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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相遇香巴拉》引起拉脱维亚观众热烈反响
中国驻拉脱维亚使馆8日在里加的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举行《相遇香巴拉》电影招待会，影片引起拉脱维亚观众热烈反响。
《相遇香巴拉》是一部介绍藏区各族人民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的纪录影片，拉脱维亚学术界、文艺界、对华友好人士等近300人前来观看。
拉脱维亚汉学家、拉脱维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阿吉塔·鲍葛薇在招待会上致辞说：“《相遇香巴拉》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西藏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拉脱

维亚人亲自前往世界上这个独一无二的地区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
拉脱维亚留华同学会会长卡琳娜·叶尔马卡对中国怀有特别的感情。她在看完影片后对记者说：“我没去过西藏，但是看过影片后很想去。我感动得哭了。那

边的人很善良，自然环境也漂亮，风景如画。”
中国驻拉脱维亚使馆临时代办孙应来在招待会上致辞说，今年恰逢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下，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极

大提升，生态、宗教、文化、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据新华社

1993年以前，当时主持刊物工作的副
主编马淑湘想退休，她找到我，让我参与贡
嘎山杂志社领导的竞选，因为当时担任主
编必须是中共党员，我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参加民主竞选可以，但必须是竞选主编，如
是副主编，我就不参加民主选举了。经过州
委宣传部同意，我参加了竞选，并以7比1
的绝对优势当选贡嘎山杂志社主编。

文学热闹的时代过去了，虽然《贡嘎
山》杂志一直是财政全额拨款，但进入九十
年代后办刊经费一直没有增加，8期刊物只
有不到4万元，员工们更是除了每月8元的
奖金外，没有任何的额外收入。针对这样的
现状，我想了各种办法，找老板，找合作，
《贡嘎山》杂志只有主编，没有社长这个职
务，我想到下海去闯海南的胡杰，给他社长
这个头衔，他为我们提供经费，就这样单位
员工，每月增加了100元的收入，又和《甘
孜报》的记者们合作去县上拉专版等。这时
《贡嘎山》汉文版只有贺志富和我两个编
辑，作者队伍也严重萎缩，下海的下海，当
官的当官，很多作者都不写东西了。九十年
代初，全省公开出版发行的汉文刊物，只有
《贡嘎山》还是季刊，其他的都办成了双月
刊了。为此我和几个热爱写作的作者商议，
请他们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于是我聘请
欧阳美书为编辑部主任，聘请冉仲景、陈思
俊、李东辉为编辑，李东辉还兼任出纳。同
时，我鼓动文联常务副主席翁日加成立了
甘孜州文联姑咱地区文学学会，作为州文
联的直属协会，由欧阳美书担任会长，将我
州的康定民族师专、卫生学校、财贸学校、
工业学校、林业技术学校等几所大中专学
校的师生组织起来，办文学社，搞诗歌朗诵
比赛等，这为我州青黄不接的队伍续上了
一口气。为节约成本，我们跑印刷，当时康
定县印刷厂还不具备印刷刊物的条件，我
们想各种办法，为节约成本将刊物拿到康
定县印刷厂印刷，终于在1994年将《贡嘎
山》杂志汉文版办成了双月刊。我们每个人
都尽心为作者服务，给来稿作者回信改稿，
为节约成本及补贴几个特邀编辑，想出了
来稿中附上1元人民币就必回复的办法，
引来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来稿，除了回复作
者外，我们还用这些经费，办了一份《贡嘎
山诗歌报》，这个报纸出版了四期，在校园
诗歌作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被《诗刊》
杂志一次就选载了八位学生的诗歌作品。

从培养我州基本作者着手，同时我们
还关注全国各地的作者，在刊物上专门开
辟了青年作家作品选这个栏目，发表了许
多当时还名不见经传，而今在全国都很有
名气的作家作品。

1995年，因欧阳美书下海经商，陈光文
调到刊物担任编辑，聘任编辑部的工作就
此结束，虽然时间短暂，但为《贡嘎山》刊
物，为我州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95年后，我们对于《贡嘎山》汉文版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版，欲以更加灵活的青
春气息，给刊物找出一条生存路子，但印
刷、纸张、发行、人工的快速增长，仅有的那
点办刊经费越来越不够了，我找到当时的
常务副州长刘永富，请他解决办刊经费。在
州里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刘永福给我
们增加了一万元，还不纳入预算，年底才由
财政补给。即使这样，经费仍然不够，我们
想尽各种办法，卖刊号的事我也干过，只为
能够节约印刷费，为此也让当时的文联领
导两次陪我在省新闻出版局作了检查。那
几年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一味的强调要
把刊物走向市场，这也给财政上找到借口，
经常说让我们自负盈亏，为此常常与财政
的人产生矛盾。我和陈光文去找成都的书
商合作，想通过他们的渠道，让杂志走市场
发行的路，1998年《贡嘎山》第一期就是这
种尝试，这期也是《贡嘎山》创刊以来印得
最多的一期，1万5千本杂志，最终还是没
有赚到钱，最后处理给三渠道的反而还收
回了一些印刷费。之后，我又与书商合作，
出版了1998年2、3期合刊的雅文萃，在没
用单位一分钱的情况下，我俩把工资全都
赔了进去，还是没能将刊物带出困境。我们
的种种努力，也被省新闻出版局的期刊处长
徐登明看在眼里，他让我不要乱闯，要找认
真做文化的公司合作，他建议我们与远近文
化公司的杨君伟联系，看能否找到合作的方
法。经过1999年的再次努力，我们自身实在
无力完整的将刊物办下去，2000年开始与远
近文化公司合作，2000年第1期出版了《贡
嘎山西部人文地理》，我们都感觉刊物还不
错，但远近公司觉得市场收效不大，第2期
起改成《贡嘎山西部观察》，1999年，在我再
三请求下，州委宣传部批准我辞去主编职
务，任命陈光文为主编，但遭到陈光文的坚
决拒绝，交了一张假条到成都去了，我又代
替他坚守了一年主编的职责。2001年州委
宣传部任命贺志富为主编，与远近文化公司
的合作仍然继续进行，六期的印刷费用有了
着落，刊物为全彩页，我们每期编辑百分之
二十左右的稿件，稿费的压力也减少了很
多。其他版面只能让给别人了，以“贡嘎山”
（西部观察）为名，文化、经济、旅游、西部开
发等内容为主，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
努力保持着甘孜州的基本文学队伍不散，每
期都发表一些小说、散文，我的诗歌栏目，除
了基本的作者外，每期都推出一个重点作者
的组诗作品。

在全国期刊整顿中，各地的期刊纷纷
被砍掉，《甘孜报》都被砍掉一个刊号，藏、
汉文报纸共用一个刊号的情况下，我们最
终还是保下了甘孜州仅有的两个全国公开
出版发行的刊号，为我州保住了《贡嘎山》
杂志汉、藏文版两个刊物，在全省仅有的十
家文学刊物中，甘孜州占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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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0年，州委常务会作出纪要，
让财政支持杂志社的办刊经费，《贡嘎山》
杂志由州里自己来办，并通过考调解决编
辑力量不足的问题，尹向东和雍措通过考
调进入贡嘎山杂志社。2011年，经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贡嘎山》杂志汉文版由
原来的纯文学刊物改版为文化综合类刊
物，在印刷、纸张及编排上，实行了全彩版
印刷。2011年底，贺志富年龄到了退休，
州委宣传部原部长毕世祥和州文联常务
副主席格绒追美与我商议，让我再次担任
主编，时隔十年后，我又回到这个熟悉的
岗位。时过境迁，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虽然经费依然没有达到我们的
需求，但至少不再为经费操心太多了。

这又是一次起步，陈光文、高相惠、刘
桂萍、贺志富等都已退休，除了我这个“老
人”，贡嘎山杂志社已大变样了。

我的编辑思路也得重新调整。但骨子
里的为我州培养作家的使命却从没改变
过。州文联也换了领导，格绒追美从文化
局调来担任常务副主席，作家出身的他，
自然知道刊物的重要。过去的日子，刊物
与文联的配合不是很多，现在格绒追美来
了，我们自然地配合着文联的工作，从封
面到内文都进行了改版，摄影、美书、书法
都有栏目，基本上将我州比较好的摄影
家、美术家、书法家的作品，在刊物上进行
了全面展示，州文联下面的作协、摄协、美
协、书协等都与《贡嘎山》杂志产生了密切
的联系，杂志社起到了梳理队伍、弘扬文
化、扩大我州影响的作用。

而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培
养作者。2013年，还是泸定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的陈明凯联系了大岗山电站的领导，第
四届《贡嘎山》笔会在石棉县境内的挖角坝
大岗山电站召开，电站为我们提供餐食优惠
住宿，我们为电站宣传并培训新闻作者。这
是继1992年以来21年后召开的又一次笔
会，也是《贡嘎山》杂志唯一一次不在州内召
开的笔会。这次以汉文作者为主，邀请了从
我州走出去的作家嘎子、诗人冉仲景、《甘孜
日报》副刊责任编辑杨丹叔等举办讲座，这
次笔会有扎西为代表的三位藏文作者参加。
2014年，第五届笔会在泸定磨西海螺沟管
理局召开，这次笔会虽然也是以汉文作者为
主，但藏文作者增加到了6位，格绒追美和
我与参加笔会的藏文作者座谈商议，能否将
藏文刊物办成季刊和召开藏文笔会。（因为
经费、人员等问题，1994年就已批准为季刊
的藏文，只在1995年一年办成过季刊，藏文
编辑只有岑琴一人，其间先后有邓珠拉姆、
格桑曲批、布洛、益西等特邀编辑参与到编
辑工作中来），笔会期间，我州作家诗人郭昌
平、达真、窦零、欧阳美书等举办讲座。参加
笔会的藏文作者们热情很高，我们请《甘孜
日报》副总编辑扎西出面担任《贡嘎山》杂志
藏文版执行主编，借调郎加到编辑部参与编
辑工作，色达的东珠主动请缨，会上决定，
《贡嘎山》杂志藏文版在2016年起办成季
刊，2016年夏季在色达召开藏文笔会。

2015的海螺沟笔会，也是《贡嘎山》

杂志的转折点，这次笔会，解决了藏文刊
物的问题，也为我州今后的藏汉文创作均
衡发展打下基础。

2016年，藏文刊物如愿办成了季刊，
藏文笔会也如期在色达召开，以色达为
主，兼及州内各地作者，参加笔会的藏文
作者超过百人，笔会邀请了我州的格萨尔
专家益邛和两位青海著名藏文作家扎西
东珠、尖梅朵授课。这是我州藏文文学创
作的一次盛会，宣传了刊物，扩大了队伍，
增强了信心。继2016年藏文刊物办成季
刊后，2017年我们再进一步将藏文刊物
办成了全彩印双月刊，并在康定继续举办
藏文创作笔会，继续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教
授作家扎巴、索朗加、根秋多吉来讲课。通
过连续两次的藏文笔会，建立起了一支稳
定的藏文创作队伍。

2017、2018连续两年，在甘孜州新闻
出版局的经费支持下，我们举办了藏汉文
作者参加的泸定笔会和康定笔会。

在康定笔会，邀请了《四川文学》副主
编卓慧、《星星》诗刊编辑黎阳、《剑南文学》
主编王德宝、《草地》主编蓝晓梅等作家、诗
人等讲课座谈，西南民族大学的教授德吉
草，作家东曲西、格尼也举办了讲座。贡嘎
山杂志社的藏、汉文编辑们都参加主持并
讲课，编辑们自身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2017年、2018年，《贡嘎山》杂志藏汉
文版从征集、选稿到后期评审，积极参与
理塘仓央嘉措诗歌节的活动。

2018年，在州委宣传部相洛部长的
督促关心下，《贡嘎山》藏汉文杂志编辑
和相关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四川省藏文学
校、四川民族学院、康定市新都桥藏文中
学，发掘了校园作者，扩大了刊物在学生
中的影响。

2012年起，《贡嘎山》杂志藏、汉文版
每年都评选出年度优秀作品奖，除文联和
贡嘎山杂志社的人员不参加评选外，有近
百人获得了年度优秀作品奖。

纵观37年的编辑生涯，因为热爱，我始
终坚守在《贡嘎山》编辑的这个岗位，八十年
代中后期，四川民族出版社、《星星》诗刊、
《四川文学》等刊社都曾向我发出过邀请，州
里相关领导也动员我去县上担任党外人士
副县长，我也有过动摇，但最后我还是选择
留在了贡嘎山杂志社。除了坚持自己的诗歌
创作外，我将所有的经历都投入到培养甘孜
州及藏区的文学作者上来，上班谈的是文
学，下了班依然是与喜爱文学的作者们在一
起。我的老宅曾是作者们的长聚之地，很多
作家和我州的作者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
过它。就像诗人窦零说的“固守家园是一种
高尚的罪恶”，我依然愿意在这样的“罪恶”
中再坚持到退休。回顾从21岁分配到贡嘎
山杂志社，至今我也快到58岁了，从参加工
作到退休都从未变动单位，在全国的出版系
统里，也应该是很少的。

2019年，注定是《贡嘎山》杂志非常有
纪念意义的一年，藏文杂志已经100期了，
本期汉文也到200期了，在六月，我们将以
隆重方式举办多种活动来纪念双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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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贡嘎山杂志社藏汉文笔会会场。

（上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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