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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离开居住地到异地的活动，这就构成空间距离，
要实现位移，包括在参与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时的逗
留，较远距离的往返，等等，都要依靠交通运输才能实现。
以下我们就来讨论交通运输与旅游活动的关系。

旅游者要实现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的空间转
移，就要依赖交通运输。概括地讲，旅游交通主要依靠的运
输形式，是陆运、空运和航运三大形式。我们把旅游活动中
的交通运输叫做旅游交通，这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
条件，同时，交通运输的优劣，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旅游业发展的形象，也是一种显赫的标志，也是最能影响
游客心境的环节。实际上，旅游业中的重要环节，要数旅行
社、饭店、交通最为直观和重要，有人也称之为三大支柱，可
见其重要性。

我们先从旅游交通是旅游业中重要的物质基础开始探
讨。较远距离的旅游活动，只有在保障了旅游交通之后才
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当旅游活动发展到较大规模的时候，更
是如此。多数游客（除探险类和徒步类的游客外）需要的快
捷、舒适的交通条件。也可以这样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
和交通运输的高速运载能力成正比的。高速快捷的运输条
件，为游客提供了方便，节省了出行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
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的距离，使旅游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
周期。作为物质基础，表现在发达、齐全、完善六个字上，交
通运输实现了发达、齐全、完善，旅游业也就具备了高质量、
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谈谈旅游交通在旅游活动中的功能。这个问题其
实很简单，就是旅游交通在旅游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游
客从居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需要旅游交通的服务，从旅游
目的地内的景点景区、饭店、娱乐购物场所也一样需要旅游
交通的优质服务。优越的旅游交通，使游客往来自如，这样
才能使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完成，才能体现
其满足游客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价值和功能。在展示格

萨尔史诗文化特征的时候，交通运输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在交通
运输过程中，充分展示格萨尔史诗文化资源的特征，也是一个可以收到
事半功倍效果的办法。游客在汽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就能接触到格萨
尔史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情趣，这就为格萨尔史诗旅游业长足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再来讨论旅游交通所能实现的利润。不容置疑，旅游交通是旅
游活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认为，游客一出门，就在提供旅
游交通的服务收入，时间、路程都是旅游交通实现收入的必要环节。尽
管旅游交通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游离于旅游活动之外的，还不完全属
于旅游收入，但是，就旅行社而言，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

第四，我们在设置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时候，首先要考虑
的就是交通条件，因为景点和景区只有在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完
成游客的旅游活动，游客的可进入性是依靠和依赖于发达的交通条件的。
纵观世界旅游业，任何一次的兴旺发达，无不是与交通条件息息相关的。

最后，旅游交通本身就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这样
认为，交通运输工具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人们日益追求的交
通运输的舒适性、享受性、快捷性就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格萨尔史
诗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交通运输在快速发展，很多景区景点实现了空运，
减轻了游客的艰辛和疲惫，然而，依然因高海拔、距离遥远形成了瓶颈约
束，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
动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在旅游交通这个层面能够扬长避短，能够实现更
高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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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彩绘石刻是藏族民间美术中的一门独特艺术，它不仅是格萨
尔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也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中的空白。格
萨尔彩绘石刻有如下特点：一是岭国人物谱系完整。彩绘石刻就单幅而
言，可独立成画，单独保存，表现出一位将士或一位王妃的基本面貌；若
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是忠实于《格萨尔》文本的精神
和内容。每一位人物的性格和外表特征，每一位人物所使用的武器和所
骑战马，都根据文本中的具体描述而创作。三是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
色。每一幅彩绘刻石都刻绘了自然背景，有草原、森林、高山、蓝天、白
云、雪峰，为画面平添了鲜活的高原气息。四是雕刻与彩绘协调统一。
以画补空，以色填空，弥补了石刻本身在画面效果上的不足。从目前调
查研究成果初步表明，现仅存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石渠、丹巴
三县境内多处《格萨尔》彩绘石刻出现的年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十七
世纪。经过三个多世纪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刻绘工艺体
系，以及相应的传承标准，实为我国藏族民间美术工艺中的一枝奇葩。
现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主要的国家级传承人有色达县年龙乡人尼秋，
色达县洛让，色达县康勒乡打西村人克早等。

格萨尔彩绘石刻

山风吹过鹦哥嘴

■ 张茹静

白玉，圆了我一个神奇的梦。
白玉，给了我一段崭新而珍贵的

记忆。
去白玉之前，我对白玉一无所知。或

许是缘分所致，大学毕业时，我被派到白
玉县中学实习。在康定乘上开往白玉的
车，我就在心里猜测着白玉，想象着那将

是怎样一块神奇的土地。
汽车翻过卓达拉山之后，眼前出现

了一片辽阔的草地，车上的人告诉我说，
已经进入了白玉县境内。汽车在蜿蜒曲
折的公路上行进着，两旁是青翠欲滴的
原始森林，众多奇形怪状的山石分布在
公路两旁，汽车简直就是在画里行驶一
般。一路上，或辽阔的草地，或陡峭的山
峰，交相辉映，既有阳刚之雄风，也有阴

柔之淳美，欣赏着如此自然优美的景致，
心灵世界真实地承受着震撼：大自然赐
予人类温馨与宽广，大自然赋予人类豁
达与豪放，身临绿色的山绿色的水绿色
的大地，我已经感受到这片土地生态文
化、历史文化的厚重，这片土地已经走进
了我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成为我情感飞
扬的地方……

白玉县城属于典型的袖珍城，小而不
失其浪漫，静而不显其孤寂。整齐洁净的
街道，绿树分立两旁，富有时代生机。一
条名叫欧曲的河流将县城分为两爿，流淌
着的河水应和着白玉人生活的时代节奏，
浪漫成一道靓丽的时代风景。在白玉县
城街道行走，每一步仿佛都踩着河水流淌
的节奏，这种感应是在现在，又仿佛是源
于遥远的过去……

蓝天和白云把洁净和澄明赐予白玉
人，现代公害在这里寻找不到立足的踪
影，优美的环境呵护着白玉人，营造着白
玉人的安静和平和。

遥相对峙的两座山成为县城的生态屏
障，半山腰有寺庙座落，那就是著名的白玉
寺。远远望去，寺庙在阳光下辉映着历史
文化的厚重，辉映着时代节奏的浪漫。

清晨，沿着石梯向上爬，白云弥漫着
山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抬头仰望白

玉寺，忽然想起传说中的蓬莱，真的有一
种飘飘欲仙之感。走进白玉寺，众多的老
百姓在虔诚地转经，祈祷平安。注视这些
虔诚的身影，思绪万千。

站在白玉寺，放眼望去，云雾散开，
整个白玉县城以及簇拥着县城的山峰尽
收眼底，精致玲珑的县城和两旁耸立的
山峰，与欧曲河形成一只庞大的蝴蝶般
的美丽形象，点缀着白玉人生活的美好！

我有幸来到了距离白玉县城 7 公
里的八吉村，这是一个坐落在金沙江
畔的小村，然而却拥有那么多生动而
美丽的风景，这个小山村极富文化内
涵。不仅如此，过江就是西藏，原来西
藏竟然距离这么近，金沙江两岸山峰
隔江相望。

站在金沙江边感悟两岸对峙的美丽
风景，知道自己是站在厚重的青藏高原厚
重的文化氛围里，站在从未体验过的崭新
环境里，思绪情不自禁地飞翔到遥远的岁
月里……

是的，人行走在一片从未尝试过的净
土上，任凭思绪驰骋丰富的想象，任凭心灵
世界漫步在自由空阔的时空里，完全摆脱
世俗的喧嚣与浮躁，享受到大自然的恩赐，
净化自己的心灵，懂得怎样去生活，这难道
不是人生难得的享受吗？

感 受 白 玉

■ 胡庆和

惨烈鹦哥嘴

谁没有最后的栖息地？有的可主动
选择，有的则是被悲凉无奈圈定。对凤全
来说，他最后的栖息地到了，那就是鹦哥
嘴，只是它在离开土司官寨时根本没有意
识到罢了。

堂堂男子汉，马革裹尸，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也是一种壮举。然而，凤全
折翅荒野，血液不再喧哗流淌，还使灵魂
蒙羞，这也是他不愿见到的结果。

这是一个震惊朝庭、震惊高原的一个
日子，这件事的发生让后来许多历史学家
感到十分困惑。1905 年 2 月底的那天早
晨，凤全一行人马走出土司官寨时，并没
有丝毫的轻松感觉，虽然没有暴民前来起
哄，也没有多少人来送行，气氛显得平静
而阴沉。这种平静下面涌动的暗流，还是
让巴塘县粮末委员吴锡珍警惕起来，总感
到这事并不那么简单，对刚刚走出官寨的
凤全说，暴民之言不能全信，还是回到寨
楼留守巴塘待援。

清政府在巴塘设立了粮台（又称军粮
府），以县级官员充任粮务委员（简称粮员
或粮务），负责输藏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
政务。也就是说吴锡珍是朝庭派驻巴塘
的地方官员。对熟悉地方事务的地方官
员的劝阻，凤全已经油盐不进。在暴民围
困土司官寨子的日子里，见康定援兵不
至，凤全思忖的对策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凤全去意已决，坚持相信土司的话，坚信
那些暴民会遵守“只要离开巴塘，性命得
到保全”的诺言。其实就凤全的选择而
言，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造成的后
果非常严重。如果是两军对垒，凤全的选
择叫弃阵而逃，输掉了气势，输掉了立场，
输掉了斗志，因为凤全代表的是朝庭，代
表的是在高原行使的国家意志，凤全的溃
退决不仅是个人意志的溃退，而是国家意
志在暴民的威逼下的溃退。也许这是后
来者的思考，但作为当局者的凤大人来
说，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退却离走，已经
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局，他也根本没有想到
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土司已经与那些暴
民和制造阴谋的寺庙活佛沆瀣一气，设计
了一个大阴谋。

当凤全一行骑着马走出官寨，离开
县城，沿着那条弯曲的茶马古道向康定
方向退去时，他们并没有丝毫轻松，依
然感到万分紧张，因为他们刚走出县城
就看见有不少挥刀弄枪的暴民尾随着
撤离队伍，那些人打着口哨，不停地叫
嚣，他们知道，这不是来欢送，而是一种
威吓和嘲笑。

那条被称作茶马古道的小道，是碎
石、泥巴与石块铺成，路旁长满荒草，向
一条蛇向山坡游走而去，这条小道在巴
塘城郊的那段路并不是在今天的川藏公
路上，而是要沿着一条沟谷向城后的山
坡延伸。凤全一行走了个把小时，当来
到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时，凤全对这里
的地形还是感到恐惧，惊出了一身冷
汗。两边高山对峙，一条深沟弯来拐去，
阴风惨惨，山道贴着崖壁而过，大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声清脆而带有
幽默似的口哨在山谷响起，几声牛角号
震响山谷，顷刻之间弹雨和滚石竞相落
下，火光在山谷燃烧，刀光在谷底闪动，
那些带有洋枪的卫兵没有放出几声还击
的枪弹，兵士们也没有发出几声凄惨的
嚎啕，油光水滑的骏马也未能撒开蹄子
奔逃多远，凤大人也未能在护兵的掩护
下逃出山谷，几十人的队伍全都命丧于
黑压压的暴民施暴中，他们就像一片片
树叶、几块石子在那些由暴民组成的黑
色泥石流般的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的滚石、弹雨、刀光、呼叫一起在
山谷肆虐。看着一个个跟随他的兵士绝
望地倒下和像羊羔一样被杀戮，凤全已经
失去抵抗的意志和力量，像个战败的骑士
翻身下马，沿着通向打箭炉的山道向东退
却。但他能退向哪里？围猎的幕布已经
拉开，他自己已经没有胆气和力量摆脱猎
狗一样围拢来的暴民了。他躲在一个岩
石下边等待命运的发落。在生命最后结
束的时刻，他的眼睛盯着那些灰头垢面的
人影，发问道：谁是领头的？没有人回
答。他便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还是不是大
清的良民？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回
答他的是蛛网一样的人群围拢来了，接着
几把钢刀在空中划过，他感觉身体中的血
液像河水涌出。山谷里卷起一阵冷风，像
寺庙凄厉的长号，在野草和灌木中穿过。

凤全生前是个令暴民胆寒、恐惧的人

物，他死后还有余威，那些暴民开始根本不
敢接近凤全的身体，只有一些胆子大的人才
敢靠近，有的甚至根本不敢相信倒在荒野的
尸体就是让他们神经错乱、大脑膨胀的凤大
人。当确信凤全已经命丧黄泉后，他们像打
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啊嘿嘿！”他们打着
一串又一串的口哨，离开惨烈的山谷。

倒是没有和凤全一同离去、在县城坚
守的粮末委员吴锡珍等听到这个灾难，连
忙找到罗进宝土司，和他们一起将凤全及
其随员尸体收到城中待处。

追问凤全

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过分打捞沉淀
的历史，我一直在追问这个叫凤全的驻藏
大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思绪曾让
我在一个个夜晚，走进历史史册探寻，《清
史稿》、地方文史资料、专家研究成果都是
我涉猎的对象，那些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文
字虽然有所异同，但描绘的凤全这个人的
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凤全并非是个鲁莽
汉，而是个能吏。他流淌着满洲镶黄旗高
贵民族的血液，以举人出身，入川作官，先
后在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
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任职，作
官作得风生水起，安民缉盗很有建树，行一
路，走一地，好评如潮。四川总督鹿传霖对
他上奏评价道：“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
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二十九年，四
川总督岑春煊以“明决廉能，胸有经纬”奏
请以道员留川补用。光绪三十年四月，任
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给副都统衔。
在任此职之前，他对边藏危急情况早有风
闻，被任驻藏要员后，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
重，故“激发忠诚，即有奋不顾身之慨”，急
于建功立业。然而，历史在发问，“急”就能
建功，就能立业？

宽敞的大门，幽深的院落，泥土坝子，
长长的回廊，大大的转经筒，红墙黄瓦，飞
椽凌空，经幡飘飞，莽号声声，诵经如歌，
红衣飘飘，僧影闪闪。这就是闻名康巴大
地的丁宁寺，不仅在康区有名，在全藏区
也属有名之寺。初入巴塘的凤全，在这天
走进了这座寺庙，不是为参观寺庙壮观的
建筑，也不是感受佛教文化，而是对这座
寺庙庞大的规模不解，询问陪同参观的寺
庙堪布得知，寺庙中的喇嘛有近两千人，

这个数据在当时的巴塘城来说，已经过于
沉重。全城只有几千百姓，而一个寺庙就
占了半个城。长期以往，这怎么得了？他
立即对傲拉扎巴喇嘛说，裁减僧人，此寺
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十三
岁之内喇嘛，由亲属领回还俗。暂停剃
度，今后禁绝私度一僧。

裁减喇嘛，并非凤全创举，他是拾人
牙慧。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罗布藏
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等地喇嘛多有参
与叛乱，“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
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大将军
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
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喇嘛人数之议。清
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不久年羹尧被
处死，此事便被搁置。凤全由于不了解藏
区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在清
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庙人数奏议，也没
有充分地实施准备的情况下，不仅对丁宁
寺的喇嘛说，还多次在社会上讲，“每寺只
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余名即行还
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

喇嘛是人，不是动物，岂能随意诛
戮？在当今社会，就是动物还得受到保
护，何况是人。当然凤全并非真的要对多
余喇嘛“定行诛戮”，而是一种恐吓。这种
恐吓好比一个泼皮在别人面前挥舞着亮
闪闪的尖刀，虽然没有打算刺人，但总是
对别人的一种威胁。然而恐吓不是为官
之道，也不能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因为
恐吓只能引来仇恨。

凤全虽然干练，又勇于任事，但他为
官的经历都在四川内地，对川边藏区了解
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
却又想下车伊始即刻对其改革，这就必然
只能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剧
的命运。

仕途获得高升，这是多少为官者的梦
想。高升、重用，就意味着有了更重的权
柄。有了权柄，就可能威震四方，就可能
主宰更多的人，就可能号令天下。但有权
不可任性。凤全用“如不遵允，定行诛戮”
的话语来敲打土司的故事当然可以读出
他的另一面。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按照此话说，修身是第一位的。如果
个人修身不够，治国平天下也难。修身不
够，这不是凤全个人的局限。勤于修身，
这是为官的起码要求。

行走康 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