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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洛吉乡发现的岩画是彩绘、刻画
在洛吉河两岸岩洞、岩厦上的图案，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的金沙江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
由中国著名岩画专家汤惠生教授主持的考察组
初步推断，洛吉岩画中动物的图形与欧洲旧石器
时代岩画的动物图形很相似，极有可能是新石器
时代甚至是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 追寻香格
里拉远古先民的遗迹,解开远古文明的密码，对洛
吉岩画开展田野考察意义重大。

2017年2月，由河北师范大学汤惠生教授、河
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爱书记、西安交通大
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院张海伟博士、迪庆州文物
管理所原所长李钢、纳西族东巴学者和力民、迪
庆州文物管理所潘高原、李健，洛吉乡文化站马
国伟、邹继媚组成的金沙江岩画考察组对洛吉岩
画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先后完成了洛吉主要岩
画点的实地勘察、测绘、拍摄、描述，同时采集岩
画样品并着手进行岩画的铀系同位素断代。

一、岩画点地理环境与历史概况
洛吉，纳西语意为“有水的箐”，洛吉乡地处香

格里拉市东部，介于北纬 27°38′～28°61′，
东经 99°55′～100°19′之间，东接四川省木
里县俄雅乡，东南与玉龙县奉科乡隔江相望，西
与建塘镇比邻，北与甘孜州稻城县东尼乡和本市
格咱乡相连。辖洛吉、九龙、尼汝三个行政村，全
乡总面积1041平方千米，洛吉乡境内居住有藏、
汉、彝、纳西、傈僳五种民族，境内洛吉河流入四
川地界后与无量河交汇，在鸡鸣两省四县的三江
口注入金沙江。

洛吉乡是香格里拉市成立最晚的乡镇。据
《中甸县志》记载：“1977年，三坝划出洛吉、九龙，
大中甸划出尼汝合并成立洛吉。”据考古发现，金
沙江N字形大转弯及支流流域自古以来就有人
类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洛吉高山峡谷相间形成
自然的河谷通道，是由滇入川的要塞，是中甸古
代东路古驿道。据《中甸县志》记载：“出中甸城，
经诺西、红坡，越洗脸盆垭口，顺洛吉河至木圣
土，越立壁梁子垭口，至木里，全程约300里。其
间，县城至洗脸盆垭口道路平坦，此后至拉巴多
系原始森林，驿道两旁森林遮天蔽日，狼、豹等猛
兽出没其间，行人常三五作伴方敢过往。至岩
洛，往东越立碧山后即可达木里之俄雅。由木圣
土东南过手爬岩（异常险绝，故名）顺洛吉河至抓
子、三江口，渡过金沙江至宁蒗……”洛吉峡谷是
古代滇川两省来往的咽喉要塞，是历史上著名的
藏彝走廊区域，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的南来北
往，在迁徙流动中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洛吉岩画的分布与发现
洛吉岩画是金沙江岩画分布最集中、保存最

完整的岩画之一，是金沙江岩画的重要组成部
分。洛吉岩画点大多隐藏在洛吉河两岸难以攀
登或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岩画多绘在岩厦内或岩
洞内向阳、避雨、遮风、干燥的岩壁上，岩画点前
一般都有一个可以容纳50～80人的平台，有的甚
至可以容纳几百人。岩画为鹿、熊、岩羊、野牛、
猴子、野猪、貘等动物和一些抽象符号图案，颜色
以红褐色、白色、黑色为主，其中还有大图套小图

和不同颜色的两个图案叠压在同一个区域的现
象。据专家分析，岩画的颜料可能为赤铁矿混合
动物血液或混合植物树脂，描绘工具估计为人的
手指、树枝或动物的毛。

洛吉岩画最早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0
年，中甸县委党校教师习银祥同志在中甸县洛吉
乡木胜土村发现了岩画点；1997年，丽江东巴文
化研究所和品正和鲍江在洛吉又发现了三处岩
画点；1998年，迪庆州文物管理所李钢在洛吉乡
孔家坪发现一处岩画点；2004年，迪庆州志办退
休干部杨正文在洛吉乡木胜土村发现一处岩画
点。截至目前，洛吉乡已发现10个岩画点。据汤
教授推断，洛吉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还应该有其
他岩画点存在，等待人们今后慢慢去揭开它神秘
的面纱。

三、岩画考察经过
在历时七天的田野调查中，考察队顶着炎炎

烈日，先后考察了岩布洛岩画点、妖岩岩画点、花
岩岩画点、孔家坪岩画点、大干坪子岩画点、埃朵
谷岩画点、必子岩布岩画点。并对岩画进行取样
分析，对采集标本着手进行铀系同位素断代。同
时深入四川省木里县俄雅乡抓子考察岩画和古
藏文。

1、岩布洛岩画点（洛吉河口岩画点），位于洛
吉乡木圣土旁洛吉河右岸的半山腰岩厦内。从
碎石堆积的河岸沿之字形狭窄的山路穿过一片
茂密竹林，再翻过灌木杂生的小山坡，就来到隐
藏在密林深处的岩画点。岩画点地理坐标：北纬
27°47′，东经 100°15′，海拔 1885 米，方位坐
东南向西北。岩厦分为上下两台，下台岩厦宽12
米，岩厦进深5.2米，岩画描绘在岩壁的左侧，岩画
面积约14.82平方米，描绘有红褐色的鹿、野羊、山
驴、岩羊、野猪的图案。从岩厦下台到上台必须
从一棵枯树主干上攀爬上去，上台岩厦宽8米，岩
厦进深9米，岩画描绘在岩厦的右侧岩壁上，岩画
面积约16.25平方米。描绘有红褐色的鹿、熊、岩
羊、野牛等图案。考察中，李钢老师独自钻进从
岩厦右侧岩壁坍塌下来的一块巨石缝隙里寻找
岩画，听见李钢老师从岩缝深处传来发现新岩画
的好消息，大家既激动又担心，看着随时还会往
下坍塌的巨石，都为他捏出一把汗，李钢“穿哥”

的美誉确实名不虚传。
2、妖岩岩画点，位于洛吉河左岸的大山岩厦

内，距俄里村约13千米，其途中地名为麦旺坪→
秦家屋基→两天窝→牛滚塘→大梁子→大弯子
→妖岩。地理坐标：北纬 27°40′，东经 100°
16′，海拔2796米，方位坐东向西，岩厦进深4米，
岩画面积约44平方米，采用描绘的技法，用单线
条和双线条勾勒，颜色有红、黄、白、黑四种，内容
为野牛、马、鹿和岩羊等动物及一些符号。汤教
授还在返回大湾子的途中发现一枚旧石器石斧，
石斧长约10 厘米，宽约6厘米，石斧的发现对研
究当地旧石器时代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汤
教授建议今后对石斧发现地周围文化层进行发
掘，并将石斧交予洛吉乡文化站收藏。

3、花岩1号点位于木圣土村洛吉河左岸的大
山崖壁中，地理坐标：北纬27°77′，东经100°
26′，海拔2621米，方位做东向西。岩画分布在
距离地面2～6米的岩壁上，面积约有80平方米，
岩画采用描绘的技法，线条流畅，图中套图，颜色
有红黄两种，内容为野猪、野牛、山驴、岩羊、貘等
动物。其中距地面高约 5 米的岩洞内绘有身长
170厘米，高100厘米大型野猪图，红褐色的野猪
毛用多线条描绘，一支箭插在奔跑的野猪背上，
图像清晰，形象逼真，汤教授惊叹地说：“这是目
前看到过的岩画中最清晰、最形象、最漂亮的野
猪。

4、花岩2号点在1号点和3号点中间，地理坐
标：北纬27°78′，东经100°26′，海拔2633米，
仅存一个宽22厘米、高25厘米的红褐色野牛头图
像，且图像模糊不清。

5、花岩3号点位于花岩1号点左侧，距2号点
约 800 千米。地理坐标：北纬 27°78′，东经
100°26′，海拔2551米，方位坐东向西。岩画的
岩面长约 16.29 米，高约 8 米。描绘有红褐色的
熊、岩羊图案。在花岩3号点首次发现人物狩猎
图，人物描绘清晰、色彩鲜艳、形象逼真，人物狩
猎图长14厘米，宽13厘米。洛吉目前发现的岩画
多以动物绘画为主，此次人物狩猎图的发现，在
洛吉尚属首次，它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洛吉岩
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6、孔家坪岩画点距孔家坪六组约3.5千米处

水沟上方，地理坐标：北纬27°81′，东经100°
16′，海拔2289米，方位坐东向西。岩画分布在
一块长230厘米、宽107厘米的红砂石上，为凿刻
岩画，内容是花、树枝以及人物图案。据传说这
块孔家坪岩画是丽江木氏土司留下的藏宝图，曾
先后有许许多多的寻金探宝者根据岩画图案，寻
找传说中的藏金洞。斯人已去来者不绝，历经百
年，仍被无数的人们所痴迷，只可惜至今仍没有
人能够破译图案中的玄机，揭开藏金洞的传说之
谜。

7、大干坪子岩画点
从滑石板到大干坪子岩画点约3千米，大干

坪子是一块上百亩的缓坡，坡长满了灌木、山竹
和杂草。地理坐标：北纬 27°79′，东经 100°
27′，海拔2504米，方位坐东向西。岩壁描绘有
红褐色岩羊、猴子、貘等图案。从岩画点回来翻
过一个大梁子，发现一群的猴子正从距离我们20
多米的山坡翻过陡峭悬崖，其中一只调皮的小猴
子时不时停下来向我们张望，大家一下子都停了
下来，静静地目送猴群慢慢地消失在山崖那边的
野牛谷中。向导和树生说，大干坪子这一带极其
干旱，没有一处水源，村民的饮水都是从很远尼
汝村引来，当然，这里的野生动物也理所当然地
享受到了人类文明带来的实惠，经常下山与人们
一同分享甘冽的山泉。

8、埃朵谷岩画点
滑石板距埃朵谷岩画点约 1000 米，地理坐

标：北纬27°79′，东经100°26′，海拔2364米，
方位坐东向西。岩厦石壁长35.7米，岩厦进深5
米，1号图用黄褐色颜料彩绘有一只长2米，宽2.3
米的大型野牛。2号图用黄褐色颜料彩绘有两头
长 1.1 米，宽 50 厘米的熊，线条清晰，色彩鲜艳。
在两幅岩画的中间岩壁下有一石臼，石臼底宽60
厘米，口径 26 厘米，高 30 厘米，臼窝中圆的口径
27厘米，臼窝深11厘米，从所处环境来看，有人类
在此生活过的痕迹。

9、必子岩布岩画点
必子岩布岩画点位于木圣土村南面山谷中，

沿着一条小溪逆流而上，穿过一大片茂密竹林，
便到达岩画点，步行大约1个小时。必子岩布岩
画点地理坐标：北纬 27°47′，东经 100°15′，

海拔2365米，石壁上用红褐色颜料彩绘有野牛、
野猪等图案，图像较清晰。

四、考察手爬岩、抓子岩画、抓子古藏文。
1、手爬岩是木圣土至俄雅的必经之路，也

是途中最为艰险的一段，手扒岩悬于洛吉河面
百米之上，悬崖陡峭笔直，过手扒岩要双手紧抓
岩壁上很浅的石窝，身体贴紧岩壁，一只脚踏到
崖壁上可以落脚的岩台，另一只手又摸索抓住
前方的石窝，一步挨一步贴着石壁攀爬过去。
手扒岩下面是几百米的深渊峡谷，上方是直插
云霄的绝壁，看一眼都令人不寒而栗，故此又被
称为“鬼门关。如今，这一段段艰险的悬崖峭壁
已打通隧洞，古老的驿道早已废弃，一条宽阔的
柏油路，正穿过绝壁林立的洛吉大峡谷，沿着蜿
蜒的洛吉河，一直伸向远山之外的丽江，曾经让
人望而生畏的”鬼门关“，渐渐地淡忘在人们的
记忆中。

2、俄雅抓子岩画、古藏文点位于抓子河西
岸。俄雅原属中甸地界，据《中甸县志》记载

“……中甸境域北至翁水，西达巴著，南至样东
阁，东抵早瓦（今东坝）、俄雅”，“康熙十四年（1675
年），五世达赖将俄雅赐给木里”。抓子河边还有
一座仍在使用的藏区古老伸臂桥（又叫握手
桥）。顺河往下约1000米便到抓子岩画、古藏文
点。地理坐标：北纬 27°81′，东经 100°34′，
海拔 2504 米，方位坐西向北，岩画长 74 厘米，宽
93 厘米，纳西族东巴学者和力民从岩画内容分
析，初步考证是大鹏金翅鸟。距岩画右侧7米处
的古藏文长50厘米，宽12厘米，据藏文描述时间
相当于宋朝中叶。

五、结语
洛吉岩画中动物的图形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岩

画的动物图形很相似，据推测洛吉岩画可能是新
石器时代甚至是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

洛岩吉画所处的岩洞、岩厦前都有一个可以
容纳多人且遮风避雨的平台，同时岩画点都离水
源地较近，此次又在岩画点发现旧石器及石臼，
可以推断岩画区域应该是远古先民生活的住所。
洛吉岩画绘画精美、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且大多
都集中分布在距离洛吉河较近的两岸，交通便
利，今后可以作为金沙江岩画教学、实习、培训、
研究的基地。

洛吉岩画由于自然风化、岩浆侵蚀覆盖等自
然原因和在岩画地采集硝矿以及放牧的牛、羊等
人为原因，不同程度受到破坏，应尽快制定岩画
保护管理相关制度。

为切实加强洛吉岩画保护和宣传，建议在岩
画点附近群众中推荐熟悉岩画点情况的岩画保
护工作者，安排适当工作经费，定期巡查岩画点
同时做好当地群众以及参观游客的岩画保护宣
传工作。

从洛吉岩画内容，我们尚无法推断其具体作
画年代，我们只有期待此次考察取样实验尽快完
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洛吉岩画的研究必将迈
上一个新台阶，我们也同样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
洛吉岩画，共同把洛吉岩画研究工作不断地继续
下去。

追寻绽放在绝壁上的文明之花
——金沙江流域洛吉岩画田野考察记

△李健

近年来，伴随着手机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手
机自媒体凭借其方便、快捷、互动等优势已经成
德钦县人民群众了解信息、学习知识、休闲娱乐
的重要媒体。特别是自手机社交软件微信 APP
的普遍使用以来，很多人已经形成了通过微信了
解时政、民生新闻，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享受文化
艺术作品的生活方式，甚至很多人成了“机不离
手”的“低头党”。为顺应时代生活方式对媒体传
播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本土媒体的影响力，把
握正确舆论导向，德钦县宣传、文化等部门先后
推出了德钦电视台、梅里故事等一批宣传德钦形
象的手机微信平台。宣传、文化部门如何利用自
身优势，合理利用手机自媒体展示德钦形象，是
摆在德钦宣传、文化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只
有正确认识手机自媒体的优势，并深度结合部门
自身优势，才能真正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到位。

一、德钦县宣传、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的手
机自媒体运行情况

近年来，为切实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加
强推进德钦县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落实
县委、政府关于“扮靓德钦”五年行动计划、“精品
旅游文化县”建设相关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同

时也为提升本土媒体的影响力，发出德钦“最强
音”，德钦县委宣传部和县文体广电局分别创办
了梅里故事和德钦电视台两个微信公众平台。
其中德钦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为德钦县电视台
的微信平台，主要发布全县时政民生新闻、各类
重大文体活动以及全县各部门的重要公告等。
梅里故事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发送全县重大文体
活动，涉及惠民工程的重要时政民生新闻，以及
各类宣传描绘德钦自然风光、文化艺术的图片、
视频，文学作品等。

二、德钦宣传、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手机自
媒体平台存在的问题

自梅里故事和德钦电视台两个微信公众平台
开办以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与“讲述雪山故事、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德钦形
象”的工作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具体存在着细
节上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信息内容单
一，多为时政新闻。对地方特色的文学、歌舞、绘
画、民俗、手工艺品等的宣传力度不够，挖掘层次
不深。2、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信息线索挖掘不
够，多为被动接受线索为主，没有经费、时间支持

工作人员深度挖掘典型自然风光、民风民俗相关
的图片、文字、视频信息。3、宣传方式较为原始，
德钦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风光旅游资源的宣
传，停留在图片推送、活动信息报道上，没有展示
故事性，宣传内容吸引力低。

三、如何利用现有手机自媒体平台，展示宣传
德钦形象

目前，梅里故事和德钦电视台两个微信公众
平台各项工作已经步入正轨，如何合理利用现有
资源，提速德钦形象宣传工作的“火车头”，进一
步提升德钦知名度，扩大德钦影响力，是有关媒
体工作人员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提升公众号
的影响力、吸引力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基础。
德钦宣传、新闻出版部门手机自媒体平台扩

大影响力，必须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基础，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依托手机自媒
体的科技优势，并结合传统媒体的先进经验，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以及先进的文
化。在整个宣传过程中，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方向，特别是要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努力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地宣
传展示德钦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面貌。

2、以丰富宣传内容为重点。
目前，梅里故事和德钦电视台等两个微信公

众平台的宣传内容单一化现象比较明显，对各类
受众的吸引力不强。解决当前问题，进一步扩大
受众群众，提升平台的影响力，唯一的出路就是
要丰富平台的宣传内容，增加信息种类。丰富宣
传内容，首先就要充分了解手机自媒体受众群体
的实际需求，并根据社会上普遍愿意接受休闲娱
乐性、趣味知识性较强的信息的特点，以地方特
色鲜明的文学、歌舞、绘画、建筑、器乐、民俗、藏
文、书法、手工艺品等本土文化艺术为主要宣传
内容，重点宣传本土重要文化艺术活动、知名文
化艺术人才以及精简的本土文化艺术知识。同
时注重对本地优美自然风光的介绍，加强对旅游
景区、景点故事性、文化内涵的挖掘，以文学作
品、图片、视频等手段，描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3、以改进宣传方式为突破口。
梅里故事和德钦电视台两个微信公众平台

由于开办时间较短，目前的受众人数不多，尤其
是持续关注的高质量受众更是很少。如何把宣

传平台的台子搭建得更大，直接影响着平台的
影响力。平台工作人员要始终坚持把扩大平台
受众群体作为提升平台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
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微信公众平台。可采取公众
号二维码在人群密集场所粘贴、利用重大文体
活动宣传平台、在手机自媒体等各类社交软件
宣传平台以及甚至可以由政府部门通过文件的
形式推广公共号。或者是通过微信朋友圈以

“熟人到熟人，朋友圈到朋友圈”的方式宣传公
众号。多措并举，努力扩大公众号的受众群体、
提升影响力。

总之，面对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手机自媒体
时代的到来。只有充分利用手机自媒体的优势，
并结合德钦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微信公众平台
宣传德钦形象。才能更好做好“讲述雪山故事、
传播民族文化、宣传德钦形象”的各项工作，才能
更好做好德钦县建设“旅游文化精品县”，建设

“六个德钦”、构建“六个家园”，推进“扮靓德钦”
五年行动计划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媒体工作
的优势，为德钦全小康社会和长治久安示范县建
设，实现经济社会化跨越式发展做出媒体鼓劲、
聚力、宣传的工作。

浅谈德钦县宣传、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如何利用手机自媒体平台宣传展示德钦形象
▲李秋兰

大凡读书人，都有一个书房情怀，都希望在忙
碌的生活之余，静下心来坐在书房里捧一本书，喝
上一杯茶，享受午后的阳光。书房于读书人来说，
乃一安身立命之所。置身其中，所求无过于舒心、
安逸。而名家的书房，更显示了一种人生的智慧。

书房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读书人在
此或以文明志，或以文寄情，或以文自勉。季羡林
在《我的书斋》里，侃侃而谈他的书房，其中也不乏
幽默。季羡林的书房是非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
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
八个单元。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
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册。在北大教授
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
籍中，他有些书是堪称海内孤本的。所以他虽然不
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不免
有沾沾自喜之情。

书房的名号及陈设，反映了书房主人不同的人
生经历和处世风范。当今读书人起书房名，多偏重
于个人喜好及特色，如朱正因书室藏有《鲁迅全
集》、《孙中山全集》、《蔡元培全集》等十部全集而谓

之曰“十全书室”；高莽因了书房中大大小小的布老
虎称其为“老虎洞”；刘俊只为嗜睡而欲将睡觉和读
书“对立统一”起来，为自己放胆睡觉求得合法性而
命之为“睡斋”。各人对书房的看法亦有不同，范用
称：“书房当是朴素的，书生本色”。苏叔阳将其视
为与自己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所以说，书房
代表了读书人的情趣和品位。

书房是读书人的最爱，一般而言，读书人很愿
意向来客展示自己的书房，周作人与大多数读书人
的想法做法不一样，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自己
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
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周作人为什么说叫人家看书
房是危险的事呢？他有解释：“一个人做文章，说好
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
斤两来了。”不过，周作人还是出过《书房一角》这样
一本书，他怕别人看书房，他用另一种方式展示自
己书房的内涵。

读书人与常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身
上都有着极浓的书房情结。当代青年作家对书房
也是情有独钟，作家毛尖整个家就像一个大书房。

毛尖和丈夫都是对书太贪的人，看到好书就要买进
来，生怕它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至于家里究竟有多
少书？毛尖也说不准，大约在一万册以上吧。毛尖
家书房的概念是泛化的，基本上能堆的地方都堆
了，还有很多打着包没有拆开呢。毛尖的烦恼是，
家里很乱，为书所困。她家连餐桌上也全是书，每
天吃饭前，把书挪开一点就吃了。

书房所承载的，与其说是读书人的梦想，倒不
如说是，在书房里一角，寄托了书房主人的种种生
活状态的投射。江晓原的书房是上海滩最有名的
书房之一，仅中央电视台就在这里拍摄过十余次。
江晓原很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将档案馆的密集架搬
进书房的人，而这个书房实在奇特：地上铺着铁轨，
用带滑轨的密集架放书，可以比原来的藏书量增加
三倍。江晓原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在午后
斜阳的书房中，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蹲坐
着，思考那些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事情。

因此，书房成了读书人重建精神的巢穴，在此
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在重返书房之路上，读书人
在此收获了一片闲适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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