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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哈巴村已多年，但在哈巴村驻村工作

期间的情景一直在我心里萦绕不去。难忘那

里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村民。于是，想闲聊一

番哈巴村。

山内山外和高山矮山
记得第一次到哈巴村是2007年11月，这

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迪庆州委组织了声势

浩大的“千名干部入户促小康”活动，我被抽调

到哈巴村驻村工作。这之后的 2012 年、2013

年和2015年我都被派驻到这个村，担任新农

村建设指导员，也因此，我对哈巴村的地理环

境、风土人情有所了解。

哈巴村是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的一个行政

村，下辖18个村民小组，散落在哈巴雪山山腰

或山脚下，村民居住相对分散。在驻村工作期

间，我听得最多的两个词组便是“高山矮山”和

“山内山外”。

当第一次听到高山矮山和山内山外时感

觉很新奇，明明都是山乡农村，咋就要分个高

山、矮山呢？高和矮好理解，无非是说村庄坐

落的高低。可为什么还要分山内、山外呢？这

内外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就在和哈巴人朝

夕相处中才知道，哈巴人把18个村民小组分

为高山、矮山和山内、山外还真有道理。

原来，哈巴村有一条河流叫做“哈巴河”，

这条河的源头是哈巴雪山脚下的黑海，哈巴河

是一条季节河流。平时这条河水流量很小，但

在汛期河水却异常迅猛。于是，哈巴人便习惯

把这条河两岸的村庄称为“山内”，隔山且离哈

巴河较远的村庄便称为“山外”。18个村民小

组中只有6个在山外，山内条件优于山外，所

以，山乡举办集市和热闹活动都在山内。其实

山内山外并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可以区分的。

2004年9月，香格里拉市东环线建成通车

后，整个哈巴村交通状况发生了变化。山外一

些村庄依靠丰富的山林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

件，以及便利的公路交通网，生活条件很快赶

上了山内村庄，但山外村庄却因水资源匮乏制

约着山乡发展。

对此，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实施脱贫攻

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不断加强对山外各村

的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山外群众的生产生

活环境。目前，哈巴村山内山外的生活条件虽

然还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因此，当下在哈巴人心中，山内依然优越，山外

也不再贫穷，山内山外也仅仅是一种地域概

念。

当山内山外成了地域观念时，高山矮山也

随之成了气候环境特点，不一样的气候特点，

构成了哈巴各个自然村农作物生长和成熟期

有着较大差异。所以当地有民谣云：一村一地

势，农事不尽同；矮山割麦子，高山点苞谷。

哈巴村奇妙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一村有四

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在村里时常会见

到高山飘舞着雪花，矮山却瓜果飘香的场景。

也因此，哈巴人便以互通互补的方式，调节着

高山矮山的农产品流通。村民们会把自家的

农产品带到集市出售，促进了山乡互通有无，

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互利互惠，更激发了哈巴

村乡村振兴事业的生机与活力。

我目睹过哈巴村曾经的发展变化，如今再

次走进哈巴村，山内山外、高山矮山的秀美风

光扑面而来，各族群众美好的生活画面让人欣

喜。

当年在驻村工作时，我曾写过一首顺口

溜：“高山矮山一条河，山内山外一条路；民族

团结一家亲，齐心跟着共产党。”没想到，这顺

口溜很快被哈巴人接受，如今，他们还用这个

顺口溜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语言和姓氏
哈巴村是个多民族村落，但初来乍到时，

却感觉不到走进了一个少数民族山乡。因为

平素里很少看到村民穿民族服装，相互交流使

用的也是汉语。我不解地问：“你们怎么不穿

少数民族服装？”“我们在喜庆节日里都会穿民

族服装，平时穿民族服装不方便。”村民回答。

“那为什么不说少数民族语言呢？”我再问。“那

是因为你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啊。我们撇下你，

说自己的语言，岂不是显得我们很不礼貌。”村

民答。那时我才知道哈巴人不当着“外人”说

自己的语言是表示对“外人”的尊重，这也成为

了他们的风俗。

在哈巴村，要数纳西族人口最多，他们占

据了全村总人口的半数，当地的傈僳族也会使

用纳西族语言。奇怪的是这里的纳西语和丽

江纳西语很相近，却和本乡邻村纳西语有很大

差异。我曾听说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纳

西人说汉话。”意思是纳西人说汉话总带有浓

重的民族腔调，说不准汉语字音。但哈巴村一

带的纳西族说起汉语来却字正腔圆。

哈巴村的纳西族群众所说的汉语带有很

多四川方言的旧时词汇，他们把“我和你”说作

“我参你”；把山药说作“绵口苕”；把钉耙说作

“爪爪”；把太阳说作“日头”；把石头说作“牛

子”。

后来了解到，哈巴村的纳西族和汉族都是

在清朝末年从他乡移居到哈巴雪山脚下的，在

长期的交融中，形成了这一方土地的语言文

化。

这里村民的姓氏很有特色，山外村落几乎

是一村一姓，如：其支村民小组所有人家都姓

和；告湾村民小组所有人家都姓杨；迪古支和

谷地两个村民小组中，除两户汉族以外所有人

家都姓李。与之相反，山内的纳西族、汉族、回

族和彝族等民族的姓氏却多种多样。

一次，我到阴山村民小组一户姓肖的人家

做客时问村民：“以腊湾村民小组也有一户肖

姓人家，你们是不是亲戚？”回答却是：“我们不

是一个‘肖’，我们家原来姓‘萧’。后来简化字

时改成了‘肖’。”我知道他说的是1977年国家

推行的“二简字”。“‘二简字’不是后来被取消

了吗？怎么不恢复原来的姓呢？”我问。“‘二简

字’是被取消了，但姓氏却很难恢复，村里村外

都只知道我们家姓‘肖’。”后来才发现，在哈巴

村改姓的不止一家，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却是

“被迫”的。

也是在这个村民小组，有一户仁姓人家，

可我后来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却不姓“仁”，而

是姓“任”。问其究竟，原来是在几年前登记

户口时，工作人员误把“仁”写成“任”，导致这

户人家出现了两个姓氏，父亲姓仁，儿子却姓

任。

无独有偶，在哈巴村一个回族聚居的村民

小组，原有一家糟姓的人家。因后代嫌弃“糟”

字笔画繁多和字义不佳，遂采取谐音的方式，

把“糟”改作了“枣”。字虽改了，但村里人还是

把他们家叫作为“糟家”。就在我即将离开哈

巴村时，这户枣姓人家又把“枣”改作了“赵”。

如此改姓在哈巴村屡见不鲜，在我驻村工

作时，一户尹姓人家听说我是鹤庆县人，便主

动要和我认同宗。我说：“你们姓尹，我姓殷，

怎么会是同宗呢？”回答是：“我们祖籍也是鹤

庆人，原来也是姓殷。”后来得知，他们祖辈觉

得殷字难认难写，便把“殷”改作了“尹”。我

说：“我姓殷是随父亲姓，父亲是河南省人。我

母亲是鹤庆人，但她姓钱。”哪知后来，一户钱

姓人家又要和我认家门，说他们家也是从鹤庆

移居到哈巴村的。

由此可见，哈巴人对姓甚名谁并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是亲情和友情。

植物和食物
也许，哈巴村对我来说是一种亲情，让我

难忘那里的一草一木。在这里，我要讲述真实

的一木一草，分享哈巴村舌尖上的美味。

记得那是2012年5月的一天，我在哈巴村

委会里，其支村民小组的小和找上了我，他给

我带来一束芬芳馥郁的树枝。只见那青绿的

树枝上挂满了红绿相间、花生米大小的果实。

“这叫什么果呀？”我问他。“这叫籽油，很好吃

的，请你尝鲜。”他满脸盛情地对我说。我摘下

一颗剥下果皮喂进嘴里，用牙一咬，一股怪味

充满了口腔。我立刻吐去那籽油，对他说：“这

怎么能吃呀？”小和没办法，就吃给我看，见他

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再试着喂进嘴里一颗，依

然是那股难以接受的味道，无奈之下小和只好

把籽油带走了。

才过了几天，又有拉马足达村民小组的小

杨给我带来同样的籽油，我说不要这东西，可

小杨说：“只要你忍耐吃上两颗，我敢保证你吃

了还想吃。”我无法拒绝小杨的盛情，便再嚼了

一颗，这次除了松香味外，并不觉得它有特别

的味道。于是小杨再递给我一颗，我再次轻轻

地咀嚼。奇怪的是，尽管还是没有吃出美味，

却觉得口舌生津，满口清香，舒心的感觉也由

此相伴而生。

小杨说：“籽油的美味其实就是这略带松

香的味道。”原来籽油并没有什么酸甜苦辣的

滋味，而是吃过之后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

受，似乎它涵盖了任何美味。难怪不断有人将

其相赠于我。籽油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哈巴

雪山下的奇妙滋味。

后来我才知道，籽油是一种乔木，我不知

道它的学名。只知道它生长在哈巴村矮山地

带，终年常青，它的树叶常被当地村民用于煨

桑（宗教仪式），因此，籽油树在村民心中是神

树，这种神树还有着雄性与雌性之分，开白花

的雄性树从不结果，而不见开花的雌性树却每

年都果实累累。

在矮山地带，荒草林地中还长着一种名叫

“山草果”的草本植物。这种生长在草丛中的

粉绿色植物不是很高，但有着浓烈的辛辣气

味。哈巴人把它用作烹饪菜肴时的调料。山

草果独特的香味可以去除肉类食品的腥膻味，

同时还能提香，保持肉类食物的新鲜口感。所

以用山草果做成的菜肴，不仅有着独特的清香

气味，还能让人胃口大开。

后来我才得知，所谓山草果其学名叫做

“贯叶马兜铃”，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

还是稀有蝴蝶幼虫的食物，正是这一植物的

稀缺与珍贵，目前，哈巴村对岸的玉龙县已经

对其进行人工栽培和保护性利用。随着对贯

叶马兜铃的人工种植和加工生产，这一带有

独特辛香味的植物和它的药物价值也将会被

广泛运用，想必将来一定能有前景广阔的社

会效益。

另外，哈巴村盛产花椒，其以麻味厚重、馨

香浓长而闻名于世，也成了当地人家必不可少

的调味品。

所以，当你第一次品尝哈巴村的农家饭菜

时，就会感觉出这里的菜品十分独特，即便是

粗茶淡饭，也如同八珍玉食，让人觉得十分可

口。

我一直在想，哈巴村为什么就这么新奇？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美味，还能领略到锦绣风

光和神奇的故事。于是我坚信，随着对哈巴村

的深入认识，它一定还会给我带来更多新奇的

体验。它也一定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中，让高

山矮山、山内山外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闲 聊 哈 巴 村
● 殷著虹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大

理，返回时父亲要去洱源县茨碧湖旁买

些小鱼带回香格里拉放生。来到茨碧

湖时，清澈的湖水里成千上万的小鱼活

蹦乱跳。鱼老板带着父亲和我来到湖

边，鱼儿似乎认为我们是来投食的，一

股脑地集中到我们跟前，一条条小鱼眼

睛鼓鼓的，亮亮的，满怀希望地望着我，

像是期待着有食物投下。

正当我沉浸在观赏小鱼的自由世

界里时，突然，老板拿起鱼网满满地捞

起了一大网小鱼，其它的小鱼被吓得

四散奔逃，捞上来的小鱼被老板倒进

一个小塑料桶里，我探头一看，小鱼们

争先恐后地想要逃出这个“牢笼”，惊

乱成一团。

顿时，我的心情从欢喜瞬间陷入

了难以言语的纠结，赶紧跑到父亲跟

前拉着他的手小声说：“爸爸，把这些

小鱼放回去吧！看着太可怜了。”父亲

说：“我们就是要把它们带回去放生

呀。”我似懂非懂地望着父亲付钱给那

位老板，老板说着欢迎下次再来之类

的客套话，笑呵呵地把那桶小鱼放上

我们的车。回来的路上我嘟着嘴一句

话也没说，总担心着桶里的小鱼经不

起折腾死去。

这段发生在童年的往事一直像石

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很多时候我都在

想如此放生，是正确的吗？

前些天，父亲又要让我陪她去买

小鱼放生，还是小时候的那个鱼老板，

像往常一样捞鱼、装桶、上车。父亲正

要付钱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

“爸爸，我们不要再买小鱼放生了好不

好？”父亲问我为什么？我耐心地和父

亲解释：“这些小鱼小心翼翼地张着嘴

巴，就像在说‘叔叔你们不要买我们去

放生了好吗？因为你们出自慈悲的放

生，促使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们布下天

罗地网，想尽办法抓捕我们，再把我们

关进铁箱子里，卖给放生者，最后把我

们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适应不

了环境，结局就是死亡’。”

我对父亲说：“去年就有很多小鱼

被放生到尼西汤满河电站的水源处，随

电站水渠被水流带进机电车间，被碾得

粉身碎骨。我们不要再盲目地放生了

好吗？”

看着水面上微微清波，父亲静静地

思索了一会，说道：“卓玛，你说得对，父

亲懂了。”随即把已经捞起的鱼儿又倒

回了湖中，看到重获自由的鱼儿游向湖

里，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放生是人们采取不同措施救助动

物的过程，如：见到有人狩猎勇敢制止，

清除猎人的扣子和陷阱，爱护花草、植

树种花是放生，甚至吃素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放生，对保护生态具有积极作

用，但如果刻意地去放生，花大钱、卖大

力将原本生活得好好的生命强行拘禁，

再把它们放生到一个并不适合它们生

活的地方，这无异于在破坏生态系统，

还为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提供了发财机

会，这样的放生不可取。

我们每个人都要正确认识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用正确的方式保护好生态环

境。

放生记
◆ 培初竹玛

才记得在8月的香格里拉和248班

的53位可爱的小朋友邂逅于423教室，

不知不觉间又到了期末总结的时候，由

于这是我所带的第7个班级，相对于先

前的很多次新生开学而言，接手这个班

的工作，我的内心多了一分沉稳，少了

几分焦虑。

在本学期，我学会了从更长远的角

度考虑问题，教育学生已经能够跳出狭

隘的眼前利益，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让学

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如何让学生成

为一个自信的人？如何让学生成为一

个温暖的人？如何让学生成为一个具

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人？如何让学生成

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

而不是仅仅只纠结于每周的量化，每日

的纪律，每一次的考试分数等等这些根

本不足以影响学生一生的小事。学会

了慢下来等一等，学会了给予每一个孩

子充分的肯定，学会了无条件地相信每

一个孩子……

本学期一开始的班级管理重点是

养成教育，即帮助学生顺利实现初高中

的衔接，培养学生初步具备高中学习的

良好品质和较好的独立生活习惯，为

此，开展了《高中，我来了》《学会合理分

配生活费和零用钱》《合理地规划时间》

等主题班会活动，以此帮助学生培养良

好习惯。

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和

运用知识的能力，解释和阐述事物的

能力，论证和探究问题的能力是高中

政治学科重点培养的四大能力，作为

一名政治教师，本学期在班级管理过

程中，我特别强调对学生阅读习惯的

培养，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和班级

管理过程中切实培养学生的这些能

力，努力让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本

学期开展了多场阅读交流活动和学习

方法交流活动，让阅读丰富学生的头

脑，让学生在分享的过程中进一步深

化认识，切实从同伴身上学到诸多优

秀品质，其效果远超过我个人对其进

行的简单粗暴的说教！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班集体有着

无穷的力量，故在本学期的班级管理过

程当中，我更注重学生班级认同感的培

养，让每一个孩子都努力地为班级建设

献计献策，并努力让248班成为每一个

孩子内心深处最温暖的家，经过一个学

期的努力，到学期末，孩子们的班级认

同感满满。许多孩子坦言能够进入248

班，遇见优秀的同学和老师是自己最大

的幸运！因此，到学期后半段，随着学

生班级认同感的提升，班级管理的难度

也大大降低，不必担心有人会违反纪

律，也未曾因为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劳心

费神，感谢优秀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份当

班主任的小确幸！

优秀的科任教师是班级成功的关

键要素，在全体科任教师的通力配合

下，本学期我们先后开展了四次班级科

任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活动，开展了常

态化相互听课活动，实行了“全员育人

制度”“优秀生拔尖”以及“学困生爱心

辅导”“问题生疏导”等活动，在全体科

任教师的努力下，大部分学生以较快的

速度适应了高强度的高中学习生活，找

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学生们对教师

的认同感满满，学会了以阳光心态面对

生活中的一切。感谢如此敬业的科任

教师和我一起努力，给孩子们呈现了精

彩高中课堂，激发了学生们的自我学习

意识，让他们切身体会什么是“越努力

越幸运”！

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学会倾听是优秀班主任

必须具备的第一素质，所以，本学期我

继续秉承“我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都

是他们家的最大希望”以及“不放弃、

不抛弃”的教育理念，抽出时间到宿舍

和食堂里，与学生在非正式场合里沟

通，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并及时将孩子

们的所思所想反馈给本班教师和家

长，努力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得到

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班主任是班级建设的灵魂，有人说

班主任什么样，一个班的学生就会是什

么样，我害怕自己身上的陋习影响到我

最亲爱的孩子们，所以，本学期我努力

改正了自己的N多陋习，努力以最严格

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我自

己首先做到，例如我常告诫孩子们要珍

惜时间，通常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从操场

冲回4楼的教室而让自己累得喘不上来

气，为了能够培养学生清晨大声朗读课

文的习惯，我常常拿着本子率先大声朗

读，被周围的同事冠以“作人”的名号也

在所不惜！为了能够给学生准备一节

精彩的班会课，常常需要广泛涉猎各种

知识，加班加点是我生活的常态，为了

能够给予某个学生以精准的个体辅导，

我常常无数次翻阅档案，联系她的小学

老师、初中老师，甚至连幼儿园老师也

经常被我打扰。感谢所有为班级管理

出力的人。

缺憾是生活的常态，在这一学期的

248 班的管理过程中也留下了诸多遗

憾，本班仍然有少数同学不认可自我，

没有形成“取悦自己远比取悦他人重要

得多”这一我天天挂在口头的理念，仍

然有同学不敢在课堂上大声回答问题，

仍然有同学会在班级活动过程中偷懒，

仍然会有同学不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教师们用心准备的每一个活动上大

放厥词，说什么“我又不是只学某一科”

之类的混账话，伤害老师们的一片丹

心，仍然会有学生不去阅读经典而抱着

一本低级的言情小说浪费大好的青春

时光……

希望在下一个学期里诸多的遗憾

可以被弥补，诸多的奇迹可以被创造，

希望我和我的 248 可以遇见更好的自

己！

一位班主任的工作总结
◉ 彭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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