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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子”是早期移民的发明
泸定存世汉姓《宗谱》、《家谱》记载，溯源其始祖

来历，发现“进山落业”的祖先渠道有三：一是“湖广
（旧时湖北、湖南统称）填四川”“孝感”的移民；二是
“山西洪桐大槐树”北方灾民；三是川西进山的“背
夫”、“兵勇”、“小贩”、“工匠”和流民。

这些在原籍平坝、平原用扁担挑箩兜、推独轮
车、赶木轮马车、驴驮运输方式的早期移民，到了泸
定面对大渡河谷开门见山、出门爬坡过坎、崎岖不平
且只有人的脚步可以行走的山路，老的一套运输方
式“不服水土”。

环境改变人，为适宜山路运输，吃苦耐劳的先
辈们独创适应崎岖山路的一种运输方式：“背子”，
于是应运而生了各种“背子”工具。常见“背子”工具
有：“背夹子”，与之配套歇气的“丁”字木拐；背兜，
背兜分糠背（大号）、牛粪背（中号）、细篾精致的家
背；耐背的“牛皮条”、不勒膀子“麻辫”、简便的麻
绳、棕绳。

不同的“背子”（货物）使用不同的背具。背运藏
茶、粮食、油、酒、篓子、边猪、腊肉、烧柴、背人、砖、瓦
等用背夹子。背长途、负重150斤以上的叫“硬背子”。

背抛货，背软轻的“背子”，这种背子叫“软背子”。
人的第一技能是模仿。农家孩子从小见大人背

“背子”长大。三四岁时，吵着模仿大人要“背”，便有
了最初儿时背“布娃娃”的游戏。长到七八岁时，家长
请蔑匠量身竹编“小背兜”学背“背子”。几年后，孩子
跟随大人上山背烧柴、背粮食、背药材、背石灰、背砖
瓦、背茄瓜小菜、花生、核桃，成为父母的帮手。进入
青年，背力背功渐长，能负重一二百斤，加入成年“背
子”队伍。有的到了壮年，负重三四百斤（旧秤16两
为1斤）挣得某“大劲”称号。

从根敦群培到安多强巴，
从“甘孜藏画”到“布面重彩”，
正是西藏绘画从传统走向现
代、由宗教绘画转向纯艺术绘
画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
里，根敦群培完成了第一步，
他把西方绘画引入西藏人的
视野；安多强巴完成了第二
步，他把写实主义带入了西藏
传统唐卡绘画；“甘孜藏画”则
完成了第三步，将写实主义绘
画与传统唐卡巧妙融合，气韵
生动；而“布面重彩”虽然登场
时间较晚，但它是不仅在画面
的形式和语言上完成了传统
与当代的统一，还将西藏的审
美特质虹化为作品的精神内
核！从而成为西藏绘画发展新
的坐标。而承载着安多人厚实
稚拙的“祥巴版画”，则是藏族
画家在版画领域开拓出的一
方处女地。

〈一〉画家的民族身份
青藏高原上生活着以藏

民族为主体，兼有珞巴、门巴、
汉、回、纳西、白族等不同民
族。西藏文化也可以说是以藏
族文化为绝对主体，但是否

“西藏绘画”就等同于“藏族人
的绘画”？画家的民族身份是
否与作品的文化定位有直接
关系？在笔者看来，尽管绝大
多数西藏绘画都是藏族画家
创作的，但二者之间并非绝对
的关系。

举例来说，根敦群培当
年画的作品，有很多都属于
是水彩画。包括现在也有很
多藏族画家在从事油画、国
画的创作，他们创作的作品，

可能仍旧属于各个不同的画
种体系，并没有“西藏绘画”
文化传承。

另外一方面，从古至今西
藏绘画都是在对周边民族文
化不断学习和交流中发展的。
例如，在公元7—11世纪，印
度、中原两地的艺术家多次进
入雪域高原，与吐蕃艺术家一
起开创了前、后弘期美术的繁
盛。到了公元13世纪，尼泊尔
的尼瓦尔族艺人大量进入西
藏，为萨迦寺、夏鲁寺等地的
绘画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存在
藏族美术史中的画家，有著名
的“工巧天”阿尼哥[ 阿尼哥
（Anigo，1244—1306），建筑
师，元朝雕塑家，工艺美术家，
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
室后裔。除了绘制唐卡以外，
还设计建造有萨迦金塔、北京
妙应寺白塔、五台山白塔等
等。]、也有在敦煌做双向交流
的白央[白央，在敦煌和汉族
画家合作唐卡《释迦牟尼与二
菩萨》的吐蕃画家。]等人，还
有许许多多默默无名的各族
艺术家加入，才让西藏美术如
此多彩灿烂。

到了现代，“甘孜藏画”和
“布面重彩”乃至“祥巴版画”
等创作组都是由藏、汉各民族
画家组成的。特别是“甘孜藏
画”创作组的核心创作人物就
有来自内地的汉族画家梅定
开、陈秉玺等。而西藏“布面重
彩”的代表性画家也是来自内
地的韩书力和余友心。他们都
是透彻西藏化的汉族画家。他
们长期浸淫于藏文化的汪洋

大海，与这里山川大地、神佛
生民朝夕相伴，如醉如痴，涤
魂净心，虽久历风霜寒暑而情
怀依旧。因此，画家的民族性
并不是“确定其作品是否为西
藏绘画”的必然条件。

〈二〉材料的变化
传统唐卡绘画选择的是

矿物颜料和画布、绢本等，即
便在绘制壁画时，虽然基底
由画布改为了墙壁，也未改
变“平涂勾染”的胶彩绘制技
法。后来的“甘孜藏画”和“布
面重彩”也都沿用了这种胶
彩技法。那么是否西藏绘画
都得是胶彩呢？这也不一定，
比如画家计美赤烈、阿旺扎
巴等，他们很多作品都是用
油画材料来创作的，而这些
作品由于具备了西藏的文化
特质和审美习惯，所以仍旧
属于“西藏绘画”。

同样，易西嘉洋创作的祥
巴版画，是在藏纸上采用类似
木板粉印的技法；此外，他还
尝试用油画材料来绘制唐卡。
这些材料和传统绘画手法相
去甚远，但并不影响其作品对
藏文化的传承。

总的来说，不管画家是什
么民族？不管使用的是何种材
料和技法？只要他们的作品继
承了西藏传统审美、植根于藏
文化这块沃土中，无论外在形
貌如何转变，都是西藏精神、
西藏文化和西藏审美在不同
时期、不同地域的“化身”而
已。这也成为界定一幅绘画作
品是否属于“西藏绘画”的不
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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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我骑着骏马
游走在坦荡的毛垭坝草原。一
曲犹如云的飘逸，风的潇洒的
悠悠牧歌飘然而至。

我的家乡是金色山谷，
见到黄金就想起家乡；
我的家乡是白螺山谷，
见到白螺就想起家乡。
天高云淡，天的尽头，一

位牧羊姑娘挥动“乌朵”赶着
一群羊儿。那天籁之音就是
从她那里飘过来的。歌声甜
美悠长，音域宽广舒展，节奏
自由随意，弦律优美跌宕，有
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浓郁的地
方风格，给我无限的时空和
坦荡的艺术感受。我似乎忘
了自己身处何处，静静地陶
醉在音乐之中。若干年后，当
我混迹嘈杂的闹市之中时，
依然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悠
悠牧歌声。

康巴牧歌（山歌）音高字
少腔长，加之密集性的装饰
音，歌声就像被风吹打的经
幡，落在石头上的珍珠，成为
弦律的美化和装饰，与弦律融
为一体，具有一种回肠荡气，
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反映出
康巴人独特的艺术审美力。

康巴牧歌（山歌）音调高
亢优美，演唱者讲究自然、流
畅、连贯，多变而不做作，灵活
而不娇纤。由于演唱者各自处
理装饰音位置的不同，往往造
成不同的艺术效果和不同的
审美意境。如出现在长音之
前，有一种悠远飘逸之感，仿
佛那变化无穷的江河；如出现
在长音之后，更觉开阔、坦荡、
豁达，仿佛置身草原，仰望轻
盈的白云，放眼起伏的群山，
让人进入一种空灵飘渺，物我
一体的境界。

远离草原，在嘈杂的都
市，我也时常听草原牧歌光
碟，但是总也找不到感觉，总
觉缺点什么。那一年，我又回
到了故乡。只有听到牧民们
的演唱，我才知道什么是满
足和陶醉，什么是自信和从
容，感到在广漠的高原，只有
山歌才能展示他们粗犷、豪
放、多情的性格，也只有山歌
才能抒发他们丰富而浪漫的
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对自
然的眷念。这就是康巴山歌
特有的审美韵味，也是康巴
人喜爱山歌的缘故。

(注：乾达婆是天龙八部
之一，乐神名。其实就是咱们
常提起的“飞天”，意为乐神，
其职是奉祀佛陀，因其能歌善
舞，并能散发香气，因此又称
香音神，伎乐神。康巴牧歌是
我心目中的乾达婆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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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山转水。刘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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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文联主动作为，找准坐标，发
挥自身优势，结合文联工作实际，围
绕“三个抓好”“三个办实”工作主线，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州委书记刘成鸣
在全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专题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是抓好政治引领工作。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
文联工作始终，加强文联机关和州各
文艺家协会的政治理论学习，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全体干部职工和广大文艺
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把贡嘎山杂志
社藏、汉两个刊物的政治关，真正把刊
物办成党的思想政治引领阵地，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窗口。

二是抓好精品力作创作。州文联
把“出作品、出人才”作为安身立命之
本，努力推出精品力作，繁荣发展甘孜
州文艺事业。

积极搭建培养文艺人才的平台，
加强优秀文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重
点创作、定点扶持的方式，支持优秀
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开展文艺
创作活动。

出版“康巴作家群”藏文作家书
系8部，推出脱贫奔康长篇报告文学
《理塘：巅峰之战》《画卷》《印记（暂定
名）》等3部，出版交通摄影画册《雪
域天路》。

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题歌
《在祖国的怀抱》三种版本：成人版、流
行版和儿童版本。创作推出7首圣洁
甘孜新歌，协助做好《横断山恋歌》的
拍摄。

积极支持电影《生死搏斗》参加上
海国际电影节。推出文旅书籍《视觉甘
孜——甘孜州风光摄影指南》《边诗钩
沉》《康定川剧活动——从历史的记忆
中走来》《康巴民居》。协助拍摄推出
《甘孜：3000米以上》系列短视频等。

三是抓好文化品牌打造。以格萨
尔王进入四川第二批历史名人为契
机，积极做好格萨尔文化的挖掘、保
护、传承、创新工作。组织民间文艺家
深入基层，挖掘整理格萨尔历史遗迹、
传说故事等，推出格萨尔主题新歌。

四是办好仓央嘉措诗歌节。通力
配合理塘县委、县政府办好第四届

“四川·理塘仓央嘉措诗歌节”，邀请
名家参加诗歌节系列活动，办好诗歌
节峰会论坛，全力打造“仓央嘉措诗
歌节”品牌，努力提升甘孜州的美誉
度和知名度。

五是办好建州70周年摄影美术
书法作品展。办好“雪域天路——从交
通看甘孜州建州 70 年的变化”摄影
展，展示甘孜交通发展特别是实施交
通先行战略的生动实践。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筹备举办美
术书法作品展，全面展示在党的民族
政策光辉照耀下，全州各族人民同甘
共苦，全面实现从“一步跨千年”走向

“同步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变革。
六是办好民族文学改稿班。与

《民族文学》在康定联合举办藏文改
稿班，组织甘孜州藏文作家和藏文文
学爱好者进行集中培训，努力提高藏
文文学创作水平。与甘孜县合作开展
采风创作活动，发挥“名家效应”，提
升甘孜州对外的影响力，全力助推全
域文化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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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康定日库寺
活佛因病专程到成都治疗，
后来又到峨眉山住了一段时
间，在这段时间里听说康定
已经解放，于是1950年6月，
决定返回康定，6月19日途
经雅安，日库活佛专程去拜
见了中共西康区委书记廖志
高，向廖书记表达了一个佛
教界人士对人民解放军来到
西康的欢迎。廖书记十分高
兴，向日库活佛介绍了康区
最新的情况，廖书记说：现在
决定在康区实行区域自治，
首先决定将金沙江以东到康
定这一区域成立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自治区的名称问
题，根据各方的意见，已经有
了一些方案，但还没有定下
来，想听听活佛的意见。于是
廖书记将已有的几个名字，
向日库活佛作了介绍，当时
进入比选的方案有：西康省
康区藏族自治区；西康省康

东博巴自治区；西康省康东
康巴自治区；西康省康东自
治区等。日库活佛听了廖书
记介绍，也说了自己个人的
一些建议，他说：对于康区区
域自治的名称问题，我觉得
可以用西康省下康自治区，
因藏族一般是指西藏，对西
康界限不明显，至于“博巴”
则包括得更广，青海、甘肃、
四川的藏族都包括在内了，
假如只用康东，那以后就须
得有康西、康南、康北，这些
界限都不能明显划分。因此，
以金沙江的西岸为上康，东
岸 为 下 康 ，比 较 适 当
些······。”

当然这只是一次关于自
治区名称问题的意见收集，
但从这次对话中不难看出当
时从中央到省、地的各级领
导，对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
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族自治
政权的高度重视。

1950年11月17日，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
各界人民代表会在康定隆重
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族
各界代表共计271 人，从这
次代表会的报到册上我们可
以看到，这次代表会的代表
构成是十分全面和考究的。
从地域上讲，当时康区所属
的各个县均有代表参加；从
性别上看，男性代表为多数，
有259人，但仍然有12名女
性代表。这在当时那样封闭
落后的康区，有12名女性参
加会议，已然是十分亮丽的
一点了；从民族结构来看，这
次大会有藏族代表180人，
占代表人数的大多数，这是
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有彝
族代表12人，回族代表5人，
这就体现了当时筹办方对民
族政策把握的周祥；从界别
上讲，这次会议不仅有党、
政、军代表，还专门邀请有农
民代表、牧民代表、工会代
表、妇女代表、青年团代表、
学生代表、工商业代表、医药
界代表、文艺界代表、宗教界
代表等等，而且在宗教界代
表中分别考虑了藏传佛教五
大教派的代表人士。

会议进行了8天，11月
24日通过投票，正式产生了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
政府。主席桑吉悦希（天宝），
副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
旺嘉措、洛桑登巴，委员28人。

在甘孜州档案馆，我曾
经看到过一份大会选举前，
经协商产生的主席、副主席、
委员的预选名单，当时这份
名单上，副主席第一人是苗
逢澍，后面才是夏克刀登，但
不知是谁，将苗逢澍与夏克
刀登两个名字间打了一个反
转号，这就变成了副主席中，

夏克刀登成了排位第一的副
主席，苗逢澍成了排位第二
的副主席。这份名单当时还
未上报，还在康定，分析只有
苗逢澍本人有权改动。后来
经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
批下来进行选举的名单没有
一个字的更改，从这一细节
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党人对
藏区和藏族人民的真诚，也
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高
风亮节。

1950 年 11 月 24 日，一
个永远记入历史的一天，这
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地区级
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在康定正
式诞生了。

就在这一天的大会闭幕
式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
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但在
当天大会的主持人讲话稿中
确千真万确地记载了下来。

这天上午，参加大会的
一位陈姓军方代表，因锁事辱
骂了招待所一位招待员，此事
引起了大会的高度重视，康定
军分区司令部不仅当即找他
谈话，决定终止他的代表资
格，而且要他在大会开始前作
公开检讨，向招待员公开致
歉。于是，在当天上午10时举
行的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会议
主持人就临时增加了这样一
个议程。

1950 年 11 月 24 日，新
中国的第一个地区级少数民
族自治政权由此踏上了新的
征程。

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巧
合，这一天刚好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入康定整整8个月。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中
国共产党一切以人民为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
一切官僚主义在新中国第一
州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肆忆

中共西康区党委《关于
东藏建立人民政府的布署》
上报党中央后，毛主席见到
了这份文件，其中关于名称
问题，引起了主席的高度重
视，他从全国的大局出发，
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一段
极为重要的批示，可以说正
是这段批示，指引了后来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全面实施
的道路。主席在批示中指
出：“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
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
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
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
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域
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

县的小区域政府，有的是一
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
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
问题甚多，须加统筹。此电所
称东藏自治区域是与西康省
政府并立的，还是属于西康
之内的？其疆域如何？是否事
前得到中央批准？请维汉
（注，李维汉）查告，或去电询
问。”主席签下这段批示的时
间是1950年9月16日，距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成立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
了，但正是这段批示指引了
后来全国少数民族自治政
权建立实行区、州、县不同
层级的正确道路。

伍忆

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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