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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春雨过后，丹巴峡谷中寒
冷的空气在雨水的冲刷下竟然被
冲淡了许多，两岸的植被在雨水的
滋润下显得愈发的苍翠起来，为

“美人谷”增添了不一样的美景。
看着窗外的这美丽景色，那蓄积于
内心深处的远游之梦突然间迸发，
然而苦于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只能
在心底想而不能付诸于行动，那一
丝失望忽然间迷漫在我的心底。
就在此时，县农办的同志打电话邀
约我一同前往宋达村去看新农村
建设情况。

清晨，我们一行数人告别喧嚣
的城市向梭坡乡宋达村进发，一路
上，从车窗外不时闪现过绿色的光
影，那绿色起初还是影影绰绰，到后
来竟然连成一片，充溢着我的眼
球。车行十余里，就来到了此行的
第一站宋达村，此时的宋达村沐浴
在阳光之中，空气中还迷漫着乳白
色的晨雾，几座白色的藏房在树的
拢裹中若隐若现，那藏房的高楼顶
上，石砌的尖角直指苍穹，上面绑缚
的风马旗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翻
飞，将六字真言向四周抛洒，为人们
祈福，让风带去吉祥平安。刚进村
子，那条山路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
威，我们的车辆在满是坑洼的路上
行进，随着路面的起伏，我们的车颠
簸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死死的抓住
扶手，防止自己被颠起来。同车的
农办主任告诉笔者，这是通往山顶
的路，目前正在拓宽修建之中，所以
路才这样难行，车行不到500米，我
们来到宋达村新村建设活动场所。
这活动场所修建在一片林地中，四
周都是白杨树、杨柳树，这些树普遍
矮小，主干却异常的粗大，需要几人
合抱才行。宋达村的一位村民告诉
我，过去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然
而在一次火灾中，这里的树木被无
情的山火席卷一空，为了重建家园，
勤劳的人们在废墟之上种植了耐
寒、耐旱的白杨树和杨柳树，这些木
材为村民提供了修建房屋所需的板
材和烧火做饭的柴火，所以，当树长
到一定的高度后，他们就会将树巅
断掉，防止它继续往上生长，就这
样，这些树木只能横向发展，如今惠
民政策多，其中电网改造给我们带
来了实惠，现在每家每户几乎不在
用柴火做饭了，因此树木较之以前
茂盛了许多。

宋达村活动场所是一个宽约二
十米，长约三十米的大坝，里面是高
约十米的石砌围墙，此时几个工人
正在忙碌着，几座建筑模型已初见
成形，最左边是一座十三角碉的模
型，一名工人坐在碉楼的楼顶上拿
着手锤正奋力的敲打着眼前的石
片，那石雕一半露在墙外，还有一半
巧妙的镶嵌在围墙里。笔者走上前
去，来到“碉楼”下，整座碉楼都是用
灰色的石片砌成，每个石片间距一
致，几乎不见一点缝隙，充分展示了
嘉绒人民高超的石砌技艺。十三角
碉，顾名思义，就是整座碉楼由十三
个角组成，在古时候是展示财富和
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砌墙的师傅
非常健谈，他告诉我，在嘉绒地区，
碉楼又以十三角碉最为罕见，据说，
如今残存的十三角碉全世界都只有
三座，而其中保护得最为完整的尤
数梭坡乡普格顶村了，他顿了顿，伸
出布满青筋沾满灰尘的手，往上指
了指，自豪的说，它就在我们宋达村
的山巅上，我不禁肃然起敬，为家乡
拥有这样一座凝聚着嘉绒人民智慧
结晶的古碉而激动不已。在十三角

碉旁，是一座典型的嘉绒藏房模型，
共有五层，第一层为关牛羊的畜圈，
石砌匠人巧妙的将一楼门洞和排水
口合二为一，即增加了美感，也增加
了科学性。第二层楼房有两扇窗
户，是人们饮食起居的重要场所。
第三层楼房上有三扇窗户，是储藏
粮食、腊肉的地方。每一扇窗按照
比例缩小制成，当笔者问匠人为什
么嘉绒藏房的门窗都如此矮小时，
他对此也娓娓道来。他告诉我，古
时候嘉绒大地上混沌莫开、妖魔横
行，人们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那时候的房屋窗户、门都修得异常
的高大，夜幕降临时，这些妖魔就从
窗户、门洞里爬进来，将熟睡的人掳
走，后来嘉绒女王要求属民们将窗
户和门洞改小，后来人们一直将此
修建之法一直延续至今。第四层上
是用木板、木头作成的回廊，红白
相间，煞是美观。第五层是堆放杂
物的场所，石墙的每个角上都有石
砌的尖角，如牛角一样直指苍穹，
在尖角之间，有煨桑祈福的佛塔。
再往右边是一座四角碉的模型，由
于只有四角，因此在修建中速度比
十三角碉快了许多，那棱角愈发的
锋利。在嘉绒藏区，这种碉楼是最
常见的碉楼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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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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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按照功能分为战碉、家
碉、寨碉等。再往右边走，是一座
低矮的楼房，它也是嘉绒藏区最为
常见的藏房之一，虽然低矮，然而
其中的雕楼画栋美不胜收。据县
农办负责人介绍，宋达村地处普格
顶山脚下，省道线从门前经过，山
顶山有着为名遐迩的十三角碉，民
风纯朴，因此该村要突出物质文化
引领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此打造碉楼
文化及藏族民居文化，吸引大批游客
走进村庄里，鼓励村民自己建造有着
嘉绒风味的藏族民居，实现生产发
展，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
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
打造宋达村新农村建设所思考的问
题，我们也逐步在实现这目标。

走在石板路铺就的村道上，处
处彰显着干净、整洁、美丽，路旁是
青青的草坪，在阳光的照晒下散发
出醉人的芳香，由于昨晚刚下过雨，
路旁的白杨树叶泛着绿色的光，漫
步在林荫道上，习习凉风在林间穿
梭，那遒劲的树干就像是一座座雕
塑，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此时几
只羽翅鲜亮的鸟雀被我们的脚步声
惊吓，扑打着翅膀窜上树巅，转动着
脑袋，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在绿
树的掩映中，白色的藏房只能看见
一角，不过这一角已经给人以无限
的美感。在林荫道的尽头，一户藏
房巍然矗立在那里，藏房的外墙用
白色的黏土染了一遍，在这白色的
世界里，几扇涂成黑色的窗户打破
了这单调的色彩，在大手笔的画匠
手里，本来只有一平米的窗户经过
涂色之后看上去竟然有着两平米左
右。高楼顶上红黄白的风马旗在风
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走到门口，木
质的大门上虽然挂着一把大锁，然
而并没有将门锁上，同行的藏族老
乡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们从来都不
锁门，这些门锁只是拿来装饰一下
门而已，村里从来没有偷盗的现象
发生。中午时分，热情好客的一户
村民将我们几个拉到他家里去做
客，走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五
层楼房的藏族民居，在客厅里，中间
是两排雕有吉祥图案的条桌，两边
是镂空的藏床，上面的龙凤雕刻栩
栩如生、呼之欲出，天花板上也绘制
有云纹图案，四周与墙壁接头处是
黄色的布幔。我们几个刚一坐下，
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了冒着热气的
酸菜包子和喷香的酥油茶。吃着包
子喝着酥油茶，我们和主人一起唠
起了家常，主人告诉我们，宋达村看
点少，离县城又近，游客们都是在宋
达村山脚下的观景台上看看对面梭
坡山上的古碉，照几张相就匆匆的
离去，那时候，他常常站在门前，看
着一茬又一茬的游客从山脚下离
去，心里怅然若失，他想，自己的家
乡也有着更多的自然景观，为什么
就不能留住游客呢，那搞旅游接待
的念头从心底油然而生，然而村落

中人们的思想还不能赶上时代的变
化，村中的许多道路上污水横流，这
样的卫生条件游客们怎么会入住
呢。今年，丹巴新农村建设的春风
吹进了宋达村，如今，原来窄小的村
道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两米宽的
石板水泥路，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部
完工，不过也初具雏形。他顿了顿，
激动的说，我的民居接待梦、幸福小
康梦看样子已经不远了。

中午后，我们离开宋达村，向
下一个目的地井备村进发，路途
中我的眼前仿佛闪现出这样一个
画面，在绿树掩映的宋达村中，游
人如织，尽情的享受着恬静的田
园生活。一辆辆小轿车在绿荫遮
蔽的马路上疾驰，在普格顶山腰，
马帮们牵着骏马，载着游客向十
三角碉逶迤而去，洒下一路欢笑，
一路铃声。

宋达民居惹人醉

宋达村山顶的十三角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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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达村文化广场上的雕塑。

宋达村山顶的民居。

雕塑和嘉绒藏族民居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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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彝族口弦是九龙彝族远古的文化遗存，堪称
音乐活化石。它深深地融入九龙彝族的生活细部，在
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地陪伴着九龙彝族人民，叙说着他
们内心的苦与乐，为九龙彝族民间乐器之瑰宝。

九龙彝族青年男女都喜爱口弦，口弦不仅是随身
携带的乐器，更是一种富有九龙彝族特色的饰物。佩
戴口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九龙彝族男女青年进入
青春期的标志。九龙彝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离不开口
弦，相互赠送口弦，使之成为爱情的信物。口弦给九龙
彝族人民带来欢乐和幸福，于是口弦成了九龙彝族人
民的爱情文化符号。

九龙彝族口弦作为爱情文化符号，凝聚着九龙彝
族文化的原始意蕴最为凸出，它体现了爱和情，体现了
九龙彝族繁殖力和生命力的延续，这就是九龙彝族口
弦最基本的定义。

口弦，彝语称“何嗬”。它是彝族传统乐器中最受
宠爱的。人们对它爱不释手，百听不厌。

口弦是一种簧乐器，长约三至五寸，宽约二至三公
分的竹片或者铜片，中间精心雕刻着长形的簧牙，小巧
玲珑，携带方便，其音域宽广，音质清脆，音色柔和，能
抑扬顿挫的表达各种思想感情，因而深受九龙彝族男
女青年的喜爱。九龙彝族男女青年几乎人人都有一副
口弦。

九龙彝族口弦，宽不过一点五厘米，长不过九点五
厘米，一般有一片到六片的不等。其吹奏出的声调各
有千秋，各具特色。最常见的以一公一母相配，声响一
高一低二片的口弦和一公一母一子相配，声响高中低
三片的口弦。三片口弦吹奏出的乐声抑扬顿挫，高低
荡漾，婉转动听，吹奏者感情奔放，聆听者感情激动，快
乐的人听了激情涌涨，热泪盈眶起来，有悲伤心事的人
听了更加伤心，泪流满面，涕泣不止。口弦把不同心情
的人带到不同的境地。

九龙彝族口弦，有竹制和铜制两种。竹制的叫做
“玛便”，铜制的叫做“图史荷轰”，有两片到五片不等。
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

打制铜口弦是件精细活，每道工序都很讲究，先把
铜皮剪成块，打制成铜片，再剪切出口弦模型，用磨制
器具磨平，再以火柴慢慢煨均，加强坚硬度。然后划出
舌片，挑出舌片，翻卷成形。最后进行剪头，剪头功夫
必须到家，火候必须到位，口弦头尾重量一定要均衡，
否则弹不出声音。

吹奏口弦时，左手拇指和食指捏弦尾，口弦舌簧对
着微张开的口，右手拇指和食指一下一上地拨动弦片
尖头，发出弦声，巧用口气，随心所欲，吹奏出各种婉转
动听的音乐，借以传递心声。吹奏者既可按九龙彝族
传统的口弦调，吹奏出几十种音色音调不同的口弦，传
递人间古往今来的人情世故。又可学着山野里的雀鸟
啁啾声吹奏，其乐无穷。总之天下各种美好动听的声
音都可用口弦尽情地吹，尽情地奏，尽情地享受。

初学口弦的人，要特请师傅指点，掌握传统的口弦
调基本功。入学之初，一般各自到清凉的河边，以汩汩
河水声配伴，训练基本功。随后寻找合适的场合，大胆
吹奏提高，逐渐就能吹奏出优美的曲调。

如果说，诗是感情的暴发，那应说口弦是感情的奔
放，口弦是九龙彝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宠伴。

九龙彝族青年男女，一般都千方百计弄到口弦吹
奏，抒发自己的情感，寻找自己的乐趣。特别是彝家姑
娘，如果没有称心如意的口弦，那是绝对闷闷不乐的。
可以说是睡不香、吃不甜、难见笑容的。因为，彝家逢
年过节、婚嫁宴庆、在歌舞场上、走亲访友等场合，都要
姑娘演奏口弦。故此，谁都不愿矮人一节，而是想互相
攀比，争得赞美。

口弦更是九龙彝家姑娘谈情说爱、传递心声的绝
妙工具。如果有情人，相约在微风吹拂的大树下，在潺
潺的溪沟边，青萋的草坝上，幽然的石包旁，姑娘就把
深深的爱情，用口弦向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的意中人倾
述，去拨动着小伙子的心。所以彝家有句“月琴会唱、
口弦会说话”的谚语。

除了在喜庆等场合下兴奏口弦外，九龙彝家还有
个最佳的吹奏口弦时刻，那就是凌晨公鸡报晓之际。
这时，天地处于静谧，甜睡了一夜的人们，心精集中，容
易激动。那自然中格外悠扬婉转动听的口弦声声，牵
动着青年人心里缠缠的情爱，也勾起了老年人童年的
梦和青年时的情怀。就是吵夜的奶娃娃此时此刻已嘎
然乖下来。故此，九龙彝家有句“凌晨吹口弦，无人不
激动”的谚语。

口弦是九龙彝族人的心爱之物。一般采用竹筒装
藏，竹筒的外表，有的精雕细刻上美丽的花纹。姑娘们
把口弦装在竹筒里，弦尾穿上彩线，系在衣襟扣上，贴
在胸脯内，以防湿润。

口弦有多种来历传说，其中有一传说是：古代有两
家人发生械斗，结下了冤仇大恨。两家人的中间有片
美丽的大草坝，原来是不分你我合牧性畜的。结仇后
中间打桩，各占一方，可是这两家人，一家有个漂亮的
姑娘，一家有个英俊的小伙子。有一天，他俩各自赶着
羊群到草坝上放牧。两人到桩界上一见钟情，忘却了
家里的冤仇，私下海誓山盟，请月下老人订了终身。准
备逃婚时，双方父母发现后将他俩抓了回去，并再也不
让他俩出门。由于这对有情人相爱太深，患上了相思
病，不到半年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一年后，在这两个情
人的葬地上，各长出了一簇青悠悠、绿荫荫的冷竹。人
们看到这两簇冷竹，就想起了这对有情人。为了纪念
他们，人们砍来一根竹，制成一公一母相配的二片口
弦，让人们吹奏，追思人间真诚的爱。

九龙彝族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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