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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是怎么成为人类好朋友的
在甘孜州的炉霍县、甘孜县、道孚县等地都听

过一个大同小异的民间故事：家家户户为什么都会
养狗？原来不是为了让狗为人们看家护院，而是人
们没有忘记狗对人有恩情，养狗是人对狗的感恩。

很久以前，大地上到处都堆满了糌粑，人们用
不着劳累，想吃多少都有，吃了就尽情玩耍。不知饥
饿、不知忧伤的人们也不知好歹，对粮食一点也不
爱惜。菩萨对人们要爱惜粮食的劝诫，人们左边耳
朵进，右面耳朵出，一点也没放在心里。天神看到有

位妇女给拉完屎的小孩子擦屁股，竟然用的是糌粑
坨坨。天神终于发怒了，把大地上的粮食全部收走，
灾难降临人间。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一条好心的老狗看不下去
了，它就想到天神那里为人们求情。可是，它不晓得
天神住在哪里，它一边没日没夜地到处找跑，到处
找，一边不停地哀求天神放过人们。

天神感动了，就现身在狗面前，说，人们自己造
的罪业，必须受到惩罚。你虽是一条狗，却那么有善

心。我这里有一点可以磨成糌粑的青稞，你自己拿回
去磨成糌粑吃。说完，就在狗尾巴上挂上一吊青稞。

这条老狗就跑到人那里，让人把青稞种在地
里，一年又一年，青稞渐渐多了，人们又有了吃的。
但，每年都必须要春种秋收，不劳动就还是没吃的。
人们再不敢不劳动，也再不敢不爱惜粮食。

从此以后，人们总是会从自己的食物里分一些
给狗吃，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忘记是狗从天神那里带
回来了粮食。

师者，传到授业解惑也

培训会安排得异常紧凑，两天
时间里，一百多位学员将聆听四位
老师的专题讲座。在培训会开班仪
式上，甘孜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洼
西彭错阐述了本次培训的重要性，
他指出，社会进步的同时，给媒体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次培训活
动，是甘孜日报社与各合作县市的
再次相约相聚。培训将紧紧围绕甘
孜州融媒体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与州级融媒体的互补、安全保
障等方面的内容，为各市县参加培
训的人员答疑解惑。

第一节培训讲座由《四川日报》
驻德阳市记者站站长宋开文开讲，授
课内容为《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新闻
采编工作》。他开篇就提出“拎出闪光
点，把工作写成新闻”的观点，从案例
入手，讲解新闻开题的重要性。

接着宋开文老师为学员们展
示了几则荣获全国新闻奖的作
品，指出作为一名新闻写作者，就
要写出好的新闻，好新闻的评判
标准就是题材新颖，主题好，有明
显的社会效果，好新闻区别于一
般新闻的特点就是其拥有新、活、
深三个要点。

第二节课由《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记者谢凯为各位参训学员
带来《短视频的拍摄与制作》讲座。
他讲解了短视频内容的分类、短视
频的优势、整合应用以及编导思维
等。他表示，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知道
互联网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短视频，
这样才会做到有的放矢。

在讲解过程中，谢凯老师现场
进行演示，让学员与他一起互动。最
后，谢凯老师希望每一位媒体人员
一定要去掌握一些拍摄的技巧，在
选择内容时要从小切口中去讲出大
故事。这样才会使得一幅作品有血
有肉，深得受众的喜欢。

第三节课由四川大学传媒研究
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朱天授课，他
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媒体融合理
念建立及媒体人素质要求》的讲座。
在讲座中，他指出，时代不断发展和
进步，每一个人因此有了一种知识
恐慌、能力恐慌感，使得人人自危。
为此，每一个人都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只有后天不断的学习，才不至于
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朱天形象地说道：“媒介融合
的初级阶段‘整合’，就好比是包办
婚姻和形式组合；媒介融合的中级
阶段‘耦合’，既是找到感觉，逐渐
合拍；媒介融合高级阶段的融合，
就好比是全面交融，生儿育女和白
头偕老。”

朱天认为，为此要将融合当做
一种新的内容传送渠道、一种传统
内容的补充方式、一种数量简单相
加的规模扩展和一种生产技术平台
的简单应用。最后他指出，机制的重

构是媒体融合能否推进的根本性前
提，传统媒体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条
块分割，以块为主的状结构模式，与
传统媒介的线性传播方式是相对吻
合的，但却和新媒体传播的网状结
构方式相悖。为此，需要大家的揣
摩，并不断从实践中发现真知灼见，
从而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

第四节课由甘孜州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甘孜州资深老记者郭昌平
为各位参训人员授课，他带来的是
《浅谈融媒体时代的摄影》的讲座。
在讲座中，他从三个方面诠释了新
闻摄影的重要性。

在培训会上，四位老师现场回
答培训人员所提出的问题。新龙县
融媒体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竖着大
拇指，激动地告诉笔者：“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本次培训会，使我真真
切切感受到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含
义，我为老师们的讲座以及敬业精
神而点赞。”

我们有信心建好融媒体中心

在培训现场，几乎都是九零
后，看着一张张焕发出勃勃生机的
面孔，我不由得在心里说道：年轻
真好。

在众多新闻爱好者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来自理塘县委宣传部的殷
洁。她安静坐在那里，不停用手中的
笔记录着老师们授课的内容。在培
训会休息期间，我与殷洁攀谈起来。
她告诉我，她来自于外省，因为对藏
区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热爱，因此
在一次公招中考到了理塘县。

此时，他的一位同事转过头来
告诉我，殷洁在大学时期，虚心向来
自藏区的同学学习藏语，几年时间
内，她就能用一口纯正的拉萨话与
藏族同学们交流。看着眼前这位脸
上飘着高原红色彩的小女孩，我不
禁肃然起敬。

当我问及理塘县融媒体中心
的运营情况时，她告诉我，理塘县
融媒体中心在理塘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在短短十几天时间
里，就组建完备。在人才的配备中，
县委、县政府从各单位抽调笔杆
子，组建起一支由县级领导亲自挂
帅的队伍，让县融媒体中心又快又
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县融
媒体中心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对
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要求他们要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争取到更
多受众的支持，更好地扩大主流价
值的影响力，让党的声音在群众中
传得更开、更广、更深。

当笔者问及在本次培训中的收
获时，殷洁合上笔记本，告诉笔者，
在短短两天的培训时间里，从授课
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
如新闻写作的切入点，新闻写作的
方法，还有就是该 县融媒体建设今
后的融合、发展等方面，都有了比较

明确的方向。
道孚县委宣传部的张德禧，是

众多参加培训的人员中我比较熟
悉的一位女士。两年前，我与张德
禧也曾经在甘孜日报社举办的通
讯员培训会上有过一面之缘。这次
与她能再次相逢在康定，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她告诉我，道孚县融媒体中心
成立之初，对于融媒体，大家都是一
头雾水，不知该怎样去面对这新生
的事物，只得摸着石头过河。不过，
在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融媒体
开始运作起来。首先融媒体中心将
电视、网站、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公
共媒体资源整合在了一起。接着，在
融媒体上发了几则消息，没想到短
短几天的时间里，转发量和浏览量
都过了万，在群众中引起了热议。

张德禧告诉我，县级融媒体正
在发挥它的作用，已成为了党委的
宣传阵地、政府的服务窗口、群众的
网上办事大厅。她告诉我，在本次培
训中，她坐在讲台下，对老师们的讲
座都认真进行了记录。在会后，她也
与各县融媒体中心的人员进行了交
流。她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
去后，一定会将本次培训会中所获
得的知识带回去，运用到实际的工
作中，让县融媒体中心发挥出更大
的作用。

丹巴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
杨洪川虽然进入宣传系统的时间
短暂，然而对于其运行却了如指
掌。他告诉笔者，融媒体中心的建
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青年
一代，他深知宣传的策略主要从几
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研究手中的需
求，这样才会做到有的放矢。二是
要为政府服好务，因为融媒体中心
是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只有抓好
了宣传，才会让人们从中知晓政府
的政策及主张。三是作为新一代媒
体人，要不断充实自己，用知识武
装自己的头脑，多去思考，这样才
会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笔者也电话联系了丹巴县融
媒体中心负责人曹松，他告诉我，
在组建融媒体中心时，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召开了专门的会议，
积极落实配套措施，为融媒体中心
建设创造了最佳的条件。同时，从
制度层面确保财政为融媒体中心
提供基本运行保障，以融合力壮大
主流阵地影响力。现在，丹巴县融
媒体中心网站拥有粉丝一万余人，
为该县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力
量和舆论支持。

培训会结束后，我与丹巴县融
媒体中心参会的三位工作人员一起
踏上归程，小冯一边摆弄着相机一
边激动地告诉我，在本次培训中，学
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如视频的制
作、视频的整合等。他希望今后能多
参加这样有针对性的培训。

腊八，似一枚瑞签，让家门吉星高
照；腊八，是粘在舌尖上的乡愁，任炊烟
在记忆里缭绕；腊八，是香喷喷的八米
粥，在味蕾里，缱绻缠绵；腊八，是向通故
乡的小路，找到遥远的童谣……腊八，指
农历的十二月初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俗称“腊八节”。

腊八节起源于古代的“腊祭”。
“腊祭”早在先秦以前便已存在，那时的
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
各种野兽，用于祭祀百神，以祈求来年
庄稼五谷丰登，家宅平安，六畜兴旺，称
之为“腊祭”。到了清代，雍和宫流行隆
重的“腊八”盛典。从腊月初一起，皇宫
总管内务府派司员把粥料和干柴运到
雍和宫。粥料品种繁多，有上等奶油、羊
肉丁和五谷杂粮以及各种干果等，到初
五晚准备就绪。

初六皇帝派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
大臣，率领三品以上官员及民夫到庙里
监督称粮、运柴。初七清晨，皇帝派来的
监粥大臣下令生火，并一直监视到初八
凌晨，粥全部熬好为止。这时，皇帝派人
开始在佛前供粥，宫灯照耀、香烟袅袅、
古乐齐鸣、众喇嘛进殿念经，随后把粥
献给宫廷。

同时，装罐密封，用快马送往承
德行宫和全国各地。直到天亮以后舍粥
完毕，盛典才告结束。据史料记载，每一
锅粥用小米 12 石，杂粮、干果各 50 公
斤，干柴5000公斤，共熬6锅。第一锅供
佛，第二锅献给皇帝及宫内，第三锅给
王公大臣和大喇嘛，第四锅给文武官员
和封在各省的大官吏，第五锅分给雍和
宫的众喇嘛，第六锅作为施舍民众。好
一幅“众乐乐”的盛世图。这是清王朝对
佛祖的敬畏，亦是对文武百官和巨子、
臣民的体恤，更是公德心最生动表现。
然而，腊八节对于我更有道不尽的滋
味。童年的腊八节，不但要喝腊八粥，
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活动，像没有彩排的
情景剧，精彩不断……

清晨，我提早起来，帮助妈妈抱柴
烧火，准备蒸粘豆包。妈妈把一个光滑
的大面团，分割成若干小面团，再将细
腻的红豆沙馅塞进去，排列开来。为了
给节日增加气氛，妈妈把它们捏成小
兔子、小金鱼、小鸡、小狗，再分别为它
们点上红眼睛、小红唇，红尾巴，顿时
面偶家禽生动了腊八。当八印铁锅沸
腾起来，一只只小家伙被装进锅里开
蒸。二十分钟后，那些亮着眼睛、咧着
嘴笑、翘着尾巴的的小家伙出锅了。随
之，白华华的蒸气升腾起来，像极了洁
白的云朵，仿佛是我心里绽放了一朵
朵白莲。

然后，一家人开始进行张贴年画行
动。大家各自挑选自己喜欢的去贴。嫦娥
奔月和天女撒花在我的摆布下，占领了
火炕北墙醒目的位置。而二哥喜欢的《闪
闪红星》占据东墙的半壁墙面。妈妈总喜
欢把鲤鱼跳龙门贴在门框上方，喻示一
个吉祥的兆头。

我们都树立了自己的偶像，晚上打
扑克的时候，肯定靠坐在自己偶像方向，
边玩扑克边嗑着瓜子，顺便听着厨房传
来蟋蟀“戚戚戚戚”的声音。由于蟋蟀叫
得悦耳，使心情在静谧的夜晚愈加惬意，
就像有一架风琴在伴着我们歌唱，像天
女撒落在我的心中朵朵鲜花，像嫦娥将
月宫里的玉兔放回我们身旁……

每每这时，我就会感到日子是那么
甜美、精神是那么充裕、亲人是那么可
爱。因为有激情、有追求、有偶像的日子
才是生活；有亲人围坐在年画下打发时
光的腊八，别提有多福气！

阿尼老师，出生在甘孜州德格县。
这里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格萨尔王的
故里，史诗般的传奇故事在这里广为流
传。五彩经幡随风飘扬，虔诚的信徒诵
念着经文，恍如一片净土，从未被喧嚣
所打扰。这里有象征藏地智慧的印经
院，这里有巍峨的雀儿山，这里有如碧
潭的新路海，这里有还有勤劳善良的藏
地民众。若是留意下德格当地的宣传资
料或是学校文化标识，往往会看到“智
勇勤善、树德立格”这八个大字，这是康
巴核心区善地德格的文化符号，不仅仅
镌刻在德格县域众多的石头上，而且外
显于德格民众的行动上。

阿尼老师更是用生命践行“智勇
勤善，树德立格”这一核心文化的一位
典型代表。

我后来才知道，阿尼老师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也是目前仍以
格萨尔说唱为业的民间说唱艺人。可
以说他是一个将传承“格萨尔说唱”作
为自己毕生事业人，至今他还坚持为
德格县中学的同学们义务教授“格萨
尔说唱”。因为他心中装有一个英雄，
而这个英雄就是藏地民众视为神灵的
格萨尔王。

阿尼老师出生于新中国成立的
1949年，父母都是普通的牧民。因家
庭条件所限，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
校教育。在他儿童时期，村子附近寺庙
中的一位活佛仅教会他基本的30个
藏文字母。此后，他就开始了艰辛地学
习，直至16岁那年的一天。据他讲，那
天他在老家的一个山坡上放牧，他躺
在山坡上看到漫山遍野的牦牛，陷入
到沉思，随即进入到梦乡。在梦中，他
看到一位骑着白马，身着战袍，手持马
鞭的白脸将军向自己说从今往后，你
要以传唱我的故事为终生从事的事
业。他很震惊，问道：“您是谁？”答道：

“那珠麦青维嘎 。”便策马而去。梦即
刻便醒了。

正是这个梦在他心中种下了英雄
的种子，而随着对格萨尔事迹的不断
学习，对格萨尔英雄精神的进一步认
识，英雄的种子便在其心中生根发芽，
最终成为一个将英雄装在心中的人。

每日凌晨4点便起床诵读《格萨尔
传》是他数十年不变的功课。而把“格
萨尔的故事”讲给世人，便是他最乐于
做的事。即使是在生活极其艰难的六
七十年代，他仍然坚持游走于雪域高
原，用特殊的方式在藏地传唱英雄的
故事。他在这种坚持中，他或许是孤独
的，而这种孤独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淬
炼着他的心，让他的内心更强大、更有
韧性、更决绝，更能触及“幸福”。因为
他在日复如日的传唱中，他已然将自
己视为格萨尔王化身。他的生命因为
有了格萨尔的精神才能获得圆满。格
萨尔的故事，便是奇异的圆满人性的
组合。他的每一种心态都是积极的、善
的，能在一切奋斗中从不害及自己与
世界，从而永远成为胜利的前进者和
造福者。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自然环境
极其严酷的雪域高原，各族同胞在“格
萨尔英雄”故事的精神的感染下，世代
传唱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神，创造着
属于藏地人民的英雄传奇。

为了更好推进传承工作，自2009
年期起，阿尼老师重新拿起刻刀开始
了《天岭卜筮》《英雄诞生》《占领玛域》
《赛马七宝》《大食材宝宗》等格萨尔史
诗文献方面的印版雕刻工作。历时6
年，这项工作终于在 2014 年全部完
成，共5部书、336块印版。雕刻工作前
后支出117600余元，均由阿尼老师自
筹资金。印版雕刻完成以后全部捐献
给了德格印经院。正如他所说，格萨尔
王史诗，不仅仅属于康巴地区，应该属
于全人类。

随着阿尼老师对“格萨尔王”说唱
事业的不断精进，他在藏区乃至整个

“格萨尔王”说唱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他先后被评为县、州、省以及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格萨尔的代表
性传承人”，受邀参加各级文化艺术展
演，受邀到了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
学、四川民族学院等高校讲授格萨尔
说唱，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藏语节目部录制节目，到

“香港、台湾”等地开展“格萨尔说唱”
演出，甚至出访英国、日本等国家交流
格萨尔说唱。阿尼老师至今还记得，在
出访日本时有一位日本学者问他：“格
萨尔王是那里的？”他无比自豪地回答
道：“格萨尔王是中国,也是世界的！”
掷地有声的回答，在会场得到了与会
者热烈的掌声。

在 现 场

二 十 四 节 气

2019年12月27日，接到甘孜日报社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参加甘孜日报社在康定举办的
培训会。机会难得，培训时间安排在周末，又不耽误行课时间，于是欣然应允。不过，我深知参
加此次培训会的人大多是各县融媒体中心的新闻骨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我驱车200余里
来到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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