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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双

格达村，沉寂一冬的村庄随着时令的

变化渐渐苏醒，一场春雨过后，天空湛

蓝，空气清新，树木换上了新装，小草

露出了嫩芽，村民在田野里各自忙碌

着。山坡上一群羊在闲散地吃着草，

汉族村民张永强不紧不慢地挥动着手

中的牧羊鞭，哼着小曲，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只见他掏出手机，拨通了

他远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的藏族

弟弟的电话：“乔得茂（藏语，意为“你

好”）……”他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对

方亲切地交谈了起来。

一

笔者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认

识张永强的。

2021 年隆冬时节，贵南的天气特

别冷，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牛羊在草

地上觅食。笔者一行驱车来到距县城

约 12 公里的森多镇加尚村。走进嘉

仓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饲料棚、机

械棚排列整齐，畜棚里不时传来牛羊

的叫声。

这天对合作社的负责人仁庆塔来

说是极其特殊的一天，因为他的汉族

大哥张永强（藏族名为“东主才让”）要

回家了。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

大哥找到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家人

可以团聚了，难过的是从此他的身边

少了一个朝夕相处，可以为他排忧解

难的兄弟。此刻，他的心里像打碎了

五味瓶一样。

张永强中等身材，面带和善的微

笑，一颗金牙特别引人瞩目，他皮肤黝

黑，穿一件深黑色的藏袍，说着一口流

利的藏语，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藏

族汉子，说他是汉族人，你会一百个不

相信。

得知张永强要走的消息后，天刚

蒙 蒙 亮 ，左 邻 右 舍 的 牧 民 牵 着

羊，带着礼物，拿着哈达，领

着小孩来欢送。村里的

男人们帮着往农用车

上装牛装羊，女人们

忙 着 给 张 永 强 准

备“嫁妆”，老人们

则围着张永强再

三叮嘱着什么，

小 孩 们 也 闲 不

住 ，拽 着 张 永 强

的 衣 袖 ，两 眼 深

情地望着他，倾听

大人们的谈话。

为什么一个普通

人回趟家，场面会如此

感人呢？故事还要从二十

几年前说起。

张永强，汉族，今年 52 岁，是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人。张永强七八岁

时，由于家境不好，他被家住贵德的叔

叔收养。依稀记得在 1995 年，有一次，

张永强和叔叔闹了一点小矛盾，他离家

出走，来到加尚村。他在这里打工，靠

帮人打土墙、挖壕沟、收庄稼、割燕麦为

生，一年下来挣不了多少钱。

就在他举步维艰的时候，张永强认

识了二十出头的仁庆塔。他把自己坎

坷的生活经历讲给仁庆塔听。仁庆塔

看到他衣着破烂不堪，双手布满了伤

疤，不由产生了怜悯之心，就让他留在

自己家里帮着放羊，干零碎活。从此，

张永强在仁庆塔家一住就是 26年。

仁庆塔给张永强起了一个很吉祥

的藏族名字“东主才让”，意为“平安长

寿”。张永强性格温顺、为人和善，又能

吃苦耐劳，得到了仁庆塔的信任。他俩

忙里忙外，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

有条。有一年，仁庆塔家里盖房子，张

永强砌墙当大工，仁庆塔挑水和泥当小

工，辛辛苦苦几天下来，房子终于完工

了。但从远处一望，门和窗子歪歪扭

扭，根本比不上专业匠人修建的。他俩

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摇了摇头后都笑

了。但这房子毕竟比帐篷还是好得多，

冬暖夏凉，他们在这里勉勉强强地住了

四五年。说到此处，张永强的脸上露出

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张永强说：“还有一件事我这辈子

都忘不了。那是 2014 年的夏天，我去

夏季草场放牧，在骑摩托车回家取东

西的路上，由于下雨路滑，不小心摔倒

了，头部被撞伤，昏迷了过去。恰好本

村的一位牧民路过这里，赶紧给仁庆

塔打电话。仁庆塔当时急坏了，雇车

把我送到县医院，又是给我找大夫，又

是陪我拍片子。当时我持续不断地呕

吐，先后拍了三次脑部的片子，最后经

过大夫诊断，呕吐不是因为脑部出血，

而是晕车引起的。仁庆塔这才稍稍放

了点心。我住了五天的院，仁庆塔和

他的舅子尕藏多杰轮流照顾，直到我

完全康复，所有医疗费用也是仁庆塔

支付的。他比我的亲人还亲啊！”说到

这里，张永强的眼睛湿润了，声音也哽

咽了……

谈到他的个人问题，张永强说，他

有过一段婚姻。2005 年，仁庆塔请人说

媒，张永强迎娶了泽库县王加乡的一名

女子，但最终两人在 2007 年分手，这也

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二

张永强向笔者道出了他回家的原

因。201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

上与人交流，得到了他同胞兄弟的电话

号码，并进行了联系。之后，仁庆塔先

后两次陪他去老家，其间，仁庆塔为他

准备了羊肉、酒、哈达等探亲的礼物和

费用。回到老家后，兄弟相见的场面叫

人难以忘怀，张永强和亲人久别重逢，

相拥在一起，泣不成声。亲人们执意让

他回家养老。

一方面，张永强内心深处也渴望叶

落归根，和亲人团聚；另一方面，他在仁

庆塔家生活了 26 年，仁庆塔一家把他

当成家人，他也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心

里舍不得，所以很矛盾。但随着年龄的

增大，为了以后不给仁庆塔一家再添麻

烦，他最后做出了回老家的决定。

加尚村党支部书记更尕才让说：

“我 17 岁时就认识了东主才让，他和仁

庆塔就是一家人。他勤劳朴实、乐于助

人，来村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其他

村民打过打架、发生过口角。村上谁家

有困难他会主动去帮忙，丧事喜事他从

来没有缺席过，因此口碑相当好，尤其

是村里的老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听说

他要回去了，真的有些舍不得，但我们

也要尊重他和他兄弟姐妹的想法，让他

叶落归根。今天，村里的群众自发出物

出钱送他回家，这说明他在大家心里的

地位很重。所以不管他在生活上有什

么困难，我们全村人都会帮助的。最让

我感动的是仁庆塔把自己家里的一部

分财产分给他，有些家里对亲生儿女分

家也做不到这一点，可见他在仁庆塔心

中的分量。”

这时，仁庆塔的小儿子切杰才让接

过话茬说：“在我没出生的时候，东主才

让伯伯就在我家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

的亲伯伯，我们感情非常好。从我记事

起他就忙里忙外，家里的大事小情我的

父母都和他商量，家里的好多事情由他

做主。小时候他不但接送我们上学，还

给我们辅导语文，现在哥哥姐姐上了大

学，这和他的关心关爱是分不开的。他

还经常给我做面片、洗衣服，苦活累活

他总是抢着干，今天他要回去，我真不

想让他离开我们。”切杰才让的眼睛湿

润了，闪着晶莹的泪花。

“二十几年来，东主才让和我们生

活在一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今天他要

回去，我真的担心他在那边能不能过得

好，生活上会不会习惯，希望他回去后

常回来看看，我和孩子们都会惦记他

的。”仁庆塔的妻子拉毛措哽咽着说道。

三

加尚村的村民告诉笔者，仁庆塔和

村里其他牧民一样，从小过着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生活。过去，他和当地的牧民

群众相信牲畜越多越富有，靠数量扩张

发展畜牧业，结果牲畜质量差、效益低，

草场退化，收入增长缓慢。认识到其中

的弊病后，2013 年 10 月，在仁庆塔的带

领下，50 户农牧民入股，联合成立了嘉

仓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合作社经历了

由从前的散养放牧到集中分畜跨区式

放牧的转型，现已发展成为贵南合作社

中的标杆。2018 年 8 月，仁庆塔被授予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合作社“优秀工

作者”称号。

仁庆塔说：“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

了，合作社的效益也一天比一天好，所

有这些离不开村民的共同努力，也离不

开我的好兄弟东主才让的帮助。我们

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二十几年，有难同

当有福同享，他早已成了我们家的一

员。他要回老家去，我心里很难过，也

很舍不得。不管他走到哪里，这里永远

是他的家，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

随时欢迎他回家。我把家里的牦牛和

羊按家中六口人进行平分，给他分了 10

头牦牛和 84 只羊，另外按照我们村里

的习俗为他准备了牛羊肉和摩托车、衣

服、油炸饼及糖果等礼物和 2 万元钱。

此外，还有村里亲戚送来的羊等。我们

会风风光光地把他送回化隆老家，帮助

他开始新的生活。”

当时，笔者跟随欢送张永强的队

伍，载着牛羊，一路颠簸，乘车约五个小

时，来到距贵南约 250 余公里的化隆县

扎巴镇双格达村时，张永强的亲人们早

已在村口拿着哈达、红绸被面等着我

们。亲人们见张永强来了，都拥了上

来，围着他嘘寒问暖，激动、幸福的眼泪

夺眶而出。尤其是年过七旬的二哥，不

顾腿脚不便，迈着蹒跚的步履，扑到他

的怀里，久久难以抚平激动的心情。随

着一阵阵鞭炮声，我们走进了他哥哥家

的庄廓，他的两个哥哥把一面写着“数

载照料感恩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的锦

旗，送到了仁庆塔的手中，他俩紧紧地

握住仁庆塔的手，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

花，哽咽地说：“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

没有你就没有弟弟的今天。”之后，双方

亲人在院子里拍了全家福。傍晚，张永

强的亲人在家设宴，大家聊着家长里

短，介绍彼此的情况，相互敬酒。席间

大家高兴地唱起了“太阳和月亮是一个

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叫光

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

们的妈妈叫中国，叫中国……”直到深

夜，才曲终人散。

四

“幸福像花儿一样”。如今，张永强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平日里他帮侄子们

干干农活，带带孩子，闲暇之余放放羊，

也很自在，原先带去的 84 只羊发展到

了 100 多只，其间还卖出去了一部分，

有了几万元存款，准备以后用来安享晚

年。

分别几年来，平时各自家里有啥大

事，张永强和仁庆塔两兄弟都要打电话

商量。每年春节，仁庆塔亲自开车去化

隆看看他的这位好兄弟，给他带点青稞

炒面、酥油、风干肉等，俩人一起聊聊家

常，谈谈生活，觉得生活无比幸福开心。

仁庆塔和他的汉族兄弟张永强的

故 事 在 化 隆 和 贵 南 草 原 上 被 传 为 佳

话。人们说，汉藏群众之间的情谊就像

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灿烂夺目，永不凋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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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三老赵掾碑也叫赵宽碑，

出土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

白崖子村，后因火灾受损，现残碑长

36 厘米，宽 37 厘米，厚 13 厘米。三

老赵掾碑为东汉时期碑刻，材质为

青石，字体为隶书，刻于东汉灵帝光

和三年十一月。该碑是黄河上游地

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汉碑之一，也

是青海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通石

碑。

此碑原碑额有篆书“三老赵掾

之碑”六字，六字竖排两行。碑身全

文共 23行，每行 32字，共刻汉隶 694
字。行间以细线分格，每格纵横 2.3
厘米，呈正方格，落款为“光和三年

十一月丁未造”。碑文字体挺俊，是

汉隶中的珍品。

该碑发现于 1942 年夏。当时，

白崖子村村民在挖村北白崖沟口的

墩 壕 时 ，在 墩 北 30 米 处 挖 出 了 该

碑。据说出土时只有三字残缺。因

群众不知汉碑及其价值，挖出后在

原地搁放了十个月无人过问。翌年

二三月间，老鸦村村民马腾云用木

轮大车将碑拉往该村，半路上石碑

受 颠 ，断 成 两 截 ，断 裂 处 有 七 字 被

毁，其它地方有六字受到损坏。后

赵宽碑被送往西宁，保存在青海省

民 众 教 育 馆 ( 今 青 海 省 图 书 馆 前

身)。1951 年，因青海省图书馆馆内

失火，碑体被毁，仅留下残碑一块，

现保存于青海省博物馆。

该碑的碑文记述了西汉名将赵

充国的家世源流，以及其子孙继承

祖志，屯田河湟，扎根青海，艰苦创

业的事迹。碑文记述的主要人物赵

宽是赵充国的五世孙。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青海地区的羌族上层统

治者掀起骚乱。赵充国的后代赵孟

元担任护羌校尉假司马，他率领四

个儿子参加了与羌人的战斗，战斗

中有三个儿子随其父战死，而只有

四子赵宽侥幸存活。赵宽后被聘为

县三老，受到乡民拥护和爱戴。

赵 充 国 安 羌 定 边 ，功 垂 千 古 。

他的后裔扎根河湟地区，献身开发

边疆，保卫西陲，深受崇仰。

赵宽碑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

术价值，同时也填补了《史记》和《前

汉书》《后汉书》的一些空白，具有较

高的史料价值。

□李琪美

汉代
三老赵掾碑

三老赵掾碑拓片。

三老赵掾碑残碑。

本文配图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张永强（后）与仁庆塔的儿子一起喂羊。 仁庆塔夫妇及他们的小儿子和张永强（右二）在一起。

张永强（前）与拉毛措在喂牛。 在张永强的家乡，仁庆塔（前排右五）与张永强（披红者）及其家人的“全家福”。

张永强在森多草原放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