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件 铜 钺 出 土 于 循 化 撒 拉 族 自

治县阿哈特拉墓地卡约文化墓葬。它

长 28 厘米，宽 6.3 厘米，厚 0.4 厘米，质

地为铜，钺身宽扁，呈长条状，刃部呈

弧形，方形柄，钺身排列 7 个大小近乎

相同的圆形穿孔，近肩部有 4 个长方形

小穿 ，用于固柲 ，刃两端内卷成圆形

孔。这件铜钺造型别致，做工精细，体

量大，在青海出土的青铜时代铜器中

较为少见。

阿哈特拉墓地位于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街子乡托隆都村南，是卡约文化

一处典型遗址。1980 年，青海省文物

考古队曾在此进行过发掘，共清理墓

葬 217 座 ，铜 钺 出 自 该 墓 地 M12。 在

M12 中，与此件铜钺共存的陶器有彩

陶网格纹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

罐、腹耳壶等。据 14C 测定，阿哈特拉

山 M12 的年代为距今 3555±130 年 ，

则 M12 的年代或可早到商代早期，铜

钺的年代当不晚于此。

从形制观察，钺身上一字形排列

的 7 个圆孔及刃角做成反卷状，似更多

起装饰作用，显示此钺可能非实用之

物，因为如果是一件实用器，这些装饰

既显得多余，也会使铸造过程更加复

杂。另外阿哈特拉山墓地 M12 随葬品

较为丰富，除上面提到的陶器、铜器等

之外，还随葬大量羊角，数量多达 108

对，说明墓主人身份比较特殊。再加

上这件铜钺体量较大，很可能此钺有

特殊的意义和用途，是一件礼器或象

征权力之物。这与典籍和西周金文所

载的商周时期大型钺往往象征政治、

军事权力的记载也是相符的。

与这件铜钺器形相同的铜器数量

稀少，不仅在卡约文化中，而且在青海

地区 ，乃至整个北方地区 ，也较为少

见。在这件铜器上，可以看到多种不

同的文化因素。古埃及、西亚等地在

公元前 3 千纪流行一种锚形钺，具有直

内、宽扁状弧刃、刃角上卷等类似特

征。在中亚等地的前 2 千纪管銎铜啄

就具有卷角风格的装饰。此外，在地

处南亚的印度出土的早期铜器上，也

可以见到卷角等类似因素。这反映出

青海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文化联系，同时它又显示

出较强的地域性特点。这件铜钺应该

是在当地铸造的，而不是从外面直接

输入的，是青海地区作为多文化碰撞、

交流融合前沿地带的又一例证。

□黄志成

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卷角七孔铜钺

一圈又一圈的盘山路,像一条没有

尽头的长绳，缠绕山腰,越过山冈，路一

边的悬崖深不可测，伴随着山间的寂

静与清冷迎接着不多的来客。

“别怕，别怕。去山里的路都是这

样，习惯就好了，走了十几年我们都轻

车熟路了，你放心，掉不下去的。”黄得

梅笑着对不敢往悬崖下看的记者说。

一个小时后，车停在了海东市乐

都区中岭乡吴家洼村的打麦场上。黄

得 梅 一 边 细 心 地 卸 载 幕 布 等 放 映 设

备，一边开心地说：“今晚看电影的人

肯定多，你看天气多好。”

58 岁的黄得梅是一名藏族女放映

员，也是青海惠民农牧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海东市乐都区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队的队长。

她在曲折的山路上披星戴月走了

15 年，共放映电影 5000 余场，行程 15
万多公里。她经历了放映设备的三次

更替，见证了村道从泥泞土路变成水

泥大道的变化，尽管年龄总是提醒着

她退休，她也依旧停不下去山里放电

影的步伐。

给放映机搭一条洁白的哈达

夜幕降临，黄得梅已经拉好银幕，

架起音响，接通电源，调好了设备，开

启接受青海惠民农牧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监控的 GPS 定位系统以及摄像

头……19 时，随着数字影片解码卡插

入播放器并点选影片，放映机投射的

光，又一次照亮了吴家洼村村民们的

夜生活。

“每次电影一开始放，我就会想起

我第一次看电影和放电影的场景。”黄

得梅笑着说。

第一次看电影，黄得梅还小。晚

上 跟 着 村 子 里 的 人 一 起 去 别 的 村 子

看，她清晰地记得那晚播映的是《地道

战》，黑白的画面让她仿佛置身其中。

同时，人群里那个放电影的“电影匠”

令她崇拜不已。回家途中天太黑，黄

得梅不慎掉进了水沟。然而，昏迷几

小时醒来后她依旧会去想电影里每一

个细节，每一句话，还有那个“操控”着

画面的“电影匠”。

从此，初见光影她便爱上了电影，

更 是 对 电 影 放 映 员 这 一 职 业 心 生 向

往。

2008 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正式

进入乐都区，为农牧区千家万户带去

文化盛宴，助力乡村振兴。

当时，43 岁的黄得梅从厂子里下

岗了。一日聊天时，朋友突然提起让

她来试试放电影，从小就喜欢电影的

黄得梅开心地答应了。

当手里拿着几十斤重、编号为“1”

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黄得梅

兴奋不已。此后，她如饥似渴地学习，

很快掌握了放映技术，开始奔走在乡

间道路，在各个村的空地上放映电影。

第一次放电影是在县城附近的李

家村，那天晚上，黄得梅生涩地架好仪

器，开始放映电影《举起手来》，坐在人

群里，她专注地看着荧幕上的画面，为

自己能放电影开心不已。

电影放映结束，本可以将设备放

在村委会，但黄得梅根本舍不得放下

它，硬是把沉重的设备背回了家，并用

一块红布包了起来，还搭上了一条洁

白的哈达。从此之后，黄得梅便再也

没有离开过乐都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队。

村干部端上热茶在村口等候

吴家洼村。光影下，村民们的目

光齐齐聚集在正播放《长安三万里》的

荧幕上，黄得梅坐在设备旁和村民们

一同观看，时不时有几个村民过来和

她聊几句。

“ 我 已 经 看 了 七 八 回 了 ，不 看 画

面 ，光 听 声 音 我 都 能 知 道 播 到 哪 儿

了。”黄得梅说。

村民们现如今对电影十分喜爱，

但黄得梅十几年前刚开始放电影的时

候并不是这般光景。

“有天晚上去马厂乡放电影，回家

的路上下起大雨，开车走到一半还遇

上了道路塌方，放映员们帮抢修人员

修好路将近花了四个多小时，山里又

冷 又 黑 ，折 腾 了 一 宿 ，回 到 家 天 都 亮

了，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太多了。”

山间土路坑洼崎岖，导航有时也

起不了作用，深夜里总是走错路；冬天

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下雨天山路坍

塌回不了家；放映时间总和晚饭时间

“不谋而合”，晚饭用咸菜、泡面、馍馍

随便对付；各个村委会不配合，放电影

接不上电，没有村民来看电影……这

让黄得梅苦不堪言。

办法总比困难多。放电影的条件

艰苦她能承受，但是没观众是她最不

愿意看到的。经过几个月的辗转，黄

得梅明白还得通过村委会去解决。

黄得梅开始从村支书着手，不断

地打电话沟通，跑到村子里协调，希望

村委会重视农村公益电影，能提供用

电，能组织村民观看。一遍又一遍，一

次又一次，2011 年，放映工作终于初见

成效，村干部支持了，接电没障碍了，

观众稳定了。

“水滴还能石穿，绳锯还能木断，

我就不信我去十次还沟通不好放电影

这个事。”

接下来，随之而来的“小惊喜”更

让黄得梅心里又甜又乐。

那是 2013 年的一天，黄得梅如约

到乐都区瞿昙镇车路村放电影。兜兜

转转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刚到村口，她

便看见村干部们端着熬好的热茶在村

口等她，黄得梅心里又温暖又感动。

更让她惊喜的是，放映途中她有

事走开了一会儿，等她回来换片子时，

只见一名村干部熟练地换到了下一部

电影，她会心地笑了。

“放映员来了村子里也热闹了，他

们来得多了，我们也看得多了，都学会

放电影了”。吴家洼村村支书保旭东

笑着说。

有规矩更有温情

晚上临近 12 点，电影放映结束，村

干 部 们 帮 黄 得 梅 收 好 设 备 ，疏 散 村

民。黄得梅再一次收齐来时的行装驱

车前往中岭乡，与其他放映员汇合一

同回家去。

黄得梅告诉记者，“一起来，一起

回”是乐都区放映队铁打的工作流程，

在青海省独一无二。

“集合出发——拍照——开班前

会——进村——放映——集合——返

回——开会”。加入放映队的两个月

后，黄得梅的热心和负责让她当上了

放映队的队长。她总结经验，七年的

时间里，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乐都区

的专属工作程序。

从 2016 年开始，雷打不动地下午

在县城集合，然后开车前往放映乡镇，

每一辆车子必须按照顺序行驶，不能随

意变换初始位置，车上必须挂上宣传

幅。走在路上，放映队14辆车组成的车

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可是无形宣传。”黄得梅骄傲

地说。

说起不同于其他县区的集中放映

模式，黄得梅说：“乐都区大部分地区

地广人稀、村与村的距离远，独自放映

‘工程大’，队上还有 6 个女放映员，路

难走不说，安全也是个问题。所以我

提议采取集中放映的方式，这样可以

相 互 照 应 ，也 能 高 效 完 成 放 映 任 务 。

每次选择一个乡镇，再把大家分散到

各村。这种形式实行后效果很好，所

以就沿用到了现在。”

到了乡镇，黄得梅要求大家必须

集体留影。

“这是一种最省时最有力的工作

‘打卡’，还能留个纪念。”

留影打卡后，黄得梅开始当天的

班前会。先将自己事先填好村子名称

和村支书联系电话的表格发给大家，

然后再嘱咐一次放映纪律，强调放映

员 仪 表 必 须 大 方 得 体 不 要 穿 奇 装 异

服，强调放映程序必须按照要求不能

应付差事，强调放映员行为举止必须

文明不能在村里乱窜。最后，还会嘱

咐大家遇到困难一定要给她打电话。

在她看来，自己虽然是个女人，但永远

是队员们的坚强后盾。

“ 说 实 话 ，我 的 队 员 们 真 的 都 很

好，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去的村子远，谁

去 的 村 子 近 ，都 是 拿 起 设 备 就 干 开

了。”黄得梅眼里充满了欣慰。

开完班前会，放映队员们便去村

子里放电影，放映结束，再次集合。路

灯下，黄得梅总结当日的放映工作并

告知大家明天集合的时间，然后大家

一起返回县城。直到半夜一两点手机

里陆续闪现出大家发来的“平安到家”

的微信，黄得梅一天的工作才画上句

号。

黄得梅说：“山里电话信号不好，

为了提升放映队的工作质量，大家自

费 买 了 对 讲 机 保 证 时 刻 能 联 系 上 彼

此，还买了几十个小板凳，方便农民群

众看电影。”

多年来，在黄得梅的带领下，乐都

放映队管理规范，为区内群众提供着

优质的服务，被青海省金桥院线和青

海惠民农牧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授

予“青海省公益电影先进集体”称号。

鞋垫的故事

“下次你们啥时候来啊？”一位村

民站在十米外的路灯下对着一只脚已

经踏上车子的黄得梅大声问道。

“过几天就来了，你等着啊。”黄得

梅热心地回答。

电影放多了，黄得梅也渐渐成了

村民们的老朋友。

提 起 黄 得 梅 放 电 影 最 难 忘 的 时

光，她只想到了台下坐得满满当当的

观众，小孩们看电影发出的“咯咯”笑

声，村民们兴奋地跑来和她说“今天这

个电影真好看”，还有各村的村支书主

动 打 电 话 询 问 她 什 么 时 候 再 来 的 场

景。

15 年来，黄得梅家里积攒了很多

的鞋垫，究其来历，是村里的留守老人

送给她的。

乐 都 区 各 村 有 很 多 留 守 老 人 和

留 守 儿 童 。 黄 得 梅 进 村 放 电 影 时 总

是带着几包糖给村里的小孩儿，孩子

们开心，她也开心。有的老年人孤身

一人无儿无女，黄得梅便买了肉到他

们 家 去 ，切 好 炒 好 ；有 的 老 人 出 行 不

便 ，她 便 帮 助 他 们 买 种 子 、买 土 豆 却

不 收 钱 ；有 的“ 五 保 户 ”老 人 生 活 拮

据，黄得梅就塞点钱给他们……老人

们为了表达谢意，硬是把自己亲手做

的 鞋 垫 往 黄 得 梅 怀 里 塞 ，盛 情 难 却 ，

她只好收下。

15 年来，每次黄得梅去了，老人们

便立即跑来家长里短说个不停。乡亲

们惦记着她，她也总想着这些喜欢看

电影的乡亲们。

2022 年，乐都区中坝藏族乡发生

洪灾，黄得梅带头捐款，放映队 16 名放

映员买了一车方便面、牛奶、矿泉水和

挂面送到了中坝。虽然洪水把很多路

段都冲断了，但是队员们硬是用架子

车把设备拉了上去，把温暖和光影送

给了受灾群众。

黄得梅的温暖不仅给了山里的老

人 小 孩 ，更 多 的 也 给 了 放 映 队 的 队

员 。 从 初 次 培 训 新 队 员 如 何 使 用 设

备，再到无数个大雨滂沱、又冷又饿的

夜晚，她和队友们同去同回，都让大家

心里暖暖的。

事实上，黄得梅所负责的放映区

域离她居住的地方很近，但是作为队

长，她总是带头领着大家一起去偏远

的村子放电影，她没有觉得自己吃亏，

而是觉得 16 个人团结起来，把电影送

到各个村庄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90岁的母亲也为我骄傲”

“我为我自己的工作骄傲，我 90 岁

的母亲也为我感到骄傲。当她看着我

和队友们分工协作在乐都区中心广场

放电影，台下坐满了观众，我看得出来

我 的 母 亲 眼 里 也 全 是 骄 傲 。”黄 得 梅

说。

15 年，跑遍乐都区 354 个行政村，

16 个人的放映队伍，放映电影 7.5 万余

场，平均每年为 25 万农民群众带去温

暖的光影，乐都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工作不断成长。

黄得梅说：“现在大家伙都撸起袖

子加油干，希望把疫情期间落下的任

务赶上去，继续把丰富的文化带到村

子里去，做好文化宣传。”

如 今 ，乐 都 区 16 个 人 16 支 放 映

队，每个队员放起电影来早已得心应

手，却依旧离不开黄得梅。而黄得梅

也离不开他们，他们像一个大家庭，彼

此照顾，彼此关爱。15 年，黄得梅最大

的 感 受 只 有 朴 素 的 四 个 字“ 开 心 充

实”。

“按年龄我该退了，但是单位不让

我 退 ，队 员 们 也 不 原 意 让 我 走 ，说 实

话，我自己也不想走，我想做一辈子放

映员，直到我走不动路，拿不起设备。”

黄得梅说得很平静，但是她眼里全是

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15 年里，青海惠民农牧区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授予黄得梅青海省公

益电影“优秀放映员”称号，还有全省

农牧区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先进个人”

等 荣 誉 。 她 凭 借 着 一 腔 热 情 和 责 任

心，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坚守着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的信念，将公益电影传遍

千家万户，温暖了农民群众的心房。

□韩富红

一位藏族女放映员的15载光影路

中坝藏族乡遭遇洪灾后，黄得梅（左七）组织乐都区放映队前往灾区送物资、放电影。

左图：黄得梅（左）在海东市乐都区马营乡卡拉村放映电影。

上图：电影送到村，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生活。

这些鞋垫寄托着留守老人们对黄得梅的感谢之情。

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卷角七孔铜钺。

本文配图均由黄得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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