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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形态，其创造力的前
提和首要条件一定是基础认知和基础
功力。就格萨尔彩绘石刻而言，只有在
完全精通其基本的刻绘工艺流程后，才
能论及创造与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创
作和作品。

格萨尔彩绘石刻的刻绘过程是极
为枯燥而繁琐的。同时，刻绘艺人还需
持久的耐力和细腻的心思、细致的笔
触，以及相对完整的格萨尔文化知识积
淀，才能在不断雕琢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创作出令人叹为观止而不可复制的
精品力作。

就《格萨尔》彩绘石刻的刻绘工艺
流程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选材。格萨尔彩绘石刻对石料的选
择较为挑剔，一般都选择经久坚硬的天
然页岩资源。在甘孜大地上，类如色达、
石渠、丹巴等地都有着丰富的天然页岩
资源，这为艺人选取材料提供了强有力
的自然支撑。艺人们在页岩的选择上，
一般就地采选板体形状好的天然板石
作刻石原材料。为确保石材的自然形
状，艺人对所选的石材需进行边、面破

碎部分的处理。
构图。构图一般分两个步骤。第一

步是根据板材的大小和人物构思，进行
画面定位。这个步骤只需用铁凿在板材
上勾勒出画面大致轮廓；第二步则是用
描笔依照已经勾勒出的画面大致轮廓，
进行准确的线描。一幅作品的好坏，线
描是一道至关重要的环节。所以艺人们
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认真细致的雕琢
铺陈。

刻石。完成构图后，艺人会采取石
刻、刮刻等技术手段，依照精描的构图
线进行雕刻。这道工序是整个彩绘石刻
中最细致、最重要的工序。它需要艺人
击凿轻重得宜，走线如行云流水，且棱
角分明，人物造型准确、生动自然。

着彩。先将已刻制完毕的刻石画面
通刷一道白色颜料，称之为基色。待基
色干定后，开始着彩，该道工序有两大
特点。其一是遵循藏族绘画的基本规
范，多使用红、黄、蓝、白、黑、绿六种色，
一般不使用中间色，以形成鲜明强烈的
对比。其二是根据《格萨尔》中对画面人
物、战马、武器等的具体描述进行着色。

一般有《格萨尔》知识的人，单从画面的
色彩处理上就可以辨认出这是史诗中
的何位将士。

保护。着彩完毕后，为了有效保护
彩绘石刻的色泽，需要在刻石画面上涂
一层保护层，个别情况下可使用“矾砾
水”，而多数情况下则刷一道清漆。

经过这几道工序之后，一个格萨尔
彩绘石刻作品就完成了全部的创作，其
表现的内质也将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人
们的视野中，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

格萨尔彩绘石刻是藏族民间美术
中的一门创新艺术，它不仅是格萨尔文
化的一种新的传承方式，也填补了格萨
尔文化在藏族石刻中的空白。格萨尔石
刻，刀法精细，取材考究，在采用凿刻、
直刻、斜刻刀法的同时，注重磨刻、磨划
技术效果，使石刻画构图和谐。在石刻
画上采用了彩绘工艺，这样既增加了画
面视觉的艺术感和光泽度，又可以起到
保护作用。

格萨尔彩绘石刻技艺的传承方式
以师徒或家族传承为主，作者一般不在
石刻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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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祈祷多少祝愿，走向您啊走向
您啊，翁嘉神山。”这首悠扬弦律的歌声
萦绕在心间，回味绵长。假期约上好友，
开启户外一日游“模式”。

六月已经是炎热的夏季。开车出县
城几分钟，就开始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
山路旁榆树、椿树，杨槐树郁郁葱葱，中
华山蓼匍匐在道路两侧的地边。行驶途
中，汽车仪表盘上显示海拔的数字直线
上升，从县城的 2280 米陡然增至 2880
米，车窗里时不时飘进丝丝寒气。高山
栎，落叶松稀疏地呈现在不远处的山坳
上，有微风拂过，树枝轻轻地飘落些丝
絮。经过几个小村庄后，就是人迹罕至的
大山。

翁嘉岭在涉藏地区颇享盛名，周边
人们都特别敬奉它，认为翁嘉岭是开启
一百零八座神山圣地的金钥匙，朝拜者
络绎不绝。西藏，云南以及相邻地区的信
众从各地不断涌向此山。

香客众多。为了不惊扰转山的路人，
选择了一僻径缓缓登攀。山路崎岖，峭壁
上还有几种零星的紫薇在顽强的生长，
十分艰难的绽放出粉色花朵。太阳被周
围的大山阻挡着没有探出头，身上却早
已浸出汗水。一株核桃树下有一个歇息
的平台，坐下后，从背包里取出矿泉水和
饼干，补充能量。

不一会儿，体力已经恢复。脚步轻盈
起来，迅速攀登到小山顶。挂在树梢上的
经幡被山风吹得像发电机马达发出哒哒
哒的响声。在山顶上极目远眺，群山环
绕，峡谷幽深。这时东山顶上太阳羞涩地
探出头来，它虽没有海边日出般殷红，倏
然把暖暖的阳光洒满山岗。映照在岩石
上的反光，斜射进挂着露珠的栎树、野蔷
薇丛中，植被显得色彩斑斓。聒噪的鸟儿
也因阳光照射而在林间跳跃着觅食，谷
底村寨零星铺展在定曲河两岸的绿色丛
中，缕缕青烟飘扬，藏寨灵动起来，瞬间
便沉浸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意景中，还处在意犹未尽时，同伴中有人
因恐高而呼喊我们往山下走……

山峰的另一侧，是一条通往山下的
栈道。仰望翁嘉岭主峰，别样的风景尽收
眼底，蔚为震撼，山峰似刀削一般，直耸
云霄。一字排开的五座山峰，壁立千仞，
透出冷峻，常人难以企及，是无法攀登
的，匆匆拍照后只有望山兴叹了。

翁嘉岭奇特的还数溶洞。大大小小
的溶洞藏在山间。路旁，就有狭窄的长
洞，只能够容一个人滑过身子。长洞早已
被虔诚的信众用身子磨出光滑的壁面。
还在惊叹信众的虔敬之心时，几只松鼠
摇着长长的尾巴机灵地从面前跑过，感
觉不到他对路人的惧怕。远处，一只浅灰
色野母鸡咕咕叫唤，带着六只小鸡雏钻
入小树林。这时，依稀能听见山腰间有唢
呐声和蟒筒声传来，常识告诉我们，山下
有寺庙。

在翁嘉岭的半山处，好大一个溶洞，
一座小寺庙全部建在洞中，洞与寺庙浑
然天成。几十米高的溶洞顶部有数条哈
哒稳稳地系在崖壁上。旁边，僧人正在给
游客介绍寺庙的历史典故。抬头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硕大的藏文字母

“翁”字若隐若现地刻在岩石中，边上有
哈哒缠绕，陡增神奇。听了介绍方知“翁
嘉”是由一百个藏文字母“翁”字天然出
现在溶洞中而得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

寺内的僧房绛红色，斑驳的木材显
示出悠长历史。藏经阁乖巧建在最里边，
依次是大殿，客房和僧舍，寺庙虽小，应
有俱有。看着身边口口诵经，一心向佛围
着寺庙转经的人们，有白发苍苍，佝偻着
身体的老者，也有穿着时髦，动作迅疾的
年轻人，他们用力拨动转经筒，经筒发出
咕叽咕叽声应和着匆匆脚步，倒也融洽
和拍。洞的另一侧，岩石油渍渍，还有很
多嫩绿的苔藓，近看，有浸水时不时自洞
顶滴落在石头上，形成大大小小一些水
凼，水滴石穿该是这个意思了吧。

幽幽翁嘉岭。山中有树、有水、有洞、
有寺，开门见山、山水出奇。临近黄昏，千
年钟声响彻山谷，游客兴致盎然，伴随着
山沟哗啦啦作响的一股清泉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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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渲染孤独，却总有事物
以孤独的方式存在着，高贵地让人不
敢直视。

伍须海在深山腹地，因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避开了纷纷扰扰的历史，
静默地躺在群山和牧场之间，拒绝了
一切人间的温度，只把温柔留给了世
代牧人，孤独且超然。

“伍须”藏语意思是“向阳好玩的
地方”，名字取在百年前，看来那时海
边的牧人真正精准地握住了伍须海
生命的脉搏。直到今日，伍须海滚烫
的血液里还淌着牧歌、宽厚的背脊上
还牧着牛羊。多少年来，远处的雪山
和牧场一直隔湖相望，两者都寂静、
两者都安详。

四月的某个早晨我们一行人驱车
从九龙县城向伍须海驶去，或许是时
间还太早，一路上除了马达的轰鸣声
——四野阒然。

通往伍须海的公路可以分为两
段，第一段两边散落着具有十足民族
特色的藏式建筑，被石墙和木栅栏护
着，年深日久、日晒雨淋颇有些难以言
喻的厚重感，与这周遭山林形成了一
种奇妙的和谐。房背后是一条不大不
小的河流，不知其源，水却尤其清冽，
据说一年四季从不废流，为这寂静的
山林添了不少乐趣。这一段公路不甚
平整，车速自然不快，这反倒给了我饱
览沿途景色的机会。

不多时便进入第二段路程了，与
第一段路不同的是，第二段路十分平
整，但由于海拔上升的关系，车出现了
轻微的高原反应，速度也慢了下来。这
里和第一段路途是以一片遮天蔽日的
幽暗密林作为分界线的，一进入这里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了嘈
杂、没有了纷扰甚至没有了心跳和呼
吸，只有间或的啁啾鸟鸣还提醒着我：
这里——尚在人寰。

一路攀谈的友人此刻也噤了声，
只有起伏的胸口沉默地对抗着高海
拔的缺氧反应。我们停了车，想在这
林间漫步来适应低氧的环境，柏油路

边的步道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松针沾
着清晨的露水，为公路镶上了淡淡金
黄的边，很像我在某处见过藏族服饰
上用来装饰的镶边的颜色。我们沿着
路边的步道缓缓地走着，如同行走在
薄冰上，阳光透过厚密的枝叶在我们
眼前的路上投下了零星斑影，偶尔遇
见枝叶间缝隙大的地方，阳光便倾泻
而出，金色的“液体”就这样在这里流
淌着。光、影，是山林间无声却又最悠
久的传说，用震撼的视觉述说着森林
四季的故事……

而会讲故事的不独这些光影。
正当我们陶醉在林间的光影故事

的时候，一声马的响鼻闯入了我们的
耳朵。回头来看，一群马从树林间横穿
而出，马蹄轻轻地叩在坚硬湿润的柏
油路上，也叩在我们的心上。领头的是
一匹白马，后面跟着若干棕色或杂色
的马，与电视电影中见到的马不同，我
在它们身上并未看见鞍和缰绳，自由
地漫步在林间，时而低头嗅嗅地上的
松针时而抬头注视着我们，在快要接
近我们的时候，又穿进了青苔密布的
树林里，不久便消失在了一棵棵参天
的大树背后。流水放大了声音掩盖它
们的行踪，我隐约听见几声渺远的响
鼻，便再也不见了它们的踪影。这些鲜
活的生命何尝不是大自然的故事，我
们目睹了它轻描淡写的一笔，终究无
缘它的付梓。

回到车里，沿着这一条路继续行
驶，心情爽朗了不少。伍须海就在前
方……仅一桥相隔，桥对面便是伍须
海的草场，桥头我们停下了车，这里只
能步行。我们收拾好了东西便朝着伍
须海的方向步行过去，许是才下了小
雨的缘故，路面有些泥泞，走起来显得
有点费劲。

来到草场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的清香，我忍不住猛吸了两口，再看同
伴，跟我的动作如出一辙。我万万没想
到的是草场上居然更安静，连泉声也
听不见了，只在草场中央散落着一些
牛和马，低着头悠闲地啃吃着青草，对

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并不太在意。这种
不在意，是既不欢迎也不抵触。而我们
却对它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友人不
停按下的快门声便是证据。

风从海面吹来，带着几分寒意，我
查了一下海拔，3544米。

这里——太静了。
我尝试着用一声呐喊打破了这仿若

天长地久般的静谧，尽管这一声呐喊毫
无文字意义，却饱含十足的情感意义，而
这是也我与它们交流的唯一方式。回音
响彻山谷，虚弱、空灵、绵长……

我相信，我一定不是第一个在这
里放声大喊的人，一个从尘世中走出
来，进入到伍须海天地的人很难控制
住自己不叫上一声，这一声喊是一次
天人合一。

四月的伍须海还不是草长莺飞的
季节，杜鹃花含苞待放似乎不愿意将
春天的秘密与早来的游人分享。也罢！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连一路欢快
的山泉到了这里也矜持了起来，若不
细听绝听不出声音来，与它近旁静默
的杜鹃花倒是般配。如果说杜鹃花是
羞怯的女子，山泉便是沉默寡言的行
者，牧场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高大树
木俨然是一位位清癯的修行者，以沧
桑示人、以虔诚站立。多少年了？不知
孤独为何物。我悄无声息地与他们拉
开距离向伍须海移动，怕惊动了冥冥
之中的肃穆。

伍须海就躺在这样的群山和牧场
之间，像一块通透的翡翠，通体碧绿不
见一点杂色，偶有白云飞来也只是一
掠而过。同行的伙伴们忙着用镜头记
录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独自在伍须
海边踩着碎石向前走着，高原上的牧
民相信伍须海是有生命的，传说只要
在湖边高声喊叫即使当时晴空万里不
久后也会乌云骤集，好不神奇。我捡起
一块石子，犹豫半晌终究是不忍投下，
生怕它因我而碎便再难复原，人们对
于美好的事物总是显得呵护备至、小
心翼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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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了寒冷的冬季，一进入腊月，
村寨的上空总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青
烟，阳光也显得格外的柔和，轻轻的抚
摸着每一座藏房、每一寸土地。空气中
也总是弥漫着淡淡的腊肉香味，惹得
人垂涎欲滴。

腊月就这样静悄悄的来到我们身
边，走进村寨中，幻化成火红的日子，
一切都欣欣然，催开了腊梅的怒放，催
绿了河边的柳条，催熟了蒸煮的咂酒！

腊月里，村寨的上空弥漫着一股
浓浓的香味，关也关不住，那年味就在
这香味里升腾，完美的诠释着丰收的
喜悦和对来年的希望，整个村寨在这
香味里都微醉了，不信你瞧，村头的柏
树都醉得弯下了腰。

腊月里，漂泊异乡的游子们陆陆
续续的回到村寨里，不管你是衣裳不
整，还是衣锦还乡，村寨就像是一个翘
首企盼的母亲，永远站在那里，让目光
穿越千山万水，温柔的凝视着你，等待
着你的归期。于是，浓浓的亲情、思乡
情交织在一起，将年味渲染。

故乡的村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
不小，从沟谷底，顺着山脊，散落着白
色的藏房，因为有小径的连接，组合成
了一个整体，就像是一个部落，依山为
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因为这条小
径，让邻里不再有距离，不再陌生，只
要谁站在楼顶大声的一吆喝，每一户
人家都能知晓，于是，小径上热闹起
来，一起涌向需要帮忙的人家。

腊月二十三到了，年就越发的临
近，在这一天里，是“打扬尘”的日子，
男人们举着青杠树枝，将房梁上一年
的尘垢扫下来，而妇女们则把地上的
积尘扫到一起，连同家中的破衣烂衫
运送到山林里倒掉，小孩们则邀约着
在扬尘里仔细的寻宝，玩得不亦乐乎！
这时候，每一户藏寨上空炊烟袅袅升
起，微风将炊烟中的香味送到村寨中
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不停的用鼻头
嗅着，辨别着家中饭菜的类别，将身心
的愉悦化作激动的话语，在村寨里传
递，鼓荡了微风，打破了黄昏时分的寂
静，红彤彤的脸蛋上写满了幸福，写满
了甜蜜。

除夕日，清晨，天光还没有大亮，
村寨的上空已是烟雾缭绕，每一户藏
房顶，祭祀的青烟袅袅升起，男人们鼓
足了劲儿，吹响了海螺，海螺声声，伴
随着祭祀老者雄浑有力、与天地对话
的“呼罗”声，组成了除夕日一首激越
的晨曲。红红的对联贴出来，夸张写意
的门神贴出来，与门楣上悬挂的大红
灯笼交相辉映，一片喜庆的色彩烘托
出节日特有的浓浓氛围。在每一间房
屋内，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贴满了
墙，仿佛走进了大观园，让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

吃过早饭，家里的大人们便忙碌
起来，再次点火上灶，预备丰盛的团年
饭菜。而家中的小孩们也忙着剥蒜择
菜、晾晒鞭炮。不一会儿，浓浓的香味
从厨房内溢出，想关也关不住，最后都
汇集在村道上，惹得孩童们垂涎欲滴，
也惹得树枝上的喜鹊展开靓丽的羽翅
上下翻飞。鞭炮声中，丰盛的菜肴摆满
了桌，炒、凉、炖、卤样样皆有，酸、咸、
甜、苦、辣五味俱全。在这时候，一年的
奔波和劳累都烟消云散，所有的不快
都化作一缕清风悠然不见，所有的欢
乐都聚积在此时此刻，举杯畅饮，把酒
话桑麻，即是对一年的总结，也是对末
来美好生活的一种祝福。

夜幕降临，每户人家门楣上的两
盏大红灯笼亮了起来，散落在山间，组
成一串串高低起伏的灯光，就像是一
条蜿蜒的巨龙盘卧在山腰。夜晚，一家
人围坐在火塘边，火塘里放着一块硕
大的树根，寄语明年将是肥猪满圈的
丰收日子，这一夜，因为要守岁，因此
村寨里每一户人家的灯光都亮了许久
许久。

腊月，是唯美的生活，是幸福的摇
篮，是过去的作别，是未来的拥抱！

阳光照耀奋斗路。刘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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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再一路的，划痕，深深的划痕
雨水的划痕，雪的划痕
在山崖上在屋外在窗子玻璃上
轻轻的，一路，再一路，浅浅的的划痕

风平浪静了，太阳出来了
阳光洒在山野间，窗子玻璃也平静

痕迹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野的植被疯涨起来了，天然的恢复了

要遗臭万年，也很困难
要青史留名，也很容易
再说自然和天然，天衣无缝，本是一家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模糊和清晰
任何逃不过时间犀利而温柔的眼睛
痕迹，要做一个痕迹才对了，不谈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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