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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藏戏
GESAERZANGXI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十八）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韩晓红自画像

在莫斯卡欣赏格萨尔藏戏演出，真切地
体悟到藏戏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感受到了作
为“格萨尔藏戏”的独特特征。可以这样认
为，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既保留了藏戏原
始的艺术风貌，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原始藏戏
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原始藏戏在发展过程
中的优化痕迹，甚至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我
们也可以这样界定，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
是呈现给世人的原始藏戏的“范本”和“标
本”，也是推陈出新、合理“扬弃”的典范。演

出能够因势利导，借助自然环境把一台民众
喜闻乐见的戏奉献给观众，起到了既传承和
保存“格萨尔藏戏”的原汁原味艺术风格，又
对民众祈祷起到了愉悦和感化、教化作用。
诚然，我们要把研究视角聚光丹巴莫斯卡格
萨尔藏戏，和研究其它戏种一样，依然首先要
从研究其“发生”“起源”着手，寻找到早期的

“发生”“起源”的特点、特征，这就是寻“根”。
我们知道，藏戏在“发生”“起源”意义上

具有与其它戏种不同的特征。莫斯卡格萨尔
藏戏综合了藏戏多种流派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一是具有浓郁的傩艺术特征，综合表现了
嘉绒藏戏、德格藏戏的特色，既诸多元素具有
早期藏戏的特征，又融入了嘉绒藏戏和德格
藏戏当代的艺术特征，具有明显的藏族寺院
傩“羌姆”痕迹，无论是面具，还是音乐伴奏，
乃至舞蹈动作都具有浓郁的跳神艺术痕迹，
许多细节都具有明显的祭祀痕迹。二是面具
艺术中体现出的白面具藏戏特征，甚至蕴涵
了藏戏在唐代中期以来的传承痕迹。三是开
场仪式的表演以桑耶寺落成典礼的壁画极为
类似和吻合。四是其唱腔巧妙地穿插有对动
物的原始图腾崇拜痕迹，尽管其形式上还显
得粗糙、稚拙，但其崇拜仪式是虔诚而富有艺
术特色的。上述特点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
研究导致诸多迷惑，尤其在其起源上的诠释
更是令人费解，这和丹巴藏戏有明显的“象
雄”藏语痕迹一样令人费解。很难得寻找到
传承的依据，这在更深厚的层面上让我们的
研究举步维艰。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又
在一定层面上创新了原始“傩”艺术特征，和
西藏的蓝面具由白面具演绎而来一样，我在
其表演过程中一样能够寻找到蓝面具的特

点，这一特征正是我把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定
义为“范本”理论依据。我甚至更加大胆地认
为，丰富、精致的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无疑是藏
戏体系中一种珍贵而稀有的剧种。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格萨尔史诗文化
“发生”与“起源”割裂开来，我们仅仅是对同
一文化，选择不同角度进行考究。我在建构

“格萨尔发生学”、“格萨尔起源学”时，也是依
据这一特点进行的。因为当我们把研究触觉
投之于“发生”指向时，其中的观点、研究方
法，须臾不能离开和影响“起源”的指向，这就
说明彼此之间的相融相合特征。同样，我们
在研究“起源”意义的时候，也须臾不能离开

“发生”意义。通俗地讲，“格萨尔发生学”侧
重于历史角度，“格萨尔起源学”侧重于历史
理论角度，这就更能说明二者水乳相融的密
切关系。我选择的方法是：以格萨尔藏戏的

“发生”研究深度去寻找格萨尔藏戏艺术的真
实起源，通过格萨尔藏戏的“起源”探索的历
史眼光，用翔实扎实的史料来论证格萨尔藏
戏艺术的“发生”内涵和意义。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从“发生学”和
“起源学”意义上讲，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既映证了戏剧表演中人的本能和
欲望的满足，也突出了作为藏戏范畴中的特
殊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摹仿”特征上，演员
首先是以格萨尔史诗中的某一人物为角色基
点，以该人物在格萨尔史诗中情节形象为“原
点”，在深入理解该人物角色心态和情感状态
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舞蹈”表演形象地展
示出来，演员的演出，形象地表现了具体人物
的喜怒哀乐，并以此感染观众。加之观众原
本对格萨尔史诗情节就比较熟悉，甚至富有

感情，所以，当某个演员带着具有代表意义的
面具、穿着格萨尔史诗中具体人物固有的服
饰上演的时候，观众很容易寻找到记忆（情感
记忆）中的某个人物，观众很快就拉近了与演
员的距离，此时这个演员就已经不是演员本
身，而是格萨尔史诗中某个人物，观众甚至常
常是从情感内涵方面亲近这个独特人物的。
这就是第二个特征，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
戏的表演，既满足了观众观看表演的本能和
欲望，也满足了观众对格萨尔的情感需要。
情感的快速结合是格萨尔藏戏的非常重要的
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也就是格萨尔史诗“发
生”、“起源”意义的主要内核。找到内核，才
能完全意义上展开对格萨尔藏戏“发生”、“起
源”的探讨和研究。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第一章里所言：“循着自然的顺序，先
从本质的问题谈起”【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诗学》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当然
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强调戏剧的“摹仿”意
义，然而，格萨尔藏戏虽然也同样有着“摹仿”
意义，但是，这种“摹仿”并不是戏剧上理解的
纯粹的“摹仿”，演员在演出格萨尔史诗中的
某个人物的时候，其“摹仿”是自觉的，尤其是

“情感自觉”，演员从情感上完全接纳自己所
扮演的“人物角色”，这种扮演是发自内心的，
并非编导的意图。所以，当我们对莫斯卡格
萨尔藏戏进行研究的时候，无疑应该围绕这
一特征开展研究。当然，由于“史诗”产生在
人类童年时期，其“童性”特征应该是难以完
全模仿的，好在格萨尔史诗为民众喜爱，其传
承过程中损伤的元素还不高，人们还能把自
己的认知停留在这个“童性”阶段，甚至演员
能够胸怀“童性”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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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

国民党败逃之前，制定了所谓的“西南复
兴计划”，在甘孜藏区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
暗中组织土匪武装，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
系、扰乱社会治安；田中田部流窜滋扰甘孜藏
区后，挑动部分已起义的二十四军部队哗变，
再次站到与人民为敌的立场；甘孜藏区历史
上匪患猖獗，惯匪、股匪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后又迅速成为政治土
匪。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匪患，巩固新生的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迅速安定甘孜藏区社会
局面，成为康定地委及军管会成立后的首要
任务。

康定地委和军管会制定了“剿抚兼施、军
政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
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在普遍发动和依靠
群众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残余匪特展开了政
治、军事攻势。首先在1950年4月，争取了24
军起义后又叛变反水的师长唐英、团长付德
全、马子良等投降，顺利地将长期盘踞巴塘的
付德全团调往内地进行整编，消除了康南一
大隐患；9月中旬，康定军分区又调集部队开
赴丹巴，配合川西部队会剿丹巴、懋功一带的
国民党残匪，消灭了李富熙为师长的134师、

以罗厚义为司令的“川康甘青反共救国军三
支队”等残敌。对那些长期为患的土匪、惯匪，
首先在泸定争取了以张晋中为首的千余名惯
匪投诚，保障了泸（定）、汉（源）的交通安全；尔
后又争取了丹巴惯匪张得安、赵明武等人投
降，并使其在丹、懋剿匪斗争中为我所用，捕获
杨志清、杨志全、沈文德等当地匪首，彻底消灭
了丹巴县土匪武装；消灭了流窜于康定县大炮
山一带的惯匪冯庭选、殷全安等人，枪决了恶
贯满盈的惯匪头目张三麻子等3人。

从 1950 年 5 月开始，康定地委和军管会
在康定、泸定两县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党团
人员及特务的登记工作，进行肃反肃特，这期
间破获了一批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杂牌
特务组织，逮捕了田中田窜康后委任的西康
政务委员会主任杨仲华，潜伏康定的反共救
国军头目张必林、余和生，青年党特务戴季
华、李万杰等一批特务。

在整个剿匪肃特斗争中，康定地委始终
贯彻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得到了
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在丹、懋
会剿中，丹巴县巴底、巴旺两乡藏族群众，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在解放军未到丹巴前，自发组织
武装，英勇抵抗流窜到丹巴的国民党残匪；部队
进入丹巴后，两乡群众又为部队准备粮食7万余

斤、柴草数万斤，派人给部队带路、送信、修桥、
抬担架，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剿匪作战；崇化群众
为部队侦察敌情，配合部队消灭了敌134师残
匪；匪首杨志成、沈文德、陈炔云等兵败逃回家
后，半扇门乡群众主动将其捉拿交给解放军；泸
定捕匪英雄陈万高带民兵12人，协同九龙民兵
阿扎尼拉等人，通过长途追踪将匪首冉孟奎、梅
甲生、王成玉等15人在盐源、木里捉拿归案。康
定民兵薜万禄、冯秀云等人，击毙反共救国军团
长李强及任世昌等匪首，捉获从天全窜到康定
的匪首余国湘等人。

从1950年3月康定解放到11月西康藏族
自治区政府成立的8个月时间里，剿匪肃特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绩。8个月中，共消灭国民党残余
匪特和地方惯匪2095人，缴获轻机枪47挺、重
机枪9挺、步枪1470支、短枪84支、五零炮13
门、八二炮9门、山炮1门、各种枪炮弹2000发、
子弹15995发，另有电话机18部、电台11部。

1951年6月，康定鱼通土司甲安仁、鱼通
区副区长杨维周勾结国民党特务蓝希一、刘
野樵等人在鱼通进行反革命暴乱，对甲、杨等
人的暴乱，地委、自治区政府及康定军分区曾
多次写信派人做工作，希望其“悬崖勒马、停
止叛乱、交出反革命分子，政府从宽处理，保
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但甲、杨二人执迷不悟，

仍坚持其反革命立场，与人民为敌。在政治
争取无效的情况下，6月14日，康定军分区开
始围剿甲、杨二匪，26日战斗基本结束，甲安
仁被困死在山上，杨维周被击毙。截至8月，
争取被胁迫群众 4 万余人回家，缴获长短枪
400多支、子弹1万多发，甲、杨暴乱平息后，根
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收了甲、杨等叛匪头目
的土地财产，分给了鱼通的贫苦农民。

对藏族聚居区潜藏的匪特，因考虑到民族
关系的稳定和团结上层的需要，一般未大规模
开展剿匪肃特工作，对藏族匪特，只要与匪特
划清界限，不再与人民为敌，就一笔勾销、既往
不咎，一般不再作处理。对潜藏于上层人士处
的匪特分子，分别采取了“交、要、捉”的办法解
决，即：首先通过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动员上层
人士自己主动交出来；其次是在掌握确凿证据
后，到上层人士处要出来；再次是在做好充分
准备后，在不与上层人士正面冲突的原则下捉
出来。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大都能取得
上层人士的合作和配合，如理塘喇嘛寺所仁克
尊向政府交出了国民党旅长兼专员曾言枢，夏
克刀登交出了特务牟尚仁，稻城赤土土司交出
了国民党团长龚耕耘，使藏族聚居区的肃清残
余匪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肃清了大部分潜
藏在藏区的匪特。

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

■贺先枣

老彭，重庆江津人。
五十年代就到高原牧区工
作，是雅砻江上游牧区一个
乡的会计辅导员，经常要到
各生产队去帮助算账、记
账。他自称同狼是有缘分
的，多次同狼打过交道。

有一年，老彭回老家
探亲过春节，返回牧区时
才三月中旬，恰好碰上了
连续几天的大风雪。老
彭在一个名叫折里桑夺
的地方，住了好几天，后
来终于得到了口信，说乡
上人已派人牵马来接他，
要老彭安心等。老彭想
法不同，他想的是早一点
回到自己工作的那个乡，
得到了口信就上了路，满
以为在路上会碰到来接
他的人，谁料一上路又刮
起大风，下起了大雪，顶
着风雪走来走去，竟迷失
了方向。天色渐渐暗下
去，雪却下得更密，看看
腕上的表，已经是六点过
了。老彭着急，越发顾不
上认路看方向，只求找到
一个躲避风雪的帐篷，过
了今晚再说。有人住的
帐篷一直没出现，忽然走
到一处石壁下，再一看，
石壁下有个不大不小的
洞穴。老彭就打定主意
在洞穴中避一宿再说。

弯腰进洞，掏出电筒
一看，洞不深，伸直腰身也
困难，地下也不平，堆满石
头。幸而洞内很干燥，没
有风又还算暖和。同时，
老彭也发现了洞的最底处
有野兽栖息过的痕迹。乱
石头中似有些小动物骨头
残渣。到此时，老彭已无
法可想，竟然闯到了一个
野兽的家里来了。慌忙中
老彭方寸不乱，便弯下腰
去，把地上的石头都掏起
来，一层层码起来，幸好洞
口不算太大，不一会儿就
堵了个严实。这“墙”砌得
不规则，没法砌严的洞权
且作为观察孔。包里还有
些干馒头，胡乱吞些下肚，
老彭就想好歹睡一阵。不
想腿打不直、只好把头放
在两个膝头上，昏昏沉沉
迷糊起来。一直到下半夜
两点，还是什么动静也没
有。老彭暗自庆幸：“真是
老天有眼，不然在这冰天
雪地里到哪里去找避风躲
雪的地方。”裹紧皮大衣，
不由又迷糊起来。

突然，老彭砌的“墙”
在动，接着有石头滚动声

响。拿起电筒，就从“观察
孔”里往外射出一股光。
有野兽惊恐跳跃蹿走，冷
风却送进来一丝腥腥的臭
气。老彭不敢再打盹，静
静的在这又窄又小的石洞
里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那兽又到了洞口，轻轻
地哀鸣着，用爪子掏那些
石头。老彭屏住气，突然
大吼一声，手电光似白森
森利箭又射了过去。野兽
转身就逃，老彭把电筒一
阵乱晃，野兽逃得更快。
过了好一阵，老彭听到不
远的地方，有头狼在嚎叫，
那叫声使老彭浑身一阵一
阵的起鸡皮疙瘩。老彭不
敢再打盹，蜷得浑身酸痛，
还是十分清醒。一直熬到
第二天的上午快十点，老
彭才推开石块，钻出洞去。

没见狼的踪影，很快
又辨清了方向，虽然说一
夜没有休息，但这时的老
彭在雪地里跑起来还是
有劲得很，一心只想离那
洞越远越好。

另有一年，也是冬天。
老彭到一个生产队去帮助
做年终决算，住在生产队的
保管室里。这保管室其实
是一座破败的庙宇大殿，因
此，墙厚门坚，还带着几分
残余的威严。保管室周围
没有一户人家，和老彭做伴
的是一个非常机灵、上了年
岁的哑巴保管员。

有一天下午，哑巴保
管员回家去取糌粑，保管
室里只剩下老彭。半夜
里，一阵阵叫人心悸的嚎
叫声穿透厚墙吵醒了老
彭，老彭的睡意全无，猜
不透到底出了什么事，一
直折腾到天都亮了，才随
着一阵痛苦不堪的长嚎
过去后安静了下来。

保管员进门还没落
座，老彭拉起他就走，想
去看看夜里发出狼叫声
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到
了那地方，他们看到，连
雪地下的黑土，枯草都给
刨了出来。一头巨大的
狼直挺挺地僵死在雪地
上，肚胀如小山丘。距死
狼不远地方，有一条还剩
大半截的绵羊腿。

两人把羊腿捡起来，
剥皮洗净煮在锅里，然后
就坐在保管室里各做各的
事。活该!偷吃生产队的
绵羊，生产队的东西可是
那么好不劳而获的。老彭
很高兴。他用这条狼皮缝
了条皮裤，冬天非常暖和，
据说，还治风湿病。

狼 缘

“海螺沟冰川公园”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红色甘孜
HONGSEGANZI

■邓明前

海螺沟第一次在全国“露面”
施雅凤等5位院士对《评价报告》鉴

定和陈富斌、边兆祥、刘兆光等科学家，
所提出的将海螺沟辟为冰川公园和保护
区的建议和意见，直击泸定县的“四大班
子”，发挥了“破冰”作用。当时的泸定县
委、县政府响亮地提出了，“要相信科
学”，“探索走科学发展旅游路子。”的战
略，并把开发保护海螺沟旅游资源提上
了县委、县政府新的一年工作议事日程。

1986年2月4日，泸定县委、县政府
决定成立“海螺沟旅游开发领导小组”，
组长由县委常委、副书记孙前（1985.11-
187.11）兼任。孙前当时是四川省委办
公厅办公室主任，下派到甘孜藏区“援
藏帮县”干部。州委派他到泸定县挂
职，到任两个月后，就挑起了开发海螺
沟的重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地点设在磨西、海螺沟。财务室挂靠县
城建局财务室、工程设计组，并从业务
部门和单位抽调懂设计、懂工程技术的
骨干人员组成了旅游开发团队,孙前是
这个团队的领军人。他给团队成员印
象是：人脉广、知识渊博，有敢为人先的
魄力，充满活力。在这一年里，孙前做
了4件事：一是在2月3日，召集县级机
关和部门单位2的00多人聚集一堂，并
作“宗旨、纪律、理想”报告，向参与人员
阐述了“海螺沟是一座挖不尽的金山。”

的理念，他在会上说：“守着金山、银山
讨口要饭，是不作为”。这次会议是一
次开发海螺沟旅游资源的动员会。二
是在 10 月 22 日—28 日，由他任组长并
指挥修建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竣工落成，在落成典礼结束后，他邀请
参加纪念碑落成仪式的媒体组成“新闻
出版界海螺沟考察团”，参观考察了海
螺沟。四川电视台记者彭小宁等3人拍
摄的《海螺沟发现千古冰川》的新闻，在
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国
引起轰动。该新闻片获得了1986 年度
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一等奖。《人民日
报》、《四川新闻图片》刊发了新华通讯
社记者撰写的稿件《海螺沟天下奇》；新
华社通稿报道了《中科院成都地理所考
察发现，四川泸定县境内海螺沟风景奇
特，自然景观中外罕见》的新闻稿，被全
国30多家媒体转载；《甘孜报》刊发了该
本报记者周文强撰写的《海螺沟考察日
记》稿件，该稿件被《新观察》杂志转载；

《四川日报》刊发了省委常委、省外办主
任徐世群所作的《四川旅游业展望》，他
在文章中说，“被专家们公认，具有世界
水平的风景区，就有九寨沟、黄龙寺和
长江三峡（注当年重庆还不是中央直辖
市），以及最近发现的海螺沟。”三是在3
月15日，泸定县政府颁布了《保护海螺
沟自然资源的布告》。四是由孙前策划

《明天的世界旅游热点——海螺沟》广
告，海螺沟第一次在全国露面，并在武

汉举办的全国国内旅游工作会议上出
尽了风头，并得到国家旅游局、国务院
旅游协调小组领导的赞美，堪称广告中

“精典”。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
细节，今天回忆起来，仍有趣味。

1986年11月中旬，泸定县委办接到
省旅游局电话，推荐孙前代表泸定县赴
武汉参加“全国首届国内旅游工作
会”。县委、县政府要求孙前一行一定
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争取向国
家旅游局领导汇报海螺沟旅游开发的
现状与困难。11月20日，肩负历史使命
的孙前与我，以及他的出版界朋友奔赴
武汉。25 日，我们一行到达武汉，在武
汉大饭店，我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惊呆
了：饭站的大厅里、走廊墙上张贴或挂
上满了印制精美的各主流景区的单幅
广告画和旅行社简介，此时的饭店完全
成了旅游广告的王国。我有些激动地
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热闹场
面。”孙前说：“谁不想赶上这难得机会
展示一下自己，我们比他们更想！我们
也制作一个海螺沟的广告画。”

孙前强调“明天会议是千载难逢的
机会，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贡嘎山、海螺
沟、泸定桥介绍给与会代表。能不能推
出去，广告制作是关键，今晚也是关
键。”同时，孙前吩嘱到：“邓海办按章老
师理出的单子，到街上买用于制作广告
的文化用品。”

在孙前的提议和策划下，我们立即

按照各自分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广告制
作中。我们将两张床拼成一张大床，铺
上广告纸，我凭着在康师校学习过写美
术字的一点功底，借助笔、墨、纸、颜料
的灵性，提笔不停地在白纸上飘然，书
写着广告标题、版块、内容简介，并在平
面广告配上成都地理所金昌平、泸定武
装部政委赵宏拍摄的风光图片。经过
一夜的努力，终于在次日零晨 5：00，宣
传广告制作出炉了。

1986 年 11 月 26 日，随着武汉城清
晨的一缕阳光升起。在通往主会场必
经的一面高大白墙照壁前，代表们纷纷
驻足，浏览“明天的世界旅游热点——
海螺沟”的平面广告。吸引代表们眼球
的是泸定代表团把冰川列为旅游资源
的创意。他们评价说，还是第一次看到
以冰川为主题的旅游宣传广告，感到十
分惊奇，觉的有创意、有胆识。当时，我
们的制作的广告分五个版块：一、海螺
沟冰川是中国位置最东、海拔最低、距
大都市最近的现代冰川。二、海螺沟大
冰瀑布宽 0.5—1.1 公里，高 1080 米，是
黄果树瀑布15倍，是亚洲最大的冰川瀑
布。三、沸、热、温、冷泉惊现一沟，沸泉
能饮能浴。四、海螺沟纵深 30.7 公里，
沟口大渡河海拔 1000 米，逐级抬升到
7556 米贡嘎山主峰顶，直线距离 30 公
里，垂直落差达6500米，形成七个气候
带，七个植被带，世界罕见。五、泸定桥
是中国古老的铁索桥，中央红军的生命

桥，是一座通向新中国门栏的桥。
一批一批会议代表们像追星族一

样，围着我们询问海螺沟怎么走、食宿
条件、里程、车费、门票、骑马报价等情
况。甘孜报特约记者杨仕强执笔代泸
定县人民政府撰写了《蜀王捧出问鼎画
卷》、700余份泸定风景简介被代表们一
抢而空。

11月27日、28日两天时间里，更是
惊喜连连。孙前利用分组讨论的时间，
抱着《评价报告》、《图片集》专门向莅临
会议的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旅游协调小
组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反映问题。万没
想到“广告”改变了预想。26日夜，孙前
接到国务院旅游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永桢的通知，27日上午接见孙前。28
日，国家旅游局局长何若泉、国内旅游
司司长李铁映也打来了预约电话。27
日，在333房间里王永桢听完了孙前的
汇报，看阅了海螺沟《评价报告》、《图片
集》后说：“我两次看了你的广告，很让
我大开眼界，我还没见过冰川，明年我
很想去看看。你说开发海螺沟需要经
费200万，国家、省上、地方都来筹点，国
家出大头。”王主任又说：“你的广告精
典之处就在于，你们是全国第一个提出
冰川可以搞旅游的，你穿着衬衫，站冰
洞前的照片很有说服力。说明海螺沟
冰川不是生命禁区。我要把你的广告
带回北京，让小组成员都去了解海螺
沟。”28日上午，国家旅游局局长何若泉

召见了孙前。何若泉听了孙前的汇报
后，开门见山地说：“海螺沟开发价值
大，大就大在冰川。冰川很神奇，我从
未见过现代冰川、金山。冰川旅游在国
外阿尔卑斯山和阿根廷有着悠久的历
史，而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海螺沟冰
川正好有条件弥补这一空白。缺乏开
发资金，我们帮助你们解决。”李铁映在
当日下午，听了孙前的汇报后说：“你们
的广告很大气，很有穿透力、吸引力，我
对冰川很感兴趣。海螺沟广告能得到
来自全国各地会议代表瞩目称赞，你们
的宣传很成功。开发资金有问题，我们
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

海螺沟第一次全国“露面”于武汉，
宣传效力完全超过了预想。

1986 年 10 月 11 日，州建委主任珠
吉，率州建委进京汇报组，到国家建设部
上报了《评价报告》等材料，向部领导汇
报了贡嘎山申报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情
况，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88年8月1
日，国发（1988）51号文公布，贡嘎山被列
入全国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