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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活着珞 巴、门巴两个很有特色的民族，是个 难得的颇具特色文化圈。
这里过去一 直很贫穷，村落发育程度很低，那独 特的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很适 合文化人类学
家去研究。
 早在1825年，一名探险家英军中 尉R。
威尔科克斯，踏上了我们这片神 圣国土。
此后的100多年里，英国、印 度的探险家与法国的传教士不断前来 考察，他们不仅广为搜罗军事所需
的 地理资料，而且对这一地域众多山地 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 教所作的考察报告，大
量发表及出版 在国外的媒体上，并长期左右国际喜 马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
英 印的殖民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先后占 去中国珞巴族、门巴族、磴人居住的 90％以上的土地。
作为全国民族研究的 最高学术机构——民族研究所，由于 历史的原因，在这一学术领域内长期 处于
落后状态。
 1976年，机会终于盼到了。
我 和刘芳贤、姚兆嶙、张江华、吴从众 等同仁，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 林、墨脱等地，对珞巴
族、门巴族聚 居区进行了首次考察。
当我们的铅印 初稿调查报告在学术界传阅后，立即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有名望的老 一辈民族学
家高兴地称，我们终于看 到国人的报告了；珞巴族的家长奴隶 制正同云南的佤族、凉山的彝族在社 
会形态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珞巴族的神 话故事，又一次打破了国
外学者声言 中国没有系统神话的谬论⋯⋯ 珞渝是一处难得的文化人类学 金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
多文化现 象正发生变迁，我们这一批老人早已 过了退休年龄，到野外考察已力不从 心，可我又很少
听到年轻学者深入这 个地域搞研究，感到珞渝文化有面临 断层的危险。
这时，和我素昧平生的 年轻人罗洪忠先生，一次次从外地打 长途电话向我咨询有关珞渝方面的知 识
，而且是那样的执著，令我感动， 所以我也乐意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 题。
 罗洪忠作为一名军事记者、纪 实文学作家，曾三次进入雅鲁藏布大 峡谷区域作田野考察，采访曾在
那里 工作、生活与从事人文研究的地方群 众、部队官兵、专家学者达120余人， 整理口述资料150余万
字，查阅文献资 料220余万字，先后到北京、郑州、 拉萨、成都等地向有关专家、学者请 教，经过不
间断地同国内知名人文专 家学者的学习、交流、钻研，逐步完 成从一名军事记者、军旅作家向人文 
学者的转变。
 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华大 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的编辑 工作，当收到罗洪忠的“人文雅鲁
藏 布大峡谷”丛书（三卷）书稿后，还 是抽暇仔细地读了。
我认为，该书不 仅是罗列大量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 而且是在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中， 经过核实
而完成的。
17年间，他先后 采访了20余名首批进入墨脱县工作的 老十八军战士，目前有的已去世，健 在的都年
过八旬，或已失忆。
在采访 中所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如十八军官 兵同一名留下来的清军士兵对话、清 军张贴的捉拿波密
王布告、巧妙拿到 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下珞渝的差户名单 等，可谓弥足珍贵。
 该书首次采用纪实文学笔调多角 度展示雅鲁藏布大峡谷历史的田野考 察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可谓 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学术书。
我认为 在同类书中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紧紧抓住了现实生活中 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事象，分
别细致 描绘了珞巴族和门巴族的生产生活、 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并通过狩猎、 农耕、建筑、饮食
、服饰、交际、 婚丧、伦理、信仰、宗教、文学、娱 乐、礼仪等民俗事象，把这两个古 老、勤劳、
聪慧的少数民族形象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
 二、该书专门记述了研究大峡谷 有影响的国内外人文专家、学者的独 特经历，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
活动， 并介绍了英国、法国、印度等文化学 者和我国文化人类学专家的学术成 就，以及他们所作的
贡献，他们的研 究成果，有的甚至走在了世界前沿。
 三、该书大量鲜见的老照片是 又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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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 多，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图片资料 更是稀缺。
但罗洪忠想方设法，搜集 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画面中那 独特而又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 
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图书增色不 少。
 罗洪忠对珞渝雅鲁藏布大峡谷的 人文倾注极大热情，在完成这三部书 稿后，还将写作雅鲁藏布大峡
谷人文 探险解读、人文珞巴解读、人文门巴 解读等三部书稿。
随着“人文雅鲁藏 布大峡谷”从书（三卷）的问世，相 信有更多热心雅鲁藏布大峡谷人类文 化事业
的人会投身到这个领域。
 国家出版基金入选项目是国家 急需、惠及当代、传之后世的精品力 作。
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人们研究雅 鲁藏布大峡谷历史、人文、风情等方 面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
旅游爱 好者、探险者的必备书。
同时，它也 将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旅游开发、景 区景点的保护，以及珞渝地区的经济 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李坚尚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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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雪域、孤岛、丛林，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用散文笔调全景式地展示峡谷的
自然风光、人文风情；深峡魅力、人文地理、历史沉积，驱使着他一次次奔走于北京、成都、林芝、
咸阳、郑州等地，用报告文学全面展示考察珞渝文化（珞巴族和门巴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合称珞渝文化
）等成果。
罗洪忠原是一名驻藏军事记者，曾3次进入极端艰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作田野考察，采访曾在那
里工作生活、从事人文研究的群众、部队官兵、专家学者达120余人，整理口述资料150余万字，查阅
文献资料220余万字，用17年时间写就《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套装共3册）》。
走进西藏青年作家、人文学者罗洪忠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他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世界第一大峡谷
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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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洪忠。
1966年6月生于四川省渠县，1986年10月参军到西藏，1988年9月就读于湖南长沙工程兵学院，1991后回
西藏，历任排长、干事、科长和主任等职，2008年3月退出现役。
从事新闻工作17年，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表新闻作品2000余篇
（幅），多次参与和策划全国全军重大典型报道，《两百吨红景天销往何处》、《求实新风扑面来》
、《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奇女》等20余篇稿件荣获省以上好新闻奖。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达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宕渠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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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25年，东印度公司掠夺缅甸阿 萨姆平原的战争尚未结束，M。
沙尔舒 少校便组织一支由军人组成的大型探 测队，跟随几个师的部队进入了阿萨 姆。
 1月初，英属印度测量局陆军 中尉、探险家R。
成尔科克斯（R。
 Wilcox）中尉跟随他的上司贝德福德 上尉，当到达阿萨姆边境的戈阿尔帕 拉时，获悉缅甸军队在兰
普尔有条件 地向东印度公司军队投降，便试图扩 大战果探查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 布江流经印度
时的称呼）北面支流。
 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国 珞巴族巴达姆部落的领地。
 威尔科克斯18世纪末生于英国， 曾就读于英国皇家地理学院。
大学毕 业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印度的军事行 动。
1825年，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测 量队的一名中尉军官。
当他接到上司 关于弄清雅鲁藏布江流向何处的命令 后，从阿萨姆挑选了30多名背夫，沿 着布拉马普
特拉河逆流而上，开始了 他的“阿波尔” （阿萨姆对珞巴人的 称呼）探险之旅。
 11月22日，威尔科克斯中尉在珞 巴族村庄逗留了两天，企图说服珞巴 族部落头人，让他们继续前行
，但徒 劳无益，只得暂时撤回阿萨姆平原。
 11月28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一条支 流河口的平原地带，威尔科克斯一行 遇到了许多珞巴人，他们
下到洛希特 河（察隅河）北面地区是向米里部落 人收取租金。
这些珞巴人声称，布拉 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地区归他们部落 所有，耕种平原土地的居民每户每年 必
须向部落缴一笔租金。
 威尔科克斯会见了“‘阿波尔’ 部落中最强有力的头人塔林”，送了 许多糖、酒等礼物，希望在塔
林的陪 伴下再次进入珞巴族的村寨，但仍然 遭到了塔林的拒绝，塔林还做出不准 他的部落民众带英
国探险队进村的一 条规定。
威尔科克斯当时不得不遗憾 地离开村庄，返回阿萨姆平原。
 据历史资料记载，威尔科克斯 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巴昔卡， 是1826年3月的一天。
那天下午，威 尔科克斯遥望远处的喜马拉雅山绵绵 雪峰，在这既有雪的严寒，又有花的 芬芳，还有
风的浪漫之地，他乘上竹 筏，在霏霏细雨中，沿着宽阔的布拉 马普特拉河划向对岸，再穿越长长的 
陡峭山道，偷偷进入珞巴族村寨。
 珞巴人向来对陌生人是谨慎的， 成尔科克斯何以能如此顺利地进入珞 巴族村庄呢？
原来，珞巴人对阿萨姆 的米里人一向非常友好。
多年来，在 这两个民族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靠近阿萨姆的一些珞巴族部落人认 为，鱼是从上游
珞巴族领地流到下游 阿萨姆的，定期到阿萨姆米里人那里 去收取渔业税。
这种权利，阿霍姆政 权也是承认的。
 在这之前，威尔科克斯在给大英 帝国的报告中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 道，“阿波尔”头人认为，整个平原 地区都是他们管辖的范围，每当这个 季节，他们从山里走
下来，到阿萨姆 不受任何干扰，能顺利地向各个分散 居民点收税。
威尔科克斯正是利用珞 巴人与阿萨姆人友好的这一点，顺利 进入了珞巴族村寨。
 当成尔科克斯进入巴昔卡村的 第二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春风送 爽、多日难得的好天气。
巴昔卡村是 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进 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第一个通道，这 里的年降雨量
在中国大陆也是最丰富 的，一年四季雨水不断。
他没有放过 这个难得的机会，尽情地欣赏珞巴族 村寨的自然风光。
令威尔科克斯惊叹 的是，珞巴村庄周围的景色十分美 丽，每个村的视野都很开阔，周围的 景致能一
览无余。
村前闪着粼粼波光 的蜿蜒河流，穿越树木葱茏的群山， 村后长长的引水竹管，将股股泉水从 山涧曲
曲折折引向村寨，即使是现代 最精美的构思也难以比拟。
这种景色 与村庄配合得这么协调，珞巴人在选 择村址时，是否考虑到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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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 否认，出类拔萃的珞巴人天生的审美 观，在选择他们村寨位置上起了很大 作用。
 有关珞巴族部落文化的研究，始 于何年何月，现已无从查考。
但有一 点却能肯定，早在1825年11月，威尔 科克斯就开始搜集珞巴族部落文化资 料。
尽管他过去曾是贝德福德探险考 察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时的助理，但 他的脚步比贝德福德走得更远
。
最先 将他引上这条研究之路的，却是“阿 波尔”一词的来历。
 “阿波尔”一词源于阿萨姆语， 它的确不是一个敬语，因为该称谓具 有“难驾驭的”或“野蛮的”
意思。
 让威尔科克斯闹不明白的是，这个明 显带有贬义的词，为什么居住在雅鲁 藏布大峡谷大拐弯以下和
西巴霞曲以 东一带的珞巴族人，还接受和使用这 个称谓呢？
 为了弄清“阿波尔”，威尔科 克斯来到阿萨姆的一个长老家。
这位 长老告诉他，“波尔”这个词从“博 日”这个词中派生出来的，意为“附 属的、依附的”，它
的词根为“波 尔”，有“服从”和“自己归顺”的 含意，再加上带有否定的成分“阿” 字，“阿波
尔”这个派生词的意思是 “不向任何人屈服和归顺的”，又可 作“敌对的”、“野蛮的”和“没有 
教养的”等多种解释。
 这让威尔科克斯颇为费解，他还 是对此作出了非常大胆的猜测。
当珞 巴人偶尔与阿萨姆平原人接触时，不 懂得阿萨姆人的语言，不知道“阿波 尔”这个词所具有的
含意。
这在历史 上，也存在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印 度”这个词，原为波斯语，意为“黑 的”。
人们一讲到皮肤黑的人，就联 想到印度地方的居民。
可也被印度人 所接受，“印度人”成为他们共同使 用的名称。
他们之所以接受外国侵略 者的命名，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语言 里，没有一个共同使用的名称。
 对于“阿波尔”这个词，威尔科 克斯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了更为有 趣的情况。
他撰写的考察报告《1825 年阿波尔勘测工作回忆录》：“阿波 尔”是由某些词派生出来的，在土著 
语言中，“阿”是“昂”的缩写，意 为“心”；“波”为阳性词尾，意为 “男人”；“尔”意为“
水”或“河 流”。
于是，整个词的意思就是“想 居住在河边的人”。
 按照这样的解释，这个词被珞巴 人所接受，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对 于威尔科克斯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 这样的说法过于牵强附会，令人难以 信服。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威尔科 克斯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在西方的珞 巴族部落文化研究学者中，引
发了一 场“阿波尔”名称由来的大讨论。
有 的学者认为，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接触 时，往往会向对方询问他们的名字。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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