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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自西藏注入云南德钦后，在怒山山脉和云岭山
脉的挤压下，一路水深流急，江面奇窄，相传被猎人撵急了
的獐子能一跃而过，故德钦藏语称其为“雅曲”，意为獐子
河。可是，江水流至燕门乡境内后，江面豁然开阔，深蓝色
的江流，酷似月色，故又名“达曲”（月亮河）。华丰坪村附
近，宁静的江水轻轻绕过一乳形神山，远远望去酷似一弯月
镶嵌在峡谷中，当地称“蓝月谷”。读过詹姆斯·希尔顿《消
失的地平线》的不少人都惊喜地发现：这位小说家在他的作
品里着力描写的蓝月亮峡谷并非凭空臆造，借用的正是这
里的地名及风土人情。更令人拍案称绝的是，希尔顿用他
的神来之笔塑造的香格里拉寺，能在蓝月谷下游找到它的
原型，这就是雄踞于茨中村民居中央的天主教云南铎区主
教座堂——茨中教堂。

茨中，藏语“六个小村落组成的村庄”，可见在山高坡陡
平地如金的澜沧江上游大峡谷里是一块较大的坝子。茨中
依山面水，气候温和，梯田层层，果茂粮丰。每当盛夏来临，
环绕农舍的一个个葡萄园里透出“玫瑰蜜”（Rose Honey）沁
人心脾的芳香。被誉为“高贵夫人”的法国纯种玫瑰蜜葡
萄，为何远渡重洋来到茨中安家落户？这样难得的故事情
节却被天才作家疏忽了，于是在他的作品里，香格里拉寺的

“玫瑰蜜”才被热带水果香蕉所代替。原来传教士在茨中修
建教堂的同时，发现这里与波尔多特市极其相似的地理物
候特征，从他们家乡引进了“玫瑰蜜”种苗。几年后，葡萄在
茨中大量繁殖。茨中人品尝到有钱难买的“洋果子”，喝上
了自产的“洋酒”，他们说天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喝的就是这
种酒。这在藏区算得上一件稀罕事。

在藏传佛教深深扎根的地域内，在藏族和纳西族聚居
的村寨里，傲然屹立着一座来自西方宗教的象征——天主
教堂，历史渊源不得不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那场清王朝向西
方列强屈辱求和的战争。

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
中国取得一系列的特权，开始传教活动。1848 年前后，英、
法传教士出现在东部藏区。他们自信在这一民族成分复杂
的特殊地带，天主教有落地生根的可能。不久，康区出现了
一本读来朗朗上口的藏文《圣经》。1861 年，法国传教士浦
伯多罗、约司法旺，怀揣多种文字对照的《中法北京条约》，
公然率 6 户四川教民迁入德钦燕门茨姑村。他们指着条约
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教堂）自便”的
附言，收买土目强行向村民征地，筹建教堂。三年后，一座
土木结构楼房建成，主楼上下共 15 间，还有土掌房 3 间。这
就是迪庆境内最早的天主教堂——茨姑教堂。浦、约二人
通过看病行医、开办学校等手段笼络人心，一个仅有20多户
人家的小村落竟有19户信奉了天主教。茨姑因修建教堂而
被世人知晓。茨姑教堂照片一直保存在教会档案中，还被
写进了罗马教廷有关典籍。

这一时期，法国外方教会加紧了滇西北地区的工作，派
传教士在阿墩子、维西、贡山等地，选址修建教堂。1872 年，
阿墩子教堂建成。1881年，小维西教堂筹建，一年后竣工。

一种来自异域的宗教想要闯入藏区与藏传佛教平分天
下，谈何容易？光绪五年（1879 年），针对传教士频繁入藏，
西藏僧俗向驻藏大臣“联名具禀”，“要求永远不准（洋人）入
藏”。同时，还在藏区传发‘文书’，“饬驱洋教”。德钦民教
关系冰火不容，时有争斗。光绪十八年（1892 年），阿墩子教
堂、茨姑教堂被毁，史称“阿墩子教案”。一年后，法方向中
方索款修复教堂，阿墩子教案，方告结束。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阿墩子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驱洋教事件（即“维
西教案”），阿墩子教堂、茨姑教堂再次被毁。引起朝廷震
动，派官兵血腥镇压，事态平息后，法中双方在昆明签订《维
西教案·议结恤款合同》，按合同规定，法方获得巨额赔款，
并可重新选址修建教堂。有了选址的自由，有了重修教堂
的资金，洋人的目光盯上了占尽天时地利的茨中村。茨中
至今仍有这样的传说：地方当局赔给天主教会的银子，用二
十多匹骡子驮到茨中。长辈们从没见过那么多白花花的银
子，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修建教堂的主要材
料，比如石料、木料、砖瓦等，可以就地采取、烧
制，花不了几个钱。劳力由当地老百姓廉价提
供。如此看来、那些银子可能至今还埋藏在茨
中某处地下吧？宣统元年（1909 年），四名天主
教神父到达茨中，强征良田十余亩着手修建教
堂。他们接受了茨姑事件的教训，带来英籍保
镖沙某，还有来自四川和云南永胜、师宗等地的
武装及施工人员二十多名。教堂竣工后，他们
落籍茨中，这就是当地汉族张姓、徐姓、杨姓的
来历。

十年后，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茨中天
主教堂竣工。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虽无画
栋雕梁，目尺回廊，倒也清丽典雅，古色古香，为
少数民族杂居的茨中坝子平添了一道极具汉地
建筑色彩的风景。然而按哥特式建筑的礼堂、
钟楼赫然矗立，显示的却是西方人强烈的入侵
意识。宽敞的大院内有音乐室、图书室、浴室，
与居室连为一体。东、北两面为畜厩、厨房，还
辟有花园、菜园和葡萄园。依托教堂而建的修
女院，曾有来自盐井、贡山等地的二十多名修女
居住。小学校则招收教民子弟免费入学。在飞
檐翘角的大门两侧，写着汉文“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意味着修建教堂历时十年的艰辛。雕
花门框上亦有昭示：“所有勤劳和文明人都到我
这儿来吧！”教堂做弥撒的钟声、祈祷声，闯进了
他们的生活，成了他们朝夕相伴的历史。

十多年后，美国学者洛克探访三江流域，曾
下榻茨中教堂。后来，在他的文章里留下不少
感慨：在“亚洲最孤立的地方”交通闭塞的澜沧
江大峡谷里，能欣赏到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
品尝到“玫瑰蜜”酿造的正宗法国葡萄酒，体味
到地道的欧洲风情，真是不可思议！

在漫长的时光中，天主教文化与当地的藏文化、纳西文
化相互融合，居民们从观念、性格、信仰到生活方式、日常起
居，都发生了变化。人们按天主意志约束言行。也许，这就
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中所张扬的香格里拉文化现象。

解放后，传教士被遣送回国。茨中教堂关闭了，法国人
留下的葡萄园却蓬发生机，还有一棵路易斯面梨年年硕果
垂枝。棕榈树、芭蕉树也长势良好，枝繁叶茂。茨中人早已
品尝过法国葡萄酒的美味，于是家家自酿葡萄酒，当年教堂
使用的一套铜蒸馏器派上了用场，芳香四溢的葡萄甘醇伴
随山民们度过一个个悠闲浪漫的夜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茨中教堂重新开放。曾经一
度空寂的大院里，挤满了各民族群众。多少年过去了，在他
们感觉里，既熟悉，又陌生，惊奇的目光里透出复杂的感
情。一位年事已高的肖神甫，定期为教徒们主持宗教仪
式。他还为新生的婴儿按教规取了保迪、保罗、曼达丽娜等

教名。后来教堂成立管委会负责定期组织活动。
1987 年 12 月 21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文公布茨中天主

教堂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政府多次拨款维修。
2006 年，茨中教堂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教堂
由姚飞神父主持。姚飞神父系内蒙古人，曾任职于北京教
区。现在茨中有村民 600 多人，近八成是天主教教民（有的
家庭还同时信仰藏传佛教）。

我不止一次去过茨中，还在教堂借宿过。刘文增（教名
海里白）任教堂管委会负责人时，我俩曾有多次长谈。他能
用藏、纳西、拉丁语念诵《圣经》。教民们做礼拜时，他用手
风琴伴奏。

茨中教堂，是不是“香格里拉寺”不重要。但是，这座历
经百年沧桑的宗教建筑的存在，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
难忘的往事。茨中教堂，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之谜，那里
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穷乡僻壤换新颜
（接上期）从“森姆扎措”走了 8 个小时到

了阿丙村，站在村头的土山包上，阿丙村尽收
眼底，村里的民房集中在村东北，民居跟迪庆
河谷区的差不多，也是藏式平顶房，唯一不同
的是这里的房屋四面由石头砌成且只有两层，
现在，石头墙外面涂上白灰后比以前更漂亮。
迪庆河谷区的房屋大多是舂墙围起来的，一般
都是三层楼，也有四层的，更有甚者，还有五层
的。阿丙村位于怒江支流舍曲河的高阶地上，
海拔 2290 米，东靠大山，西面和北面分别被舍
曲河切割得很深，坡度也很大，河对岸也是个
开阔地，只见田地不见房屋，显然那里无人居
住。

一进村子，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客栈，感觉
都不错。于是，我们进到右边的“索朗仁青客
栈”，已经有很多人围着小方桌喝茶，喝饮料，
也有喝啤酒的。这家的院子挺大，前面的平房
为餐厅，烧水烧茶就在庭院里的大灶上，后面
那栋藏式雪白的二层楼是客房，我们决定就住
这家客栈了。
客栈女主人的母亲迪迪见我们进来，马上过来
招呼，等我们卸下东西，她在小方桌上摆好了
糌粑、奶渣，倒好了酥油茶。迪迪今年 64 岁，
与我同龄，她和蔼可亲，一看面相就是一个贤
妻良母，当我问她“阿丙”是什么意思时，她非
常热情地回答说：“听老人们讲，这里最早居住
的只有 5 户人家，后来有很多人迁了进来，渐
渐变成了一个大村子，现在发展成 55 户人家，
500 多口人了。‘阿丙’是‘五个’的意思。”我恍
然大悟，“阿丙”原来是这个意思，一直缠绕在
心里“阿丙”藏文怎么写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阿丙好大一个村子，雪山峡谷深处，这样
大的村子是很少见的。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
天，没过多久，迪迪的女儿和女婿骑着摩托回
来了。女婿叫索朗仁青，是做生意的，见多识
广，跟阿吾扎西早就认识。看上去他是个精明
强干的人，他介绍说：“阿丙村是卡瓦格博外转
的必经之路，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主产青
稞、小麦、荞麦、蔓菁、杏子、黄瓜、西葫芦、梅子
等。”

客栈女主人叫姆迪，今年 40 岁，姆迪两口
子育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大在林芝八一
上高二，老二在察隅上初二，老三小女孩在上
初一。他们很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不想让孩子
们也像他们一样当睁眼瞎。夫妻俩一心做生
意，供三个孩子上学，家务事和核桃林的管理
全由父亲曲惹和母亲迪迪“承包”了。索朗仁
青说：“多亏两个老人帮忙，我们家的客栈已经
走上正轨，生意也不错。”我问村里的其他人家
的情况时，他说：“现在，我们村里有 5 家开了
客栈，很多家庭也办了家庭旅馆接待游客，村
里有 20 多个小卖部，生意很好，特别是今年。”
母亲迪迪插话道：“过去生产队的时候，除了粮
食基本够吃外，收入主要靠买木材和药材，各
户分不到几个钱。自从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
包制以后，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
近几年转卡瓦格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村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全托共产党和神山的福啊！”当
问到他家一年的收入时，女老板扭扭捏捏地说
出：“大概 10 多万吧。”

我起身参观他家的客房，楼上楼下既整洁
又干净，特别是被褥十分干净，跟城里宾馆的
被褥没有什么差别。正在整理内务的姑娘是

迪迪的侄女，姑娘对我说：“每当旅游旺季时，
我都过来帮姑姑家的忙，转山人和游客一般只
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每天都换洗被面和床
单，保证卫生，让客人满意。因为我家客栈的
卫生条件好，一般情况下，来转山的活佛都会
住在这里的。”说来也巧，这时两个僧人扶着一
个活佛进来了，后面簇拥着一群人。

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我背着相机走出院
子，从村头顺着水泥路下坡往村里走去。从南
通拉半山腰就可以远远看见山脚下的阿丙村，
觉得非常漂亮。进入村子就更漂亮了：沿街是
民居，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错落有致，偶尔能
见到一两栋老房子，有些房顶上堆着金黄色的
冬瓜；村里人个个热情好客，善良乐观，见面就
和你打招呼：“佳通秀”（进来喝茶），小小街道
已形成小小街市和游客食宿点；日落西山，猪
羊牛马驴鸡狗都回归各自的圈里窝里，妇女们
忙着挤奶、喂猪、做饭；男人们骑着摩托或运送
货物或招揽生意；台球桌旁围着一群年轻人，
对垒者一招一式很有章法；小卖部前挤满了买
东西的人，各家各户的平台上都攒动着旅客的
身影……

转了一圈回到村头，走进对面的“梅里雪
山客栈”，这里的老板也是个年轻妇女，名叫次
仁卓玛，28 岁，丈夫董阔杰布 37 岁。董阔杰布
开车跑旅游，次仁卓玛经营客栈，她的侄女是
她的得力帮手，正在厨房里炒菜。我请年轻的
女老板介绍一下她家的情况，她说：“我家现在
一共 8 口人，爸爸、妈妈、弟弟、我俩和三个孩
子，妹妹已经出嫁，妹夫开车跑旅游。我们三
姐弟中只有弟弟格桑一人上学，现在在察隅县
中学上初三，妹妹我俩都是文盲。过去全家务
农，小春种小麦、青稞，大春种玉米，山上的旱
地里种荞麦，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从
卡瓦格博的旅游业兴起来了之后，我们村的日
子一年比一年好了。随着来转神山的人和旅
游者逐年增多，行情看好，爸爸、妈妈就建了这
个客栈，让我当了老板。去年我们又扩建了客
栈，生意越来越红火。”

他们家的客栈很开放，东面是敞开的，两
层楼，沿木梯上去，左边是客房，右边是走廊，
走廊一头有木护栏，从二楼往下看，院子里的
一切一目了然，感觉很舒畅。

我问次仁卓玛：“平时你们全家都住在客
栈里吗？”她笑着答道：“不是，这是我们家新盖
的客栈，专门用来接待客人。我们家的房子在
下面。”在我的要求下，她带我到村中央看了她
家的房子。她家的房子上下两层，下面关牲
口，上面住人，25 根柱子个个粗大，房子宽敞明
亮，装修也很讲究，木地板与木房顶很厚，都是
上好的松木。精美的灶台隔出两条长形区域，
一边为主厅，神龛以下算是客厅，吃饭和接待
客人都在这里；一边为住人的房间和仓库，房
子长宽均超过 20 米。从这两家的情况和村容

村貌可以看出，地处雪山深处的阿丙村旧貌换
新颜了。

我在她家的“梅里雪山客栈”认识了从浙
江来的徐涛、王奕丁一行四人。

这一路也够精彩
201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晴
没来转山之前别人给我介绍：阿丙村宁静

而祥和，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世外桃
源，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贫穷的。今非昔
比，这种说法已经是老黄历了。早早起床，往
村里走，村尾的停车场热闹非凡，偌大一个停
车场停满了三四十辆各式各样的车，其中有西
藏拉萨、昌都、那曲，青海玉树，四川甘孜、阿坝
等地区的车，当然少不了云南的车，大多是察
隅本地跑旅游生意的车，车子周围都是人群。
原来，从西藏、青海、四川等地来的朝圣者，或
自带车或雇车，从家乡坐车一路朝拜到唐拉垭
口或永芝村，从此开始步行转山到阿丙村后，
再坐上车一路朝拜回家，算是外转一圈了；据
我所知云南也有很多人坐车外转的，不管是从
香格里拉出发，还是从昆明出发，到了大理进
入大保高速公路到永平县后转入到去六库的
公路，沿怒江而上，经贡山县的丙中洛、察隅县
的察瓦龙乡、左贡县的碧土乡、德钦县升平镇，
回到香格里拉。这是转神山的一种新形式，真
可谓：坐车转圣地，佛祖在心中。

今天的目的地是察瓦龙乡所在地扎那村，
从阿丙到扎那 30 公里，听说过去路很陡，非常
难走，可是，现在已经修通公路，路很好走了。
我还是打算步行，可是更噶说我这几天太辛苦
了，脚趾甲都发青了，劝我坐车，阿吾扎西也
说：“年轻人都坐车，您这么大年纪还是坐一段
车，轻松轻松吧。”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在这里待
够，要采访的东西很多，听了他俩的劝，扎西赶
着骡子先走，更噶我俩下午再走。我有时间在
停车场采访来自各地的朝圣者，一直忙到中
午，草草吃点干粮，喝口奶茶，就到人流中找拼
车人，面包车拼齐九人才行，不是多一人，就是
少两人，挺不好凑的，左找右找，好不容易才凑
齐九个人。

下午两点钟可以出发了，汽车出村后曲里
拐弯往沟里行驶，山脚下是咆哮的曲南河。进
入一道深谷，往前走山门依次打开，路边出现
了一堆玛尼堆。司机顿珠说：“山上有一条小
路通到‘阿弥陀佛圣地’，需要专程上山朝拜。”
在村里忙着拍照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有些遗
憾地问司机：“那个圣地是个什么样的？”司机
回答：“我也没有去过。”坐在我后面的年纪稍
大一些、发辫盘在头上的男子说：“上一个羊年
我来转神山的时候专门去过那里，那是个天然
的岩洞，说是无量寿佛的修行洞。从这个嘛呢
堆往山上走，大约要两个小时，岩洞在半山腰，
石门可容一个人进去，石门右侧有虎头、熊头、
豹头像，岩洞里面比较大，可容纳 10 人，里面

还有天然的神像和藏文，我看不懂。”
面包车继续沿河而下，忽然停在了路边，

前面停有好几辆车，司机回过头来说：“日龙龙
巴圣地到了。”下了车，前方峡谷两边的山崖高
大直立，沟里河水汹涌，跟着人群朝左边走过
去，触目所及，都是精美绝伦的岩画，鲜艳夺
目，看得出岩画最近重新描绘过。岩石上刻画
的有白度母、绿度母、观音、文殊、金刚持、大日
如来等，个个栩栩如生，夺人眼球。还刻有许
多藏文，既有巨大的六字真言，也有细小的经
文。朝圣的人们排成一个队列，一个佛像一个
佛像地拜谒，快要到尽头时我看见在刻有一尊
大佛像的岩石下方簇拥着一群人，一问方知是
在过中阴道。看样子这群人来自同一个地方，
入口有送的，出口有接的，都是牧民。因为人
太多拥挤，我想拍一个清晰的从洞里出来的
人，在那里等机会。可是同车的人等不及了，
司机催促我快走。车行一小段路后就过了“日
龙达咱”石桥。

车子继续行驶在深沟里，走着走着，眼前
突然一亮，到了峡谷的出口了。怒江从北向南
横在眼前，清澈的曲南河与对面那条同样清澈
的小河一起汇入有些浑浊的怒江中，两条河把
怒江两侧的大山一分为二，但见一江二河穿行
于四山之间，四山又怀抱着一江二河。在怒江
与曲南河交汇处的北岸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台
地，台地上有一座小庙，那肯定是“拉康热庙”
了。小寺庙的门被朝圣者堵得水泄不通。庙
边有一座佛塔，还有一座小小的简易住房，为
行人提供烧茶食宿服务。主殿内主供莲花生
大师，主尊像的右边是白人白马的卡瓦格博神
像。书中说朝拜“拉康热庙”及对面山崖上的
莲花生大师的身像与朝拜印度赤铜洲山的功
德是一样的。对面的那座岩石山巍峨耸立，岩
壁上有一个方形凹块，形如山门，据说那是通
往莲花生大师的佛国净土——赤铜洲山的大
门。

这次我是第一次一次性地穿越了“三江并
流”。几天来，跨过金沙江、澜沧江，今天到了
怒江边。“三江”同源于青藏高原，在滇西北横
断山脉(怒山山脉、云岭山脉、贡嘎山脉)纵谷地
区相间并流 400 多公里，三江间最近处直线距
离仅 66 公里。其中澜沧江和怒江最近处直线
距离仅 18.6 公里，但入海口却相距 3500 公里。

“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提出建议，由国务院责成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
有关单位进行评价，经国务院 1988 年 8 月批准
公布的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我
站在公路边欣赏这里的怒江风光：清澈的山间
小河，浑黄的滔滔大江，巍峨矗立的群山，罕见
的峡谷险滩，神奇的小庙宇，以及手摇经筒、口
念六字真言溯江而上的一队队朝圣的人们，组
合出一幅绝美的图画，让人看不够。

（未完待续）

探 访 卡 瓦 格 博
——朝圣观光纪行（一）

★祁继先

茨中天主教堂
★杨增适

阿丙村阿丙村 安永鸿安永鸿 摄摄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2017年1月4日起发行“2017年贺岁双色
铜合金纪念币”。建行云南省分行作为我省唯一承担预约兑换的
金融机构，目前该行已在建行国际互联网站、网上银行、微信公众
号和手机银行四个电子渠道部署了线上预约功能，12月28日0时
起准时向公众开放预约。

据了解，本次纪念币云南省兑换总量为900万枚。预约期为
2016年12月28日至2017年1月3日，在预约期内，按先到先得原

则，通过建行电子渠道线上
办理预约。市民可登陆建
行国际互联网站点击“马上
预约”菜单；或是登陆个人
网银进入“我的账户”，选择

“网点业务预约”；以及通过
手机银行，进入“特色服
务”，选择“业务预约菜单”
即可预约；关注“中国建设
银行”微信公众号，点击“悦
生活”选择“周边网点和预
约”也可轻松办理。

预约兑换期为 2017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24 日，市民
在此期间可前往预约时指
定的网点现场办理预约兑
换。需要提醒广大市民的
是，根据人民银行兑换要

求，本次纪念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40枚。预约兑换实行实名
制，兑换时须持在预约登记时预留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预约网
点办理兑换，市民可以一人代其他人员领取纪念币，但也需持被
代领人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且代领人数
不超过5人。有需要的市民可关注建行每天在官方网站（www.
ccb.com）或营业网点更新发布的纪念币预约兑换信息，到全省建
行网点咨询现场兑换相关事宜，以免错过预约时间。

为了提高业务处
理效率，给前来预约
兑换的市民提供方便
周到的服务，建行云
南省分行将在全省每
个网点专门安排预约
兑换窗口，指定专人
负责预约兑换工作。
在网点入口处设立温
馨提示牌，并在显示
屏和醒目位置公告本
网点预约兑换数量,
采取积极措施缩短客
户排队时间,网点也
将增派工作人员维护
现场秩序，确保预约
兑 换 工 作 平 稳 有
序。（建宣）

2017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在即
建行云南省分行开通线上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