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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可分为四个时期，
即 1935 年 5 月——1936 年 9 月红军长征时
期；1950年——1954年甘孜解放，西藏和平
解放时期；1956年——1959年民改平叛、“四
反”运动时期；1960年——至今和平稳定发展
时期。

1934年，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1935年5月
——1936年9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
入甘孜州15个县（泸定、丹巴、道孚、炉霍、甘
孜、康定、雅江、得荣、巴塘、白玉、稻城、乡城、
理塘、新龙、色达），活动期长达17个月。甘孜
州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停留时间最长、
所处环境最艰险的地区。在整个红军长征史

上实属罕见。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

桥，粉碎了蒋介石企图让朱、毛红军成为第二
个石达开的梦想，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
迹，打通了北上抗日的通道，泸定桥因此成为
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誉为“十三根
铁链撑起了通往共和国之路”。毛泽东同志也
为此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千古绝唱的
著名诗句。

泸定会议
5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泸

定。为确定北上路线，中央在泸定城隍庙召开
了泸定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同志。会议分
析了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
定避实就虚，避开人口稠密，敌人防守严密的
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带去会合红四方面
军。会议同时决定，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
区党的组织。这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长
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建立藏族第一支革命武装——丹巴藏民
独立师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进占丹巴
县。在丹巴境内及康定金汤、鱼通、泸定岚安
等地区成立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以
丹巴为根据地，实施《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
划》。1935年12月，红军在丹巴成立丹巴藏民

独立师，藏民麻孜·阿布（马俊）出任师长，大
金省委宣传部长、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红
军干部金世柏任副师长。全师三个团，兵员最
多时达两千余人。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

马俊，藏名麻孜·阿布，丹巴县城厢白呷
村人。家父阿交为二十四村千户扬国林手下
一小头人。马俊成年后，在千户扬国林家当通
司（翻译）。红军攻占懋功，他主动为红军当翻
译、向导。1935年10月15日，红军南下攻占
丹巴西和桥时，他组织十几名青年好友抢修
被破坏的西河桥，迎接红军入城。红军占领丹
巴县城后，组建藏民独立团，他被任命为团
长。独立团扩建为独立师，他被任命为师长。

红色记忆之红军在甘孜

“春光夜雨山塘满，十里蛙声远。”
瑞金丘陵地带水源丰富，多山塘。我们的祖先实在是

聪明，从干旱的中原一路跋涉寻觅而来，到了这里有山有
水的富饶宜居之处。他们傍水而居，筑土为堤、蓄水为塘，
故而以“塘”、“陂”、“湖”、“堰”等等与水有关为名的村子
多得难以一一说清。解放后，更是修大小水库一百多座。

而塘，就是他们更早利用水的智慧结晶。塘者，堤岸
也。建安七子刘桢云：方者为塘，圆者为池，所以合称“池
塘”。浙江人把塘读为“铜”，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因此发了
财。还有的地方读为“掏”。而我们瑞金客家人则笑眯眯地
读为“糖”，甜滋滋地粘着这一汪汪甜水舍不得离去。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真的，没有水，
哪有我？瑞金这些客家人就与塘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活在
丘陵一带的人从此就把“塘”当着了自己的村名，恰如许
许多多的人把“富、福、贵、寿”之类的字，嵌入自己的辈分
和尊号。

于是，我们瑞金出现了以塘为名的许许多多村庄。莲
塘排、塅心塘、绵塘、塘都（瑞林）、塘垇（瑞林）、塘湾、山塘
坝、横溪塘（沙洲坝）、塘屋……人情世故，尽在其中。

方位不够，以姓为标：罗屋塘、王屋塘（叶坪）、曾屋塘
（云石山）、谢塘（丁陂）、谢屋塘（沙洲坝）、刘文塘（叶坪）、
钟屋塘、华塘、夏塘……总之塘随人名之。

姓之不足，辅以愿望：金塘、官塘、龙塘、龙井塘、老富
塘（壬田）、富盛塘（谢访），这也许不是记载，可能更多的
是某种期盼。

姓氏说不清，以地形地貌特点标之：黄泥塘（壬田）、
乌泥塘（叶坪）、沙子塘、湾子塘（壬田）、塘头角（黄柏）、白
沙塘（万田）、姜头塘（叶坪）、曲塘、园眼塘、鸡公塘、木塘、
布塘……

由程度的村名：新塘、深塘、中塘、大塘、众塘、固塘、
铜锣塘、萍塘、斗塘、片塘（云石山）……

以环境为名的：鸭湖塘、西坑塘、高坑塘、大塘坑、大
塘岭、香塘垇、塘湖边（瑞林）、高毛塘（高茅，云石山）、竹
塘下（冈面）、蛤蟆塘、芭蕉塘（万田）、菖蒲塘（冈面）、石板
塘（壬田）、过路塘、麻沙塘、马迹塘、马荠塘……闭眼想
想，野鸭塘一定是野鸭在这里嘻戏；菱角塘水上一定漂满
了菱角，鱼儿在自由自在吧？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金塘、
莲塘、塘角仙……在银色的月光下，鱼鳞般的波纹如卷起
的竹席慢慢展开，宁静平和，那景致一定会让人陶醉吧？

象叫大塘面、莲塘、塘背、山塘的地方就多得不得了，
万田、拔英、瑞林都有叫禾塘的。

也有令人费解的村名，例如：伏塘（丁陂）、湴塘（黄
柏）、黄枝塘、蜡烛塘、连子塘（黄柏）、文兰塘、浩富塘
（沙洲坝）、雅沙塘（叶坪）、扶丘塘（沙洲坝）、狗婆塘
（壬田）、老虎塘、饭进塘（谢坊）、洗心塘、塘梨村下（日
东）等等。不知道当初何以起了此名。深究起来，想必各
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吧？不知绵贡之源有多少汪汪水
塘？有多少人家依水而居？大村千余人，小村不足十。每
个“塘村”，就是一部历史，浅浅小塘是我们的生命之
源，也是赣江源中的涓涓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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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走 廊

人类社会从狩猎到游牧，农耕过渡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规律，人类的祖先们从百草中选育
五谷，从万兽中驯化六畜，埏埴陶治制器，服
牛乘马致远。标志着人类已经步入文明时
代，同样，大约一万年前，青藏高原处处是成
群的野牦牛，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
原不少地区，随处可见野牦牛骨，且野牦牛、
野驴栖息范围比现今大得多，今天已绝迹地
区，如川西高原、青海东南部，在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经常可见成群的野牦牛、野
驴，一些牧区自称他们的居住地是野牦牛、
野驴的世界。

那么，远古时代的人们，狩猎的过程也
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动物和认识动物的过程，
狩猎群体逐渐走向了驯服野生动物的时代。
有理由认为藏族先民是野牦牛的最早驯养
者，青藏高原是牦牛的发祥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丰富的游
牧化，据《五部遗教》、《柱间遗言》等文献中
记载，驯服凶猛的野牦牛，曾是古代藏民从
事的重要活动。从民间言语或故事中可以了
解到，当时驯服野牦者被视为英雄好汉，其
驯养方式是：首先把产下不久的牛犊带回后
拴在家附近，牛妈妈则跟随牛仔，每天接触
逐渐驯养，否则野性十足的适龄野牦牛捉回
家中是十分困难的，也不易驯化。如果要捉，
可捉 1—2 岁的小牛，捉牛先抓什么部位？
《格萨尔》中说，抓牛若不抓角尖、抓后脚，那
莫想抓住它。

这是游牧人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经验，
延续至今。人们往往把游牧与狩猎两个不同
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必然
的内在联系，然而从单一的狩猎走向驯兽，
基本脱离狩猎的历史过程也是漫长的，那
么，青藏高原上除了驯养野牦牛外，还有马、
羊等其它动物，它们又如何驯化。

《柱间遗言》中说：“野牦牛驯成”“雅”
“和”“直”（公牛、母牛）。牦公牛在藏语里称
“雅”，因野牦公牛称“仲雅”而得名。牦母牛
称“直”《格萨尔》史诗中说：“黑牦母牛是仲
（野牦牛）的后代，角毛好看赞美它”。该史书
中又说：“鹿雌雄驯化成黄牛，黄羊雌雄驯成
绵羊，獐雌雄驯成山羊。野驴雌雄驯成马，狼
雌雄驯成狗，农耕种植时兴起，畜牧业也从
那时候开始”。

同样在《格萨尔》史诗中说：“以前岭格
萨尔王，在高高的山上，猎杀野牦牛和野驴，
在低低的河谷边搭起黑帐篷，黑牦牛拴在套
绳上，马放周边、羊放山，以善治理本部落、
统摄彼部落，兄弟和睦，团结一致对外，惩罚
盗跖者、管好领地、时常放哨，成为岭国著名
的黑帐篷游牧部落”。这一段诠释了从狩猎
到从事畜牧业以及游牧部落基本的执政理
念，蕴含着一个漫长历史的演变过程。强盛
的岭国三大部落发祥于游牧地区，然而后来
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势力强大、不断向外扩
张、占领了很多农区，因而史诗中也有不少
的农耕文化的痕迹。

今天牦牛的祖先就是青藏高原上的野
牦牛，经过若干代的驯服，终于成为今天的
牦牛。畜牧业是藏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自古以来，这个民族把牦牛
视为珍宝，在藏语中牦牛有多种称谓，统称

“罗那”或“索”。前者为黑色之宝的意思，后
者为商品之意，向人们传达了牦牛在藏民经
济活动中所起的肯綮作用，牦公牛称“雅”，
牦母牛称“直”。

一些牧区称牦牛为“有脚的黄金”。俗话
说：“黑头（人）靠黑毛（牦牛），黑毛靠地毛
（草）”。同时，牦牛又是人与自然的一 种完美
契合，可以试想，人类生存极限的高海拔地
带，如果没有牦牛这一物种，那么谁来开辟占
领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又属于谁的？可以说驯
化牦牛的人是勇者，牦牛是宝物，他们为人类
文明史的画卷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
藏高原这一独特的地域养育了世界稀有物种
牦牛。而牦牛为人们奉献了不可替代的财富，
因此人们把牦牛视为珍宝，也是顺理成章的，
且在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牦牛文化。

藏文史书和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
藏民族的发祥地为西藏的雅隆河谷一带。这
一民族的称谓随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如
汉朝时代称“羌”，后汉史所称的“西山八国”
中的附国、白兰羌、牦牛羌、嘉良夷、越西、氐
羌等都是藏族的氐族部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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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多山雪（局部）高秀清 绘

老林里有的是干柴火，女转马忙着
一抱又一抱地捡回来，我则忙着在路人
已有的火坑上把火生起来。因为女转马
的吩咐，我又不敢拿锅去砸冰，取水烧
茶 ，只 有 静 静 地 坐 在 火 堆 旁 ，看 着 东
西，好像随时都有人跳出来抢走似的！

女转马一直捡到擦黑才把马子吆
回来，拴在离我很近的小树上，马上又
拿锅去小沟边砸冰取水。

女转马蹲着把茶烧好，把我的小马
褡和她的毛织包包拿到面前，双手把
长衣服下摆一拢一提，双脚一并，斜着
身子坐在我为她铺好的马垫子上，看
着我，露出整齐的白牙笑了，——对我
很有好感。

她从包里拿出茶碗、糌粑和几串干
元根条。我把带的白面馍、酥油、白糖
和煮熟的坨子肉、鸡蛋之类的全部拿
出来。我们边吃，我边问她的情况。她
懂的汉话实在有限，问了许久，勉强知
道她叫阿孜，断断续续读过两年书，家
住然西，离乡政府有大半天路。家中父
亲早年去世，还有母亲和小妹。母亲常
年有病，她成为里外一把手，不止一次
转过长途马。我听后很有些“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的感觉。

我 问 了 之 后 ，阿 孜 反 问 我 ：“ 你 的
……家乡的哪里有？爸爸……有没有？妈
妈……有没有？”我回答她说：“我的……
家乡的……内地有，爸爸有，妈妈有。”

阿孜听了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我理解她的意思应该是：赞成我离开家
乡工作，不赞成我离开父母这么远。

阿孜在紧挨火堆的大树下，理平一
块能睡觉的地方，示意我理铺休息。她
没有棉被，垫絮之类，不用理铺，就一
件从毛织包包里取出来的，明早翻山
必须穿的，淡红的、厚厚的普绒衣服，
睡时穿上，随地而卧。在藏区农家，自
制衣服普遍存在穿盖两用，家里家外
和衣而卧是习俗。

我理好铺，但没有马上睡，坐回火
堆旁烤火。忽明忽暗、时大时小的火光
照着我和阿孜，还有拴在旁边的枣红
马和近距离的树枝、树干。

灰暗的天空没有给我们一点光亮，
越看越黑的四周，无边无底的黑，好像
随时都有怪物跳出来吞噬我们……

阿孜拿起未吃的元根条，走到马跟

前，捧着跪坐下来慢慢喂马。回来之后
又拿起茶锅去百步之外——伸手不见五
指的小沟边砸冰取水，准备明早烧茶。

我 一 直 盯 着 她 慢 慢 消 失 在 火 光
之 外 的 黑 林 中 ，生 怕 她 就 此 出 点 意
外 ，直 到 她 端 着 水 锅 冒 出 身 来 ，我
的 悬 着 的 心 才 落 下 来 。

阿孜回来后把水放好，坐下来用手
拨弄烧短了的柴火。我们言语不大通，
交谈困难，说话很少，有时只有互相看
着。她看我时有笑容，但我还笑不出来。

过了一阵，阿孜又用手比划着催我
睡 。我 的 铺 位 离 枣 红 马 很 近—— 世 上
没有睡马，枣红马静静地站在那里，垂
着头，双眼一睁一闭的，或许这就是马
类最好的休息。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应
该先睡一觉，哪怕一会儿也好，否则明
早骑在马上打瞌睡摔下来，后果难料！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虽然强制自
己入睡，但始终睡不着。一来因为换了
地方，睡在荒郊野外；二来身旁还有个
似 乎 可 以 爱 的 漂 亮 姑 娘 ，—— 我 出 生
以来，还没有这样单独和一个姑娘相
处过，能入睡吗？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嗡——
嗡——”的叫声，既像哭又像嗥，山体
回音不断，四周充满了恐惧！我立刻意
识到：狼来了，一下坐了起来！

狼的叫声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的怕
惧随之增强，几乎不敢动。

看表时才十一点过，阿孜正在往火
堆里添柴火。这时我又意识到：我们到
了这里，阿孜忙着捡那么多柴火的又一
原因——狼怕火，怕光，只要有火光，狼
就不敢来了，可见阿孜是一个很有心计
的姑娘。

阿 孜 看 见 我 要 站 起 来 ，马 上 对 我
说 ：“ 你 …… 你 的 …… 不 要 动 ，狼 不 来
……”示意我继续睡。此时此刻，我哪
里还睡得着，就穿衣起来坐在阿孜旁
边 。阿 孜 用 手 指 向 对 面 ，我 就 看 见 不
远处有两只灰色的狼，它们迫不及待
地 在 原 地 打 转 、望 着 我 们 嗥 叫 ，而 又
无可奈何。

我看见阿孜旁边有一根长长的、燃
着 的 木 棒 ，我 要 伸 手 拿 时 ，她 抢 先 拿
起 ，把 燃 着 的 一 端 向 狼 的 方 向 一 戳
——我明白了，如果狼扑过来，她就用
火红的木棒对付。

格 萨 尔 论 坛

康 藏 随 笔

甘 孜 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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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为人们奉献了不可替代的财富，因
此人们把牦牛视为珍宝，也是顺理成章的，
且在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牦牛文化。

舌头打卷的话随处可见
静默站立的青稞架仰面朝天

青稞长得随风摇曳
青稞架等得不徐不疾

青稞还没发芽，青稞架就在等她
等她饱满成熟，等她喜庆出嫁

耐心虚拟爱情，青稞架与树荫说软话
——求求你，千万别把阳光拦下
让我的青稞快快长大

青稞成熟地黄，青稞架少有地慌

鸭子可以赶上架，青稞忸怩不往上爬
青稞架红着脸没办法，隔壁的苹果在笑他

青稞随风溜走了，空空而立青稞架

在藏区，你会看到一些打有孔眼栽在地下的木架子，
这就是青稞架。青稞架是由几根高大的木柱和一些木条
搭制而成，结构简单。在收获季节，藏民就把青稞放上面
晾晒。

天高云淡的季节里，青稞架屹立在草原上的秋风中，
背负起农牧民的丰收喜悦，和农牧民分享着一年辛勤的
成果，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关于青稞架，传说还闹出过笑话。美国通过卫星发现
在藏地竖立着许多“导弹发射架”，感到一阵恐慌，结果经
过调查，这些“导弹发射架”就是青稞架。

青
稞
架

行 吟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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