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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郎哥

初一日去看郎
小郎病在绣牙床
双手推开红罗帐
伤伤心心哭一场

初二日去看郎
手帕子包米熬米汤
左手端汤郎不吃
右手端饭郎不尝

初三日请医生
医生药包奴背上
叫声医生哥哥好好医
头上金簪卸一匹

初四日请端公
木卦灵牌奴背上
端公进屋柄三卦
问声小郎几时松

初五日去看郎
小郎死在绣牙床
双手推开红罗帐
伤伤心心哭一场

初六日请木匠
小刀夲锄奴背上
叫声木匠哥哥好好割
里头要装少年郎

初七日请阴阳
罗盘通书奴背上
叫声阴阳先生好好撵
小郎要坐困龙山

初八日请帮忙
两把厨子四个人
经井要打三尺深
小郎藏起好投生

初九日抬上山
柏木扛儿两边拴
妹端灵牌前面走
后头抬的是少年郎

初十日回娘家
先拜祖宗后拜妈
你家相公早早死
丢你女儿守空房

十一日转回程
走拢半路遇媒人
媒人哥哥你请转
守满三年才嫁人

好马不备双鞍子
好女不嫁二夫郎
马备双鞍路难行
女嫁二夫落骂名

海日尔他 搜集整理

放眼世界，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
如此。藏民族关于藏族起源的传说
中，说到：一个修行的猕猴与罗刹女
交配，子孙后代靠吃天然的果实为
生，随着后代的不断增多，开始种植
神仙赐给他们的五谷为食，五谷的营
养让猕猴进化为人，并且学会劳动种
植，从而有了今天的藏族。传说与人
类科学不谋而合。

今天，我们将眼光缩小到青藏高
原上立曲河流过的区域——被称之为

“木雅”的这片土地，这里生活着藏族
人的分支，被称为木雅藏族。在数亿年
间，这片土地所栖居的青藏高原从未
间断地向上隆起，海拔的上升，形成了
天然的屏嶂。温暖的印度洋流被屏蔽
在外，不再长驱直入。这里作为地球上
异端突起的部分，形成了“横断”，气
候变得寒冷。也正是因为“横断”，形
成了千沟万壑的地形，才导致这片区
域内各种文化现象相对独立，层出不
穷。青藏高原上“木雅”只占了很小的
一块区域，我们企图用人类的生之根
本——食物，将“木雅”作为人类发展
史上的一个缩影来窥见“木雅”。

“木雅”地区出产并不丰富，这跟
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高海拔、寒
冷，这两个先决条件似乎将许多农作
物闭之门外。而青稞这种谷类作物具
备了耐寒、生长期短、高产早熟等特
点，适合在高原上生长，占据了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的一日三餐。

2015年，全球首个青稞基因组图
谱由我国科学家绘制成功。研究人员
将青稞基因组和其它禾本作物的基
因组进行比对，发现青稞约于 1700
万年前从粗山羊草、乌拉尔图小麦以
及冬小麦中分离出来。他们的结论
是 ：经 过 青 藏 高 原 各 族 人 民 长 达
3500—4000年的驯化栽培，青稞完全
适应了极端的高原气候，成为当地人
的主食。1978 年西藏卡若遗址出土
的大量粟粒和谷灰说明大约四千年
以前，在青藏高原这个区域范围内开
始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同时考古工作
者也发现，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西
藏日喀则廓雄遗址找到了距今 3200
年的古青稞碳化物，这是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农作物遗存。

这里是从何时开始农作物种植
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科学家的研究
里发现，以青稞驯化起源地为中心，青
稞的栽培向东向南北扩散，覆盖了唐
蕃古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

在归属于
木雅地区的呷
巴乡木弄村，
村民们沿着河
沟建立起了一
座小型的黑青
稞基地，用于

加工此地产出的黑青稞。黑青稞因花青
素含量高，口感好而优于其他青稞品
种。关于黑青稞种子的来历，这里传说：
藏族人民心中的战神格萨尔王在收复
大食国时，将最好的青稞种子分给了木
雅王朝，而木弄村处于木雅王朝腹心之
地，于是拥有了极品黑青稞。每年8月
末，青稞成熟，整个山谷都被染成金色，
因此这里又被称为“赛秀农坝”，意为

“金色山谷”。曾经这里是川藏线茶马古
道通往茶马互市要镇打箭炉的必经之
地，马帮川流，小憩、囤积粮食，这里的
黑青稞也因此名声大噪。

过去，人类需要通过迁徙来达到
交流、物资交换等目的。但是这些我们
赖以生存的植物却不能被随意种植或
者放任迁移，同时它们也需要固定的
人来照顾它们。这些种子被播种到地
下，气温、光照、氧气、水份，每一个条
件都成为其生长必不可少的因素。

不得不说，青稞的顽强生命力，如
生活在这里的木雅人。每年春分过后，
播下的青稞种子，在零度以下生长。五
月的高原，风雪交加，青稞苗将要破土
而出，对于青稞，对于木雅人，这是一
个重要的节点。木雅人选择在这个时
候进行宗教仪式活动：顺时针绕着种
植青稞的土地转三圈，诵经三日，以互
撒糌粑结束仪式，以祈祷风调雨顺，收
成旺盛。

我们通过青稞的进化简史，知
道青稞如其他野生植物一样被驯化
为作物，在这个过程中，木雅人和青
稞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土地则是
连接的纽带。木雅人以轮耕的方式
来减缓对土地的耗废，这让土地有
了喘息的机会。

成熟的青稞多数是青色、褐色或
紫色的。在自然未加工的状态下，它坚
硬且不适合于咀嚼，人们在长时间的
劳动中学会了烹饪，用浸泡、蒸煮、碾
磨等方式，改变食物最根本的状态，这
些是需要用动脑子的工作。

青稞是这样被加工的：青稞粒被
炒熟，炸裂处为白色，释放出粮食的
芳香，呈现花朵绽放的样子，这就是
青稞花。糌粑是被磨成粉末的青稞
花，因为产量的增加，每个村落在水
流湍急处都建有水磨坊，这些水磨坊
取代了人工作业，可以说它们都是因
为青稞这种食物应运而生的，当碾磨
的声音奏响，水力带动石磨转动，它
利用天地自然间能量的循环，抚过石
头的纹路，像雪花般一层一层飘落，

每一粒青稞归处即是如
此，发挥出最大的营养与
美味。

在木雅，木雅人有青稞
地，也有牧场。

人类饲养牛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至少九千年以

前，广袤的撒哈拉大地。当时，人们与
牛的关系如此之密切，从社会的供给、
构建，甚至经济都与之息息相关。在这
个过程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从牛
奶中获取营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
能，人类从一开始对牛奶的不耐受到
后来的慢慢适应，也是经过了很长的
时间。甚至到现在，许多成年人都不能
消化牛奶。西方谚语说：我们所吃的食
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这样的事件在
不断重现：人类经过了漫长的适应期
之后，才开始适应那些一开始就不太
容易消化的食物。

而在木雅地区，木雅人所吃的大
量食物都与牛和牛奶有关。遍及深山
牧场的是素有“高原之舟”之称的牦
牛，而木雅人并不用其来耕地，千百年
来，高原居民已经与牦牛形成了密不
可分的关系，即便是现在，两种生命依
然相互依存。人们转场迁徙，放牧牦
牛。牦牛则将其一生无私奉献，牦牛
奶、牦牛肉，供人们享用。用牦牛的皮
做成结实的口袋，便于牧人们在游牧
过程中，装卸搬运他们的行李家当；将
它们的毛编织，搭建成帐篷，用以躲避
极端天气；就连它们的粪便也是一种
宝贝，在高原上，这是不可多得的燃
料。人们礼赞牦牛，待其死后，将其头
骇挂于门楣用于辟邪，或置放于嘛呢
堆上，望其来生得到解脱，不再受苦。

牦牛奶所提供的营养储备丰富且
多样。每年藏历的三、四月，成年母牦
牛开始产子，丰沛的奶汁除了养育小
牛外，也默默滋养高原上的人们。奶汁
汩汩，脱离牦牛身体，股股迸发，奶香
四溢。待奶挤尽，自然冷却之后将脂肪
与液体进行分离，完成酥油提取。脱脂
后的牛奶，适当加热，又形成另外一道
美食，木雅人称之为“喰”，汉族因为
酸甜可口的滋味，称其为“奶饼子”。
同时，也有由牛奶发酵而来的酸奶等
美味制品。

木雅地区出产不丰，而这些美味
的同现无疑是一味充满力量的生活调
味剂，酥油能挡抗寒冷，而“喰”及其它
奶制品则能充实人们一成不变的餐
桌，调节单一的味觉，能让漫长而孤独
的高原生活丰富起来。

作为奶制品，它的保存方式也是
非常特别的，我们在塔拉上村杜吉扎
西家，他给我们展示了它的保存方
式：麻花状的“喰”，一坨一坨，浸泡在
牛奶发酵出来的酸水里；另一种饼状
的“喰”，一饼一饼，塞满大小合适的
牛肚或布口袋当中，排尽空气密封。
夏天，需放置阴凉处，不被太阳直晒；
冬天则要用暖和的衣物包裹，不被冻
坏。如果保存得当，这样的美食，正好
可以享用到来年春天，母牦牛生子产
奶的季节。

（未完待续）

大渡河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阿
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南麓，路经阿坝，始更名为
大金川河。大金川河于丹巴县城东接纳小金川
河后始称大渡河，再经泸定县、石棉县转向东
流，经汉源县、峨边县，于乐山市城南注入岷江。
一路奔流二千三百余里，终汇流入长江。于是，
在这水流曲折回旋，峡谷纵深的世界里，演绎出
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和传奇。

在这座县城旁，那两条生命之水，一条从青
藏高原的阿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南麓流了下来，
另一条发源于邛崃山。在峡谷中将自己撞得粉身
碎骨，再聚拢。最后却在横断山脉腹地的河谷处
交融、激荡、奔涌，于是便有如纱的雾气从峡谷底
袅袅婷婷的升起来，最终汇聚成云雾，再形成雨
飘落下来，成为养育一方生命的甘泉源头。

大渡河源头的这座城市，建于何年已难
考证，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数字，几百、几千
年对于这座城市来说，都只能算是短短的时
日。相比之下，在这里活了一世又一世的人类
所拥有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能同亘古不变
的山川河流相提并论。从中路出土的文物知
道距今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这渡河
之旁诞生、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刻意炫耀自
己，只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与自然共生共长，用
勤劳的双手创造着一个个奇迹，一个不经意
的举动已经使嘉绒历史发出了灿烂的光芒。
因此才有了嘉绒石砌建筑的技艺，有了自己
的语言，有了不一样的服饰……后来，原住民
顺流而下，寻找更适宜的居所。终于在五山五
水的交汇地找到了心目中的伊甸园，并建起
了温馨的家园。没想到成就了丹巴的文化中
心交融之地——章谷，这也是最早的丹巴县
城的雏型。后来，将此地归置为屯，再后来才
为镇。因为丹巴接近汉地，所以有“嘉绒”的称
谓，至此，“嘉绒娃”的存在才宣告诞生。

丹巴县城的建立，因其地理位置的独特和
重要，便注定了它要成为甘孜藏区的东大门，会
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藏区与内地的
咽喉要塞；注定了它在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的
命运。所以，一提起丹巴章谷就让人想起大小金
川之战、红军长征路上休整地，以及当时叱咤风
云的英雄等。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驻扎半
年之久；第一个藏民独立师的建立，他们用赤诚
的心，手拿最原始的武器帮助红军镇守要隘等，
大致都与丹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时光追溯到战国时期，曾经的丹巴已经随着
朝代的更迭，几易其主，由蜀国边陲，而到汉属西
羌，秦王朝时期，县境域为蜀郡边徼。汉属西羌，隋
为嘉良夷。唐属羁糜金川州，后土蕃势强渐次东
侵，县境被侵占。其名字的由来也是在近代才有
了的，民国前一直称呼其为章谷，意为建在石头
上的城市。后来，取丹东土司及巴底巴旺土司首
字后才有了丹巴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县城
所在地也保留了过去的称谓，就叫章谷镇。

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丹巴人，应该以勇
猛著称，史书上记载也不乏忠勇之士，如在抵
御外族的入侵时，冲锋在前，立下赫赫战功。但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女王统治
的辖区。所以，我更愿意将丹巴比作柔情似水
的女人。其实，对于将丹巴比作“女儿”一说，理
由也颇多，其中之一当归于这座城四周缓缓流
淌的五条河流，就像是飘飞的霓裳羽衣；归于
它如云的美女，有着“东女古都”以及“美人谷”
的称谓，这才使丹巴声名鹊起，充满了阴柔之
美。不但让那些游客慕名而来，本地人也在这
里寻觅美丽。

记忆中的1988年，我因为要参加中考，第
一次来到丹巴县城所在地章谷镇。因为是首次
走进城市里，心里就多了许多对现实的感念和
对未来的憧憬，因此有了那么一点浪漫的诗意。
我站在三岔河桥头，看着滚滚而去的大渡河
水，吟诵出“渡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自以为
绝妙，由此而生豪迈气概。

而今，我又一次站在三岔河桥头，让目光穿
透眼前厚重的山峦，从草原再到雪山，从河流再
到大江，从谷底再到岩石上的天然石英壁画…我
暮然发现，就在渡河的发源地，水与水、人与山，山
与水在这里交融、共生，那是这个县城的生命之
所在，一切缘因此而生，一切缘因此而悠长罢了。

106岁老作家马识途日前推出新作，也是封笔
之作《夜谭续记》。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
版的《夜谭十记》续作，该书仍以四川方言土语，闲
话四川俚俗民风及逸闻趣事。

“这本书稿的创作过程与其姊妹书《夜谭十记》
近似，也经历了曲折的近四十年。”马识途自述，1982
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向他邀约创

作，促成《夜谭十记》出版。2010年，《夜谭十记》中《盗
官记》一章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

“韦君宜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
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
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她说，《夜谭十记》出
版后反映很好，你不如把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
百怪的故事拿出来，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为了

这一约定，老作家以百年人生的丰富经历为底色，
写成《夜谭续记》，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文中饮茶
闲谈、摆龙门阵，字里行间皆为幽默诙谐之谈风。

马识途，重庆忠县人，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
芜并称“蜀中五老”，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
谭十记》等。

据新华社

106岁老作家马识途封笔之作《夜谭续记》出版

◎杨全富

一座城两条河
嘉 绒 文 化

食物与木雅
◎潘敏

“四句子”

山歌
末次冰河时期末期，地球气候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海平面上

涨，冰雪融化，积雪之地变成草原，我们的祖先由迁徙向定居的生

活过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世界的角落，人类从最初对于食

物的搜集，发展到驯养动物，种植农作物。

这一切都是在原始欲望的趋动下，不断地发生改变的，人类社

会也在因此不停地进步。食物与人类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

类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世界沟通的方式，通过了解自然，不断地

适应生存环境，解决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