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河，默默地流淌，向西，向西，一直向西。
当高高的祁连山刚克尔雪峰主脉，入春夏后卸下厚厚的

皑皑雪装，更显年轻雄伟时，那些融化的雪水就汩汩流淌，
唱着欢快的歌，朝四周的山外溢出，延伸荡涤，浩浩汤汤。
祁连山西端的分流，则于托来山形成的两山盆地中聚集一片
大湖泽，名曰：疏勒淖尔。随着融化雪水的继续不断涌入、
扩张，这片湖泽渐渐兜不住了，一条河便挣脱开牢笼，向北
方冲泻而去。

它的名字就叫，疏勒河。
刀砍斧削一样生生劈开大山，形成百里疏勒峡谷，通过昌

马盆地，再流经肃北蒙古人和裕固人的草原牧场之后，这条河
就拐向西方，从此一直向西，向西。中途汇合党河（蒙古名党
金果勒简称，肥沃河之意）等，几股汇合，一条大河向西流，浩
荡滚滚，流过瓜州，敦煌，玉门关，灌入哈拉淖尔，就是现在的
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古时由此继续往西，一直流进一百公
里远处的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淖尔以及库木塔格大漠边缘。

疏勒，蒙古语与东裕固语的词意为威严，威风，高尊。另
有一种蒙古语考证，疏勒是“西拉”即黄色这词的变化音。其
实蒙古语中“疏勒”还有一种意思，指肥羊汤。不过，我还是觉
得第一种解释比较靠谱。这条河具有足够的威严和威风，流
经 600 多公里，奔流在河西走廊最西端，成为中国三大内陆河
之一，威名远扬，高尊可敬。

一条河，就是一部历史。尤其在这北纬三十九度上。
它，记录着人类在其沿岸繁衍生息的古老痕迹。水是生

命之源，疏勒河沿岸留有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先民
活动的遗址，古名叫籍端水。据说，当年唐玄奘从瓜州一路走
来路经此地渡此河，由“胡人”带路并告知河名，惧怕妖人捉去
吃肉的唐僧提心吊胆，慌忙中却把河名记录成“瓠舻河”。

疏勒河，流进哈拉淖尔，形成茫茫沼泽湿地。哈拉之意为
黑色，因土质矿物质和水深之故，沼泽地黑乎乎一片而得名。

如今改名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们天蒙蒙亮就从阿克塞县城赶赴这里，两个小时后，终

于抵达。
时间紧迫，直奔保护区玉门关站。目的也明确，见识野

马，那个被盗名标注的“普氏野马”。
越野车开进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散发着令人眼晕的白色

和黄色。
在那苍茫野滩上，不见任何野生动物，更不见野马的踪迹。
我们车上坐着一位中年男人，有一张风吹日晒后的黑红

脸庞，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也显得很健壮，看得出是一位常年
在野外作业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他没怎么开口，陪我们来采
访的林草局卞韬坐在另一辆车上，无人向我们介绍他的身份，
大家都显得拘谨，在矜持着。

我心里想，也许我们只是一天的短暂采访，给人误会成跟

旅游观光差不多吧，一天里能感受或捕捉些什么呢？走马观
花的匆匆过客而已。我自己感到有些惭愧，不好意思。

同行的作家华北老弟，终究不甘寂寞，他正与这位矜持的
男士坐在后排，毕竟要展开工作完成采访，便主动攀谈起来。
其实那人很谦和，打开话头后发现还很健谈，但不喜欢自己正
在说话时被人打断。有一次我心急，插话询问何时能看到普
氏野马时，他并不理睬，继续顾自向华北介绍着西湖湿地的来
龙去脉，那时车正在开进湿地。

我心里暗笑，此人很自尊，也很自信。他这种个性，我倒
很欣赏。从他们聊天中得知，他叫孙志成，是保护区科研站科
长，高级工程师，这可与他风吹日晒的外表完全不符。

车开进了一片芦苇荡，沿着一条坑洼不平的沼泽地上已
变干硬的旧路行进。车窗外两旁，一人多高的芦苇十分茂密，
白色的穗儿在风中摇摆起伏，飞扬婀娜，很是壮观，不时飞起
野禽或是觅食孵卵的燕雀，是我们惊扰了人家的安宁。车又
通过很大一片的柽柳丛林，一窝子一窝子的，抽着粉红色的花
穗随风摇曳，散发出清香，把这块面积不小的沼泽地打扮得火
红火红，瑰丽无比。

“这片沼泽地，就是当年哈拉淖尔的核心地带。”
孙科长指着窗外，带着浓厚的甘肃敦煌口音这样说道。

“沼泽地，不见水呀？”华北忍不住问道。
“早就没有水了，平时只靠老天雨水，和地下水位上升，保

留着湿地特色，面积也不大，有点积水的沼泽地在北面更低洼
些的地方，车开不进去。”

“不是有那条著名的疏勒河，流进这片哈拉淖尔的吗？”
我也忍不住问一句。

“疏勒河？断水有年头了，两百多年了吧，呵呵。”
啊？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一脸茫然。
孙科长欲言又止，和蔼地看了看我，似乎原谅了我对疏勒

河现状以及对敦煌一带生态状况的无知，脸上有一丝不易察
觉的苦笑。

“郭老师，我们互加个微信吧，我把疏勒河跟普氏野马的
资料一同发给您，几句话说不清啊。”孙科长说得很客气，我们
立即互加了微信。

湿地低洼没有信号，我只好等待。
离开了小片沼泽地，车开上了一片开阔地，又回到茫茫无

际的黄白色盐碱滩上。附近有三四座连成一片的黄土小山
包，光秃秃的寸草不长，上边有一拨人站在那里，比比划划。
孙科长笑着介绍，是我们保护局领导正陪着市领导在实地考
察，了解野马保护和繁殖情况。“好事，领导重视就是好事，我
们是缺水又缺资金啊。”

我们此时处的土台子上，立有一座石碑，上书：野马故
里。背后有碑文，引经据典，颇有文采。司机说，碑文出自孙
科长之手。我更加刮目相看这位孙科长了。可惜手机还是没

有信号，收不到他发的资料。
孙科长招呼我们坐上车离开这里，他说，带你们先去参

观一下汉长城遗址，还有烽燧吧，就在前边不远，然后再领你
们去寻找野马踪迹。

我们顿时兴奋，欢笑。
在一片平阔的荒滩上，逶迤而去一条高凸地面的土脊梁，

很长很长望不到头，这就是汉武帝时修建的长城遗迹。史籍
记载，汉武帝为抗御匈奴，联络西域各国，隔绝羌、胡，开辟东
西交通，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分段修筑障塞烽燧。王莽末
年，西域断绝，关闭玉门关，汉塞长城随之废弃。到了东汉初，
西域大道北移，敦煌的后坑以西的塞墙再未复建。敦煌一带
的汉代障塞烽燧，一直沿用至魏晋时期。东晋以后逐渐废弃，
鲜为人知。

长城沿线，每隔十里筑有烽隧一座，如古籍所写“十里一
大墩，五里一小墩”的烽火台。每座烽隧都有戍卒把守，遇有
敌情，白天煨烟，夜晚举火，点燃报警，传递消息，所燃起的烟
火三十里外都能看得到。

敦煌一带现存烽隧 80 多座，玉门关西湖一带保存得最为
完整。其用黄胶土夯筑而成，或用天然板土和石块夹红柳、胡
杨枝垒筑而成，有时还用土坯夹芦苇砌筑而成。烽隧一般都
高 7 米以上，顶部四边筑有女墙，形成一间小屋，主要作用是
举火报警传递消息，以防外敌的骚扰和入侵，同时也为丝绸之
路上往来的使者商队们补充给养，提供一些帮助。

抬眼遥望不远处的一座烽燧，伫立在荒野的狂风中傲然
挺立着，两千多年来仍没有彻底垮塌，内心中忍不住对古人的
劳动智慧肃然起敬，也感慨万分。中华各部族之间历史上发
生的战争与和平、烽火与交融、互动与发展，不断创造出了五
千年的灿烂文明，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发展史。

我沿着汉塞遗址的土脊漫步、思考，突然萌生出一股“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正这时，手机发出叮铃一声响。孙科长的文件来了。
第一篇文字是介绍疏勒河的，题目叫《追逐大河西流的梦》。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干巴巴资料，而是一篇

美文，一篇颇有意味的散文，2000 多字。然后我又在手机上
搜索有关资料。

疏勒河，原来是一条苦难的河。
当初，它从祁连山母亲怀抱里脱离北上，如一匹脱缰的野

马，独自闯世界，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威风八面。一路北上，然
后向西，滋润了两岸流域无数生灵，一直连接到著名的罗布淖
尔，描绘出 600 多公里绿色长镜头，那时候是何等的勇敢，何

等的壮美。
然而，你好比一位仁慈的母亲，沿路嗷嗷待哺等候你喂养

的饥渴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大西北太贫瘠太缺水了。据史料
记载，数千年来有人文记录开始，它曾遭受过 4 次河水萎缩事
情，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唐代时发生的库木塔格沙漠南侵哈
拉其一带，横刀夺爱，流沙阻断了它与罗布泊的连接。失去疏
勒河注水的罗布泊，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荒漠化进程，美丽的楼
兰国消失了，勤劳的依赖渔业生存的罗布人消亡了，那里改叫

“塔克拉玛干沙漠”，意思为“进去出不来的死亡大漠”。
而后到了清雍正期间，这位马背皇帝居然在缺水干旱的

大西北河西走廊尽头搞起了边疆农业，开辟了敦煌党河一带
绿洲，大量移民开垦土地，建水坝浇农田，完全截流了疏勒河
第一支流党河，从此疏勒河也中断了向下游哈拉淖尔一带的
供水。由此，继罗布淖尔之后，第二个大湖泽哈拉淖尔也干涸
了，没有水了。

到了上世纪中叶，又大兴水利，疏勒河中游昌马盆地那里
建起大坝，修建双塔水库，疏勒河就基本上彻底断流了，从瓜
州段北口子开始下游成了无水之河，留下曲曲弯弯茫茫无际
的黄色干河床。

因疏勒河的节节败退，使得敦煌段间歇性河道尾闾一带
西湖（哈拉淖尔）湿地大面积消失和沙化、盐渍化。孙科长的

《追逐大河西流的梦》中记述：“上百千米河道甩给了沙漠，艾
山井呲牙井以及河谷湿地永久性消失。与库木塔格接壤的哈
拉其全部裸露出湖底，大部分被流沙淹没，现存面积达 980 平
方千米的湿地大部分名存实亡。而哈拉其北侧更多的是疏勒
河古道在地质时期留下来的冲湖积台地，如今成了雅丹地貌，
这是疏勒河留给这片土地的唯一遗产。在来自库木塔格和黑
戈壁方向强劲的风蚀下，整个罗布泊相连地区呈现出荒不着
边的荒漠景观。”任凭风沙日夜肆虐，在大自然的威逼中演绎
着可怕的变迁。孙科长描述得十分悲壮。

啊，疏勒河，你犹如一位没有奶水的年迈老母亲一样，委
顿萎靡在那里，日日夜夜地哭泣，哀哀戚戚地哭泣。你仰天长
啸，追问苍天，追问母体祁连山，为什么会是这样？仁慈的祁
连山啊，难道你不能多多化些雪水给这些嗷嗷待哺饥渴难忍
的可怜的孩子们吗？

祁连山白头翁无语，沉默。岂不知，地球变暖，南美丛林
大面积消失，人类排放无限，地球正演变南凉北暖气象，他老
翁上身的雪线冰川早已消退到不足原先一半了，雪线快退到
顶部山峰了。最高的海拔 5900 米的古老刚克尔雪峰，也在那
里无奈地叹气，狂风中摇头。

这就是一条河，疏勒河的故事。一部苦难史。
当然，人世间的事，总是物极必反。人类早晚会觉醒，会

大彻大悟。
人类总能找出自己部族的领路者，先知先觉者。
如一道晴天霹雳。祁连山的生态植被得以恢复，处理阻

隔的魑魅魍魉。
疏勒河和黑河中上游的大小水坝水库，以及围啃祁连山

的数百家大小矿业开始整顿迁徙，解放疏勒河黑河，向干涸的
巴丹吉林沙漠居延海和库木塔格沙漠罗布泊开闸放水，浇灌
那里干涸了上百年的荒漠大地，必须降服这两条恶魔般的大
沙龙才行。

孙科长的美文《追逐大河西流的梦》，就记述了他们考察
疏勒河的供水已抵达库木塔格沙漠边缘哈拉奇湖的一段经
历，讴歌令人振奋无比的新时代创举。

苦难的疏勒河，正在复活。
悲壮的疏勒河，重新变成有生命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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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王双瑾“文物＋旅游＋农
业”的发展路子，让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让乡村走向振兴。在“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依托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凤堰古梯
田移民生态博物馆开展的精准扶贫案
例，备受社会关注。

汉阴凤堰古梯田位于漩涡镇境内的
凤凰山南麓，延绵数十公里。据悉，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汉阴县发现了大面
积古代梯田，至今已有 250 多年历史，是
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清代梯田。但因深处山区腹地，汉
阴凤堰古梯田面临交通不便、知名度不
高、游客较少等问题。

2011 年开始，汉阴县漩涡镇成为陕
西省文物局扶贫联系点。当地以特有
的移民文化为支撑、以古梯田文物景观
为亮点、以筹建生态博物馆为平台，建
设我国首座移民生态博物馆。按照规
划，汉阴县委、县政府组织文物部门完
成对古梯田的考古发掘工作，修复梯田
300 亩 ，实 施 生 态 修 护 、绿 化 可 视 坡 面
3000 多亩。

凤堰古梯田生态博物馆正式落成，
成为推动当地文旅产业和汉阴南部山区
乡镇发展的抓手。目前，全镇现有农家
乐、农家客栈 80 余家，直接从业人员 300
余人，景区内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到
1.24万余元。

一条河一条河，，叫疏勒河叫疏勒河
◆郭雪波

郭雪波，著名作家，蒙古族，著有长
篇小说《锡林河的女神》《火宅》《沦丧》
《大漠狼孩》《狐啸》，中篇小说集《沙
狼》，中短篇小说集《沙狐》等。

首座移民生态博物馆
为发展注入绿色活力

文明的物证
前两季节目播出时，《如果国宝会说话》总

导演徐欢曾接受记者采访并表示，影像与文明
物证的索引，一直是《如果国宝会说话》拍摄的
总抓手。“以文明为坐标轴，纵向是对中华文明
的传承与影响，横向则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徐欢说。

在这个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如果国宝会
说话》前两季拍摄了新石器时代、战国秦汉等
时期的 50件文物。

这一季，节目组来到了开放、包容、盛大的
大唐。在徐欢看来，这是中华历史上意识觉
醒、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呈现
包容性、多元化的时期。

因此，创作时，主创人员不仅关注人们耳
熟能详的“魏晋风度”“大唐气象”，还把更多眼
光投向包括制造业、工程学、法治建设、对外贸
易等方向的文明物证。关于贸易的有鎏金银
壶、关于天文历法的有十二生肖、关于法治建
设的有阿斯塔那俑与文书……

25 件国宝中，既有人们通常认知的文物，
也有造像、金银器、兵器、文书等较为罕见的门
类。它们刷新着观众的历史想象，多维度展示
时代的审美、文化、技艺和生活方式，也以其各
自的魅力感动着它的拍摄者。

分集导演丁曼文拍摄出土于北燕皇族冯
素弗与妻子合葬墓的“花树状金步摇”时，第一
眼看到它就满是感动。那轻如薄翼的金缀叶
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散发着金灿灿的光
芒，在明明灭灭间，连缀起了所用之人的深情。

分集导演崔宇则被他所拍摄的“回洛仓刻
铭砖”深深触动。这是一块唐代的粮仓砖头，

上面记录了 12 位经手人姓名、粮食品种、储存
日期、溯源地等信息，崔宇说，“粮食安全的重
大意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缤纷的看点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延续了前两季

的风格，又在内容和技术呈现上取得突破创新。
比如，我们参观博物馆时，很难见到文物

呈现出的细节和手工业时代的印记。而在《如
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中，则将这些发现还原，
让观众看到细节和印记。

法门寺地宫有一件珍藏的“莲蕾纽摩羯纹
三足架银盐台”，台盘的花瓣中间，手工錾刻的
条纹如同复制出的一般，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秩
序感。同样出自法门寺地宫所藏的“鎏金镂空
飞鸿球路纹银笼子”，笼壁球上的路纹全部是
由三瓣花组成，异常精美。

在这个过程中，摄制组用自己的眼睛替代
观众的眼睛，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体会 文 物
的 精 彩 。 他 们 采 用 未 来 电 视 行 业 的 发 展 趋
势 ——8k 分辨率对文物进行拍摄，让画面无
限接近或达到 8000 像素点，使得细节更丰富，
视觉效果更好，给观众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异
质化的审美感受。

“这是对古老技艺的咏叹。”《如果国宝会
说话》策划师师永涛说。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所
在的 3 世纪~9 世纪，中国书法、绘画、音乐、雕
塑、瓷器都迎来了一个高峰。有些领域，比如
金银器制作工艺和巨型雕塑，甚至是历史上的
最高峰。

旁 白 也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帮 助 着 影 像 的 表
达。为《如果国宝会说话》配音的电台主持人
杨晨深情地写道：“录音过程是很感性的。说

‘风’字的时候，气息吹过口腔，与嘴唇摩擦，喉
咙发力。这股气息要多长？这口气与嘴唇的
摩擦是多大的力度？嘴闭到多小，才是我们想
要的这个‘微风’呢？”这些细节都在给纪录片
增光添彩。

新颖的传播
还记得前两季那熟悉的“你有一则来自国

宝 的 留 言 ，请 注 意 查 收 ”吗 ？ 还 有“陶 ”醉 了
6000 年的陶鹰鼎、“唱响我人 生 ”的 击 鼓 说 唱
俑……其都以诙谐有趣的呈现方式火爆了朋
友圈，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这一季，还是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配方，不
过，国宝这次的“留言”改为了“说唱”，先导片
一曲“诗词 Rap”，使得潮流国风与千年渊源文
化碰撞出了璀璨的火花。

“咱说圆就说一个落日圆，咱说乐就乐一
个须尽欢；咱说爱就爱一个长相思，咱说恨就
恨一个生狂痴。”

古乐与电音齐鸣，古筝携马啸共吟。粉丝
纷纷留言“rap 太上头了”，当得知诗词里面暗
藏了 15 首唐诗时，粉丝“云中景”十分惊喜，仿
佛 25 件国宝合体发力，带她穿越中古魏晋，直
抵那个有诗有酒、分外旖旎的盛世大唐。

徐欢表示，他们并不是特别刻意地去讨
好、迎合年轻人，而是希望以现代人喜闻乐见
的方式，帮助大家理解和走近古人，以邻家朋
友的姿态、平和近人的风格讲述历史故事，传
达文明内涵。

“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它是我们日
常生活的思维习惯、生活习性，是我们人的一
种需求。”徐欢说。至此，文物的厚重分量通过
最现代最流行的艺术方式得到了表达。

身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
心副召集人，梁红最近这段时间的微信朋友
圈，一直在为一部纪录片预热、发文和点赞。

其实，不用她的点赞预热，众多期待的网
友知道要开播的消息，早早就在各大平台约
定了C位，希望第一时间目睹这一季的风采。

它就是由央视纪录频道打造的百集纪录
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

6 月 13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选择在这一天开播，
向观众发送新的国宝“留言”。

翩若惊鸿的《洛神赋图》、魏晋 的“ 朋 友
圈 ”《兰 亭 序》神 龙 本 、风 随 心 动 的 敦 煌飞
天……节目一开播，网友们就激动地刷起了
密密麻麻的弹幕，“还是熟悉的味道”“可爱卖
萌的国宝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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