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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

一

个延续两千年的 民族协作传统

成 都 在 汉 藏 民 族 交往 中 的 地位 与 特 点
？

石 硕

［
摘要

］ 成 都 自 来是 汉 藏 民 族 交 往 的 重 要枢 纽
，
深 受 藏 族 民 众 的 认 同 与 青 睐 。 文 章 对 史 籍 所 载 汉代

以 来 岷 江 上 游人群季 节 性
“

入蜀 为 佣
”

的传 统进行 了 探讨 。 文 章 发 现 ，
岷 江 上 游 人群季 节 性

“

入蜀

为 佣
”

的 传 统 民 国 时 期 仍 然存在
，
并 已 延 续 了 两 千 多 年 。 根本原 因 是

，
传 统农 业 时代 成 都 平 原 居 民

主 要 靠 凿 井取水
，
但 成 都 为 冲 积平 原

，
其 泥沙 夹 卵 石 的 特殊 地层 对砌 筑 井 壁提 出 了 极 高 的 技术要 求 。

岷 江 上游冉驍夷 （ 今 嘉绒 藏族先 民 ） 自 汉代起就有建造
“

邛 笼
”

（ 碉 楼 ） 的 传 统和 精 湛 的 砌 石 绝 技
，

两 千 多 年来
，
他 们 正 是 凭借精湛 的 砌 石 绝技 到 成 都 平 原 从 事

“

汉 匠 不 能
”

的 凿 井砌 壁 工 作 。 这 一延

续 两千 多 年 的 汉 藏 民 族 协作传 统
，
不仅造就 成 都

“

友 善包 容
”

的 性格
，
也使 当 今 成 都 日 益 成 为 各 民

族和 谐 交 融 的 共 享 之城 。

［ 关键词 ］ 成 都
；

入蜀 为 佣
；
砌 石 绝技

；
碉楼

；
民 族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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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因为做藏学研究
，
结识一些藏族朋友 。 不少西藏的藏族朋友告诉我 ，

他们到北京等地 出差办

事
，
只要 回 到成都

，
就像 回 到家一样

，
有一种亲切感 。 进

一步询 问原 因
，
回答林林总总

，
不外乎有

这样几个理 由 ：

１ ． 成都人不欺生
，
待人热情友善

，
无论是到面馆吃面

，
还是问个路什么 的

，
总是很

热情 。 不会因服饰和语言显示你是藏族人而有任何歧视 。
２ ． 他们在成都大多有亲戚朋友或熟人

，
这

颇能让他们对成都这座城市产生一种亲近感 。
３ ． 成都东西好吃 、 种类多 ，

物价不贵 （
以 西藏为参

① 本文系 中 央 四部委批准设立
“

四川大学铸牢 中华 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

专项研究成果
，
作者为基地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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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
物品丰富

，
应有尽有

，
生活舒适方便 。

４ ． 成都是入藏 门 户
，
坐不 到两个小时飞机就 回 家 了

，

所以
，
回 到成都就像到 了家 门 口

一样 。 这是我所接触 的藏族朋友对成都带有普遍性 的 印象和认识 。

我有一些来 自西藏的藏族学生
，
他们告诉我

，
近些年

，
西藏尤其是拉萨的藏族人在成都买房的很多

，

他们也开始过上
“

候鸟型
”

的生活
，
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

，
成都气候较西藏温暖

，
于是全家到成都

生活一段时间
，
也享受一下大都市 的繁华生活 。 开春后尤其是天气

一天天炎热 以后
，
他们又返 回西

藏 。 这些都是悄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 。 只是我们平时不太 留意罢 了 。 成都市人 民政府在概括成

都
“

天府文化
”

特点时
，
提炼 出 成都 的一个重要特点

“

友善包容
”

。 从 以上藏族朋友对成都 的 印

象看
，
这还真不是成都人的 自 封和 自 夸

，
而是很客观 、 很贴切并受到周边地区及 民族普遍认 同 的

特点 。 那么 ，
成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与传统 ？ 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探究 。 对

一座城市而言
，

一个传统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
，
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的事

，
往往需要漫长 的历史积淀 。 由 此

，
我想

到一个事件
，

一个发生在成都的延续两千多年的汉藏协作 的案例 。 本文拟对此案例作
一分析讨论 。

虽不能说此案例就是成都
“

友善包容
”

特点与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
但透过此案例

，
或许能帮助

我们认识成都这座对青藏高原地区有巨大辐射力 的大型城市
，
在汉藏 民族传统交往 中 的地位与作用

之一斑 。

一

、 民族学家马长寿揭晓两千年
“

谜底
”

古代遗留下来有关成都的记载
，
最丰富 、 最具史料价值的史籍

，
无疑要算 《华 阳 国志 》 。 《华 阳

国志 》 按地方志体例撰写 ，
是中 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
可谓 中 国地方志的

“

鼻祖
”

。

？
《华 阳 国志 ？

蜀志 》 对蜀地的记载尤为丰富 、 翔实
，
目 前我们对公元前 ３ １ ６ 年秦灭蜀 以前古蜀 国 的情况

，
尤其对

“

开国何茫然
”

的古蜀 国先王世系 的 了解和认识
，
均来 自 《华 阳 国志 》 。 新近三星堆发掘取得的

一

系

列令世人惊异的考古发现
，
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认识

，
均有赖于 《华阳 国志 》 提供的重要背景和线索 。

《华阳 国志 》 成书于晋代 ，
作者常璩是蜀人

，
是东晋时蜀郡江原人 （ 即今成都附近之崇州 ） 。 史

载他撰著 《华阳 国志 》 时 ，
曾

“

遍读先世遗书
”

，
尤谙熟蜀地及西南之地理 、 历史及风土社会 。

② 我

们现在所知 晓的
“

成都
”

这一地名三千多年不变
，
其依据正是 《华阳 国志 》 。 所 以

， 《华 阳 国志 》 对

我们认识和 了解成都的历史
，
是一部极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史书 。

《华阳 国志 ？ 蜀志 》 记叙成都时 ，
提及位于蜀之西 （ 即成都之西 ） 岷江上游

“

汶 山郡
”

时
，
有

一条重要记载 ：

夷人冬 则 避寒入蜀
，
庸 赁 自 食

，
夏 则 避暑反 落

，
岁 以 为 常 。

＠

“

汶山郡
”

是汉武帝元鼎六年 （ 公元前 １ １ １ 年 ） 设置的
一个郡

，
主要在岷江上游地区

，
郡治在今

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茂县县城一带 。 这条记载说
，
岷江上游

“

汶 山 郡
”

的
“

夷人
”

冬天
“

避寒入

蜀
，
庸赁 自食

”

，

“

夏则避暑反落
，
岁 以为常

”

。 《华阳 国志 》 这条记载 ，
被南朝刘宋时范晔所撰 《后

汉书 》 完全采纳 。 《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记 ：

（ 冉驍 ） 夷人冬 则 避寒
，

入蜀 为 佣
，
夏 则 违暑

，
反其众 邑 。

④

①刘琳 ： 《 〈 华 阳 国 志 〉 简论 》 ， 《 四川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Ｉ ９ ７ ９ 年第 ２ 期

，
第 ８ ２ 页

② ［ 晋 ］ 常璩著 ，
任乃强校注 ： 《 〈 华 阳 国志 〉 校补 图注 ？ 前言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７ 年
，
第 １ 页

③ ［ 晋 ］ 常璩著 ，
任乃强校注 ： 《 〈 华 阳 国志 〉 校补 图注 》 卷 ３

《 蜀 志 》 ，
第 １ ８４ １ ８ ５ 页

④ 《 后汉书 》 卷 ８ ６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６ ５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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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
，
我们可 以得 出两个认识 ： 第一

， 《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的记载完全

是源 自 《华 阳 国志 》 ；
第二

，

二者均记载岷江上游夷人
“

冬则避寒入蜀
”

，

“

夏则避暑反落
”

，
均称

“

入蜀为佣
”“

庸赁 自食
”

。 但他们
“

庸赁 自食
”

和
“

入蜀为佣
”

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 ？ 入蜀后他们具

体做什么工作
，
记载中却只字未提 。 检阅其他史籍和相关研究发现 ， 《华 阳 国志 》 和 《后汉 书 》 这

两条记载
，
在两千多年中并未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 。

东汉时期岷江上游
“

夷人
” “

入蜀为佣
” “

庸赁 自 食
”

到底是从事什么营生 ？ 这个谜底最终揭

晓
，
是在两千多年后 的 ２０ 世纪上半叶 。 揭 晓此谜底 的 ，

是我 国著名 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 。
１ ９３６

１ ９４２ 年
，
马长寿多次深入岷江上游嘉绒地区进行 田 野调查 。

① 此后
，
因抗战和参与筹建中 央博物院

工作而滞 留 于成都
，
并于成都居住 。

？ 这使马长寿不仅对岷江上游嘉绒藏族情况有深入 了解
，
也对成

都较为熟悉 。 基于此背景 ，
马长寿在撰著 《嘉绒民族社会史 》 中 专 门提及 了嘉绒人

“

入蜀为佣
”

之情形 ：

汉 佣 之 制
，

“

夷人冬 则 避寒 入蜀 为 佣
，
夏 则 违暑 返其 邑 。

”

此说 常 璩 《 蜀 志 》 亦 言 之 。

今 曰 嘉 戎 尚 多 如 此 。 每年秋 后
，
嘉 戎 之 民

，
褐 衣 左 袒

，
毳 冠 佩 刀

，
背 绳 负 锤

，
出 灌 县 西 来

成 都 平 原 。 询 之
，
皆 为 汉人作 临 时 佣 工 也 。 其 中 虽 有 黑 水 羌 民

，
然 为 数 无 多 。 按 嘉 戎 佣 工

精 二术
，
莫 与 来者 ：

一

为 凿 井
，

一

为 砌 壁 。 成 都 、 崇 庆 、 郫 、 灌 之 井
，
大 都 为 此 辈 凿 成 。

盖成 都 平原
，

土质甚 厚 。 井 浅 则 易 淤
，
以 深 为 佳 。 汉 工 淘 凿 无 此 勇 毅 。 故 须 嘉 戎 任 之

，
砌

壁更 为 此族 绝 技 。

… … 所砌 壁
，
坚 固 整齐 。 如笔 削 然

，

汉 匠 不 能 也 。

④

这段记叙非常重要
，
其突 出价值有 以下四点 ：

１ ． 确 凿证明 至 １ ９４０ 年代
，

岷江上游的人季节性到 成都做佣 工 的 情形仍 然延续 从文 中
“

询之
”

一语可知
，
马长寿不仅 目 睹这些到成都做佣工的人

，

且对其进行过询 问
，
得知他们是

“

为汉人作临

时佣工
”

。

２ ． 首次 明 确
“

入 蜀 为 佣
”

者是岷江上游的 嘉絨藏人 马长寿刚对岷江上游嘉绒地区进行过为期

半年的详细调查
，
所以对于这些人是嘉绒藏人十分肯定 。 指 出 他们 中

“

虽有黑水羌 民
，
然为数无

多
”

。 澄清 了过去多 以到成都做佣工的人群是羌族的误解 。

？

３ ． 首次 明 确嘉絨藏人到 成都所做佣 工是
“

凿 井
” “

砌壁
”

如果说我们对 《华 阳 国志 》 和 《后

汉书 》 所记岷江上游
“

夷人
”“

入蜀为佣
”

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
， 那么 ，

马长寿这段记叙则提供 了

明确答案 ：

“
一

为凿井
，

一

为砌壁 。

”

故他们的行头也相对简单 ：

“

毳冠佩刀
，
背绳负锤 。

”

４ ． 马 长 寿十分肯定
，

１ ９４〇 年代嘉絨人季节性到 成都做佣 工正是 《 华 阳 国 志 》 和 《后 汉书 》 所记

岷江上游
“

夷人
”“

入 萄 为 佣
”

的 延续 马长寿为著名 民族学家
，
尤 以 民族史研究见长

，
谙熟 民族

史料 。 这段记述中 ，
他一开始即引用 《华 阳 国志 》 和 《后汉书 》 关于岷江上游

“

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①王欣 ： 《 马长寿先生 的川康 民族考察 》 ， 《 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 》 ２〇 ｉ ３ 年第 ４ 期
，
第 ｍ ｉ ４ ５ 页

② 王欣
： 《 马长寿先生与 中央博物 院 （ 下 ） 》 ， 《 西北 民族论丛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Ｉ ９４ ２ ｉ ｓ 页

③ 马长寿 ： 《嘉绒 民族社会史 》 ，

原载 于 《 民族学研究集 刊 》 Ｉ ９４４ 年第 ４ 期
，

收人 马长 寿著
，

周伟洲 编 ： 《 马长 寿 民族学论

集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３ 年

④ 马长寿 ： 《嘉绒 民族社会史 》 ，

载马长寿著
，

周伟洲 编 ： 《 马长寿 民族学论集 》 ，
第 １ ２９ 页

⑤ 任乃强在 《 〈 华 阳 国志 〉 校补 图注 》 记 ：

“

茂汶羌 民
，

直至清末 民初
，

犹有多男女结对人成都平原及川北各地卖药 、 打井及

佣 力者 参见 ［ 晋 ］ 常璩著
，
任乃强校注 ： 《 〈 华 阳 国志 〉 校补 图注 》 卷 ３

《蜀 志 》 ，
第 １的 页 冯汉骥也认为来成都打井 的人群主

要是羌人 冯汉骥 ： 《 禹生石纽辨 》 ， 《 川大史学 ？ 冯汉骥卷 》 ，

成都 ：
四川 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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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佣
，
夏则违暑返其邑

”

的记载
，
接着即指 出

“

今 日 嘉戎 尚 多如此
”

。 这意味着 ，
马长寿十分确定

，

每年秋后嘉绒藏人来成都
“

凿井
” “

砌壁
”

这一传统
，

正是史籍所载岷江上游夷人
“

入蜀为佣
”

传

统的延续 。

综上所述
，
马长寿这段叙述

，
揭开 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但却在成都居 民生活 中鲜活存在的事实 ：

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延续两千多年的
“

入蜀为佣
”

传统 。

二
、 嘉绒藏族

“

入蜀为佣
”

传统何以延续两千年

综上所述
，
岷江上游地区嘉绒藏族冬季

“

入蜀 为佣
”

，
从事

“

凿井 、 砌壁
”

之佣工
，
夏季不耐

暑热而返 回聚邑 的传统
，
从汉代起一直延续到 了 民国时期

，
延绵 了两千多年

，
真可谓源远流长 。

我们不禁要问
，
是什么 因素使岷江上游人群

“

入蜀为佣
”

的传统能延续两千余年 ？ 产生这一传

统的机制与 内涵是什么 ？

很显然
，
这一传统得以产生并延续两千余年

，
必有其特殊 的机制与 内涵 。 从诸多线索看 ，

这是

一个民族之间相互协作的传统
，
这一协作传统之所 以产生并源远流长

，
其核心机制应是成都平原地

区居民在凿井取水上的需求
，
同岷江上游地区嘉绒藏族在

“

凿井
”“

砌壁
”

上特殊技能的有机结合 。

大体来说
，
该传统的形成主要 由两方面因素所造成 ：

第一
，
在传统农业时代

，
成都居民 日 常饮用水主要靠凿井取水

，
但成都平原是一个 巨大的冲积

平原
，
其泥沙夹卵石的特殊地质结构对凿井提出 了极高的技术要求 。

富饶且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
，
是数千万年 以来在来 自 青藏高原的岷江 、 沱江等河流冲击下形成

的 巨大冲积平原 。

？ 在这样的冲积平原地区
，
几乎没有任何山泉水可 以利用 。 唯

一

的取水方式
，
就是

凿井取地下水 。 所以 ，
在没有 自来水 以前的漫长的传统农业时代

，
成都平原居 民 日 常生活所需饮用

水主要依靠地下水
，
故凿井取水

，
成为成都平原居 民 日 常生活的一件大事 。 但是 ，

由 于成都平原的

地层主要是泥沙夹卵石的地质结构
，
在这样的地质结构下凿井取水

，
如果井打得浅

，
很容易被地层

中渗 出 的泥沙所淤积
，
井的寿命会很短 。 如马长寿所言 ：

“

盖成都平原
，

土质甚厚 。 井浅则易淤 ，
以

深为佳 。

”

？ 因此
，
过去成都的井

，
主要是深井 。 今成都市正通顺街原 巴金故居附近

，
尚有一 口 作为

文物遗迹保留下来的井
，
名 曰

“

双眼井
”

。 井 口 的直径不大
，
大约不到 １ 米

，
但是井的深度却令人咋

舌 至少有 １ ０ 米 。 要把井打得深 ，
就面临一个很大难题

，
由 于泥沙夹卵石的地质结构

，
井如果打

得很深
，
井壁很容易垮塌 。 所以 ，

如何在打深井的情况下能够砌 出 坚 固 、 结实的井壁 ，
就成为成都

平原打一 口井成功与否的关键 。

第二
，

至汉代以来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及其先民拥有建造碉楼的精湛砌石绝技 。

《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在记载东汉时岷江上游冉驗夷时云 ：

冉越夷者
，
武帝所开

，

元 鼎 六年 以 为 汶 山 郡 。

… …

皆依 山 居止
，
累 石 为 室

，
高 者 至 十

余丈
，
为 邛 笼 。

这里所说
“

累石为室
，
高者至十余丈

”

的
“

邛笼
”

，

正是今广泛分布于嘉绒地区 的碉楼 。

＠ 这也

①钱洪 、 唐荣 昌
： 《 成都平原 的形成与演化 》 ， 《 四川地震 》 Ｉ＂ ７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页

② 马长寿 ： 《嘉绒 民族社会史 》 ，

载马长寿著
，

周伟洲 编 ： 《 马长寿 民族学论集 》 ，
第 １ ２９ 页

③ 石硕
： 《

“

邦笼
”

解读 》 ， 《 民族研究 》 ２〇 １ 〇 年第 ６ 期
，
第 犯 １ 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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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文史籍中最早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记载 。 此记载说明 ，

至少东汉时期岷江上游 的冉驗夷 已有建

碉楼的传统
，
当然也产生 了与之相应的砌石技术 。 需要注意的是 ， 《华 阳 国志 》 和 《后汉书 》 所记

“

入蜀为佣
”

者
，
均是在

“

汶山郡
”

的条 目 下 。

？ 史籍也明确记载
，
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驗夷地界设

“

汶山郡
”

。

② 既然 《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 》 明确记载
，
建

“

累石为室
，
高者至十余丈

”

之
“

邛

笼
”

的正是冉驗夷
，
则当时岷江上游

“

入蜀为佣
”

者
，

正是有着建
“

邛笼
”

传统的冉驗夷人 。

对
“

入蜀 为佣
”

者是有着建造
“

邛笼
”

传统 的冉驗夷人之事实
，
尚 可 由 以 下两点 得 到有力

印证 ：

其一
，

１ ９４２ 年马长寿通过对嘉绒地区为期半年 的调查
，
进一步确认史籍所载

“

冉驗地理环境
，

与今嘉绒区全合
”

，

＠ 从而得 出
“

古之冉驗
”

即
“

今之嘉绒
”

的认识
，
并确定他们正是建造碉楼的

人群 ：

今四 川 茂 、
汶

、
理三县

，

以岷江为 界
，

自 岷 江 以 东 多 为屋 宇
，

以 西 多 碉楼 。
且愈西 而

碉楼愈 多
，

从杂谷脑至 大 、
小金川

，

凡嘉戎居住之 区
，

无 不 以碉楼 为 其建筑之特征 。
大体

言之
，

调楼的 分布与 嘉戎 的 分布是一致的 。

④

其二
，
笔者在做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整体调查与研究时

，
发现一个重要现象 ： 岷江上游嘉绒藏

族地区是迄今整个青藏高原范围碉楼建造最为普遍的地区 。 嘉绒地区不仅碉楼分布最为密集 ，
也是

数量 、 类型最多的地区 。 从造型上看
，
嘉绒地区碉楼从三角 、 四角 、

五角 、 六角 、
八角 、 十二角 到

十三角均有
，
具备了碉楼的所有类型 。 从功能看 ，

则分别有家碉 、 寨碉 、 战碉 、 经堂碉等 ，
按当地

民间说法还有公碉 、 母碉 、 阴 阳碉 （
风水碉 ） 、 姊妹碉 、 房 中碉等 。

⑤ 从碉楼分布 的密集程度看
，
嘉

绒地区亦堪称青藏高原之最 。 从碉楼数量看 ，
嘉绒地区也是 目 前青藏高原保 留碉楼最多 的地区

，
属

于嘉绒地区的甘孜藏族 自治州丹巴县
，
因保留有碉楼 ５６２ 座

，
被人们誉为

“

千碉之国
”

。

？

综上可 以肯定
， 《华 阳 国志 》 《后汉书 》 所记岷江上游地区季节性

“

入蜀为佣
”

者
，

正是冉驗部

落的夷人 。 从 《后汉书 》 关于
“

邛笼
”

的记载看
，
在东汉时今嘉绒藏族的先 民冉驗人 已经有建碉楼

（

“

邛笼
”

） 的传统 。 要建
“

高者至十余丈
”

的碉楼
，
必有高超的石砌技术 。 至此 ，

我们不难 明 白
，

东汉时岷江上游冉驗夷人是凭借什么样的特殊技能
“

入蜀为佣
”

。 从民 国时马长寿记嘉绒藏族季节性

“

入蜀为佣
”

主要是
“

凿井
”“

砌壁
”

来看
，
他们正是凭借精湛 的石砌绝技

，
从事 与打井相关 的

工作 。

岷江上游地区石砌技术有多厉害
，
对当地砌石绝技作过深入调查的任乃强 曾有如下描述 ：

康番各种工业
，
皆 无足观 。 唯砌乱石 墙之工作独巧 。

“

蛮 寨子
”

高数丈
，
厚数尺之碉

墙
，
什九 皆 用 乱石砌成 。

此等乱石
，
即通常 山坡之破石 乱砾

，

大 小 方 圆
，
并 无定式 。 有专

门砌墙之番
，

不 用 斧凿锤钻
，

但凭双手 一 筐
，
将此等乱石

，
集取

一 处
，

随意砌叠
，

大 小 长

①参见 ［ 晋 ］ 常璩著 ，
任乃 强校注 ： 《 〈 华 阳 国 志 〉 校补 图注 》 卷 ３

《 蜀 志 》 ，
第 １ ８４ 页

； 《 后 汉 书 》 卷 ８ ６
《 南蛮 西 南夷列

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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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 史记 》 卷 １ １ ６
《 西南夷列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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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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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
各得其 宜

；
其缝 隙 用 土 泥调 水填糊

，

太 空 处 支 以 小 石
，

不 引 绳墨
，
能使 圆 如规

，

方如

矩
，
直如 矢

，

垂直地表
，

不 稍倾 畸 。

……此种乱石 高墙
，

且耐久 不 坏……历 经地震 未圯
，

前年丹 巴 大地震
，

仅损上端一 角
，
诚奇技也 。

？

其实
，
在整个川西高原地区

，
不仅仅是碉楼

，
当地高达数层 的 民居建筑等

，
均用乱石块砌成 。

当地工匠
，
诚如任乃强所说 ：

“

随意砌叠
，
大小长短

，
各得其宜

；
其缝隙用土泥调水填糊

，
太空处支

以小石
，
不引绳墨

，
能使圆如规

，
方如矩

，
直如矢

，
垂直地表

，
不稍倾畸 。

” ② 但最能体现精湛石砌

绝技的无疑是碉楼的建造 。 有两个例子可 以 印证当地砌石绝技达到 的精湛程度与水平 。

其一
，
今大渡河上游属于嘉绒地区的金川县马奈镇

，
屹立着一座高达 ４９ ．８ 米的碉楼

，
是迄今青

藏高原地区 留存下来的最高的碉楼
，
号称

“

碉王
”

。 大渡河处于横断山 区鲜水河地质断裂带 ，
是地震

频发区域 。 马尔邦碉王
，
能在此地震断裂带上巍然屹立达数百年

，
足证其精湛砌石绝技非 同寻常 。

其二
，

２００ ８ 年在震惊世界的 ５
．

１ ２ 汶川大地震 中
，
呈现 了一个让人惊异的事实 。 近十余年 ，

随

着旅游业强劲发展
，
为进

一步吸引游客 、 增加人文氛 围
，
人们在一些存在古代碉楼 的景点又新建 了

一些现代碉楼
，
这是现代人用石块砌筑的碉楼 。 但是

，
这一类新造碉楼在 ５ ？１ ２ 大地震 中大多垮塌

；

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
唯古代遗 留下来的碉楼

，
除个别上部受损外

，
则大多完好 。 这充分印证 了任乃

强
“

历经地震未圯
，
前年丹巴大地震

，
仅损上端一角

，
诚奇技也

”

之言 。 也说明在科技十分发达的

今天
，
古人建造碉楼的精湛砌石绝技仍令现代人难以望其项背 。

当地精湛的砌石绝技正是东汉 以来在建碉楼的传统下孕育和发展起来
，
并臻于登峰造极 。 多年

前
，
我在川西高原调查碉楼时

，

一位老人告诉我
，
建碉楼可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

一寨之中或方 圆几

十里 内仅有一两位这样身怀绝技的工匠
，
他们 的绝技大多是父子或师徒相传

，
行 内有很多行规和秘

诀
，
通常要几十年工夫才能学成 。 半个世纪前 ，

康藏研究著名学者任乃强充分意识到 当地石砌绝技

在中 国建筑史上的独特价值与地位
，
将之称作 中 国建筑之

“

叠石奇技
”

。

＠

两千多年前
，
身怀砌石绝技的岷江上游冉驗夷人开始季节性下到成都平原

，
用其精湛砌石绝技

为成都平原居民从事凿井 、 砌壁的工作 。 他们成功解决 了在泥沙夹卵石地层 中开凿深井之难题
，
用

精湛的砌石绝技砌 出深达十余米 、 下大上小的坚 固井壁
，
解决 了成都平原居 民凿井取水之难题 。 正

如马长寿所说
，
他们的砌石绝技为

“

汉 匠不能也
”

。

？ 岷江上游嘉绒藏人季节性来成都平原
“

凿井
”

“

砌壁
”

，
覆盖地域甚广

，
如马长寿所说

“

成都 、 崇庆 、 郫 、 灌之井
，
大都为此辈凿成

”

。

⑤ 这意味着

他们凿井 、 砌壁范围覆盖整个成都平原地区 。 此外 ，
井的使用是有寿命的

，

一

口 井用上数年后
，
其

出水量会下降或渐渐干涸
，
需要进行疏淘

，
或开凿新井 。 当然

，
也不排除他们亦常 以砌壁之绝技为

成都平原居民做地面砌墙之类的工作 。 总之
，
从马长寿记民 国时期嘉绒藏族来成都的行头是

“

毳冠

佩刀
，
背绳负锤

”

看
，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

“

凿井
” “

砌壁
”

。 从
“

褐衣左袒
”

的衣着特征看
，
他们无

疑都是藏族 。

综上所述
，
在成都的发展历史 中

，
存在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汉藏 民族协作传统 。 正是马长寿对

①任乃强著 ，

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 ： 《 西康 图经 ？ 民俗篇 》 ，

拉萨 ：
西藏藏文古籍 出 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２ ５ ２ ２５４ 页

②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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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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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长寿 ： 《嘉绒 民族社会史 》 ，

载马长寿著
，

周伟洲 编 ： 《 马长寿 民族学论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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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时期嘉绒藏人秋后
“

入蜀为佣
”

的记叙
，
为我们揭示 了这段几乎被煙没的历史 。 这段历史清晰

地告诉我们
，
两千多年来

，
岷江上游的嘉绒藏人不仅用他们精湛的砌石绝技建造起众多堪称世界文

化遗产的碉楼 同时也以精湛砌石绝技造福于成都平原居民的凿井取水
，
书写 了汉藏民族协作的佳

话 。 从此意义说 ，
被任乃强称作

“

叠石奇技
”

的精湛砌石绝技
，
其应用范围远不止于岷江上游地区

，

它不仅建造 了 当地众多碉楼
，
也构筑 了两千多年成都平原的地下井壁

，
造福 了成都平原居 民 的饮用

水 。 两千多年来
，
嘉绒藏族 以精湛砌石绝技实际上建造 了两座

“

碉楼
”

，

一是地上碉楼
，

二是成都平

原的
“

地下井壁
”

。
二者有两个共同点

，
均下大上小

，
均为嘉绒藏族及其先民精湛砌石绝技之杰作 。

三
、 当今成都 已成为汉藏等各 民族和谐共享之城

毫无疑问
，
成都居民与岷江上游地区藏族之间这种跨越两千多年 、 源远流长的互助协作传统

，

正是我们理解成都
“

友善包容
”

特点 的重要角度之一 。 这
一互助协作传统

，
不但反映汉藏 民族之间

的彼此需要与协助
，
也蕴含 了汉藏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积淀 。

两千多年过去 了 。 今天
，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

，
我们欣喜地看到

，
成都与青藏高原各

民族之间互助协作的传统
，
仍以新的形式和 内容不断得到延续和扩大 。 例如

，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 的

是
，
在青藏高原地区使用最多 、 最重要 的礼仪商品 哈达

，
绝大部分都是在成都平原的崇州 、 邛

崃等地生产的
，
再发往涉藏五省 区销售 。 此外 ，

再进一步深入 了解
，
我们会发现

，
目 前销往涉藏地

区的许多物品
，
包括藏式图案的地毯 、 各类寺院所需宗教用 品 、 藏式风格 的文案用 品 、

工艺 品 、 旅

游用 品
，
以及藏文书籍及各类印刷 品

，
很多都是在成都平原地区生产

，
再运往青藏高原各地销售 的 。

这些企业的老板
，
绝大部分是来 自 涉藏各地区 的藏族年轻人

，
他们不仅在涉藏地区有广泛 的人脉和

销售渠道
，
同时有很多成都本地汉族朋友作为合伙人 。 我 曾 询 问过其 中一些年轻 民营企业家

，
在成

都地区生产面向涉藏地区销售 的商品有什么优势和好处
，
他们 的 回答虽各有侧重

，
但有一共 同 点

，

都提到一个关键 成都容易聘请到各类专业人才 。 比如
，
很多产 品 的设计和生产环节

，

已经离不

开电脑
，
但在涉藏地区找到 电脑方面 的专业人才就会 困难一些

；
而在成都

，
电脑专业人才不仅多

，

而且水平一流
，
聘请成本也相对低 。 这让我想到 了

一

点
，
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起

，
岷江上游嘉绒藏

族的先民正是凭借建造
“

高者至十余丈
”

的碉楼所练成 的精湛砌石绝技来成都平原
“

凿井
” “

砌

壁
”

，
解决了

“

汉匠不能
”

的深井砌壁难题
，
造福了成都平原的居民

；
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
生产面

向涉藏地区商品 的企业大量落户成都平原
，
同样是要借助成都地区 的技术与人才优势

，
来助推和繁

荣青藏高原地区的商品经济与社会发展
，
造福涉藏地区各族人 民 。 这

一现象蕴含着一个深刻道理
，

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从来就是取长补短 、 优势互补 、 相互需要 、 相互依存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源远流长的互助协作传统 。

事实上
，
在中 国历史上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中

，
各 民族之间在生计即经济上 因相互协作所产生

的共同性至为重要 。

“

民 以食为本
”

，
各民族在经济生活上 的相互联系 、 彼此依存

，
始终是 民族之间

产生凝聚力 、 形成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 内容和主要驱动力 。 马长寿在谈到 民族融合时指 出 ：

“

融合不

但是外表的生活样式的变动
，
更重要的是有着共同经济生活 。

” ？

①青藏高原碉楼 已被 中 国政府正式列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 参见石硕等 ： 《 青藏高原碉楼研究 》 ，
第 ３ 页

② 马长寿 ： 《 乌桓与鲜卑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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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在中 国西部最靠近民族地区 的昆 明 、 成都 、 西宁和兰州 四大省会城市 中

，
成都 已成为 向

民族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辐射力最强 、 影响最大的城市 ，
成为青藏高原地区 以藏族为主的各 民

族选择退养 、 居住 、 就医 、 观光购物 ，
以及年轻人求学 、 创业 ，

实现梦想及享受现代都市生活 的主

要 目 的地 。 成都 出现了 除拉萨之外销售藏式工艺 品 、 宗教用 品 的最大商业街 武侯祠商业街
，
也

形成
“

大分散 、 小聚居
”

的诸多藏族人居住社区
，
如武侯祠 、 双楠 、 茶店子 、 营 门 口 等地

，
青藏高

原地区的藏族人往往按不同地望 、 籍贯结伴居住 。 藏语有卫藏 、 安多和康三大方言 区
，
因成都集 中

了来 自各个方言区的人
，
藏族人内部遂将成都戏称为藏语

“

第 四大方言区
”

。 都江堰成为阿坝藏族羌

族 自治州 的
“

后院
”

，
从阿坝州移居都江堰的人 自 嘲为

“

十三军
”

（ 因阿坝州共有 １ ３ 个县
，
故名 ） ，

当地人也亲切 以此称呼他们
，
此称谓带有 四川人特有 的幽默意味 。 成都双流 （ 原为县 ，

现为
“

双流

区
”

） 因是甘孜藏族 自治州移居成都的集 中居住地
，
甘孜人遂将双流戏称为甘孜州

“

第十九个县
”

。

除此之外
，
在成都周边的温江 、 崇州 、 邛崃 、 郫都等地 ，

都居住着大量来 自 西藏 、 青海 、 甘肃乃至

云南迪庆的藏族人
，
他们往往 以原所在地三五成群集 中购房居住

，
或是选择

“

候鸟型
”

居住模式 。

成都及其周边平原地区之所以受到青藏高原地区 以藏族为主的各 民族青睐
，
成为其退养 、 居住 、 求

学 、 创业 、 就医 ，
乃至观光购物 、 享受现代都市生活 的主要 目 的地

，
除 了气候温暖 、 经济发达 、 生

活舒适等特点外
，
也与成都人 自来乐观幽默

，
对少数民族同胞

“

包容友善
”

的传统密切相关 。 这种

历史传统与人文禀赋
，
使成都受到青藏高原地区 以藏族为主的各 民族高度认同与青睐 。 记得有

一段

时间
，
成都五城区 内 限制外地人购房

，

一位拉萨藏族朋友对此深感遗憾
，
对我说 ：

“

能不能请老师帮

我们呼吁一下
，
很多拉萨家庭听到这个政策深感失望

，
断 了 我们在成都居住和享受现代大都市生活

的梦想 。

”

我 国在民族政策方面一直遵循一个原则
，
即

“

各 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
，
共 同繁荣发展

”

。 各

民族共同奋斗
，
共享社会发展与繁荣成果

，

正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 。

成都平原居民 同青藏高原藏族先民 间延续两千多年的协作互补
，
是 民族

“

共享
”

的
一个典型案

例 。 这是成都
“

包容友善
”

特点形成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同 时也是成都受到青藏高原 以藏族为主的各

民族认同与青睐
，
形成普遍

“

共享
”

的重要缘 由 。

［ 本文责任编辑 王维强 ］

［ 作者简 介 ］
石 硕

，

四 川 大 学 历 史 文 化 学 院 教授
，
长 江 学 者 特 聘教授

，
本 刊 学 术委 员 （ 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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