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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角碉游记（下）

峡谷底的大渡河沿岸，一颗颗垂柳整齐的排列
在岸边，柔嫩的枝条上已经绽放出嫩黄色的叶子，
预示着春天脚步的临近。虽然是初春时节，但在横
断山脉腹地的丹巴，由于连日来风的袭扰，终将蓄
积的暖意都带向更远的地方，只留下刺骨的寒风在
峡谷里肆虐。在峡谷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还没
有脱下臃肿的冬衣，夜幕降临时一家人还围坐在锅
庄边燃起熊熊大火，在火塘里煨上酒，一边咂酒取
暖，一边诉说白天的见闻。在这时候，人们久积心
中远足的想法油然而生，我也不例外，在周末，我和
四川民院的凌立教授相约一起向梭坡乡普格顶进
发，去回看心仪已久的十三角碉。

记得在2010年国庆节时，我和凌教授一起在县
城里包了一辆车后向普格顶进发，在颠簸的土路
上，窗外的景色随时更换着颜色，裸露的岩石和低
矮的灌木丛相映成趣，由于连日来下雨，道路非常
的泥泞，汽车颠簸着踯躅前行，有时候遇到深坑，车
轮一下子全部陷了进去，汽车嘶吼着，然而轮子在
泥地里不停的转动，车却没有一点前进的意思。我
和同车的凌教授只好从车里走了出来，脱掉鞋袜将
手抵在车尾后的盖板上，奋力的将车向前推进，在
一番努力后，汽车终于挣脱了泥的束缚，裹着厚厚
的泥嘶吼着向前冲去，溅起的泥土在汽车的后轮上
向后抛洒，我们躲避着这些泥弹，不管我们的身手
多么敏捷，然而在狭窄的路面上我们只好乖乖的成
为移动的活靶子，稀泥打在脸面上有些疼痛。一会
儿功夫，我们的衣服、头发上洒满了点点泥点，甚是
狼狈，互相观望时，觉得就像是泥猴似的，滑稽可
爱，不觉莞尔一笑，那苦痛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时隔三年，我们又一次前往十三角碉，这次之
行，竟然非常顺利，坎坎坷坷的路面被平整了，行进
在路上，再也没有往日颠簸的劳苦，唯一遗憾的是
由于是初春时节，路两旁的颜色过于单调，给人以
萧瑟的感觉。当汽车来到普格顶拥中寺庙时，蜿蜒
逶迤的路到此结束，在寺庙前，有宽阔的停车坪，我
们停好车后，鱼贯的从车里走出，当走出车外，我们
才该觉到初春的凉意，一阵寒风吹过，身上徒增寒
意，只好将麻木的双腿揉了揉，在坪里跳着用以取
暖。我们几个稍事休息后向山顶进发，一条曲折的
小径在寺庙后的田野里弯弯曲曲的穿行，我们在路
人的指引下向前走去，在一农户旁，几株柏树围绕
着一座四角碉茁壮的成长，碉楼藏语中称为“邛
笼”。早在2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

“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碉
楼多建于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至30米之间，用以
御敌和贮存粮食柴草。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几
形式。碉楼一般建于沿河谷高山或半坡有耕地和
水源的地方，结合地形，利用有限的平台，纯用石头
筑成平顶。 一般分成二层或三层，上层堆放粮食，
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高二三丈，称为邛笼；高
的可有十三层，达十余丈，称为碉。碉楼由专门的
砌石匠修建，原料为乱石，用泥土粘合，不吊线，不
绘图，全凭经验，信手砌成。其壁面能达到光滑平
整，不留缝隙，其坚固程度则可在川西这个地震多
发区耸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经历数次地震仍然巍
然屹立，有的已偏倚却不倒，有的弯曲为弓，自成风
景。眼前的这座碉楼从它残存的身躯，不难看出它
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和岁月的磨砺，然而这残碉却更
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从布满射击孔的墙面上可以
看出古碉曾经的作用和辉煌，因为这座古碉紧挨着
房屋而建，因此当地人都称其为家碉，是古时候人
们储藏粮食和祭祀的场所，有时候也兼做防御外敌
的作用。在古碉旁，几座藏房错落有致的排列在一
起，房屋之间一条小道相连，房屋的建筑特色具有
浓郁的嘉绒民居特色，一楼为畜圈，二楼以上才是
人居之所，大门离地面大概有两米左右，由于嘉绒
藏族的牲畜都是散养，夜晚才关进畜圈内，为了防
止牲畜进入人居之所，因此大门连接地面的是独木
梯。在藏寨中穿行，仿佛走入了迷宫似的，当感觉
路已经走到尽头时，突然峰回路转，眼前渐渐开阔
起来。在一番穿行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藏寨的包
裹，来到山脚下，一条小径深深的镶嵌在黄泥堆砌
的山包里，在里面穿行，仿佛走进战争年代的交通
壕似的，抬头只能看见窄窄的一条天色，走在里面，
让人感觉很压抑，仿佛要喘不过气来似的。由于雨
水的不停冲刷，这条小径也有逐渐加深的趋势。路
途中，要翻越几座小山包，跨越几条小溪，同行的山
里人步履矫健，而我们几个城里人却已经是气喘吁
吁，只好走走停停。当来到一块开阔地时，展现在
我们眼前的竟然有一块草坪，在密林深处，它就像
是一颗绿色的翡翠镶嵌其中，我们被眼前这纯洁的
绿所吸引，都欢欣鼓舞，当我们几个准备跑过去在
里面休息时，同行的山里人连忙制止了我们，他看
着我们不解的样子，随手拿起一块石头，向草地中
扔去，没料到传来哗哗的声响，并溅起无数的水珠，
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绿色的下面竟然藏着这样
的凶险，联想到红军过草地时沼泽地陷人的故事，
不由得后怕起来，向山里人投去感激的眼神，我提
议给他冠以“先知”的美名，没想到竟然一呼百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以先知相称，反而不知
道他的真实名字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
沼泽地旁绕过，继续向前攀登。就在我们的勇气要
渐渐消失的时候，忽然传来先知的疾呼，原来在不
知不觉间我们已征服了漫长的山路，来到了今天我
们远足之行的目的地——十三角碉的所在地。

■杨全富

康定“闹山鼓”历史悠久，其实真正
的名字叫“老陕鼓”，来源于陕西“户县
锣鼓”。旧时在康定经商的陕西汉子
每年节都要打上一通，预祝来年生意
象这震天应水的鼓专用一样红火，天
长日久，康定把音喊变了，“老陕鼓”成
了“闹山鼓”，山谷中的城廓鼓声震天，

“闹山鼓”正符合其情其景，于是流传
今天。当年“闹山鼓”打得最好的是一

位人称“韩八爷”的陕西汉子，后来“韩
八爷”打不动了，由另家陕西户县来的
姓徐的人家接替。徐家老父打不动了
又，又传给了徐大哥。到徐大哥操鼓
槌时，参与打鼓的已不再全是陕西人
了，康定热爱这鼓声的藏、汉、回族汉
子也参与进来，成了多民族的鼓队。
这原本属于陕西户县的“老陕鼓”，如
今在户县却打不全了。徐大哥健在时

说，“闹山鼓”鼓谱共有20多节，那年他
回户县探亲，户县的鼓匠最多只能打
一半的鼓谱，而在康定，全套的鼓谱却
被这支多民族的鼓队流传了下来。如
今“闹山鼓”成为康定特有的“闹山
鼓”，它体现了历史上康定“茶市”贸易
所带来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如今有面
临失传的可能，抢救这一非遗文化是
迫在当前了。

康定“闹山鼓”
■贺志富

彝家山寨有句家喻户晓的谚
语：“藏人茶为上，彝人酒为贵。”这
句谚语深刻地反映出了彝族尊崇
于酒杯的内涵。

彝族喜爱喝酒，把酒推崇为生
活中至高无上的“媒介”，以酒为媒
万事美。

在彝族说酒源书《志博志耙》
中讲道：彝族先民为了酿出酒，吃
尽了苦，他们首先从四方找来四种
药草作曲，用豆子作原料，酿出的
酒，青淡无味，不如河里的水。他
们又跋山涉水，从四方采来八种药
草制成曲，用苞谷、洋芋作原料，酿
出的酒，浑浑浊浊，味道酸不溜啾，
不如泔水。他们又历尽艰辛从四
面八方采来十六种药草制成曲，以
玉米、青稞做原料，酿出的酒，淡不
拉乍，没有醇香味。他们又历尽艰
险，从麻利尔曲山采来四种药草，
从勒志俄布山采来四种药草，从啊
呷那马山采来四种药草，从使洛甭
足山采来四种药草，从东方请来酿
酒阿普，从西方请来酿酒阿嫫，从
北方请来酿酒阿博，从南方请来酿
酒阿嫫，他们通力合作，把四大名
山采来的十六种药草，精制成曲
子，以高山的青稞和二半山荞子、
玉米作原料，闯过九九八十一道难
关，终于酿出了醇香的荞麦旨酒。

从此，充满圣洁的酒，就被彝家
推崇为生活中最珍贵的礼品。从而
酒便形成了传统的崇高的礼俗。

酒，是彝族生活中的美好“使
者”，是沟通心灵，通往感情彼岸的

“媒介”。彝族尊崇酒的程度，宁肯
十日没饭食，不可一日无酒喝。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
彩。在这座百花园中，彝族酒文化
是一支独具特色的奇葩。彝族喜
欢酿酒，喜爱喝酒，堪称酒的王
国。彝族的“坛坛酒”，以玉米、青
稞、荞子等杂粮配入十多种药物酿
制而成，其营养价值很丰富。据日
本专家曾从中化验出B1B2等多种
维生素，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较
高。饭后不但能解渴，抵御寒冷，
还能舒筋活血，促进血液循环，维
护身体健康。酒在彝族社交、宗
教、民俗、审美等活动中，发挥着巨
大的功能。

也许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
饮酒的民族，在他们的种种社交活
动中都离不开酒，但酒对彝族更有
魅力，在本民族内酒能成全许许多
多的好事。

彝族的酒自产生之时起，便带
给你力量、友谊、欢乐、幸福……更
起着结盟交友，沟通感情的作用。

彝族喝酒不分生人、熟人，席
地而坐，围成一个圈，轮流举杯欢
饮。置身其中，再生疏的人也会熟
悉起来，再别扭的关系也会变得融
洽。

彝族谚语说：“两座山不能靠
在一起，一碗酒可以把朋友连在一
起，”“土埂是庄稼的护堤，美酒是

友谊的纽带”。酒在彝族人表情达
意、缔结友谊方面，确实有着特殊
的功能。

酒，是彝族接人待客的佳品。
彝人酒为贵，不但“有酒便是茶”而
且“有酒便是宴”，还有“饮酒不吃
菜”之习。在他们看来，酒是无比甘
美的东西，喝起来舒服、畅快。它在
彝族心目中实在是无法取代的饮
料。到彝家山寨作客，人总是尽其
所有，用家中最好的酒和酒具招待
你，并说：“地上没有走不遍的路，河
里没有流不走的水，彝家没有喝错
了的酒。”喝吧！尽情地喝吧！”

酒不但是彝族接人待客的珍
贵物品，而且是他们走亲访友、迎
来送往的最好礼物。

在走亲访友、迎来送往礼仪
中，彝族对妇女携带的酒最为贵，
如在野外途中，遇到走亲访友的妇
女请你喝酒，你得礼节性地品尝上
一两口，然后解囊回礼表示祝福！
彝家山寨来了走亲的妇女，珍贵的
礼品就是酒，全寨男女老幼都来喝
走亲酒，酒后大人们都回礼以表心
意！彝族的送酒习俗与饮酒之风
同样引人注目。

酒，是彝族人调解纠纷的法
宝。民间发生的一切纠纷，都通过
一定的方式，以公认的习惯进行调
解。一旦调解成功，双方当事人点
头认可后，便杀牛宰羊喝和解酒。
只要喝了和解酒，便谁也无权推翻
调解结果。如果调解结果要求肇
事者赔偿相当大的经济费用，而这
笔经费又是他无力承担的，那么，
他可以带上酒到亲朋好友家中说
明情况，请求帮助。亲友们看到他
带着酒求助，一般都会尽力相帮。
如果从亲友那里汇集来的费用作赔
偿后还有剩余，那么当事人便将它
买成酒分送给资助了自己的亲友，
以表谢意。在这里，酒成了请求帮
助的使者和感谢帮助的报酬物。

在九龙彝族调节纠纷中，酒还
是重要的赔偿物和赔罪物。偷牛盗
马引起的事件算大纠纷，赔偿时，皆
须备一坛酒，杀两只羊赔罪道歉，事
情便算了结，从此不再提起。如发
生打架斗殴，理亏的一方须用酒陪
礼道歉，并付出一定的经济费用。
但一般只要拿一坛酒赔礼道歉，对
方不好意思再提经济费用。

九龙彝族的民俗活动丰富多
彩，酒在各种民俗活动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九龙彝族的宗教信仰，可归结
为万物有灵论。不但认为人有灵
魂，而且认为大自然中处处有神灵
存在，什么都由它主宰。祭祀是九
龙彝族最主要的宗教活动，大致分
为祭神和祭祖两大类。而在各种宗
教活动中，几乎无一仪式离得开酒。

解放前，九龙彝族妇女婚后不
能生育，人们便要请毕摩来“促
育”。在“促育”仪式上，最主要的
是备酒祭祀山神。用酒祭祀山神
后，不育的妇人坐前面，毕摩坐后
面，念经道：“高贵的山神，我们来

祭奠，我们来敬献。用酒来献你，
用猪来奠你，请你快出来……高贵
的山神，请你吃荞酒，请你吃猪肉，
酒肉下肚去，望你要开恩，成全促
育……”毕摩念完经后，便用酒肉
敬献山神。在这里，酒成为请求山
神恩赐小孩的礼品。

九龙彝族办丧事时，有歌舞、
有啼哭、也有痛饮。举行丧礼前，
死者家属请人带酒到四方亲戚家
门报丧，让他们带着酒前来奠祭。
他们到丧家后，丧家须给每位前来
客人献酒，然后互相举杯痛饮，同
时边饮边哭边唱死者的功德。守
灵时，人们还要“奠酒”，唱“奠酒
词”：“酒献给你，你要喝，喝三天
酒。你要走了，公鸡能下蛋？公鸡
不下蛋你莫回来！母鸡能报晓？
母鸡不报晓你莫回来！铁树能开
花？铁树不开花你莫回来……”在
这里，酒成了乞求死者远走高飞、
希望家庭平安的赠献物。

总之人已丧，就用酒洗脸、洗
身、报丧、跳丧舞、唱丧歌、祭奠、开
路、火葬、拾遗骨、措遗骨、做灵物
等都以酒为贵。

“送祖灵”是彝族祭祀活动中
最隆重和最复杂的一种仪式。在
这个仪式中，毕摩要用酒为丧家解
污，为灵魂找出生前的疾病，并用
酒逐除家中的病魔。毕摩还要用
酒来祭奠祖先灵魂，祈求子孙满
堂。所以，人们常说，酒具有沟通
人神之功力。

九龙彝族每逢节日活动，亲友
相会，大家便围坐在锅庄旁，一边
谈心一边畅饮，疲倦了就地打个
盹，醒来后又重操酒杯，畅饮美酒。

以九龙彝族婚俗为列，酒的民
俗功能更放异彩。

九龙彝族的婚姻共分六个阶
段：提亲、定亲、结亲、回拜、上户
口、坐家。婚姻过程礼仪繁多，时
间较长。在整个过程中，酒成为美
好的“天使”表达爱情的信物和缔
结婚姻的见证。首先礼有“夫呷”，
拿着美酒去女方家提亲，双方要吃

“提亲酒”。如果女方同意，根据彝
族习惯，不能马上答应，要反复推
辞，最后才答应，还要吃口酒，“吃
口酒”时，要祭奠祖先，然后边喝酒
边畅谈提亲成功的内容。提亲成
功后，接着就要吃“定亲酒”。接下
来又要吃“协定结婚良日酒”。出
亲前要吃“拆耳线酒”、“裁缝嫁妆
酒”。出亲时要吃“梳妆酒”、“摸新
娘酒”。出亲后吃“迎亲酒”、“结婚
酒”、“新娘换妆酒”、“进婆家酒”、

“回拜酒”、“上户口酒”。最后吃
“坐家酒”。可见，在这婚姻过程
中，从头到尾都未曾离开过酒。

酒不但在彝族民俗活动中直
接发挥作用，而且还有一种“记载”
民俗的民族志功能。比如，彝族的
酒歌非常丰富，酒歌中便记下了这
个民族许许多多的风俗习惯，像

“婚礼歌”中的“吃口酒”、“出亲
酒”、“迎亲酒”、“回拜酒”等酒歌，
基本反映了彝族婚礼的全过程。

牧场汉子巴洛万没有想到他的那
匹老母马居然还能下崽，而且生下一
匹黑毛油光闪亮的小马驹。小马儿太
惹人喜爱，都说是亚日神山上的野马
种。马驹双眼炯炯，臀园腰身短，四蹄
园又大，四条长腿下半截生着雪白雪
白的毛，猛一眼，只道是匹黑骏马站在
雪地里。

小黑马欺生。我头一次骑它，竟
然老半天跨不上马背。又蹦又跳，还
扭过头来咬我。我到底骑到了它的背
上，它就跑、就颠，没有把我从马背上
摔下来，它又来个一双后腿直立、长嘶
咆哮。还是摔不下我，它就开始赖皮，
前脚一跪，想在地上打滚，赶我下来。
这时候，我就用皮鞭抽它的屁股，抽得
它暴怒发狂，它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冲
坡、跳坎，往灌木丛里穿… …累得它
大汗淋淋。我跳下马背也几乎站不
稳。它喷着鼻息在我手上吃我为它准
备的糌粑，直到吃完才熄了火气。我
再骑它，它就老实得很，它认输了，我
当然很自豪。许多牧场汉子都见我同
小黑马较量的场面，他们说，看不出
来，这个小汉人骑马倒是个料。

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见过有一匹马
叫“雪里站”，生来缺乏想象力的我就
把这名移到了小黑马头上。天天这么
叫，它也就记得，我一喊，它就抬头看，
喉咙里有声音滚动，像回答，我觉得很
亲切。就走过去拍拍它的长脸和它油
亮光润的脖子。它呢，常把头在我的
肩头背上蹭来蹭去。有一回，我没留
意，它突然回头，把我的额头带眼眶都
碰肿了，淤血一大块，一个多月才好。

巴洛知道我对他的宝贝马儿好，
很乐意把马租借给我，我无论走哪里，
巴洛就牵了“雪里站”来。“雪里站”很
鬼，见到我就讨吃的，实在没有准备什
么的时候，就是茶叶渣也得往它嘴里
塞一把。

“雪里站”胆子大。初春的一天，夕
阳西下时，格隆沟里很静。东一片、西
一片的残雪映衬发黄变黑的枯草，使一
种孤独凄清的情绪在沟里弥漫。我伙
伴只有“雪里站”。突然停步不走，我知
道准有什么事，赶快从有些愁绪的默想
中挣脱了出来。定睛一看，在沟的一侧
坡上，两条狼像狗一样坐着，对我俩“狼
视眈眈”。只有百步之遥，我好冒火，太
阳还在远远的雪峰上呢，它们就出动
了！我拍拍“雪里站”的脖子，问它：敢
不敢？我们去打它们。“雪里站”喉咙里
呼呼有声，分明是赞同。我就一提缰
绳，双脚尖猛磕马肚，嘴里发出大约比
狼叫还难听的怪叫。这时，“雪里站”如
平地起旋风，一声长嘶，朝那两条狼扑
上去。两条狼匆忙转身就跑，迅速异
常，我看见两条大尾巴下垂着晃荡不
已。我和“雪里站”回到沟底路上，走了
好远回头，看见那两条狼还在呆呆目送
我们，却没敢再靠近沟底的路边来。

回来讲给巴洛听，巴洛就笑：你用
啥子来打狼？听了也不觉发愣：是呀，
用什么呢？腰上那把不足五寸的刀显
然是不行的。

不久，我得到另一片牧场去。这

一去竟离开这片牧场两年还多。当我
重新见巴洛，第一句话就问他：“雪里
站”呢？

巴洛叹了口气，讲起“雪里站”极
其辉煌壮烈的一 幕：

暮春时节，也是下午。巴洛发现
还有三头奶牛没有归群，“雪里站”也
不知去向。他就顺着折达沟去找，沟
里没有踪影，就上山头。走了一夜，找
了一夜，天亮时，巴洛来到一个坡顶
上，他看见了一生中也只会见这么一
次的场面：三头牦奶牛都“坐”在地上、
紧紧挤在一起，三个牛头六只角各朝
一个方向，摇动着、喘息着；十多只比
兔子大不了多少的豺狗，散成一个大
圈，把三头牛围在中间，豺狗们跳跃不
停，它们随时都可能跃到牛背上，附在
牛身上从牛肛门里掏出牛肚肠。突
然，一道黑色的闪电从附近一条出沟
里跃出来，“雪里站”如发怒的雄狮撞
向豺狼！十几只豺狗惊恐万状，四散
跳开。一只豺狗躲避不及，被“雪里
站”蹄翻在地，受伤的豺狗 发出尖利
的嚎叫，在草地上挣扎扑腾。从“雪里
站”奔出的小沟里，四、五只豺狗也飞
跑出来，一齐朝“雪里站”猛扑过去。

“雪里站”一埋头、一扭身，一双后蹄朝
后翻飞，沙石如雨。几只从后扑来的
豺狗吓得一齐停步，一只站立不稳，在
坡上滚了一个转。这时，三头牛见豺
狗散了包围圈，立起身来拔腿就往沟
的深处飞跑。豺狗迟疑了一阵，散成
一条弧形的线，沿沟底跟着三头牛就
追，“雪里站”不敢停留，一会儿坡上，
一会儿沟底，竭力阻止豺狗群的前
进。豺狗狡诈，有四五只始终缠住“雪
里站”，大队伍依然飞快地、悄无声息
地紧紧跟住那三头可怜的牛… …

看得目瞪口呆的巴洛想起肩头的
明火枪。他勾动了板机，火枪的轰响、
巴洛的怒吼，还有初升的太阳，让豺狗
群绝望了，它们邀约着，飞一般蹿进了
茫茫草场的沟沟岔岔。

巴洛跑下沟底，“雪里站”已经倒
在草地上。它肚子上有一个洞，血还
在滴，一截肠子露了出来。“雪里站”在
情急中撞上一棵干硬的树桠，树桠刺
破了它的肚皮，腿上的毛已经变红。
那一夜，“雪里站”踢死了四只豺狗，受
了伤的豺狗一定还多… …

雪里站！雪里站！我呼唤着“雪里
站”，被巴洛带到河边的草滩上。远远我
就看见四腿雪白然而却肥壮得臃肿的
一匹大黑马。我喊着它，跑过去抱它的
头，它一动也不动。它的肋腔边有一个
拳头大小一个洞，有血、有脓，有蝇虫在
伤口附近飞舞！我朝巴洛吼道：为什么
不治？为什么不给它治？

巴洛垂下头去：治了，治了。但
是它受伤的地方也是它用力的地方，
腿一动，就要牵扯到伤口。没办法让
一匹马十天半月一动也不动，所以它
的伤老是生不了口……

巴洛在哭！“雪里站”是一匹废
马了！

我拍着它的脖子，抚它的鼻梁，
我看见它没有神采的眼睛湿润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说“雪
里站”也会哭？！

九龙彝族酒文化 “雪里站”
■阿期的确 ■贺先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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