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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从小人物“逆袭”，成为备受敬仰的英雄

被人传唱，形成了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他

他一生征战，统
一了大大小小 150
多个部落，曾在金沙
江上游和黄河上游
地区建立了统一王
国，让百姓安居乐
业；以他为原型形成
的口述史诗《格萨尔
王传》，是目前世界
上最长的史诗，入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至今仍在藏
地活态传承……

他就是藏地备受
敬仰的英雄——格萨
尔王。近日，我省公
布了第二批四川历
史名人名单，格萨尔
王的入选，反映了巴
蜀文化的多元性与
丰富性。

◎四川日报记者 吴梦琳

扫码看专题，走近
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一生戎马、南征北战
他从平凡人物“逆袭”成王

格萨尔王的一生，是小人物“逆
袭”成王的励志人生。

约公元 1038 年，格萨尔出生在
今甘孜州德格县阿须草原上。“他出
身比较贫苦，少年时代四处漂泊。”省
作协主席阿来介绍，后来，格萨尔在
赛马比赛中夺得王位。他战胜了舅舅
对他的压制，率领士兵南征北战，开
疆拓土。

这其中，有几次比较重要的战
争，包括北上与蒙古人的战役、南下
与纳西人的战役等。据传说，当时纳
西人霸占了盐池。为争夺盐池，格萨
尔王在今云南丽江一带发动了与纳
西人的姜岭大战。战胜纳西人后，格
萨尔王俘获了纳西族王子，凭借自己
的人格魅力感化了他。从此，藏民与
纳西人共享盐池，而纳西王子也成为
格萨尔王麾下有名的大将之一，一直
追随格萨尔王。

通过征战，格萨尔王统一了大大
小小150多个部落，在今川青藏三省

区相连的藏区建立了统一政权——
岭国，结束了吐蕃崩溃后长达数百年
的部落纷争局面。统治期间，他积极
发展生产，传播文化。阿来举例，“如
今非常有名的白玉藏刀，就源于格萨
尔王统治时期。”由此也可看出，格萨
尔王统治时期，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一
定程度了。

纵观格萨尔王的一生：一位贫苦
少年，凭借英勇睿智、正直善良的品
质，艰苦奋斗，努力成长为一代王者、
旷世英雄。“当时格萨尔王所建立的
王国究竟是什么样，现在很难说清
楚。不过在如今藏区很多地方，都保
留着关于格萨尔王的遗迹和传说。”
阿来说。

如今，在格萨尔王的出生地，保存
有阿须草原遗迹、格萨尔王古都森周
达泽宗遗址、格萨尔王妃珠姆官寨遗
址、岭国大将出生地及战争遗址等。以
格萨尔王为题材的唐卡、石刻、绘画等
艺术遗产，也一直流传于民间。

去年，由四川出版集团策划、投资，
喜马拉雅文库搜集、整理，四川民族出
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格萨尔王传〉大全》正式面世。这也是
截至目前最为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
编排、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文化工程。

《〈格萨尔王传〉大全》全书总计
1.3亿字，包括300卷精装本，囊括了历
史上《格萨尔王传》的手抄本、木刻本、
早期铅印本以及新近整理的说唱本等
多个版本。其中，很多版本都是首次公
开出版的。全书系统编排、分部合篇，
订立新、旧两个版本，再按故事发展脉
络各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加上附录，
该套丛书总计有七大类别。

据介绍，该套丛书筹备历时十年
之久。在策划、搜集、整理、出版过程中，
编纂委员会做了大量垦荒式的工作。项
目组人员足迹遍布四川、青海、西藏、云
南等地，从乡村牧场、寺院庙宇、牧民家
庭、地方藏书机构等处搜集到了关于格
萨尔王的大量相关藏文资料。其中，古
籍善本300余件，包含明代时期的珍贵
手抄本、距今约百年的大量抄本和刻
本、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近300
余册铅印本出版物等。

为保证书稿的编校质量，该书在
录入、校对、校勘程序，都采用全流程
的标准作业；在编排、体例、专业术语
等方面，制定统一标准；在校勘阶段，
该书还特别邀请了近百位专家、著名
说唱艺人参与校勘。为了让读者能一
睹珍贵文献的风采，该书还精选了四
川博物院所藏精品格萨尔王唐卡、特
约非遗画师拉孟绘制的格萨尔王唐卡
等总计12幅用作丛书插图。

《〈格萨尔王传〉大全》既有学术意义
又有文献价值，在格萨尔王文化发展的历
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是反映古代藏
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

1.3亿字《〈格萨尔
王传〉大全》面世

格萨尔（约公元 1038 年—公元
1119年），出生在今甘孜州德格县。他
一生南征北战，统一了大大小小 150
多个部落，并在今川青藏三省区相连
的藏区建立岭国，结束战乱。他统治期
间，人民安居乐业，农牧业生产技术有
所发展。他也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自
豪的旷世英雄，被后世称为格萨尔王。
以他为原型形成的口述史诗《格萨尔
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现已成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物名片

相关阅读

与其他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物
故事不同，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是以
歌谣的形式口口相传了一代又一代。
由此，形成了如今的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格萨尔王传》。

“口传文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每个传承人，在传唱时都会加入自己
的风格和内容等。”阿来说，所以千百
年来，《格萨尔王传》一直不停地发展
变化，有了很多情节不同、风格各异
的版本，体量也越来越大。

在传说过程中，格萨尔王也逐渐
被神化了。

在《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
是神的化身。他降魔除害、安定疆
土，守护人民。有传说认为，格萨尔
王出生时长得不好看，但后来，建功
立业的他，在样貌上发生了变化，成
为一位英勇俊美的大英雄。“人们甚
至将藏族历史上其他伟大人物，例
如松赞干布的一些事迹，也附加在
了格萨尔王身上，寄托了对英雄的
美好想象。”阿来认为。

《格萨尔王传》还塑造了众多崇
高、勇敢、忠诚的英雄人物，其中包
括一位特别的人物嘉察协噶。他是
格萨尔王同父异母的兄长，母亲是
汉族。在格萨尔王征战过程中，嘉察
协噶一直忠心辅佐格萨尔王，成为
格萨尔王旗下三十大将之一。最后，
他牺牲在了战场。

“嘉察协噶可谓是整个《格萨尔
王传》中最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甚
至格萨尔王都有的一些小毛病，这位
人物却没有。”阿来认为，这样一个十
分正面的形象，以及对格萨尔王兄弟
俩亲密关系的描述可以证明，汉藏两
个民族关系的源远流长与亲密无间。
如果深入发掘，还可以追溯到一些汉
藏交往的历史事实。

世界上的很多史诗，后来都逐
渐不再传唱了。但《格萨尔王传》是
至今依然“活”在民间的史诗。阿来
介绍，如今在藏区，依然有人传唱

《格萨尔王传》。关于格萨尔王的故
事还在不断地丰富。

被后人神化
关于他的史诗依然“活”在民间

藏族英雄格萨尔王——

世上最长史诗为他而吟

格
萨
尔
王

甘孜日报讯 丹巴县“6·17”
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康定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汛情，及时
开展防范应对工作。市政府分管
副市长迅速组织市应急管理局、
市防汛办、市自然资源局及大渡
河沿线乡镇开展防范疏散、应急
救援等工作，主动对接猴子岩、
长河坝、黄金坪三大电站，了解
库容量和水位线，做实应对准
备。坚持生命至上，全面疏散沿
岸人员，第一时间做好大渡河沿
岸各乡镇低洼处村庄、企业、两
岸施工单位人员疏散、安全避险
工作，截至目前，大渡河沿线4个
乡镇共计疏散人员103人。

加强物资储备，统筹防汛减灾
力量。截至目前，该市大渡河沿岸
镇（乡）统筹救援力量共计681人，
准备编织袋13100条、救生衣205
件、铁丝网100张、铁锹150把、雨
衣240件、帐篷40顶、抽水泵2个
等防汛物资和救灾机具，并与当地
企业及商铺协定在灾险情发生时，
随时调用其它防汛物资及救灾机

具。同时，把控关键环节，发挥大渡
河沿岸电站防汛功能。

据康定市防灾减灾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猴子岩电站的库容
量是1.13亿立方米，泄洪量3021
立方米/秒，长河坝电站的库容量
是 10.15 亿立方米，泄洪量 2800
立方米/秒，黄金坪电站的库容量
是1.27亿立方米，泄洪量3500立
方米/秒。目前，三大电站已做好
蓄洪准备工作。

同时，该市要求大渡河沿岸
各乡镇、当地派出所和各相关部
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监测预警，
按照防汛工作预案，落实抢险人
员、装备、物资等各项工作，确保
突发灾害时能高效有序地实施防
汛抢险。进一步加强监测工作，做
到责任到位、值守到位、巡查到
位、报告到位，强化雨情、水情、灾
情的收集报送工作。各级防汛责
任人要24小时在班在岗，做实应
对防范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见习记者 周燕

康定市

全力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

甘孜日报讯 6 月是全国第
19 个“安全生产月”。12 日，笔者
从巴塘县应急管理局获悉，为“安
全生产月”活动紧密结合实际，该
县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灵
活开展。

据悉，随着以“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安全生
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启动，该县
在主流媒体、新媒体开设专题，开
展网络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和安
全生产咨询日、应急演练、“排查整
治进行时”等线下活动相结合，广
泛传播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
识，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活动通过播放宣传片、悬挂
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
资料（产品）等多种形式，向群众
宣传用电用气安全、预防火灾事
故、预防交通事故、防范自然灾害
等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并发放40

余种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
众咨询42人。

在开展活动期间，该县还结
合安全生产“铸安 2020”监管执
法专项行动，在企业自查的基础
上，严格按照“四不两直”的方式，
深入企业、基层和现场，认真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

据悉，截至目前，共检查企业
17家，查出安全隐患151起，当场
整改108起，限期整改43起。同时
成立2个督导检查组，适时对全行
业“安全生产月”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

“下一步，全县各行业分别将
在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通过全面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演
练、评估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社会公
众应急处置能力。”县应急管理
局负责人说。

县融媒体中心 银巴 杨丹

巴塘县

“线上+线下”筑牢安全防线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夯实白
玉县安全生产氛围，提高公众对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自救与互
救、森林草原防灭火等知识的了
解，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关爱生
命的社会舆论氛围，日前，白玉县
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2020 年全国

“安全生产月”主题咨询日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海报、设

置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宣传礼品
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安全科普常识、森林草
原防灭火等知识技能，面对面解答

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提高群
众安全意识，丰富群众安全常识，
营造基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以组织“安全志愿
者行动”为重点，推动安全生产月
主题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悉，本次活动共出动宣传
人员 40 余人次，发放安全生产、
森林防灭火等宣传材料共800余
份。下一步，该县将组织相关单位
持续深入各乡镇开展安全生产主
题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好浓厚
的安全生产氛围。

县融媒体中心 罗文婕 文/图

甘孜日报讯“在使用灭火器
之前，我们要先检查它的压力及
外观是否有破损，然后站在距火
源3米外的上风口或侧风向，除掉
铅封，拔出保险销 ，一手握住喷
嘴，一手压下压把，对准火源的根
部由远及近左右覆盖灭火，最后
再 检 查 一 下 有 没 有 残 火 隐 藏
……”日前，得荣县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
活动启动仪式暨安全生产咨询日
活动，县消防救援大队一消防员
在现场向群众详细讲解灭火器的
使用和家庭防火知识，并让群众
现场体验。

据悉，此次活动通过开设咨询
台，展出宣传专板，派发安全生产
宣传单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集
中宣传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及安全知识，并发放宣传册1000
余份，各类奖品3000余件。

“我们将以温岭爆炸事故为
警醒，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
势的严峻性和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紧迫性，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
培训、排查整治、科普宣传等一系
列活动，增强全民安全意识，推动
我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县
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说。

赵耀 记者 丁瑶

得荣县

确保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白玉县

提升群众安全意识

一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15.3
万平方公里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地正在
发生深刻的变化。公路越来越好，不通公
路的村落越来越少；三个飞机场前后投
入使用，川藏铁路几年后就能全线贯通；
牧场深处，雪山脚下，不论在哪里都能打
电话、用微信；输电的铁塔翻山越岭，牧
区农区的夜里不再是漆黑一片；农牧业
生产蒸蒸日上，全域旅游给农牧民群众
带来了致富的新道路；传统古老的农村
牧区旧貌换新颜，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
勃；座座高原小县城面目一新，车水马
龙、流光溢彩，充满现代气息……百万甘
孜人正全力以赴，齐心协力为更好的明
天努力奋斗。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很多人
都不曾想到，就在这高原的白云蓝天下，
就在这辽阔的雪山草地间，为了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农牧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一
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

这是一场生命与古老病魔的较量，
这是一场仿佛进行了很久却又像是刚
开始的较量，这是一场已依稀看到曙光

的较量。
对决的双方，一方是有万物之灵称

谓的人类。
一方是让人们恐惧又深恶痛绝的一

种小虫。
从双方的体量上看，人是巨大的，

而那虫，被人们称为“包囊虫”“肝包虫”
小虫子的成虫充其量青稞粒般大小而
已。一般而言，大意味着强而有力，小意
味着缺少或没有力量。但是在这场较量
中，体量的大小并不是强弱的证明，因
为经过几番较量，人们已经知道，这种

“小虫”在漫长的变异过程中，已经形成
了它在繁衍时不为人知的隐密规律，早
期发现它有极高的难度。它可以在动物
体内长期“借宿”，在人体内的潜伏时间
也很长。它顽固，它极有耐性，它在它的

“借宿”动物体内潜伏时几乎没有办法
对付它，而当它暴露出来，已经开始残
害人的时候，制服它也困难重重。药物
治疗、手术治疗、心理治疗，多管齐下缺
少一环都不行。

而且，它还有它的绝招，这就是它拥
有强有力的“同盟”。它“同盟”众多，有的
隐密、有的公开，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人
类自己也与这种小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
白的“同盟”关系，而人们却浑然不觉。

仅在不久前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人们才逐步了解到，野外的鼠、狐是

“包虫”虫卵理想的借宿地，而虫卵会随
着这些动物粪便进入到水沟里、溪流中，
有时会与灰尘裹在一起随风游荡、飘浮
翻飞，附在草叶上。牲畜饮水吃草，它很
容易就进入到了牲畜体内，牛、羊、猪等
就会受感染，这些受到感染的牲畜被宰
杀后，一些内脏会被人们随手丢掉，而当
这些受感染的牲畜内脏被狗吃下，成虫
就会在狗的身体内形成，同时狗又把虫
卵排出体外。

这时，那些虫卵不仅又会去找到野
生动物的身体“借宿”，而且会在人们与
狗密切接触时，通过人的手和口进入人
体，而人在浑然不觉中就被感染了，最
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它吞噬掉。

这就是说，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本
来是作为“包虫”对立面的人，因为有糊
涂的观念，因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
善恶不分的同情心，成为了这种虫能够
横行无忌的“同盟”。

与其说，这是一场一种生命与另一
种生命间的较量，不如说，这其实是一场
现代科技和药物与凶恶病菌、病魔的较
量，是人们思想意识中科学与愚昧、先进
与落后种种对立观念之间的较量，是一
场人们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这场较量正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
上的石渠、色达、理塘、德格、甘孜等高
寒、高海拔牧区进行，这是一场人类从被
动应付到主动展开攻势的较量，不见表
面上的浩大声势，不见波澜壮阔，不见风
起云涌，却如细细春雨在浸润草地，如顽
强滴水在盼望石穿。

二

2016 年 11 月 25 日，这其实也是一
个与往日一样的平常日子。甘孜州人民
医院第二医疗区的甘孜州包虫病治疗中
心的七楼，随着一台手术时间的临近，在
一派安静里，随着忙碌的医疗人员脚步，
一种大战前才有的紧张气氛在弥漫。按
理说，从2007年以来，为患包虫病的患
者手术，在这里已经是一项日常性的工
作，今天为何显得如此不同？

2008年前，到甘孜州人民医院每年
实施包虫病手术的人不到 30 例；2009
年达到 106 例；2010 年达到了 161 例；
2015 年达到 508 例；2016 年 10 月达
525 例。已经有上千例手术经验的医护
人员今天轻声说话，快步走动，忙碌而有
条不紊的术前准备工作似乎都在朝旁人
暗示：今天的这台手术不同寻常。

今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和州
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要为一位来自石渠
的泡型包虫病患者施行自体肝移植手术。

习惯上人们统称的包虫病，在医生
这里又要分为囊型包虫和泡型包虫两种
类型，相对而言，泡型包虫更难治愈。而
这种泡型包虫在甘孜州石渠、色达两地

最为集中，目前查明，仅这两地患上泡型
包虫病的人约有100多人，就世界范围
而言，也是患这种病的病人最多的地方。

泡型包虫病首先是对人体的肝脏
造成损害，过去的治疗，是通过手术进
行异体肝脏移植手术对病人施救，但
是，异体肝移植手术最大的障碍在于要
等待移植的肝源，有关资料披露，就全
国而言，每年主动捐献的肝源仅几十
例，需要异体肝移植的病员却不仅是包
虫病患者。而且，异体肝移植所需费用
高达约 30 万元，还不算施行异体肝移
植后，患者必须终生服用、以控制排异
反应的药物，每年约花费 7 万元左右。
石渠、色达两地的这些泡型包虫病患
者，一般来讲都是较为贫困的群众，他
们没有办法得到异体肝源，他们没有能
力支付高昂的费用，他们几乎处于坐等
生命结束的境地。

但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不
久前，自体肝移植的医学科技应运而
出。自体肝移植解决了没有肝源的问
题，而且，在对肝脏实施手术切除病灶
后，健康的肝脏可以生长，约100天后，
肝脏就能恢复正常功能，重要的是，患
者也不会出现异体肝移植后不可能避
免的排异反应，有利于身体尽快恢复健
康，也不用服用为了克服、减轻排异反
应的药物。相应的，自体肝移植手术所
需费用也低很多。

只是，自体肝移植手术虽有那么多好
处，但手术难度奇大。2016年11月以前，
全世界开展的这种手术还不到100例，全
国也仅开展了40例泡型包虫病肝移植手
术。而甘孜州医院这样一个地区级的人民
医院，一个地处高原高海拔地方的人民医
院，能开展这样的高难度手术吗？

为包虫病患者实施自体肝移植手
术，是造福包虫病患者应该开展的一项
手术。尽管难度大，但这不仅能推进“包
虫病防治”工作上一个新台阶，而且这项
手术可以带给包虫病患者获救希望，没
有比能够拯救生命更大的意义了。

（未完待续）

人与“虫”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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