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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心灵的家园
（接15日四版）故乡，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初生或

是成长的地方。无论你走遍天涯海角，认祖归宗追
根溯源，最难忘和最牵挂的就是故乡，乡情乡音乡味
乡愁，刻骨铭心，缠绵不断，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
故事和记忆，故乡的气息会完全渗透在我们的一言
一行中。

我学会的第一支山歌是阿妈教我的，歌词大意
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是故乡，世上最真诚的人儿
是父母。”故乡与父母在人们的心中的分量是那么至
高无上，那样的真真切切。也许我们的故乡没有什
么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走过路过天下大川，些许有震
撼激动之情，但毕竟只会转瞬即逝，触景生情，浮想
联翩，总喜欢与故乡的山水伊园、坎坎沟沟、花草树
木作比较，总觉得没有故乡的风光真切有情，更不会
产生情感和心灵上的共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
乡，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故乡就永远跟到那里，就像
我们每个人脚上穿着的那双鞋，我们走到哪里跟到
那里，常常经意或不经意间放飞梦想的翅膀，期待听
到远方的山歌。

人类从森林走向平原，从荒野迈向海洋，由狩猎
游牧演变为农耕定居，独立行走的人们在与自然界
的较量中，学会了群居聚集，家庭、家族、族群……故
乡在人类演化史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

故乡是陪伴终生的地理标识。故土难离，故乡
难忘。我们生活在世上走南闯北，跑东奔西，养家糊
口，生存发展。因为有了故乡，我们结下了地缘人
脉，碰撞共鸣。兄弟朋友相见，问得最多的是“你从
哪里来？”特别是在异国他乡，每每遇见来自故乡的
同胞显得格外激动亲切，哪怕是听到一声故乡的音
讯都显得格外亲切，我们期待着故乡繁荣昌盛，蒸蒸
日上，又从心底里呼唤故土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亘
古不变。

故乡是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饮水思源，炊烟
袅袅。每见一次故乡，老乡见老乡，也许是我们襟怀
最坦荡敞亮的时刻，因为那里有阿妈的味道、有故土
的气息、有童年的无邪。记得有位圣人说过“要写
诗，回故乡”。写诗需要激情，需要生活，更需要能唤

醒你真挚情感的心灵感应和精神归宿。常思念故乡
那弯弯的小路，清清的河水，成群的牛羊，更怀念依
然伫立在村头坚守故里的阿妈。

火塘是燃烧的殿堂
金木水火土五行，据说古代的思想家企图用这

五种物质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火是象征旺盛和热
烈。火塘，古时在许多的地方，特别是气候寒冷的地
方，人们习惯在室内地上挖个小坑，四周垒起石头和
砖石，中间生火取暖，甚至成为一个家庭的聚合点。

藏区被誉为雪域高原，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乃至
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并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往往海
拨越高，气温就越低，长冬无夏，火塘的地位作用不
言自明。藏区的火塘，一塘三桩，三桩支撑一个家，
燃烧激情，照亮天堂。无论是旧时的三块石头、三块
木桩，或是如今的铁三角、铁火炉，都是每个家庭生
存发展的圆点和殿堂，最忌讳在火塘边说脏话做丑
事。火塘就像阿妈的心，点燃自己，温暖子孙，蓬荜
生辉。我们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受到阿妈的叮咛，善
待火塘，行善积德，哪
怕不小心踩到火塘边
上的枕木都会受到批
评教育。更记得小时
候 阿 妈 不 忘 提 醒 我
们，天阴下雨，闪电雷
鸣，风雪交加之时，可
以在火塘边依托三角
架 找 个 利 器 直 立 起
来，口诵六字真言，心
中默默祈祷，就可以
消灾避祸，平安无事。

钻木取火让人类
走向文明，火也是一
种 进 化 的 标 志 。 野
火、篝火、家火、火塘，
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
天，照亮着我们砥砺
前行，映衬着古往今
来的人们奔向未来。

火塘是薪火相传的殿堂。火塘火塘，火暖着塘，
塘围着火，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生生不息、薪火永
续。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三个桩，人们以火塘
为平台成家立业，繁衍连绵，因此有了地缘、血缘和
族缘。火塘承载着兴衰成败荣辱廉耻，见证着悲欢
离合喜怒哀乐，多少子孙就是在火塘边依偎在阿妈
的怀里，聆听着爷爷奶奶讲述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
懂得了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众星捧月的至理名言。

火塘是生生不息的注解。在雪域高原，火塘文化
可以说绵延千年。点亮激情，照亮万物，奋发向上是
火塘的精神。又见火塘，又见故乡的炊烟，带给我们
许多的感动，有感动就有向往，有感动就有希望，有
希望才有收获。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火塘连着
你和我，连着昨天今天和明天，冷火熏烟，家道衰落，
热火朝天，家业兴旺，火塘不仅是象征，更是人生哲
理的一种诠释，星转斗移，而塘火不灭。

阿妈、故乡、火塘，人生不变的三部曲，不离不
弃，白首相牵，陪伴始终，弥久弥新，弥久弥坚。

我第一次看见唐卡不是在寺院里，也不是在达
官贵人的家里，而是在一位家乡的藏族老牧人的牛
棚里，老牧人把唐卡悬挂在火塘上方的木楞墙上供
奉，十分醒目，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还很小，我很
好奇的就问起老牧人，你悬挂的是什么东西，老牧人
告诉我，小孩你不懂，这叫唐卡，是卓玛唐卡（度母唐
卡），供奉它，让她保佑我们平安、幸福。到现在，我
才深刻的领会到了唐卡被人们称为“可以流动的壁
画”的真正内涵，能与唐卡结缘是一件与生俱来的机
缘吧。

唐卡在迪庆，藏语通称“蝈唐”，意思是卷轴画，
画像。这一词与画师第一次绘画佛祖释迦牟尼像的
历史事迹有渊源关系。据说，当时，画师看着释迦摩
尼在水中的倒影来画像，诞生了第一张唐卡画，称其
为来自水中的画像，随后通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延
续至今。

唐卡与藏族人十分有缘，传承历史悠久，虽然唐
卡是舶来之品,起源于国外,或说印度，或说尼泊尔，
但是它在中国藏区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发扬光大于

中国藏区，形成了
藏族文化中的一种
独具特色的绘画艺
术形式。当前,唐卡
的美名已经漂洋过
海，大家都已如雷
贯耳了。唐卡被誉
为中国民族绘画艺
术的珍品，被称为
藏 族 的“ 百 科 全
书”，是中华民族民
间艺术中弥足珍贵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这样的价值定
位和历史意义，决
定了当前唐卡文化

艺术发展的前景。
也有学者说，唐卡是由西藏苯教布画继承发展

而来。苯教僧侣使用便携布画以便传教布道，后被
佛教所用。我想迪庆也应该留存有苯教唐卡，因为
这里曾经也是苯教的传播地区，苯教在法事活动时
必须供奉的是唐卡，这与现在我们在迪庆境内看得
到的纳西族东巴教做法事活动时供奉东巴画像的形
式差不多。我在香巴拉文博中心有幸观赏到了该中
心收藏的一幅苯教祖师顿巴辛饶弥沃的本尊像，也
是一件文化珍迹。过去，在迪庆绘画唐卡的并不是
很多，松赞林寺等寺院里有僧人绘画，距今有400年
左右的历史，在寺院和民间使用的唐卡大多数都是
从其他藏区购置进来的，价格十分昂贵,因此，局限
于寺院、贵族和土司的家庭里供奉，算是奢侈品，一
般百姓家庭可望而不可及。

现在，迪庆乘着国家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的春风，香格里拉也掀起了绘画唐卡的热潮，来自西
藏、四川、青海、甘肃等藏区的唐卡画师云集在香格
里拉这片热土上，与当地的香格里拉民族文化多样
性传承与保护协会、迪庆松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香
格里拉唐卡画院等文化企业和协会联手传承、保护
和发展唐卡文化，还有香巴拉文博中心、嘎玛巴秀公
司（噶玛嘎孜画派）、香格里拉印经院、东竹林寺的巴
卡活佛、松赞林寺的一些僧人（五世达赖时期的新勉
唐画派）、东旺洛桑丹增工艺品画院等也是一样，带
着一颗真诚的心，在传承、保护和发展着唐卡文化，
可喜可贺。

前些年，我在西藏拉萨、青海西宁和热贡、四川
甘孜、甘肃甘南等藏区的寺院和画院里观赏过唐卡
绘画艺术，各有千秋，大开眼界。尤其是青海西宁金
珂藏药集团绘画的巨作唐卡文化艺术长廊，十分震
撼了我，那才是真正的藏族唐卡文化艺术魅力的展
现，该长廊已经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从艺术流派说，唐卡最早是受尼泊尔风格的影
响 ，在公元7世纪左右，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唐卡艺

术也随之传入，自此之后到15世纪之前的称之为尼
泊尔画派，之后有在宗喀巴时期的齐岗画派，15世纪
兴起的勉唐画派和钦则画派，16世纪兴起的噶玛嘎
孜画派等。值得一提的是噶玛嘎孜画派流行于藏区
东部，以四川省甘孜、德格和西藏昌都为中心，相传
在16世纪由南喀扎西活佛创建，以噶玛巴大法会而
得名。我们德钦县境内的飞来寺，藏名叫“南喀扎
西”，是南喀扎西活佛主持的一座寺院,是姜域噶举
派十三大寺院的主寺，在过去对迪庆境内流传的唐
卡画派有着渊源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究。

唐卡作为文化艺术作品，具有历史价值、宗教价
值、经济价值。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腾飞的时代，往
往出现了经济价值高于历史价值和宗教价值的现
象，唐卡流通于市场，也出现了唐卡印刷，以利益所
驱动，在唐卡的质量和精致要求等方面不够严谨。
我认为，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更要注重历史价
值和宗教价值，同时也需要创新发展，衍生艺术，从
艺术的角度创新创作空间、扩大传播空间、发展空
间、发扬光大，才是硬道理。

当前，在香格里拉掀起了唐卡绘画热，有香格里
拉本土的，也有来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藏区的，
各种画派云集香格里拉这片热土上，是一件可喜可
贺的大事，我希望能够整合资源，相互切磋，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取其之精华，形成一个具有香格里拉
特色的画派，那才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藏族唐卡文
化艺术历史上建树了一个藏族唐卡艺术的里程碑。

创新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还是要有
规矩地创新发展。唐卡一般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
类。我认为，唐卡绘画可以在按传统度量标准绘画
宗教内容的基础上，在非宗教类的方面，绘画一些有
香格里拉民间内容、精神、理念、远景的唐卡，建树香
格里拉唐卡画派，也是世人最为关注的香格里拉文
化品牌。因为，香格里拉不能没有唐卡文化，唐卡文
化是香格里拉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该文为2016年首届迪庆唐卡论坛的发言）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的奇才，不仅小说创作成就
斐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现在这本散文集《愿人生
从容》（九州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能带领读者
走进贾平凹的自在与安宁，并且从中感受他坚守心
灵的从容。

这本书献给每一个在生命旅途中跋涉的人。全
书分“愿一生从容安宁”、“静心面对这个世界”、“岁
月绵长，时光难再”、“人生的自在之旅”、“当下就是
永恒”五章。贾平凹以朴实睿智的笔触，讲述他的所
见所历，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字里行间，
字字玑珠，带你了悟生命的本质：人生的真正意义，
在于淡定从容地过这一生。书中，不仅尽心袒露所
行、所思、所爱、所痛，且篇篇可见其大情怀、大智慧，
可见其古朴的性灵，以及古雅的趣味。文字朴素而
有韵味，老到精粹，从容不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让
人欲罢不能。

贾平凹看来，人生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纷争与
喧嚣，而是平静地面对困惑与烦恼。人生的旅途，苦
与乐总是相随，禁得住多少曲折，才配得上多少幸
福。生活中的贾平凹不会说普通话，他干脆就不说，
有时他“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

每每把有‘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
很自在”。而在《笑口常开》中他写“路遇一女子，回
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趋而前去搭话，女子闪
进一家商店，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衣服纽扣错
位，不禁乐而开笑。”这种境界，就像在《丑石》中，“我
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地生存
的伟大”。

贾平凹是个重情之人，对能理解他的人、理解他
的作品内涵的人，会引为终生知己。如《朋友》中，他
写朋友多多益善，孤独的灵魂在空荡的天空中游弋，
但人之所以是人，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要生活
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
和墙根又有狗吠。因此，在《做个自在人》中，他认为

“真要学苏东坡，不仅仅是苏东坡的多才多艺，更是
多才多艺后的一颗率真旷达的心，从而做一个认真
的人、一个有趣味的人、一个自在的人”。此刻，能让
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贾平凹，这里既有对生活的热情，
也有对人世的超脱。而这样的从容不迫，也正是作
家向往的。

贾平凹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率真自然的生活意
境美和意趣美，透过敏锐的观察力，来写人生的微

妙情绪和意趣。如《对月》中，他借月亮来思考人
生，“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有乐，活着也有苦，苦里
也有乐……我不求生命的长寿，我却要深深地祝福
我美丽的工作，踏踏实实地走完我的半圆，而为完
成这个天地万物运动规律的大圆尽我的力量。”到
这里，作家已具有了一种超然的心态：真正达到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并且劝诫人们：活
着就是一种荣幸，尽管活着有苦，但苦里面也有
乐。因此，我们要珍惜现在，努力去完成属于我们
自己的大圆。

贾平凹常说：“作为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
尽心尽力，需要的就是一种成就感，但各有各的烦
恼。人生就是享受这种欢乐与烦恼的。”对此，他在

《说死》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我对活着都不怕，我怕
死？！’这人说得真好，人在世上，是最艰难的事，要吃
喝拉撒，要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欢离合，活人
真不容易。那些自杀的人，自己能对自己下手，似乎
很勇敢，其实是一种自私、避难和怯弱。”最后，他借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劝喻世人要正确理
解“生与死”，如此，才谈得上在恬淡中尽享人生的从
容安宁。

人 生 三 部 曲
△吾金丁争

安永鸿 摄

坚守心灵的从容
——读贾平凹新书《愿人生从容》

●张光茫

绚丽多彩的唐卡艺术
◎张国华 文／图

为促进我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现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根据《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
意见》（云政发〔2015〕38 号）以及《迪庆州
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迪政发

〔2016〕81号）、《维西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
实施方案》(维政办发〔2016〕156号)的规定
和要求，结合我县矿山企业实际情况，经
过认真摸底和排查，维西丰源矿冶有限公
司港浪布铅锌矿、维西鑫明矿业有限公司
维登北甸新保铅锌矿、维西新凯矿业有限
公司塔城戈登锰矿被列为淘汰关闭对
象。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拟对上

述三家矿山企业进行淘汰关闭。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三家矿山企业如有
异议，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或者自收到

《权利义务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维西傈
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陈述和申辩，可
要求举行听证，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

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拟淘汰关闭非
煤矿山企业名单

特此公告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6年11月15日

企业名称

维西丰源矿冶
有限公司港浪
布铅锌矿

维西鑫明矿业
有限公司维登
北甸新保铅锌
矿
维西新凯矿业
有限公司塔城
戈登锰矿

营业执照领
证情况

53342310003
55 有效期至
2007.12.31

53342320003
51 有效期至
2010.7.6

53342320003
08 有效期至
2018.05.09

探矿许可
证情况

无

无

无

采 矿 许 可 证 情
况

C530000201012
3220093230 有
效期2013.12.23

C530000201104
3240111287 有
效期2015.04.27

C530000200809
2120011190 有
效期2013.09.22

安全生产许
可证情况

（迪）FM安许
证 字 [2006]
004号有效期
至2009.6.29

无

无

环评手续
情况

无

无

无

法人代表

高建益

李双

巴国兴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拟淘汰关闭维西丰源矿冶有限公司

港浪布铅锌矿等三家矿山的公告

书桌抽屉的里端，有一张薄薄的卡片，
是小城图书馆的借阅卡。看到它，脑海里浮
现出图书馆大楼静穆的模样。

有多久没去图书馆了？至少是三年了
吧！那么这三年里，我没看书吗？可是我明
明天天在阅读啊！

只是我的阅读，离纸媒越来越远了，每
天把住手机不放，阅读各种电子书籍，有无
数个微信文章等我打开看，还有那么多收藏
的公众号。除了必要的工作时间，我几乎是

“机不离手”般的在阅读。
时间倒回十年前，儿子刚刚十三四岁，

我给自己和儿子同时办理了借书证，儿子的
是少儿部的。每两个星期我都领着他去图
书馆，先阅览期刊杂志，再借回喜欢的书籍，
每天晚上临睡前的半小时，是我俩一起阅读
的时间，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直到儿子上
了高中后，迫于学习的压力才停止。

儿子回忆起这段难忘的阅读时光，说正
是因为这些，他的文学素养比同班人高出不
少，文笔亦不错。他说看到一本自己喜爱的
书后，每天都盼望着阅读时间快点到来，读
到高兴处与我分享，而我又能与他一起感悟
书中的喜怒哀乐受时，时光真是美妙极了。

人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美妙时光，而在多

年以后依然能清晰记起的，都在精神世界
里。阅读，是最美的“佐料”，它让我们的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

曾几何时，我的座右铭是“至乐莫如读
书”，一张小小的借书卡带我窥探世界的神
秘，带我领略人间大美，精神世界丰富得无
以复加。还记得那年图书馆街对面新开了
一家咖啡厅，这在小城绝对是新鲜事物。我
的工资不高，囊中羞涩，但也尽力而为，每月
都要去一次，不为喝什么难以下咽的苦咖
啡，而是带着心爱的书籍，坐在一隅，单纯的
就是喜欢这个充满小资情调的地方，而书
籍，是最好的陪伴。

特别怀念在图书馆里安静地看书、发呆
的时光，对翻开书页那股飘散而来熟悉的纸
张味道仍旧让我迷恋到不可自拔。我总是
对地铁里低头专注阅读书籍的人心生好感，
他们在一群低头玩手机的人群里是那么与
众不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手里有一
张图书馆的借阅证，有多少人还在常常使用
它。

“当一本书没有人读的时候，就像一个
人失去了灵魂，他会枯萎。”常常自诩爱读
书，为什么却让那么多的书籍陷入孤独？我
也应该把尘封已久的借书卡重新启动了。

被冷落的借书卡
■夏学军

清朝同治年间，段广清出任浙江鄞县县
令。一日乘轿外出，远远地看见一大群人环
聚于一家米店之前，众口喧聒，似乎在争吵、
辩论着什么。段广清连忙派了两个捕快去
查询原因。不一会儿，捕快带来二人，跪伏
于轿前。其中一人磕头道：“小人是近乡农
民，因父亲生病，进城来请医生。路过米店
时，不小心踩死了店家一只雏鸡。店老板定
要小人赔偿九百文，小人囊中只有二三百
文，无法偿清，这才与他争吵起来。”段广清
道：“小小的一只雏鸡，能值几何，竟要索偿
九百文么？”乡人道：“店老板说：雏鸡虽小，
种类却特别优异，只要饲养两三个月，就能
长到九斤重。按照市价，一斤鸡值一百文，
因此要我赔偿九百文。小人只觉得不公平，
却不知如何回驳他。”段广清盯着店老板问：

“乡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你那雏鸡果然
能长到九斤重么？”店老板点头答道：“这只
鸡确实是特异良种，乡人说的都是真的。”段
广清点头答道：“既然是特异良种，索赔九百
文也不过分，你乡人自己走路不当心，踩死
了人家的鸡，还有什么话可说？理应照价赔
偿！”乡人磕头道：“小人并非不赔，只是没有
这么多钱啊。”段广清道：“你为何不把衣服
当了？如果还不够，本官为你凑足就是了。”

这时，围观的群众都纷纷交头接耳，责骂
县官昏庸糊涂，哪有一只雏鸡赔偿九百文的

道理？不过，当时县官的权力很大，因此，没
有人敢公开上前替乡人辩护。乡人心虽不
满，也只得唯唯听命，脱下衣服，交付典当
铺，当了三百文，加上囊中的三百文，也只有
六百文。段广清便从自己身上掏出三百文，
凑足九百之数，当即交付店老板，并且笑着
对他说：“你可真算得上个善于经营的生意
人啊，以一只出壳不几天的雏鸡便换得了九
百文铜钱，有这么好的手段，还愁将来不成
为大富翁么？”店老板面露喜色，连连磕头称
谢，然后捧了铜钱，便欲离去。

段广清忽然唤住二人，二人只得重又跪
于轿前。段广清道：“我刚才的判决尚有不
够妥当之处。你店老板的鸡，虽说饲养两三
个月后可以长到九斤，而实际上并没有长到
九斤。俗话说‘斗米斤鸡’，也就是说，把鸡
喂到一斤，必须花费一斗米。如今你的雏鸡
既已死了，就不须再喂食了，你不是省下九
斗米了吗？既得了九斤鸡的赔偿，又省下了
九斗米，这事情太便宜了，你应当把九斗米
还给乡人，这才公平合理。”店老板张口结
舌，无言对答，只得遵照判决，将米如数付给
了乡人。一斗米价值二三百文，乡人掮米去
后，围观的群众都扬眉吐气，七嘴八舌地称
赞县官决断巧妙；又纷纷嘲讽、挖苦店老
板。店老板又羞愧，又心疼，急忙溜进店内，
关上大门，再也不敢露面。

段广清巧断偿鸡案
○沈淦

周世中周世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