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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牛渡口

紫河村子牛渡口地名出自泸定桥

《康熙御碑》。位于今泸桥镇紫河村台

地，村“两委”活动室围墙外国道C662线

外侧坎下河岸。渡口北至水打坝马路

砣；南抵兆角树；海拔1100米，长度500

米。渡口东岸插入河床坚挺高大瓦窑岗

山梁裸岩，与西岸伸入河床紫河台地，

共同让此河段不仅河床变窄，且水流速

变慢、河面平坦。斗转星移“子牛渡口”

已记入历史316年。

据紫河村先辈流传，旧渡口开船的

是当地官府。清朝大臣从长江边、川西

岷江船工中强征来中青年修建渡口。当

时，载货物过河，叫“商渡”；载兵过河叫

“兵渡”；载官人过河叫“官渡”，后人称

“官金渡”；载牛马过河叫“畜渡”，畜渡

绳捆四蹄，布蒙眼睛放在木筏渡河。

渡口最忙碌时间是每年11、12月

和来年1、2、3、4月枯水期。此时河面均

宽70—80米，适宜渡船。5—9月，汛期河

面均宽100—110米，渡船减少，洪峰期

则停渡。在泸定桥没建成的前千百年

中，子牛渡口为商贸互通、文化传播、民

族团结做出贡献，其功绩有《康熙御碑》

为证。

二、古地名—堡子

明清时期，泸定乡下就有了“堡子”

这一古旧地名。紫河村也保留着堡子的

古地名。该村上方村子，人们叫“上堡

子”；下方村子叫“下堡子”。上下堡子间

以“中堰”为界，过去又叫“一把伞沟”。

该村耄耋老人李健国、李启元听祖

辈讲过，早年上下堡子开过好几家住官

人、商人的旅店，以及住背夫、马脚子的

客栈。泸定和平解放后，则有黄成富、刘

永清两家旅店。过去，上堡子有一条南

北走向长100米的街市。街市上有烟馆、

茶馆、饭馆、酒馆、赌馆以及裁缝铺、药

铺、铁匠铺、代字摊、杂货摊。附近则建

有货物转运仓库、兵营、私塾堂、白马

庙。白天，从渡口到上下堡子，人流熙熙

攘攘。坐滑杆的达官贵人、背茶包的背

夫、押运保镖人，拥挤在堡子、渡口。有

时，村民会见到手执长矛、腰挂刀钊、胸

前背部布衫印有“兵”“卒”“勇”字，脚穿

草鞋的士兵在渡口上，维持治安，疏散

人群。

堡子人多，房屋为木石结构茅屋或

瓦板房，这些房屋都不防火。那时，店铺

一家紧靠一家，夜间有专人打更报时，

提醒众人“干毛干草，小心火烛”；“小孩

不玩火，玩火惹灾祸！”；“店主、客人小

心盗者”。堡子上过年时，家家户户贴春

联，吃团年饭，正月初九耍狮灯、牛灯、

办庙会。中国传统文化在子牛堡子得到

传承。

三、古道

史料记载泸定境内有3条古道。其

中一条即在紫河村。古道由子牛渡口接

河东、河西。古道，至今留有商队、背夫住

过客栈的残墙断壁以及歇气台，和石梯

上密集的拐子凹。渡口东岸沿河而下，过

桑梓镇、甘露寺、层子坡、抵大桥头过潘

沟，往东拐到冷碛田坝沿潘沟直上二郎

山西坡。途经金竹林山桠口、二台子、龙

胆溪、峰子崖、新沟、两路口、天全。

子牛渡口上岸到上堡子过白马庙、

水打坝、沿山边爬石减槽坡来到下田坝

老树子（有客栈）过大沟、朱家庄房、坟

山坪（有店子）拐弯进磨河沟到钟油房

过下河（有店子）经鹃鹃坪、海船石、蛮

卡子、翻雅家埂进入广衷康藏高原，这

条古道被称为牦。道。过去，藏族聚居区

稀缺茶盐、粮食、绸段、布匹、纸、小商品

等。这些货物，在子牛渡口上岸运入。而

汉族地区需要的马、名贵药材虫草、贝

母、黄芪、大黄、熊胆、虎骨、鹿茸，也通

过子牛渡口运出。从子牛古道过

往的货物有40种之多。

四、古树

紫河村子牛上堡子旧街道

旁有一棵挺拔古银杏树。该树树

杆直径二尺五，树高三丈，枝繁

叶茂、树稍筑有喜鹊巢 2 个。

2022年，泸定县人民政府为该树

授古树名木保护牌：编号为

532200046，保护等级为三级。古树下有

一座土地小庙，小庙庙门贴有一副对

联，上联：土中生白玉；下联：黄金送百

家。小庙四季香火不断。庙佑古树，古树

伴小庙，共同守护紫河村280年。

古树见证了紫河村兴衰与变迁。紫

河人祖祖辈辈视古银杏树为村子标志

物。古树是紫河村精神象征。

五、古庙

紫河村白马庙是一座古庙，是白马

将军庙的简称。

白马将军是唐朝一员战将。白马庙

在唐代后期就出现在紫河村，有一千多

年历史。白马庙距子牛古渡口200米，位

于上堡子与水打坝两交界，背靠高山，

庙门朝东，90平米大殿内3尺高神台正

中供奉着白马将军。将军左侧一字排开

是游天、雷神、财神、牛王菩萨神像；右

侧依次是观音、王母、送子娘娘等神像，

共十一尊神像。神位前三组香炉、油灯，

由当地会首、居士六人每日轮流上香、

燃灯。当地会首讲，他们365天坚持烧

香、点灯、烧钱纸。他们烧的是世俗，表

的是虔诚之心；拜的是牵挂，祭的是将

军、英雄神灵，愿的是后人平安。

六、古战场

翻开《泸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

和2000年《泸定县志》，其中皆有“子牛

一役，民房全被烧毁”记载。不过，却没

有详细战役细节记载。据紫河村几位老

农和本村退休干部心记祖辈所讲，笔者

得以对“子牛一役”有了接近历史真相

的梳理。

起因，保路运动

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南方各省

掀起反对清政府把铁路主权出卖给英、

法、德、美帝国主义的保路运动。该运

动，得到四川成都爱国人士、社会名流、

工人、学生、市民、郊区农民的纷纷响

应。当时，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商店罢

市。20多万人游行请愿，围困四川总督

府多日。反清浪朝波及各地，就连泸定

广大民众也纷纷响应。七月初二，龙巴

堡袍哥老大谭必芝，得到留在成都的同

盟会成员通知，成立了泸定同志会，组

建同志军。谭必芝趁清政府边务大臣赵

尔丰途经泸定“改土归流”，收缴了咱

里、冷边、沈村三土司的印信（委任状、

大印），新封的“流官”未到位，泸定社会

处于无政府状态之际，成立了泸定同志

会，并迅速扩充同志军。壮大反清反帝

力量。

揭竿而起

时年46岁的谭必芝，凭自己走南闯

北，结织三教九流、人脉广、朋友多，有

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坐上泸定同志军首

领位置，担起攻打清边军领头人的重

任。那时，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天主教

会盘剥欺压的泸定乡村劳苦大众，向同

志军捐粮、捐钱、捐枪。广大农民子弟涌

跃加入同志军，紫河村有11位青年同

志军成员。谭必芝得到当地反清民众的

拥戴、支持。他一面指挥同志军捣毁电

杆、割断电线、中断康定与雅安官府通

讯。一边组织同志军率队出征，把斗争

对象指向打箭炉厅。同志军在升亢、柳

杨、瓦斯沟一带遭到清军的火力阻击，

逼迫撤回泸定，休整等待时机返击。

一封密电

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上任不久

对四川同志会反清反帝举动大开杀戒。

清军开始镇压围困总督府的同志军骨

干，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事件”。引起

四川各地民众的英勇抗义，纷纷驰援成

都同志会。赵尔丰见形势危机，坐如针

毡，他紧急密电清政府，请求从湖广、陕

西调兵驰援成都总督府，镇压革命党人

和同志军。赵尔丰给他在打箭炉的心腹

傅华封一封密电，速调清边军5000紧急

驰援成都。傅的边军集结和启程日期被

泸定同志军首领谭必芝获悉。泸定同志

军紧锣密鼓备战，据守泸定桥、掌控三渡

口（烹坝、沈村、子牛），千方百计拖住边

军，减轻雅安、成都同志军的压力。为达

此目的，谭指挥泸定同志军撤去泸定桥

上西段桥板，决不让清边军从泸定桥上

过河。同时，派出同志军在清军有可能经

过的地方，烹坝、沈村、子牛旧渡口进行

布防。其军事布署和举动，被傅华封的密

探洞察，并及时上报。得报，傅集结第一

批3000边军分三路向泸定运动。一路为

左路，出打箭炉东门，过瓦斯沟，顺大渡

河直奔泸定桥，牵制守桥同志军；第二路

为右翼，随主力军至雅家埂，沿唐蕃古道

直奔磨西面，翻摩岗领到咱卫、沈村渡口

对岸，佯攻沈村渡口，策应主力抢夺和控

制子牛渡口。第三路，为主力军，直奔子

牛渡口。

清军主力在两翼策应下，两天半走

完打箭炉到子牛渡口的140里山路。第

三天上午，清军先锋300多人进入子牛

水打坝开阔地带，距离渡口300米。清军

突然出现，同志军奋力抵抗。同志军武

器大多数是鸣火枪，射程短、装弹药慢，

被清军英造射程远、连发、杀伤力大“九

子步枪”压制住。100多名同志军寡不敌

众，一个时辰即溃不成军。当天上午，清

军夺下并控制子牛渡口。他们找船、拆

民房、扎木筏，为渡河作准备。就在清军

占领子牛渡口和上堡子时，另一支清军

顺山边往下堡子运动。固守在下堡子坟

尖尖的几名同志军发现前方清军，土炮

手张恭荣将枇杷木挖空，填上土火药、

铁沙子做成土炮。当他拉动土炮引线

时，发现引线受潮点不燃。土炮成了哑

炮。此时清军已到二位炮手面前，他们

从没见过这种木炮，便问二人这是什

么？二人老实说是炮，打清军的！清军把

二炮手，捆绑押到白马庙，吊在树上，活

剥人皮。清军在下堡子进一步扩大搜索

范围。

当天，李家包包李全禄，见一老人

蜷缩在他家屋角。李问老人，干什么的。

老人回答，逃难的。正当李全禄和老人

对话时，在场的两个清军命令老人把李

全禄家房子烧了。不烧的话，立马杀了

他们，烧了的话，就不杀他们两个。于

是，逃难的老人抱来玉麦桔杆，堆放在

李全禄大门一侧窗下，准备焚烧房屋。

清军见此，离开了李家。清军离开后，俩

人立即灭火，李家房子才保留下来。李

家房屋成了“子牛一役”唯一留下来的

一户房子。

传说“子牛一役”烧掉民房 200 多

间。李全禄亲眼目睹清军放火，上下堡

子一片火海，浓烟遮天闭日。后续清边

军打扫战场，把作战中死去的同志军和

枪杀的老百姓尸体统统抛入大渡河中，

毁灭了罪证。1912年清政府灭亡，民国

政府取而代之。“子牛一役，民房全烧

光”，则记入泸定县史册。

◎
邓
明
前

泸
定
紫
河
村
六
古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编辑：陈雪峰

2025年7月18日 星期五

康巴人文

6

诗
苑 新的征程

GANZI RIBAO

二

晨曦初露，第一缕阳光似轻盈的

薄纱，穿透尚未散尽的淡雾。

“同志们，起来喝茶吃早饭啦！”

拉合部长浑厚而充沛的声音，如清亮

鸟鸣，瞬间划开清晨的宁静，将众人

从酣甜的梦乡唤醒。

众人揉着惺忪睡眼，陆续从昨夜

的帐篷里钻出，只见拉合部长已在篝

火旁张罗。他熟练地点燃火，铁壶稳

稳地架于篝火之上，壶中水欢腾翻

滚，“咕噜咕噜”地低唱，缕缕热气升

腾，为清冷的早晨添了几分暖意。此

刻，拉合部长微微俯身，聚精会神地

用酥油桶搅拌酥油茶，橘红色的篝火

活泼跳跃，映亮他那风霜雕刻、带着

古铜光泽的脸庞。

大家望着拉合部长操劳的身影，

心中泛起一丝歉意，纷纷围拢过去，

齐声说道：“您是领导，这些事该由我

们来做呀！”拉合部长抬起头，脸上漾

开和蔼笑容，一边继续搅动酥油茶，

一边说道：“领导就是服务嘛，我给你

们当好后勤部长，让你们后顾无忧；

你们就多动动脑筋，把考察工作做

细，这样咱们这次任务才能圆满收

官。”那笑容恰似清晨初升暖阳，饱含

真挚与关怀，仿佛要将这美好的一

天，随着酥油茶的醇香，一同沁入大

家心间。

空气中，酥油茶浓郁的香气与清

晨冽新的气息交织，令人精神陡振。

众人接过拉合部长递来的酥油茶，浅

浅抿上一口，醇美滋味在舌尖徐徐散

开，暖意顺着喉咙滑入全身，一夜的

疲惫顷刻消散无踪。

早餐依旧简单，大家围坐在篝火

边，就着酥油茶嚼着干粮。这时，仁真

旺杰搁下手中食物，清了清嗓子。他

中等身材，体态微显圆润，满月般的

脸庞嵌着一双灵动有神的眼睛，透着

机敏与慧黠。他向来嗜好抽烟，此时，

他习惯性地摸出烟点燃，深吸一口，

徐徐吐出的烟雾在面前缭绕。

仁真旺杰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凝

神沉思，半眯着眼睛眺望远方，仿佛

在那遥远天际捕捉灵感的火花。他常

常在这般状态下酝酿文学作品，那袅

袅烟雾好似能牵引他的思绪漫游想

象天地，缀连出一个个精彩故事。此

刻，在充满神秘魅力的伍须海之地，

想必他心中关于伍须海的故事正愈

发饱满。

而坐在一旁二十多岁的乌尼呷

呷，身材修颀，浑身洋溢着年轻人特

有的蓬勃朝气。他生性爽朗健谈，极

爱插科打诨，总能用诙谐的话语，让

大家在疲惫旅途中开怀大笑，为团队

添入轻松愉快的氛围。同时，他手脚

利落，眼里全是活计，一会儿归置行

囊，一会儿给篝火添薪，忙个不停，为

整个考察之旅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就在大家享受早餐的惬意时刻，

仁真旺杰似乎从缭绕烟雾与远处风

景中汲足灵感。他掐灭手中的烟，开

始讲述伍须海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片土地上并

没有伍须海。有一年，这里遭遇百年

不遇的大旱，炽热的阳光毒辣炙烤大

地，庄稼枯槁绝收，百姓们陷入绝境，

生活苦不堪言。村里有个勇敢善良的

少年，名叫扎西。他眼睁睁看着乡亲

们煎熬，心中如火焚，毅然决定去寻

找水源，拯救大家于危难。”仁真旺杰

娓娓道来，语气中带着几分神秘，仿

佛带领众人穿梭时空，回到那个古老

而充满未知的年代。

“扎西背着简陋的干粮袋，带上

破旧的水袋，义无返顾地朝着深山走

去。他一路跋山涉水，脚下道路嶙峋，

鞋子很快磨穿，双脚血迹斑斑，但他

心中信念如炬火，支撑着他不曾停

歇。终于，在一个幽寂的山谷里，他发

现了一只受伤的白鹿。白鹿眼神中满

是痛楚与哀怜，扎西心生怜悯，毫不

犹豫地拿出自己仅有的食物和水，细

心喂给白鹿。在扎西的精心照料下，

白鹿伤势逐渐好转。就在扎西准备继

续踏上寻水之路时，神奇的事情发生

了：白鹿竟化作一位清丽仙女。仙女

被扎西的善良和勇气深深打动，她告

诉扎西，在山谷最深处，有一个被强

大魔法封印的泉眼，只要能解开魔

法，就能引出滔滔清泉，拯救这片干

涸的土地。”

“扎西没有丝毫犹豫，在仙女的

指引下，毅然朝着山谷深处进发。一

路上，他披荆斩棘，终于找到了泉眼。

泉眼周围镌满奇异古老的符文，符文

幽幽闪烁，仿佛在低语岁月的秘密。

扎西按照仙女的提示，屏息凝神，用

心感悟符文的含义。时间在静谧中悄

然流逝，不知过了多久，符文突然迸

射耀眼光芒，魔法终于被解开，一股

清泉如怒龙喷涌而出。”

“扎西欣喜若狂，他顺着水流方

向狂奔，想要尽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

乡亲们。然而，泉水越流越大，转眼间

汇成奔腾汹涌的河流，迅猛淹没了整

个山谷。扎西为了拯救乡亲们，毫不

退缩，毅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泉

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仙女再次

出现，她眼中含泪，施展神奇仙法，让

汹涌的水流逐渐聚拢成一个平静深

邃的湖泊，这就是如今的伍须海。而

扎西的五个灵魂，化作湖边雄峻的五

座山峰，如同忠诚卫士，永远守护着

这片湖水和这里的百姓。所以啊，伍

须海在我们族人心中，一直是神圣庄

严的地方。”

仁真旺杰点燃一支香烟，又讲起

另一个关于伍须海更为精彩的传说：

“相传，伍须海中住着两位仙女，她们

在这澄澈如玉的海中逐浪嬉戏，悠然

自得。矗立在伍须海东南边的十二姊

妹峰，原本也是十二位仙女，她们常

在伍须海沐浴、浣纱、畅游，与两位仙

女情同骨肉。

一日，来自远方的两条恶龙凭

着蛮横野性，悍然强占了整个伍须

海。两位仙女不敌，只好含恨腾空，

翩然返回天宫。十二位仙女见昔日

清澈的伍须海被两条恶龙搅得浑

浊，又见两位仙女被迫离开，个个义

愤填膺，摩拳擦掌。十二姊妹中的大

姐从腰间解下一对白海螺，猛然掷

进海里。这对白海螺入海后，旋即与

两条恶龙展开殊死搏斗。白海螺玲

珑小巧，愈战愈勇，最终将两条恶龙

镇锁在伍须海深处，使其永世不得

动弹。从此，伍须海又恢复了昔日宁

静澄澈的景色。那十二位仙女个个

纯净善良，为防恶龙死灰复燃，毅然

留在人间，化作依次耸立在伍须海

东南边缘的十二座峻拔山峰，即十

二姊妹峰。”

故事讲完，大家都沉浸在动人传

说中，一时无人言语，仿佛还徘徊在

那个充满奇幻与感动的世界。直到篝

火中一根木柴“噼啪”一声爆响，才将

众人从古老传说中轻轻唤醒。拉合部

长感慨万分地说：“这样的传说，更为

伍须海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看来这片

土地，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大家

纷纷点头，心中对即将近距离接触的

神秘莫测的伍须海，又多了几分敬畏

与期待。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以昨

夜的帐篷为据点，围绕伍须海展开细

致考察。我们详尽记录着它的每一处

细节，深切感受着它的每一份独特。

伍须海，这颗高原上的璀璨明珠，正

缓缓在我们眼前揭开它神秘而迷人

的面纱；而我们，也有幸成为最早系

统考察它的第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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