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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

4月12日，我州召开扶贫领域典型案件警示
教育电视电话会。在慨叹“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之时，为贪腐分子被查处而拍手称快的同时，我们
也心生悲凉：本该作“雪中送炭”之善，却行“雪上
加霜”之恶，连扶贫资金都“雁过拔毛”，你的悲悯
之心哪去了？

悲悯：悲是慈悲，悯是体恤。悲悯是对弱小的
怜惜，是对无助的体恤，是对一切生命的珍爱。万
物本自一体，换位思考，看见他人痛，我们怎能不
动恻隐之心呢！

悲悯是善的本质、是善的源头、是善的表现。
有着悲悯之心，就会尊重弱小生命的存在，去关注
他们的疾苦、艰辛和期盼，就会在生活有余力的时
候，及时搀扶他人、帮助他人，俯下身来切切实实
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会奉献一份作
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悲悯之心使我们有血有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悲悯之心使我们心怀热忱坦荡面对复杂的世界，悲
悯之心使我们心存感恩回馈这个多情的世界。

世人当有悲悯之心，但悲悯之心不是与生俱
来的。如何方有悲悯之心？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人性是复杂
的，人所处的社会也是复杂的，绝对不做坏事是很
难的。但“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只要
我们一心向善，不断提升自己，一个“行仁”的人，
做坏事的概率肯定会小很多。当你心存仁心时，
你对人世间就会多一份悲悯，你的心灵就少一分
恶念。这正如原南斯拉夫的忒瑞莎修女所说：一
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

悲悯之心，是作为人的基本素养。丢掉悲悯之
心，最终丢掉的将是社会良知和道德文化的灵魂。

存一颗悲悯之心，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胸口跳
动着炙热的心脏。

世人当有悲悯心

每周锐评每周锐评

康巴三条河康巴三条河

由云南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独立出品的新音乐专辑《梦回巴拉格
宗》今年2月已向全国发行。

该专辑以巴拉格宗的神山、圣地、千年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以及自开发以来的艰辛历程和期间的
感人故事相融合，为使专辑制作获得突破，公司特
别邀请国内渐受注目的新锐导演孔嘉欢拍摄制
作，并邀请齐旦布、扎西顿珠、扎西尼玛、次仁桑珠、
雪莲三姐妹、根呷、卓玛加、泽旺拉姆、卓玛央宗、央
金次卓等十三位著名藏族歌手强势加盟，专辑共
计17首曲目，囊括了各式风格，有的低吟着浓郁爱
恋、有的充满了欢乐祥和、有的诉说着无尽的思
念、有的细数着大山人的情怀和毅志。（香格里拉网）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对外
披露，伴随天气转暖，嘉塘草原已迎来濒危指示性
物种黑颈鹤310只，其中最大种群达240只，为有记
录以来最大值。嘉塘草原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境内第二大草原，平均海拔超过3700米。2014
年，迁徙至此的黑颈鹤数量为170余只；至2015年
时达到285只；2016年和2017年时均超过300只。
据了解，此次监测中还发现有灰鹤、斑头雁、赤麻鸭、
高山兀鹫、大鵟、角百灵等10余种鸟类。（中国西藏网）

黑颈鹤徙居玉树州嘉塘草原
最大种群达240只

近年来，芒康县为切实推动全县文化文艺事
业繁荣发展，积极加大文化平台创建、传统资源挖
掘和激发传统艺术活力三方面工作，实现文化传
承保护从“标本化”向“活力化”转变。

创建县级文化平台,以县文联为牵头单位，创
办《善妙之花》杂志，围绕芒康县文学发展和文艺
创作为核心，旨在推进县域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
承，为文化事业发展搭建好平台。

加大传统资源挖掘。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发
掘和保护，筹措48万元文化创作专项资金，用于传
统文化的搜集、整理和创作，新挖掘市级非遗项目2
个，完成了国家级3个、自治区级1个、市级2个、县级
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归档整理。（中国西藏网昌都频道）

昌都芒康县
探索传统文化保护机制

迪庆《梦回巴拉格宗》专辑
面向全国发行

色达是格萨尔王的故乡，宽阔的金马
草原传唱着不朽的英雄史诗。在这里，藏
族文化底蕴隐秘而丰富、久远而新鲜，让
耳濡目染的达机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与众多作家习惯抒写自己熟悉的领
域一样，生长在金马草原牧民家里的达
机始终没有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
土地。作为色达县大则乡的乡长，他深
爱着这块热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民
族。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朵
花，每一条河，化为生命燃烧的火焰，驱
散了高原几许风暴霜雪，化解了“生命禁
区”几多悲凉肃杀，振奋了满腔热血，给
他写作的理想和激情。

达机是听着《格萨尔王传》长大的。
在达机心里，民族文化是创作的筋骨，它
折射的是藏民族的深厚底蕴，透溢出藏
民族的信念和追求。民族文化给现实以
慰藉，对未来以憧憬，是理想的酥油灯。
正是有了民族文化的滋养，藏族才成为
一个富有创造才华的民族，一个热爱生
活、热爱真善美、热爱艺术的民族。

语言是人们生存的基本工具，母语
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一个民族的语言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达机念念不忘他初
中学过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这篇小说给予他深刻影响，让他深深地
爱上了自己的母语并进行母语写作。坚
持藏族母语创作，他要留住民族长期生
存的灵魂。

康巴地区的藏文化有着独特的风格
和魅力。在这里，既可观赏到其它藏区
一样的藏文化与雪域高原景观，又可以
领略到与其他藏区都没有的特殊的人文
风情。擎灯而行，达机说自己就是一个
传递者。先辈留下如此灿烂丰厚的文化
遗产，作为子孙后代，责无旁贷的义务就
是继承先辈的优秀文化遗产，让其发扬
光大，永远发出光和热，照耀人类文明发
展的道路。达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展现康巴藏区独具一格的丰富人文，展
示一种新鲜而又久远的文化概貌，希望
通过自己的创作直面人生、直面生活，探
求藏区时代变革的真谛。

“康巴文化就是一盏酥油灯，既点亮
了我们的心灯，也需要我们不断往灯里添
注酥油，让这盏灯长明不息。”达机这名字
代表的是“兴旺、发达”的意思，达机希望
康巴文化永续发展、充满活力。他扎根本
土文化，剖析人性，作品表现民族特色、充
满正能量。他说自己愿意做一个擎灯人，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擎灯人，为康巴文
化的灯盏里注入浓郁的“酥油”。

达机如一匹骏马，驰骋在金马草
原。为了这片土地，为了这片土地上流
淌的文化和生活的人们，达机要永远笔
耕下去。正如他的小说，有了民族文化
做筋骨，也许有别离，有些许的惆怅；也
许有守望，有淡淡的忧伤，但最终都会走
出迷惘，绝没有心灵的流浪。

灯火雀跃，信念不灭，文学创作路漫
且长，达机步履绵延，迤逦而行。

擎一盏灯前行
——记甘孜州第二届文学奖获奖者、著名青年作家达机

■谢臣仁

在神秘的雪域甘孜，藏民
族的酥油灯具有特殊的符号意
义。一盏盏酥油灯被点亮，芬
芳氤氲，闪烁摇曳，吟诵着一个
个古老故事、传递着一个个虔
诚祝愿。

这是一片书写传奇的土地，
这是一片文化灿烂的土地。昨
日璀璨，今仍流芳，丰富多彩的
康藏文化在一代一代人的传递
中承续发展，矞矞皇皇。

我州第二届文学奖获奖者、
著名青年作家达机就是这众多
传递者之一。翻开他那满溢芬
芳的作品，优美的文字、跌宕的
情节、独特的风格、浓郁的文化
牵引着你走向作者隐秘的内心
世界，让你看到俊朗舒逸的他擎
一盏文学的酥油灯，行走在静默
如迷的康藏时光。

编者按：

康巴人文康巴人文

本期导读

康巴文学

诗画甘孜

康巴传媒扫一扫更精彩

藏语“绘画”一词译音为
“日姆”。它的创制有这样一
则古老而美丽的民间传说故
事。远古时期，在西藏雅隆
河谷……

——《“日姆”的传说》

这片土地，有星罗棋布
的河流，有庄严肃穆的信仰，
有悠闲自在的生活，更有花
开绚烂的数里桃花。现在开
始，计划着不远万里，向着得
荣桃花出发，过着世界上浪
漫的春天……

——《想寻人间四月天
误入得荣桃花源》

一盏“佛灯”点亮心灯

草原桑烟缭绕，牛粪火的芬芳中，一盏佛灯前，
有着怎样的众生相？这就是达机的短篇小说《佛
灯》，小说直面现实，呈现世象。随着情节的发展，
我们走进主人公的内心，倾听他诉说衷肠，随着作
者巧妙设置的情节而思绪飞翔。

反应藏区基层生活、普通藏人的传统美德和优
秀的藏族文化是达机创作的宗旨。《佛灯》在达机的
短篇小说集中极具代表性。短篇小说集共收集了
25篇短篇小说。其中《平凡的人》《房屋》《新单词》

《白花》等篇目通过基层藏族百姓琐碎而简单的日
常生活反映了当代藏族人的生活情趣和多彩梦想；

《生命》《佛灯》《放生》《吸血鬼》《黑牦牛》等篇目反
映藏族百姓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冲突，陈述现实
生活中存在的迷茫而追求美好祈愿；《慈祥的母亲》

《兄弟》《拉龙村的故事》等作品则反映普通藏族 百
姓的传统美德，为美好生活和高尚人格以指引。

达机钟爱于短篇小说写作。他说，短篇小说是
一切叙事艺术中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创造力的一种
体裁。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语言都有着严格的
要求。敲击一下键盘看似轻松随意，但在达机心
中，每敲击一下都小心翼翼，他要让每一个文字对
得起读者的期待。

对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达机用“真实”二字来表
达。他说，小说写来最终是给读者看的，而不是自
娱自乐的。创作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故事来源于日
常生活巧妙撷取。在色达的金马草原、农牧民家、
茶馆寺院、街头巷尾，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因为他知
道，形形色色的人和有意思的事是他创作的源泉。
他说：“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作品才真诚，才有感染
力和吸引力。”他的小说的素材和原型来源于生活，
有的甚至就是身边活脱脱的人、活生生的事。

达机喜欢观察周边的人群。与他一起在色达
县大则乡工作过的一名同事告诉笔者，有次，达机
定定地把他看了足足半小时，把他都吓着了，以为
达机精神出了问题。一问，达机回答说：“我在想，
你与我想写的小说里的人物很像。”这样的场景不
止一次，达机的专注构思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黑牦牛》中的格登、《生命》中的扎科，《朋友》
中的向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能在达机身边找
到原型。达机常常把小说念给身边的人听时，听
者听了一段后恍然大悟：“哦，写的是 xxx 哟！”来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最终回归到生活。达机的
文字充满烟火气，充满“牛粪味”，闪烁在佛灯中、
飘扬在风马上。

短篇小说《黑牦牛》是达机得意之作。这篇小
说2013年创造，发表在青海藏文大型文学期刊《章
恰尔》上。后来，《黑牦牛》荣获第六届四川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获奖原因是：短篇小说

《黑牦牛》立足藏区基层牧区群众生产、生活细微，
表达出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爱，并揭示出理性、科
学信仰对个体的规范和提升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我的文章没有固定风格。”文无定式正是达机
的风格。“文章各的风格、各有情趣、不千篇一律”正
是达机对自己行文的要求。

短篇小说《佛灯》的出版给达机极大激励，为他
点亮了一盏创作的心灯。“作家”二字在达机心目
中是个神圣的名词，每当提笔写作时他都审视自己
的思想，想想自己为谁写、为什么写。他心中有盏
酥油灯，他用写作点亮心中那盏灯，或许它的光芒
很微弱，但是却可以温暖心房，给自己和他人以光
亮，找到前行的方向。

唯有执着方不辜负人生

没有什么本领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什
么成就是俯仰即拾的，达机每个文字背后
是辛勤的耕耘。

金马草原流传着格萨尔王的传奇故
事，也形成了灿烂的格萨尔王文化。达机
是在奶奶讲述格萨尔王故事中长大的，富
有传奇的故事给达机以文学启蒙。

达机与书有缘，与文字结伴。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给予达机丰富的学
识和内涵。

读而优则作。书读多了，胸中自有丘
壑；用书中的故事观照现实，达机有了动笔
写作的冲动。这如火山般奔突的冲动呼唤
他把酝酿已久的故事写出来、把设构成型
的人物塑造出来。2008年，达机的处女作

《生命》出炉。这是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
说，达机倍加珍惜，决不让有瑕疵的作品面
世。他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师、
著名藏族作家扎巴的指导下，把这篇短篇
小说打磨了半年，可谓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一个词一个词地改，小说成型后立刻被《章
恰尔》发表。

拿到刊有自己小说的杂志，达机一遍
遍地摩挲纸页，把脸深埋在书页中嗅着油
墨的芬芳，心潮激昂。看到付出心血和汗
水的劳动变成一个个铅字，达机按捺不住
内心的喜悦，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文学创作的“开门红”让他信心倍增、
热情高涨。色达长冬无夏，四季有霜。在
别人眼中，这里很苦，苦日子却成就好作
品。作为一名乡镇干部，达机往往是白天
投身工作，入夜伏案笔耕。这一写，就写得

“刹不住车”。从2008年到2017年，达机创
作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
在《民族文学》《西藏文艺》《贡嘎山》《章恰
尔》《达塞尔》等文学刊物上屡屡惊艳亮相。

达机的作品故事生动感人、情节跌宕
起伏，文学性强、信息量大，赢得了众多“围
观”和“点赞”。 2011年短篇小说《根呷》荣
获《贡嘎山》杂志年度优秀小说奖，2015年
短篇小说《黑牦牛》荣获第六届四川少数民
族文学创造优秀作品奖，2017年荣获甘孜
第二届文学奖。达机成了名闻遐迩的用藏
族母语创作的青年作家。

达机曾阅读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
界》而泪流满面。他一直把“引人共鸣、发人
深省”八个字作为自己创作的一把“尺子”。
达机的长篇小说《人在旅途》出版后，“俘获”
了众多粉丝，当听说有读者阅读他的小说时
哭红了眼，他感到很欣慰，同时也感到责任
重大。读者认可、频频获奖，达机并没被冲
昏头脑，他说：“这是鼓励，也是鞭策，只有不
断提高作品质量，才能对得起这些厚爱。”

文学创作最不可超越的顶峰是自己。
如果得到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最终只会泯然众人也。达机没有停止不
前，他要创作新作品，要超越自己。

因为挚爱所以执着，唯有执着方不辜
负人生。“从《章恰尔》发表处女作出发，我
已经走过10年的创作路，但文学之路还很
漫长。”望着窗外穿透寒风的炽热阳光，达
机神情淡定。

民族文化是创作的筋骨

次 里 扎 西 还 有 一 个 习
惯，就是每天傍晚都会到二
楼的阳台上拉奏马尾胡，特
别是农忙时节，村里的男人
都已经累瘫在床上了，无力
外出散心。次里扎西会拿上
自己的马尾胡，坐到阳台上，
认真拉奏几首令人心动的弦
子曲……

——《修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