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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曲黄河（外二首）

序

二百多年前的一个清晨， 博学智慧的拉卜楞寺第三世贡唐仓·丹贝仲

美活佛登临西倾山，遥望黄河自天际而来，蜿蜒流转于金花翠草之间、仙鹤

栖息之地，这如同幻境的一幕，令活佛的心灵深深地震撼，随口吟出了后来

被藏传佛教视为经典、藏区三大《格言》之一的《水树格言》。 那么，是什么样

的地方能够让活佛如醍醐灌顶，口吐莲花；是哪一种的秘境，才能令大师忽

然顿悟，腾结珊瑚真谛？ 这就是地处天下黄河第一湾的神土净地———玛曲！

黄河，从巴彦喀拉约古宗发源，一路越过果洛草原，从阿尼玛卿与巴颜

喀拉山对峙的大峡谷中冲出，奔向川西北草原，不料却碰上了东南隆起的

松潘高原、岷山山脉和北部巍峨的西倾山脉。 它环北西流，重返青海流向黄

南，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形成了 433公里的“九曲黄河第一湾”。 玛曲县就处

于这第一湾的怀抱中。

玛曲，藏语“黄河”之意，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

命名的县。 它位于甘肃省西南角、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

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草原广袤，雪山高耸，大河奔涌，万溪竞流，

被誉为“格萨尔发祥地”、“亚洲最美的湿地草原”、“藏族民歌弹唱的故里”、

“中国赛马之乡”。 在这片美丽富饶的草原上，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在历史

的长河中不但培育出了闻名遐迩的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 、“东方神

犬———河曲藏獒”、“藏羊之王”———欧拉羊和阿万仓牦牛等优良畜种，而且

为当今世界保留了一块绿色宝地———黄河首曲最大的湿地草原。 由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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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黄河一级支流和上千条草原溪水不舍昼夜涌入黄河，出境时平均补充黄

河水量达 45％，故被誉为“黄河的天然蓄水池”和“中华水塔”，并且成为“甘

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 重点实施地区；不

但创造了瑰丽多彩的格萨尔文化、藏传佛教文化、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民

俗文化， 而且留下了包括英雄的格萨尔一举赛马称王的故事和 77 处活动

遗迹、西哈岭王国天子珊瑚城、西哈岭王国天子茶城、国庆岩画、木西合摩

崖石刻、阿万仓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军事指挥部、尼玛自然显现的“六字真

言”和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宣侠父组织

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和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齐哈玛的诸多遗迹……唐

蕃时期连接拉萨———长安的“唐蕃骏马之道”和“茶马古道”，逶迤从境内经

过；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南迁内徙”都从黄河首曲草原开始，成为后世史学

家梦牵魂绕的“民族迁徙的走廊”； “远古披毛犀牛”化石在欧拉毛日扎西

滩出土，这片美丽的草原从此成为“远古披毛犀牛”的故乡。 玛曲古称羌区

析支河流域，包括先零羌、钟存羌、党项羌在内的众多西羌部族曾在这里游

牧生活，被美籍奥地利探险家、学者约琴夫·洛克誉为“神秘的羌海”；还有

黄河首曲最大的苯教圣地———阿米格拉神山和夏河拉卜楞寺院第一个在

河曲组建的流官部落———欧拉部落、12座藏传佛教寺院等， 都将成为玛曲

留给今天和世界的一部羊皮书。 它是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需要

喜欢、关注它的人们去直面它、认真地阅读。

玛曲自建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

各族人民发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光荣传统，“聚精会神搞建

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呈现出了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景象。 同时，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文学方面，1994年 7月

先后引导、组织、支持玛曲雪光文学社举办了全州作家、诗人参加的“玛曲

雪光文学笔会”，并于次年设立了玛曲县文联，创办了文联机关报———《雪

光报》。 2006年 8月又与甘肃省文化馆联合举办了全省作家、 诗人参加的

“玛曲文学笔会”。 美丽的草原是文艺的沃土。 从这里走出了陈拓、瘦水、牧

人、仲筠、马伦、宁文芳、杨怀娣、冯玉兰、张发海、常凡、于惠恩、赵彦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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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以上均为汉语写作）和聂合·交考、芒日·西热道吉、佳布青德卓、格尔

仓·贡保索南、玛奥、卓白（以上均为藏语写作）等一批省内外知名的青年作

家、诗人；艺术方面，涌现出了华尔贡、德白、勒格加、道锐、桑吉扎西和“青

龙组合”等一批享誉五省藏区的藏民歌弹唱歌手和作曲家。 玛曲县还投入

巨资倾力打造了大型史诗剧献———《游牧时光》， 成为玛曲一张亮丽的名

片；旅游方面，先后举办了五届“中国·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和“第六届国

际格萨（斯）尔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玛曲印象》和《玛曲县志》

（一、 二）、《玛曲县旅游指南》、《走进玛曲》、《玛曲史话》、《玛曲藏民歌弹唱

集》、《游牧青藏》、《鞍马格桑》、《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玛曲草原》、《呼

唤》（藏文）、《雁从黄河首曲飞来》（藏文）、《无瑕世界》（藏文）、《格尔仓·贡

保索南诗歌集》（藏文）、《玛奥诗集》（藏文）等书籍；录制了《雪域踏歌》、《吉

祥琴王》、《天籁之音》、《青龙》、《更岗拉毛布达》、《达顿翘拜梅朵》等音乐光

碟；制作了《天下黄河第一湾———玛曲》、《草原上的明珠———玛曲》、《中国

赛马之乡———玛曲欢迎您》、《河曲卓格尼玛婚宴》等专题宣传片，着力打造

玛曲五大旅游品牌———天下黄河第一湾、格萨尔发祥地、亚洲最美的湿地

草原、藏族民歌弹唱故里、中国赛马之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推介效果，有

力地推进了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

蓝天、白云、雪山、草地、牛羊、牧歌、牦帐、金顶、远骑、经幡……以及隐

隐的马蹄声和诵经声从黎明的地平线传来，还有优美的牛角琴、龙头琴，诉

说着久远的故事和传说。

玛曲，每一片草原都是一幅画，每一朵花都是一首诗；玛曲，每一条溪

流都是一支歌，每一座寺院都是一座艺术的宫殿和博物馆；玛曲，一片放牧

心灵和人生值得走马的大草原，一位遥远而美丽的名叫卓玛的姑娘……玛

曲， 青藏高原东北部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一片令人神往的香巴拉净土

……它铺展在你的面前，需要你去用心阅读、品味、感受，刺激你去描述、勾

画、倾诉……也许这就是编纂出版本书的目的。 希望通过著名作家雷达、邵

振国、王家达、张存学、人邻以及史德祥、江乾·丹智达、李城、马旭、完玛央

金、牧风、王小忠、王琰、杜娟……诗人丹真贡布、阿信、桑子、古马、阳飏、李

志勇、才旺 乳、旺秀才旦、单永珍、扎西才让、安奇、杨梓、阿垅、彭世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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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花盛……以及在玛曲工作生活的一大批作家、诗人的作品，帮助您走进

玛曲、了解玛曲、认识玛曲！

是为序。

中共玛曲县委书记：

玛曲县人民政府县长：

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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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达

去天上的扎尕那，途经
天下黄河第一湾

去扎尕那我就去，不去扎尕那我就不去！

那远得很啊，要穿过整个甘南州。 它所在的迭部与若尔盖大草原接壤，

若翻过岷山山脉的一座大山，就是四川的九寨沟县，那一带路况很不好，你

不害怕吗？

不害怕！ 人生难得几回搏，万水千山只等闲！

我发出了如此的豪言和决心，总算感动了几个上帝，中间不乏自称感

冒了或表示累得很而打退堂鼓的人，但最后，还是由徐兆寿、张语和夫妇和

他们骄傲的小公主、六岁的徐艺丹，以及诗人唐翰存和我共五人，拼凑出了

一支老青幼冒险团队，于 2007年 8月 17日清晨，自驾一辆广本，沿着兰临

公路进发了。 几年前我就听过扎尕那的名字，说是，论水当然比不上，论山

它可比九寨沟强。我将信将疑。直到今天，即使在甘肃也没几个知道扎尕那

的人。 扎尕那成了我的心结，说什么也得去看看。

我们的路线是：首先直扑玛曲，设法赶上当天下午在那里举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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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赛马大会，第二天再向东南行，去造访大名鼎鼎的郎木寺，然后再沿

白龙江峡谷前行，到迭部，最后以登上扎尕那石城作为此行的高潮和顶点。

全程约一千多公里，不停地跑，也需要三四天。

提起甘南，很多人马上会说，我也去过甘南呀。 一般人所谓的到甘南，

不过是到夏河， 在那里看一看比塔尔寺大两倍的金碧辉煌的拉卜楞寺，再

到旁边的桑科草原帐篷里唱一唱卡拉 OK， 吃几只藏包， 喝二两劣质青稞

酒，买一条念珠或一个转经筒，然后自豪地宣称，我到过甘南啦,我到过甘南

啦。 其实，他到的只是甘南州的北边沿，离腹心差得远呢。 甘南州的总面积

将近五万平方公里，比瑞士，荷兰，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国家还要大，位于青

藏高原东北角，人称“小西藏”。 不管从外形看还是从内涵看，甘南州的确有

如西藏的一个缩影，举凡雪山，原始森林，草原，冰川，湿地，高原湖泊，高原

河流，一应俱全。 它是迄今为止，绝少污染，因其幽寂和不为人注意而未遭

破坏的一片香巴拉式的地方。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已是绝无仅有了。它甚至

比拉萨、日喀则一带的生态保留得还要好。

快到甘南州首府合作时，我发现云团低低的，一朵一朵，缓缓从头顶飘

过，飘向了合作城———一座狭长的小城。 到过的人指给我看，哪是当周沟，

哪是森林公园，哪是天葬台。 天葬台就在目力可及的半山腰上，离城极近，

使人觉得，生与死其实紧紧地挨着，几乎没有界限。 “合作”的名字，乃是藏

语“黑措”的谐音，本意是羚羊奔跑的地方。 据说解放初，有个大人物听汇报

时，将黑措改为“合作”，含有民族合作之意。 我倒是希望它的名字更富有藏

文化气息和诗性才好。 现在人们一提“合作”马上跟着解释说，也就是黑措

的谐音啊。 这太麻烦，干脆就叫黑措不行吗？

至午，到达合作的甘南饭店。 作家李城、敏彦文、雷建政、诗人阿信，及

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早等候在那儿。阳光灿烂得发白。在刺目的高原紫外

线下，雷建政出现了，不细看已认不大出，一脸的沧桑，眸子里仍有不屈的

挑战性、好辩性。 见到了我，相当于见到了他最青春、最浪漫时光的见证人。

我为他的小说集写过序。 我觉得没写得好，他那寻根与先锋相混合的神神

秘秘的风格，我不是很能把握，但我硬着头皮写了。 在多年后的今天，这似

乎变成了一种功劳。双方都感慨万端。听说建政当过一阵副县长，试图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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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路，现在是退到党史办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做事。 当官以前，他创作力旺

盛，在《收获》《人民文学》发过几篇小说。但多年前已完全停下了写作。我望

着这个在鲁院班上唱花儿最美妙，写东西出手最快，显得男子气十足的人，

忽感时光疾驰而过，竟生出几分伤感。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他究竟应该选择

什么。 那天纯属民间聚会，却没动白酒，建政显得比较冷静，给我们画了去

玛曲的路线图。 我们想在日落前赶上格萨尔赛马大会，便匆匆上路了。

甘南多河，而且都是名河、大河。 由于山势峻拔，切割剧烈，积雪融化，

雨量丰沛，地下裂隙水和地上融雪水交汇，使得甘南成为多条大河的发源

地，其神奇性令我想起云南横断山脉发源了多条河流一样。 后来请教人，才

知这里的每条大河都有个藏语名字，而且都有一个“曲”字：黄河叫玛曲；洮

河叫碌曲；大夏河叫桑曲；白龙江叫舟曲。 真妙！ 沿途看见一条波浪汹涌的

河，却叫不出名字。 我猜测，可能是洮河，此乃黄河一大支流，发源于碌曲县

南西倾山。 记得六十年代的一个冬日，我曾在岷县看过洮河，只见贴近水面

之上有一层冰粒，经阳光一照，像一条河上平行着的另一条银河，美丽绝

伦。 不知此景观还存在否？ 但也有可能是大夏河，它也是黄河一大支流，夏

河县，临夏市，皆因其得名。 它发源于甘青边界的大不勒赫卡山，山下的桑

科草原传说是格萨尔王煨桑祈神之地，水流于此，故称桑曲。 当然，它决不

可能是玛曲或者舟曲，那两条大河，还没有到撩开面纱的时候。

沿途我们不断停下来，拍照，赞叹，流连，耽误了不少时间。 因为景色确

实太美。 比如，面对巨大的湿地“尕海”，你会感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

寂寥感。 再如玛曲山口，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势，它的海拔竟

高达 4000 米，只见彩色的经幡、在山顶临风翻飞，千山万壑从你的脚下分

流而去，像远去的波涛，人便突然有一种长了翅膀的感觉。

啊呀糟糕了，此时我们发现，公路上不断有衣着鲜亮的藏胞带着满足

的神情，骑着摩托一一飞掠而过，装着骏马的卡车也一辆辆从身边驶过，这

才回过神来：肯定是赛马大会结束了，唉呀全是“贪玩”惹的祸啊。 待我们赶

到赛马会现场时，天色已暗，但见如云的帐篷铺向天际，暮色中匆匆赶路的

藏女明目皓齿，三五成群，向四面散去的马队蹄声得得；只有满地的纸屑和

塑料袋让人想见白天的喧腾。 听说每年这里的格萨尔赛马大会，都要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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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川三省最优秀的骑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赛马会。 我们竟然没有看上，

万分遗憾！

站在玛曲的夜的街头，看满眼穿着藏服的红男绿女，看骑着高头大马

的青铜肤色的骑手昂然经过，我竟有些孤独和恐慌的感觉，像处身语言不

通的国外。 来到玛曲，我和徐兆寿都有了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头晕，加上唐

翰存讲了一个听来的血腥故事，使我们变得很紧张。事后证明是场虚惊。玛

曲县的藏族人口占到 90%，种族的纯粹度比拉萨等西藏城市还要高。 我们

根本找不到对话的人。

这时一高一矮两个黑脸膛的人出现了，他们是藏族诗人瘦水和文史专

家陈拓，当地著名的文化人。 像所有高海拔地区的人一样，他们寡言罕语，

让你猜不出在想什么。 他们一路无话，带我们来到了玛曲———天下黄河第

一弯的地方。 在一临河的帐篷里，一边赏月，一边看黄河。 草原的风打着唿

哨在帐篷外游荡，早晚温差大，得穿毛衣了。 我们喝着真正的奶茶，一碗又

一碗。 黄河完全不是我们想象得汹涌和咆哮，而是出奇的安静，静极了，在

月下无声地流淌着，温柔恬静得简直让人想上去抚摩。 陈拓说，别看它表面

平静，清澈，内里很凶险的。 瘦水唱起了仓央嘉措的情歌，气氛变得神秘而

恍惚。张语和，也就是诗人樱宁，后来描述道：月光撒在黄河上/她们温柔，令

人心碎/河边帐篷里，一个人在歌唱/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我不

敢抬头望，那轮仓央嘉措的月亮。 这正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为什么要叫玛曲呢？ 因黄河从南东北三面围裹着玛曲县，遂形成了天

下黄河第一弯，故有此名。 另一更有力的说法却是，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

经星宿海，鄂陵湖，蜿蜒穿行于阿尼玛卿山，它是源自玛卿神山的河，故称

玛曲。 我们向帐篷外引颈望去，希望看到玛卿神山，当然只能是无边的夜

色，啊，高耸的，阴森的，无极的阿尼玛卿山啊。

从帐篷出来，开车回玛曲县城，不料遭遇意外：汽车的夜灯前面突然黑

鸦鸦一大片，去路被堵！ 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们，不知遇见了何物，个个惊惧。

透过车窗细看，原来是无数牦牛伫立着，瞪着牛眼，木木地观望我们的车。

现在谁敢惹动物啊，我们只得熄火，龟缩车中。 一会儿传来摩托声，放牛的

藏民骑着摩托在牛群中熟练地绕来绕去，迅速驱赶开了，牦牛们相跟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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