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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县东部的龙灯坝曾是格萨尔王征
战过的地方，这里以“格萨尔通”为核心的格
萨尔文化世代流传、积淀深厚，且富有质地
坚硬、品相良好的天然页岩。在岁月的长河
中，龙灯人把传统绘画、历史传说和石刻工
艺紧密融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龙灯石刻，

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中的空白。
千百年来，龙灯人像传承基因一样世代传承
着这门“专属”工艺。

龙灯乡挪乌托村二组的泽仁邓珠是闻
名全国的龙灯石刻家，也是其家族中的第十
代龙灯石刻传承人。今年50岁的他亲手创
作的龙灯石刻作品已超过一万件，其作品被
北京文博馆、西南民大博物馆、青海热贡艺
术馆、拉萨博物馆等专业机构广泛收藏。从
业30年来，他为甘孜、阿坝、凉山、西藏等地
区的100多座寺庙雕刻过石刻。他曾以“龙
灯石刻家泽仁”为名接受中央电视台对其进
行的专访报道。

泽仁邓珠向记者介绍：龙灯石刻既是藏
族民间美术中的一门创新艺术，又是一种新
的格萨尔文化传承方式。其以岭·格萨尔王
及岭国30员大将、80位将士的前世为主要
表现对象，以岭·格萨尔王及其众将、战士为
不畏邪恶、英勇奋战、造福人民的历史画面
为再现内容。同时，龙灯石刻的表现对象还
包括佛像、经书、佛法咒语等内容。

在选材上，龙灯石刻要求严格，必须要
在石质坚硬、板形良好、大小适中的天然页
岩上才能创作出精美的作品。

在工艺上，龙灯石刻极其讲究，既兼用
刻、直刻、斜刻等多种刀法，又注重磨刻、磨
化的技术效果，从而使得石刻画构图和谐。

在工序上，龙灯石刻繁复而精细，一幅作
品的出炉必须要经过构图勾线、刻制打磨、上
色修饰等三道工序。构图勾线就是依据板材
的大小和人物构思进行画面定位，然后先用铁
凿或粉笔在板材上勾勒出画面大致轮廓，再用
描笔勾勒出画面轮廓；这相当于设计阶段，是
整个石刻中最细致的工序。刻制打磨相当于
施工阶段，这个环节十分讲求精准，一道刻痕
在走向、长短、深浅、粗细上稍有偏误都可能大
大影响整副作品的品质，所以这道工序最为耗
时。上色修饰环节相当于装修阶段，这个环节
有分为三步——首先要用白色颜料为整个画
面上好基色，基色干定后才开始着彩，最后还
要上保护层。着彩有两大讲究：一是要遵循藏

族绘画的基本规范，多使用红、黄、白、黑、绿5
种色，一般不使用中间色，以形成鲜明对比；二
是要忠实于《格萨尔王传》以及其他经书、传说
中对于对应人物、器具、场景的具体描述进行
进行严格的“还原式着色”。保护层通常以清
漆充当，个别情况下也使用“巩矾水”。

据悉，泽仁邓珠曾被康巴文化公司高薪
聘请做了两年石刻，但是最终选择了回乡开
班授业。目前，他共教了11个学生，其中6
人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他的学生当中有还俗
僧人也有待业青年，都是自愿上门学艺的。
他收徒不限民族、年龄，也没有地域限制，只
要真心上门求学的他都从不拒绝，但是做他
的徒弟决不能打架盗窃、抽烟喝酒，无论谁
触犯其中一条他将不再向其授业。被问及
定下这个规矩的原因，泽仁邓珠解释道，学
习石刻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得从学习绘
画做起，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如果没
有坚韧平和的心性和健康的身体很难学成。

谈及对于徒弟们的希望，泽仁邓珠坦
言，“我希望他们能以这份技艺自力更生，同
时坚持传承这份民族传统文化，我更大的愿
望是无论他们成为受人尊重的石刻大师还
是平常的匠人都能坚持诚恳做人，因为崇义
向善是我们龙灯石刻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
藏文化的精髓。”

道孚龙灯石刻
■本报记者 刘小兵

骑着骏马，飞奔在雪域高原
我想追上那片莲花彩云
询问庄严的佛陀
仓央嘉措的灵魂去了何方
仿佛还有三百年的距离
佛就说：在神山的小路上
思考佛理
或在起伏的毛垭草原
一树杜鹃的露珠中
用一生的残缺
给他相爱的玛吉阿米疗伤。

借用彩云，游弋在无际的草原
我想寻得那株
散发着芳香的菩提
佛说，仓央嘉措常与之私语
我要把盏相问
既然，不相见就不会相恋
为何，草原上那朵
美丽的藏花
要将风姿绰约
印入我的眼帘
让我无法移走目光
为何，她要将柔弱的闪电
化为一缕情丝
牢牢系在我的心间
却像《偶然》邂逅的一片云
转瞬间消失在远方
或者，神圣的雪域之魂
你可以用俊美的慧眼
替我看看
她如今开放在谁家
她还好吗
花蕊中是否留存着
曾经深情相视的残影
留存着，今世无缘的惆怅。

乘着仙鹤，飞翔在入云的雪山
我想看到极顶神台上
仓央嘉措的灵魂
是否已得“大自在”
或许，留下了一些

“悲伤的记忆”
在雪花里飘荡
昭示着，幸福源于痛苦
愉悦来自悲伤。

找遍了藏地，无论是八大神山
还是理塘——你的故乡
无论是格萨尔莲花神殿闪烁的圣灯里
还是长青春科尔寺袅袅的香雾中
都没发现你现身的痕迹
是否，你已“倒退”入“一朵闲云”
不再理会人间的迷茫
但请你，不要离开雪域

“高高的东方山顶”
那里会，“升起一轮皎洁的月亮”
转动万朵白莲的光芒！

想见你问你留住你
■良兄

我想，这是一次
注定的遇见，因为
在迈过万水千山前
一切，无法预见
曾以为，您是威严
不敢驻足的高度
也顾虑，您的恐惧
将吞噬，我孱弱的身躯
不料，第一次见您
一个深秋的黄昏
忘却疲惫与荒凉，过路的人
也可见我，欣喜若狂
亲密后，才发现
那些南来北往的风
只为吹动，多情的魂
这是雪域的王，盼望的远方
瞧吧，毛垭草原里脱俗的花
诉说千年，那是绿草连天的缠绵
看啊，格聂神山上圣洁的雪
埋藏万年，那是岁月沧桑的情怀
快听
快听
无量河奔腾的方向，淘尽忧伤
科尔寺默念的信仰，感化绝望
站在高城，凝望
山峦的曲线，河流的转弯
以及
善良人们，到达理想的彼岸
我承认，这次遇见
足以让我放下过往行囊
僧侣一般，静心打坐
祈求尘世所有的平安
午夜梦回，也曾辗转反侧
一位虔诚的游子，找到故乡
脚步未停
只为遇见时，一世的承诺

遇见
■何彪

■韩晓红

梭坡，一个在内心萦绕多年的名字，就这样鲜活
地进入我的视野。那些色调苍璧而沉重的古碉，耸
立在如诗苍翠的枝叶世界里，耸立在如画的色调极
为贴切的民居建筑中。四周绿色的叶片释放出生机
与活力，令人想起玉的主题。黑色纹路装饰古碉，诉
说远古文明，那古铜色使人心里痒痒的，总想提笔书
写些什么，使砥砚之魅力成为梭坡这座古村落的厚
重符号。

梭坡傍水，溪水虽日夜流淌，却分外清幽宁静，
无论在哪一个季节走进，都会于不知不觉中沉浸在
诗的气韵里，词的意境中，如果此时有风声、雨声，抑
或虫鸣声，也只是纤细丝弦，或低沉箫音，仅是若有
若无，如梦如幻而已。站立河岸，澄碧色泽洗涤内心
残存的些许尘埃，对岸树影中，河岸上，竟恍恍惚惚
洞现数百年前的祖先身影在隐约闪动，虽未在岩石
间题写惊世词句，其或浅或深之步履却于岁月流逝
中撼动后人心灵，游历至此，难耐内心感奋，竟也吟
出一阕《钗头凤》，以释情怀。

今游走，
岩石陡，
古碉春色拂人手。
风韵多，
激情托，
一帘情绪，
何年走过。
绰，绰，绰。

恋如是，
早已候，
春宿农家有鱼肉。
花语说，
美池阁。
伊人犹在，
窈窕艳若。
踱，踱，踱。
古人曾说一词缘于园林而传世，一座花园缘于

一首诗而闻名千古，我虽无此奢望，梭坡这般景致实
属不多见，其美扬天下，有风尘古碉，有清幽风景，有
悠长历史，自然流芳，今之游历，虽不能留下诗人脚
印，却早已在心中植下一株长青相思树，数尊铭心刻
骨古碉，嵌入梦，嵌入我的诗行里。在梭坡的小路上
行走，走着走着，火辣辣的沙棘舞动着红焰，直扑胸
怀，在富有古典意义的梭坡村庄里，极易陷入沉思，
忆念古碉话题。

乡民屋舍门前悬着干玉米，金黄色，成熟元素，
释放收获喜悦，闪烁勤劳与朴实之色泽。

迎着晨曦攀缘上山，缘分最浓的要数水了。曾在
《淮南子》里读过水可以分为六品的记述，别小看那青
枝绿叶上晃悠着的露水珠，澄净剔透的晶莹魅力，直
扑心田，赋予清爽通幽之美感，使人渐入澄碧静谧之
境，一滴水珠是一汪海，那是晶莹空灵的心灵世界呀！

其实，人辛苦一生，奔波一生，不就是想要进入
这样的境界吗，不就是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成为一枝
翠绿的棕榈吗？

尤其现在，在一个名叫梭坡的村落里，沐浴朝
阳，活跃思绪，在五彩颜色的海洋里吟诵回家的主
题，俯身表达我的敬畏之情。

来梭坡为了看古碉，却被多姿色彩缠足不前，诗
人或许会在这样的缠绵中生发意境，洋洋洒洒吟出
绝佳诗行，不知道那多情的诗人将会怎样走出这丰
盈的意境；画家或许会在这样的沉醉中浓墨泼洒，用
心感应，勾画出一幅活脱鲜美图画，飘逸厚重的画笔
将会怎样叙述这如痴色彩；音乐家或许会在这样的
多情中，采撷天籁之音，激奋有缘心灵，那流畅的音
符诉诸听觉，抚慰心灵。

很难尽述清晨在梭坡行走时那一汪陶醉，每一
投足都小心翼翼，恐惊四周宁静。有些暖意的朝阳
铺洒到那些欲动非动的枝叶上，摇曳静谧色调，赋予
金光闪烁的优美音律。留恋蕴涵在树枝上的禅意，
留恋如歌的禅音，在高原上行走，极易与静谧湖水缠
绵相拥，宛如千年之梦，猛然醒来，眨眼便撕破那一
波轻盈的宁静。

静静注视那一丸红日，于梭坡的山坳处杲升。
暖暖阳光悬于头顶，宛如母亲哼唱的谣曲，轻拍欲眠
幼孩。忆念“雨露滋润”，不禁思衬太阳、海以及大自
然赋予的恩赐，遥念万物之博大，海纳百川之恢宏，
其精气神，既可赐天下万物，亦可补人世之缺陷。

数年前遥想赴梭坡小住数日，终未如愿，黄昏中
梭坡情形，只能仰仗想象推测。料想黄昏降临时，这
一片土地依然魅力四射，妙处叠显，太阳收敛温馨臂
膀，如诗般水蒸汽在起伏山峦中渐濛成轻袅雾像，水
天地一色谐和，不知会映现出多少入心拓情之话题，
引人旷远遐思。

树下梭坡美女，以特有姿态渐入凝眸，笑容恬静
应和身边溪水，窈窕身姿随溪水潺潺声袅袅飘逸，此
时连同美女也成了婀娜多姿的青枝绿叶了。

诗云：
古堡石雕
贞观领其地，古碉石垒砌。
奇观去雕饰，早有宿鸟栖。

问候梭坡天空 吃嫩苞谷的流年
■何龙飞

吃嫩苞谷，曾经是我们夏天
的盛事、乐事，更有我们记忆深
刻的流年。

儿时，家里经济困难，粮食
吃紧，十天左右才能打一次牙
祭，以至于我缺乏营养，头发偏
黄。为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除与父亲努力挣钱割肉来
打牙祭外，就在春天种了几分地
的糯苞谷，希望我吃了糯苞谷，
也权当打牙祭。经过精心管护、
施农家肥、适时除草，那些糯苞
谷长势良好。转眼间，到了夏
天，次第出天花、挂红搭帽、长苞
谷棒。见乡邻们煮、吃嫩苞谷的
满足样，母亲羡慕不已，到自家
地里查看一番。

确认嫩苞谷可以煮来吃了，
母亲从糯苞谷杆上掰下二十来
个带壳的苞谷棒子，装在小撮箕
里，乐颠颠地回家。一看到绿意
盎然的嫩苞谷，我和弟弟就闻到
了嫩苞谷的香味，憧憬起吃嫩苞
谷时的馋样，禁不住垂涎欲滴，
大有生吃嫩苞谷之势。母亲叫
我们别慌，一步一步来，不单吃
嫩苞谷如此，做事更是如此。我
们不全懂，但听母亲的话，只好
等煮熟再吃。

不到半小时光景，那些剥去了
绿壳的嫩苞谷在锅里由白变黄，最
后变白，就算煮熟了，清香四溢，刺
激着我们的食欲。若是带壳的嫩
苞谷，煮熟后更香，更诱人。

可以吃嫩苞谷了，我们伸手
去拿，饿极了似的，一个嫩苞谷被
我们环绕着啃完，嘴角、脸上都粘
有苞谷粒，用手顺势揩掉，又拿起
一个嫩苞谷啃了起来，随着肚子
渐鼓，我们知道饱了，就停住。每
每此时，父母才开始吃剩下的嫩
苞谷。母亲吃得自是香甜，父亲
也不逊色，还会倒点老白干出来
呡，趁着酒兴，讲起张飞、岳飞等
英雄豪杰的故事，口若悬河，眉飞
色舞。不知不觉中，那嫩苞谷棒
就有了一小堆。这是把吃嫩苞谷
当作正餐来吃，就不再吃米饭或
菜了。我们肚子小，易填饱，可父
亲干重力活，饭量大，尤其需要嫩
苞谷、米饭、蔬菜兼着吃，理由是

“三碗吃了硬梆梆”。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我们都吃嫩苞谷，吃得饱咕
咕，吃得谈笑风生，吃得幸福满
满。因为居住在大院子，我们不

单在自家吃，还会拿着筷子穿起
来到院中，与伙伴们赛着吃，谁
先吃完又最少浪费就是冠军。
冠军评出来了，欢笑声此起彼
伏。约二十天后，苞谷老了，吃
嫩苞谷才告一段落，只得在留恋
中期待来年。

后来，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夏天吃嫩苞谷仍是我们的必修
课。只是除了把吃嫩苞谷当顿
外，家里还爱饭前吃嫩苞谷垫
底。我们手拿嫩苞谷，啃一口嫩
苞谷，再夹一箸菜或吃一口饭，
把嫩苞谷当成佐餐佳品，可谓美
事一桩。也有饭后吃嫩苞谷的
情形，本来肚子已饱，可歇一阵
后，又有了余地，我们便各拿一
个嫩苞谷，啃着耍，摆摆龙门阵，
当作别样的休闲。

当然，有争嫩苞谷吃的时
候。我和弟弟均看中了既大又嫩
且耐看的糯苞谷，怒目圆睁，互不
相让，有抓扯的迹象。父亲见状，
立即过来调停。由于我是哥哥，
自古以来都是哥让弟的理，所以，
我得礼让弟弟。虽然不愿放弃那
个安逸而好吃的嫩苞谷，然而，父
亲的话在理，就只好成全弟弟享
用了。趁热打铁是最好的教育方
式。父亲借此机会，教导我和弟
弟和睦相处，力争做天底下最好
的兄弟俩。我们连连点头，把手
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到外地读书了，伴随着乡愁
的升腾，对嫩苞谷的思念就分外
浓烈了。要么星期天，要么放暑
假，回到家里，总能吃到嫩苞谷，
犒劳我们的肠胃，陶醉我们的灵
魂。我们深知：多年来，嫩苞谷
已是夏天的象征，已是我们魂牵
梦萦的乡愁，已是父母之爱得以
表达的载体，吃嫩苞谷，俨然是
对故乡风物的眷恋，是对父母之
爱的享用，是对夏天的礼赞。

即便到了成家立业、步入中
年阶段，吃嫩苞谷依旧是我们的
念想、渴盼。每逢夏天，我们就会
到街上菜市场或下村买嫩苞谷，
或剥去壳煮，或带壳煮，都煮出清
香，吃出欢乐。兴致高时，便给儿
女们讲吃嫩苞谷的往事，来一番
忆苦思甜。学习、出差或旅行途
中，常能吃到嫩苞谷，但那味道已
不如故乡的嫩苞谷鲜美。特别是
吃了反季节的嫩苞谷后，心里更
是五味杂陈，倍加思念家乡的嫩
苞谷。情不自禁地忆起了往昔，
只任乡愁得以尽情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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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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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一个极具想象能力和艺术天赋的
民族，甘孜是一片极富佛教文化和历史传奇的
圣地。在世代智慧的凝结中，甘孜人民创造并
不断深化着一种将特色文化与精品工艺紧密
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石刻艺术。和唐卡
绘画一样，石刻是藏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之
一，与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水乳
交融。石刻艺术在甘孜大地源远流长，遍及全
州又特色纷呈。以格萨尔王及其众将、战士的
英雄传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道孚县龙灯石刻
便是藏族石刻艺术中的“填白式”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