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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鲁朗镇扎西岗村

位于一片高原山地草甸狭长地带，两侧青山由低

往高分别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杉、松树等组成一

望无际的鲁朗林海。青山之间是整齐的草甸，在

这里，溪流蜿蜒，繁花尽放，木篱笆和木板屋点缀

其间，与远方的雪山、近处的林海共同构成一幅

恬静、优美的“山居图”。2016 年，扎西岗村被列

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编 者

驶出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区，沿川藏公路东行约

70 公里，翻越海拔 4700 多米的色季拉山，从翠绿幽深

的林海间穿过，继续盘山而下，不多时，便来到了鲁朗

国际旅游小镇，扎西岗村就位于此。

初 见

高山峡谷 四季缤纷

从高处远眺扎西岗村，只见整个村庄依山而建，

如雾的薄云伏在雪山顶，绿如屏障的小山坡上，农家

阁楼错落有致，阁楼四周芳草青青、小溪潺潺，村后的

鲁朗林海草木葱茏，浓浓的绿中夹杂着团团簇簇的

粉，张扬着生机勃勃的灿烂。

扎西岗村是个不大的村落，下辖扎西岗、仲麦两

个自然村，平均海拔 3300 米。走在村中羊肠小道上，

耳边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茶馆里老人们欢快的

笑声。春夏时节，天地间积蓄已久的能量绽放，扎西

岗村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四射的乐园。桃花、格

桑花、杜鹃花等仿佛一夜之间在草甸林海、湖岸山间

蔓延开来，为扎西岗村穿上了五彩缤纷的花衣裳。

而一到秋冬，扎西岗村则会迎来云雾最浓烈的

季节。云气蒸腾而上，云雾缭绕山间，雪峰若隐若

现……最美莫过于冬日的高山牧场，白雪皑皑中，牦

牛不紧不慢地漫步觅食，远处青翠的林海披上了一

层银装，在高山映衬下，气势更显雄浑，颇有些“林

海雪原”的气派。

回 望

茶马古道 岁月悠长

一条茶马古道，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越涓涓溪流和茫

茫林海，将扎西岗村与外面的世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以川藏

线、滇藏线为两条最主要的线路。其中，滇藏线南起

云南茶乡普洱，经过大理、丽江进入西藏，扎西岗村正

是这条漫漫长路上的重要站点。千百年间，这条路连

接了扎西岗村与外界的各方面交流，也塑造了鲁朗文

化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历史上，一支支骡马商队年复一年行进在这条

平均海拔 4000 米、高寒险峻的雪山古道上，把宝贵的

茶叶等物资送进西藏的千家万户。”鲁朗镇镇长其美

次仁说，如今，依托川藏、滇藏公路等，各地加快城镇

化进程，鲁朗等一大批新兴城镇因此迅速“成长”。而

川藏、滇藏公路沿线的众多自然和人文景观也引来了

无数游客，使得这些城镇越来越热闹。

发 展

文旅融合 有序开发

优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历史底蕴，两者相互造

就，共同形成了扎西岗村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扎西岗村作为西藏最早的旅游开发村之一，旅

游基础深厚。这里 68 户人家中有 52 户开办了“家庭

旅馆”。刚进村庄，人们总会被一座鲜艳漂亮的三层

藏式小楼所吸引，那是村民白玛的家庭旅馆。白玛家

有两栋楼层，走进院子，正对门的是主楼，三层高的白

石房子透着岁月的厚重痕迹。进入石屋，可以见到一

楼是藏式厨房和会客厅，会客厅内摆放了许多具有传

统特色的工艺品，供游客欣赏。二楼、三楼是主人的

房间，房内沿袭了当地传统民居风格。

主楼的侧边是一栋具有现代化风格的三层楼房，

这里主要供游客住宿，每间客房都带有独立的卫生

间、洗浴区，也配备了无线网络。“现在游客要求越来

越高，我们也要与时俱进。”白玛说。

村中建筑大多色彩明艳，在纯净的自然山色中更

加亮眼。“新建的房屋多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但在房屋

屋顶保留了工布特色。”白玛介绍，林芝古称“工布”，

早期该地区民居建筑墙体主要材料以石材、黏土为

主，石材堆砌墙体泥巴抹缝再以石灰浆涂刷而成。“同

时，我们还保留了田间栅栏，让游客能更好地感受高

原田园风光。”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村，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大投

入，在水、电、网等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均等化；同

时，引导村民保护村落传统特色，守护美好家园。“2023
年，扎西岗村接待游客 22.5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200余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扎西岗村村落建筑、

传统技艺的保护力度，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

内涵与价值，开发好扎念琴、工布服饰、响箭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

良性互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其美次仁说。

图①：扎西岗村草场的夏日风光。

图②：身穿民族服饰的扎西岗村村民在村中小道

散步。

图③：扎西岗村高山牧场上的农家咖啡屋外景。

图④：工布牧歌旅游文化节上，当地村民正在参

加射箭比赛。

图⑤：雪后的扎西岗村。

图①至图⑤均为琼达卓嘎、姚力摄影报道

图⑦：群山怀抱的扎西岗村。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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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福建

公园内，布尼玛和徒弟洛桑坐

在公园的河边弹着扎念琴。61
岁的布尼玛，是工布扎念琴的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只见布

尼玛轻拢慢捻，琴声悠扬，洛桑

认 真 倾 听 ，学 习 师 傅 的 演 奏

技巧。

不一会儿，布尼玛放下乐

器，洛桑开始独自演奏。“弹这一

曲的时候手指要放这边……”布

尼玛耐心地给洛桑讲解着。师

徒俩弹奏的这种乐器叫扎念琴，

意为“悦耳动听之声”，是西藏

历 史 悠 久 的 弹 拨 乐 器 。 2014
年，扎念琴制作技艺入选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扎念琴有六弦琴、八弦琴、

十六弦琴等，其中以六弦琴最

为普遍。常见的六弦琴，其琴

身长约一米，有 6 个旋钮，弹奏

部为木质共鸣箱，音色柔和悦

耳，琴身轻便。扎念琴的声音

悦耳柔和，特别适合用来即兴

抒情。

40 多年前，16 岁的布尼玛

成为林芝民间艺术团的一员，开始学习扎念琴。多年

来，他一边认真表演、一边默默钻研。弹奏工布扎念琴

时需要边弹边唱，甚至还要随之舞蹈。在林芝，每当有

喜庆的日子，人们就喜欢把家里的扎念琴拿出来，弹奏

各种各样的工布民歌。“用扎念琴弹奏的工布民歌，总

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扎西岗村的村民达瓦乔说，平日

里一有空闲，他就喜欢坐在自家小院里弹上一曲。

“扎念琴是人们在劳动中创造的财富，必须要传承

和发展好。”林芝市旅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林

芝市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把短期游变

成深度游，将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独特的民俗文化相结

合，让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美景，还能有多样的文化体

验。“例如，林芝市通过将扎念琴的保护传承与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相融合，让非遗搭上‘旅游快车’，促进活

化利用。”该负责人说。

布尼玛的不少学生都在景区表演过扎念琴，这已

经成为林芝各景区展现工布文化的一个特色景观。“林

芝旅游旺季时，各种大小活动现场都能听见扎念琴动

人的音符。”扎西岗村党支部书记乔次仁介绍，村里有

些民宿晚上还会表演文艺节目，除了跳传统的锅庄舞

之外，还会弹奏扎念琴，唱工布民歌，深受游客欢迎。

此外，在林芝市，扎念琴等非遗也正在走进更多人

的生活。为了提升年轻人对扎念琴弹唱的兴趣，当地

部分中小学购置扎念琴、谱架、琴弦等设备，开设“扎念

琴弹唱青少年传承班”，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

更多孩子认识、了解这一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大家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扎念琴也

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体现其价值，这让我对

扎念琴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布尼玛说。

图⑥：布尼玛在弹奏扎念琴。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工
布
扎
念
琴

工
布
扎
念
琴

——
奏
出
悦
耳
动
听
音

奏
出
悦
耳
动
听
音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琼
达
卓
嘎

琼
达
卓
嘎

徐
驭
尧

徐
驭
尧

■走进传统村落走进传统村落R

①①

②②

①①

⑤⑤

③③

⑦⑦

④④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曹怡晴

版式设计：张丹峰

⑥⑥

假日生活假日生活 2024年 6月 9日 星期日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