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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洛隆传拓日记 

 宋凯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北京晴，成都多云，北京大兴机场飞成都双流机场。 

早六点起床，洗漱完毕，背包提袋，拉行李箱，乘地铁奔机场。地铁里人还不多，房山线

倒十号线，换乘机场线，在草桥可办理值机、行李托运，此时此处人少，果断办理。乘机场线

到大兴机场，花费 35 元，比首都机场线贵 10 元。安检进机场，进 D 区 37 号登机口候机。给

冀亚平老师打电话请教野外拓碑需要注意的事，冀老师建议每天早去、提前闷纸，毛巾蘸水上

纸，记在心里。十一点左右登机，坐在中间最后一排，靠窗，高空俯瞰，今日云层颇厚，云彩

煞白，真如天宫云海。不知不觉已顺利抵达双流机场。办理酒店入住，下午还有时间，去武侯

祠、锦里古街参观。据介绍，成都武侯祠是纪念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人物的祠庙，以刘备

陵寝所在之惠陵为基础发展而来。南齐高帝萧道成诏令刺史傅琰修立先主祠，位置在惠陵东，

应是今汉昭烈庙的前身。惠陵旁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武侯祠，大约建于南北朝时期。明洪

武二十四年（1391），明蜀献王朱椿主张“君臣宜一体”，废弃惠陵旁的武侯祠，重修汉昭烈庙，

诸葛亮塑像入汉昭烈庙内，实现“一祠同祀君臣”的格局，此后武侯祠这一名称不再专指纪念

诸葛亮的祠堂，而是将惠陵、汉昭烈庙等区域囊括进来，统称“武侯祠”。清康熙十至十一年（1671

—1672），四川按察使宋可发主持重建武侯祠，形成了前（刘备殿）后（诸葛亮殿）两殿并立，

前殿如朝廷礼、后殿如家庭礼的君臣合祀格局，即今日所见之武侯祠。 

武侯祠内三国元素颇多，最感兴趣的还是园内碑刻，此地最有名的当属“蜀丞相诸葛武侯

祠堂碑”，唐宪宗元和四年（809）立，由宰相裴度撰，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之兄柳公绰正书，蜀

中名匠手鲁建刊刻。文章、书法、刻工均为难得精品，人称“三绝碑”。 

  

图1 武侯祠 图2 “三绝碑” 

出武侯祠进锦里古街，看人物俱佳，赏人间烟火，享清闲一刻。稍晚回酒店，入睡甚酣。 

202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 

成都晴，昌都多云，洛隆阴转小雨，成都双流机场飞西藏昌都邦达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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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五点半起床，趁进藏前洗一次澡，六点洗漱完毕，楼下有早饭自助，成都飞昌都的时间

为八点半到九点五十五，机上不备餐品，不知午餐何时，早餐多吃了一些。 

六点二十餐毕，退房，酒店门口等候去机场的摆渡车，六点半车准时来，停留一分钟准时

发车，进双流机场，托运行李、安检，在第 177 号登机口等候上机。七点五十上飞机，八点半

准时起飞，国航窄机，起飞颠簸明显，冲上云霄后渐平稳，今日云层较厚，可见厚厚云海，进

藏后又时而可见雪山，心理较为平静，没过多想高原反应。九点十五分，广播提示准备降落，

稍颠簸，微微颤，似过山车，九点五十五准时降落邦达机场。出机舱，无廊桥，凉风习习，如

内地深秋季。落地即感头重脚轻，如头晚喝酒，第二天上头，脚下如踩棉花，肩上如负重担。

但见周围雄山环绕，如着淡墨的云层在远山之巅，顿觉天高地远，心旷神怡。一阵冷风吹来，

赶紧开箱穿厚衣。步履缓缓，挪向机场出口。洛隆组织部有人来接，电话联系后，上一辆丰田

普拉多，驱车前往洛隆县。司机为本地人，开车极为大胆，邦达机场至洛隆多为盘山公路，司

机如开跑跑卡丁车，270 度大弯急刹急停，又瞬间快速起步，5、6 个小时的路程压缩至 4 小时，

颠来颠去，屁股时常离座腾起。 

 
图3 邦达草原 

好在沿途景色壮丽，又能呼吸新鲜空气，心情畅快许多。邦达草原辽阔壮观，黑色或棕色

牦牛如星罗棋布，而以黑色者居多，近看体肥而健硕，目测有八百多斤。沿途群山或巍峨，或

陡峭，或原生针叶树木密布，或如被绿植铺满山坡，又见有寸草不生者，有山石滚动痕迹，最

为危险，盘山公路常受此威胁！爬磨坡拉山，此处海拔 4771 米，为此行最高点，停车稍作休整，

在地标处拍照留念。 

  

图4 磨坡拉山地标1 图5 磨坡拉山地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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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怒江，过峡谷，途经闻名遐迩之“一线天”，又见清乾隆时期刻甲义扎嘎石刻，下车观摩，

已遭风化。又七拐八拐，超油罐车，甩工程车，稍稍减速与对向来车相错，终见两车迎头相撞

事故，好在洛隆县城就在眼前，长长舒了口气，马上又觉得头晕。洛隆县城干净整洁，低矮的

建筑上多有藏族特色的装饰，汉藏文字标识，简洁统一。抵达酒店，洛隆县文旅局旺拉局长接

待，办理入住，小憩一小时，五点醒来外面已淅淅沥沥下起雨，更有深秋的感觉，晚餐旺拉女

士开车去餐馆，知当地饮食受川渝影响，重辣重油，餐毕回酒店休息，雨天没有伞，酒店无

WiFi，迟迟无睡意…… 

  
图6 洛隆街头 图7 洛隆大街 

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 

洛隆，阴转晴转小雨转晴 

进藏第一天的夜间休息很重要，昨夜入睡较晚，早晨七点醒来，半夜醒了三次，总算睡够

七个小时。明显比昨天好很多，下地走路感觉踏实了，看窗外云雾山间缭绕，很想出去溜达溜

达，穿上厚衣，缓步走出宾馆。八点的洛隆大街静悄悄的，沿街两侧商店大门紧闭，连饭馆开

门营业的也没有几家。环卫工人不疾不徐地打扫街边卫生，往来车辆屈指可数。路过孜托寺，

寺中白塔在清晨的云雾下显得格外耀眼。又前行数百米，见一只牦牛对向而来，其在街边低头

摇尾，悠闲漫步，我看着它，它不理我，依然悠哉悠哉，大摇大摆，直到隐没在街角一条巷子

里。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折返回宾馆，等来车接去机关食堂用早餐。机关食堂为自助餐，菜品

六七种，主食三四种，饭毕准备去传拓地硕督镇，心有跃跃然，雀雀然！从县城到硕督镇有半

小时车程，沿途必不可少的是盘山公路，风景依然优美壮观。到达硕督镇的洛隆县历史文化陈

列馆，旁边就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代汉墓群，百余座汉人坟墓依山向东而建，墓冢十分简单，

数十块山石堆积而已。 

  
图8 翻山涉水 9 硕督镇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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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硕督镇汉族墓葬群 图11 洛隆县历史文化陈列馆 

睹此，心里颇为凄凄，戍边将士既然不能东还，就选择东望吧！需要传拓的就是坟前未经

打磨的识墓标识。怀着敬畏之心围坟场转一圈，能传拓的约有四十余石，接续昨天复旦同仁的

工作，把能传拓且能搬得动的石头由当地居民搬进旁边陈列馆，在室内传拓。石头进屋后马上

摆家什、脱外套，选石头、裁纸、洗石头、上纸、刷纸入字口、打刷敲打、等晾干、上墨、揭

纸。石头不均匀，上纸、上墨都有不少困难，好在石头不大，不知不觉上午已拓三纸。 

  

图12 裁纸（复旦大学严天月老师） 图13 陈列馆工作室 

上纸需双手来回刷，上墨需持臂连续打，两者都需要精神专注，胳膊顿感酸爽无比。十二

点半左右，通知去镇上用餐，在狭小的镇机关食堂吃了西瓜、李子，皆可口。结识格尔玛，92

年的阿坝藏族棒小伙，请我们喝了甜茶，味同不加珍珠的珍珠奶茶，奶香淳郁，深受女士们的

喜爱。下午继续拓，陈列室热火朝天，每人都守着一块石头，或洗，或擦，或上纸，或敲打。

期间换了三块石头，加上昨日复旦同仁完成的数量，两天大概传拓碑石 14 块，约 60 余张。至

六点收摊，深感今日颇有收获！上车去县政府机关食堂用晚餐，餐毕走回宾馆，路过超市，买

了脸盆、洗衣粉。从早晨出宾馆到回宾馆 11 个小时竟没上厕所。 

八点四十左右天才黑，入夜整理今日传拓石刻内容。 

2023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端午节 

洛隆，晴 

昨夜睡的并不好，整理完石刻拓片已十一点，洗刷完躺下已十一点半，头稍疼，不知怎么

入睡的，夜里醒了两次，早六点半就睡意全无了，依然头疼。洗衣、洗刷，等八点半左右坐车

去县机关食堂吃早饭。今日食堂有一壶酥茶，有一点咸味，很香，饮了一杯觉得可以接受。接

上格尔玛去硕督镇。到达陈列馆，今天晴的很好，阳光刺眼，在太阳下穿单衣并不觉得冷，在

阴影里就冷的厉害，如内地冬日午后。全副武装：戴上墨镜、帽子，预防此处强烈的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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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拓室外的石头，先搭帐篷，在搭帐篷期间，对墓葬石刻拍照、编号，避免石头取走送回

时放错，也避免已传拓的石头再次搬进去，一上午都在做基建工作。十二点半左右去镇上机关

食堂午餐，端午节过节的缘故，午餐有大块牦牛肉、卤鸡肉、油焖虾、龙虾尾、牛肉汤煮土豆，

每人还有一听冰镇可乐，大块牦牛肉肉质非常紧实，卤鸡肉略辣，龙虾尾更甚，总之美味、抗

饿的一餐。午餐后秦易来，能言善交流，餐厅闲聊十分钟，坐车去陈列馆。 

  

图14 室外传拓洗石（宋凯） 图15 室外传拓上纸（刘盦） 

拓室外稍大石，上纸、擦纸、上墨，风不停，抢拓两张，墨稍均，品相稍好。观格尔玛跃

跃欲试，鼓励其尝试一下，勉强拓成，自为欣喜。忽山雨欲来，大晴天到下大雨点不过短短两

三分钟，大家及时退回陈列室。一刻钟左右雨停，在陈列室继续传拓，秦易欲拓藏语六字真言，

大家围观，在众人的指指点下拓而成之，满心欢喜。忽宣布再工作半小时，五点左右收摊，去

参观硕督寺、县政府旧址，再回城参观孜托寺，大家明显加快工作节奏。这两天有些发力过猛，

明显感觉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收摊等车期间，大家分享秦易带来的饮料，尝了下青稞酒，口

感略同米酒，回甘，可接受。 

车来去硕督寺，秦易告诫大家进入寺庙要脱帽，大家均会意。进入硕督寺，大殿上双鹿法

轮在蓝天白云下更显金碧辉煌，进入正殿，僧人正在集体诵经，场面稍震撼，僧人均着红衣，

赤脚。寺庙主事僧人为我们介绍墙壁壁画，知其多为元明清时期古画，很珍贵。出硕督寺往观

县政府旧址，即硕督宗解放委员会旧址，已破败，知县里无经费修缮，深感可惜。返回洛隆县

城，参观秦易办公室，感其简约又不失九零后年轻人的活力。晚餐毕，在县宗教办翟主任的带

领下前往孜托寺，翟主任亲自讲解，颇为具体详细，接触不少藏传佛教知识。翟主任宗教知识

渊博，为人热情厚到，没吃晚饭即来陪我们，深感谢意！在休息室寺主拿出珍藏雕刻精美木板

一块，长约八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寺主不知此为何物，其他人大多第一次见，拍照请教萨

仁高娃老师，知是藏文梵夹装佛经的上夹板，众人得以解惑，然只剩此上夹板，佛经则不见踪 

  

图16 孜托寺壁画 图17 孜托寺翟主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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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实在遗憾。           

告别翟主任，秦易领大家去一家特色商店购物，内多有尼泊尔、印度等国货物，未见心仪

物。出商店，秦易又带我们参观藏族舞蹈，露天藏族舞蹈，有专业舞蹈员领舞，参与者众多，

一片欢愉景象。秦易宣布明天暂停一天，适度休整，安排带大家参观洛隆当地自然景观，众人

欣然答应，慢慢溜达回宾馆。 

洗漱后整理今日传拓石刻拓片内容。 

 

图18 孜托寺观书板 

  

图 19 硕督寺 图20 硕督宗解放委员会办公遗址 

 

202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洛隆，晴天 

早七点半醒来，迷迷糊糊，还是有些头疼。洗漱后穿衣出去溜达，似觉有层迷雾遮蔽大脑，

说话、思考都很迟钝。溜达半小时，依然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回宾馆拿包，门口等秦易、格

尔玛。九点一刻左右，二位到，去藏面馆吃早饭，一人一碗藏面、一壶甜茶。藏面是青稞面，

有些软软的，比家常面条稍圆、稍粗，数小块牦牛肉，面汤最好，用牛肉熬煮，撒些许葱花，

很鲜美。甜茶喝了三五杯，很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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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藏面 图22 甜茶 

 

上车，目的地一：前往巴堆村，欣赏小溪草地牦牛、油菜花、巴东措湖。一路盘山公路，

一部分还是砂石路，非常颠簸。十点半左右到达一处开阔的小溪草地，有牦牛涉水啃食青草，

溪水清澈见底，司机师傅直接下车用手捧水喝下，非常干净。杜鹃花在山坡上生长，本地多处

寺庙楼顶的一部分建筑都是用这种杜鹃枝一层一层压实建造的。一处平坦又斑驳的呈圆形的低

矮石台，司机师傅说当地人称其为“女鬼砍刀”，不知为何有这种传说。秦易、格尔玛爬上山坡，

匍匐搜索，言之凿凿地说可以找到虫草。十分钟后二位都放弃了。继续前行，一小时后在一处

桥边停下，看远处油菜花成片接次连接，在蓝天、远山、白云下交相辉映，一座低矮的小房子

显得颇为静谧。桥下涓涓溪流，不断前行，清澈见底的石块遍布整个河道，桥上两边堆放着大

小不一的玛尼石，六字真言刻画深刻，是当地祈福所用。驱车继续前进，一路往上走，在一片

较为平坦的原上看到采虫草的藏族同胞们搭的帐篷，有三五处，秦易招呼大家进帐蓬，里面非

常暖和，可以烧劈柴，烧水、做饭、睡觉。此处虫草有售，大约听到十四只虫草卖七百，去年

大概五百，越来越贵了。继续前行，到达巴堆村，下车在观景台拍照留影，溪水在两山之间越

走越远，直与远山融为一体。前往巴东措湖，下车后沿湖边小块砾石前行，凉风习习，湖水一

片碧绿，三五根硕大木头简单搭建了一座木桥，桥下水流奔腾，不远处就有石头堆起来的拦水

坝，水坝上面安静平静，一片辽阔，湖边一排堆起的石块，是一种祈福行为，此处不可以大声

喊叫、撒尿，据说有这种禁忌会生病。在巴东措湖放空十来分钟，返回。在一个村子里借了热

水，方便泡面，还有格尔玛早晨买的凉面、卤鸡、饮料，热情的村民还送来当地特色炸麻花一

类食物，还有刚出锅的牛肉包子，非常有意义的野餐。饭饱打扫卫生，去第二个目的地：江云

村采摘车厘子。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达江云村委会，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果园，车厘子正

好熟，秦易招呼大家可以免费吃，诸位都很兴奋，不同的树，口感不同，大家围在一棵甜度可

口的车厘子树下，不一会儿树下果实就见光了。继续找新的目标，众人欢笑一片，非常满足。

秦易自费五百元，买些车厘子带走。走出果园，第一次见熟了的青稞，跟麦子很像。路过村头，

看到一棵上百年的桑椹树，三五人竟不能合抱，实在罕见。驱车返回，路过五指山，到达五指

山脚下已经晚九点多了，天已经黑了，隐约可见五指山，数颗星星在山上点缀，方圆数十里无

人烟，没有任何一点声音，仿佛进入一个空寂的时空。停留一会儿，驱车返回县城，到宾馆已

经十点多了，洗漱睡觉，又累又满足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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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洛隆风景1 图24 洛隆风景2 

  

图25 洛隆风景3 图26 洛隆风景4 

 

 

图27 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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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野餐 

2023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 

洛隆，晴 

早晨约七点半醒来，感觉好了很多。起来洗漱，穿厚衣出去走走。八点的洛隆空气清新，

蓝天湛蓝，阳光已经很刺眼了，专门找林荫路走。顺着县城主大街一直朝城外方向走，越走越

感觉靠近山，越是靠近山就越觉得离山远。终于止步不前，前面绿荫渐疏，阳光越来越强烈，

自觉调头回馆。偶然注意到广场上的公告栏，了解到县城所在的地方是孜托镇加日扎村，孜托

镇有一万余人，属于人口大镇。八点半左右的商店完全关着门，偶然碰见几位着红色僧服的僧

人在一家五金店购买物品，恰好传拓需要在石头上做个标记，用透明胶带封好写好的数字编号，

粘在石头上，可做临时标记，方便登记、排查、取石使用，赶紧钻进去找到宽胶带，十元一个，

很幸运能及时买到。回宾馆等车来接，宾馆大厅等候时被告知上午继续休整，下午再去。遂出

门找东西吃，还是去了昨天的藏面馆，一碗藏面十元，很实惠。 

上午在宾馆整理传拓石刻。 

十二点左右准备找食物，正欲出门，旺拉局长告知十二点四十五左右来车接去机关食堂午

餐，今日有牦牛肉干、牦牛排、韭菜炒鸡蛋、回锅肉、炖鱼块等，取了俩大馒头，吃多了，餐

毕后驱车去硕督镇。半小时后到达，抓紧先对石头编号。在坟场山坡上爬上爬下，上气不接下

气，一时呼吸感觉困难，赶紧找地方坐下大口呼吸。所有石头均做了标记，取走送还的石头在

下面压一布条，避免下次重复取石。下午拓遇一块阳刻小石，极不平整，石面高低不平，颇为

难拓，试拓两张，均不甚理想，明天再做传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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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墓石编号 图30 墓石编号 

六点半收摊，格尔玛带我们去镇上机关食堂，有西瓜、尖椒牛肉丝、卤鸡翅、西红柿炒蛋、

辣子鸡等，取大碗米饭，很下饭。 

回宾馆，整理今日传拓内容。 

2023 年 6 月 25 日星期天 

洛隆，晴 

今日七点半起床，今天没有头疼的感觉了，除了有些憋气都还好，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爽。

九点旺拉局长来接我们去吃藏餐，就在酒店隔壁，叫“隆孩藏餐馆”，餐厅内稍宽阔，布置如自

家客厅，三部卡座围着一个茶几，很有家庭氛围，大家选了藏面、甜茶、牛肉饼、炸薯条。藏

面、甜茶已经见识过了，牛肉饼松软可口，面饼似用发面，肉质紧实，一饼切成四块，金黄澄

澄，很有食欲。炸薯条刚出锅，脆而香，微辣而有味道，秒杀连锁快餐店的薯条。早饭后驱车

到硕督镇，到陈列馆已经十点，着手拓石。拓“杨君妻宋喜墓碑”“梁喜禄墓碑”颇得手，洗石，

石干后上纸，用干净水、毛巾蘸水上纸，从中间往两边摁着纸逐次压实，在压的过程中尽量往

边上赶走气泡，边上包上纸，压实。稍等下用打刷打纸入字口，尤其要把字口里的气泡赶走，

或者在敲打的过程中就被打刷极细的棕毛扎破，上纸很重要，要把纸紧紧贴在石上，等纸稍白，

用棕刷四十五度方向来回刷纸，目的是让纸更贴合，注意不要有起毛，若有起毛，马上停下，

摘出细毛。等全白了，不会洇水，上墨。拿两个拓包上墨，反复在报纸上试验墨色，淡而匀时

上墨，从上至下一行一行拓，反复上墨，注意拓包太干用喷壶喷水，反复试验均匀的墨色，上

墨五六遍，整纸墨色均匀即可。揭纸。用刷子在反面刷平。上午所拓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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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室内传拓（复旦大学同仁） 图32 室内传拓（宋凯） 

 
图33 室内传拓（刘盦） 

十二点半左右格尔玛叫我们吃饭，一直到一点才收尾，到机关食堂，有西瓜、回锅肉、牛

肉干、土豆条，都很可口。受邀去藏族同胞家看古物，有瓷碗、铜钱、商人账簿、顶戴花翎等，

多为清末民初时的物件，其中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商人账簿，宣统时期物，有方戳：“罏城风窝街

洪廣纸局自造”，商人用账簿记载很少，而僧人用其记录法事较多，当两不相扰。从同胞家出来

继续拓石，工作三小时，拓纸五六张。六点半返回县城，路上旺拉局长电话通知说晚上县委书

记和我们一起在机关食堂用餐，到机关食堂后，林县已到，稍等一会儿，谢文光书记到，很和

善、亲切，山东平原人，任继愈先生的同乡，山师本科，清华硕士，年轻有为，桌上有说有笑，

无拘无束。饭后，书记请我们到他办公室参观，一间小屋，一张桌子，墙上挂着洛隆县地图，

很朴实。未停留，书记送我们上车，还电话联系送氧气瓶到宾馆，相约明天一早一同去硕督镇

拓石。 

返回宾馆，整理拓片。 

2023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洛隆，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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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起床，稍气短，洗漱后等车来，九点左右乘车到机关食堂，谢书记已在了，一起早餐，

有说有笑，饭毕一同乘车前往硕督镇。到地方后给书记大体介绍了传拓的一般情况和工具，结

合成品并作具体解说。书记亲自上手，传拓了一张，看着很是高兴。停留没多长时间，因公务

离开，还有些意犹未尽，能看出来，谢书记是挺喜欢这行当的。 

  

图34 谢文光书记拓碑 图35品评拓片（左起：林康副县长、谢文光书记、宋凯） 

这几天先后“培训”了格尔玛、秦易、谢书记，窃自希望能有人“出师”。上午继续传拓，

拟与当地党组织做一次联学共建的活动，请示后获允。格尔玛是硕督镇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

跟他对接，安排下午进行支部活动。十二点半驱车去镇上吃饭，尤爱此地土豆，今天有炖土豆

条，很有滋味，用当地大碗盛饭，很有感觉。饭后格尔玛安置其他同事去喝甜茶，我和他一起

参加支部活动。对方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其他党员同志 5 人参会，会上副书记

泽成加措欢迎我们到当地，介绍了硕督镇机关党支部情况和硕督镇基本情况。组织委员李斌做

支部建设的情况综述，其支部充分发挥本地特色，组织一系列参观十八军驻营地等特色活动，

同时积极组织帮扶活动，介绍就业工作岗位、帮助农户抢收粮食、帮助当地居民翻译汉语等等

活动，都是落实到地的实际工作。我也在会上向各位同志大体介绍了古籍馆党支部的大体情况

及近几年组织的一系列党建活动及本支部的特色党建活动。联学共建活动持续一个多小时，气

氛活跃热烈。 

 
图36 党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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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继续继续传拓，下午拓了三张，准备对已拓拓片做登记、编号，不知不觉已过

六点半了，期间格尔玛送来打包好的藏面，竟没空吃。七点左右到镇上吃饭，依然喜欢吃土豆，

今天是小牛排炖土豆块，盛了大碗，吃得很干净。和格尔玛商量好，明天早五点半从宾馆出发

去拓摩崖。 

饭后回宾馆，整理石刻拓片内容，抬头一看又十一点多了。 

2023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洛隆，阴，微风 

早五点十分起床，天完全黑，有微风，担心一线天处风口会不会更大。五点三十左右皮卡

车来，县文旅局洛西到，他还前一天晚帮我们买了两大包面包和饮料，很贴心。四十左右走出

宾馆大院，行驶在洛隆早晨的大街，街上无车、人，两边路灯明亮，标记着这座小城。走出县

城，路灯逐渐稀疏，上盘山公路就不见路灯了。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子还会在公路边做村名的标

记，记得路过了玛嘎村、也然村，再远就没有村名的标志牌了。六点十分，东边已有泛白，再

有十分钟又有鱼肚白，大概六点半左右天已亮，我们也到了康沙镇摩崖石刻所在地，此地号称

“一线天”。下车后略感寒冷，在六月底的时候穿着冲锋衣、保暖内衣，依然感到寒冷，难得的

人生体验。已有三位藏族同胞到了，他们五点半就在此等候，没有任何怨言，很友善、面带微

笑地交流。一线天为南北狭长的峡谷，我们要传拓的甲义扎嘎保泰题词即在此地。甲义扎嘎保

泰题词，是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嘉玉峡谷，海拔约 3450 米，藏语“甲义扎嘎”意

为“汉字峡谷”，刻石崖面位于公路北侧 3.5 米处，距路面高 3 米，崖面阴刻长 1.04 米，宽 0.69

米，刻有线框，框内右上刻“樂天栢”椭圆形印，刻七言诗一首，行书写就，九行五十六字，

曰： 

四山环匝宛如城，涧底奔泉送远声。松映云光悬画轴，岚开晓色挂铜钲。忘机野骛犹耽水，炫

眼闲花不识名。遮莫陬隅证蛮语，师将好景记径行。 

末题：乌斯使者保泰题，钤“保泰”阴文印，“万石堂”阳文印。保泰曾任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

八年驻藏帮办大臣，此诗为作者途经“一线天”，为当地壮观景色所震撼，遂诗意大发，豪情澎

湃，吟咏当地秀美风景所作。洛隆的藏族群众特别看重驻藏大臣保泰的题诗，认为这是一段藏

族人民值得珍惜的历史，当地群众把这个地方起名为“甲义扎嘎”，意为刻写汉文的岩石沟口。

“甲义扎嘎”地名流传至今，从另一侧面说明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藏族同胞们搭好

了脚手架，我们取出传拓物品拿上脚手架，洗石，裁纸，上纸。公路南侧即为一条终年流动的

溪水，藏族小哥哥自告奋勇下公路去小溪打水，冷水刺骨。量好摩崖尺寸，裁纸数张。上纸颇

不易，需要两人配合，一人持纸，一人用湿毛巾摁纸上石，慢慢地，一边展开，一边上纸，完

全铺展开后，用鬃刷赶走气泡，用打刷敲打字口，使纸入字口。再用鬃刷来回刷纸，使纸更贴

合石头。纸完全粘附在石面上，等干至八成左右，纸张颜色完全泛白，开始上墨。自上而下扑

打上墨，一行一行走，尽量使墨色均匀。上纸、打纸、扑墨都是颇费力气的，往往三五下后胳

膊就抬不起来了，好在早上微微风，可以慢慢来。着墨后即可揭纸。第一张即告成功，很兴奋。

我和刘赟、蒋明鲁三人，两人轮着配合操作，一张一张不断完成，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可拓一张。

不知不觉到了十点半，风渐起，而且越来越大，如穿堂风更显猛烈。大家商量拓最后一张即收

工。大风一度吹的纸不断掀起，终于在不断用喷壶喷水，用湿毛巾不断摁压，完成了上纸。抢

拓了最后一张，好在文字清楚，传拓清晰，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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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拓摩崖（左刘盦 右宋凯） 图38 拓摩崖（左刘赟 右宋凯） 

    返回路过康沙镇，去看要拓的烈士纪念碑，碑在一个小山顶上，去年十一月建亭保护，碑

石是用水泥打磨在沙砾石表面，整合成一块碑形状。据说之前只有半段碑，另外半边一直深埋

在地下，碑身上已有多处残损处。碑阳记叙立碑缘由，碑阴为烈士题名，碑高 180 厘米，宽 100

厘米，拟用接纸的方式传拓。稍一会儿，林县过来，大体汇报了传拓情况，准备乘车前往康沙

镇，当地又有居民家里发现清嘉庆时期木鼓，上刻有字；另有光绪时期刻石一通，又有木匾一

块，准备运往洛隆县历史陈列馆，集中传拓。乘林县车一起回县城，在县委食堂吃午饭后回宾

馆。路上碰见谢书记，向其展示保泰题诗，很是赞赏。饭毕已两点半左右，拖着疲惫、困倦的

身体回宾馆。 

晚旺拉局长约饭，去当地一家面馆吃面，很有滋味，牛肉面有大块软糯烧牛肉，面条细而

劲道，很舒服。饭后一起沿街溜达，交流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现状等，局长亲自带着去当地特

产商店，特色有：冬虫夏草、贝母等，物稀价昂。晚九点回宾馆，明天一早七点出发拓纪念碑，

今日早休息。 

202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洛隆，晴 

早六点半起床，准备去康沙镇，传拓纪念碑，七点十分车到宾馆，七点一刻发车。一路盘

山公路，公路下有农田，已有农人在田间劳作，见有车路过田头，农人便拄锄远望，权作单调

农活的调节。有总角儿童在田埂上独自玩耍，再前行十余分钟，看见稀疏村落，有炊烟氤氲，

不闻鸡鸣犬吠，只有一片寂静，或许有烧的红红的地灶，锅里也许是滚沸的小米粥……再行驶

二十分钟到了康沙镇，看见五指山就快到了。纪念碑在山坡上，中巴车只能停在山脚下，我们

徒步携带家什上山，一路走，一路喘，三五十米高的小山坡，愣是半路停了两歇。到纪念碑亭，

准备上纸，碑过大，需要接纸，四尺整张单宣上石，另裁半纸拓碑身半边，再裁一纸拓碑额，

碑阳拓三纸才能拼成一整张，碑阴亦同，比昨天拓摩崖更费事，五小时后已到下午一点，总共

拓了三套，共十八张纸，累瘫了。众人决定收摊，准备去中餐馆吃饭，在回去的路上竟在颠簸

中小睡了一会儿。到中餐馆五人点了五个菜：土豆牛腩、糖醋排骨、西红柿炒蛋、回锅肉、干

锅菜花，后又加干锅鸡翅和红糖糍粑，出大力后吃饭往往会不受控制。饭后复旦三位同仁回宾

馆休息，我和刘赟接着去硕督镇盘点，拟检出国图入藏的一套。到陈列馆后，梳理一下传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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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编号，发现缺少一种，另有两种数量不足，补拓数张，凑够完整一套，另有缺少品种数张，

仔细记录下来，交代给复旦同仁，以备三十号上午传拓。 

  
图39 拓纪念碑（左起：宋凯、刘赟、蒋明鲁） 图40 纪念碑上纸 

打卡十八军驻营地，留作纪念。 

晚林县、旺拉局长请大家吃藏餐，有牦牛肉、血肠、酸菜、牛肉饼、酸奶、糍粑、炒藏面

等，非常地道。一晚上有说有笑，又听闻藏地的特产，有冬虫夏草、贝母、羊肚菌、奶贝等，

多价值不菲。 

计划明日去孜珠寺，欲一同前往。 

晚回宾馆，忍了八天，终于要洗澡了，这下舒服了。 

2023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洛隆，晴 

八点左右出发去孜珠寺，路程约 3 小时，沿途要翻过两座山，普拉达从山下盘到山上，再

从山上盘到山下，惊险刺激，跌宕起落，司机师傅习以为常，车速依然很快，或刹、或转，得

心应手。盘山路窄而不平，超车几乎不可能，行程中一辆皮卡始终在我们车前扬尘疾行，甚至

能一路听到加油声，两小时后两车终于停下休整，皮卡车司机竟是我们司机师傅的亲兄弟。进

入丁青县，孜珠寺已隐约可见，上山前在山下一个云南餐馆吃碗面，年轻的云南夫妇很热情，

男主厨房，女主店面，俩人配合无间，顺序井然。沿山路爬向孜珠寺，山路稍宽些，也平坦很

多，对向来车可以错开，人、车渐多，多是其他省份自驾旅游，看车牌有京、沪、浙、豫、鲁、

冀、湘、贵、川等地。沿路山坡草地上绿草茵茵，牦牛星星点点，又有野生山鹿不时出现。孜

珠寺进入眼帘，巍峨壮观，天空中低飞的秃鹫颇让此地显得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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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孜珠寺远景 

远处就听到寺院僧人集体诵经，金黄的屋顶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亮眼。据寺院前树立石

牌介绍：孜珠寺位于昌都市丁青县沙贡乡境内著名神山——孜珠山上，距丁青县城约 45 公里，

海拔 4800 米左右，是藏区现存规模最大、海拔最高、教徒最多、苯教仪轨保存最完整的寺庙之

一，也是雍仲苯教最古老、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孜珠山是古象雄文明外象雄的中心，据传，孜

珠寺是第二代藏王穆赤赞布（生于公元前 1075 年）在雪域创建的 37 个最早的修行中心之一，

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孜珠寺独具特色的苯教佛事活动——神舞法会，每隔十二年藏历鸡

年五月十五日举行，法会历时半个多月，其以“阎罗十二判”为主线，展示善恶因果报应的规

律，包括祈祷、消业、祈福、超度等，最后一天进入浩大的神舞表演。孜珠寺藏有一批颇具价

值的文物、古籍、古迹，是体现、记载象雄文明的重要资料，2014 年 11 月《古象雄大藏经》

汉译、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孜珠寺主持丁真祖普俄色活佛是项目主译师。 

  

图43 孜珠寺大殿 图44 孜珠寺玛尼石 

围绕孜珠寺慢慢转一圈，随处可见的五彩斑斓的玛尼石、风马旗把孜珠寺点缀的绚烂多彩。 

在孜珠寺停留两个多小时，乘车返回。回到洛隆县城已近八点，收拾行李，归置好拓片，早睡，

明天一早五点出发乘车去邦达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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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洛隆，晴；西安，晴；北京，晴 

早五点文旅局派车来接，黑暗中沿山路奔向邦达机场。天亮后看到怒江在两山之间缓缓流

动，像是在道别。盘山路上遇山石滚落，司机小心翼翼看着山坡慢慢移动车辆，有惊无险。349

国道穿过邦达草原，人烟稀少的原因显得格外空旷，星星点点的黑色牦牛点缀着草原的暗绿色，

若不是远山阻隔，公路便能与天相接。 

  

图45 路遇山石滑坡 图46 384公路 

到达邦达机场，候机、登机、西安转机，北京落地下午 5 点，至此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按：2023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30 日，受馆里委派，我和同事刘赟前往西藏洛隆传拓当地石刻，

共同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的五位老师及协助我们工作的当地同事。在洛隆期间，虽受

高原反应、盘山晕车等的困扰，但工作团队配合无间，互帮互助，氛围融洽，组织者的悉心照

顾、当地居民的善良热情、壮美的山河景色都让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在洛隆期间每日睡前

用手机记录当天所见所闻，如流水账一般，今日看来依然历历在目，很怀念这个美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