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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昴，字伯玉，唐代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
永淳元年，经历两次落榜的陈子昴再次进京赶考。他深知

想在京城出人头地是何等艰难，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依旧
没有出名的机会。

聪明的陈子昴觉得既然找名流推荐，自己介绍等正常的方
法达不到目的，那只能靠自己打开局面。于是，他开始为自己寻
找机会。

有一天，陈子昴闷闷不乐地在街上闲逛。忽然，他看到街边
围着一群人，于是，他趋步上前，看到大家围着一位卖胡琴的老
人。经过打听得知，那胡琴是一把举世名琴，少于一百万钱不
卖，围观的人多数因为价钱不菲，而望“琴”兴叹，可又不忍心离
开，为此，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陈子昴灵机一动，挤进人群，突然
对卖琴人说：“好琴，好琴，我出一千缗，请把琴送到我家里。”

“公子，您是说一千缗（一千钱等于一缗，一千缗等于一百万
钱）？”卖琴的老人以为听错了。众人也听得目瞪口呆。

陈子昴却大方地说：“没错，是一千缗钱，跟我回去取吧。”
这时人群中有人问：“出这么大价钱买琴，值得吗？此琴莫

非能弹奏出天籁之音，公子能否为大家弹奏一曲？”
陈子昴颇为得意，说：“这儿太吵了，想听演奏，请大家明天

中午到我的住处宣阳里陈府。”于是拔开人群大摇大摆地走了。
围观的人群被蒙在那里，到处嚷嚷，把这事传得神乎其神。

第二天中午，宣阳里陈府聚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人，其中有
许多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陈子昴用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直到
吃完饭，也绝口不提演奏胡琴的事，搞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终
于，有人沉不住气了，问陈子昴：“公子，我们是慕名来听你胡琴
演奏的，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饱耳福？”

陈子昴这才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我乃四川陈子昴，诗词
雅致，文章风流，寓居京师，却不为人所知。我所买这架胡琴，只
不过是乐工演奏的器具，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说完便把胡
琴摔碎在地上，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章，散发给在场所有
客人。看完陈子昴的诗文，客人们都赞不绝口，文人墨客纷纷传
阅，片刻功夫，京城大街小巷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并把陈子
昴的文章传得路人皆知！

陈子昴摔烂了胡琴，结果名声在一天内传遍京城，从此文章
出了名。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果然一举高中。

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正直、循规蹈矩，这样固然稳妥，但是在
特殊时刻，使用固定的思维模式无法解决现有问题时，不妨突破
常规思维，采用出人意料的方法，以便谋得出路。

赵银棠
纳西族第一位女作家。1905年出生

于丽江古城一个书香门第，1929年入东陆
大学专攻文史。1942年，深入金沙江、澜
沧江边远地区（今迪庆）采风，并着手翻译
整理纳西族古代神话及民歌，收录古代文
人作品，于1947年编成《玉龙旧话》一书出
版。解放后，赵银棠任鹤庆中学教师。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处，十年动乱
中遭受更大折磨。1979年4月平反后，以
古稀之年选编了历代《纳西族诗选》，写了
大量诗文纪事抒怀，汇集成《玉龙旧话新
编》，于1984年出版。

登白地白水台
高山树密一澄潭，薄瀑浅流石镜悬。
白水白花称白地，履冰踏雪上云岩。
（1957年初稿，1982年二稿）

观虎跳峡金江瀑流
深谷悬岩峭壁穿，迷雾雪冻山连山。
高歌长啸奔前去，万里海天万里澜。

（1957年初稿，1958年二稿）

和柏香
纳西族，丽江人。宣统元年中拨贡。

民国初曾两度应聘到中甸城教学。存《柏
香诗抄》6卷，其中咏中甸计约百首。

重过百鸡寺
孤寺萧萧垂白杨，更无人散佛前香。
歌声已逐流云去，数朵山茶淡夕阳。

客中杂咏（四首选一）
阴雨连朝不放晴，客中花信几番更。
田畴涨绿东南舍，林木填青上下平。
邮至遐方告边警，僧逢昨夜话乡情。
建塘信是桃源路，来往经旬莫问名。

赵晏海
白族，剑川人，1949年任“边纵”七支

队独立二大队政委。1950 年 2 月调任中
共维西县工委书记，兼维西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悼海正涛
博巴气势久风流，山城阿墩革命稠。
自治同盟留史册，朱周先导有硕筹。
注释：
海正涛（1902-1946），回族，德钦县

升平镇人。1931年外出求学后入云南讲
武堂。1936年任甘孜博巴人民共和国自
卫军司令，受红军朱德总司令召见，接受
革命思想。1942年任国民党德钦设治局
独立支队司令。1946年与西康平措汪阶
等人秘密组建“东藏自治同盟”（党的外围
组织），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解放后海正
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员。2001
年，英名载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

《人民英雄大典》。
博巴：康巴地区藏族自称。
阿墩：德钦旧称。

赞杨湛英
（一)
生在维西黑日多，西南联大剑初磨。
深研马列求真理，高唱维西解放歌。
(二)
湛英其事与其人 ,寂寞无闻慨叹频。
冤假是非早确定,光荣应惜此坚珉。
注释：
杨湛英（1916-1957），白族，维西县

白济汛乡黑日多村人。1934年考入丽江
省立中学，1937年毕业后赴昆明就读云南
昆华师范，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接受马
列主义。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
组织派到西南联大搞“学运”工作，任民国

《云南日报》核对员，副刊编辑。1941年9
月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此后打入第
十一集团军宣慰工作组，在滇西北作民族
考察。其间，在《正义报》发表文章多篇。
1944年9月回维西养病，秘密开展革命活
动，并担任县教育科长。1947年冬，杨湛

英积极支持地方绅老控告鱼肉百姓的贪
官污吏，成立“贫农翻身委员会”。1948年
6月，到省立鹤庆师范教书。后受组织派
遣回维西发展党组织，组建人民武装。杨
以城永乡为活动据点，于1949年二月底，
组建维西地下党总支委员会，并成立了地
下党领导的“两面武装”——维西农民自
卫大队，任总指挥。此后受排挤，无职无
权，只好返回家乡白济汛。1951年，经保
山地委书记郑明（41师政委）介绍，到洞山
（腾冲），保山中学师范任教。1957年5月
17日含冤去世。

珉：像玉的石头，借喻品行好而未被
人赏识的人。

过栗地坪
雪封山路阻征程，脚裹棕皮任马行。
革命雄心无所惧，茫茫雪海有深情。

维西解放
五月榴花红似火，十万农奴砸枷锁。
解放维西咸爱戴，欢歌晏舞显婀娜。

悼五斤同志
骑射英雄数五斤，舍生取义扫云氛。
至今犹忆沙溪地，黄土曾埋烈士坟。
注释：
五斤，藏族，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

大中甸乡解放村人，“边纵”藏族骑兵队战
士，曾荣获十四军“骑射英雄”称号。1949
年10月11日在剑川沙溪阻击战中牺牲。

无题
不须把酒话浮生，聊借小诗写历程。
回想当年如明日，神驰万里忆边城。

陈纪（西洛嘉措）
1921年出生在中甸县建塘镇一个藏

族土司家庭，1948年受卢汉派遣，任德钦
设治局局长。1949 年 12 月率部起义，调
丽江工作。1982年从巨甸镇医院退休后
返回原籍，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

重访阿墩古城
群山环抱德钦城，愧对当年错足行。
喜得源泉清水流，东风吹开万户春。

咏寿
碌碌生涯七十初，鬓发如雪渐稀疏。
休管增寿即减寿，天不催我愿读书。

赠巨甸老龄协会
悠悠名镇巨津州，江山钟灵寿老稠。
争得晚晴酬壮志，满腔忠诚为国筹。

秦耕
汉族，1921年生,维西保和镇人，小学

教员，多才多艺。抗日战争时期，维西大
词戏俱乐部为响应“七七献金救国”号召，
开展演戏救国活动，剧目中以《精忠岳传》
尤为脍炙人口。秦耕在剧中扮演金氏。
时逢霪雨纷纷，秦耕触景生情，吟就七绝
三首。

其一
凄风苦雨荡危舟，七七献金何处求？
国难不平民难逼，谁人执柱砥中流？

其二
山穷水淡绕维西，此日宣传此日凄；
满目疮痍堪报恨，萧萧风雨过七七。

其三
国步如斯唤奈何，宣传各界且长歌。
边民洒遍伤心泪，唱到<<精忠>>曲

恨多。

陈覃恩
藏族，1925年生，建塘镇人。1949年

在鹤庆读国立师范时加入地下党。同年
四月回中甸在城区地下党负责民青工
作。1952年4月，西南民院学习结业后在
云南省民委工作至 1965 年调丽江地委。

1972年回中甸。
赴三坝平叛

1951年4月，三坝乡长杨振华挑起武
装叛乱，躲进安南深山密林中。我偕招降
委员会到安南厂进行劝说工作感怀。

祸自安南肇事端，据关杀士起烽烟。
汪杨同恶东西应，匪特合流内外牵。
林海难寻踪迹影，云山诡作藏身眠。
招降安境为良计，剿灭怎能奏万全。

进驻东旺
1951年5月，汪学鼎、汪曲批密谋策

动东旺武装叛乱。我随孙致和县长进驻
东旺平叛。

北窜东旺欲据疆，天涯海角怎生藏。
险关难阻雄师锐，骇浪怎淹赤帜扬。
云雾山中潜南洞，刀枪丛里困天狼。
齐鸣万炮危岩碎，政策攻心靖故乡。

袁基宏
中甸县建塘镇人，离休干部。

西江月·四十年后重返故园
车越苍松峻岭，
桥飞绿浪金川。
马帮铃响忆当年，
日暮野营火伴。

新市高楼林立，
万家灯火连天。
振兴百业富民篇，
满目山乡巨变。

杨善徵
藏族，1925 年生，中甸县建塘镇人，

肄业于国立大理师范，退休教师。

故乡美
四山环拱建塘城，岁月流光日异新。
避风珠麓青龙潭，一反常然水向西。
且喜纳帕丹顶鹤，常向石卡白雪吟。
林壑幽静乃碧塔，旅游争先排日程。
酥油巧手奇花果，金瓦辉煌松赞林。
仙人遗传田非俗，水分黑白景天成。
绻恋南缘处女地，掉头长江亘古奇。
于今中外竞企仰，香格里拉副其名。

集句
鼎盛河山众志城，古来天心即民心。
爱国总不分先后，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杰
中甸县建塘镇人，退休干部。

祝中甸解放四十周年
僧官无处不纵马，常把袈裟易战裙。
烽烟酿自禅堂内，三遭谋叛起兵纷。
孙公定策服酋首，将军义胆扫残

云。
更有忠魂惊天地，建塘史上书大

勋。
注释：
孙公，即中甸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孙致和同志。
将军，即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同志。

张志远
别号南北居士，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区

域地质调查所原总工程师。

甲午雪山
辛酉（1981 年）重到甲午雪山，置身

海拔五千余米之上，面对发育的冰川地貌
景观，改记庚申（1980年）所记七律一章，
兼致志友。

甲午一脉白茫称，雪蚀冰刮地有形。
峰峰尖角角林立，脊脊利刃刃纵横。
排排幽谷谷深幽，层层冰斗斗盛冰。
伟哉终是自然力，奈何刀斧削不成。
注释：
甲午雪山，位于德钦县境东北，藏语

“甲午”有铁矿之意。属宁静山脉入滇云
岭山脉的一段，主峰海拔5220米。

前辈文士遗诗撷萃
▲杨增适 辑注

上
我采访过许多赶马汉子，留给我的印象中，往往一个人

身上凝结两种相冲撞的态度，一是谈虎变色、心惊肉跳。二
是仍然向往着再走上一次茶马古道。看来，这是极端艰险
的旅程，又是激发冒险激情的旅途。

香格里拉的古城是历史上不多的经中央王朝批准的茶
马互市贸易点之一。也因此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茶马古道是汉藏交往中衍生的。
这条古道连着中央王朝历代延续的经营西藏的国策，

也是西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印记之一，同时又是
西藏支援内地历代中央王朝的军事建设的信物。因此茶马
古道也就是一件历史文物。茶马古道在历史事件中成为角
色，现有资料是从唐代开始记录的。但是有地方资料证明，
从云南和四川运茶进藏的历史角度说，要早上几百年。

在后人的想象和讲述中，茶马古道是一个充满豪情的
坎坷之路，充满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

文成公主的话题
中国历史上汉藏关系中第一件大事，就是唐王朝的皇

室宗女文成公主下嫁给了在青藏高原新崛起的吐蕃王朝的
国王松赞干布。这一段历史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应
该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同样是一代伟人的松赞干布之间表现
出的友好关系竟然是通过一个美丽女人嫁到西藏来实现。
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起初李世民是极不情愿的。

唐朝初年，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唐王朝君臣开始似乎并
没有太注意到在他们国家的近邻已经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对
手——吐蕃王国。从浩繁的历史史料中我们可以整理出这
样的故事。

唐太宗的时代，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周边的小国都来朝
贺，而且小国的国君们以能够娶到唐朝的宗女为荣，因为这
样就标志着唐帝国的看重。这些小国散布在唐朝的北部、
西部和南部。即今内蒙、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这一带。

公元636年（唐贞观十年），松赞干布派他的得力大臣
禄东赞随唐使来到长安，贡上金币，要求通婚。就在稍前，
唐朝与吐谷浑发生战事，唐朝曾经派出使臣冯德遐到驻扎
于今青海的松赞干布行营，要求通好，条件是吐蕃不要协助
吐谷浑。吐蕃按唐朝的要求做了。

唐太宗没有同意通婚，显然是认为吐蕃还不足以提这
样的要求。有一些材料说，唐朝君臣在一起求婚的吐蕃和
吐谷浑之间选择了吐谷浑。

吐蕃使臣带回的消息使得松赞干布十分愤怒，但是他
把怒火撒在了吐谷浑君臣身上。他向外宣称求婚不得的原
因是因为吐谷浑在中间挑拨离间，因此要在一个月内出兵
灭掉吐谷浑。这时我们可以感到松赞干布作为一个好的政
治家，永远都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同时又能选择最佳的突
破口显示自己的实力。

很快，松赞干布率兵攻破吐谷浑，尽掠财物牲畜。接着
趁胜攻破白兰、党项残部。之后才举兵围攻唐朝的松州（今
四川松潘）。

在围攻松潘的同时，松赞干布一面又派出使臣到长安
求婚，聘礼是一副琉璃金甲。吐蕃使臣称这付金甲价值连
城，唐朝如不允婚，吐蕃大军即行攻城。

唐太宗拒绝了吐蕃的武力胁迫，派出大军围攻松潘的
吐蕃军队。恰值在拉萨监国的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病
死，内外交困中吐蕃打了一个败仗，松赞干布只能收兵返
国。但是这一段战争纠葛，帮助双方认清了对方的真正实
力。

于是在第二年（唐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吐蕃再次
派出使臣到长安求婚。据藏史记载，同期抵达求婚的还有
天竺国、大食国等大国的使臣。唯独吐蕃得到了文成公主
的下嫁。唐朝的和亲政策并不意味凡国家都下嫁公主过
去，当时在云南地区就有一个小国家被称为南诏，一直以来
都没有得到公主下嫁的荣幸。

唐蕃的关系中，除和亲及相伴的和平外，还有经常的战
争，极有军事天赋的靠战争建立起来的吐蕃王国的首领从
来都没有收敛过扩张领土的野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
最雄厚的朝代，唐朝的历代皇帝为了保持唐太宗对外扩张
所获得的属国，为了巩固其西北西南边境以及保持由西北
通往波斯等中亚各国的贸易畅通，接连不断地对外用兵。
因此，战争状态在两国之间是不可避免的。

藏马浮出水面
在唐朝交战的初期，战争双方都有胜负。后来，双方都

派出了自己的得力主帅。吐蕃方面派出的是禄东赞，此人

就是为松赞干布娶得文成公主的吐蕃俊杰之一，他的家族
的成败几乎决定了吐蕃国的兴衰。唐朝方面的军事将领是

“征西大将军”薛仁贵。这位历史知名的军事人物在青海湖
一带与吐蕃军队打仗的时候吃过几次大的败仗，这被认为
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他和他的将士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都
非常简单。

每当双方的部队接仗时，吐蕃军队稍作抵抗后，就自行
向后退却，让唐兵追不上又舍不得。吐蕃军队引诱唐军往
高海拔的战区挺进，著名的大非川战役的过程就是如此。

尾追的唐军抵达海拔近4500米以上的雪山以后，吐蕃
军队就把唐军引到需要过河的地方去。吐蕃军队的战马过
河以后仍然驰骋自如，而唐军的马匹涉过自雪山流淌下来
的冰冷的河流以后，“四肢发软，卧躺于草地”。唐蕃之间的
战争主要是两国骑兵部队的战斗，当一方的战马集体在战
场上失去战斗力时，战争的胜负就不言而喻了。

藏史记载，那个时代吐蕃拥有40万骑兵部队，吐蕃的骑
兵每人有两匹马，每当需要长途奔跑，两匹马轮换驾乘，一
般情况下吐蕃部队的移动速度要比唐朝军队快得多。

产于青藏高原上的战马成为决定唐蕃战争胜负的关
键。这是唐朝君臣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后的行动就是购
买吐蕃的马来改良唐朝军队的骑兵部队。

但吐蕃王国不会轻易卖出大量的战马给唐军。
云南的藏马走出了世界上最难走的古道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离古城不远的地方挖到了一批化

石，炭14测定年代在170万年。由于该地层与当年发现元
谋猿人的地层十分的相像，考古工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用
了最大的耐性，希望幸运再一次降临，再找到一颗猿人牙
齿。猿人牙齿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发掘出了许多古动物化
石：有云南三趾马、犀牛、鬣狗、野牛等。

云南古马化石的出现，将迪庆一带的藏马的历史延伸
到远古的年代。这些从远古走来的藏马，经历了地球上各
种变迁的考验，他们的基因中烙上了适应这一片高原的能
力。

这样优良的马，一定会走出一条令人咋舌的路。这条
串起绵延雪峰和干热河谷的路，一眼望去，就如同挂在眼前
的大山上。扭扭曲曲的像极了懒懒的蛇，又细得像女人手
中的线。走出横断山脉后，这条路就高高地横列在了青藏
高原的极高山地上，其中需要翻越的5000米以上的雪山就
有5座。据当年走过这条路的钟颍老人说，这条路全长4000
多公里。从进藏后的第一站香格里拉县城出发，到11月回
到家乡，一年仅能打一个来回。

赶马人清一色都是藏族小伙子，在中转站邦达草原上
当管账先生6年之久的纳西族老人感慨地说：除了他们，没
有人能够抵抗住翻雪山的严寒和艰苦。有一句当年可以常
听到的话是这样说的：马脚子用命换来的钱，除了母亲和子
女，谁吃了都不会消化。

以茶换马
于是关于有限的供应茶给吐蕃的历史故事也就诞生

了。用一些历史资料拼凑起来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还在文
成公主进藏之前，有一个叫做冯德遐的唐朝高官出使吐蕃，
在受到松赞干布接见后，又去拜见王弟，他送了一些茶叶给
王弟。王弟反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吃，并对冯将
军说，南诏和四川等地的官员都送来过茶叶，由于不知饮用
方法，全都堆积在帐内。冯将军果然在他的帐内见到一堆
茶叶，深感可惜之余，就当场做了沏茶演示。

王弟饮用过茶以后的第二天，觉得从出使长安以来一
直感到肠胃中积食难消身心郁闷之疾已经痊愈。于是他又
大摆茶宴，宴请当时随他出使长安的下属。于是茶的化膻
之效开始在一部分藏人中得到认识，饮茶也就在一部分藏
族高官中流行起来。

之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的陪嫁品中，也带去了
大量的茶叶。吃茶的人也就更多了，茶的药理作用、茶对藏
人身心健康的作用越来越被全体藏族人认识。藏族人对茶
叶的依赖也越来越强。起于唐代的君主，之后就有了一千
多年来对藏区限量而又不致缺货的茶叶供应史。

茶马互市由中央掌握
吐蕃的上层不会轻易让唐朝得到大量的高原马。作为

唐朝所产，吐蕃人所爱的茶也就成为唐朝君臣手中的一张
好牌。于是双方的交易“茶马互市”，由此必然会出现计划、
掌控、限制等了。

有资料证明，首次大宗茶马互市交易是在唐肃宗时期
完成的。之前唐玄宗时代也有购买大批西域马的记载，但
购买时用的是金币。既然是做买卖，就要有市场，这里说的
是指定的地点，“朔方河曲”，即在黄河上游唐朝控制地区。
同时也有资料证明，吐蕃控制区的西宁也曾是茶马互市的
地点。

唐朝的官员在购到马匹以后，先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
他们将母马和上等公马运到“御马监”喂养并杂种交配，而
那些中等以下公马，尤其是那些已经骟了的马，全部分发到
边境部队里，直接去充当战马。

据载，茶马互市的双方，都持有一种令牌，称为金牌。
分为上下两种，上号藏于内务府，下号下发到藏族的土司手
中。牌上部写有“皇上圣旨”字样篆文，下部左面写着“合当
差发”，右面写有“不信者斩”。做生意的双方持牌交易。

吐蕃王朝到了公元842年，达磨赞普被僧人拉隆·贝吉
多杰刺杀，之后吐蕃全境内出现“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
者数百家，无复统一”“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大政权与小
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不同
派别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样吐蕃王国已经分崩离析，
茶马互市的买卖双方也就只有中央王朝一方来主宰了，因
此也就出现了“皇上圣旨”这样的权威金牌来掌控买卖规
模，这个买卖从唐朝一直做到了清朝末年。（未完待续）

话说茶马古道
★刘群

古城老街。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

摔烂胡琴文章出名
▲计玉兰

马帮路马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