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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名名 大雪塘·苗基岭

□映月河 文/图
西岭雪山的大雪塘，又

名苗基岭，海拔5364米，终

年积雪不化，距成都市中心

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是

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的最高

峰，也是世界超千万人口大

城市中海拔最高的雪山，称

为“成都第一峰”。

西岭雪山位于大邑县境

西北部，是成都市与雅安市

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地

5县（大邑、崇州、芦山、宝兴、

汶川）交界处，景区总面积近

500平方公里，为世界最大的

雪山森林旅游景区。这里海

拔从1000米多至5000多米

区域，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大

熊猫栖息地、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和建设中的

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
李颖《窗含西岭千秋雪》1985年作

一

从中国山脉体系来看，西岭雪山坐落于横
断山脉东北部、邛崃山脉南段、成都平原西面，
西岭雪山主峰的原名叫大雪塘又叫苗基岭，属
于成都平原到川西北高原、青藏高原的过渡地
带，为什么一个地方两个地名呢？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大雪塘与苗基岭混
淆在一起。大雪塘的主峰有人称大雪塘，有人
称大雪峰，还有人称苗基岭，实际上称大雪峰
更为准确。真正的大雪塘则是指大雪峰下海
拔 4800 米左右的半山处，三面环山形成一个
天然的山塘，只因处于雪线之上，晴天时积雪
会消融一些，到了雨天又会有新的积雪覆盖，
这就成为终年装满积雪的偌大的山塘。一个
是山峰，一个是山塘，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概念词。但是，民间一直以来把“大雪峰”当成
了“大雪塘”，久而久之，也就约定俗成而不好
更改了。讲清楚了大雪塘的形成，但“苗基岭”
的出处又何在呢？

清乾隆版《大邑县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大邑旧志中的第一部，由清乾隆年间县令宋载
纂修的《大邑县志·山川》中，列举了包括雾中
山、鹤鸣山在内的县境大大小小山名共 49 座，
却没有出现“大雪塘、大雪峰、苗基岭”这一海拔
最高的山名。清光绪年间《大邑县志》记载：“大
雪塘冬季积雪如银，周围可数百里，三面皆立壁
千仞，唯一面岛道可蜿蜒至山顶”，这里出现了

“大雪塘”却没有出现“大雪峰、苗基岭”。民国
版《大邑县志》在《地理志·山脉》中表述：“大邑
山脉，当以北区为正脉⋯⋯正脉由大雪塘、小
雪塘南行⋯⋯”，出现了“大雪塘”，没有“大雪
峰、苗基岭”。1992 年版《大邑县志·自然地理
篇·地势》中表述：“（县境）西北最高处为双河乡
境内的苗基岭，海拔 5364 米。”该志第三篇《自
然地理·山脉》中提到：“邛崃山自北向南，经四
姑娘山、巴郎山，在二十四凼东南处分支入大邑
境。县境山脉分为三支：一支为南北向山脉，一
支为东南向山脉，一支为东北向山脉⋯⋯东北
向山脉，东起二十四凼，经大雪峰(苗基岭)、羊
子岭、大尖峰东南处入崇庆县（今崇州市）境，为
大邑县与汶川县界山。”大雪峰即“大雪塘”，芦
山、宝兴一带当地人至今仍称大雪峰。在互联
网百度搜索“卫星地图”，几个版本的地图对西
岭雪山主峰的地名标注，有“大雪塘”的，有“苗
基岭”的，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知其然，理应知其所以然。笔者出生在西
岭雪山脚下，住家的院坝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大
雪塘，特别是夏日雨后晴天的大雪塘，完全是万
山翠绿中的一顶雪帽，虽然自己是目睹着大雪
塘、听着老一辈人讲述着大雪塘的神奇故事长
大的，但始终没有“苗基岭”一词的一丝记忆。
为了弄清楚“大雪塘”与“苗基岭”是怎么回事，
笔者专程走访了西岭雪山脚下的众多当地人，
包括那些八九十岁、年轻时候曾在大雪塘、羊子
岭一带采挖贝母药材的老者，人人都熟知“大雪
塘”，包括当年走遍西岭雪山地区三地五县收集
西岭山歌资料、把西岭山歌成功申报成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张道深老先生，却
没有人知道“苗基岭”这个词。笔者专访了从
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为县林业局大熊猫保护
站的专职巡山队几任队长。几十年来，他们每

年都要组织巡山队巡山多次，最远处是走进雪
山无人区，经过大雪塘、羊子岭半山一带，他们
对大雪塘又称“苗基岭”一事毫不知晓。

看来，探寻大雪塘又称“苗基岭”的话题，
只得另寻路径了。

二

西岭雪山孕育了出阝江河。出阝江河发源于
西岭雪山前山北沙岗下，全长 100 余里，流域
面积四五百平方公里，是大邑的母亲河，因此
西岭雪山前山的大飞水原始森林旅游沿线，又
称“古出阝源头”。

史料记载，出阝江河上游西岭雪山脚下的
大飞水、两河口、打索场、天车坡等地，早在新
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夏、商、周时随古
蜀国的兴起而兴旺起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这里成为了汉、藏、羌 3 个民族杂居的地
方，虽以汉族为主但又融合了藏、羌两个民
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岭雪山地区这一支
出阝人，因人口逐渐增多、不断崛起而形成部落
出阝国。出阝人与外界的交流增多，部落人口开
始向出阝江河中游地区不断迁徙，最后在几十
里外地势开阔、物产丰富的出阝江河中游的出阝
坝，形成了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今天的出阝江古镇便是历史上出阝国的部落都
城。约2万人口的部落小国出阝国，在正式形成
约 300 年后到了公元前 316 年秦惠王在位时，
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天府之国”后来就成为
了秦王朝的粮仓，蜀国改为蜀郡。出阝国这支
部落小国在华夏大统一的形势下，融合到强大
的汉民族大家庭中。

“出阝”字的繁体“耒、昔、阝”三字合一的写
法：“耒”的读音[lěi]，解释是古代耕种用的简
单农具。“昔”读音[xī]，解释是“往昔、从前”、

“干肉、陈肉”等意。“阝”的读音[fǔ]，同“阜”时
本义是土山，同“邑”时本义是国家。当用作汉
字的右偏旁时，一般与高坡、深谷、山地有关，
或者与地名有关。这个复杂的左中右结构的
汉字，融合了“象形、会意”的构成原理，也充分
说明西岭雪山地区这个特有的“出阝”字的来历
非凡。“出阝”字的解释就是“出阝江”，河流名，它与
出阝江河流域在历史上形成的出阝人及出阝国部落，
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出阝”，这是大邑唯
一的地方字，体现了厚重的地方历史文化色
彩，见证着一个古老的刀耕火种游猎民族的兴
衰，讲述着一个悠远的历史故事。

西岭雪山地区本来就是汉、藏、羌3个民族
融合而成，但由于羌人的强势进入，加之羌族是
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羌族文化与羌人的习
俗慢慢在出阝人中占了上风。因而，这里表面上
虽是汉民族出阝人的民俗文化，实则更多地体现
了羌民族文化特色。如今，西岭雪山地区仍然
有依山而建的虚脚楼，就是羌族人的吊脚楼，吊
脚楼是羌族人的一大发明和羌族居住区普遍
的一种房屋建筑，今天却成为西岭雪山特有的
一道风景。西岭雪山有一道特色美食“雪山老
腊肉”，其实也是羌族人的风干肉、风吹肉演变
而来。在出阝字的繁体字中有个“昔”，而“昔”字
有一种解读就是“干肉、陈旧的肉”，说明羌人到
西岭雪山后在继承喜食盐渍风干的“干肉、陈旧
的肉”的基础上，又因地制宜将这种肉烟熏而

成，陈年不腐坏便于存放。如今，当地的百姓在
着装、服饰上仍然存留着穿土布长衫，包头巾、
拴围腰、缠绑腿等羌族朴素的古风，过去男子汉
上山烧树碱、挖药、狩猎或者背运重物时，都要
披蓑衣或穿“棕褂子”的习俗，偶尔还能够见到。

三

西岭雪山西面的夹金山下、青衣江源头，
属于雅安市的宝兴县有个硗碛（标准读音
[qiao qi]，当地人读音[yao ji]）乡，是一个面积
800 多平方公里、仅有 5000 多人口的少数民族
藏族乡。“硗碛”本为当地藏语“夷基”的译音，
大意为“很高的地方”。清乾隆初年所修的《雅
州府志》中记作“尧碛”，后来人们渐渐写作“硗
碛”。硗碛藏族乡政府所在地海拔 2500 米，四
面皆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从地图上看，夹金山往东跨东河，便是五
道牛场、二十四凼、大雪塘、羊子岭、九架棚等
东北至西向南海拔 4000 至 5000 米的山峰，与
北面北南向的四姑娘山形成不规则的丁字形
布局。就在这些山峰相连的半山腰海拔约
4000 米的高山草地带，历史上一直有一条从
硗碛乡往东经大雪塘、羊子岭下，拐南直下大
尖峰、小尖峰、三道坪、火烧营到大邑的打索场
或到崇州万担坪的山路，老一辈山里人中不少
人走过这条山路，单边行程四五天。另外还有
一条山路，从大邑的打索场、崇州的万担坪，经
火烧营、三道坪、小尖峰、大尖峰拐往东北方向
走全凉山，去往汶川县的三江口（三江镇），这
条山路相比往硗碛方面的山路要近一些，也有
三天路程。解放前，通过这条山路，大邑、崇州
与汶川三地汉、藏通婚的家庭有很多例，而往
西去往硗碛至小金县及阿坝藏区通商也大有
人在，传说三道坪下面类似于平坝“腰店子”的

“四城门”景观，就是历史上人们来往硗碛、三
江口时留下的。

由于海拔3500米至4500米之间为高山多
年草甸草坡、草料丰盛的特殊环境，硗碛乡的
畜牧业兴旺，当地人大多沿袭放养牦牛为生的
生活，而且放养牦牛的数量较大，到了现在也
保持着年出栏六七千头、存栏二三万头的水
平，以至于拥有十四五万亩可利用草地，仍然
不能满足现状。“牛比人多”是藏乡的一大特
色，境内有“一道牛棚、二道牛棚⋯⋯五道牛
棚”的地名，更能够说明问题。如此一来，硗碛
乡往东数十公里的大雪塘、羊子岭下，那长达
几十公里的宽阔草坡带，就成了硗碛人的天然
牧场。成百上千的牦牛，整年在那里悠闲地啃
着密实茂盛的青草，每年到了十月大雪封山
前，那些膘肥体壮该出栏的牦牛则被主人翻山
越岭赶回硗碛，每头牛变成上万元的大把大把
钞票，过去与现在年年如此。

西岭雪山有方圆数百公里的无人区，行政
区域上虽说是大邑县的版图，但山高路远、鞭
长莫及，大雪塘、羊子岭一带宽阔的草山却一
直被“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硗碛人利用。但到
了夏天的六七月，正是名贵中药材川贝母采挖
季节，过去西岭雪山周围三地五县的山里人都
要集中到这里采挖贝母，规模可达四五百人，
时间长达 1 个多月，这时的草山便是一年中最
为热闹的时候。而且，大雪塘东侧半山处的高

山海子“红猪池”景观的神奇传说，讲述的就是
挖药人的故事。如今，西岭雪山成为国家级景
区和大熊猫保护区，雪山东南面的大邑、崇州
的人已不再上山挖药，但硗碛人除了在草山放
牧外，还兼有采挖贝母的习惯。

行政区域的划分上至国界下至县乡分界，
大都以山脉、江河为界，这是常理。大雪塘前
山东西走向海拔 3000 多米的红石尖至戏子岩
山脉，是出阝江河流域与黑水河流域的分水
岭。出阝江河流域归大邑所辖理所当然，但黑
水河流域数百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仍归大邑所
辖，有些出人意料。民间有一个传说佐证了这
个“出人意料”，而且在西岭雪山下西岭镇（旧
称两河口）当地，大多数老者都能够讲述这个
传说故事——

历史上，西岭雪山黑水河流域数百平方公
里的无人区，包括大雪塘、羊子岭一带的草山、贝
母山，一直为芦山或宝兴姓姚的大户人家和大
邑两河口姓郑的大户人家共同拥有，凡上草山
采挖贝母的山里人都得由姚、郑两家统一管理、
坐抽“山底子”，“山底子”就是所挖贝母的两成归
姚郑两家所得，单日归姚家、双日归郑家。这一
年，大邑两河口姓郑的大户人家率众挖药人到
贝母山挖药，姚郑两家除每天管理挖药队伍外，
闲得无聊就打牌赌博，输赢多少都不在乎。一
季挖药结束“收山”时，姚郑两家决定最后来一盘
豪赌过瘾，赌注就是谁输了谁把整个雪山的所
有权全部让归对方，结果姚家输、郑家赢。下山
后，姚郑两家通过官府写下地契，而且在黄水河
与黑水河合河处中嘴这个地方立下界碑，刻入
地契主要内容。从此，姚郑两家信守契约、世代
友好，共同管理雪山，而且还成为儿女亲家。

四

联想到走访求证“大雪塘又称苗基岭”课
题时，当地人都把“庙基坪”误认为“苗基岭”，
这是怎么一回事？庙基坪位于西岭雪山白沙
岗，也就是今天的日月坪，海拔3250米。

21 世纪初，西岭后山的高山滑雪场建
成，从滑雪场乘索道上山至终点站便是日月
坪，因这里早晚经常太阳与月亮同时挂在天
上、“日月同辉”而得名。日月坪至阴阳界、
红石尖三四公里的白沙岗旅游路线，是游览
西岭雪山原始森林和高山自然景观的核心
景区，西边的“蜀山之王”贡嘎山、北面的“蜀
山之后”四姑娘山与“蜀山王子”大雪塘同
框，巍峨雪山遥相辉映、令人震撼，东面戏子
岩形如雄狮、雄伟壮观，南面成都平原一马
平川、田畴阡陌。

庙基坪的由来与一则神话故事有关。相
传，西岭雪山有一位白沙仙子，从四城门迁到
白沙岗修建了庙宇，在此修行多年，后因一场
大火毁了庙宇，白沙仙子离开雪山去了鹤鸣仙
山，仅留下庙基。庙基坪与大雪塘的苗基岭，
实则没有丝毫关系。

从史料分析，大邑留存最早的县志清乾隆
版《大邑县志》里，既没有大雪塘也没有苗基岭
地名;清光绪版《大邑县志》里，出现了大雪塘却
没有苗基岭地名；民国版《大邑县志》里，有大雪
塘、小雪塘，没有苗基岭；1992年版《大邑县志》
里，既有大雪塘又有苗基岭；如今，互联网几个
版本的“卫星地图”，有的是大雪塘、有的是苗基
岭。也就是说，从1992年的地方志才出现了苗
基岭地名。查阅1992年的地方志，这部志书从
1981 年开始编纂到 1993 年才出版，历时 10 余
年、四次更换编委会成员和编写人员，200多人
参与编纂。为了考证“苗基岭”之出处，笔者又
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这部志书上。

去县档案馆了解到，现职人员都没有参与
过当年的编纂工作，对“苗基岭”如何进入县志，
一无所知；之后，登门拜访了其中一位当年在县
档案局工作、如今 92 岁高龄的老者，遗憾的是
他并不知晓苗基岭入县志的出处。他把该志
全体编纂名单看了一遍，摇着头说大部分骨干
编纂人员都不在世了。最后，通过熟人拜访了
当年为县政协副主席、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大邑
文史专家、百岁老人魏老先生，遗憾的是他已神
志不清仅说了句“不知道”。

关于“大雪塘又称苗基岭”之话题，就苗基
岭的出处是费尽周折仍然没有解，只能推测应
该与藏文化有关。一方面，宝兴硗碛的藏族人
千百年来一直在大雪塘、羊子岭一带草山放
牧，而西岭前山的人却很难涉足这个地方。山
民历史上就有把雪山当成神山敬仰的传统，不
排除把西岭雪山当成神山，称其为苗基岭；再
一方面，在当地那个姚郑两家雪山豪赌定输赢
的传说中，西岭雪山西面的姚家会不会是苗
家，后来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姚家？如是苗家
的话，曾经在大雪塘的某个地方建立过庙宇，
后来就称苗基岭了。

歌
诗诗

1891 年 6 月 20 日，李劼人出生于成都市经历司街
（今锦江区华兴东街），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
大师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
社会活动家与实业家，其“大河小说”被誉为“小说的近
代《华阳国志》”，郭沫若称赞他是“中国的左拉”，在中国
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位于锦江区菱
窠西路70号的李劼人故居纪念馆作为成都市廉洁文化
教育基地及示范点、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弘扬
爱国情怀、传播廉洁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都日报以“天府之水”为名的《锦水》副刊，创办
于 1962 年 8 月 18 日，是全国影响力较大的党报副刊之
一，也是四川唯一一个 60 余年来坚持办刊、未曾易名
的副刊，是成都日报深入践行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重要阵地，是打造“大锦观 精纸媒”的重要品牌。《锦
水》聚焦成都历史文化，发掘、培养了众多文艺人才，发
表了《红岩》《清江壮歌》等永载中国文艺史册的精品力
作，作者群体包括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马识途、王
火、阿来等著名作家，为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
了独特作用。

为纪念李劼人的杰出贡献，以文学的力量，更好地
铭刻、记录和创新表达李劼人文化 IP，以“城市气质与
人文气质”为主题，进一步挖掘城市历史，彰显天府文
化魅力，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宣传部与成都日报合作
策划设立“李劼人·锦水文学奖”（双年奖），面向全球华
语作者公开征稿。

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征稿启事

傍晚，我站在铁像寺水街

六边形的回澜塔，像一柄利剑

将我和天空隔开

这是春天，但并不比冬天温暖

寒风趁势铺满阴郁的天空

我也仿佛比水中波纹更颤抖

古树挥舞着手臂，它的枝头

梅朵绽放风和阳光停驻的样子

我也描摹着气温在缓慢回升

灯笼，发了芽

晚风，缓缓打开步行街

高个子模特儿遮住天空的一角

跳出影子，转身跃入春的怀抱

铁像寺，依然在夜里沉默

大地的衣裳

春雨抽出了丝线

白龙河谷，一粒梅花

搭乘春天的高铁在天上飞

梅花，这春天的引子

枝头上的白雪仅是掩饰

咬破嘴唇亮出了季节的底色

梅花香过，便有桃红柳绿

喊醒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小溪

为青山穿上一件画出来的衣裳

也有鸟儿，在花丛叽叽喳喳

像是在开会，又像在唱歌

总是春回大地时替我们表达

天上的云朵，水中的花瓣

这春天的爱情，泥泞而忧伤

铁像寺（外一首）
□王守槐

一、奖项设置

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散文奖。
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李劼人·锦水文学奖诗歌奖。

（奖项说明：每类奖项设置2—4 名获奖
者。另设置若干优秀奖。）

李劼人·锦水文学奖荣誉奖。
（奖项说明：以表彰多年来关心、支持

成都文学艺术发展以及党报文化建设的领
导、专家、学者。荣誉奖获得者颁发证书。）

二、征稿时间

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征稿时间从
即日起到2024年9月30日，逾期无效。

三、投稿要求

1. 来稿限本人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在各省会城市党报副刊及
以上级别党报副刊正式刊发的原创散文、
文学评论、诗歌作品。散文、评论类在 3000
字以内，诗歌不超过100行；

2. 来稿需以“城市气质和人文气质”为
核心议题，围绕成都历史、天府文化、城市
文明、城市发展、锦江区历史文化等关键词
进行书写；

3.来稿要求原创，作者必须保证拥有该
作品的著作权。若有侵权行为，来稿人承
担一切法律后果。一经投稿，均视作作者
本人同意稿件内容可在成都日报、锦江融
媒全媒体平台（报纸端、客户端、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上公开发布和使用，可用于制
作宣传海报、音视频、公开出版物等。

四、投稿方式

1. 请 将 稿 件 发 送 至 指 定 邮 箱 ：
jswxj2024@163.com。并在邮件主题注明

“李劼人·锦水文学奖征稿”。
2.仅接受电子稿件，投稿作品收录于同

一个word文档。文档内不得署名或标注任
何具有辨识意义的记号。

3. 邮件正文请提供投稿者笔名及真
实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电话、
电子邮箱。

4.每名投稿者只能投稿一份稿件，如出
现重复投稿，以时间靠前一次稿件为准，后
续稿件作废；若更换名字多次投稿，经核实
取消所有参赛、评奖资格。（如存在多笔名
情况，请统一投稿。）

5.评审结束后，由组委会与获奖人核实
信息，如经核实不符合各项获奖要求的，组
委会有权取消其获奖资格。

五、奖项颁布

颁奖典礼时间设定在2024年10月。一
切公告以组委会统一发布为准。

岑学恭《窗含西岭千秋雪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