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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边陲的墨脱是目前我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这里的地理环境除一面临近印度外，其余三面为大雪
封山，一年中有八个月与世隔绝。
我曾经两次走进墨脱，在进行科学考察时，我们的考察队员险些被泥石流掩埋，所以对这里的道路深
有体会。
我认为长期的交通落后和封闭状态虽然制约了墨脱与外界的交往，但也使它保留了令人欣羡的原始生
态和别具一格的民俗，使之成为我国颇具神秘的处女地。
    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目前正在从事《中华大典·民俗卷·地域民俗分卷》编辑工作，恰在此时收
到了罗洪忠先生从成都发来的书稿《边陲墨脱——西藏仅存的一神秘处女地》，恳请我审阅并为之作
序。
此前。
虽然我已婉拒了一些稿约，但该书稿却是关系到我时刻萦绕心头的墨脱，最后还是抽暇仔细地读了。
    我和罗洪忠先生仅是谋面一次的忘年交，他长期在西藏工作，对珞渝文化研究情有独钟，令我感动
，他一有疑问就打长途电话向我咨询。
在我的印象里，有关墨脱的书籍不是很多，当看完这部书稿后，我顿生后生可畏的感觉。
全书不是过去资料的泛泛汇集，或墨脱自然景观的描述，或个人随意发挥的文学作品⋯⋯而是通过流
畅的文笔对世界第一大峡谷壮观的瀑布群、罕见的大雪山和茂密的原始大森林等自然奇观的描述，并
与珞巴族、门巴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民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读性颇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墨脱县中间横亘着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罗洪忠先生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以严谨的态度审视这段历史，从土著珞巴人猴子变人的神话、女儿国的传说、新石器神斧的发
现、莲花圣地的由来、门巴人的迁入、珞门之争的出现、波密土王的统治、清军进驻白马岗⋯⋯展示
了墨脱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画面，说明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罗洪忠先生曾是一名记者，在西藏工作期间，他多次利用休假机会，专门到墨脱县体验生活。
在其采风的地方，环境是相当艰苦的，尤其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一带。
他有过困在通麦大塌方时喝冰水、啃压缩干粮的艰辛，也有露宿山崖，树洞时的苦辣。
正是这样的付出，才使他的文稿显得丰厚而扎实。
另外，书中还记述了一些科学家、人文学者、记者、冒险家的种种经历，使本书更具人文色彩和情趣
。
    如果说文字流畅生动是全书的特色的话，那么大量的鲜见图片是本书一个亮点。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多，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影像资料更是稀缺。
但罗洪忠先生想方设法，打通渠道，收集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书籍增色
不少，使读者能够形象而立体地认识墨脱、了解墨脱。
这也是其他图书难以企及的。
    如今的墨脱已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富魅力的旅游景点，以山奇、河奇，湖奇著称。
当前，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对边疆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关切，此书的出版，不仅对渴
望了解墨脱的读者是难得的，对于要研究墨脱的人文学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建议大家不妨读一读
。
    这是我的读后感，权作为序！
    李坚尚    2010年12月10日于北京密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边陲墨脱>>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流畅的文笔对世界第一大峡谷壮观的瀑布群、罕见的大雪山和茂密的原始大森林等自然
奇观的描述，并与珞巴族、门巴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民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读性颇强。
罗洪忠先生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态度展示了墨脱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画面。
大量的鲜见图片是《边陲墨脱》的另一个亮点。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多，留下文字资料有限，影像资料更是稀缺。
但罗洪忠先生想方设法，打通渠道，收集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书籍增色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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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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   插图：    对于珞巴族原始部落生活状态最早的详细记述，恐怕非英属孟加拉长枪队上尉、
著名探险家E.T，达尔顿莫属。
1845年7月，他撰写了《阿萨姆的米里人和阿波尔人》考察报告，首次向世人展示了150多年前一幅幅
珞巴族先民生活画卷：树叶遮羞、进山狩猎、钻石取火、刀耕火种、以物易物⋯⋯ 达尔顿看到的只是
珞巴族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
那么，早期珞巴族祖先又是如何生存呢？
在珞巴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中，保存了许多历史痕迹，勾画出了珞巴族远古时代的轮廊：珞巴族祖先最
初住在山洞里。
具有游群时代不以血缘为基础、离合较易的特点。
 墨脱东部珞巴族传说，其母系氏族祖先从附近浪错（错为湖之意）上的岩洞里装了一葫芦水出来，她
不慎摔了一跤，将水泼在地上，便形成了今天的浪湖。
在珞巴族达额木部落的传说中，其父系氏族祖先原从贡堆颇章的山洞里走出后，信步向南，来到古更
的一个石洞前便没有路了。
他向岩洞下一看，发现那里有人，于是跳下去⋯⋯繁衍了后来的达额木人。
 珞巴族最初的历史演变不受血缘限制，神话中对汉族人羞于启齿的。
兄妹互婚"较为流行，其中尤以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达蒙和达宁》的故事最为动人。
相传达蒙和达宁是天父地母结合后所生的孩子。
达蒙是姐姐，达宁是弟弟。
弟弟从事狩猎，每天都背回许多猎物，他还把抓到的小野猪交给姐姐驯养。
姐姐一边从事采集，一边种地，她用麂子角挖地，用猴子的下颌骨松土。
他们用藤条和木头互相摩擦，借以取火。
慢慢地，弟弟对姐姐有了感情，总想格外亲近姐姐，姐姐则一再拒绝。
后来他们到了天上，去找太阳评理。
太阳说，你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还应该一起生儿育女，因为地上只有你们两个人，人类要有自
己的后代。
于是，太阳把姐弟俩关在鸡笼里，强迫他们成亲，结为夫妻，便有了珞巴族人的后代。
姐弟互婚的故事给了人类学家以启迪，让他们作出大胆的推断：在珞巴族各部落生活的早期，由于同
外界交往十分困难，相互之间普遍存在着兄弟姐妹互婚的现象，如今在亲属称谓上的一致，表明他们
过去有明显的血缘痕迹。
对他们来说。
父亲、母亲和岳父，岳母，都是父母，而侄儿、侄女和妻侄儿，妻侄女称呼上的一致，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他们都是兄妹，或者姐弟互婚的孩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边陲墨脱>>

后记

《边陲墨脱——西藏仅存的一神秘处女地》终于脱稿，我如释重负。
这些年来，为搜集珞巴族部落文化、门巴族民俗文化、喜马拉雅山丛林“野人”等方面资料，我一直
奔波于素有“雪域孤岛”、“高原孤岛”的墨脱，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一带，由于墨脱是中国唯一不
通公路的县，所以每一次往返都可以说是历经艰辛和风险。
记得有一次，“沿途走了十多天，来到距中印边境不远的区域，没想到办边境证，被扣留了。
待边防站查清身份后，所带的钱已不多了，只好踏上回家的路。
当我回到妻子身边时，见我蓬头垢面，胡子拉喳的，气不打一处来，冲我说道：“找‘野人’，我看
你就是一个‘野人’！
”    2001年9月，我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期间，先后采访了曾到墨脱县考察的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诸如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发现者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以及关志华、陈传
友、李坚尚、张江华、刘芳贤等，从中学到不少历史、民俗，科考方面的知识，还收集到了一些英国
、美国、日本等外国人考察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历史资料，使我最后写成了《亲近墨脱》的初稿。
    但从《亲近墨脱》到《边陲墨脱——西藏仅存的一神秘处女地》的易名，其过程体现了我对这本书
稿认识的转变及提升。
为此，我谨向《西藏旅游》杂志社原总编贺中、西藏自治区民政厅离休老干部冀文正、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副总裁罗际明、问渔工作室的张问渔等老师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贺中老师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创始人，西藏有名的文化人。
我写完本书初稿后，公务缠身的他仍抽出时间阅读，并对一些地方给予指正。
冀文正老先生曾在墨脱工作生活16年，完成了《珞渝情歌》等20余部著述，他毫无保留地为我提供所
需资料。
罗际明老首长在担任林芝军分区政委期间，曾带领工作维一行历时40天，徒步行程812公里，成为我军
第一个走通墨脱县全境的大校军官。
当得知我写有珞渝方面的书稿时，他趁出差的机会到成都同我会晤，并为书的出版献计献策。
    张问渔老师原为四川人民出版杜的资深编辑。
人文华夏丛书”的总策划。
退休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编辑。
当他接到我的书稿后，和我几次在一起切磋、讨论，对原书稿偏重于文学，知识性、学术性以及信息
量方面太弱以及结构、体例不妥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富有成效的修改意见。
最后终于使我找到了感觉，对原有书稿进行了“大手术”。
    在撰写过程中，本书主要参考了冀文正的《珞巴族风情录》、《门巴族风情录》、杨辉麟的《西藏
东南角》，廖东凡的《西藏风情录》、李坚尚的《喜马拉雅寻觅》、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张
继民的《走进世界第一大峡谷》、沙钦·罗伊的《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和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珞巴
族简史》、《门巴族简史》，以及一些探险旅游者的随笔。
《边陲墨脱——西藏仅存的一神秘处女地》的问世，应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
的谢意。
    我还得感谢一些民俗学家、探险家，科学家等，深入墨脱县考察时拍摄了大量照片，甚至包括20世
纪40年代的老照片。
林芝地区旅游局、墨脱县交通局，以及冀文正、李坚尚、陈立明、廖宏伟、龙君、普布扎西、杨西虎
等多位老师和朋友，也将他们拍的墨脱照片提供出来，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增加了可读性。
由于林芝地区旅游局、墨脱县交通局参与拍摄的人员较多，作者没能去一一核实每位摄影者的姓名，
也难免有个别旅游摄影者的照片我们没法注明其姓名。
《边陲墨脱——西藏仅存的一神秘处女地》的问世，应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
的谢意。
    最后，我要说明的，就全书围绕墨脱独特的人文历史、自然地貌、奇风异俗来介绍，是力图让更多
的人到我国最富魅力的墨脱来探奇历险、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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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书中难免谬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罗洪忠    2011年10月于成都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边陲墨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