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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每个民族的人们都有他们心目中
的民族英雄，比如我们从小就知晓的
本民族精忠报国的岳飞、一门忠烈的
杨家将等等，它们都被人们以戏曲、评
书、说唱、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从古传
唱至今，使得那些英雄人物事迹深入
人心。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唯一的
娱乐活动就是串村寻着看电影看大
戏，就秦腔杨家将剧目记得起的就有

《金沙滩》、《杨门女将》、《辕门斩子》、
《四郎探母》等；80年代初期，刘兰芳评
书《岳飞传》和《杨家将》每天中午12：
00准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电
视尚未普及的那时，人们个个手拿半
导体收音机，听得是如痴如醉，比山珍
海味还香。那是已经过去了不再回头
的曾经岁月。藏族人民也有世代传唱
的民族英雄，那就是格萨尔王。

在很早以前，岭国出了一个穷孩
子，起名叫觉如，这个孩子在奇异境
界里诞生和长大成人。在岭国英雄

云集，赛马争夺王位时，力战群雄，得
胜称王，尊号为格萨尔。格萨尔王一
生，充满着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惊涛骇
浪，为了铲除人间的祸患和妖魔，他
受命降临凡界，降妖伏魔，除暴安良，
南征北战，统一了大小150多个部落，
岭国领土始归一统。于是，一部由藏
族人民集体创作，产生于公元前后至
五、六世纪，记录西藏历经吐蕃王朝
等时期的历史兴衰及生活于雪域高
原的藏族人民之智慧与口传艺术，代
表藏族的民间文化，也是藏族古代神
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
总和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流传
至今。它在国际学术界有“东方的荷
马史诗”美誉，被称为认识藏族文化
的桥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甘孜州是格萨尔王传说的发祥

地，虽然最集中的地区在德格县，但是
其它地区所遗留的城堡、居住建筑、石
雕等遗迹，处处体现着格萨尔文化的
精神内涵。色达县的色尔坝，是格萨

尔王的大将上岭八部首领——色尔
哇·尼崩达雅大将的领地，色尔坝因此
得名。将军后裔为纪念自己的祖先，
巧妙地利用当地建材，建成一幢幢酷
似英雄形象的藏房，构成了色达藏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

离开G317，穿过熙熙攘攘的翁达
镇，前往色达县的路上，道路两边的
独特景致一下子吸引了我们。散布
在色曲河两岸特色鲜明的藏家建筑
使人眼前一亮，虽然也是石头垒砌的
坚固建筑，却是有别于一路走来所见
到的羌藏石屋。从外形看它也多是
三层，一二层外墙都是用石头砌成，
而三楼就和其它藏房有了区别，不再
用石头垒砌改换成用木条（据说是柳
条）编制，房檐四周还挂有长须样的
植物，不知是晾晒的庄稼，还是有意
而为另有寓意。

当时以为这是色达的地方特色，
只顾着边欣赏边赞叹边从车窗拍照，
也没有停下车仔细观看。后来在网
上查看资料时，才知识色尔坝就在翁

达镇色曲河两岸的河谷地带，这里是
古时格萨尔王的大将上岭八部首领
——色尔哇·尼崩达雅大将的领地，
为了以示对英雄的怀念，后人们在建
筑房屋的时候，就拟人化的把房屋建
成上宽下窄，形似穿上铠甲后上身宽
大下身窄小的魁梧战将，原来上层楼
廊外部垂挂环绕的并非晾晒的庄稼，
而是高山柳条，以象征大将色尔哇·
尼崩达雅的披肩长发。

一路走来，那些依山而建，傍山
而立，外形高大雄伟的藏房，还有蜿
蜒迤逦流过的色曲河、收割青稞后的
田地、细细草皮覆盖的山峦，一切犹
如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让人惊叹留
恋。据说，色尔坝藏寨历史悠久，可
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现保存下来的
建筑中，时间最久的是位于翁达镇明
达村修娜家的房子，修建历史在 120
年以上，已经居住了 6 代人。这些格
萨尔文化特色的典型藏房，均以石
头、泥土、木头为主要建筑原材料，绝
不用水泥、钢材等现代建材，屋顶也

不使用瓦片，全部采用泥土，靠人工
采用原始方式建造而成。

房屋格局有固定格式并有较为严
格的规定，普遍为 3—4 层，不少于 3
层，不高于4层，分别象征一个人的头
部、胸部、腹部和腿。房屋的功能同一
般藏房相同，底层用来关牲畜或堆放
杂物，二层存贮粮食，三层居住，四层
设置佛堂。拟人化的造型以及外饰都
有寓意，上大下小的倒立品字形，犹如
一个头戴盔甲、身披战袍的将军；上层
楼廊外部均以高山柳条垂挂环绕，以
象征大将色尔哇·尼崩达雅的披肩长
发；房顶正中的小旗帜就象将士头盔
上的帽缨；房屋右侧随风飘拂的经幡，
恰似将军手握长矛在冲锋陷阵。

这些使用最原始材料人工修建而
成的房屋，历经沧桑，依然坚固，更为神
奇的是，防水设施极为简单用泥土处理
的屋顶从不漏水。这些集建筑艺术与
民族文化于一体的藏寨民居，不仅是
藏民族高超精湛的建筑技术，也是藏
民族智慧和热爱英雄的象征。

色尔坝格萨尔藏寨

■贺先枣

齐伍那片牧场有条公路穿过，时
不时有大车、小车扬着灰尘把不懂交
通规则的牛羊吓得没命地飞跑。绒波
那年十岁，个头大，胆小，也觉得那些
汽车是怪物。把家里的牛羊都拦在齐
穷那条小水沟两岸的草坝里，不让它
们上公路，自己就趴在草坡上看公
路。看到汽车来、听到汽车叫就心跳
得特别快，老半天不见汽车来又觉得
没味道、很失望。

记不得月份了，只记得那阵草很
好，牛羊很安详，啃着草不会乱跑。那
天，太阳非常暖和，绒波把身上厚重宽
大的皮袍脱下来，丢在草坪上，赤着上
半身，像往常一样，趴在草丛里看汽
车。也不知过了多久，绒波终于看到
来了一辆小汽车，小汽车跑得快极了，
不一会儿，竟在离他所在的草坡不远
处公路上停了下来。小汽车上走下三
个人，一个人手里提了支枪，站在公路
四处张望了一阵。忽然端起枪来朝绒
波所在的方向放了一枪，绒波大吃一
惊，赶快把头伏在草丛里。

打枪的人挥着枪直跳，同另外一
人迈开大步一起朝绒波所在的草坡方
向跑来了。跑了几步俩人都停下来喘
大气。绒波意识到他们准是打着什么
了，掉过头去望望身后。身后是草坡，
草只能没过人的脚背，此刻，更让人感
到是光秃秃的一片。就在那草坡上，
有只动物蹦跳着朝这边跑来。绒波没
有打过猎，可他听大人们说起过，山上
的动物被打伤后，大多数不会朝坡上
逃跑，而总是顺着坡势往下跑，可能是
这样跑省力一些。看那样子，那只动
物是受伤了。动物越跑越近，绒波看
清后心里一跳：那是只狐狸，是那种皮
毛并不漂亮、称之为草狐的狐狸！

草狐直奔绒波而来，绒波不由抓
了块石头在手里。那头狐狸跑到绒波
身前几步远的地方，似乎叫了一声，又
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一下子倒
在了绒波放皮袍的地方，却用那双会
说话的眼睛看定了绒波。绒波在那一
刹间就像听见了什么，其实那时候什
么声音也没有。但他已经懂得了它的
意思。他几乎没有犹豫，跳起来，跑过
去，把自己那件用小牛皮缝制的皮袍

盖在了它身上，它是那么小，皮袍下仿
佛什么东西也没有。

绒波的心跳得厉害，忽然听见人
喊：“喂，小孩，看见只受伤的狼没有？”
那两个人上来了，这么缓的坡也把他
俩累得够呛，站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
在离绒波十多步远的地方喘着气，咳
着，拄着枪发问。绒波忽然看见草坡
上有狐狸的血，心想他们走过来看见
就完了，他慌忙答着：“没有，什么也没
有看见”。手却朝齐穷小水沟那边指
了一指。那俩人也许什么都没有听
到，只看懂了手势，又问：“是不是朝那
边跑了？”绒波狠狠地点了点头，又朝
齐穷小水沟那边指了一下。他用眼角
扫了扫自己的皮袍，皮袍下的草狐一
点动静也没有。

“我说嘛，它受了伤肯定要去喝水
的”两人中的一个人说道。也不向绒
波道声谢，二人转身就朝齐穷水沟方
向去了。

绒波不敢去揭开皮袍看看那只草
狐到底伤得怎么样，他怕那两人突然
又回转来。他站在草坡上看着他俩越
走越远，又看着他俩在水沟边走走停
停、比比划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停在公路边的那辆小车终于开走了！
那天风也小，小车扬起的灰尘一直顺
着公路起伏，不肯朝公路两边的草坝
里散去。

绒波这才揭开自己的皮袍，那家
伙一跃而起。它只伤了一条前脚，而
脚上的血迹已被它自己舔干净了。
绒波提着皮袍看着它，心里奇怪它此
时竟会有这么高大，刚才在皮袍里是
那么的小。它身上的毛很粗、又脏又
乱，灰白色中还夹杂着些似乎是褐色
的毛。狐狸也望着绒波，它似乎在惊
异它面前这个上身一丝不挂的人原
来是个孩子，在惊异他身上闪耀着的
暗铜的光亮。绒波想说句什么，但真
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和狐就那么对
视着，他从它的眼神里知道了它此刻
非常高兴。它突然转过身去，一只前
爪点地、另一只前爪提着，两条后腿
倒是有力得很，用一种比绒波想象快
得多的速度悄然离去。翻过一座不
高的草坡，连头也没回，消失了！

当天夜里喝茶的时候，绒波把今
天自己看见的事对家里人讲了一遍。

他爷爷听了很冒火，说“那些人真是作
孽。草狐的肉不能吃、皮不好、毛也不
好，杀了它有啥用？”爷爷又夸绒波做
得对，说：“有草狐的地方，在地下打洞
的地老鼠就少。为什么？草狐要把它
们撵走，草好了，牛羊才有吃的，放牛
的人家爱它是对的。”

草狐要把那些看上去连尾巴也
没有的地老鼠撵走，绒波原先一直
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经爷爷这么一
说，像是明白了点什么。本来，绒波
是要到乡上一个叫什么寄宿制的学
校里读书，但离家太远，要住在学校
里，虽说是国家要补贴一些钱，家里
人还是没让他去。他也不想去，读
书太苦了，放牛自在得多。不知不
觉中日子过去了半年，天冷起来。
一天早上，绒波被拴在帐篷外的大
黑狗吵醒，大人们就叫绒波出去看
一看那狗在叫嚷什么，绒波出去骂
黑狗，要它住嘴，它不听，绒波就在
它顶花皮上打了一掌，可它仍然冲
着离帐篷不远的一块大石头叫个不
休。绒波往那边一看：呀！一只草
狐，站在石头旁。石头上、草地上有
一层薄雪，它站在那里分外显眼。
那狐狸偏着头，很专心地看着帐篷
这边，蓬松的尾巴似乎在晃动。

把它赶走，狗就不叫了，绒波想着
就吆喝着朝狐狸跑去。狐狸一惊，扭
头就逃。这一跑，绒波看清了，那只狐
狸一只前腿是瘸的，别看它瘸着一条
腿跑起来依然飞快。可它又突然停了
下来，回过头望着帐篷这边、望着绒
波。绒波也想起来了，是它！也就停
下脚步，看着它回头张望的样子，不知
为什么，竟冲着它大喊了一声“里里”，

“里里”是绒波家里一只猫的名字，已
经失踪了一个多月，找了很多地方也
没找到，此时绒波居然把那只狐狸叫
做了“里里”。

帐篷里的人以为绒波找到了那只
猫，都跑出来看，没有猫，远远站着一
只狐狸。绒波说，是它，是那只在我的
皮袍下躲过一场灾难的狐狸，你们看，
它好像还认得我。就在帐篷里出来一
群人的时候，草狐迟疑地走了几步，突
然加快脚步朝远处跑了。绒波说完话
一回头，狐狸没了，一下竟惊奇得说不
出话来，家人一齐大笑起来。

■肖宵

世人皆知，蜚声宇宙的“康
定情歌”是溜溜情歌城最为重要
的文化名片。然而比起情歌，这
片沃土滋养和酝酿的历史更值
得我们探究。是茶叶和商路的
碰撞铸就了这里的传奇，先祖们
究竟书写了多少动人故事？独
特的多元文化是如何形成？历
史曾经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资
源？尽管今天耆老近乎凋零殆
尽，卷册也大半散轶成灰，但我
们依然能够沿着，从上千年前的
唐代至今依旧如从这里通过的
茶马古道上寻找到答案。

有人说：了解康定并不难，难
的是深入康定的内心。康定的内
心叫打箭炉，所以康定又叫炉
城。今天城市中的地标建筑之一
便是位于下桥旁边的18层高的大
楼——工商大厦。大楼建成后，
曾一度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它
代表着康定新的高度。然而少有
人知，在百年之前，这块用于修建
大楼的土地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名
字——瓦斯碉锅庄。

“锅庄”作为一种藏族舞蹈被
人们所熟知，然而它的背后却有
极为复杂的内涵和历史。古时藏
族先民做饭一般用三块石头，把
锅支在上面做饭烧水，大家围在
一起吃饭、休息和聊天会客，这便
是一个锅庄。而当年炉城里的锅
庄，则是一种由家族控制的商业
综合实体。

关于康定“锅庄”一词的由
来，一说其意为“代表”，是土司属
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
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
叶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
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
所；民国时相关调查又认为，其意
为“在康定所设客栈之女房东。”
据相关考证，康定“锅庄”一词来
源于藏语，是“古咤”的音译，为

“贵族”之意。因在当地商品交易
中，大多由土司和贵族垄断，故人
们将相关贸易机构和地点统称为

“古咤”，汉译为“锅庄”。
据传，鼎盛时期炉城的锅庄

曾经达到 70 多家以上，而历史记
载也显示，在康定长期经营的大
小锅庄有 48 家之多，可以说正是
锅庄建筑构成了炉城了基本格
局。昔日锅庄林立之时，康定城
内商贾云集，好不繁华。其中最
大的便是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
汇处的瓦斯碉锅庄，锅庄主是世
代传承的包氏家族，如今住在工
商大厦旁边这幢小楼中的，是包
祥如老人和他的兄弟姐妹。她的
母亲，便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包二
小姐——包碧君。

前些年辞世的包碧君年轻
之时美丽善良，曾被称为康定第
一美人。当年的锅庄主为掌上
明珠招来了一位来自折西地区
的上门女婿。婚后 14 年 她一共
生了 9 个孩子，但由于丈夫长期
出外游历，只剩下包碧君独自一
人抚养孩子长大。同时她还肩
负起了经营家族产业的责任，在
辛勤操持之下，当年的瓦斯碉锅
庄盛极一时。

当时每年最低成交额在三十
万元大洋以上，最兴盛时期曾达
八十万元。按照估算，应该约合
现在的 500-1000 万元人民币左
右。如此惊人的交易额让包家殷
实富裕，但包碧君却一直严格按
照家族训示，严格管教着儿女，以
免他们成为纨绔子弟。

按照传统，包碧君的弟弟包
文光应是锅庄主的继承人。而70
多年前他特殊的身世，让他在康
定显得举足轻重。他的妻子，泽
央志玛，是明正土司的女儿。自
明代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将川康地
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封为土司，明
正土司正是当时康定的统治者。

作为地道藏民，瓦斯碉过庄
主为何会以“包”作家族汉族姓
氏？历史上锅庄主又和地位显赫
的明正土司有何渊源呢？在今人
们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的宝贵记忆
和古时详实的文献记载中，历史
的脉络终会清晰地呈现于世。

（上接第五版）
“久瓦”千百年来已熔铸在藏族的生

活中。至今不少牧区和农区在举行婚礼、
丧葬、过年、乔迁、煨桑敬神、屋檐装饰等，
都会备上“久瓦”：如举行婚礼时，摆放一
袋牛粪、一桶清水，上面各系一条洁白的
哈达，象征新婚夫妇婚后生活红红火火，
家业兴旺，多子多福；过年时，男子背着

“久瓦”去烧焦大年初一早上敬供的羊
头。当雄鸡叫三遍时，带着“切玛”、糌粑
去取“佩喜”（四新），其中之一就有从别人
家牛棚里取“牛粪”放进自家的牛棚里，这
种质朴的民俗活动意味着能招财纳福。
藏区的牛粪不仅仅是燃料，它还是木柴、
煤炭、天然气和其他现代燃料所替代不了
的一种吉祥物，是人们的生活和信仰中不
可或缺的东西，是雪域高原阔大而严酷的
自然环境中所特有的民俗事相。过去，干
牛粪储存得多的人家在人们眼里是治家
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

在川藏路北线道孚到炉霍的路上有许
多藏式民居。这些民居一般多分为上、中、
下三层：下层关牲畜、堆燃料；中层住人，兼
库房、客厅；上层则为小巧的卧室和经堂。
有的民居底层的外墙上涂满了牛粪，那密
密麻麻的黑褐色的牛粪与青白的石砖，再
配上神圣的玛尼堆、迎风招展的五彩经幡、
终年积雪的神山、蓝宝石一样纯净的天空，
看上去别有一番韵味。那是天地间的一种
难以言说的大美。

华丽与朴素：居室陈设与装饰
藏族居室一般分卧室、客厅、经堂和厨

房等部分。室内陈设与装饰如藏式建筑学
者叶启燊所言：“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主
室较为复杂而朴素，经堂偏于华丽而清幽，
其余各室均较简单。室内都不施粉刷，但
有个别的经堂作雕刻装饰；土司和喇嘛上
层的经堂则会作油漆的彩画。”藏区不论是
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
设施，经堂属于净地，是专门供奉神佛的，
因此，一般不作他用；主室是藏族住宅中最
重要的一个房间，也是功能最多的房间，其
中有生活、睡眠、饮食等所需的炉灶、壁橱、
壁架、矮桌、火盆等。这些藏式家具的布置
安放，早已形成一定之规。

藏族室内家具，主要有藏柜和藏桌。
藏柜有摆放书籍的“比岗”，高1.1米，上方
玻璃为对开门，“洽岗”（意为双柜）则必须
成对，略高于“比岗”，相连摆设在屋内正面
沿墙，上面摆放佛龛。藏式桌子一般为正
方形，三面镶板。一面有两扇门，桌腿形似
狗腿。无论藏柜或藏桌，其特点均沉稳而
不失活泼。四四方方的藏桌显得沉稳，而
活泼则体现在它的颜色和图案上。

藏式家具的颜色如藏族妇女的裙子一
般绚丽多彩。底色多选用红、黄、褐三种颜
色，至于图案的颜色选配和图案式样就更
丰富了。从图案上看，传统藏式家具的图
案多带有宗教色彩，如象征吉祥、圆满、幸
福的吉祥结、妙莲、宝伞、右旋白海螺、金
轮、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吉祥图案（俗称

“藏八宝”）。现在的图案则融入了不少山
水、花鸟等内地民众喜好的图案，甚至还有
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比如给西藏带来福
祉的川藏铁路建设的图案也开始出现在个
别藏式家具中。这种与时俱进体现了他们
对现代化的向往。总的说来，这些装饰图
案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在川藏线上的藏
餐馆里，中式暗八仙图案与藏式八吉祥图
案的灯笼并排挂着，表现出汉藏文化的相
互影响与水乳交融。

藏族住宅的客厅、卧室、门庭和大门
两边大都绘有各种花饰图案。一般来说，
室内墙上方四周绘三色条纹花饰，下方涂
乳黄或浅绿色颜料；柱头梁面绘有装饰图
案；住宅大院的门廊两壁绘有《驭虎图》，
象征预防瘟疫、招来吉祥，或画《财神牵象
图》，画中有行脚僧牵来载满珍宝的大象，
象征招财进宝之意。藏族普遍喜欢屋内
悬挂诸如《和气四瑞图》《六长寿图》《圣僧
图》之类的画，有些人把它画在室内墙壁
或藏柜门面上。《和气四瑞图》乃是根据释
迦牟尼讲述的故事所画，说的是古印度有
个叫嘎西绕的地方有大象、猴子、兔子、羊
角鸡等，它们和睦相处，地方安宁，人寿年
丰。图的周围是绿色草地和硕果累累的
果树，象征家庭和睦祥瑞。《六长寿图》中，
银白胡须的老翁坐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
周围绘有从悬崖倾斜而下的流水，悠闲自
在的鹿、鹤以及松树等，象征全家健康长
寿。从这些吉祥的民间图案中，不难看出
汉文化对藏民族的深刻影响。

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特殊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下，藏族同胞创造了众多
辉煌的建筑艺术形式，无论是城镇、宗
山、宫殿、寺院、林卡，还是庄园、贵族府
邸、桥梁、民居等，各种类型的建筑均独
具特色，在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两方面
构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瑰宝。其浓郁的
地域色彩在今天仍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川藏线上的
建筑和民居

狐邻居（上）炉城往事
——土司与锅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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