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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

1955 年 12 月底至 1956 年 1 月，康定
地委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
甘孜州民主改革问题，并对各县的民主
改革作了规划。1956 年 1 月 16 日至 3 月
23 日，在康定召开了州人民委员会和州
政协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层
人士 89 人，会议具体协商讨论民主改革
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地区各县也相继召
开县府扩大会议，协商讨论所在县的民
改问题。参加州、县会议协商民主改革
问题的上层有 927 人，他们通过学习讨
论和具体协商，在会上都同意进行民主
改革，大多数还写了申请书或提出口头
申请，要求实行民主改革。

丹巴县、康定县之鱼通、孔玉两区的
民主改革试点，于1955年12月下旬即着
手准备，为加强力量、取得经验，地委从机
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试点工作。1956
年1月，试点工作全面展开。1月8日，丹
巴县召开县农民代表大会；10月，由干部

和积极分子 800 余人组成的工作组下到
各乡村开展民主改革工作。

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党始终把依靠群
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工作重点，很
快在农村造就了贫雇农的优势。对僧俗
上层人士，始终坚持团结、教育、提高的方
针，注意斗争策略，防止干部和群众的过
激情绪，如坚决不动“浮财”，群众起来后，
坚持“背靠背”的诉苦斗争，既要发动群众
倒苦水、挖穷根，又要团结和保护上层人
士不受大的冲击。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
对拥护民主改革的上层人士做好妥善安
置，先后安置了52人，其中在改革过程中
安置了 19 人。对敏感的宗教和寺庙问
题，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坚持民主改革政策中对寺庙的有关规
定，对喇嘛不划成份，对寺庙拥有的土地
一律不动，对寺庙所拥有的债权，在群众
迫切要求解决时，经与寺庙协商同意后进
行清理，由国家帮助群众偿还。改革试点
于1956年3月完成。通过改革大都废除
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寺庙土地和牧区土地

除外)，使约占总农户60%的无地、缺地农
民得到了土地；废除了放贷和乌拉差役，
解放安置了娃子，建立了在党领导下人民
当家作主的县、区、乡政权。在丹巴县等
地的改革试点是成功的，整个改革过程对
社会稳定没有造成影响，是一次成功的和
平改革。

除改革试点地区外，按照省委指示和
地委六次扩大会议的部署，在全州其他农
业地区开展了以废除地主阶级高利贷和
清理富农债务、废除乌拉差役、解放和安
置娃子的三项改革，以发动群众培养骨干
力量，为下一步民改创造条件，东、北路农
业地区各县干部于1956年2月上、中旬即
下到农村开展工作。干部下乡后，首先宣
传政策，组织群众大会诉苦，提高群众阶
级觉悟，以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然后在群
众中扎根串连，建立基层农协，组织武装
自卫队，向地富借枪，实行枪换肩；最后在
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进行三项改革。很快，整个农区三项改革
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截止1956年

4 月，农区共有 74 个乡 13 万余人口的地
区基本完成了三项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
高利贷折合粮食208万斤，清理富农债务
和部分寺庙债务折合粮食 86 万斤，废除
了乌拉差役、解放和安置娃子 813 人，并
在部分地区调剂了地富和个别寺庙土地
3 万余亩。此外还动员封建农奴主无偿
献粮287万余斤（后改为征购），征购了地
富和部分寺庙多余粮食223万余斤，解决
了贫苦农民春耕所需的种子和口粮。三
项改革开展后，大批农民群众加入农协
会，农协会员占当年农民数的73%，自卫
队员占总人口的8.7%，拥有枪4949支，涌
现出农村积极分子3574人。三项改革在
开展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诸如违反政策、
工作过激过“左”的情况，但从总体来说，
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民主改革的开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三项改
革在一些地方尚未开展或正在进行中（主
要是南路各县）时，甘孜州就发生了大规
模的武装叛乱，因此地委不得不于 1956
年4月下旬决定暂停三项改革。

甘孜州民主改革试点和三项改革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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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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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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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前

海螺沟开启了中国冰川旅游的先河

海螺沟冰川公园的开营，在甘孜州亮
出一张耀眼的中国冰川旅游“名片”。慕名
而来的领导、宾客、游人接踵而至。1988年
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杨汝岱，省
委常委、外办主任徐世群，省委新任书记谢
世杰、副省长罗通达，中顾委委员天宝，中
科院兰州冰川所谢有楚所长，苏联冰川学
者奥尔洛夫·火尔格洛夫教授，国务院经济
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
清，国家旅游局计划投资司司长王松交，中
科院副院长孙鸿烈，成都分院副院长陈维
新，成都山地所副所长钟祥浩，建设部城建
司司长甘维宁，省建委风景名胜规划处长、
总工钱振越，北京大学地质冰川教授崔之
久等骑马或徒步沿游山道上到冰川。他们
除了观景，内心还装着海螺沟将来长远发
展的方向和目标。孙尚清评价海螺沟“景
观特色在全世界具有垄断性，开发好可以
成为甘孜州重要产业。”冰川之旅观光团一
个接一个。第一团是国际旅行社珠海支社
主办，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兰州11个分
社协办“88年旅游联会”30多名代表考察海
螺沟；之后有省环委、省建委、年会代表；成
都生物所印开蒲研究员等10多名专家“贡
嘎山珍稀植物考察团”，甘孜州文联、泸定
县文联组织文学、摄影、音乐舞蹈，20余名
专业人士首届“海螺沟笔会”；泸定县人大
常委及州、县部分人大代表考察海螺沟
……天府旅行社经理齐鸣燕，1986年12月
2日在张家界承诺力争发海螺沟第一个旅
行团，诚信兑现。接着国旅、青旅、金桥、光
大、康辉、海外、天马、九寨、黄龙、岷江、昆
明山野、成都市枫叶、金牛、邻近的西昌、雅

安、康定等36家旅行社，年年有团，散客天
天都有。景区还接待过一些特殊的客人。
如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季”，老红
军李绍禄（85岁），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
磨西的队伍中就有他。李老在儿孙陪护下，
杵着木棍，自豪地站在冰川上。76岁意大利
太婆，在彝族女导游罗永芬引领她走上冰
川，激动对罗导说：她的祖国就有冰川公园，
由于受条件限制，无法与冰川零距离接触，
在海螺沟她了却一桩心愿，非常高兴。许多
游客表示徒步上冰川的确很辛苦，但是能看
到冰川奇观，也值得。

从1987年海螺沟旅游开营到1998年
四川省贡嘎山现代冰川有限公司对海螺沟
进行的二次大开发，并创建了全州第一个
4A景区。之前10年海螺沟没有公路，没有
星级饭店，宾馆，没有通讯，冬春两季缺
电。有10万人（含免费2万多人）走游山道
观冰川、看金山、银山。游人涵盖了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包括新疆、西藏、海南）一省
不缺，港、澳、台三地一地不少。全球190多
个大小国家，有三分之一国家的游客“漂洋
过海”，千里迢迢来海螺沟观冰川，一览贡
嘎山雄姿。由此可见冰川旅游在国内海外
旅游市场潜力广阔。有的人说：“海螺沟游
山道特别的长。”也有客人说：“游山道再长
也没有游人的脚步长。”也听到有人说，“海
螺沟冰川远，它没有南极北极冰盖远；比天
山、西藏冰川近；比云南梅里雪山冰川，四
川达古冰川海拔要低。”常听人说，“海螺沟
游山道险，它没有红军夜过漩水湾险，走游
山道累，没有红军翻摩岗岭累。”海螺沟在
第一个10年，年接待游人平均1万人，只是
近五年一个节假日一天或平时二三天的接
待量。据甘孜电视台报道：今年十一黄金
周7天，海螺沟接待中外游客7万多人，相
当于十年前7年接待的总人数。那时游人

量虽然少，但它开启了中国冰川旅游“先
河”，而且这条“先河”从未断流、干涸。从
中让后来者看到、明白了，这个世界无论
怎么现代化，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这是改
变不了。人对自然的需求，对祖国灿烂
文化，包括对景区长征文化、民俗历史的
情怀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由此，后来的
景区创建者们站在新的起点，认真深入
贯彻党和国家、省州委关于旅游发展政
策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激发出干部群众在新时
期，继承发扬海螺沟精神，创新创意发展
冰川旅游的新思路。敢于担当，尽心履
责，开拓进取，各项工作得到强有力推
进，取得前所未有的新业绩。

如今，值得让当年为海螺沟冰川公园
诞生为之奋斗的创建者、奠基人点赞的有
两点：一是海螺沟创5A成功。继第1个全
州4A后，创下全州第1个5A景区，保持了
示范引领作用。按照国家旅游局测评5A
的 8 项标准，若其中一项不达标，都评不
上。海螺沟8项全部都达标，说明海螺沟景
区质量在近5年中，尤其在后两年经过不懈
努力，质量过硬了，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
在国内海螺沟仍领跑着中国冰川旅游。二
是景区农旅结合，一个景区造福一方。走
农旅结合发展之路，能让贫困村、贫困户脱
贫，过上小康生活。1986年顺利实现燕子
沟镇喇嘛沟村、磨西镇青岗坪村和景区163
户贫困户，591名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旅游产
业脱贫。今年又有两个村，590户，352人脱
贫摘帽。在全州创下旅游发展让贫困村、
贫困户、贫困人口脱贫的先例。

甘孜旅游从海螺沟景区的开发到现
在，这一走就不停、不息、不倦的走了 30
年。如今海螺沟走出了“圣洁甘孜”的一
片旅游新天地。（完）

旱獭童话

藏族戏曲有很多流派，过去在西藏每
逢雪顿节，许多藏戏团队都要集中到拉萨
演出，为官员献戏，这些戏班子由于各自
生活居住的地方不同，各地的历史、地理、
语言差异很大，藏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多种流派。比较主
要的流派有白面具派，此派属于比较传统
的流派，其风格和艺术特征源于较为久远

的生活、历史、地理等因素，在白面具派中
较为突出的有穷结的宾顿巴、堆龙德庆的
朗泽娃和 乃东的扎西雪巴等，白面具派
保持着历史上藏戏动作简单、唱腔直白通
俗等特点，该流派由于发展和成熟的环境
和条件都不及之后的各派，所以在民间影
响较小。由于这个流派在演出的时候以
戴白面具为主，故称之为白面具派。作为
新派的剧团主要有迥巴、江噶尔、觉木隆
和香巴等，由于新派演出时以戴蓝面具为
主，故称之为蓝面具派。蓝面具派许多因
素都是汲取白面具派的，因此，该流派保
留了白面具的优秀元素，并在这些元素的
基础上，在戏剧的诸要素特征上有着很大
创新和发展，并更加接近观众的情趣，所
以，为众多的观众所喜爱，其影响相应的
就比较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地
就取代了旧派。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较好地融合了白
面具派和蓝面具派的特征，在演出过程中
依循格萨尔史诗中人物的实际情形，既有
白面具、还有蓝面具，甚至还有红面具，尤
其后者，在藏戏范畴内，应该是大胆地创
新。据日穷活佛介绍，莫斯卡格萨尔藏戏
已经有280年的历史，由于其活动范围较
狭窄，多在莫斯卡本地演出，所以外界影
响不明显，尽管如此，莫斯卡格萨尔藏戏
却显得较为成熟，其艺术轮廓也较清晰，
尤其令民众喜爱。

莫斯卡在甘孜州的东部，从地理位置
上看，应当是东部的格萨尔文化标本之

一，在丹巴县看来，莫斯卡属于牧区，其语
言属安多语，故其藏戏更多的特点保留和
汲取了安多藏戏的许多元素。综上所述，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无疑是诸多流派中一
支较为特别的一支流派，经过漫长的“推
陈出新”之后形成的一支新的流派，其在
艺术方面发展得比较完备和丰富，是一支
值得研究的藏戏流派。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是一支民间形成
的非专业性业余剧团（临时性很强），所有
演员均无薪俸，除演出时集中在一起外，
平时均忙于各自的活计，或寺院念经，或
返校读书，或回家耕种，或牧场放牧。

遗憾的是，我没有了解到莫斯卡格萨
尔藏戏沿袭的基本线索，尚不明了是哪些
人（或高僧大德）在该流派的发展进程中
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在我以后的调查中应
当得以弥补。

从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特点来看，其
承继白面具藏戏的古老传统，主要体现在
面具、唱腔、舞步、音乐等元素上，使今天
的人们得以欣赏到古老藏戏的艺术美，这
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在理论上的一大贡
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白面具藏戏提供了

“范本”价值，不仅如此，还把远古的藏戏
艺术美，沿袭至今，呈现给观众。同时，又
明显地承递了蓝面具藏戏的营养元素，这
也是一大贡献，因为蓝面具藏戏主要流传
在西藏的昂仁、定日、拉孜等地区，在甘孜
州，唯有甘孜县境内流传着这一流派，所
以，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能够体现出这样的

艺术价值，可谓难能可贵，智慧的莫斯卡
人能够从藏民族古老的戏剧中汲取营养，
并较好地以时代需求和特征相融合，也无
疑具有典型意义。

我曾经多次到过莫斯卡，一度曾对莫
斯卡的格萨尔石刻倾注过浓郁的热情，并
较多地接触到了莫斯卡保存至今的早期
游僧的行走笔记体散文，并从中获得了很
多常识，对莫斯卡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藏戏祖师汤东杰布的家乡在雅鲁藏
布江上游地区，属于西藏的昂仁县境内，
汤东杰布是日吾齐寺的主持。更为奇妙
的是，汤东杰布的家乡冲萨就在日吾齐寺
的附近。我第一次与日穷活佛相识是在
丹巴县城里，从相貌上看，日穷活佛是一
个普通的僧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
其斯文文雅的言谈中，知道这是一位富有
内涵修养的僧人。直到在莫斯卡亲眼目
睹、亲耳所闻他主导的格萨尔藏戏之后，
内心便对这位僧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加
倍地崇敬与佩服这位默默奉献的活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日穷活佛，完全可以
认为日穷活佛就是丹巴的“汤东杰布”。
我十分投入地欣赏了莫斯卡格萨尔藏戏，
其中合理地杂糅了诸多各派藏戏特征，如
在“甲鲁温巴（开场戏）”中融入了“跳神”
等元素。杂糅特点还体现在莫斯卡格萨
尔藏戏的唱腔、表演中，其风格特点鲜明，
表演精彩绝伦，既有新颖华丽的蓝面具藏
戏风格，又较好地保持了最为古老的发生
方法，甚至还与宗教祭祀相揉一体。

世纪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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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先枣

一个牧业县的县体委吴主
任，精瘦却强健异常，在海拔四千
公尺的地方打篮球、长短跑了无
累意，又特长于射击，枪法极准。
忽一日得远方友人信。信上称：
因患风湿，闻“雪猪”油涂抹即可
治疗，但不知“雪猪”为何物，不知
在何处是否有“雪猪”可得。

吴主任回信道：在本人工作
之地，藏族同胞称“旱獭”为“雪
哇”，本地汉族人见“旱獭”肥胖之
形 似 猪 ，把“ 旱 獭 ”叫 做 了“ 雪
猪”。但“雪猪”在夏末秋初时才
膘肥油足，到时一定将“雪猪”油
捎带出来。

其年初秋的一天，吴主任便为
友人猎“雪猪”而直奔一条山沟。

说是山沟，沟不太深，坡也不
高。吴主任记得此处“雪猪”不
少，赶到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只
见沟的一侧早已乱石裸露，风起
处尘飞土扬。而沟对面依然绿草
如茵。吴主任知道沟这边现在这
凄凉风景都由那众多的、身长不
过三两寸的高原兔鼠打洞造成。
正感叹，又看见那边绿草地上，兔
鼠穿梭来往不绝，心里就想，那边
草场明年也就完了。

心中渐有怒气生成，便把手
中的猎枪对准条三两寸的小东
西，正待勾动板机，忽听“雪猪”叫
声，猛省自己原是为猎“旱獭”而
来，深知“雪猪”机警，便躲在石头
后面观察。

循声望去，见一头不算太大
的“雪猪”正在片沙砾地上走走
停停，不时爷头朝空中发出叫
声。仔细一看，又才看清那头旱
獭一双后腿原来有疾，一挪一
行，十分不方便。心想，只说它
不大，原来是不肥。正想间，空
中一鹰徐徐盘旋而下，飞到那头

“雪猪”头顶上时，“雪猪”并不
躲，摇两只前爪叫声不停，鹰收
翅停下，

“雪猪”仍摇双爪叫个不息，

鹰慢慢走近它时，叫声渐小，鹰忽
展翅腾空，用双爪把那头“雪猪”
如捧如抱，携上离地而去。

吴主任以为那鹰会把“雪猪”
从空中扔下，跌昏或摔死后再行啄
食。殊不知，那鹰竟带着它飞向沟
对面草好的地方，慢慢盘旋着地，
轻轻放下。吴主任惊讶不已，就
紧跑紧赶追过沟去看个明白。

鹰停下来埋头梳理翅羽，那
头“雪猪”一摇一晃在草地上寻觅
什么。过了一阵“雪猪”又仰头叫
嚷，鹰又腾飞起来，把雪猪仍然如
捧如抱朝另一处飞去。吴主任又
撒腿追去。

停停又飞，飞一段又停。终
于来到有处水流潺潺，且草长得
十分茂盛的地方，那头“雪猪”像
人那样立起，叫声中竟有欢悦之
意。叫一阵钻到一处土坎下去
了，那鹰这才拍打双翅，如箭射上
空中，转眼不知去向。

吴主任把这事讲给一位本地
牧民听，牧民听了并不惊奇，只是
连连应道有这样的事。吴主任把

“雪猪”油给友人带去时，信上说
了这件事。友人回信来竟没提到
这件事，反而告诉他：查了些资
料，旱獭也属对草场有破坏行为
的动物之一，它会储备草根，冬眠
之前就用储备的草根渡日，人若
找到它储食的洞口，有时可得上
百斤的草根。友人还说，“雪猪”
皮现在有望卖上好价，因为“雪
猪”皮上色比别的皮容易，而且不
易褪色。吴兄若有意不妨弄一些
皮子出来… …

吴主任不以为然，他想写信
告诉友人，那所谓的“草根”，在自
己工作的地方，藏族同胞叫“卓
麻”，本地汉族人叫做“人参果”。
至于“雪猪”皮的用途，吴主任只
听说可以除风湿。但他到底没有
写信给友人说起这些。他逢人就
问相不相信老鹰会帮“雪猪”搬
家，不论别人回答相不相信，他也
不放在心里，因为他自己就一直
都没有想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