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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子

香秘

阳光草地
吉 祥 的 酥 油 灯

“谐”，其实是一种非常活泼、激情，充满鲜活情趣的民间歌舞。谐的

舞步、唱词、调试花样百出灵活不死板。它不同于其它锅庄有固定的歌

词。在舞会上，舞者可以根据对方唱词含义可随意即兴填词答复。既可

以是寓意深刻的比喻形式，也可以是直白的陈述形式。当然，其旋律是

不能随意改变的。

◎雍绰

青春篇

青山绿水是我家。 陈学涵 绘画作品

在若更措
思念海子

◎楚江陵

若更措
宛如情人的一滴泪
滴落在高原大地
清澈的湖水
涤尽世俗尘嚣
让浮躁的心灵渐归平静
掬捧湖水
一如执子之手
那淡淡的温柔浮现心底
那成双成对的黄鸭
交颈畅叙啄戏
灵逸的小鸟
婉转的鸣叫呼应
飘忽的白云
沉入湖底
和着鱼儿游弋
不远的雪峰
刚健威仪
敞开胸膛呵护着你的美丽
站在湖边
我的思绪
化作那仙鹤的双翼
飞过千山万水
回到海子的故地
只为那前世的约定

夏天
◎刘新宁

环游贡嘎
◎魏奎德

海螺沟温泉

万年大冰川，钟灵毓圣泉。
众生沐净瓶，观音了情牵。

红石滩

妙手大自然，心血化朱丹。
倾情一泼洒，红透十里滩。

木格措七彩湖

瑶池降人间，娇藏千万年。
今逢尧舜日，欣结四海缘。

杜鹃峡

妖妖雪山顶，灼灼翡翠峡。
天生胭脂面，美人杜鹃花。

有一段往事已久远
有一种感觉就在心间
那是微风轻拂过的
一个夏天
白云徜徉在辽阔的蓝天
太阳如青春般灿烂
每一阵风中
都有快乐的信息饱含

我，怀揣梦想走在路上
你，撑着阳伞呈现在面前
我没有看到你如花的脸
看到的是一朵盛开的鲜艳
我没有听到你动听的声音
听到的是百灵歌喉的宛转

喧嚣的街头每天上演着
别人的故事
宁静的小巷
我们是自己人生的导演
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
最美的一幕就在这
遥远的当年
直到今天才发现
最好的季节就是那个
微风轻拂过的夏天

马在草地上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汉子旁边。达瓦跳
下马，抚着我小心地下了马。
老阿洼在旁边看着我们，那
张苍白的脸让阳光烤得有些
黄了。他用弹音很重的藏话
责怪了达瓦几句，达瓦低着
头，眼内闪动着委屈的泪水。

汉子拍着马背问我，这
马怎么样？

我有些怀疑自已的耳朵
了，他说的话我竟然能听懂。
他又说，这马是从海子里跳
上岸来的神马的后代，那海
子叫色达措，就是金马海。

哇，他说的是汉话，是川
味的汉话，我当然能听懂了。
我也看这很漂亮的马，高脚
小脸，脖子高昂，很神骏。就
告诉他，这马真的像天马一
样的雄骏。他就高兴得哈哈
笑着，镶了金的牙齿在阳光
下闪亮着。他说，他要带我们
去看那个跳出天马的海子，
漂亮得你看着都不敢眨眼
睛。我就激动了，对老阿洼
说，我们去看那个海子吧。

老阿洼脸色阴沉下来，
说今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另
找一天去吧。你的伤没好完，
这样玩，对养伤不好的。

他说不去，我也不好说
什么了。刮风了，风很猛，掀
动草叶和花朵，海浪子似的
哗啦啦响着。汉子说，天晚
了，我们去他家吧。他就和达
瓦牵着马，肩靠肩地朝山坡
顶走去。我跟在后面，心里涌
起说不清楚的怪味。

他们看着像是很亲热的
情侣，在这片阳光下草地上，
在满地摇晃的花朵里。

老阿洼在我背上拍了一
下，说跟着走吧。他朝我笑得
很怪。

上了草坡，我看见了一
个大大的黑帐篷，还有一条
从森林里流出来的清亮的小
河。狗在帐篷前看着我们，又
懒懒地睡下了。有个高高的
穿一身大红氇氇袍的女子提
着桶从牦牛群里走过来，帐
篷里又跑出来两个光着身子
的小男孩，一条小黑狗，他们
在草地上追着闹着。汉子朝
他们喝了一声，又回头对我
们笑，说是他的两个淘气儿
子，那个女子是他的老婆。

达瓦朝那女子招招手，快
乐地跑过去接过她手里的奶
筒，两人咯咯笑得像是小鸟。

帐篷内很黑，我闭了一
会儿眼睛才敞亮些了。一些
简陋的用品，几张织得很漂
亮的地毯。大红黑花纹的卡
垫放在火膛两旁，有个面容
慈祥的老太太坐在那里拉扯
皮火筒。我们进来时，朝我们
快乐地叫了声：“嘎勒嘎勒，
啊拉累，加统。”达瓦对我说，
老奶奶在欢迎我们，叫我们
坐下喝茶。

我嗅到了刺鼻的牛粪火
味，奶香味，肚子咕噜响了一
声。我饿了。

好客的牧民拿出最新鲜
的奶制品和阳光晒出风的香
味的干巴牛肉，我们吃得香，
他们一家就笑得很脆。他们
的真诚好客使我很感动，想
起了家乡的老妈妈，她对远
方的来客也很真诚，情愿自
已挨饿也要把所有吃的拿出
来，让客人吃饱喝足。

汉子和女子说，想出去
把散在山坡上的牛羊赶回
来，让我们好好吃好好喝，吃
饱喝足好早早休息。他们出
去了，我听见落山的太阳在
山巅磨擦出一阵呼啦啦的
响。老奶奶说，起风了，这里
的风很猛很冷。她掀开帐篷
门帘，高声叫两个孙子快快
回来。

两个淘气的孩子冲进屋
内，就蹦跳着骑在老阿洼的
肩头上，吵着要他讲故事。

达瓦拉着我的手，很神
秘地笑了笑，就掀开门帘，让
我跟她出去。

外面已黑下了。草原的
天黑得真快，就像整个山水
森林和草地全沉没在深黑的
海里。狗的嗅觉灵敏起来，听
着我们的脚步，很凶地狂咬
着，把铁链拖得哗啦啦响。

汉子和女子在夜雾里钻
出来，看见了我俩，也相视一

笑。我们一起便朝山上走。
很大很圆的月亮从黑雾

里钻出来时，我们看见了那
个很大的海子，平静深暗的
湖水映着圆月的淡蓝色的光
晕，使我们的心快乐地蹦了
起来。我喘着粗气，把达瓦的
手抓得很紧。她奇怪地看我
一眼，说：“你害怕了？”我说：

“心里很慌，想狠狠的呼几口
空气。这里的空气好新鲜。”

她在我耳边悄悄说，等
会儿我们对着海子唱歌，海
子会显现我们未来的影子。

我笑了，说未来还有影子？
她说我笨，未来的影子

只有这海子里能看到。有的
像棵树，有的像树上开满的
花，有的像山坡上的草。看看
你的未来像什么吧。

我想，难道这海子又像
老阿洼屋子里的冰墙一样，
啥都可以看到？

我们等了一会儿，有凉
爽的风从海面上轻轻拂过
时，汉子嗓门打开了，清亮透
明的歌，带着牛羊欢腾蹦跳
的味流淌了出来，月光猛然
敞亮了许多，像磨光了的银
具。水纹一圈圈滚开了，把月
影乱又揉捏成细碎的银沫满
湖扬撒。汉子的歌唱到一个
高处，女子更明亮的唱跟了
上来，像展翅的鸟朝汉子的
歌声追了上去。两只相亲相
爱的鸟便在海子深遂平静的
水面拥抱在一起。

达瓦拉了我一下，叫我
快看。我看见海子面上起浪
了，一浪掀着一浪，哗啦啦响
着。有股树状水柱在海子中
央冲天而起，很高很高。达瓦
说，那是个很吉祥的预兆，他
们一家会像一棵大树一样强
壮一样枝繁叶茂。

他俩唱完了，也对海里
出来预兆很满，朝我俩笑笑，
意思是叫我与达瓦也唱，也
会看到海子里的预兆。

达瓦叫我唱，我耸耸肩，
像那些洋人一样做个尴尬的
表情。她就啥也没说了，自已
唱起来。声音很低很轻，却很
抒情地轻抚着绸缎似的海
面。海面哗啦一声，波纹像花
瓣开满了水面。她的歌没有
停，还回头很煸情地看着我，
我的心也激动了，可我唱不
来她唱的歌呀。我在心里低
声唱，那是我家乡的歌，是我
听小玉唱给我听歌：

小情哥呀小情郎，
我的嫩酒没开坛。
哪年哪月嫩酒老，
我揭开盖盖等你尝……
湖面又哗啦响了一声，

花瓣让染满月光的水吞没
了，水面又一片平静。月亮在
水面沉浮，像一片玉叶，又像
一艘银船。

达瓦突然紧抱着我，眼
泪浸湿了我的脖子。

那一该，我心里的歌刚
刚唱完，一个很抒情的结尾，
有些悲伤的结尾，因为当年
唱歌的人歌一唱完，就正试
出嫁了，成为了我的老婆。

达瓦搂着我，什么话也
不说，只是哭。我问她想起了
啥事哭得这么伤心？她说，听
见了我心里的歌声。

她会听到吗？小玉走了，
可她歌声不会消失。我的未来
也不会没有小玉的影子呀！

起风了，很猛很冷夜风
把海浪掀得老高，水弄湿了我
们的衣服，身子也像冻僵了似
的痛。我们就相拥着，朝回走
去。进到暖烘烘的帐篷，老阿
洼、老奶奶和两个淘气孙子都
睡了。我们轻轻脱下湿冷的衣
服，盖上早为我们准备好的羊
毛毯子，躺了下来。

达瓦问我，还伤心吗？我
咬着嘴唇没说话。她就把我
紧紧搂抱着，用柔软的身子
温暖我。那一刻，我的某一部
位哗啦响了一声，我就把她
紧紧搂抱着，心里想我再也
不会放走她了。

草原的夜风晃动着帐
篷，月光水似的从门帘细缝
里漏进来。我听见了达瓦的
心像琴弦似颤动起来，有支
好听的歌从梦里飘出来……

紧帖她柔嫩的身子，我
有了想变野兽的冲动……

（未完待续）

青春的记忆除了这些美好的过
往，还穿插着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儿。在解放前的那段时间，因为叛匪的
谣言挑拨，许多子庚村民对过往的红
军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恐惧，总以为他
们是一群三头六臂，见人便杀见财便
夺的妖魔。每当听到“扎别宋，扎别松
宋”时，阿妈和家人赶紧把粮食和衣被
藏到山洞后再跑到森林里躲藏。有一
回，家里只有她和阿次时，又听见有人
从远处喊“扎别宋，扎别宋”。万般恐惧
里，她背上装有青稞的獐子皮口袋“亚
巴糌阔”，阿次则背上装有麦子的老旧
养蜂桶直往山上赶。养蜂桶底座和桶
身裂缝处皆是由新鲜牛粪黏糊的，经
不住轻微的触碰或摔打。当她俩惊慌
着来到藏匿粮食的地方时，阿次一不
小心把背上的桶“嘭”的一声给坐破
了，心一急，她不解开肩上的绳子立马
起来，结果麦粒洒了一地。阿次突然哭
道：“怎么办？这是我阿妈辛辛苦苦从
子庚村找来的麦子啊”。阿妈安慰着说
没关系，咱们赶紧把米粒捡拾干净，再
可以用石块把桶底补起。没捡几颗，阿
次又哭道：“可是没有鲜牛粪怎么办
啊？”。阿妈顽皮地赶紧说：“我们可以
拉屎呀”。阿次终于破涕为笑。等米粒
一颗不剩捡拾干净后，她们就用石块，
枯树枝把桶身严严实实遮盖了起来。
在阿次十八岁那年，家里为了人丁兴
旺也为了增加劳动力给她招了两个丈
夫，一个叫呷玛益西，一个叫格宁，是
子庚乡木菜村格顶让家的两同父异母
兄弟，扎森里家为他们仨举办了隆重
的传统婚礼。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无
论抡着镰刀收割荞麦还是挥舞着连枷
打麦子，四个年轻人总欢喜着在一起
劳作，也总欢喜着一同参加各类节庆
聚会。有一年春节，他们和通共家的阿
珠，比麦贡家的洛绒彭措商量好初三
到吴拥共村“吉安空”去跳舞。是夜，扎
森里家正张罗着吃面块，可他们等不

及吃晚饭就悄悄抱上用斧头砍成一节
节，散发着松油清香味的照明用的松
脂棒，再带上母亲悄悄为他们收辍的
干粮和到舞会才舍得穿的服饰，与通
共和比麦贡家的两后生点上火把兴致
勃勃地朝吴用贡走去。扎森里到吴用
贡吉安空得翻山越岭走上好几个时
辰，更何况是在漆黑的夜里。然而，正
值青春妙龄的他们，根本感觉不到路
途的远遥和艰辛。走至巴子卡顶上叫

“下冲真翁”的荒野时，他们拾干柴起
火吃点心，然后换上层层包裹在破布
里的节日服装，再把干粮、松脂棒，以
及脱下来的衣帽和用旧鞋底或猪皮自
制的简易便鞋“扎央”藏在那里后，继
续朝吉安空走去。

吉安空里异常热闹。有许多来至子
庚、木菜、子实、阿称、冉杭、巴子卡、斯
然贡等村的男女老少正围成一大圈跳
锅庄，坐着站着旁观的人也很多。阿妈、
阿次和呷玛益西三人一到那里就加入
了锅庄队伍。格宁一向是不怎么爱跳舞
的，这种时候，他只会腼腆的缩在墙角
鼓圆眼睛盯着别人看。更何况那年春
节，他和洛绒彭措除了穿在脚上裸露出
脚趾的扎央外没有靴子穿。阿妈和阿次
在那年春节，阿珂给她们买了新的大襟
坎肩和长袖里衫，再配上几年前在成人
礼时穿的亚盖兰木和脚后跟有着暗花
的藏式靴子，也算是非常得体安逸了。
那一次舞会差点不得尽兴。两位外村后
生与子庚村的一小伙子发生冲突，若不
是有人站出来制止，舞场早被搅散了。
经过一阵喧闹后，接下来就分了两个舞
池，一半设在吉安空的耳房内，一半就
在原地跳。阿妈她们就在原地没变。流
传在子庚乡一带的本土民间歌舞不仅
种类繁多且形式多样。仅阿妈知道的就
有“谐哇”、“亚”、“学罗”、“卓”、“谐”等。

“谐哇”一般是以舞蹈形式来分的。其有
九步谐哇、六步谐哇和三步谐哇。“亚”
一般是按唱腔来分的。其有比喻成黑山

雀声音来命名的吉安亚、长调的安仁、
短调的安通。此外，还有专为迎亲的康
志亚。“学罗”从唱词和场景分，大致可
归为放牧、拾柴、捡野菌等时唱的学罗。
舞会上唱跳的学罗，还有就是青年男女
约会时彼此为表达爱意而唱的情歌学
罗此三种。“卓”有适宜男女老少皆舞的
宗卓，青年男女互诉爱意的佳卓。也有
相互起哄、贬损、贬责的擦卓。“谐”在当
时也叫中谐，意为丐舞，是上不了厅堂
的。一般情况下，只有青年男女才会跳
谐，且只能在牛圈或谷场等处跳。“谐”，
其实是一种非常活泼、激情，充满鲜活
情趣的民间歌舞。谐的舞步、唱词、调试
花样百出灵活不死板。它不同于其它锅
庄有固定的歌词。在舞会上，舞者可以
根据对方唱词含义可随意即兴填词答
复。既可以是寓意深刻的比喻形式，也
可以是直白的陈述形式。当然，其旋律
是不能随意改变的。阿妈和阿次既能跳
锅庄也能跳谐，但通常情况下，她们不
怎么跳谐。阿妈的嗓音是无可挑剔的，
但阿次的嗓音不怎么好。那夜他们跳到
近黎明时，阿妈牵着阿次的手把那首离
别曲“天要亮了，星星也散了”从舞池边
唱边舞出门槛，在别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时就俏皮地溜走了。呷玛益西、格宁、阿
珠和洛绒彭措也跟着跑了出来。当他们
返回到藏着衣裤的下冲真翁后又拾来
干柴起火。围着微弱吐着淡蓝色火苗的
他们，仍意犹未尽地畅谈着舞会上的每
一个细节。说到兴致时，顾不上放下嘴
里正嚼着的荞麦干粑粑又都起身跳起
了锅庄。就那样，在歌声、笑声，松脂棒
的噼啪声里，几位年轻人随原路翻山越
岭又回到了扎森里。这就是青春，这就
是独属于阿妈那一代鲜活于深山沟壑
里的别样青春！虽然不曾走出过深山半
步，虽然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有多姹紫嫣
红，但她们的青春却有着青稞酒原汁原
味的醇香浓厚，酥油茶亘古不变的质朴
滚烫，山桃花油然而生的娇艳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