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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

年的拍摄
!

深入西藏原始森林
!

"

见证
#

发现之旅
$

带您
%%%

!"#$

!"#$%&

第一摄制组从成都出发
!

搭乘

汽车进入西藏
&

川藏公路是进入西

藏最艰难
!

但同时也是民风最淳朴

的一条线路
!

所以摄制组选择了长

途汽车这种交通工具
&

而选择这条

线路
!

摄制组则需要面对
!"""

多米

高海拔带来的高原反应
&

早晨从成都出发不久
!

记者便看

到了车窗外的积雪
&

虽然车上的乘客

互相并不认识
!

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

样和谐
!

有个小姑娘还拿出自己的饼

干与他人分享
&

随着海拔的逐渐升

高
!

已经能见到藏区的房子
!

能看到

玛尼石和经幡
&

下午
!

汽车抵达了马

尼干戈
&

马尼干戈是藏语
'

转经之地
(

的意思
!

在古代
!

这里是一个驿站
!

也

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

两天前在成

都还是初夏的炎热
!

到了这里
!

居然

赶上了小雪
&

!

分钟后
!

小雪停了
!

太

阳出来了
!

水汽蒸发
!

把马尼干戈营

造得像仙境一般
&

离开马尼干戈
!

翻过雀儿山
!

天

气好转
!

路面没有了积雪
&

此时
!

客

车司机接到最新消息
!

由于天气多

变
!

进入西藏的客车只能抵达四川

德格县
&

于是
!

记者不得不换乘卡

车
&

经过一路颠簸
!

第一摄制组终于

抵达了西藏东部重镇昌都
&

虽然昌

都人一直都在植树
!

试图改变光秃

秃的周边环境
!

但这里的植被状况

仍不容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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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在高原的原始森林

里
!

第二摄制组已经跟随林业考察

队员进入了这次考察的重点和难点

地区
%%%

西藏米林县
&

考察队的目

标是寻找
!

年前的勘测点
&

队员们的工作很简单
!

在卫星

照片上以
'

井
(

字形预先设定调查

点
!

然后再到现场找到地图上的每

一个点
!

以点为圆心
!

#!"

米为半

径
!

测量这个范围内树木的种类
)

大

小
)

数量等
&

每一个点的数据都代表

该范围周边的植被状况
!

综合所有

的点
!

构成整个区域的植被数据
&

!

年前
!

考察队员熊泽斌一组

对代号为
$%&!

号这个点进行了实

地勘测
&

现在因为没有找到当年的

向导
!

队员们只能靠手中的
'()

为

他们指出方向
!

但是
!

'()

到了森林

中并没有在平原开阔地带那么神通

广大
!

高大的树林对信号造成了屏

蔽
&

无奈
!

队员们经过再三讨论
!

指

挥部决定暂停寻找
!

原地待命
&

为了

找到
$%&!

号点
!

指挥部不得不把
!

年前考察过这个点的熊泽斌紧急调

到米林县
!

随后又找来了当年带他

进入森林的向导
&

中午时分
!

通过
$

个小时的寻找
!

在向导的带领下
!

队

员付国顺首先发现了一个金属标

牌
!

这正是国家林业局考察队特有

的标牌
!

这证明大家已经进入了
!

年前的考察点范围
&

经过队员们测量
!

$%&!

号点没

有遭到任何人为破坏
&

测量数据显

示
!

!

年来
!

这个点周围的植被生长

极为缓慢
!

在数据上没有明显变化
!

据向导和当年的考察队员介绍
!

在

这个点的范围内
!

除了有一些小树

苗长出来以外
!

其他几乎没有任何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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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昌都出发后
!

第一摄制组来

到了米林县
!

来到了
!

年前他们曾

经到过的楠依村
&

楠依村是一个珞

巴族村落
!

村民的先辈们为了躲避

战乱
!

从印度迁徙至中国境内
!

并在

此定居
&

这里盛产木材
!

!

年前当记

者来到这个村庄时
!

看不到青壮年
!

因为他们大多上山伐木去了
&

!

年后
!

当记者再次来到村中

时
!

感觉变化最大的是房屋
!

为了帮

助游牧狩猎民族稳定生活
!

国家出

台了安居政策
!

村民因此可以得到

足够修房子的木材
!

而且每一户还

可以得到至少
$

万元的建房补助
&

与此同时
!

国家全面采取禁止砍伐

的政策
!

关闭了木材加工厂
&

和
!

年前相比
!

村中的青壮年

多了一些
!

因为他们必须留下来建

筑房屋
!

但还是有大多数人上山挖

虫草而没有留在家里
&

!

年前村里

孩子们摸鱼的那条小溪水少了一

些
!

但鱼似乎更多了
!

记者轻而易举

地就能徒手抓到水中的鱼
&

根据这次考察统计
!

楠依村周

边的植被
!

在国家禁止砍伐的政策

出台后
!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

控制
&

3456,-789:

就在第一摄制组寻找原来的回

忆时
!

第二摄制组开始向这次考察

任务的难点
%%%

珠穆朗玛峰进军
&

由汽车换乘马车
!

经过半个小时后
!

记者抵达了珠峰大本营
&

在大本营
!

驻扎了五颜六色的

帐篷
!

当时正值登山季节
!

这也给当

地百姓带来了副业
&

他们在这里建

了一个临时性的季节性小市场
!

向

游客提供食宿和纪念品
&

而记者要

关注的主题便是这里的环境保护
&

珠峰几乎不具备自我消化垃圾的能

力
!

即便是人类小小的污染
!

都会给

珠峰的环境带来显而易见的破坏
&

在海拔
!$""

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
!

每年都有两次长达数月的登山活

动
!

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和旅游

者从世界各地先后到这里登山
)

观

光
&

同时也给珠峰山区遗留下大量

的生活垃圾
!

尤其是各个营地周围

的环境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在整个登山季节
!

西藏定日县珠峰

保护区管理分局一直派有专人负责

大本营的卫生管理
!

每周进行两次

大的清扫活动
&

在海拔
!"""

多米的

高原上运送垃圾
!

靠人力是不可行

的
!

牦牛则成了最大的功臣
&

现在走进珠峰大本营
!

人们会

发现这里已经非常干净
!

除了登山

者搭建的帐篷外
!

大本营周围没有

登山者遗留下的生活垃圾
!

没有游

客随意丢弃的矿泉水瓶
!

没有废旧

电池
&

但是处理这些垃圾所耗费的

成本也是巨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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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
!

国家林业局的考察队

员曾住在米林县里龙乡八浪村的一

个学校里
!

学校里唯一的一名老师

为队员们腾出一间空教室
&

窗外
!

记

者总能看到一个被别人叫做阿姐的

小女孩的身影
&

据说
!

当时她才
*$

岁
!

父母想要把她嫁出去
!

但阿姐不

同意
!

主动留下来照顾自己的妹妹

和阿姨的孩子
&

每天清早
!

教室里都

会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

阿姐则在教

室旁边的阿姨家帮阿姨生火
&

早读

课的内容就是大班三年级的孩子教

小班一年级的孩子朗诵
&

而
!

年后
!

村里变化最大的是

修建起一座石头结构的新房
!

这是

由厦门市政府援藏项目修建的村公

所
&

学校已经变成了民房
!

而房子的

主人是索南央宗
!

也就是阿姐次仁

卓嘎的阿姨
&

可记者迫不及待地想

见到的阿姐却始终不见踪影
&

直到

傍晚时分
!

记者才从村民口中得知

阿姐回家了
&

摄制组的张景一眼就认出
!

面

前的这个姑娘就是
!

年前镜头里的

阿姐
&

而阿姐也同样记得记者
&

!

年

前
!

父母把自己嫁出去这件令阿姐

最担心的事如今并没有发生
&

现在
!

家里人已经不再催促她出嫁
!

反而

更希望她能待在家里
!

因为这样可

以通过挖虫草增加家里的收入
!

虫

草价格最高时能达到
*&

万元人民

币
*

公斤
&

和阿姐在一起的孩子们

都在
*+

岁至
*,

岁之间
!

虽然都可

以享受国家的九年制免费义务教

育
!

但他们都提前退学了
&

因为在他

们看来
!

上学不会给家庭经济带来

任何好处
!

而辍学后
!

挖虫草可以直

接增加家庭收入
&

3>?@+ABC

同样是在米林县
!

第二摄制组

的考察对象是位于县里一个小山沟

中的大丁卡村
!

这也是国家林业局

首次对这个村庄进行考察
&

由于这

里不通公路
!

只有简单的马道
!

所以

队员们只能依靠步行才能到达大丁

卡
&

在向导格桑的带领下
!

经过
-

个

小时的连续步行
!

大丁卡出现在队

员眼前
&

在格桑的记忆里
!

村子和几年前

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

只是这里

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
&

然而
!

令人不

解的是
!

村子里丝毫看不到牛的踪

影
!

甚至连一个村民也没有
&

第二天

早上
!

村里终于出现了一位村民
!

他

是刚刚从山上返回的
!

据他介绍
!

所

有的村民都去山上放牧了
&

原来
!

由

于挖虫草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地进

入大丁卡
!

在食物补给不够的时候
!

外来人就会杀掉大丁卡村民的牛
!

所

以村民们不得不跟随牛群
&

他们平均

$

天才回家一趟
!

取完所需生活用品

后马上又要匆匆赶回山上看牛
&

之

后
!

大丁卡又重新成为空荡荡的一座

孤城
&

与此同时
!

另一支浩浩荡荡的

挖虫草的外来大军也向山里走去
&

在

离村子不远的地方
!

考察队员很顺利

地找到了规定的考察点
!

这是一处从

来没有遭到过任何破坏的原始植被
!

从而再次向人们展示
*

西藏的自然条

件虽然恶劣
!

但只要不遭受人类的破

坏
!

这里的森林植被仍然可以保持得

非常完好
&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

考察

队的
,

个小分队对西藏境内全部有

林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资源考察
!

他

们考察得出的数据将直接上报给国

务院
!

供国家制订宏观的森林
)

环境

保护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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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村

落竟有这么一座大型墓葬
!

除了出土

的大批千年稀世珍宝说明了墓主人的

身份十分显赫之外
!

更能显示他独特

身份的是
!

这座大型墓葬的特殊结

构
%%%

黄肠题凑
&

黄肠题凑是一种天

子葬制
!

汉代时期
!

只有帝王或者经过

赏赐才能使用这种特殊的葬制
&

由此

可见
!

墓主人一定非同一般
&

然而
!

让

考古工作人员失望的是
!

这座墓室早

在唐代就已被盗过
!

大量珍贵的物品

被盗走
!

只有外藏室放置的一些陪葬

器物侥幸得以保存
&

就在考古人员慢慢地揭开外藏室

西南角的一些木板时
!

一个意外的发

现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

只见几件铜

壶零乱地摆放在外藏室的底端
&

经过

千年的岁月沧桑
!

它们依然完整地保

存了下来
!

并且逃过了盗墓者的洗劫
&

虽然铜壶的表面已经被厚厚的泥土掩

埋
!

但依然不能掩饰它尊贵的千古容

颜
&

来不及多看
!

考古人员立即对铜

壶进行了清理和保护
&

然而
!

就在搬运

的过程中
!

工作人员发现其中一只铜

壶里竟然有一股酒香徐徐飘来
&

不仅

如此
!

从该壶中还倒出了黄色的液体

和不少谷物
&

GHMN OPEQRS

工作人员不敢有丝毫大意
!

赶快

把这个铜壶与里面的液体封存好
!

连

夜送到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
&

在考古

研究所里
!

这些做工精良的汉代铜壶

经过清理
!

终于露出了它们的本来面

貌
&

出土的铜壶共有
&&

件
!

各个工艺

精湛
!

造型美观
!

难以想象
&...

多年

前的铜壶做工工艺竟如此纯熟
!

有的

壶身还刻有精美的图案
&

在观察时考

古人员突然发现
!

其中几个铜壶身上

刻有汉代的文字
&

正是这些雕刻的文

字
!

再结合之前发现的陪葬物
!

考古人

员最终确定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

他

就是西汉时期
!

六安地区的第一代王

刘庆
&

然而
!

史书中关于六安王刘庆的

记载凤毛麟角
&

除了封王等短短的几

行文字之外
!

并没有任何关于他墓葬

情况的历史记载
&

这无疑给考古工作

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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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里
!

记者看到了经过处

理后的黄色液体和壶底的谷物
&

经过

过滤
!

壶里的液体被分成不同的成分
&

壶底的谷物也显露出了它们基本的状

态
!

虽然过去了
&...

多年
!

但仍然还

能辨别出这些谷物的形状很像米粒
&

谷物在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

下
!

里面的蛋白质和淀粉会逐步分解

成糖分和酒精等物质
&

那么
!

会不会是

这些谷物盛放在铜壶里
!

经过后期发

酵而形成了酒的味道呢
/

经过研究
!

工

作人员认为
!

在西汉时期
!

铜壶一般都

被作为礼器
!

很可能是其他王公贵族

赠予六安王的贵重物品
&

用这样金贵

的容器盛装谷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而且
!

如果铜壶里原来放的是谷物
!

在

墓室这种封闭的条件下
!

是不大可能

发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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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

考古人员发现有的铜壶的

壶口处有绳索的痕迹
!

由此推断铜壶

是用来盛酒的
&

那么
!

铜壶里的液体很

有可能装的就是
&...

多年前的米酒
&

然而
!

当专家对液体进行酒精检测时
!

显示的结果却让考古人员大失所望
!

根本检测不到一点酒精的存在
&

也许

是由于从出土到检测已经过去了
$

个

多月
!

酒精已经挥发
!

所以检测不到
&

不过
!

要想鉴定它是不是酒的话
!

除了

酒精这一个指标之外
!

还有其他一些

指标可以供考古人员参考
&

经过检测
!

铜壶里的谷物和液体

仍然含有一些微量的淀粉和蛋白质等

小分子的化合物
&

而这些都是成为酒

所必要的有机成分
&

分析中
!

考古人员

还发现
!

这座墓室曾经有过一次大的

干枯期
&

墓室中的木头早已经炭化
!

大

量干枯炭化的木俑就是很好的证据
&

所以铜壶里装的液体早已消耗殆尽
&

b)cd efghij

尽管铜壶里曾经盛放过大量的美

酒
!

经过长时间的蒸发和地下水的侵

入
!

里面装的液体也不可能是纯正的

西汉古酒
!

那为什么考古人员在现场

还能闻到一股酒香呢
/

既不是谷物的

自然发酵
!

也不是千年古酒残存
!

那

么
!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

此时
!

墓中出土的稻米引起了考

古人员的注意
&

经过研究
!

专家最后推

测
!

正是因为这些炭化了的米粒吸附

了大量的酒精分子
!

加上墓室密封的

条件
!

以及后期地下水的侵入
!

才让铜

壶中的液体成了现在的状态和气味
&

当墓室被慢慢揭开和铜壶里的液体倾

倒晃动才使得液体的气味被散发了出

来
&

不过
!

这也只是专家们的推测
!

希

望这个不解之谜能够早日真相大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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