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雪域
2024年 10月 22日 星期二

主编：杨念黎 责编：央拉 张珊珊 美编：周科6 邮箱：xzrbzks@163.com

藏族诗人阿顿·华多太有诗写道：

假如我是一粒青稞

于所到之处，秉持与众不同

成为族人路途的一个标签

祖先留下的沃土，是我生长的地方

青稞是养育和造就高原民族的

农作物，在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里，

青稞总会或多或少被提及。

作家阿来曾说，青稞是一种独特

的植物，生命力顽强，不断向高海拔

进取。如果要赋予它某种象征意义

的话，那就是高原人民的生命力。

在青海籍藏族作家龙仁青的一

篇《斯巴也许是盘古》的文章中，提到

故乡的一块青稞地。对故乡的人而

言，那块青稞地是无奈的随遇而安，

又不断孕育着对生命的希冀。

他 写 道 ：“ 河 对 岸 有 一 块 青 稞

地 ，那 是 村 里 唯 一 能 够 种 庄 稼 的 地

方 。 每 每 到 了 四 五 月 ，大 人 们 便 在

那 里 种 上 青 稞 。 如 果 天 年 好 ，到 了

秋 天 青 稞 长 熟 了 ，大 人 们 就 欢 喜 欣

慰，收割了青稞，打碾了，晒干了，分

给各家各户，各家各户便拿回家里，

晾 干 了 ，炒 熟 了 ，磨 成 粉 ，那 就 是 我

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糌粑。如果天

年不好，比如下了冰雹，抑或是青稞

还 一 片 青 绿 的 时 候 来 了 一 场 霜 冻 ，

青稞没长熟，大人们也觉得很正常，

那 也 是 老 天 爷 的 安 排 ，就 把 青 稞 的

秸 秆 收 割 了 ，晾 干 了 ，堆 砌 成 草 垛 ，

等 到 冬 天 缺 少 牧 草 的 时 候 ，留 给 牛

羊 吃 。 所 以 ，大 人 们 好 像 对 那 片 青

稞 地 并 不 上 心 ，很 少 有 大 人 到 那 里

去看那片青稞地。”

湖南籍作家谢宗玉写过一篇名

为《青稞谣》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

里 以 青 稞 为 媒 ，深 入 藏 族 人 民 的 信

仰 与 魂 灵 ，谱 写 了 一 曲 藏 民 族 的 史

诗 。 他 写 道 ：“ 葱 茏 碧 绿 ，柔 弱 纤

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相信，青稞这种植物，能够

在青藏高原存活下来。”

他又写道：“惟一违和的事物，反

倒是青稞了。特别是当海拔越来越

高时，它竟成了绝无仅有的绿色。在

别的植物都够不着的高度，它轻轻松

松、娉娉婷婷、漫不经心地生活。如

果来了风，它还要千娇百媚的样子；

如果抽了穗，它更是要美成伤人心的

妖精。”

不久前，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创作

的《在高原》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 族 文 学 创 作 骏 马 奖 长 篇 小 说 奖 。

而在此之前，尼玛潘多曾以《紫青稞》

命名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

尼玛潘多表示，创作《紫青稞》这

部 小 说 时 ，一 直 找 不 到 一 个 好 的 书

名，她希望这本书的名字有一种类似

图腾的意蕴，象征着顽强不息的生命

力。她说：“这时，青稞进入了我的脑

海，只有这种易栽培、耐寒、耐旱、耐

瘠薄，生育期又短的物种，能表现这

种生命力，因此，我把小说命名为《紫

青稞》，我觉得唯其青稞，才能诠释高

寒的青藏高原所要表达的一切。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青稞就是青藏高原

精气神之源，它已成为藏族人民的精

神图腾。”

走进日喀则市定结县扎西岗乡高

产高效良种田，一望无际的青稞田在

秋风吹拂下，金黄的青稞麦穗此起彼

伏，掀起阵阵麦浪。

近年来，扎西岗乡高度重视农业

发展，持续加大良种推广力度和优质

品种基地建设工作，以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以良田为基

础、以良种为保障、以良机为手段、以

良技为依托、以良法为支撑、以良制为

纽带，持续推广优良作物品种、发展连

片高产示范田，努力将扎西岗乡打造

成定结县“农产品主产区”和“北部现

代农牧业示范乡”。

“这高标准农田真像样，旱涝都不

怕，丰收准没跑！”扎西岗乡种植户贡

嘎次仁连连称赞，“自从建成高标准农

田后，土地平整了、道路通畅了、水渠

顺畅了，旱能灌、涝能排，种植的青稞、

油菜和土豆产量也越来越稳定了。”

好田地才能种出好庄稼。扎西岗

乡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通过一

系列措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土地平整、土壤

肥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生态良好、

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抗灾能力强的目

标，提升耕地质量，为粮食高产稳产打

牢 基 础 ，为 粮 食 安 全 再 上 一 道“ 保

险”。目前，扎西岗乡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 3025 亩，计划在 2025 年再实施 1578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同时，扎西岗乡农牧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考虑品种特性、种植模式、种植

技术、本地实际等多种因素，将藏青

2000、喜拉 22 号、喜拉 23 号等高产品

种作为大力主推的作物良种，并通过

大力发展种子良田，建成一级种子田

200 亩、二级种子田 605 亩，为全乡农

业发展、作物单产提升行动筑牢优质

种源保障。

“ 现 在 有 了 机 械 设 备 的 投 入 ，我

们种地轻松了，粮食产量增多了，日

子肯定越过越好。”扎西岗乡仲康村

金穗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白玛多

杰高兴地说。

良机添动力，丰收有底气。扎西

岗乡不断落实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

策，鼓励村集体和群众购置农业机械，

提高农业机械使用率，陆续成立了定

结普嘎嘛农业施工机械专业合作社、

定结县扎西岗乡农业机械化增收脱贫

专业合作社、定结县夏酥热农机焊接

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定结吉落农机

维修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家涵盖农机

运营、出租、维修等业务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2024 年试点全程机械播种良田

面积约 236亩。

此外，扎西岗乡持续选优配强基

层科技特派员队伍力量，通过采取课

堂教学、异地研学、实践操作等多种形

式分产业、分层次开展农技员知识更

新培训，培养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

通、服务优良、作风扎实的基层农技推

广队伍，为全乡群众提供推广高产优

质作物新品种、指导种植户合理选择

品种、鼓励和引导农户科学积造农家

肥提高牲畜粪便、草木灰等使用效率

等精细化、标准化、全方位的农业科技

服务，将农技服务直接送到田间地头，

实现了农技服务的全覆盖和精准化。

集 成 良 法 ，实 施 绿 色 增 粮“ 新 方

案”。扎西岗乡以提升主要粮油作物

单产水平为目标，从“统一地块、统一

种子精选包衣、统一供种、统一播种、

统一灌溉、统一防治病虫草害、统一

去杂去劣保纯、统一收储标准”入手，

为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制定“组

合方案”。扎西岗乡农牧综合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指导种植户在种植方法

上进行不同密度的栽植，寻找产量最

大化的种植区间；在田间管理上，采

取 了“适 度 增 密 +适 时 补 灌 +水 肥 一

体”技术，精准施肥，节水节肥，省时

省工，改善土壤环境；在种植机械化

上，试验了中型、小型收获机的不同

适应性；在耕制模式上，试点推广了

“一村一品种”大面积优势种植、青稞

—油菜—豌豆轮作、萝卜—土豆混作

等耕制模式，以达到平衡土壤养分、

提高土地和光能的利用率、减少病虫

害的发生等目的。2024 年全乡良种

推 广 面 积 增 长 12.44% ，达 到 3470.43

亩，田管措施到位，总体长势良好，增

产趋势明显。

一直以来，扎西岗乡高度重视全

乡农业工作，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带头

主抓，制定年度农牧业工作方案，积

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通过

开展青稞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现场

集中观摩活动，搭建起科技推广、合

作 社 、种 植 户 有 效 沟 通 的 平 台 和 桥

梁 ，引 导 全 乡 农 民 科 学 选 用 优 良 品

种、先进实用技术、先进智能化农机

设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良田、良

种、良机、良技、良法、良制的有机融

合，为粮食生产注入新动能。目前，

扎西岗乡拥有农业种植、农机运维、

农产品加工等各类合作社 9 家，一级、

二级种子田基地 805 亩，逐步实现从

育种、耕作、种植、施肥、采收、晾晒、

加 工 、出 售 全 流 程 的 精 细 化 指 导 管

理。实现了连续两年青稞种子出售

额增长，为群众增收 30 多万元，增加

村集体合作社收入 8 万余元。

文学里的“青稞”
本报记者 晓勇

扎西岗:青稞地里话“丰”年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从一粒青稞寻觅故乡
本报记者 晓勇

从 一 粒 青

稞 寻 觅 故 乡 ，

大约是世居青

藏 高 原 的 民 族

共通的情结。

在青藏高原，自古以来，便有栽培

青稞的悠久历史。

作 为 青 藏 高 原 最 主 要 的 粮 食 作

物，青稞是大麦的一种，因籽粒裸露，

又称为裸大麦。在西藏，庆喜、过年、

祈 福 ，都 少 不 了 青 稞 。 青 稞 抗 旱 抗

风、耐寒耐瘠，能适应海拔 1500 米到

4800 米的地区，可抵抗零下 6 摄氏度

的极寒。一般一年一熟，在海拔 3200

米 以 下 ，水 分 阳 光 充 足 ，可 一 年 两

熟。生育期比小麦、大豆都短，最短

百天便可收割。

在被誉为“西藏第一座宫殿”的雍

布拉康的山脚下，有“第一块农田”遗

址——萨日索当。历经历史涤荡，这

里也只有不太明显的遗迹和一块石碑

有迹可循。历史中，萨日索当开启的

是西藏的农耕历史；而在藏族群众心

中，萨日索当养育了他们共同的祖先，

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更让他们对这片

土地万分崇敬。相传在很久以前，神

猴与罗刹女曾在这一地域结合生出六

只小猕猴，繁衍生息。但此时野果已

吃尽，又无其它食物果腹，父亲神猴请

求上天赐食，上天便将天生五谷：青

稞、小麦、豆子、荞麦、油菜的种子给了

神猴，神猴带着五谷回到贡布日山脚

耕种。五谷丰收后，神猴对着子孙喊：

“索当，索当！”（意为“吃吧，吃吧”）于

是有了第一块农田萨日索当。后来，

依赖萨日索当长大的猕猴逐渐繁衍成

人，成为藏族的祖先。

这块“西藏第一块农田”，承载着

雪域高原社会发展过程的印记，藏族

先民们开始耕种、收获、孕育五谷。同

时，也虔诚地敬谢大自然的赐予，藏族

农耕文化也由此发展演变。

为纪念“西藏第一块农田”，每年

春耕时节，雍布拉康山脚下的农民都

会穿着节日盛装，来到萨日索当田间，

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这一传统延续

至今，这也是西藏的开耕起源。

关于青稞的由来和发展，新时代

的考古证实，早在距今 3500年前，居住

在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

已耕种青稞。

1991 年 ，由 自 治 区 文 管 会 文 物

普 查 队 首 次 调 查 发 现 的 昌 果 沟 遗

址 ，是 青 稞 协 同 高 原 人 迈 进 文 明 的

例证之一。

昌果沟遗址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

果沟。昌果沟属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支

沟，海拔约 3750 米，地处雅江北岸，背

靠帕日神山，在江水和冰雪融水的共

同作用下，冲击出的这片开阔之地。

1991 年至 1994 年夏，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

自治区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察队，对昌

果沟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共采集遗

物计 1000余件，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

器、陶片等，获得青稞、小麦、豌豆等农

作物及经济作物，以及来自黄河流域

的粟等植物遗存，使得该遗址在东西

文化交流及农作物传播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

在昌果沟遗址灰坑内，考古工作

者一共搜集出土大约 3000余粒青稞碳

化粒。经测定，这些青稞碳化粒属新

石器时代末期，距今 3500年左右。

曾在 90 年代两度参与山南昌果

沟遗址农作物遗存考察的考古专家、

西南大学农业考古学教授傅大雄指

出，昌果沟遗址出土的 3000 多粒青稞

碳 化 粒 全 部 是 单 一 的 、纯 净 的 裸 大

麦，和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栽培的青稞

是一致的。

2014 年，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廓雄

遗址再次发现了青稞碳化物，这意味

着在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已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原种植青稞。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早期

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们在物种的选

择、培育、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极

大的聪明才智，从引进少水抗旱能力

极强的粟作，到更大范围传播和种植

大麦品种之一的青稞，人们在高寒条

件下最终确立了以青稞为主食、辅之

以豌豆、小麦等作物的农作物体系。

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千余年来，

农耕文化成为西藏文化的重要内容，

每年春耕时节，雅砻河谷柳枝吐芽、田

野苏醒。按照藏族天文历算，西藏农

田开耕的日子总在某个初春的清晨。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分时节人

们便会在开耕节举行开耕仪式。这一

天，人们身着盛装，在袅袅桑烟中，以

二牛抬杠的传统方式，进行春耕破土

“第一犁”，撒下第一粒种子，祈愿一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开耕节寄托着

人们对大自然信仰的敬畏，更寄托了

一年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喜悦和

满足。

在高原，农民总是带着满腔的热

忱与希望，在田野里默默劳作，并持续

到青稞丰收的金秋时节。开镰收割

前，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和拉萨河两岸

的农村，盛行举办望果节。《西藏风土

志》的作者赤列曲扎认为，望果节形成

于 2000 年前，雅砻部落首领布德贡杰

规定庄稼黄熟之时，属民们要围着庄

稼地转圈祈祷农作物丰收。这一习俗

沿袭至今，众人转田游巡，祈祷丰收。

青稞不但是西藏的第一大粮食作

物，也是融入在藏族人民生活里的文

化，更与藏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青稞经过翻炒、研磨等工序，被制作成

糌粑、面粉、菜籽油等农副产品。直到

现在，对很多藏族家庭来说，青稞磨成

的糌粑，是每日不变的早餐，以青稞为

原料酿出的青稞酒，也是节庆里必不

可少的美酒佳酿。

从一粒粒饱满的青稞觅得故乡，

青稞是青藏高原赋予高原人民的最佳

礼物，这是高原先民在久远年代的智

慧选择，更是青稞在一次次蜕变与艰

难迁徙的过程里，选择了同样具备坚

韧品质的高原人。

昌都市边坝县金岭乡农民正忙着收割青稞。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晓勇 摄

俯瞰昌都市边坝县金岭乡的青稞地。

那曲市尼玛县文布乡文布南村的青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