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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格博是什么？是地球之奇观，大自然
之杰作。卡瓦格博峰，梅里雪山主峰，位列藏区
八大神山之首，处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
地区，海拔 6740 米，是云南省第一高峰，是全世
界公认的最美丽的雪山，被誉为“雪山之神”。

卡瓦格博是什么？是云南藏区历史文化的
温度与高度，魂魄与脊梁，是迪庆高原“香格里
拉”和谐文化的标志性象征。近年来，我陆陆续
续读到杨增适先生的三本散文集子，其中有《苍
茫茶马道》《杨增适文集(纪实文学卷)》两本，是
由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会列入《卡格博文库》
系列丛书的，并另有《雪乡情韵》一本，是由丽
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列入《丽江文化
系列丛书》的。在每次阅读后的不忍掩卷之余，
我都会越来越发觉他这位“胸中有竹春秋茂，心
底无私天地宽”的鹤阳赤子，在数十年青春无悔
的迪庆高原走来，在千百年亘古不变的卡瓦格
博峰的注目礼中走来。他一路走来的足迹，镌
刻在依然散发出青稞酒淳厚、酥油茶浓香的迪
庆雪域高原之上。他与卡瓦格博，此生难舍难
分。尽管岁月可以流逝，时光可以褪色，但卡瓦
格博的冰清玉洁、神奇壮美，卡瓦格博的空灵深
远、鲜活生动，依然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勃跃如
初、熠熠生辉；他与卡瓦格博，痴情天地可鉴。
数十年 300 多万字作品的披肝沥胆、披沙拣金，
印证了迪庆州委原书记齐扎拉所称誉的他“完
全是一个钟情于香格里拉文化的拼命三郎”，印
证了鲁永明先生在为他《文集》序中所评价的他

“是一位严肃勤奋的作家”，是迪庆雪域高原上
人们“所熟悉和敬重的迪庆本土作家之一”。他
笔下的神奇土地、悠久历史、远古传说、厚重文
化、优美故事、和谐环境、勤劳的人民、多彩的
生活，无不以画卷、诗篇、美酒的滋养与媪润，
在感化、感动着他的每一位阅读者。虽说如今
的杨增适先生已不再年轻，但他数十年如一日
从苍茫茶马道浇育的高原情怀、大山精神，他数
十年如一日在卡瓦格博神峰的注目礼中所浇育
的生命与艺术之树常青的生机活力，依然在他

“不见其人，先见其文，见了其人，文如其人”的
每一本散文作品中，放射出独具雪域高原特色
魅力的文学华彩。他与卡瓦格博，相交无畦田，
相与如婴儿。他不愧为卡瓦格博之子，历经数
十年卡瓦格博神峰注目礼中的“修炼”，他在

“记住本来，开创未来”的大道上，带着三江风、
茶马韵、雪乡情，向人们走来，向世界走去。

杨增适先生的《苍茫茶马道》一书，因被列入
《卡格博文库》丛书系列，而界定为是从藏学、民
族学的视野研究云南藏族及其他民族关系的一
种学术性丛书。这一界定自然有它自己的道理，
但读后给我的感觉最好还是归类为历史文化散
文比较准确，因为该书内容虽然也涉及学术命题
的探讨，但书中的大部分篇章结构、语言风格、

思想逻辑等仍然应归类于纪实性文学的基本构
架。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者只有从文学审美、
学术探讨并行不悖的两个层面去解析，才能发现

《苍茫茶马道》一书的真正价值所在。
毋庸讳言，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茶马古道

与迪庆高原，如同茶马古道与丽江一样，是一个
博大精深、难以数尽的永恒话题。自 2000 年以
来，我就开始关注茶马古道这一历史文化命
题。我曾参与了原丽江大研镇人民政府组织的
历时 3 年形成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
城——连接滇川藏的茶马古道重镇研究报告》，
并于 2002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
的专题讨论会上，得到费孝通、任继愈、谢凝高
等国内 20 多位顶尖级专家学者的一致通过；此
后，我根据自己对一些相关当事人的实际调查，
结合参考一些专家学者已正式出版的相关文献
资料，先后写了 10 多篇有关茶马古道与丽江的
文章。我自己对茶马古道的一些研究及活动参
与，得益于丽江对茶马古道研究的大环境。一
方面，茶马古道存在了上千年，但它从一个学术
名词到实体名词的历史，却只有 20 多年：1990
年夏秋之交，木霁弘教授等“六君子”踏上了千
年古道，经 3 个月的实地踏访，在一年后《滇川
藏“大三角”探秘》一书问世，第一次对千年古
道有了“茶马古道”的正式命名，木霁弘教授也
因此成为国内研究茶马古道的首席专家。另一
方面，丽江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则一直走在全国
的前列：从 2002 年“五一”黄金周原丽江大研镇
人民政府在丽江古城推出的“茶马古道之旅
——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算起，迄今也
只有 15 年时间。在其间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上，
虽有坎坎坷坷、起起落落、打打停停，但我们也
高兴地看到，对弄清楚茶马古道与丽江关系，弄
清楚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关系、茶马古道与滇
川藏关系的相关研究，迄今止也从未停止过。
其间除召开了多次相关专题研讨会，有来自滇
川藏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提交了数百篇论文
外，2013 年 12 月 26 至 29 日，茶马古道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滇川藏三省区联席会议在丽江召开，
会议全票通过了茶马古道申遗的三省区《共同
宣言》。其间的研究成果，除专门选编了国内外
专家学者的《论文集》外，也不乏云南本土一批
专家、学者、作家来自于古籍文献参考、田野调
查等有关茶马古道文化的精品力作，如李旭所
著的《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赵汉兴所
著的《马帮走过天堂》、木祥所著的《丽江马
帮》、夫巴所著的《马蹄踏出的辉煌》、杨杰宏所
著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马存兆
编著的《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
马锅头口述历史》、王文学主编的《茶马古道丽
江雄风》、杨增适所著的《苍茫茶马道》等等，丽
江日报也专门辟出栏目板块，集中火力打响了

一场专门研究探讨茶马古
道文化的“新闻战役”，如
此种种，不一而足。

应当说，不论从茶马古
道完整的学术理论构建
看，还是从其系统的研究
成果看，直至目前也只能
说是仍然在路上，其系统
研 究 仍 然 任 重 而 道 远 。
如果从业已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看，其中杨增适先
生的《苍茫茶马道》一书，
无论如何是值得一提的，
因为该书确实以一种独
特的历史文化视觉，为研
究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
——迪庆高原的关系，送
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一
如齐扎拉在该书《序》中
所言：“杨先生虽然不是
土生土长的迪庆人，但他
常年生活在这片高原热
土上，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古老的历史和日新月
异的现实交叉融合的轨

迹给予他不竭的创作灵感，这样写出来的古
道，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又能读出博大精邃
的香格里拉文化内涵”。从该书的不仅具有文
学作品的悦读性，又有不可多得的资料保存与
参考价值看，可以说这也是一般文艺作品所不
能企及的地方。

从该书的资料保存与参考价值看，正好与
“茶马古道与丽江关系”的研究者们有了一个时
间空间上的无缝对接：该书的三个板块分别为

“艰苦途程”、“马帮杂说”、“古道新韵”，三个板
块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从该书的既有宏大
的叙事，又有微观实证的描述看，其资料性更显
得深入浅出、不可多得，如“马帮杂说”中的马
帮出行习俗、马语——人和骡马交流感情的特
殊语言、马帮的信仰和崇拜、测天术与太阳月亮
经、赶马调——赶马人的天才创作等，从许多细
节观察揭示了马帮文化的内核精髓，还增添了
一些过去鲜有人知的“牦牛帮”、“毛驴帮”、“羊
帮”之说的新看点。从密如蛛网的茶马古道线
路看，最重要、最为著名的要数滇藏线和川藏
线，该书研究的对象正是滇藏线上的主干云南
藏区迪庆一段，其整条线路连接的是西双版纳
—思茅—普洱—大理—丽江—中甸—德钦—邦
达—林芝—拉萨。我常常想到，研究这条滇藏
线的人固然不少，但一些人容易过于笼统、以偏
概全，对整条线路缺乏全面系统的把握，尤其对
线路主干迪庆一段知之甚少，因而对滇藏线古
道难以形成系统化的阐释，无法给读者以整体
完整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
杨先生《苍茫茶马道》等一批学者、作家的著述
列入《卡格博文库》，来补上云南藏区——迪庆
高原“这一课”的话，对整条茶马古道滇藏线历
史文化的研究，就很可能出现从丽江之后就再
也走不出去的“断层”现象。好在有类似杨先生
这样一批堪称卡瓦格博之子的学者、作家，不但
为连接茶马古道上迪庆高原补上了不可或缺的

“这一课”，而且也为云南藏学、民族学的建构
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该书的文学审美价值看也并不逊色，看去
严肃的史学命题因为有了文学语言的阐释而显
愈加鲜活与生动，其内容也因为赋予了“二度创
作”的思维理念、情感视野，作品才有美感、悦感
可言，作品也因为文学语言的洗练，地方特色的
浓郁等而愈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面。全书
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时代的温度，既有文学的
角度，又有文化的高度。不论写景、写物、写人、
写事，还是对古遗址、古庙宇、古村古镇、古桥古
路的考证等，作者都成竹在胸，如数家珍般娓娓
道来。有道是“盘错深而文章生，阅历久而识力
定”，该书所体现的千年古道的历史气场、文化
脉动，一直在告诉人们：这是一条茶文化传播之
道，一条连接国内最多的商贸之道，一条多元宗

教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一条多元民族共生共融
的民族走廊，一条沟通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
的文化桥梁，一条通向文明的历史之路，一条走
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的未来之道。

杨先生的另一本《杨增适文集（纪实文学
卷）》，也是属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编
入《卡格博文库》的丛书之一。该书作为历史文
化散文，自然离不开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技
巧有机结合，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散文，严谨
中不乏生动，理性中不乏激情，读来常让人有大
气挥洒，势若奔江之感：如红军长征过迪庆，在
他笔下流淌为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
赞歌，当年红军将领贺龙赠送松赞林寺的“兴盛
番族”锦幛，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界线，不但
成为如今中国军事博物馆的珍藏，也成为迪庆
各族儿女心中最美好的珍藏；驼峰航线与飞虎
队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地传奇，在他笔下
鸣奏为中国抗战史、国际航空史上让人刻骨铭
心、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也为“血浴杜鹃祭忠
魂”的中美友谊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纳
古战役与德钦和平解放，在他笔下通过对解放
云南进程中一次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经典战
例——纳古战役，给和平解放德钦县带来了新
转机、打开了新局面的“深描”，反映了在新生
人民政权历史条件下迅速形成的新型党群关
系、军民关系，讴歌了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打天
下、谋幸福的高尚情怀；东藏自治同盟的组建，
在他笔下再现为以海正涛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志
士，在黑暗中追寻“井冈山的火种，延安窑洞的
灯光”，在东部藏区率先燃起革命烈火的深情追
述，让人在感佩不尽之余肃然起敬；迪庆军民支
援和平解放西藏，在他笔下再现为一场人民战
争之威力无穷的宏大历史场景，让人从中又一
次领略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

“历史由人民所创造”这一颠扑不破真理的丰富
内涵外延；滇藏公路的修筑，是一首“军民团结
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英雄壮歌；中日联
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失利始末，是人类向大
自然极限、人类体能极限发起的最大挑战，其事
件虽终因至今无人能征服而告破，但依然体现
了一种人类理想信仰追求之自古以来生生不灭
的大无畏精神；滇茶入藏的历史，开辟了茶马古
道的几多兴衰荣辱，谱写了茶马文化特有的精
神气质与文化磁场；古道巨商邦达昌家族为代
表的诸多马帮商号，则为茶马古道的通达三江、
畅行天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天主教
在迪庆的传播，则体现了自古以来多种宗教、多
元文化在迪庆雪域高原的和平共处、融合相处、
共生共荣的“大香格里拉”文化襟怀。还有在他
笔下如陆云鹤、海正涛、马铸材、夏瑚、陈纪、赖
耀彩、钟秀生、斯那尼玛、噶达活佛等一大批曾
为迪庆高原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优
秀人物群体，一个个从鲜活的历史深处走来，一
个个从鲜活的文字丛林中走来，走向读者的视
野，更走向读者的心灵。一个个人物背后的故
事，在他灵姿摇曳的追述中知微见著，一个个人
物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操，在他声色茂飞的回放
中理实交彩——总之，每读到他笔下的任何一
个优秀人物的故事，都能给人以“一石激起千层
浪”的强大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的源头，首先来
自于他对迪庆高原这片热土痴心不改的挚爱与
大爱，他在迪庆高原的数十年，做过教师，任过

《迪庆州志》副主编、迪庆日报副刊特约编辑
等，他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迪庆的高山峡谷、森
林湖泊之间，也行走在迪庆各族儿女火热的生
活与创造之间，当史志体例的逻辑思维，报纸副
刊体裁的抽象思维，同时集中在一位少年时代
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此后随时有佳作
活跃在省内外报刊杂志上的才子身上之时，他
笔下的纪实散文集子该是一部怎样的史诗画
卷？！这种感染力的源头，还来自于他作为一位
历史文化学者、作家对博大精深、独具魅力的云
南藏学、迪庆藏族等各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精
准把握、深刻领会，也正因为如此，杨先生才能
做到不负众望地将散落在迪庆高原历史深处的
文明文化“碎片”，用自己凝聚历史、珍藏感动
的作品串成了不可多得的高原珍珠链。也正因

为如此，他的这一“高原珍珠链”从此可以长长
久久地在云南藏学、迪庆高原历史文化的天空
中放射出一抹耀眼的光华。

杨先生的《雪乡情韵》，是列入《丽江文化系
列丛书》的又一历史文化散文集子。

三江多情，香格里拉神奇，《茶马古道悠远》
这本集子由“故园秋声”、“远天寄情”、“诗文赏
读”三个板块组成，集子收录的 30 多篇散文，篇
篇贵由情所至，句句珠玑落玉盘。有的继续保
持了他对丽江、迪庆两地子民“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历史文化大命题的深层
探索研究，如《元在何处跨革囊》、《南京应天
府》、《纵然来自应天府，祖籍何必柳树湾》、《徐
霞客的遗憾》等作品，就破译了对丽江、迪庆两
地人的祖籍地的辨识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其中
奥秘；《德钦悲歌》、《电影往事》、《雪山道班旧
事》等作品，就把迪庆高原上一些尘封已久的往
事、散落尘世的感人片断，浇育成为了人们记忆
中的复活之树；《亲人远从北京来》《情系桑梓
爱洒傈乡》、《京戏古词传新韵 维西丽江一家
亲》等作品，就把丽江、迪庆两地子民世代友好
以及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史实手到擒来、跃
然纸上。有的作品还从丽江、迪庆两地自然、人
文的角度生发开来，化作一股股叮咚作响在读
者心田的雪山泉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天和得
以清，地和得以宁，谷和得以丰，人和得以生”
的奇妙世界。从《洛克探游香格里拉》《三江并
流天下奇观》《碧塔海·杜鹃花·杜鹃醉鱼》《纪
念梅里雪山》《宣科先生与香格里拉》《虎跳峡：
老虎跳过的江峡》《鲁南渡口的变化》等作品
中，读者能发现的这一奇妙世界，可解读为三江
并流奇观、香格里拉境界，她是天人合一的人间
净土，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返璞归真，是对真
善美的诠释和体验，是对物质并不匮乏的现代
社会的叩问，是现代都市人的梦中家园——三
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其印象都是与现
代工业社会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王国：她是一个
田园式的宁静国度，远山清音回荡，田园牧歌缭
绕；她的风光是美的，有草地、森林、田野、雪
山，它追求适度的物质生活，但她应当是一个秘
境，即应当保持进入的一定艰难性，一如《中日
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失利始末》，只有历尽
艰难，才有令人神往的神秘，才能成为理想。三
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与大美丽江、魅
力迪庆的说法一样，她是有宗教信仰的，这里的
人因有信仰而朝圣、因朝圣而心灵宁静安详；这
一世界，还具现为作者笔下的茶马古道、泸沽湖
女儿国、维西达摩祖师洞，具现为迪庆境内的纳
西地名、丽江境内的藏族地名等等，一如作者在

“诗文赏读”板块中《景宜与〈茶马古道〉》的水
乳交融、相得益彰，一如洛克对香格里拉的一见
钟情、如痴如醉，徐霞客留下与香格里拉“擦肩
而过”的千古遗憾，宣科先生与香格里拉的美丽
邂逅、不解之缘，一个大洋彼岸女子在香格里拉
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康巴情结”，以及至今仍能
依稀从这片鹰审视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发现的丽
江格子“吐蕃碑”、德钦普渡桥石碑、丽江靴顶
寺楹联、牛焘诗《抵阿墩三首》历史文化遗迹，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走进《雪乡情韵》，就走
进了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所传递的历
史底蕴、文化魅力中，走进《雪乡情韵》，就走进
了丽江、迪庆两地各族儿女千百年来世代为之
守护的深层精神文化圈中。

从当下及今后文化旅游发展大势看，杨先
生一系列与丽江、迪庆两地历史文化题材相关
的作品，无疑也是绕不开的“旅游宝典”之作，
因为他为更多的人走进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
域高原，打开了一扇窗，铺开了一条路，架起了
一座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系列作品也可视
作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的文化旅游必
读之书，必悟之品、必领之情，可视作一位有着
真情真爱的卡瓦格博之子，向中国和世界发出
的盛情“请柬”——或许，其本身也是他系列作
品的又一大现实与长远价值所在。

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福杨先生在今后的
日子里，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不负我们所
处的这个伟大时代。

什么是信用记录？
个人信用记录被形象地称为“经济”身份

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托来自各金融机构或
社会各方的信息，按一定标准和指标进行的评
价和记录。其中包含：

◆与金融机构发生信贷关系形成的履约记
录；

◆与商业机构、公用事业单位发生赊购关
系形成的履约记录；

◆与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机构发生经
济关系形成的履约记录；

◆欠缴依法应交税费的记录等。

人民银行会主动向各银行收集您的
信用卡账户逾期情况，且根据人民银行要
求，各银行须如实上报。

为什么会信用不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良信用记录的

产生，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呢：
◆信用卡逾期还款或不还款；
◆房贷、车贷等贷款逾期还款或不还

款；
◆水、电、燃气费不按时交款；
◆信用卡套现等。
信用不良有多严重？
据刑法规定，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含伪造信用卡、恶意透支等），最严重将处以无
期徒刑并处五十万以上罚金或没收财产。

此外最高法院现对“失信者”（长期不还逾
期欠款、逃废债务等）实施公开失信黑名单，通
过当地的电视台、法院官方平台公布失信者的
照片。 而且还会实施以下措施：

◆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包括禁止乘坐飞
机、列车软卧等；

◆实施其他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
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失信者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

如何保持良好信用？
1、按时还款
合理消费、按时还款才能保证个人信用“零

污点”。若资金不足以归还账单全部应还款额，
您可选择归还账单列示的最低还款额或者办理
账单分期，既不影响信用记录，也能缓解还款压
力。

◆TIPS
下载“中国建设银行”

手机银行，即可随时查账
还款哦~

2、合规用卡
不外借龙卡信用卡与

他人使用，不利用龙卡信
用卡套取资金。不用于经
营性活动、融资投资、理财及房产类交易，不

购买境外具有资本项目投资性质的保险。否则
产生的风险将由您本人承担。

3、更新信息
当您的账单地址、手机号码等信息发生变

动，需及时更新银行预留信息，保障按时收到卡
函，对账单和提醒短信。避免逾期，也保障账务
安全。

查询/更改信用记录
◆信用记录可以更改么？
仅当部分信用记录与事实不符、存在错误

的情况，您可按照法定程序向当地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提出异议处理申请，经过征信中心和报
送改信用记录的金融机构共同核查属实，可以
依法进行修正。

同时，负面记录从信用卡逾期还清之日开
始计算，保留期限为5年。超过保留期限，负面

信息就将在
个人信用报
告中自然被
删除。

所 以 ，
凡是声称收
取一定费用
就可帮您修

改不良信用记录的都是骗子！
◆信用记录如何查询呢？
个人信用报告是客观记录个人信用的文

件，可显示您在个人征信系统中贷款或信用卡
使用情况，比如是否有最近5年内的贷款或信用
卡逾期记录。

登录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www. pbccrc.org.cn，使用 单标识的龙卡信用卡
（卡号62开头）就可注册并查询，也可带好本人
身份证件到当地人民银行申请。

信用记录

卡 瓦 格 博 之 子
——读杨增适先生散文手记

●王德炯

祁继先祁继先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