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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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十二月初少爷因为土登贡培（十三世达赖喇

嘛的贴身侍从）事件，被噶厦政府革职，遣送回
龙扎谿卡。这件事对格日旺久少爷的打击很大，
回来后，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都不见。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勉夫教子
“三苏”被后人赞为“一门三杰”，跻身于唐宋

八大家之列。之所以一门出三杰，是因为苏家有一
个好的“掌门人”，即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
亲程氏。

初见非遗大师
康藏人文

一个好的手艺不仅需要时间的沉淀，更是人们养
行修心的过程，它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和记
忆，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把一种热爱的精神代代相传
——致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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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本土建造》一书素材采
集相关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州民族博物馆
组建专门团队，开展相关素材采集工作。
州民族博物馆馆长、《本土建造》主编汤勇
是团队一员。

上世纪90年代，汤勇经常下乡。那时
候，翻过折多山，318线甘孜州境内沿途
几乎都可看见特色民居，它们一幢幢、一
片片扎根在蓝天白云之下。随着车辆行
进，房屋样式结构、色彩搭配、功能布局等
不停变换，不失为318线一道亮丽风景。

如今，行驶在318国道，曾经的一些
特色民居没了踪影，不光如此，想要找到
拥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民居十分困难。

“民居去哪儿了？鲜活的历史去哪儿了？”
汤勇不停追问着。怀念惋惜之时，汤勇愈
感保存好现有民居建筑的重要，他也深知
要编著《本土建造》一书，整个团队必须
精确采集第一手素材。

从《本土建造》正式“开工”那天，一场
跋山涉水的远征、一次次现实与理想碰撞
的旅程就开始了。

在雅江县境内徘徊几日后，《本土建
造》素材采集团队终于在西俄洛乡找到了
两栋代表性民居，这两栋民居为团队提供
了本地传统民居的实物资料，包括外观造
型、屋内装修、建房用材等，工作人员逐一
记录。

看着陌生人在自家屋内外忙碌，上
了年纪的女主人向工作人员询问道：“你
们测量房子是要帮我修新房子？邻居们都
修了新房。”不一会儿，得到回应后，女主
人的面色由先前的喜悦变为了失望。

告别女主人，团队工作人员们忧心
忡忡地回头张望。他们知道，指不定哪天，
伴着“轰隆”声响，眼前的屋子会永远消
失，鲜活的历史会画上句号。

在整个采集过程中，《本土建造》素
材采集团队遇到了不少类似的人和事。
在很多人眼里，传统民居只是一座房子，
相较于周边的水泥钢筋房，“老房子”是
破旧落后的象征。正如汤勇所说，老百姓
对传统民居重视度不高，对民居保存意
识被动多于主动，这源于他们站位不同、
需求不同；要想保留好代表性传统民居，
相关部门首先要考虑好百姓需求，并以
县级为基础，再发展到州级、省级，构筑
适当的保护层。

随后，在一次风貌改造评审会上，汤
勇又亲历了因素材不精确惹出的“笑话”。
当时，他看到一民居样式很奇怪，就向该
样式设计者提出了阅览基础素材的请求。

“我是根据甘孜州传统民居样式设计
的。”设计者边递素材边拍胸口，汤勇却愣
在了原地。原来，设计者的基础素材取自
风貌改造后的民居建筑，根本算不上甘孜
州传统民居。“采集标本都不正确，要是完
全参照并错误设计，那可怎么办？”汤勇根
本不敢想象。

汤勇告诉记者，当下，甘孜州现有民
居建筑本身留存的建筑样式、色彩、比例、
装饰等元素，都是历经千锤百炼之后得以
保存的鲜活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在返
璞归真浪潮之下，很多时候会将那些“留
存”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

汤勇认为，“留存”元素在被使用和
模仿之时，由于没有经过细致考究，毫无
章法地运用，甚至盲目改变建筑原有结构
比例、功能，使得很多现代新建的民居建
筑极为不协调，不仅丧失了原有美感，也
丢掉了实用性，更失去了历史性和地域
性，导致同质化严重，有千城一面的感觉
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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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烫样”，即中国古建筑

特有产物，通俗来讲，“烫样”和立

体模型差不多，通过展示拟建造

模型的“烫样”，可显示建筑整体

外观、内部构造等。

随着我州民族博物馆编撰的

书籍《本土建造》出版问世，甘孜

州民居建筑就此有了“烫样”参

考。从此，甘孜州民居建筑可以

“烫样”形式展示自身魅力。

“沉甸甸”——这是《本土建造》一
书给人的第一印象。

它棕黄色的封面，源于甘孜州民居
建筑常用的黄泥和青石条，将书靠近鼻
尖，仿佛还能闻到泥土的清香。单手托
着书，得稍用腕力，否则会闪到手指。

当然，它的“沉甸甸”绝非仅在物
理意义上。翻开书，一幅幅模型图像栩
栩如生，一段段文字解说恰如其分。瞬
间，厚重神秘之感直入心坎。

2017年9月，州民族博物馆馆长、
《本土建造》一书主编汤勇在故宫培训。
为让更多人提前了解《本土建造》一书，
汤勇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同行
展开宣传。

虽未见该书“庐山真面目”，看过相
关文字和图片后，三十多名同行却异口
同声赞叹道：“同时拥有几十种风格不
同的传统民居建筑，就全国范围来讲都
是少有，甘孜了不起！”

有别于其他专业书籍的呈现，《本
土建造》通过真实还原重建展现，深度
剖析了甘孜州各类民居可能存在实用
价值、美学价值、以及科学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人们还
未察觉之时，传统民居建筑已淡出了
视野，而《本土建造》一书存在的意义，
远不止暂时的客观记录。正如汤勇所
说：“它是提升城市形象的一项重要依
据，是城市建设和风貌改造的参考，也
是推介甘孜州旅游文化的一大载体。”
此外，汤勇还指出，书中内容与现代建
筑有区别，不能完全生搬硬套，尤其在
城市风貌改造中，要根据书中民居文
化底蕴，走出个性化的康庄大道。

如今，《本土建造》一书问世已有一段
时间，州民族博物馆却没停下采集甘孜州
民居素材的步伐。就在前段时间，州民族博
物馆还采集了丹巴土司官寨、梭坡古碉的
相关素材。

该书另一名编撰者潘敏告诉记
者：“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所幸，我们
已保留了相关数据，经过五年的‘劳
作’，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即便
再出书的可能性不大，但只要有相关
素材，我们绝不放过。”

在就《本土建造》一书进行素材采
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很多传统
民居的家具、门窗、柱头上都有许多装
饰图案。下一步，州民族博物馆将考虑
整理这些传统装饰图案，通过印刷成
书或者录制视频的方式将其记录下，
作为《本土建造》一书的补充部分来呈
现。汤勇提到，随着社会审美、建筑结
构和实用需求的变化，许多室内装饰、
展览等都有了“新中式”的提法，希望
以后能有“新藏式”提法的出现。

5月8日午后，在州民族博物馆三楼文
化展厅，记者见到了以《本土建造》一书为参
考的民居建筑“烫样”。

在灯光的簇拥下，新龙石板藏寨、康
定沙德民居、丹巴梭坡民居等模型静立
在展柜，一具具模型可谓“五脏俱全”：从
屋顶门窗、台阶庭院，到山腰台地、山麓
边坡，每个环节都是精细入微，加上360
度的立体展示，民居建筑风采尽收眼底。

民居模型展柜一旁的墙面上，横挂
着“甘孜州部分民居建筑及结构”分析图。
图中包括整栋民居的平剖面解析和每层
楼的平面解析。当记者重新将目光聚焦在
民居模型上，才发现不仅火塘、灶房、客厅
等造型深深刻印在脑海，甚至还能由此想
到主人家在“屋里”的谈笑欢声。

类似以上的分析图和民居模型，在
《本土建造》一书中都有着详尽介绍。
《本土建造》一书以康东、康南和康北的
地域划分为界，囊括了几十栋民居建
筑。这些民居建筑，采集于甘孜州各县
乡村。在经过深入调研以及听取建议
后，普通民居与体量较大的庄园均纳入
了采集范围内。为确保采集数据精确，
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还运用了无人
机、红外线测距仪等科学测量手段。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文
州民族博物馆供图

在传统民居素材采集过程
中，汤勇强烈感受到：要保护利
用好传统民居，仅仅有专业人士
的参与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更多
的人意识到，保护传统民居的重
要性。幸运而超乎意料的是，《本
土建造》素材采集团队在乡城县
青德镇布机村看到了“希望”。

布机村距离县城十公里左右，
经当地人引导，在一棵枝繁茂盛的
核桃树掩映之下，团队找到了代表
性民居。该民居以主人家的房名

“宗萨”命名，此幢房屋已有三百年
历史，虽经过一些改造，但从其建
筑样式风格、墙体斑驳程度等，仍
能感受到岁月在建筑中的积淀。该
房屋整个外墙上半部呈白色，下半
部呈泥土自然的黄色，外体没有多
余颜色或饰样点缀，是一幢三层退
台复合式建筑。

与西俄洛乡民居主人不同，
“宗萨”的主人十分注重房屋的
保护，在他心里，这栋房子不仅
是住房，更是先辈们留下的财
富。据他介绍，每年他都会对房
屋行“白色灌礼”，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由于历史特殊原因，该房
屋还分给了六家人居住。

“乡城民居是我最喜欢的。”
完成“宗萨”的采集工作后，团队
成员贾靖阳毫不掩饰内心的喜
爱。他告诉记者：“走了很多地
方，看了很多民居，最害怕听到
老百姓说‘能拆就拆’，虽然能理
解他们，但我更希望传统民居能
完整保存。在接触了宗萨民居的
主人后，我才发现原来百姓也有
保存意识，这让我很感动。”

经过团队不懈努力，2018
年10月，《本土建造》一书终于
问世，四面八方的赞叹随之而
来。除开赞叹，《本土建造》一书
还吸引了开发商的目光。华侨城
集团打算在隶属区域内建小镇，
《本土建造》一书中的特色民居
成了他们参考的对象，为此，集
团工作人员专程到州民族博物
馆洽谈相关事宜。

一新加坡老板在看完《本土
建造》一书后，当即决定根据书
中民居样式，修筑酒吧和民宿。

汤勇一朋友则根据《本土建
造》一书提出了创意性建议。他
建议汤勇将民居、文化、旅游等
融入游戏当中，通过场景转换全
方位展示甘孜州建筑文化。

《本土建造》一书也有不少
本地粉丝。据书籍另一编撰者潘
敏介绍，自该书出版以来，身边
借阅和有购买意向的读者从未
间断。潘敏说：“书籍有助于专业
人士研究甘孜州民居建筑，也有
助于一般人了解甘孜州建筑文
化，很大程度方便了广大读者。”

作为“嘉绒匠人”艺术工作室
的创始人之一，蔡虹接触甘孜州民
居的时间不算少。在阅读《本土建
造》一书后，他发出了“第一次把房
子看得如此清楚”的感叹，他认为
《本土建造》一书是甘孜州民居建
筑的资料库，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
深入研究甘孜州民居建筑。

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负责人刘洪表示，甘孜州的古建
筑是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
和瑰宝。随着乡村振兴、文旅融
合的推进，大众观光游、私人订
制游等旅游模式正在甘孜大地
兴起，甘孜州民居建筑是专有的
旅游文化资源。为发挥历史瑰宝
的时代作用，让传统民居更好与

“今天”对话，首先要注重传统民
居的保护，并让保护与现代接
轨，在不破坏原貌基础上，实现

“外部民俗化，内部现代化”。同
时，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保障，
发展提升传统民居，从而让游客
进一步体验甘孜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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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博美乡民居。

书籍封面。

乡城“宗萨”民居。

炉霍县传统民居。

工作人员测量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