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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年前，陆续从郭净先生那里收到他发来的《漂流客》电子刊物中《雪山之书》各篇章的电子文
稿，甚是欣喜。
一读之下，其精彩的内容和图片，使我盼望很快能读到下一章节。
很高兴，现在这部书终于完稿了。
读郭净先生的作品，不仅由于其清新流畅的文笔让人感觉亲切自然，而且让我回想起许多家乡有关卡
瓦格博这座雪山和生活在那里乡亲们的故事。
　　我的家乡云南藏族聚居地——迪庆，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边缘交界地带。
它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横断山区，地处藏、汉、彝、傈僳、纳西、怒、独龙等多种文化交汇的民
族走廊。
尽管这里是藏族自治地方，其民族血缘和文化类型，却远比其他藏区都复杂。
郭先生研究的卡瓦格博地区也处在这个范围内。
　　正如郭先生在书中写到的，早在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探险家、植物学家、传教士就曾到这里
考察、采集标本、了解风俗民情、传播宗教。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地区也被卷入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大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土地与山林权属的变更，佛教的恢复，梅里雪山登山事件
，“香格里拉”的再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大量国际项目的进入，有关环保和经济开发的争论⋯⋯　
　在这样一个不同文化广泛接触和融合的时代，卡瓦格博地区淳朴的民风和清净的自然，仍免不了全
球化浪潮的冲刷。
快速发展引起的各种利益纠葛和文化冲突，依然在此得到充分的表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净先生从中国最严重的梅里（卡瓦格博）山难人手，以纪录片拍摄者和文化
研究者的身份，开展长期调查，深入了解当地藏族与环境的关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以及外来
探险与开发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结合的方式，探讨当地人如何与山、与身边的自然打交道，描述了卡瓦格博的
生态环境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
以纪实的方法，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环境历史、传统民间环境保护法则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冲突
、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等等内容。
　　卡瓦格博地区作为全球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一直以来倍受世人的关注，但目前相关
的资料和研究，大都停留在简单的基本情况介绍或单一项目的研究上。
像郭净先生这样以参与性的目光把卡瓦格博地区当地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以当地人的思想
为出发点，进行全面而翔实的研究，是我目前看到的第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不仅填补了该地区的研究空白，而且让外界认识卡瓦格博地区，对其发展、开发的影响将是
不言而喻的。
　　同时，也让我想起在过去十余年时间中与郭先生合作的情形。
他总是背着简单的行囊走村串户、翻山越岭行走在山间。
为了真实记录和观察当地的情况，与村民同吃同住，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村民给他的称呼是“桑匹记者”，而不是外来的“甲”。
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者，把卡瓦格博地区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关怀和思考，自己完全融人那里的生活，
这份情谊和精神我作为当地人深表谢意！
　　章忠云（熙饶桑波）　　2001年9月12日　　（本文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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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瓦格博地区作为全球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一直以来倍受世人的关注，但在这样一
个不同文化广泛接触和融合的时代，卡瓦格博地区淳朴的民风和清净的自然，仍免不了全球化浪潮的
冲刷。
郭净先生背着简单的行囊走村串户、翻山越岭行走在山间。
为了真实记录和观察当地的情况，与村民同吃同住，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村民给他的称呼是“桑匹记者”，而不是外来的“甲”。
在这本《雪山之书》中，郭净先生从中国最严重的梅里（卡瓦格博）山难入手，以纪录片拍摄者和文
化研究者的身份，开展长期调查，深入了解当地藏族与环境的关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以及外
来探险与开发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雪山之书》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结合的方式，探讨当地人如何与山、与身边的自然打交道，
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
以纪实的方法，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环境历史、传统民间环境保护法则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冲突
、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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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村民的讲述来看，狼的活动范围不止限于山上，夜里还到村庄周围，甚至进到村里。
罗布江措有一次坐车经过澜沧江边的大桥时，见到狼跑过去。
然而，狼虽然活动频繁，亲眼见过狼的人却不多。
　　奇怪的是，卡瓦格博地区出现狼的历史并不长。
贾都说，在他的记忆中，30岁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狼。
他30岁以后，在斯农村公所工作，狼就出现了。
他说时间大概是1995年。
农技员小林则说，他还没出生以前，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当村有个小队的队长去打狼，反而被狼咬
伤了。
但他也认为，直到1990年左右，狼才多起来。
到1997年，狼的危害已经遍及山下的许多村庄，西当、明永、斯农等村子每天有六七只羊子被咬，年
年都有上百只牲口被狼咬死咬伤。
村医肖虎说，现在村民绵羊都不敢放，以前羊子都放在山上，现在只能在羊圈里关着。
抓不着绵羊，狼便开始向耕牛进攻了。
　　狼为什么会忽然大批出现？
当地人有各种说法。
有的干部讲，以前澜沧江上只有溜索，江两边的动物不能越过急流到对岸去。
大约在20世纪80～90年代，政府在布村和西当两处先后建了一座水泥大桥和一座吊桥，在方便了行人
的同时，也给狼群的流动提供了便利。
据说开始来的狼只有两只，现在这附近一带都是狼。
　　有资料介绍，过去狼主要活动在中甸以及澜沧江的东边。
迪庆州志办的刘群老师年轻时放过牛，很熟悉狼的情况。
他说，那时中甸有很多狼，一群群的，像狗一样。
它们先在牛群附近玩耍，你咬我，我咬你，玩着玩着，忽然跑上来逗一头牛。
冲上去，逃走，又冲上去，又逃走，把牛逗得渐渐离开牛群，然后一群地扑上去，把这头牛和牛群隔
开。
接着，几只狼在前面，引得牛左扑右扑，几只忽然从后面跳上牛背，钻进牛的肛门，把内脏掏出吃掉
。
有经验的公牦牛会把屁股靠着一块石头，让狼无法从后面攻击。
　　他说的故事，和云南古代青铜器表现的情形一模一样。
我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有机会见到滇王国墓葬出土的“牛虎铜案”，这是国宝级的文物。
它的造型是一只豹子（或老虎？
）蹿上一头母牛的后背，而母牛腹下正护着一头小牛。
云南许多地方都传说有一种又像豹子又像狼的猛兽，会用这种古老的方法袭击家畜。
　　因为修桥把狼引来，是一种实际的解释。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就有点离奇，却有更多的村民相信。
那说法是：狼的猖狂，是连续多年登山活动造成的后果。
那天白玛都吉回答和建华的问题，就说了这样的话：　　问：出去这么一小段路就有狼啊？
过去藏族人不打狼吗？
　　答：狼以前没有，这几年才出现的。
狼是日本人带来的，跟着他们进了我们的村子。
　　问：日本人听到这样的话会很奇怪吧？
日本人还信佛教。
　　答：日本登山队带来的灾害很多，他们攀登卡瓦格博那年，闹雪灾，我们认为是日本人带来的，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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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1995年雪灾，损失很严重，西当村闹雪灾时，麦子已经长高，雪有那么厚。
卡瓦格博就发怒了。
他发脾气，怪日本人随便爬到我的头上，在我的身上随便爬。
他们来登山后狼就多了。
　　问：恐怕不是这样吧？
狼是从哪边来的？
从西藏那边？
　　答：是从维西和夏若地方来的。
自从登山队来登我们的卡瓦格博，狼活动得太猖狂了。
　　问：它们怎么过澜沧江的？
　　答：江上有桥，也和我们的神山有关系。
卡瓦格博来报复就可怕了。
　　白玛都吉的话，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看法，即登山以后，各种灾祸都冒了出来，除了狼灾，还有
水灾、风灾、雪灾、泥石流等等。
　　2000年10月17日早晨，我跟随一支十多人的考察队从雨崩村出发，前往笑农牛场所在的山谷。
这支队伍中有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请来的几位专家，目的是了解当地藏族神山信仰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爬上一个山口，向导阿南主就让我们往下看：　　卡瓦格博主峰左侧山脚下，
展开一片平坦的草坝，坝子里和周围的山上，散布着一丛丛暗绿的高山针叶林。
他指点着草坝告诉我们，1990年和1996年登山队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所以从此那里就叫大本营了：
　　村子到大本营，家家户户都要送东西去的。
大本营那里有股水，过来是个草坝，每家都有牛棚。
登山队从有泥石流的那个地方上去，爬到垭口。
冰川平平的那里，是一号营地的位置。
上去有块黑色的岩石，是二号营地。
他们来了好几年，年年都在那里住。
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忽然讲起了与登山有关的一次泥石流：　　泥石流是登山最后登不上去那年
，1996年发生的。
那个时候登山队刚撤回去，离开15天，我们村子里就听见放炮一样“噔⋯⋯”的响声。
上村队长的哥哥把打酥油茶的桶桶忘在牛棚里，他去（牛场）看看，到那里，发现牛棚和树子全部倒
完了，是泥石流冲下来搞的。
他们来登山，影响着神山，就有灾情了。
我们老人讲，泥石流冲下来把树子推倒，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里从来没有泥石流。
这个山是相当绿荫荫的。
那次，几千棵树子全部倒了，泥石流从那边冲过来，牛棚、树林全部冲完掉，一直冲到上坡有个树林
的地方。
　　我们从山口下去，到一号营地的位置四处查看，只见一片一片的枯树干悄无声息地直立着，使整
个山谷充满阴森森的气氛。
阿南主说：面前那座山是卡瓦格博的警卫员，叫赞玛协瓦多吉。
幸而登山队15天以前就撤走了，不然碰上这场泥石流把大本营的人埋葬，又会发生_1991年三号营地被
埋那样的事情。
　　农技员小林也说：　　这几年的灾害太突出了，去年雨少，小春旱灾。
现在气候是在不断恶化，该下雨不下雨，不该下么连续下雨，还造成洪灾。
老百姓都说是和登山有关系，登山队来么不下雨了，我倒不觉得，但具体原因不清楚。
　　他认为按科学的解释，德钦县境内从燕门乡到云岭乡、佛山乡，再到接近西藏盐井的澜沧江一线
，是云南省最干旱的地带，江边峡谷的山坡光秃秃的，种庄稼全靠水沟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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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沟、有绿洲的地方水比较多，植被也比较好。
像尼农等没水源的村子，得靠水沟从西当引水过来，存在水窖里，仅供人畜饮用。
田地只能保证白天灌溉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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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真实记录和观察藏族当地的情况，郭净先生背着简单的行囊走村串户、翻山越岭行走在山间
。
以纪录片拍摄者和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开展长期调查，深入了解当地藏族与环境的关系，了解他们的
生活和信仰，以及外来探险与开发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雪山之书》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结合的方式，探讨当地人如何与山、与身边的自然打交道，
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
以纪实的方法，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环境历史、传统民间环境保护法则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冲突
、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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