者掉队，还有作战负重伤的失散
泸定中央红军，他们是孙明山、施伦明、袁炳
清、周贤秀、曾金山、王洪水等。红军前卫部
队为攻破敌军阻击抵抗，往往不得不迂回道
路绕行。所以红军在泸定境内徒步行程，至
少比今天省道217线、原211线、318线泸定
至天全段、磨德公路（德威——磨西）公路里
程，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

（四）红军河东河西两路行军轨迹
右纵队（河东）
石棉县桃子湾（5月27日）—野猪坪—

熊河坝—七里坝—挖角坝—新桥—中南
山梁子—扁路岗垭口—泸定县（5月28日
—5月29日）雨洒坪—两叉河—青岗湾—
黎二坪—马鞍腰—得妥老街—烂柴湾—
小马场—猫子坪—花石包—硬梁包—桃
子坪—加郡河口—新店子—风岗—加郡
老街—刘河坝—石碑湾—安家湾—长河
坝—瓦斯沟—石门坎—乌支索—青岗坡
—沈村堡子（老街）；兵分两路：其布署是：
红二师及红一师主力，沿龙巴铺慧峰河而

上，宿营龙巴铺（5月29日）。次日攻打化
林坪。另一路，刘、聂二首长随红三团过
慧峰河，从贾多平顺茶马古道、兵道，过佛
耳崖—木瓜沟—冷碛—大桥头—程子坡
—栏杆石—甘露寺—挖角—大坝—金钗
花—磨子沟—安乐坝—柏秧林—泸定桥，
会师红四团（5月29日24时），行程300里
以上。5月30日，中央红军一军团和中央
纵队过河后，红三团原路返回龙巴铺，直
奔化林，飞越岭与红一师会合。

左纵队（河西）
行军沿先遣红四团运动轨迹前进：今石

棉安顺场（5月27日）—海子洼—马场头—元
宝山—湾岗—田湾街—谢油房—菩萨岗—十
月坪（当日宿营址）—猛虎岗北坡，下沟中入泸
定境。杨店子—大火地—湾东街—银厂沟—
桂花坪—阴家沟—柏秧坪—小乌科—磨西
铁索桥—落尾坝—空欢喜—吊嘴—大石包
—磨西街下场口—过雅家埂河—下牛坪—
斜石板—摩岗岭—头道水—二道水—三道
水—耳子场—瓦窑坪—奎武—二里坝—咱
卫—磨子沟—扯索坝—九步不见河—赏子
坡—杵坭坝—金鸡坝—紫牛—漩水湾—下
田坝—过下河—杵坝—过上河—上田坝—
羊棚子—赖巴石—沙坝—石和尚—河西街
—泸定桥（5月29日早6：00）全程320里。左
纵队过了泸定桥，红三、红五、中央纵队、军
委纵队、女兵队、中直机关沿红三团线路，顺
河而下，过冷碛到龙巴铺，从化林离开泸
定。中央红军足迹遍留泸定四镇五乡，行程
400—500 里，渡过大渡河支流 9 条，翻过
2000米以上高山5座，经过大小地名60多
处，沿途散落着红军长征故事。

中央红军七天七夜过泸定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80周年周年

民 俗 风 情民 俗 风 情

身 边 的 非 遗身 边 的 非 遗

· 沙马鲁石沙马鲁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