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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五版）又避免了乱扔垃圾而影
响香格里拉的美观。记得有一次，笔者
见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游客，她带着孩
子兴致勃勃地回到桑吉林客栈住地，
十分感叹，说：“李老板这一招管用，值
得在全国景区推广！

几年来，笔者几次走进到香格里
拉镇，每次都要走进呷拥路（现改名
为酒城路），去看看桑吉林客栈。这里
正如李雪所说，建筑和装修风格，保
留着浓郁的“藏家味”，10年来，只对
外墙做了一些小修小补，从不影响大
环境。

面向未来
前不久，笔者跟随四川作协“生态

环保采风团”再次走进桑吉林，不甚惊
讶。这里已经是绿树环抱，鲜花烂漫，
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生机。

无论在茶室、酒吧，还是围坐在餐
厅，你都能感受到绿叶和花枝的繁茂，
蓝天像刚刚洗刷过的一样透明。

李雪说，这些年来，香格里拉镇政
府格外重视绿化环境，动员镇上居民
种花种草，镇政府还每年育种玫瑰，并
把花苗发到每家每户，号召大家动手
种花草。“我也被深深打动了，下大力
打造生态环境。”李雪一脸的笑意。

高原花草生存很不容易，本地大
多数花草不耐寒，抗不过冬季。李雪便
投资购买一些适合高原的花木，如桃
花、杏花、樱花、月季花、蔷薇花等，品
种达到10多个，还聘请专业人士栽种
和管理，如今，窗户前，小路边，水池
旁，到处都有树木和花草跃跃生长。

不仅如此，李雪还为花开的连贯
性进行精心设计。在桑吉林庭院里，四
季都有鲜花盛开。阳春三月，桃花、杏
花争奇斗艳。当这季花朵快要凋谢时，
4月的月季花又蓬勃盛开，姹紫嫣红。
到了5、6月，格桑花又开得灿烂，红色、
白色、紫色，五颜六色，十分显眼，一直
开到金秋时节。

李雪对自己的“杰作”很陶醉，她
说，餐厅被格桑花环绕，坐在茶室往
外看，近处繁花似锦，远处白云悠悠，
深深地吸一口空气，纯净清香，好不
惬意！

2024年4月10日，她在朋友圈里
推送身边的一幅幅美景，并动情地写
道：“我在这里等你来赴一场与大自然
的约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放下尘世的
喧嚣，聆听风的声音，感受大自然温暖
的怀抱。每一片蓝天、每一朵白云都在
这里等你。稻城亚丁风景如画，温馨而
宁静，期待与你共享这份美好。”

融入这片圣洁的土地，打造优美
的经营环境，李雪一直勇于挑战，对未
来充满自信。

三年新冠疫情，各地的景区游客量
陡然下降，但李雪挺过来了。尽管收入比
同期下降了不少，但桑吉林文化公司的
高层管理人员一个人都没有离开。谈起
手下的员工，李雪很自豪，她说：“他们都
和我一样，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谁也
不愿离开！”

李雪坦言：“如今，景区酒店的
餐饮业正在走下坡路，有人说现在
的赛道是‘快捷低价菜’，这个来钱
快，但我没有动心，也没有丧失信
心。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一些预制
菜真的一点都不好吃，我始终坚持
做餐饮就是做良心，做品质。民以食
为先，我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走正
路，走新路，做出好产品。”李雪的
话，明快中透出坚定。

在桑吉林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桑吉
林厨房并先后荣获“康巴特色名店”“天
府餐饮名店”“稻城亚丁省级现代旅游休
闲服务集散区特色店”“甘孜州十大特色
餐饮名店”等殊荣，2021年成为甘孜州
首批旅游餐饮服务标准化示范企业。所
创办的四季莲花客栈通过展陈民俗文化
收藏品，诠释深厚的康藏人文，先后荣获

“最受欢迎客栈民宿”“稻城县十佳客栈”
“稻城亚丁省级现代旅游休闲服务集散
区特色店”“最受欢迎民宿”“金钥匙”管
家服务等殊荣。

李雪说，自己好了不算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2019年，稻城香格里拉镇
成立了个私协会，李雪当选为会长。协
会成立之初，她和协会班子成员一起，
对400多户商家挨家挨户进行了走访，
积极为商家拓宽发展路子。

2023年11月初，稻城县环保协会
成立，李雪担任贡岭东义分会会长。

每一项荣誉，每一个职务，都是对
李雪追梦路的奖赏。

珍爱香格里拉，环保之路还长，李
雪步履铿锵！

珍
爱
香
格
里
拉

一
个
古
老
而
神
秘
的
部
落

一
个
古
老
而
神
秘
的
部
落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鱼
通
文
化

◎
杨
晓
燕

婚姻仪式

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认后，
一段婚姻关系便被正式确定下来，剩下来
的就是筹备婚礼。鱼通传统的婚礼有三种
规模，即“大接大送”“小接小送”“不接不
送”。所谓“大接大送”指的是，如果男方家
要大办宴席，派出的接亲人员多，女方家
也要大办宴席，并派出相应的送亲人员。

“小接小送”则恰恰相反，男方家只作小规
模的宴请，只派出小规模的接亲队伍，女
方家也按相同规格进行宴请和安排送亲
队伍。“不接不送”则是男、女双方都不举
行婚宴，男家不派人接亲，女家也不派人
送亲，由新娘割一背篓猪草，丢在婆家的
猪圈里，然后和男方一起进门即可。因而，
传统的鱼通社会有“丧重婚简”之说。但20
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鱼通经济水平和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受到周边
地区的影响，大操大办已成为普遍现象。
因而，婚礼的程序也变得较为复杂、隆重。

送泡酒
送泡酒鱼通话叫“含察耶”，是婚礼前

夕，男方家向女方家所作的一次行礼。实
际上是在提醒女方家：婚期快到了，男方
要来接亲了。

送泡酒的时间一般是在婚礼前五六天，
发起人为男方家庭，承办人为“媒人”。届时，
男方家提前将煮好了的两杯泡酒装进一个
羊皮口袋，委托媒人送到女方家里。除泡酒
外还要送上3个银元、一丈二尺的布和几把
挂面。银元是用来供奉给女方家里的锅庄
的。锅庄是鱼通人最神圣的地方，是家神的
象征，因而要娶走这家人的女子，男方家必
须要向女方的家神行礼，以获得家神的同意
和保佑。因锅庄由三个石头组成，因而需要3
个银元，每一个锅庄石上放的布和挂面是送
给女方父母的，既是一种礼节，也是“有吃有
穿”的美好寓意。其中一丈二尺布汉语称“离
娘布”，是专门给女方父母做衣服的。

媒人送泡酒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天黑
以后。因为鱼通人有一习俗，当有媒人来送
泡酒时，女方堡子里的人会故意对他整蛊。
如：众人起哄；在他的脸上摸“锅烟子”（锅底
因烧柴火而产生的黑烟垢）；将他抬起来是

“筛糠”（一种娱乐形式）。为了免遭整蛊，“媒
人”将送泡酒的时间往往选择在天黑以后，
不让人看见；有的送泡酒的，甚至将所带礼
物直接放在女方家门外就跑了。由于女方家
事先知道男方家要来送泡酒，因而他们会予
以配合，尽量避免“媒人”被村民整蛊。

送泡酒的习俗在过去普遍存在。近年
来，在鱼通人的婚礼中已不再见。

耍花夜
女子出嫁的头天晚上，普通人称其为

“花夜”。如果女方家不在女儿出嫁时大办
宴席，只是把亲朋好友请到家中吃一顿饭，
第二天将新娘送走即可。如果要大办宴席，
则要“耍花夜”。届时，女方堡子里的人、远
方亲戚以及男方的接亲队伍，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聚在女方家里，跳锅庄、喝酒作乐，
为新娘祝福，为新娘送行。

跳锅庄不是围绕三锅庄来跳，而是在
堂屋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个茶盘，
茶盘里放上一块腊肉、一些钱，钱通常是放
偶数，寓意好事成双；还要在桌子边上放一
捧麦子，因为麦子在鱼通人的信仰里是招
财之物；还要在腊肉上或是麦子里点燃3炷
香。当香燃尽后需要及时点燃补上，以确保

“香火不能断”。
“花夜”晚上跳的锅庄是有讲究的，其中

有5支锅庄是必须要跳的。开场锅庄即第一
支锅庄鱼通话称为“各里嘛呢”，这支锅庄是
歌颂莲花菩萨的，内容讲述的是莲花菩萨在
成为神仙之前的所见所闻以及成仙的过程。
整支锅庄的歌词大意是：

莲花菩萨已经成仙了
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他所见所听都是美好的
遇到任何事情都会心想事成
有天，莲花菩萨走着走着就走到崖壁

上了
在走投无路之下
他就像有翅膀一样跳下去
结果就像有翅膀一样飞起来了
他看到了老年人在跳锅庄
老婆子们在地里干活
看到山上年轻人们在修建塔子
年轻女性在种漂亮的花
看到了人世间都在忙碌
后来，他看到有一个花骨朵，便钻了进去。
花一开
他的二世就变身成了莲花菩萨
第二支锅庄主要是唱男女装扮的，唱

男性装扮的叫“扣切美过”，唱女性装扮的
叫“某切美过”，两支锅庄的歌词不同，但是

曲调一致。
第三支锅庄叫“曲初”，是赞扬居住在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上的佛像。
第四支锅庄叫“央没嘛呢”，是一支招

财锅庄。鱼通人认为，女子出嫁会带走家里
的一部分财运，跳“央没嘛呢”的目的就是
要把财留在家里，不让财运离开。

第五支锅庄叫“扎西嘛呢”，“扎西”是“吉
祥”的意思，其内容多是唱夫妻和睦，家庭和
谐，财源广进，是对新娘及其家人的最后祝福。
以上5支锅庄，前3支是花夜开始时必跳的。

前3支跳完后，可以随意跳其它锅庄。
第5支锅庄则必须在花夜结束时才跳。

出嫁
耍完“花夜”，吃完早餐，新娘便要出嫁

离家。
新娘出门的时间，是公嘛在“合八字”

时就已经测算好了，不能提前，也不能够推
迟，过早或过晚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出嫁的新娘要穿上漂亮的新衣，搭上
美丽的头帕，戴上珍贵漂亮的首饰。头帕上
的花朵是新娘亲手绣上去的，是她在姑娘
时代为自己提前做好的备嫁之物。家庭条
件好点的新娘，脖子上戴珊瑚，少者一个，
多者三个、五个或七个；耳朵上也要戴上称
为“含阿”或是“波到”的耳环；手上要戴上
戒指、手镯等。

新娘临出嫁前，有一个简短的向家人
行告别礼的仪式。首先到家神前，向列祖列
宗磕三个头，然后再给自己的爷爷、奶奶、
父母也磕三个头，并接受“客支曼郎”的祝
福。既有告别的含义，也是在感谢他们的
养育之恩。在行告别礼的过程中，新娘往
往有一个哭嫁的过程。哭嫁既是一次情感
的释放，也是一项礼仪，一种态度的表达。
哭得越悲伤，哭得越情真意切，人们对她
的评价也越高，会称赞她对父母有情有
义。哭得虚假时，人们会说她是虚情假意、
薄情寡义。不哭之人，则会被人们嘲笑，骂
其为傻子、无情无义。也正因为如此，许多
新娘都是在哭泣声中，含着泪水出嫁的。

告别礼后，新娘便被接亲的队伍接走。
接亲是指男方家派人到女方家里迎娶

新娘。接亲的队伍规模不大，过去一般仅二
三人；后来接亲队伍逐渐扩大，由二三人变
成一桌、两桌人，甚至更多。接亲的人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类相当于伴郎伴娘，鱼通话称
之为“喽摊破依”，是公嘛根据新郎新娘的生
辰八字测算挑选出来的，男女皆可，二三人
不等。一类是新郎的兄弟姊妹或亲朋好友。
新郎本人和父母均不用参加接亲。受男方
家的委托，接亲的人需要带上两样礼物。第
一样礼物是5斤白酒，是送给新娘家里，由
新娘父母专门用来招待本村村民的，鱼通
话称其为“得绒得羌”。第二样礼物是瓜
子、花生、糖、烟等吃食，是专门送给新娘
家厨房里的大师傅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
们在第二天早上能按时开饭，以免影响出
亲的时辰。晚上，接亲的人与新娘的亲朋
好友一起耍花夜，第二天一早将新娘接
走。新娘接到家后，新郎家里会给接亲的
人每人两元钱和一张洗脸帕表示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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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活动
康定转山会期间的商贸活动是重头戏。物

资交流会、商洽谈会、招商引资，地方土特产推荐
会、旅游推荐活动、“十家名店”等评选活动……
浓浓的商业热闹气息笼罩着整座城市。追根溯
源，康定自古就是涉藏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门
户，更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通道，藏汉对接
的“茶市”口岸，其商贸交易早就闻名于世。

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
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
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
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
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
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
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
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
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职责是：“掌
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
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由于自然环境方面
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
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
于掌握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
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
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
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对维护了宋朝在西
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
贸易，不仅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求，还为朝
廷提供了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以解决军费之需。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
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
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
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等八
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
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
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
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
才渐渐废止。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
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
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
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
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
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
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
涉藏地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
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
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愈加繁荣。
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
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
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而代之
以另一种交易方式，即涉藏地区土特产物与内地
产茶叶的交易，“茶马互市”成为了“茶市”。

历史上，打箭炉（康定）就是川边最大的茶市。
传说西藏的桑耶，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他

走遍全涉藏地区，最后走到了木雅贡嘎东边藏汉
共处的打箭炉。他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他
回到拉萨后不久，就带来了一支五百多人的商队，
骑骡子驮着麝香、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换
回茶叶、丝绸、瓷器、烟草这些涉藏地区最稀罕的
物质。藏汉之间的商贸就这样开始。康定成为川边
最大的茶市，其原因，除了这里是木雅王的驻地，
另一个原因在于茶叶的运输方式和流向。将邛崃
山脉生产的茶叶运到横断山脉的木雅贡嘎以西
的涉藏地区，首先就得靠人力将茶包背过那两大
山脉结合部的险山恶水，然后才一站一站地转
运。茶叶西运，路途遥远，从打箭炉到拉萨要走
好几个月，靠的是骡马和号称雪域之舟的牦牛。
畜驮不同于人背，茶叶必须重新包装才能在高
原上的风霜雨雪中长途运行。打箭炉在木雅贡
嘎东边“美丽的山谷”中，正好是平原与高原的
一个交合点。翻过“西出炉关”的折多山口，便进
入雪域高原，于是，雅安、荥经、天全等地的“南
路”茶商们把茶叶发运到康定后即转手倒卖给
藏商。藏商们从茶商手中买过茶叶后，便就地改
装打包发运“出关”，打箭炉便自然成了边茶贸
易的重要口岸。清乾隆年间，在打箭炉交易的茶
叶每年就有十万零三百多引，按一引可贩茶一
百斤计算，多达一千余万斤。嘉庆年间，有增无
减，其“边引”每年保持在十万零四百引左右。清
末，随着英印茶叶进入西藏，打箭炉茶叶的交易
量大减。在赵尔丰“经边”的七年间，采取有力措
施，对来自印度的茶叶进行抵制之后，打箭炉茶
叶的交易才得到慢慢回升，从《中英印藏条约》
签订后的光绪十九年（1893）的九百余万斤恢复
到一千二百余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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