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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民

盛夏时季， 得一长篇小说稿 《天山祭》。 实话实说， 我对一般的作品无

法产生解读的激情， 当然也不会对这部小说存有过高的审美奢望。 然而， 当

我读完之后， 我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 我仿佛穿越了遥远的历史沼泽， 回到

了一百多年前的祁连山草原： 那大气磅礴的草原景象、 那凝重的历史回顾、

那高昂的民族正气、 那高尚的人格情操……这样的阅读感受， 应该是由这部

作品的实质内涵自然引起的。

作品百十多万字， 置故事场景于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脉， 塑人物形象于

祁连山草原裕固、 藏 、 蒙、 汉等民族。 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 ， 关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祁连山草原各民族牧场生活的故事得到栩栩如

生的展示。 作家还原了一段草原民族的历史， 确切地讲， 是那时那地祁连草

原最后的贵族心灵的变迁史， 是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奋斗史。 小说情节紧紧

抓住我的心， 让我读下去。 这样的长篇， 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 而是一作

者胸中气象的呈现， 是精心营造的艺术品。 祁连山的雪峰、 林海、 松涛、 沟

壑、 激流、 雄性， 牧人的勇敢、 坚毅、 爱情造就了作家灵秀俊雅之气， 容纳

百川之涵。 这种胸中之大沟壑、 大山脉、 大气象完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

的 “长篇胸怀”。

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弘扬民族的精神， 成为人

民的代言人。 这就告诉我们， 不管人们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差异， 不管学界对

优秀作品怎样认同， 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优秀的作品

必须是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 抒写崇高的爱国激情的 ， 古今中外 ， 概莫能

外。 毫不过誉地说， 《天山祭》 具有一种沛然不可阻挡的魅力， 作者站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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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光隧道上与小说主人公对话。 把游牧民族 70 多年间草

原生活的碎片联缀起来， 在尘封的历史尘埃中钩沉和复制出历史的本质， 让

草原生活具体化起来 ， 旺堆与他生命中五个生死相依的女人悲喜交集的故

事， 让我的心灵触觉重返祁连山草原， 重新体验草原儿女豪情万丈、 正直、

勇敢的民族精神， 这是作品最令人敬佩的贡献。

作品对以往祁连山草原生活的形象描绘， 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推出的一

幅幅草原风俗画十分逼真， 使草原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祁连草原， 中

国最美的草原之一， 集西部草原神韵之大成， 是中国草原文化深厚积淀的典

型。 作家是祁连山牧民的女儿， 她对祁连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对草原生活有

着刻骨的体验和深厚的积累， 她说： “爱是一种永久的信仰。 一个人有信仰，

就因为他有爱； 一个人有爱， 就因为他有信仰。 这一切， 用不着多大的理由

来解释！”

她对祁连草原那个时期的民俗风情、 生产生活 、 宗教信仰、 饮食文化、

人文气息、 自然风貌、 世态人情， 乃至建筑样式等的描写， 都很到位， 甚至

可以说是原汁原味， 呈现出原生态的风采。 她写牧场生活： “来到南山草原

后的这多少年以来， 多尔济在枯燥单调、 磨人耗人拴人的牧羊生活中， 从早

到晚面对崇山峻岭， 面对寒气逼人的雪山， 一个人与羊群为伍， 与大山森林

为伴。 人在山中， 声音飘不出峡谷， 飞不上蓝天， 看见的除了山就是山， 除

了树还是树， 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 整日里没有人和你说话， 孤独中

伴着苍凉 ， 寂寞中渗着无奈 。 这个时候 ， 只要两条牧狗出现在多尔济的身

边， 他就有了游牧民族固有的勇敢与坚定。 他与残酷的自然环境斗， 与自己

的内心世界斗， 所以， 他就活得实在与充盈起来。”

那群山之中的碉楼， 那藏式风格的庄园， 那车水马龙的西域古城， 那静

谧恬静的秋季牧场， 那雄浑悲壮的转场场景， 那云淡风轻的河西大地， 那古

老神秘的天葬仪式， 那蕴涵深奥的佛教文化， 那草原少女独到的爱情理念，

那牧草， 那羊群， 那情歌， 那牧羊汉子……是那样令人心醉、 神往。 “她的

嘴角也像那时那样给人一种渴望的甜蜜感。 她的微含霞色的脸儿， 常常使旺

堆有一种如梦如幻般的神往。 这个朝朝暮暮浴着南山草原的露水长大的女孩

儿， 她的美丽就在于她的纯洁得没有一点儿瑕疵的眼睛和冷静得让人心灵颤

抖的外表 ”。 而凄风苦雨中草原的沧桑和嬗变 ， 又是那样令人心碎 、 感伤 。

“望着被烧、 被砍的林木， 旺堆一次次地老泪纵横着———他太热爱南山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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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了。 自他十六七岁来到这块尧乎尔人生活的山中牧

场， 他的生命就同山中广大的草原息息相通了。 这里的一切， 如他身体中的

每一个器官， 他觉得不论是缺了花草树木， 还是缺了牛羊马匹， 甚至是缺了

牧人屋顶上的炊烟， 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他没有太多的精力阻

止山中发生的这一切， 但他的心脏， 在这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却始终为

南山草原忧郁的灵魂唱着悲愤的歌谣”。 所有这些， 无不展示了作家对祁连

草原意蕴的深刻诠释和无限真情。

作品中处处流淌着作家对祁连草原的一种神圣的崇拜。 一个草原民族的

后代， 写这部小说， 她想说的话就是想集中体现那个时代民族的强势生存精

神。 “从十岁左右开始， 他俩经常像今天这样， 带着帐篷， 深入到青藏高原

的腹地， 多次遇到猛兽的袭击， 多次遇到山洪暴发， 凭着他们两个人大山一

样的力气， 长河一样的胆量， 把一次次艰难险阻都踩平到了脚下。 只要在草

原上行走 ， 他们两个人的心情永远像六月里高原上中午的太阳 ， 明亮而火

热”。 草原民族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 与祁连山及周边

地区民众的勇敢奋斗和家园情感是分不开的。 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 存

在于小说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之中。 他们以或原始、 或凄美、 或豪迈、 或

婉约、 或勇敢、 或平凡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小说的交响乐。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 可以说 《天山祭》 还是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本

身的故事性。 这些故事， 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闪耀着炫目的光彩。 而创造这

些故事的各种人物以及这些事件的曲折艰难， 都构成了作家无法凭空想象的

唯美故事。 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西部祁连草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气象万

千而又云遮雾罩的时代 。 祁连草原的广袤 、 浩瀚 、 深邃 、 渺茫 、 苍凉 、 嶙

峋， 养育了率真而又神秘的游牧民族， 以小说样式来展示祁连山游牧民族，

令无数人无所适从。 就是这样一个使人产生无可判断的茫然、 眩晕的时代，

让作者凭借巧妙的构思和独到的表述， 拾得了遍地珍宝。 让草原民族不再封

闭， 主人公与山外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山中的民

族同样经历了辛亥革命、 清帝退位、 混乱民国、 红军西征、 迎接解放等重大

历史事件。 在事件的发展中， 主人公的心灵逐步变迁， 故事情节也愈发显得

血肉丰满。

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 在那个时代， 西部草原的生命状态是何等饱满、

何等昂扬、 何等自信、 何等坚定！ “草原上的这些人们， 他们的身体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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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山的某一部分， 他们的血液， 可能就是那些千纵万横于草原上的河流当

中的某一条中流淌的清泠泠的水溪。 所以， 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 他们

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 才使人感到那样温暖、 那样充满激情。 这草原， 是有

生命的草原， 它的生命， 就是牧人的生命”。

作品 “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 的写法让大量历史资料鲜活起来， 让游牧

民族草原生活鲜亮起来 ， 让人在愉快的阅读之中深刻感悟民族文化所在 。

“她穿一件红色滚着黑边的长袍， 长及脚面的袍裾， 走起来发出好听的声音。

她的头发还是黑得耀眼， 被辫成许多根细辫儿， 像柔软下垂的柳枝那样， 披

在她的背上， 发梢上结着长长的黑丝绳儿， 一直垂到了地面； 头顶上装饰着

圆形白色的琥珀、 蝴蝶形的红玛瑙、 扇形的银片。 她的这一身装束， 是南山

草原上的尧乎尔贵族少女常有的装束， 但在她身上， 看起来更迷人”。

作者关注的是草原民族的内心世界 。 作品的时间跨度长 ， 牵涉的头绪

多， 但作者浓缩了庞大的生命， 揭示了生活的内在节奏， 以凝重、 浑厚的风

范来叙述她的情和爱。 “玛塔在旺堆的搂抱中， 像一只温顺的野鹿， 她除了

那样积极响应着旺堆的每一种表示爱意的动作外， 自己也给心爱的人展示出

很自我、 很纯朴、 很原始的一面。 她那样主动地把自己的热情传送给心爱的

人， 又那样主动地接受他给予她的全部的冲动与躁动， 她应和着他的放肆，

应和着他的奔放， 这一夜他们与松涛同醉， 同夜风共眠”。

作品将一段祁连草原民族沉淀、 凝聚、 升华、 成熟的牧场文明， 根植于

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对草原民族及其原生文明进行深度反思， 是同类题材创

作的突破。 “他对旺堆说， 我们应该感谢草原， 是草原哺育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她的怀抱里吮吸着她的身体里的宝藏 ， 我们才能长大 。 当我们衰老

时， 我们的子女， 接着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它索取。 它所付出的一切是我们这

些渺小的人类所不能够付出的。 所以我们人类也应该像草原那样， 将广阔的

胸怀呈现出来。 对生老病死， 我们要做到自自然然， 没有危惧， 不怯阵， 勇

敢地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切”。

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祁连草原情结是一杯浓浓的青稞酒， 一杯潜存在情

感之湖的深层里的浓郁馨香到化释不开的草原上的青稞酒。 “天那么蓝， 草

那么绿。 就在他们的脚下， 一股泉水清澈地流淌着。 向远处看， 黄色的金露

梅形成了一片耀眼的海洋， 使旺堆想起布达拉宫那熠熠生辉的金顶。 一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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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一种爱戴从他的心底升起。 在庄严的自然面前， 高原的汉子内心被一种

大自然的伟力所征服 。 他有的只是一种拳拳的爱恋之心 ， 内心像在用一双

手， 抚摸这纯洁得像少女的肌体一样的大自然”。 那时那地的草原生活， 应

该是旺堆一场最美的爱情与信仰追求。 他所经历的爱与被爱， 随岁月不停地

流去， 草原汉子浪漫飞扬的神采被时光磨去光泽， 尽生华发， 留在光阴里的

是草原晨光中的一缕甘冽。

在作者平静的文字后面， 涌动着一股激越的力量。 作品诗意般的情怀，

诗意般的情思， 诗意般的张扬和诗的含蓄， 在文字叙写的色调里表现得淋漓

尽致。 “惬意的秋牧生活， 让草原汉子、 姑娘们在这个季节里时常爆发出发

泄的欲望与冲动， 他们对着蓝天白云， 对着高山密树， 扯开了嗓子猛吼着自

己心中的情感， 抒发着一种对游牧生活的悠悠情思。 他们这种只唱给旷野的

歌谣， 给走草原的旺堆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作者对草原生活复杂感受的干净利落表述， 呈现为激烈喷吐的情状。 面

对云卷云舒的牧野， 她掩饰不住自己的爱恋； 面对最原始的人性欲望， 她率

性直面， 其骨髓里弥漫着一种独秉的诗性气质， 使文字张弛有度， 充满个性

和可读性。 “当芹儿泪水长流的时候， 她帮助旺堆进入了她的身体， 她感受

了两个人在云山雾海里死去活来的疯狂跃进。 那时刻， 她宁愿自己就那样哭

着死去， 宁愿就那样让旺堆那强壮而发狂的身体永远覆盖了自己……一个已

经过了人生中年的女人 ， 在等待与忍耐中度过了自己大半生寂寞岁月的女

人 ， 在那个夜晚里 ， 重温了年少时候最最浪漫 ， 最最激越的内心焦渴与期

望”。

掩卷沉思， 我想， 无论是谁， 当你面对这部长篇新著 《天山祭》 时， 你

都会怦然心动、 感怀良久———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将如诗如画的祁连风光， 游

牧民族的浪漫生活， 生死相依的家园情结， 凌霜傲雪的高洁情操， 凄美冷艳

的爱情故事融于一体。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部小说所描述

的无疑正是祁连山游牧民族全部历史、 全部人性里的冰山一角。 作者能够这

样勇敢地、 甚至有些驾轻就熟地把草原民族心灵变迁史成功地勾勒出来， 能

够把宏大的草原生活场面和微妙的草原生活细节生动的勾画出来， 是一种不

平常的叙事能力， 是作者小说创作日趋成熟的表现。

刘勰说： “既随物以婉转， 亦于心而徘徊。” 作品 “随物” “婉转”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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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汪洋恣肆、 林涛呼啸、 长河奔涌般的抒发， 是作家深厚积淀的集中迸发，

这一颗独有的 “心” 所 “徘徊” 出来的全景性、 史诗性的灵魂世界， 是作家

追求的至尊生命。

是为序。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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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草原上， 树绿、 草绿， 连人心也泛着绿色的波光。

就在这绿色逼眼的迷人风光中， 十六岁的旺堆与美丽的尧乎尔少女玛塔，

在祁连草原的南山鹿儿岩相遇了。

看起来一切都是机缘……

十三岁的旺堆少爷来到通达城里，是 1880 年正月里的事。

通达城坐落在祁连山脚下。

祁连山是中国西部著名的草原。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旺堆与祁连草原以及这座城市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

缘……

祁连草原舒缓着身躯向东南挺进到一个叫冷龙岭的地方，就像老天要让山

南山北的生灵能够窥望一样，以很小的动作，轻轻那么一划，就划出了一条若

隐若现的裂隙。

远望，山还是那座山。近观，一条峡谷破山而出，形成了一条天然坦途。

于是这条峡谷就成了古时中国西部商业、军事、政治的重要通道。这条通

道上演绎的故事，就是祁连生灵世代演绎的故事。

峡谷呈南北走向，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叫法，称之为大斗拔谷。

大斗拔谷是河西走廊南下湟水的重要通道。

古丝绸之路的南线，从长安出发，经天水、秦安、陇西、临洮、兰州，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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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水草原西进，经民和、西宁、大通，进入祁连山中，过峨博，就到了大斗拔

谷。

大斗拔谷，两侧山峰高耸入云，峭壁林立，深邃险峻。一水中流，由南向

北，呼啸奔腾。

———真是天斧神工造就的雄关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说汉代著名将军霍去病，每次率军西征，大斗拔谷是大军的必经之路。

据说隋炀帝杨广，当年率四十万大军征服吐谷浑后，在祁连山会见西域二

十七国使臣，也从这里经过。

据说唐朝大将杜宾客大战吐蕃、成吉思汗派兵攻取西宁、明末闯王李自成

部将贺锦攻青海等许多大事件都与这里有关。

大斗拔谷，这个在巍峨的祁连山怀抱中的小小峡谷，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天然坦途，成为南来北往的商旅贾客的汇聚之地。

因此，出谷口后，到达平缓开阔的平原地带，在山客、军人的哄杂声中，

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集镇。

这个集镇里，成年累月地接纳着山南的猎户，山北的粮贩。

———“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于是野马山的皮货，冷龙岭的野味，托菜

山的药材，西岔河的木材……在这里应有尽有。

这里的集市常年热闹非凡，在别处见不到的宝贝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别处

吃不到的山货、野味在这里都是家常便饭。

南来北往的商贩旅客，让这里繁荣得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

汉武帝打败匈奴，在这里建郡，移民屯田，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商路。

因此，把祁连山下的这个郡就叫做“通达”，寓“通畅顺达”之意。

自那时起，贩运性商业活动在通达日渐繁荣起来。

天马、汗血马、铁器、漆器、玉石、琉璃、珊瑚、琥珀、象牙、犀角、夜

光杯、棉布、丝绸、缕金缎、金银饰品、香料……在市场上兴旺地交易着。

米粮市、炭市、菜市、木材市、油市、麻渣市、苇席市、骡马市……应有

尽有。

鳞次栉比的店铺里出售着布、絮、裘、褐、毡、毛、皮等日用品。

通达城近郊种粮食的农民，远郊放牲畜的牧民，杂相居住。

西域的商人给通达带来了葡萄、胡瓜、胡豆、胡椒、胡桃、葱、蒜、石

榴、苜蓿等农作物的种子，人们能种的则种，能栽的则栽———祁连山下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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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兴隆、商业繁荣、客商云集、物流活跃、钱粮丰饶、庶民安乐、富

甲江南。

———“四面番回，华夷交会。”通达成了国际贸易的城市，成了河西的驿道

中枢，也成了天下人们经销山货特产的转口城市。

于是，清乾隆年间，朝廷拨款，民间出钱出力，大兴土木，修建了闻名南

北的通达城。

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各门上镶刻横额：东城门“旭晖”，西城门

“落霞”，南城门“凝碧”，北城门“惠风”。

城楼上高挂大匾，东为“紫气蔚然”，西为“长河落日”，南为“祁连依

屏”，北为“长城萦绕”。

横额、大匾既有地域特点，又有诗情画意。

城内古刹栉比，亭台林立，古木参天。苇塘池溪，湖光山色。民宅民居，

楼阁飞檐，十分悦目。

那些行走在热闹异常的商品交易街上的汉民、西蕃（唐时称吐蕃，明以后

称西蕃或黑蕃，自称蕃娃或安多娃，新中国成立后称藏族）、回民、尧乎尔

（民国时居住在祁连山区的部落称黄蕃，新中国成立后称裕固族） 人……操着

自己民族的语言，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给通达城增加了不少情趣。

琳琅满目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山货，色彩斑斓的人群……成为当时通达

独具特色的美丽风景。

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商品交易街中段，高悬着“聚奇”“悦来”匾额

的两处店面，更是引人注目。

旺堆少爷来到通达城并住进商品交易街上的“聚奇”店的这一年，中国政

府平定阿古柏新疆叛乱已经三年，西北局势趋于稳定。

四年前，中国政府和英国人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允许英使馆派

人从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处入藏，以抵印度”。

英国人为自己染指中国的西北、西南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英国人

在哲孟大吉岭建立军事基地，做好了入侵西藏的跳板。雪域高原宁静祥和的天

空笼罩在战火的乌云里。

虽说湟水草原远离雪域高原，但战争的气氛在不安定的风中逆转，丝绸之

路南线的商队时时在惊恐不安中前进，沿途遭到武装匪徒、山寇的袭击，货物

被劫，商人悉数被杀的事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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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老爷的庄园在离青海湖几十里外的湟水草原。这里地势开阔平缓，牧

草肥美。往前，则是青藏高原的北原，森林茂密，山大沟深，各种珍禽异兽应

有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牧民靠着老天的恩惠，在高原的冰天雪

地里繁衍生息。

那些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进到达湟水草原的商人，看到沿途牧民拥有着大量

的皮货，他们知道这些珍贵皮毛的好处，于是以很低的价钱买了这些皮货，有

时候还用很少的诸如洋蜡、棉布之类的东西换取大量的山货。许多商人在进入

祁连山之前，就已经在湟水草原一带发足了财。

有一个叫林贵志的陕西商人，十多年前就从长安往西一路贩运，沿途交

易，在湟水草原与尼玛老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一来二往，尼玛老爷的庄园成

了他西进途中必然停留的地方。

他把大量的珍贵皮毛从这里运往通达，也把高原牧民世代没有见过的各

种各样的日用品运到了这里，从针头线脑到大件衣物，他的商队里都应有尽

有。

林贵志的商队，给这个沉睡着的高原带来了新鲜，带来了文明，也给尼玛

老爷带来了认识上的转变。

与林贵志交往了十多年，尼玛老爷在林贵志的精明利落上看到了外面的世

界，林贵志在尼玛老爷的纯厚豪爽里，学得了草原民族的诚挚，他跟尼玛老爷

学得一口流利的吐蕃语，使他在草原的生意更加顺利、红火热闹。

1875年———清光绪元年。林贵志准备回家养老，商队交给了合伙人。走之

前，他把自己在通达城里的皮货店“聚奇”赠给了尼玛老爷，说一是纪念自己

十多年在祁连山下的生意经历，二是纪念与尼玛老爷十几年来的友情。

林贵志托一个十分可靠的掌柜叫邢顺的替尼玛老爷照管“聚奇”，并嘱咐

尼玛老爷说，让他收购湟水草原的山货，送到通达城里，在“聚奇”出售，就

可以赚得想要的银两。

六年来，“聚奇”生意一直很好。尼玛老爷的货源充足而收购价格又不

贵，那些精美的山货皮毛常常成了汉地商人最青睐的商品。邢顺掌柜又谙熟生

意上的种种门道，一时间，“聚奇”门前车水马龙，成了通达城里最热闹的店

铺。

但尼玛老爷这几年逐渐老了，再操心一个在千里之外的山货店，他觉得有

点儿力不从心，但又念着林贵志的一番情谊，舍不下“聚奇”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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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让自己最小的儿子，十三岁的旺堆少爷来到了通达，跟着邢顺掌

柜熟悉、了解、学习“聚奇”的生意，以便接替自己对“聚奇”的管理。

尼玛老爷是湟水草原远近闻名的土司老爷。他主持着地方上的政务、商

务、民务。他在湟水草原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草原，牛羊成群，钱财广聚，

是湟水草原首屈一指的贵族。

六个儿子中，除最小的旺堆跟着尼玛老爷外，前五个儿子都在湟水草原

拥有自己的山场、草原、牛羊、庄园。他把老朋友林贵志馈赠的“聚奇”交给

旺堆，倒不是因为挣钱，除了对老朋友情谊的纪念外，多半是为了六少爷旺

堆。

这孩子有一颗聪明的脑袋，什么事在他的面前，都不是难事，前些年他居

然跟着林贵志认识了几千个汉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让老朋友常常竖着

大拇指夸他“孺子可教”。他还完全继承了尼玛老爷的秉性，小小年龄就骁勇

有谋，长得威威猛猛，强悍有力，马上步下的工夫都非常不一般。

他在高山密林间跟着哥哥们打豹猎鹿如探囊取物，行走在青藏高原的寒冷

酷暑里他挥洒自如。

尼玛老爷打心眼里喜欢自己的最小的儿子，从小就没有把他当少爷培养，

一任他狂放不羁地自我发展，像森林里高大的树木，在阳光下任它的枝枝丫丫

尽情生长，使他拥有了枝繁叶茂的身躯。

旺堆少爷就这样在无拘无束中长大，他的胆识，他的学问，都在他的喜好

中成长起来。

人常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十三岁的小小少年，在高原牧人的心

目中，成了一匹狂奔的黑骏马。

在林贵志的帮助下，他居然学会了算账、记账，这在方圆百里的牧场上是

天大的本事。

尼玛老爷在自己一生的人生阅历中，下西宁，走兰州，朝西藏，去夏河拉

卜楞，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事，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山外山内精彩的世界留给

这个土司老爷太多的神往，太多的幻想和太大的理想。有时候他甚至想，如果

再往前十年、二十年，自己还要到外面闯荡闯荡呢。

他把自己的心思，一股脑儿地寄托到六少爷旺堆的身上。他相信血管里流

着草原民族强悍血液的儿子，在走下高原的日子里，同样能把草原民族的智慧

在通达城里的“聚奇”挥洒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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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 1880 年的正月里，尼玛老爷像往常每一次出山一样，风餐露宿，

风雨兼程，经过大斗拔谷，带着儿子和仆人们一起来到了通达城里的“聚奇”。

他把自己一片热切的希望留给了儿子。

他要让儿子在山外的世界里自我磨炼，自我成就。

尼玛老爷一行人的到来，让邢顺掌柜非常高兴。

他把尼玛老爷和旺堆少爷安顿到尼玛老爷每次来往居住的宅子里。

这里的建筑都是汉式建筑。房屋被高大的院墙围着，进大门穿过照壁，才

进入四合院的天井。房屋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的木雕窗上笼着洁白的洋纱，阳

光将自己的影子一方方一格格印到室内的墙上、地上。尼玛老爷每次来，见到

这种景致，心中的温情油然而生。这阳光与冰天雪地的高原上山盗般的强烈阳

光相比，简直可以说是个温良的少女。

从湟水草原初次来到通达城里的旺堆，在具有温暖阳光的房间里，与阿爸

一起充分享受了人生的另一番情调。

这处宅院也是老朋友林贵志连同“聚奇”一起赠给尼玛老爷的，它在“聚

奇”店的后面。

在尼玛老爷的心中，这处宅院和“聚奇”一样，同样寄托了老朋友林贵志

对自己的一往情深。

听邢顺掌柜详细地汇报了店里的生意情况、人员情况以及一些杂务，尼玛

老爷就让旺堆给邢掌柜叩了头，正式开始向他学习做生意。

由于时局不稳，通达这座河西走廊最大的城池，近两年来经济也大不如从

前，加上南山的抢匪、沙漠里的盗贼都很猖獗，商贸流通就受到了极大的影

响。有时从长安出发西进的商人，在过了肃州进入沙漠地带后货物常被劫掠，

而从西域东进的商队，往往一路走不到兰州，就人财两空。

尼玛老爷知道这种情况和湟水草原的情况如出一辙，但他相信这种局面不

会逼死这座繁荣了几百年的城市。

几百年的文明精髓难道不养活一个从古老高原上下来的血性后生？尼玛老

爷心里很坦然，他放心地把自己钟爱的儿子交给这座聚农耕文明、商业文明于

一身的祁连山下的城市。

尼玛老爷带着老年人的美丽梦想，进大斗拔谷，越过祁连山回到了碧波荡

漾的青海湖旁边。

尼玛老爷走了，旺堆少爷于是在陌生的通达城里居住了下来，在“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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