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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55

康巴文学

草木故园
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村民本是不速之

客。在发现有水有树后，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
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开始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见证甘孜

古人文雅消寒法
歌谣中的“觱篥”是古代的一种簧管乐

器，“盐虎”是指古代一种虎形的盐，在此比喻
所堆的雪人。歌谣诙谐幽默，生动形象地反
映了北方寒冷气候的变化。

康藏人文

俞林河
俞林河，那条南高北低逆向倒淌的河流，源于贡

嘎雪水，与折朵河、雅拉河汇于瓦斯河，在康定崇山峻
岭间交织，构成了个天生的巨大‘拥忠’十字旋，纵横
百里，彰显着广宇永宙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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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州，在这
里居住着一群智慧的彝族人，他们将自己
独特的智慧藏于服饰内，别出心裁之余也
体现了传承的意义。先祖们把具有教育、警
醒等思想融合在服饰中，让后辈子孙穿戴
这些服饰的时候，牢记祖先的教导，时时提
醒自己、勉励自己。

彝族服饰最显眼的是头饰，男性头饰
叫“竹笋”。各地的彝族成年男子头上都有
用布包裹着一个头帕，并且在左眼上方的
头帕上，用布特别包裹了一根外形酷似竹
笋的尖形状物在上面。这根外形像竹笋的
东西，它的原型就是一根竹笋，因此，彝族
祖先们把这种头饰叫竹笋头饰或者竹笋头
结。彝族祖先们为什么要在头上插一根竹
笋?它也并没有那么好看，而且在穿戴时非
常费时费力，非常的麻烦。可是，祖先们仍
然不厌其烦地将它顶在头上，这样做究竟
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彝
族人口少，祖先们衡量一个家族是否强大，
就看这个家族的人丁是否兴旺。如果这个
家族后代子孙多，表明这个家族能够兴旺
发达。反之，如果后代子孙很少，就表明这
个家族正走向衰败。所以，每一个彝族祖先
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像雨后春笋一般成长。

彝族祖先们也常常用竹笋来比喻后代
子孙，这样的比喻流传至今的还很多。比
如，形容一个家族子孙后代多时，就说：“这
个家族的人像竹笋一样整整齐齐的。”而好
朋友之间相互祝福，祝愿对方的后代兴旺
发达时，也说 ：“愿你的子孙后代像竹笋一
样生长”。但后来，老前辈们经过观察发现，
一个家族的强大不仅需要人多，还需要对
这些后代子孙进行良好的教育。如果缺乏
良好的教育，即使人多，也只不过是一帮乌
合之众，没有几个成器的子孙，缺少教育的
这帮子孙，甚至可能依仗着人多，持强凌
弱、危害一方。

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子孙真
正强大呢?

彝族祖先们首先想到，要用前辈们留
下的智慧思想来教育后代，于是彝族祖先
们把代表后代子孙的竹笋插在头上，时时
提醒自己，强大后代子孙是必须用祖先的
思想来培育的。把竹笋插在头上，是时时
提醒我们，以免在忙碌地生活中忘记了教
育子孙这件大事。这种头饰，在远古时代
被祖先创造出来之后，在后来的几千年
里，随着彝族祖先向各地迁徙而居住九
龙，头饰也随之被带到九龙，它的提醒作
用也不仅仅限于佩戴者本人了。当他们看
见这种头饰时，长辈们自然就能想到，时
时要用祖先的智慧和思想来培育后人；晚
辈们看到它，也自然想到，要想成为有所
作为的人，就必须将自己扎根于祖先的智
慧里。这种提醒作用，真可谓是“一人穿
戴，万人受益”。

女性头饰与男性头饰区别挺大，九龙
彝族妇女头上会佩戴一种叫“哦尔”的头
饰，寓意期盼。它也是有子女的妇女专门
佩戴的一种头饰。至今，很多地方的彝族
妇女们都还保留这种头饰。在九龙彝族地
区，妇女们在结婚前、结婚后或者有子女
后，她们的穿戴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有子
女的妇女，她的头饰就必须有明显的标
志，“哦尔”就是其中的一种。( 哦：就是

“头”意思;尔：就是“包裹”的意思)“哦尔”
除了对有子女的妇女头部起到特殊保护
的意思外，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彝族祖先
们认为，保持家庭的稳定，对一个家族十
分重要。所以，结婚后一般不允许离婚，特
别是有了子女以后，离婚就等于毁了一个
家庭，是绝对不允许的。

（未完待续）

九龙彝族
服饰文化

◎沙马鲁石

寻梦大山与城市之间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王凌义，我州九龙籍人，90后,“凌义声音工作室”创始人、
“成都蜀国之声教育培训学校”播音发声教研室主任，其多部作
品在央视及各大卫视播出。王凌义已为企事业单位录制广告、
纪录片、宣传片数万部，并培养40余名优秀配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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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好奇、高兴欣喜，这是王凌义刚进大学的
写照。在学习专业知识、交识新朋友的日子里，他
也会想念家乡的老友，期盼假期早日来临，好与老
友相聚。

假期中，王凌义常常回到九龙。与朋友们吃
饭、唱歌、耍坝子后，王凌义发现面对未来，他们都
抱着“毕业再说”的心态。与此同时，多数大学同学
对未来也没有特定的规划。“每年数万计的播音毕
业生走向社会，我可不想迷茫度日。”王凌义心中
掠过一丝危机感。

王凌义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并开始行动。
大二上学期，他做起了婚礼主持，他几乎跑遍

了成都及周边地区。第二学期，一次上网时，他发
现了中国配音网，浏览大半天后，他发现自己具备
配音所需的条件，于是决定一试。他花费800元，
在淘宝店买了话筒、声卡和耳机。装备齐全，他的

“露声”生涯正式开始。
万事开头难，自己还是个无名小卒，如何在这

个行业立足？哪里需要配音的人？难道要直接去电
视台问？一时间，疑惑、纠结填满了王凌义的脑袋。

后来，王凌义发现，每到节庆日，大街小
巷的店铺门口都放有大音箱，各类促销的叫
卖声从其中传出。“就从它开始吧。”王凌义告
诉自己。

满怀忐忑，王凌义走进了一家商店，“是否需
要叫卖录音，我可以免费录。”他小心翼翼地询问
老板，“需要，谢谢！”老板的回答让他定了心。捣鼓
几天后，他将录好的叫卖声交给了老板。

“能不能帮我们也录几条。”一天，王凌义正在
寝室练习配音，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原来，先前那
位老板用了王凌义的录音后，生意更好了，便将他
推荐给了其它店铺老板。

那通电话犹如导火索，直接让王凌义的激情
燃到了最高点：“只要能录音，我可以不休息。白天
人多车多，各种杂音不断传入麦克风，只能等到晚
上录才有效果。”

那段时间，每到晚上11点，类似“好消息、好
消息......”的声音就会在王凌义的寝室响起。随着
录音单量的提高，晚上时间不够用了，他拿出所有
积蓄，在淘宝上买了隔音材料，将卧室捣腾到能在
白天录音。

在他录了几百条叫卖声后，嗓子不行了。王
凌义这才深刻认识到专业基础的重要性。至此之
后，每天早上六点半，在学校湖边、树旁，都能见
到王凌义进行开嗓、气息共鸣、咬字等共20步的
练声训练。长期以往，王凌义终于将肉嗓练成了

“铁嗓”。
“那种促销叫卖还不能叫配音，那段时间也还

不能叫创业，但那段经历是十分宝贵的。”回首刚
起步的“露声”岁月，王凌义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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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依旧闷热，采访在“蜀国之声”学校的大厅里继
续着。“您与‘蜀国之声’是如何结缘？”采访本已翻了几
篇，记者很想知道身处之地与王凌义的故事。

“那要从我大三下学期说起。”记者又随同王凌义
“穿越”到了过去。当时，“蜀国之声”学校正在招聘教师，
他抱着锻炼自己的心态投递了简历。没过多久，学校就
联系他面试。面试那天，他在现场试讲了近一个小时。一
个多星期后，学校通知他去上课。如此，他便与“蜀国之
声”结缘。之后，王凌义一直在校负责相关课程培训的声
音塑造与表达。

在“蜀国之声”几年的打磨，王凌义成长了不少。
他谈到：“刚开始讲课时，我都是借助多媒体，实际

操作的东西很少。”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深知如果继续那
样上课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于是，钻研专业书籍，请教资
深老师，调整教学方式，王凌义不断提升自己。

逐渐，王凌义的课堂上，少了理论性东西，多了实
践操作，到现在，实践内容占到了他每堂课的百分之八
十。“王老师的课，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学到的东
西很适用，进步更是显而易见。”几名学生做出了几乎
相同的回答。

除开“蜀国之声”教师这个身份，王凌义还是“凌义
声音工作室”的创始人。该工作室创立于2013年，每当

“蜀国之声”没课时，王凌义就坚守在这里。每天早上九
点，录音，配音，他忙碌不停，直至当夜9点。

在工作室，他几乎每天都有门“必修课”，即中途不
喝水连续配音七八个小时；他也曾一天配音四五万字、
连续三天录音不休息。“幸亏大学时候练就了‘铁嗓’，否
则根本不能创下如此战绩。”王凌义打趣地告诉记者。

在成都立业后，王凌义没有断掉与藏区、与家乡的
联系。

2014年，他为来自青海、西藏、和四川的藏族同胞
讲授了为期两个月的汉语课。之后，王凌义为日喀则电
视台、道孚电视台、稻城电视台等录制数十部专题片、纪
录片。2017年，王凌义又录制五期《甘孜日报》语音版、
数十期《康巴悦读》栏目。

从高原到都市，回望故土，王凌义表示，是家乡孕育了
自己，并给予自己翱翔的力量，家乡是他的根。他坦言：“读
大学时，从家到学校要十几个小时，并且只能坐客车。而我
现在回家，大多坐飞机。甘孜的变化，正在说明它已经开始
迈向新型、和谐、进步的新天地。”

“家乡在发展进步，作为家乡的青年，我不能掉链
子。”王凌义时刻提醒自己，同时，他也寄语广大甘孜青
年：比我们优秀的人很多，希望大家都能行动起来，共创
家乡的美好未来。目前，王凌义的工作室正在筹备“网络
配音”项目，王凌义希望通过努力能成为李立宏那样的
人，为类似《舌尖上的中国》节目配音。

“共创家乡美好未来”——采访结束，记者耳边回荡
着王凌义的话。高楼林立、机场高速、文旅相容、百姓安
康......在甘孜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王凌义”们正在新
的时代放飞自己的梦想。

打开“声音”的翅膀

在首届“《康巴·悦读》优秀作品
年度评选颁奖盛典”上，王凌义荣获
特别贡献奖；现场，他以精彩的即
兴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约定好时间，记者与王
凌义在成都见面。

从成都建川梦追湾公
馆朝街口方向行走约100
米，再乘电梯至四楼，便到
了“成都蜀国之声职业技
能学校”，这是王凌义工作
地之一。他邀记者来到一
张小方桌跟前，开始了本
次采访。

要谈王凌义与朗诵配
音，就要从他小时候说起。沿
着回忆的轨道，王凌义将记者
带到了他的孩童时期。无拘无
束、活蹦乱跳，总结起儿时生活，
他满脸笑意。

那时，他迷恋《四驱兄弟》，一
辆玩具赛车能让他高兴得夜不能
寐；他也无数次许愿自己快快长
高，好在篮球场上一展风采。一天，
结束玩耍归家的他，被正在播放的
央视“新闻联播”吸引，“当时很喜
欢主持人的声音。”他告诉记者，因
为“喜欢”，那一天，他忘记了玩耍
回家后要先洗手，直接坐到沙发
上，目不转睛盯着电视。

时间久了，仅收看“新闻联
播”已满足不了王凌义。于是，“四
川新闻”、“午间新闻”、“财经新
闻”，他为自己增添了新的“食粮”，
并试着学习每档新闻的主持人说
话。“不错，儿子，喜欢就大胆学
吧。”父母的鼓励让他充满力量，除
开每天必看的各类新闻，他又为朗
诵类节目留了专门的时间。

就这样，看新闻、听朗诵、学发
声与玩具、游戏，非常平衡地融合
在王凌义的孩童时代。转眼，王凌
义跨入了初中校门，学习任务重了
不少，但他没有落下以往“看听学”
的练习。

一次政治课上，他坚持了多
年的“看听学”得到了认可。当
时，老师让他朗读一段文字。“你
读得很像新闻主持人，以后可以
去考播音专业。”朗读结束，老师
的点评让他又惊又喜。“我能说
得像那些主持人一样好？我能考
上播音专业？”政治课结束了，他
内心的碰撞却持续了很久。

叮铃铃......无数遍上下课铃
声中，王凌义结束了初中生活，假
期很快过去，他升入了九龙中学
高中部。

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寝室，和
班上40多名同学一样，王凌义过
着三点一线的日子，并将多数精
力放在了文化课上。王凌义决定
为自己拼搏一番，立志三年后报
考播音专业。

为了梦想，王凌义专门到四
川广电集团进行相关学习，并开始
严格而又广泛的朗读和学习。家
里、教室里、书包里装着他的课外
读物；小说、诗歌、各类历史丛书，
他记不清读了多少本。王凌义只知
道播音艺考时有个叫《主持人即兴
口语表达》的项目，要做到无稿播
音、出口成章。

高中的学习结束，那一年，王凌
义考上了成都大学播音专业。

王凌义在工作室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