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先枣

事情就有那么怪，苏老头儿发誓赌咒要除掉那
头野牛，那头野牛却失去踪影，一年、二年、五年、六
年，野牛再没有出现过。苏老头儿一想到野牛也许
已经老死，心头就有火：怎么就那么死了呢？它应
该死在他的“划刀”刀口上。就在这几年中，苏老汉
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大女儿嫁到村子里一
户人家里去了，接着三女儿嫁到公路边的一户人家
去了。女儿嫁出去，苏老汉觉得理所当然是应该给
二儿子成家了，二儿子膀大腰圆，一表人才，可是村
子里也好，公路边也好乃至更远的鱼通山乡，竟没
有一户人家肯把女儿嫁过来。那些人说：小伙子人
不错，如果家在沟外、通电的地方一切都好说。苏
老汉儿夸耀他家玉米、洋芋吃不完，腊肉多得很、鲜
肉还是野味，人家就是不干。二儿子老娶不上媳妇
成了苏老汉儿的心病。沟外，沟外有什么好？电拿
来干什么？苏老汉儿气得很：早些年，他的孩子们
还小时，在晚上他连灯也不让老伴儿点，还不是过
了几十年，现在的人们在想些什么鬼名堂！

二儿子终于向他老子摊牌：再不搬家，就要一
个人走到沟外去了。你敢！苏老汉儿怒火万丈。
他用手指着门外朝山下走的路，说：你敢走过大杉
树，老子就一枪放倒你狗日的，再一脚把你狗日的
踢下沟里去喂野物，你看老子做不做得出来。

苏老汉儿家出门不远有条山梁，下山的路恰好
从山梁口子上经过，路一侧就是很深的山谷。下面
村子里的人把那条山梁子叫做苏家梁子，那梁子上
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大杉树，苏老汉儿一直认为那
棵树是他们老苏家的风水树。苏老汉儿只管把路口
那处叫做“大杉树”。

二儿子不再言语，每日里就闷在玉米林中、洋
芋地里劳动，本来就难得开口说话的人变得更加沉
默，家里的空气很是沉闷。幸好苏狗儿已经十五
岁，见到这情形，就在父亲、哥哥之间有话没话也找
话说。苏狗儿的懂事让苏老汉儿轻松不少，但是二
儿子成个家就这么难，过几年苏狗儿成家还不是一
样难么？苏老汉儿心事重重！

有天早上起来，苏老汉儿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冲进两个儿子睡觉的那间屋里，一把拎起睡得两眼
都被眼屎糊严了的苏狗儿，问：你二哥呢？你二哥
哪里去了？

二哥？不是在睡觉吗？苏狗儿晕头转向，眼又
睁不开。

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少，说要拿什么东西走其
实也没什么可拿走的，屋里的凳子也是那种将就枝桠
当脚使的树桩凳，能拿走什么？苏家老二不过是穿了
身他平时穿在身上衣服走了。

苏老汉儿冲下苏家梁子，直奔村子里他大女儿
的婆家，大女儿说没见兄弟来，倒是村里其他人说，
天快亮时，有个人下山去了，那身影有点像是苏家
老二。苏老头儿跑到公路边三女儿家，三女儿说没
见二哥来。望着公路上来往不断的汽车，苏老汉儿
没了主意。想到苏狗儿一个人在家，顾不得疲劳，
也来不及再想想别的办法，心急火燎却又感到脚软
手软地往回走。走到半夜时才爬上苏家梁子，一眼
他就望见他家屋前燃着一堆大火，苏老汉儿一阵心
疼：苏狗儿还小，苏狗儿他一个人害怕了呢。

惊魂未定的苏狗儿一见父亲回来，也不问父亲
饿不饿、累不累，就急着对父亲说：来了一头大牛，
好大的牛！下午时来的，它先在洋芋地里又跳又
吼，后来到玉米地里乱跑乱撞，吓死人了，它的眼睛
红红的，嘴角流着白沫，一双牛角又粗又大，角尖上
全上泥巴。

你就不晓得给它狗日的一枪？苏老汉儿真想给苏
狗儿脸上一巴掌，十五岁多了，让条牛给吓成这样子。

你说过，我们那枪连它的皮都打不穿，我就怕……
算球，算球，各人睡，明天再说。苏老汉儿看着苏

狗儿那单单薄薄的身板，突然又心疼起来。
第二天一早，苏老汉儿到地头一看，止不住呼

天抢地诅咒一通：洋芋地里到处是硕大的牛蹄迹，
碗口大的洋芋被那畜牲踏得稀烂，粉嘟嘟的汁水从
裂成几半了的洋芋伤口上浸出来，几百上千斤的洋
芋！到玉米地里，玉米棒子被踏得陷在泥土里、玉
米粒遍地都是，玉米秆东倒西歪，那惨像气得苏老
汉儿差点倒在地坎上！父子俩都不说话，默默地把
粮食从泥土里捡出来，一背背往回搬。苏老汉儿想
着、想着突然问苏狗儿，它朝哪里走了？哪个？苏
狗儿被他老子问迷糊了。

哪个？那条牛！那个杂种畜牲！苏老汉儿在
地里跳了起来。

我没看清，我一直在屋前吼它，赶它走……
算球，算球，你个狗日的点出息没有。苏老汉

儿恨得直咬牙。

■肖宵

几乎所有的传说故事，都与
生命有关。而世间万物皆以水为
源，曾滋生出溜溜康定城并养育
代代炉城人的水井子，便蕴藏着
许多曲折动人的传说故事。岁月
虽然已留不住水流远去的脚步，
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这处曾润泽
恩惠炉城人的圣洁之水。用心追
忆，便可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似
水年华。

古时由于人们常年都在这里
取水，久之便衍生出一些习俗，而
这些习俗渐渐成为炉城的文化符
号。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开始传闻
水井子是祥寿仙女扎西泽仁玛和
郭达山神当京多吉列巴一年一度
相会之银河，每逢正月初一子时，
他们便会化身为一对金鸭在井内
戏水。此时倘若前来取水便会看
见金鸭，而取得的头水等同仙液，
谁能取得，便会在来年阖家安康，
好运连连。传闻不胫而走，炉城人
奔走相告，许多人约定在大年初一
子时都来看金鸭，取头水，久而久
之，便有了抢头水的传统。

每年的除夕之夜，在阵阵鞭
炮声中，康定城内人们扶老携幼
手持香烛纸帛来水井子处供奉龙
王，一时间到处香烟缭绕，烛光闪
闪连成一片，宛如白昼。当新年
子时一到，全城鞭炮声一浪高过
一浪，人们争先恐后将各自的木
桶、茶壶等器皿盛满，然后兴高彩
烈地背回家中。传说谁先最早取
到新年第一时间的吉祥头水，必
定一年万事如意，如果运气好，碰
上传说中的金鸭戏水，更是大吉
大利。

抢头水就这样持续到后来，

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当时中国
人对“洋人”的憎恶情绪，水井子
又有了洋人盗走一只金鸭惨遭恶
报的传说。虽然年年抢头水的炉
城人从来没有谁看到过金鸭，但
在没有精确计时钟表的年代，人
们都已头水被取上之时纪元开
旦，以此迎来新年正点。

炉城这口神圣的古井就这样
滋养着一代代人们，一直到上个世
纪70年代，城里接上了自来水，大
家的用水方式才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用水越来越便利，水井子
不再是炉城唯一水源，然而它的圣
洁祥瑞在人们心中却从未改变。

“抢头水”的习俗在本世纪初依然
存在，如遇到停水大家仍然会提着
水桶，拿起茶壶在水井子排起长
龙，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觉得自来水
的味道不如水井子香甜，而四面八
方的游人也要慕名前来观光，甚至
取一瓶水带回故乡。

多年间，水井子历经了多次修
建。最近的一次，人们在外街置放
了一尊炉城少女背水塑像，底座用
中、藏、英三种文字雕刻了《水井子
赋》，并在旁边安放了转经筒，这里又
成了人们休闲小憩之地。可不久之
后，大家发现井水逐渐发生了变化，
直到如今水井子的水已不能饮用。

“源接五色海，泉出跑马山。
清流千载长淌，春沁秋碧；水色四
季不变，夏凉冬暖。可烹食熬茶，
甘冽怡脾；或浣衣濯锦，涤尘洗
凡。众人云：仙液神泉。 清泉润
泽炉城，仙液惠济苍生。”这是从

《水井子赋》中摘录的一段辞令。
谁也不愿将来只有在诗词中

追寻“生命之源”水井子的记忆。
期待着，她再次成为炉城透

明清澈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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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二）炉城往事
——水井记忆（下）

魅力康定
MEILIKANGDING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骞仲康

烟火兴炉城
达折朵的地皮还只有坐

垫子那么小的时候，当地三
座山也还只有马鞍子那么小
的时候，两水汇处是一凼海
子。远近海里的犀，相互往
来。海畔是通途，走着古
牦。人出世了，活动得更开，
循牦道布下人的足迹，成就
了最初的天路，途中人们在
这儿打尖，野炊袅袅，篝火猎
猎，这儿成了打尖处。后来，
这儿是木雅、布郎、董夏人氏
共同出入的路口，打尖处也
固定下若干三石灶，露营的
人不绝。再后来是木雅、鱼
通、达乌三部盟会的中心地，
称‘达珍塘’或‘蹈踯坝’，烟
火气自然是更浓重了。蒙古
经康南下滇洱时，达朵地面
留下了瓦斯焦家族，是首家
住家户，在天路上经营起接
送中转的特殊行当，成锅庄
业的前身。木雅甲波家族遗
孀孤女从色乌绒避难到折
朵，经各位戈措小王拥戴，驻
戈措十三家锅庄，续土司世
职，号明正·甲木参，为一方
地主。庚即这儿建打箭炉行
政厅，兴炉城，并付会出孔明
造箭于此的传说。接着，改
康定府，设康定县，至今。炉
城烟火，渊源有自。

达朵是上部天路的标
志，因瓦斯焦家而得名萨瓦
拉。折朵是西方天路的标
志，因甲木参家而得名萨甲
拉。达朵折朵共构的达折
朵，成就出打煎炉或打箭
炉，汉语音译的地名，具有
意译的无穷奥妙。这几乎
就是炉城的‘城之初’。然
而另一个炉城烟火的来由，
却鲜为人知，追朔起来，如
梦般的朦胧。他与瓦拉家、
甲拉家一道，召示着炉城本
底的多元。这就是关于冬
桂爷家的龙门阵，炉城原先
的另类传说。

似乎，在瓦斯焦家族立
基业之前，达朵和折朵中间
长长的一带闲地上，就住着
冬桂爷了。冬桂爷祖籍陇
左，打小流浪，足迹却不纷
乱，直对着吉古和达朵一路
牵伸。驻过来时没带上族
姓，到老都只叫个冬桂。当
时，木雅甲波未曾认识他，他
已知悉木雅甲波了。怕是苍
天派来守候守望这三山两水
的，要么他咋不寻个稍阔气
点的地皮落户呢。冬桂爷家
务不大生计大，三房妻妾一
口锅，儿女成串。非农非牧
却有稼有畜的日子，天保佑
着活过来。不甚富足也还从
容。冬桂爷的孙辈们，朝仪
着三个奶奶。奇的是木雅奶
奶是从荥经送过来的，汉人
奶奶是由白利讨得的，只有
回回奶奶属临夏迎娶。这阴
差阳错中，似潜着一缕不息
的前缘，暗含着康巴人境的
宏恢。于是，从冬桂爷四世
同堂的晚年，追逆其一生，在
小小炉城的烟火史中，算得
上缘起，当得上开创，只是潜
在稗野间，没蹬庙堂罢了。

旧打箭炉是被水冲过
的，新打箭炉建在冬桂老爷
家的基地上，是他老人家把
自己传宗接代的热土，以耿
耿忠心，献给了官家，建设城
池。官府为冬爷的名字加上
个人字傍，成了佟，恩典作
姓，以资褒奖。佟姓一门袭
下来，半座炉城尽归冬爷一
家子。偏偏后代们都不姓
佟，全趋了祖奶奶们的房名
姓氏，跟从康人秉承母血的
传统，不咋的当佟姓为一回
正经事。太老爷冬桂还是以
光宗耀祖之良好感觉，欣然
辞世于高寿。放放心心把子
了孙孙托咐给后世。一度，

四外豪门旺族向他家攀付亲
戚者众，远近牛厂田坝，尽因
这家人的关糸牵成藤藤亲，
各方烟火也空前旺盛。这家
子老房子里的传人，面对众
亲家献来的殷勤，却少见动
容，只在心里认个‘该’。

具说，这位冬桂爷最受
明正土司器重的，是他那尚
好的酒德和酒功。平常在乡
邻间，整年三百六十五天半，
冬桂爷能滴酒不沾，遇到特
定场合，三缶子九盅，他又能
把活得不明白的对饮者饮个
清醒。那年月，建昌道派驻
打箭炉的同知大人，在冬桂
爷面前，是把朝珠捻成佛珠
了的，指尖下如玉的一百单
八粒，粒粒精心。封建时代，
哪有以官员身份服贴庶民的
事，偏偏冬桂爷见官，是官老
爷在见他。

皇赐佟姓的言传，联糸
炉城皇赐的瓦斯焦包姓，以
及甲木参家族中甲、木二姓
与皇族果亲王的瓜葛，炉城
人家，似乎被外界惊咋咋看
成了皇亲国戚，康娃些就呡
嘴一笑，神秘兮兮的态度，似
无否定。下细思量，传说中
强调的那点信息，想必不是
要摆多大个门户显赫的姿
态，只是要声张那点炉城渊
续，渊续对于炉城是重要的。

于是，在老陕长街外，锅
庄大院傍，好几处高峻的宅
楼子，土夯石砌木斗，标秉
着炉城的别样风光。里面
住着同一家子，几兄弟进出
同一扇大门，老了老了也不
分家。孩子们的爸爸爷爷
一么多，大爸二爸吆爸，七
爷八爷九爷，有时候分都分
不清楚。内内外外混一场
世面，争得的脸皮讨回的怄
气，当然会同甘同苦的担
戴。家人些，有发迹成器的
也有倒霉垮台的，有安身立
命的也有惹事生非的，在百
年炉城演出的是世间千古
悲欢万劫离合。要说炉城
人生精彩得几乎象一部‘演
义’了，这精彩不在于世事
跌荡，就在于其人脉太具血
肉。白发人活到头，喘一口
太息清气了然，后辈活起，
只要脚踵不离炉城，对谁说
话都要大声些，浩气豪气，
绷的是康娃劲仗。老康人
骄傲，苍天也赏识。

久了，康人眼目中淡出
过一茬茬红男绿女，偶尔，用
叙事的方式忆起冬桂爷时，
就过电影般拉一串形色，还
奇。好象这家人世代所传，
长得来个个儿子都象娘，个
个女子都象爹，福气嘛。末
了末了，长成个自己，与爹娘
都不象，唯有秉性暗合冬桂
爷的话，那么敢断言，他，必
属‘炉城人物’中一员。蓦然
间，晚清时代的哪位前辈，却
又壳壳不蜕的复活在曾孙玄
孙一代身上，脸貌体胚脾气
作派，以至于大致的命运经
历，都象在重蹈过去。所谓
隔代遗传，交叉遗传，晃若轮
回。把文化的种族属性消溶
得干干净净，让民族的文化
属性得以本真的显彰。谁活
得久了，若擦着百岁老人的
边，眼前的炉城虚实，竞难以
辨别前世今生。日子退色了
成为黑白照片，旧照片反到
流溢出鲜活的感情色彩，宛
若现世。

炉城烟火旺了再旺，人
气更如鼎沸。然而，每代人
肩负每代人的使命，无怨无
诲。每代人希翼每代人的告
慰，天光地明。老了去的炉
城，其实没老，仅仅换了付新
颜而已。更不会去，仍以自
己的方式，把古往今来的一
切，续成未竞。诗人读史，史
家吟诗，都盈溢着缕缕特殊
的况味。

康巴风物
KANGBAFENGWU

图话康定

红色甘孜
HONGSEGANZI

红军夺取泸定桥的战略考量及胜利原因
■王佐

众所周知，飞夺泸定桥是红一方面军长征
中的一场著名战役。那么，红一方面军在已取
得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会
进入甘孜藏区，夺取泸定桥呢？红军又是如何
较为顺利地夺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否如某些
传言所称是国民党军故意放水所致？这需要
从1935年5月初国民党军的部署讲起，这样才
能让读者正确地理解这几个问题。

红一方面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蒋
介石于 1935 年 5 月 10 日从贵阳飞到昆明，
部署大渡河战役。他认为大渡河是太平天
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红军进入此汉彝
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
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其大渡河战役部
署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北岸，不使红军北渡
大渡河，待尾追红军的薛岳中央军渡过金沙
江后，南北夹攻，一举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
与大渡河之间的地区。在蒋介石的一再严
厉督促之下，刘文辉只好硬着头皮，将其所
有在雅安地区的兵力调往大渡河布防。由
于当时国民党军判定红军无法从冕宁通过
彝区，必从越西到富林走宁雅正道，所以将
重兵布防于汉源富林一线，而在安顺场至泸
定一带则兵力较为薄弱。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是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中的又一失算。

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民
聚居区。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刘伯承与
彝族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

“彝海结盟”，红军顺利通过当时被视为畏途
的彝族聚居区。5月25日晨，红1师于安顺
场强渡大渡河。但是红军在安顺场只得到
3只小渡船。由于水流湍急，船往返对岸一
次，至少要用一个多钟头，红军几万人马在
此渡河则至少需1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
党军离红军仅有几天的路程，即将形成在大
渡河南北夹击红军的局面。面对如此严峻
的局势，夺取大渡河上唯一的渡桥——泸定

桥，就成为粉碎蒋介石大渡河战役计划，使
红军转危为安的一个关键。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
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上，奔袭泸定
桥，以使全军渡过大渡河。左纵队包括红1、
3、5、9军团及中央纵队，以1军团2师4团为
先头，从安顺场沿左岸上行，夺取泸定桥；右
纵队由1军团1师和干部团组成，由刘伯承和
聂荣臻率领渡过大渡河，沿右岸上行，目标同
样是夺取泸定桥。由于当时对泸定桥敌人
防守情况尚不清楚，能否夺得泸定桥尚在未
定之中，右纵队单独渡河确是一步险棋。毛
泽东的意思是，如果主力部队不能夺桥，两岸
红军万一会合不了，则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带
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一个局面，干部团
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

5月26日，红军左、右两个纵队从安顺
场两岸出发，逆流而上，奔袭泸定桥。

红军右纵队渡过大渡河后，沿河而上。
28日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赶到泸定得妥，沿
途多次击溃当地反动民团的阻击。29 日
晨，右纵队红2团到击溃海子山守敌。下午
4 点，红军兵分两路，向石门坎守敌发动猛
攻。这一仗，红军大获全胜，敌在大渡河右
岸之防守被全部摧毁，使敌李全山团孤悬于
泸定，有力的支援了左岸红军夺取泸定桥。

红军左纵队先头是红2师4团（团长王
开湘，政委杨成武）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而
上，沿途击溃敌叶坪、菩萨岗守敌。5月28
日，红4团于凌晨在石棉什月坪接到红一军
团林彪传达的军委命令：“王，杨：军委来电，
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
高度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
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军委的命令比原订
部署提前了一天，离限期已不足24小时，而
距泸定县还有240里的路程，两天的路必须
一天走完，沿途道路坎坷，还要突破敌人的
重重堵截。任务重、时间紧，但关系着全军的
安危，容不得半点迟疑。红4团干部们分头向

战士作动员，振奋军心，鼓励士气。全团上下
士气高昂，加速前进，天亮不久即突破国民党
军川康2旅两个连在猛虎岗设立的防线。红
军乘胜追击，经弯东、共和、咱地到磨西。至
此，左路红军前面的敌防线全部突破。28日
晚，红4团进到冷碛对面的杵泥坝。29日凌
晨，红四团经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离泸定
只有10里的上田坝。部队不顾饥饿和疲劳，
兵分两路，一路爬上海子山，抢占制高点，一路
直奔泸定桥，占领了西桥头。

红军抵达西昌之前，泸定原驻有国民党
川康2旅的2个新兵连，后又从康定增派了
2个连和一个特务连。红军到达西昌后，这
些部队分别被派往下游菩萨岗和猛虎岗防
堵，泸定桥实际巳无兵防守。5 月 28 日傍
晚，敌李全山38团一个排，才赶到泸定并动
手拆除桥板。但天下大雨，不少士兵鸦片烟
瘾大发作，拆除桥板的工作只进行到一半就
停了下来，准备第二天天亮再拆。半夜周桂

三营全部赶到泸定，开始在桥东头构筑工
事。之后团长李全山也率一个营到泸定，并
布防于柏秧林。29 日天明后，敌军忽见对
岸已经被红军占领，另一半未拆除的桥板自
然就拆不下来了，只有仓促应战。

29 日红军飞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
当夜，随右队纵队而上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在
龙八铺击溃袁国瑞旅后也到达泸定城。

由此可知，红一方面军之所以飞夺泸
定桥并获得胜利，是因为党的民族政策伟
大胜利的结果，同时也是红军准确判断出
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并以超强的行军速度、
战斗力，调动和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大渡河
沿岸的兵力部署，致使红军抵达泸定时国
民党军守军力量空虚。 红军飞夺泸定桥，
取得了粉碎蒋介石大渡河战役计划的决定
性胜利，使蒋介石将红一方面军消灭在金
沙江与大渡河之间，让红军做“石达开第
二”的计划成了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