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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远游求学、
先后在寺庙、美院苦
修，之后在成都开办
工作室，一幅画卖到
38 万元，登上清华大
学的讲坛讲授藏民
族的瑰宝唐卡的魅
力，获得高级工艺美
术师职称、云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云南百
名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突出人才等荣誉，
作品被省博物馆、省
民族博物馆收藏，功
成名就不忘回报社
会、传承文化，投资
200 多万建设村民活
动室，为乡村小学生

开办免费食堂10多年，资助藏戏团建设演出场所，无偿举办
文化讲座几十期。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农家娃鲁茸吉称以自
己的努力书写着励志传奇。

鲁茸吉称家在德钦县云岭乡红坡村，从小师从父亲学习
唐卡和藏医药，到了他这辈已经是第六代传人，14 岁就到了
四川康定师从居里寺爱国爱教的法海活佛学习唐卡、壁画以
及镏金等藏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在师从法海活佛学习期间，
他不仅学习到了唐卡的精髓，更学会了严谨、谦逊和德艺双
馨、兼济世人的美德，在5年半后的毕业技能大赛上，他一举
夺得头魁，并且是藏区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位。师傅们都让他
学成出山，但他又坚持学了2年半，继续学习塑像、唐卡和壁
画技艺。学成归来之后，家乡红坡寺整修时，他免费为寺院
画壁画，并为寺里的僧人举办镏金技艺培训班，德钦县雾浓
顶迎宾台十三塔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不仅亲自设计，还现
场指导施工，陪着工人们一起完成，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唐卡的迪庆画派到底有没有？这是横亘在他心头的疑
问和首要守护的荣誉。

“我们家六代都是画唐卡的，从唐卡的绘画工艺和用料
都与西藏、青海、乃至四川等藏区有鲜明的不同，有些颜料也
只有我们掌握，但在去年的一次迪庆举办的唐卡论坛上，有
些专家就提出迪庆没有自己的唐卡画派，在这次论坛上他据
理力争，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迪庆的唐卡绘画早在松赞干
布执政时期就有，此后虽有涨落，但根脉不绝，从未消亡。”

鲁茸吉称说。
“比如我家祖传的唐卡绘制中用到的一种颜料，只有

4000 米多以上高海拔地区才有，在我们老家只有几株，生长
极为缓慢，颜料用的是它的块茎，每次去我都只挖一个块茎，
第二年它又会长，直到有次陪法海活佛散步时，师傅他让我
把一种毫不起眼的植物的块茎挖出来，他才说，‘你家的祖传
颜料中的那个稀缺的植物可以用这个来代替，成色也不差’，
我才知道师傅他对于我家的祖传唐卡手艺还是很了解的。”

“又比如核桃熬油涂敷壁画的工艺也是我们迪庆所独有
的，熬核桃油要用专门的一种刺蓬树，其它的都不行，文火熬
煮5个小时后，直到熬出的核桃油面插上羽毛都能不倒，可以
拉丝的时候才算大功告成，用这种核桃油配以一种稀有的页
岩石粉，均匀地涂敷在壁画上面，不仅能遮蔽风雨、阳光的侵
蚀，还不伤及底色，壁画经年累月也不褪色、皲裂，我走遍了
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这种技法也只有我们迪庆才
有。”鲁茸吉称说。

从居里寺学成归来后，他又在四川美术学院自费攻读了
4年。并自费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有了深厚的美术素
养和精湛的唐卡绘制技艺后，他在四川成都鹿野苑博物馆有
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展厅，并免费收徒传授唐卡的绘制技艺，

他的学生都来自藏区农村，在成都的学习、食宿费用都由其
承担，连回家探亲的费用也由他支付，仅一年5名学生的支出
就达10多万元，学成毕业一个再招收一个。

有了工作室后，从 2009 年开始，他自费参加一系列的全
球、全国、全省的工艺美术大赛，并屡屡取得不俗的成绩，仅
金奖就有9个，其中，唐卡《空行母塔城》获得国际精品博览会
中国工艺美术精品金奖；《莲花生大师八变》获得2010年第八
届全国工艺品博览会金奖；《十八罗汉渡海图》获得2011年工
艺美术大师作品展特等奖；2013年获得中国传统美术精品展
金奖……期间他也先后获得了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和云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等荣誉，并被清华大学聘为环境空间艺术设
计高级研修班专任老师，2015年被省民宗委评为云南百名民
族民间传统文化突出人才，并每年给予为期 5 年，每年 10 万
元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政府给予的第一笔扶持资金。作品也
先后被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当西方和台
湾多家博物馆慕名而来要求收藏他的作品时都被他婉拒，

“连国内的博物馆都没能捐赠，国外的肯定不能优先。”鲁茸
吉称说。

“一幅唐卡能卖多少钱，我只知道个大概，都由经纪人去
操办，直到一名浙江老板当着我的面，价也不回就用38万元

买了一幅财神唐卡后，我才知道好的唐卡真能卖这么多，但
经纪人的抽头就是个零头——8万元。”鲁茸吉称笑着说。

当工作室渐入正轨，有了一定知名度和财力后，他倾情
回报乡梓和母校，在老家红坡村聘请4名藏文老师举办寒暑
假期藏文培训班，一坚持就是5年，投资近200万元为红坡二
组建设进场道路和村民活动室，联合客户投资上百万为四川
木雅藏戏团重建演出场所；为四川居里小学60多名小学生免
费开办食堂，一坚持就是10多年，直到集中办学拆撤居里小
学，前后花费60多万元；为德钦阿牛慈善学校90多名学生购
置了从被褥、衣服到袜子、手套全套的穿着生活用品，亲自送
到学校；在成都定期不定期免费开办唐卡传习班，学生不仅
有适龄的各民族学员，还有大学的专家教授和官员、医生
……

他成名后不忘为家乡鼓与呼，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
秘书长和云南省工艺美术协会的会长，亲自到迪庆考察并全
程陪同，使迪庆的民间传统工艺走入殿堂为世人所知晓……

“山旮旯也能飞出金凤凰”。鲁茸吉称穿着朴素，言谈谦
逊，既没有功成名就之后的目空一切，更没有奢靡排场的暴
发户心态，用心画好每一件作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回报社
会，四十不惑鲁茸吉称书写着自己的励志而又传奇的人生。

鲁茸吉称——唐卡迪庆画派的守望者
★安永鸿

作品财宝天王。 作品八大财神。作品五大财神。 作品四臂观音。

第三章 奋勇杀敌立战功

旗开得胜在红坡
（接 10 月 10 日四版）民族基干连时公安六

连军事素质还是比较差的，当时战士们手里的
武器都是老式步枪，既陈旧又不好使，再加上藏
族战士对武器不熟悉，经常发生走火的事情。
有一次一个战士走火，枪打在了团长坐骑的尾
巴上，把马尾巴剪掉了一大半。又有一次，团长
来连里视察，在楼下擦枪的一个战士不慎走火，
子弹穿过楼顶的木板，差点打着楼上的团长；还
有一次一个班在一起擦枪时，机枪手擦好枪后
不慎走火，他自己很紧张，竟忘了放松扣着扳机
的手指，硬是把一弹夹子弹射完，多亏了班长立
即下口令卧倒，这才没有伤着战友。经常这里
响一枪，那边响一枪的，挺可怕的，所以当时下
乡的干部都不敢到六连来，怕走火打伤。那时
战士们枪也打不准，有的战士就连门框一样大
的靶子也打不着。这引起了土匪们的讥笑和嘲

讽，他们扬言要用青冈木做成的木棍收拾
博巴六连。最初上级领导也对六连不太
放心，但是，六连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序列以后，全连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
素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个练就了一
身打击敌人的本领。这些变化叛匪哪里
知道。

1957年3月连队奉命撤出巴里达和斯
永贡，进驻云岭的果念、红坡、依咀三个点，
这三个村寨都是叛匪武装人员较多的村
寨，又是叛乱武装首领红坡外委土司王孝
顺（保族军总指挥）、果念当巴（保族军副总
指挥）的家乡，他们凭借山熟、地熟、人熟、
道路熟，便于筹集给养，便于隐蔽的有利
条件，盘踞在红坡寺与奔子栏东竹林寺之
间的白马雪山农子坡山林中。

当时六连一排驻日孜村，二排驻念果
村，三排驻红坡村，连部进驻红坡。全连积

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等工作，并
组织连队小分队与团部侦查分队、公安局侦察员
配合开展侦察工作，连队掌握的情报与民兵联防
队、群众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了确有一股三、四十
人的叛匪在红坡山上活动。连队严密监控叛匪
与叛属的联系渠道，在与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了
解到叛匪家属的表情和活动异常，传出消息说，
叛匪要集中一两百人攻打驻松农的民警中队。
六连分析这是敌人在放烟幕，他们要声东击西，
真实意图是要打住在红坡村的六连。连队主动
做叛属的工作，要他们把自己的亲人动员回来缴
械投降，争取政府的宽大，要是主动下山投降，过
去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但是叛属回答说：“我
们说的话他们不听，要你们自己去叫他们回来。”
他们把党和政府“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政策视为软弱可欺。

5 月 2 日上午，六连三排长此里品初的父亲
鲁茸顿珠到山上砍柴时，看见森林里冒着一股
青烟，仔细观察，见到一股土匪在山上活动，他

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便靠近一些后爬上一棵
大树眺望，只见土匪们手里端着枪，一个个摩拳
擦掌，要去收拾投靠到共产党一边的藏族解放
军，还听到土匪们议论说：那些穷鬼枪又打不
准，我们不用浪费子弹，用木棍收拾那伙人就足
够了。他听到这些话后，知道这伙土匪要打的
是自己儿子所在的部队。急忙收拾柴火下山，
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驻扎在红坡的六连领导。

李国忠连长认为这个情报和他们掌握的情
报是一致的，情报很重要，也很紧急，事不宜迟，
随即向团部作了报告。赵起云副团长用电话向
李国忠连长下达了战斗命令：除少数战士留守连
队驻地外，三个排全部用上去，明晨6时必须到达
叛匪驻地，对目标形成包围，要严防敌人窜进红
坡寺内。李连长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连务会，
传达了团部的战斗命令，做出战斗部署。他采取
迂回包围的战术，命令三排连夜迂回到敌人的后
面，从上面包抄下来；一排从左侧发起攻击；二排
从正面打击。要求大家动作一定要快，火力一定
要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以实现突袭歼敌的目
的。

连长带领一、三排晚 6 时出发，以大迂回不
使敌人发现我军的意图为原则，他们钻森林、绕
大圈，火速开进。二排根据距离稍晚些出发。
经过 11 个小时的迂回行进，一排和三排到达指
定地点农子坡。行进距离最远的三排于 5 月 3
日晨6时前来到一个泉水边，向导说：“再不能往
下走了，有泉水的地方离土匪住的地方很近！”
三排已经接近了土匪所在地，拂晓前一个叛匪
出来到泉水边打水准备烧茶，他突然见到我们
一个战士戴的白帽子，认出是解放军，他惊慌失
措，扔下手里的水桶往回跑，他一边跑，一边不
停地喊叫：“汉兵来了，汉兵来了！”他的叫声惊
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叛匪们，顿时乱作一团。我
军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进，三排长此里品初走
在最前面，这时叛匪头目龙巴格色手里端着德
造20响手枪，带着几个叛匪向这边走来，嘴里不

住地喊叫着：“金珠玛在哪里？金珠玛在那里？”
走在前面的此里品初排长见对手身材高大强
壮，心想：“我手里的‘普简’手枪恐怕打不死
他！”他手疾眼快，夺过他身边战士达瓦手中的
长枪，子弹上膛的同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
黎明前的夜空，子弹打中匪首的胸脯，三排长又
补了一枪，不可一世的匪首龙巴格色没有来得
及还手就上西天了。他身后的几个匪徒眼见头
头被打死了，就掉头往大营里逃去。

连长听到枪声立即命令一排进攻，一排随着
一声令下，向匪群发起猛烈冲击。三排从上往
下，一排从左往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
敌人措手不及，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英勇作
战。只可惜二排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从正面
形成包围圈，十几个叛匪从这个缺口里逃走。部
队继续追击，让司务长童环看管两个俘虏。

在追击土匪的时候，三排长此里品初紧紧盯
住前面一个高个子叛匪，追着追着，前面有一棵
大树横倒在路上，高个子叛匪跳过大树，马上转
过身来，正要举枪瞄准三排长射击，正好这时他
头上的毡帽滑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往上
推帽子的刹那，三排长的枪响了，子弹正好打中
敌人的脑门，只见叛匪张大嘴巴倒了下去。后
来确认这个高个子、长脸的土匪是“甲本”（百
长）巴日达扎巴。被
俘获的两个叛匪中一
个是“保族军”副总指
挥果念当巴，狡猾的
果念当巴乘司务长童
环不注意，在路边悄
悄地弯下一根竹竿，
突然放开，正好打在
了司务长的脸上，他
趁机逃跑，被司务长
击毙。另外一个叛匪
逃出没有多远，又被
我军抓回来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六连共击毙叛匪 19
名，其中包括“保教军”总指挥龙巴格色、“保族
军”副总指挥果念当巴、“甲本”巴日达扎巴等匪
首，俘虏两名，八名叛匪逃进红坡寺。缴获长短
枪18支，手枪2支，子弹631发，长短刀11把。战
斗中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
神，以我方一无伤亡的战绩大获全胜。我方只
是一位排长的帽子上穿了个窟窿，但毛发未
损。红坡战斗虽然没能全歼敌人，但把匪首“保
教军”总指挥、副总指挥龙巴格色和果念当巴这
两个顽固派消灭了。这一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德
钦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打掉了叛匪武装
的嚣张气焰，灭了敌人的威风，大展了人民解放
军的军威，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

战斗结束后连部向团首长作了汇报，在红坡
工作的县工委书记郑耀南同志亲临连部，代表
全县 3 万多各族人民向六连全体指战员表示慰
问。连部组织全连进行战后总结，评选先进集
体和个人。团党委通报表扬六连，称赞六连打
得好，并予以表彰和奖励，鼓舞士气。7 月昆明
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六连荣记二等功，三排荣记
集体一等功，此里品初等荣立战功。

此战是个干脆利落的漂亮战，也是“藏三连”
历史上的第一次胜仗，可喜可贺。 （未完待续）

从梅里雪山走来的英雄藏三连
☆祁继先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
叫“登高节”、“老人节”等。唐朝时，重
阳正式被定为民间节日，后沿袭至今。

古人如何过重阳？《西京杂记》中记
有登高、赏菊、佩茱萸、吃重阳糕和饮菊
花酒等民俗。

登高是重阳节最重要最常见的习
俗。金秋时节，天高云淡，古人大都选
择外出郊游踏秋。

孟浩然的“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
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
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
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
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山野风光，恬
淡幽静，好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李白的“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
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以及明
代诗人姜塘的“重阳佳节意休休，与客
携壶共上楼。满目山河增感慨，一时风
景寄遨游。”都描绘了登临高处的愉悦
心情。

而脍炙人口的“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则表达了诗人思乡怀
人之情。刘禹锡的“世路山河险，君门
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更
是句句含情，情深意长，让人愁肠百结。

游园赏菊，也不可或缺。菊花被誉
为花中隐士，历代文人对其十分青睐。
唐宋时期，重阳赏菊的风气愈加浓厚，
描写菊花的诗词不可胜数。

陶渊明的“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
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质朴生
动，情趣横生。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将诗人留恋农家赏菊之情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韵味更
为浓郁，“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
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
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
瘦！”寂寞词人独自赏花，凄冷的心情跃
然纸上。

插茱萸是重阳节另一习俗。茱萸
为一种植物，可入药，制酒擦身能消病

祛邪。古人认为九月九日是灾难之日，
而茱萸可以消灾，所以人们将茱萸戴在
手臂，或插在发间，还做成香囊佩挂，用
以辟邪求吉。

周处的《风土记》里也有载：“九月
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
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言
辟恶气而御初寒。”朱放的“那得更将头
上发，学他年少手茱萸”，杜甫“明年此
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等，都描写
了重阳插茱萸的习俗。

此外，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也必不
可少。《四民月令》有载：“重阳之日，以
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
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
远。”另有《花糕》“中秋才过又重阳，又
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栗，当筵
题句傲刘郎。”

古人过重阳，习俗众多，节味浓
厚。遥想那时农耕社会，劳作休憩在山
水草木间，人与自然相近相亲，令人怀
念向往！

藏三连第一任连长藏三连第一任连长、、迪庆军分区司令员李国忠和家人迪庆军分区司令员李国忠和家人。。

珍藏了60多年的复原军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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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诗、书、画“三绝”，其书清劲洒脱、典雅端
丽、雅俗共赏；其画刚健清新，传统功夫深厚；其诗词享
誉国内外诗坛。有人说，“先生雅透了，表现的形式都是
通俗的。”的确如此。

先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更不故弄玄虚。他说：
“字，只要写得好看就成了，本无法。”用最通俗的话，阐
述最深刻的道理。先生的题字遍布全国各地，先生尝
言：“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机吃它一、两
顿。”又自叹道：“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几分自豪，几
分无奈！

先生的诗词，多取寻常意象，用通俗之词，甚至俚
语，嬉笑怒骂，却颇有韵味。如“挚友平生驴马熊，驴皮
早已化飞鸿。鄙人也有驴肝肺，他日掏来一样红。”其
实，看似通俗浅显的词语后面，却是先生学问的体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领导附庸风雅，出行或参加一
些活动喜带诗人、书画家作陪。或问先生曰：“此有说
乎，”答曰：“有，此谓之‘三陪诗书画’。”问：“若以此五字
做上联，请拟下联。”先生迅捷对之云：“一扫毒赌黄。”对

仗工稳，问者惊讶之余，问：“作何解？”先生乃正襟曰：
“此事久之亦可成瘾，一样危害个人及社会，我辈能不戒
之！”

72岁时启功被选为书协主席，大家祝贺。先生则笑
着说：“书协主席这个茅坑可不好蹲，有幸占到了位置，
别人还虎视眈眈。风言风语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
那个位置上大肠干燥，没有东西出来，不但自己难受，别
人也跟着着急。”六年后，先生卸任了。有人问他：“你认
为谁当这个接班人最合适？”先生故作惊讶地问：“请问，
你到茅坑干什么去？”记者说，“当然是解决问题了。”“解
决完了呢？”“起来走人。”“就是么，问题解决了谁还等
在茅坑旁边，看看下一个是谁，是不是适合这个茅坑，我
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茅坑弄好，让后来人舒服使用，至
于是谁那可不是咱能管的事情，我只知道下一任绝对不
是我。”先生用“茅坑”喻书协，可谓大俗大雅！

启功的大雅则书画诗词诸艺皆精，片言只字，世人
宝之；大俗则道在屎溺，以最俗之物喻最雅之事，在雅与
俗之间，尽显先生之光风霁月的胸怀。

启功的雅与俗
◆孟祥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