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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旅游系列电视文学剧本《风景甘南》，由甘南州委宣传部组织创作，

旨在以古朴纯净的云和风、山和水、人和事、情和义“宣传甘南、旅游甘

南、发展甘南”。

但凡改编成影视剧本的小说，一是优秀，二是不优秀却有撩拨心旌

的情和缘。 况且这情和缘在养育了人的———彩画里染过色斑，雪湖边浸

过泪湿，地界旁敞过裸晒，民歌中动过欲念。这些，叫元素也好，叫素材也

罢，用心编织着，与往昔交错，与现今呼应。最终让人看过了由衷一乐，听

过了会心一笑，不也有所值吗？

写作品的，就怕别人说不艺术。实际上，能真正透心一激也算是一次

成就，否则就没有“寓教于乐”的伟人恒言了。

对甘南州委宣传部、夏河县人民政府为此书出版提供的支持诚表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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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1 片头画面
蓝色屏幕上浮现出甘、青、川及周边省份虚线地图：一条红线蜿蜒行进，

勾勒出甘南州行政区域，并放大。

画外键盘打字声，印出字幕：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

北部，东邻黄土高原，北望内蒙高原……
字幕及地图隐去。 淡入具有藏族装饰风格的四扇屏画框。

画框内推出藏汉文剧名：风景甘南。

女高音藏族民歌无字歌声响起：“啊……”悠扬缠绵。

剧名移置左上角。

画框内分别叠印甘南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代表图。 （同时映出演职人员

表。 ）

黄河首曲玛曲草原……

重峦叠嶂迭部森林……

藏乡江南舟曲村寨……

山明水秀的大峪沟……

翠岭环绕冶海荡漾……

鬼斧神工则岔石林……

绿荫覆盖的郎木寺……

羚羊城里九层佛阁……

金顶红墙拉卜楞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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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扇屏画框内，从左至右，一框一字淡入：画、湖、界、歌。

四扇屏画框及“湖、界、歌”淡出。 “画”居中靠左，其后推出“第一集”。

2 高原山野。 盘山公路。 夏日

一辆小型旅游面包车疾驶着，犹如奋蹄腾跃的藏羚羊。

车内后座。 五十岁的归国旅游藏胞华尔旦隔窗眺望，心潮起伏。

旅游面包车抵达甘南州界域土门关，停车休息。

晴空艳阳。 关门上首，“土门关”三个字粗粝强劲。

华尔旦随其他游客下了车。 他站立的姿势很拘谨，一脸庄严地朝关门凝

视良久。

华尔旦（内心独白）：“人们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称为故乡。我的生命就

从这里开始，除了降生落地时的一串啼哭外，再没有留下什么。 距今，已相隔

五十年了……记得有段戏剧台词是这么说的： 要想知道你没有亲历过的事

情，就让耳朵去辛苦吧，因为最早的历史，就是由‘讲述’和‘倾听’护送着从远

古走来的。 所以说，‘听’，还是很牢靠的……”

华尔旦大步走过土门关。

3 某藏传佛教寺院。 广场空地。 夏日
一支支戴着各种标志帽的旅游团队在等待参观。

远处。 可见几支团队跟随导游喇嘛进出于一个个经殿大门。

游客中不时有转经朝佛的善男信女穿梭而过。

4 某经殿内
光线朦胧，气氛肃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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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尊永远居高临下垂目俯视的巨大铜佛。

供案上。 一盏盏酥油灯，火苗跳动，光影交错。

殿中央。 一排排喇嘛，盘腿而坐，口唇翕动，轻诵低吟，经声嗡嗡。

摩肩接踵的游客，身临此景，百人百相，内中感受尽显脸上。

置身于游客中的华尔旦，时而双手合十闭目祈祷，时而向“功德箱”投进

面额不等的现钞。

一面面殿柱上的刺绣挂幡，色彩缤纷，图案奇异。

华尔旦驻足凝视。

一幅幅殿壁上的人物彩绘，形态恣肆，动作夸张。

华尔旦探首细瞄。

5 某佛宫大门口。 夏日
大门两侧，整墙彩绘，色泽艳丽，线条明晰。

人物相貌，栩栩如生。武相：发威作势，狰狞恐怖。文相：慈眉善目，笑容可

掬。

华尔旦看得忘情，挡路不让，遭行人议论。

6 寺院。 一处走廊。 夏。 傍晚
夕照通红，辉映廊壁。长长的壁画上，各色人物或三五一群，或八九一伙，

前后关联，上下呼应。 正绘声绘色地上演着佛教历史中的某个故事。

华尔旦欣喜不已，不假思索拉住身边路人询问求教。

行人中，有的礼貌推辞，有的解说一二。

华尔旦欲求不得，欲罢不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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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寺院近郊。 崎岖山路。 夏。 清晨
草木葱茏，鸟鸣虫吟。

华尔旦兴致高涨，踏露行进。 一直爬到半山腰石崖下。

巨石错落，横躺竖立。镌刻其上的佛像披彩着色，一个个好像历经千年风

雨，方才走进现今时代的觉悟者。

崖壁上一尊站佛更是顶天立地，气势逼人。

华尔旦似一顽童，一会儿跑上前去举头仰慕，一会儿后退很远摄像拍照。

一次次惊叹不已。

8 街市。 夏日
各种店铺鳞次栉比，门面招牌怪异奇特。

街道上行人川流不息，装束不同，口音不同，外形肤色亦不同。一眼看过，

就知道这里开放通达，不仅欢迎“五湖四海”，而且也拥抱“五洲四海”。

华尔旦出入于一家家风格各异的店铺。各种民族用品、佛教用品、手工艺

品丰富充盈。几乎所有店铺的货架上都醒目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唐卡、堆绣、

刺绣、剪锈的佛像和藏族风貌的人物画像。 足见此类商品供销两旺。

9 街市。 “雪域大美”商铺。 夏日
华尔旦有些犹豫地走进去。

商铺内。 宽敞静谧，光线柔和。 与其说是商铺，不如说是画展馆。

一幅幅装帧精美的画像，安放得别具匠心。每欣赏一幅，都将激起与画中

人对话的欲望。

几乎每位在场的顾客都屏气凝神，一个个被“美”净化了。

华尔旦流连忘返。 不时禁不住向角落的女服务员望一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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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旦（内心独白）：“这些画只是供人欣赏的吗？ ”

（一个男人爽朗的画外音）：“这些画都是出售的。 ”

从一个看似大镜框的门里走出一位藏族中年男子。举止潇洒，装束时尚，

此人名叫达布。 对瞅准的顾客从不隔膜。

达布：“我叫达布，是这里的经理。‘雪域大美’摒弃一切庸常的推销，让走

进这里的每一位客人，按其素养独立鉴赏。 一、悦目。 二、润情。 三、顺意。 一

般能自我地达到这三个层次的顾客，没有一个会空手而去的……”

华尔旦已被吸引，但未露于形。

达布：“不过，我仍要提醒你‘冷静’，‘理性’。 ”

尽管对方的话语里含有生意人惯用的欲擒故纵，华尔旦还是被画的美深

深诱惑了。

达布（似乎很随意地）：“ 是侨居国外的藏胞吧？ ”

华尔旦认真地点点头。

达布：“到国外多少年了？ ”

华尔旦向他伸出一只撑开的手，轻轻晃了晃。

达布：“定居哪个国家？ ”

华尔旦：“瑞士。 ”

达布（神秘的表情里透露着真诚）：“听说过‘缝残补缺’的艺术吗？ ”

华尔旦想从对方口中多听出些什么来。

达布（更加神秘地）：“听说过吉美吗？ 他可是画界中一位另类大师……”

华尔旦茫然，摇摇头，欲言又止。

达布狡黠一笑，不再多言。

华尔旦（深恋着眼前的这些画，沉吟片刻）：“明天……我再来……”

10 某宾馆。 客房内。 夏。 晚
华尔旦盯着电脑屏在搜索，双手快捷敲击键盘。 结果让他失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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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旦（内心独白）：“凭着达布的精明，是不会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师

或画匠，在顾客对他商铺的画作心热情动的时候推荐给他们的。可是，达布所

说的‘缝残补缺’艺术……‘画界中一位另类大师’，在搜通世界的‘百度’中竟

无只言片语的介绍。 ”

华尔旦又开始在电脑上搜索什么，果然有了收获。 他随即去拨打客房内

的电话。

华尔旦（握着电话筒）：“喂，是丹巴院长吗？ ”

电话里：“是。 你是哪一位？ ”

华尔旦：“这么晚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我叫华尔旦，从瑞士来。 ”

电话里（很肯定）：“归国旅游。 ”

华尔旦：“是、是。我……我想向你打听一下‘缝残补缺’艺术，还有……吉

美大师的情况……”

电话里语塞。 华尔旦耐心等待。

电话里（直率）：“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像电话线一样长的话题吗？ ”

华尔旦（悟到了什么）：“对不起。 我可以明天登门拜访吗？ ”

电话里传来挂机的“嗡嗡”声。

11 街市。 接近“雪域大美”商铺的人行道上。 夏。 上午
华尔旦且走且看，脚步很快。前方正有一男子注视着他。那人虽年迈但健

壮，着装似僧又似俗。 正是昨晚通电话的丹巴院长。

华尔旦欲推“雪域大美”的铺门，有招呼声追来。

丹巴：“你就是华尔旦先生吧？ ”

华尔旦扭头，一脸陌生地望着丹巴。

丹巴不再说什么，用手示意华尔旦先进铺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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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雪域大美”商铺内
丹巴毫无顾忌地揽住华尔旦的肩膀，拉着他和自己一起站在一面落地镜

子前。

丹巴（爽快地）：“看看，瑞士的山风在你脸上吹不出像我脸上一样的青藏

高原安多地区的颜色来，这是其一。其二，你心无旁骛，直奔达布这里。我一眼

就套牢了你，你就是昨晚给我打电话的华尔旦先生。 ”

华尔旦顿时释然，还未张口，已凑过来的达布先开腔了。

达布：“画家的功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可以成为侦探高手。 对颜色敏锐

的感觉，对人心准确的揣测，这两方面对好画家和好侦探同样重要。”（这话显

然有弦外之音）

丹巴（对达布）：“侦探高手还是让给你来当。 你一个小小的计谋，就让我

自己赶着自己往你这里跑。 ”

他俩的对话引出顾客们一张张诧异的面孔。

华尔旦一时不明事由，只觉得自己既在局外又在局内。

达布（岔开话题）：“有位诗人说过，‘八月的草原，人醉了，马也醉了’。 今

天，我请二位去草原聚餐。 ”

丹巴：“你这又是什么计谋？ ”

达布：“上了车，再告诉你我的计谋。 ”

华尔旦（推辞）：“我……就不去了。 ”

丹巴：“达布经理想登台演戏，正好你为他拉开了大幕。 你不去，行吗？ ”

13 达布的私家车内。 夏日
达布驾驶。 后排座坐着丹巴和华尔旦。

丹巴（对达布，毫不避讳）：“你也知道，我已很长时间没踏进过你‘雪域大

美’的门了。 今天来，是为了验证一下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事情的经过一定是

这样。昨天，在你看到你的画对华尔旦先生产生了迷惑之后，你就特意把吉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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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顺着迷惑丢进了他的心里。 华尔旦先生在电脑上查找吉美没有结果，

但对吉美这个人的悬念让他从电脑上查到了当地唐卡画院院长，也就是我的

名字和工作电话号码。你是有话想对我说，但又不愿屈尊开口，而是借吉美的

名字，通过华尔旦先生之口给我来了一个‘呼叫转移’。你呀，不只是肚子里的

肠子比别人的多几道弯，说出的话更像是能绕着圈子飞的箭。我看出来了，你

在吉美身上还有什么心思没有尽呢。 ”

达布（态度很坚决地纠正）：“应该是我和你还连着的一点缘分没有尽呢。

准确地说，是我和你对吉美应承担的一份责任还没有尽呢。 ”

丹巴顿时哑了。 车里热烈的气氛骤凉。

达布加足了油门，车在平坦的草原公路上飞驰而去。

华尔旦（内心独白）：“此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在丹巴和达布之间，因着

这个叫吉美的人曾经发生过什么，虽然我无从知道，但一定是牵着情连着心

的事……我这个不速之客掺和到他们中间算什么呢？ 但是，能听听故乡人的

故事，不正是我此次归回故里的初衷吗？ ”

14 草原。 夏日

草原的辽阔在这里尽显其魅力，不由得让人澎湃起飞的欲望来。

悠闲的白云使天的蓝色更加纯粹，更加透亮。 鹰像贴在空旷中的羽毛颤

动着。

绿色的牧草中潜流着弯曲的河。 幽深处，一群群鱼竞相追逐。

花一束一束的，以艳丽的色彩、芬芳的气息招蜂引蝶。太多的“一束”又连

片成阵，浸染了草原的一坡又一川。

遥远的地方，羊的白，牛的黑，在草的绿茵里，或斑斑点点，或密密麻麻，

极慢地蠕动着。

华尔旦（内心独白）：“这里的美太静谧太安祥了，它领着人进入了太多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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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太多的遐想。 五十年了，我只能一直努力地接续……接续生命在母体孕

育中的那种体验，像预设了一个甜蜜的梦，甜蜜地睡去，甜蜜地醒来……”

有歌声唱起。 像是达布打开了车里的CD机， 又像是从草原深处随风飘

来。

（歌词《相聚》）：

一

你和我都有一个美丽的梦，

有了真情才会有梦的根。

梦的歌声唤醒黎明雪山太阳红，

梦的好运祝福百年守望梦的人。

你我能相逢，有缘连着情，

相聚在一起，好梦会成真。

二

你和我都有一个吉祥的梦，

有了真心才会有梦的根。

梦的欢笑飘撒花香草原月光明，

梦的团圆等待千里追寻梦的人。

你我能相逢，有爱连着心，

相聚在一起，好梦会成真。

歌声中流淌出一幅幅如梦如幻的草原风景。

15 草原旅游点。 夏。 傍晚
夕阳余辉映衬出远山黛青色的剪影：有睡佛头像，有情侣相拥，有童叟嬉

戏，有勇士凯旋……

星罗棋布的帐篷似一座座透明的灯笼，将里面尽情的“手舞足蹈”尽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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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

16 一座彩灯旋转的帐篷里。 傍晚
餐桌上的景象已是酒足饭饱，杯盘狼藉。

华尔旦、达布、丹巴三人浸泡在流光溢彩中，脸上的表情恍惚不定。

达布抚弄着斟有红酒的杯子，两眼反射出酒杯上的光点，但无醉意。

达布：“华尔旦先生， 我在众多的走进过我商铺的归国同胞中选中了你，

是因为我看出了你懂画，你爱画。 你久居异国他乡，见过太多的洋画洋艺术。

我特别高兴的是，你带着几十年的西方的印象，在看到我的画时所反映出来

的那种惊讶和艳羡。那不是一般的赞许，而是对另一种艺术创意、艺术创见的

肯定。 ”

华尔旦：“我真的不太懂画，尤其是绘画流派或艺术理论上的学问更是知

之甚少。 我只凭着我的心说，这些画对我有一股冲击力，让我享受到了什么

……”

达布：“这话才是最重要的，超值一幅画十倍的金子都换不来。 许多自圆

其说的高深理论和一成不变的传统规范都有禁锢的一面，它扼杀鲜活，扼杀

艺术的人文精神和人本关怀。 ”

华尔旦明显感觉到了达布话有所指，悄悄偷觑了丹巴一眼。 丹巴在静听

细品，他显然没有饮酒。

丹巴（并不和达布计较）：“华尔旦先生，说说你初来乍到的感觉。 ”

华尔旦（情真意切）：“我……我想说，我昨天只是想知道。 今天上午是很

想知道。 现在，是一定要知道，你们一直在提说，又没明说的吉美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了，他是谁？ ”

丹巴：“华尔旦先生，你先告诉我，在达布的那些画当中，是什么东西射进

了你的眼睛又穿透了你的心？ ”

华尔旦（不假思索）：“是眼睛，每一幅人物画中的眼睛都像是活的，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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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有丝丝话语在流动。 ”

达布被激动再一次击中了，一扬脖子灌下了手中的那杯酒。

丹巴的脸在彩色的光斑中变得光怪陆离。

丹巴：“是该说说吉美了……”

丹巴关掉了彩灯，帐篷里忽然暗下来。等适应了，眼前又亮起一片融融清

光。

透过帐篷敞开的前帘，天上一轮圆月铮白硕大。

丹巴：“在清凉的月光里说话会多一些平静……这世间的人啊，就像画布

中的经线和纬线，你穿过来，我织过去，反反复复缠绕不休。 我和达布因为吉

美而走近，又因为吉美而疏远。 今天，借着你华尔旦先生的出现，又把我和达

布对吉美的心思拴在了一起……”

不知从哪个帐篷里传来纯情凄婉的女声民歌清唱，将人的思绪扯向了悠

远的过去……

17 民主改革前夕。 草原一隅。 一顶旧帐篷旁的羊圈。 初春。 日
（丹巴的画外音）：“吉美告诉我最多的是，那天，他们帐圈里来了一个说

唱的艺人……”

草地才有绿意，四野仍显荒凉。

春乏时节的牲畜疲惫瘦弱。 围墙低矮的圈里，仅有的十几只羊都怕冷地

拥挤在一起。

一对夫妻和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各抱着一捆饲草走进羊圈。 他们是一

家人，童年时的吉美和他父母。

羊们竞相朝他们围来，把饥饿的嘴拱向还未放在地上的饲草。

父亲：“今年的春季又旱又冷，草料怕是不够喂了，很难接续到草场返青

的时候。 我走了后，每天只能减料了，只希望不要饿死这些……”

母亲：“不能再晚走几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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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年都是这个时候，不能晚。 ”

18 草原。 小路。 初春。 日
父亲牵着一匹驮有简单行囊的马，吉美和母亲跟在后面送别。

父亲停步，转过身说了句什么。 跨上马背远去了。

吉美：“阿妈，阿爸什么时候就不再去给别人家放羊了？ ”

母亲：“等你阿爸每年挣来的工钱凑起来能买一大群羊的时候。 ”

吉美稚气的脸上罩着一层迷茫。

19 草原上的小寺院旁。 春日
吉美和母亲顺时针围绕一座白塔行走诵经。

伸向天空的塔顶在白云下移动旋转。

母子俩卑微的身躯走进厚墙高槛的寺院门。

两扇门面上，兽头铜环寒光闪烁。

佛堂内。 母子俩相继朝前方伏地磕头。

供案前。母亲从怀中掏出一只盛着酥油的小碗，一点一点抠取，添进一盏

盏酥油灯里。

20 帐圈旁。 一片空地上。 日
一支手摇羊皮鼓左右疾转着，击打出激越的鼓点声。

不同的帐篷里伸出不同的面孔。

孩子们兴奋地奔向一位头戴面具的摇鼓艺人。随后走来的老人们步履蹒

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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