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根谭》里有幅名联：“宠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
云卷云舒。”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境
界，那就是“从容”。即镇静沉着，不慌不
忙，有条不紊。这是一种做人很难得也
很重要的气质。

从容面对胜利。晋军在淝水之战中
大败前秦，当捷报送到时，主帅谢安正在
与客人下棋。这可是个天大喜讯，事关
东晋的生死存亡。但他看完捷报，便放
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
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小儿辈大
破贼。”然后从从容容地下完了棋，送别
了客人。这就叫大将风度。

从容面对失落。日本作家村上春
树，虽然作品影响很大，好评如潮，一直
是呼声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
却“陪跑”多年，屡获提名又屡遭淘汰。
可是他超级淡定，从来对此不置一词，似
乎这事与他无关一样。仍在每天从容地
写作，跑步，享受他的“小确幸”。

从容面对毁誉。画家齐白石有个座
右铭：“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曾是一个有争议的
画家，对他的画风和成就，有人大加赞
赏，也有人贬损，他一概置之不理，听之
任之。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事是把画画
好，用作品说话。所以，他从从容容地一
直画到了耄耋之年，终于成了画坛巨匠。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为
政、为文、经商、演戏等等，百行百业，也
都需要从容不迫，有张有弛，循序渐进，
按部就班，都需要多一些从容的气质。

从容为政，就不会屁股还没坐热，就
急着去谋求新的位置，忙着“跑官买官”，
也不会为显示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
从容为政，才能有条不紊地按照科学发
展的思路，认认真真为群众办实事，扎扎
实实为社会作贡献。

从容经商，就不会梦想一夜暴富，从
而去搞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也不会去
坑蒙拐骗，危害社会，破坏信用；从容经
商，才能服务人民、赢得信任，从而积累
财富、兴旺事业。

从容为文，就不会因急于出名去炒
作、造势；从容为文，才能精雕细刻，慢工
出细活，推出精品佳作，“藏之名山，传之
后人”。

从容演戏，就不会不分良莠胡乱接
戏，演了一大堆人物，没有一个能打动观
众；从容演戏，才能仔细品味角色，做好
案头功夫，演一个成功一个，演一次提高
一步。

当然，从容不是懒惰，而是耐心等
待；从容不是磨蹭，而是厚积薄发；从容
不是迟钝，而是胸有成竹。从容，是有信
心的表现，是成熟者的姿态。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
容”，路正长，景正好，行色匆匆的我们，
不妨从容些，再从容些。

陈鲁民

从容些，再从容些

“宗曲”为藏语，就是汉语中所说

的“湟水”。西宁市湟中区地处湟水

河中游，因而得名。

湟中是非遗文化生存和成长的

沃土，而民间底蕴与活态传承使之有

了活色生香的韵味。这些活态文化

呈现出多形态、多民族、“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特点，像一颗颗明珠闪

耀在宗曲河畔，让人应接不暇。其中

加牙藏毯、塔尔寺酥油花、堆绣、塔尔

寺花架音乐、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

尤其耀眼。

加牙藏毯是湟中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6 个项目之一，

有 300 多年的历史。加牙是湟中区上

新庄镇的一个村。“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加牙村的

五彩褥、地毯远近闻名。早在清代，

该村就有“毛织品编织村”的美誉。

清康熙年间，塔尔寺扩建，为满

足寺院装饰及僧人诵经所用坐垫的

需要，藏毯编织业在塔尔寺周边迅速

兴起。清嘉庆年间，两位姓马的宁夏

地毯匠人来到加牙村，村民杨新春和

马得全便跟两位匠人学习栽绒地毯

编织技艺，又把当地的传统藏毯编织

方法和内地栽绒地毯的编织方法巧

妙地结合，进一步规范和拓展了加牙

藏毯的编织技艺。马、杨两家的藏毯

技艺世代相传，至今已传至第八代。

在加牙村，几乎人人都会捻线、编织

藏毯，民间曾有“姑娘嫁到加牙里，不

捻线着干啥哩”的俗语。

一种手工技艺能进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有让人惊叹

的绝活。

加牙藏毯以卡垫、马褥毯、炕毯、

地毯为主，选材优良，花样新奇，工艺

精湛，图案丰富多彩，条纹清晰，色彩

鲜艳，民族风格浓厚，反复踩压不变

形。更神奇的是，一块加牙藏毯至少

可 以 用 数 十 年 ，而 且 使 用 的 年 代 越

久，色泽越明亮。品种繁多、花色各

异是加牙藏毯的又一特点。14 个系

列 70 多个品种的加牙藏毯多采用连

环编结法，毯面厚实，保留着传统藏

毯边缘不缠线的特点。样式主要有

以藏式吉祥图案为主的传统藏毯、仿

古藏毯、包芯卡垫藏毯、丝毛合织藏

毯 、丝 绒 藏 毯 等 。 加 牙 藏 毯 配 色 艳

丽，粗犷大气，雍容华贵，实用价值与

艺术价值融为一体，是世界地毯界公

认的最好手工地毯之一。

一块成功的加牙藏毯就是一件精

美的艺术品，凝结着匠人的辛勤汗水和

劳动智慧。加牙藏毯的实用价值与艺

术价值就在于精和细，不露经，不露

纬。就原料加工来说，要经过选毛、洗

毛、和毛、梳毛、纺纱、洗线、染色八道工

序。至于在经纬分明的地毯上制做出

理想的艺术效果，要时刻做到经线不压

叠、道数排列均匀、松紧度合适，靠的是

眼力和手感。这还远远不够，最要紧的

是纬线要平行一致，不准出现露经、露

纬，做到上下绒头长短整齐、毯背不出

现空环凸泡，做到倒头合理，无花刺、无

错位、无错花，缭边粗细均匀、无荷叶

边，真是不容易。当然，这才是加牙藏

毯的半成品。要变成一件成品，还要把

沟岗、刀印、刀痕、刀花平整清洁，使其

无啃活无撕活，做到松散丰满，手感爽

滑，呈现出清晰、均匀、流畅的效果，完

美体现图案设计的风格，更要靠手艺人

的心力、眼力和手艺。

加牙藏毯的编织过程中，最令人

称奇的是“凭空织造”。早期，织毯艺

人没有图纸可依，完全按照师傅的口

传心授和自己脑海中的图案进行编

织，最后织出的图案竟然与事先的设

想一致。这种高超的“凭空织造”技

艺，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

300 多年来，匠人们不断改进手

艺，使加牙藏毯织造技艺成为湟中文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2006 年 6
月，加牙藏毯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良成了加

牙藏毯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是传

承自先辈的这项技艺让他登上了全

省、全国的舞台，让他走进了各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和工艺美术展览会

的展厅，有了远播省内外的声誉。

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在客厅里铺一块

质地厚实的地毯，在墙壁上挂一块挂

毯，精神品位也显得不一样了，这使加

牙藏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可能。

加牙藏毯，以其传统织毯技艺创

造了湟中文化的一个奇迹。

——湟中非遗巡礼之加牙藏毯

□李少堂

宗曲河畔有遗珠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国 家 林 业 和

草原局发布《关于 2021 年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验收结果的通知》，青海刚察

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验收，

这标志着青海湖畔的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消息传来，刚

察县林场场长、刚察沙柳河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威百感交集，眼

底潮湿。

这一刻，今年 43 岁的王威期盼了

整整五年，在这五年里，为了打造沙

柳河湿地公园“国”字号品牌，刚察林

业人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回

首这五年，多少个日夜点灯熬油起草

编制方案，多少次盯现场用脚步丈量

湿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怎不令他心

潮澎湃，感慨万千？而这不过是他 22
年工作历程中辛勤工作的一个片段

而已。

一

1997 年 12 月，从部队退伍的王威

被分配到了刚察县林业站。初来乍

到，当老站长让他带着人去青海湖边

植树的时候，他心里略略有些失落，

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何意义充满了

疑惑。刚察县地处海北藏族自治州

西南部，在青海湖北岸，海拔在 3195
米到 4775 米之间，高寒缺氧，属于典

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

气候干旱，冬长夏短，林木生长期短，

在这里种活一棵树非常困难。在王

威刚到刚察林业站上班的时候，全县

的 乔 木 数 量 掰 着 手 指 头 就 能 数 过

来。比起他的老家湟源县，在一望无

际的草原上大面积种树，难度可想而

知 。 这 时 ，老 站 长 却 给 他 勾 画 了 蓝

图：“这儿，那儿，将来都要种上树。”

王威虽然有怀疑，但两年部队生活的

熏陶和锤炼，让他学会了服从命令，

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可让他没有想

到的是，第一天干完活后，老站长就

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

顿。原来，自己以为简单的种树，里

面还有许多学问。他满脸通红，下不

来台，但不服输的倔强让他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要干好这项工作。他想起

了在来单位报到前，一向不善言谈的

父亲拍着他的肩膀郑重地说：“尕娃，

到了单位，要本本分分地做人，干一

行，爱一行。不管干啥，都要踏踏实

实 ，要 干 就 干 出 个 名 堂 来 。”从 那 以

后，他随身都带着个小本子，随时虚

心地向老站长请教，向有种树种草经

验的师傅请教，也慢慢摸索出了属于

自 己 的 一 套“ 植 树 种 草 经 ”，而 这 一

干，就是整整六年。

正是这扎实的六年植树造林和

种 草 经 验 ，让 他 体 会 到 了 工 作 的 乐

趣，也坚定了他要在林业上干出一番

事业的决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心中便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用双

手 栽 活 更 多 的 树 ，让 刚 察 县 变 得 更

绿、更美丽，让这个高原藏城走进更

多人的视野。

在单位干久了，他深感自己的知

识水平不能满足工作发展需要，他得

进一步“充电”才行。就这样，2005 年

至 2007 年，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他参

加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专业的

函授学习。在这三年中，他白天忙于

工 作 ，晚 上 如 饥 似 渴 地 学 习 专 业 知

识，遇到不懂的，就反复琢磨，直到完

全弄懂吃透。有时遇到难题，就立即

记下来，利用每年回学校面授的几天

时间，向老师请教。三年的学习不但

提高了他的专业素养，也大大地拓展

了他的视野，在他心中，让刚察县变

得更美的梦想也越来越清晰。

二

2011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刚察县

林业站站长，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天然

林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国土绿

化、科技推广、森林防火等工作。他深

感责任重大，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为

了更清楚地掌握县内森林资源状况和

造林绿化现状，他带着干粮，不辞辛

苦，放弃节假日，走遍乡镇和村落，到

牧民中调查研究，思考着如何在高海

拔地区搞好国土绿化工作。同时，对

职责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保护更是高度

重视。他在调查走访期间，不但掌握

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而且身体力行地将绿化、生态等观

念用最朴实、最生动的方式带给了牧

民群众，这也为日后能更好地开展工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刚担任站长时，站上除了他之外，

只有一个司机，一个会计，面对林业站

人才紧缺、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突出

问题，他积极想办法、动脑筋，从不抱

怨，也不叫苦，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去

跑，没有人可“指挥”，就自己“指挥”自

己去落实栽树、种草、拉网围栏等各种

具体事情。这么多年下来，他全身上

下最费的就是鞋。用当地群众的话

讲 ，王 威 就 是 一 个 爱 操 心 的“ 大 管

家”。“别人上西宁开会，第二天才回

来，我都是不过夜，连夜赶回来。第二

天还要去现场，我就是放心不下，还有

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不自己

盯着，我真的不放心。”这就是王威，他

心里时时装着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他都像个不知疲惫的陀螺不停地

转着。作为站长和场长，他不仅要跑

现场，还要在头脑中做规划，要趴在案

头写林业工作的各种方案，里里外外

一肩挑。再苦他都放到心里，绝不会

向组织提条件，提要求，更不会去处处

抱怨和诉苦，这是在部队就养成的良

好习惯。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加压下，

他把在别人眼里看着非常普通的工作

干得风生水起。

有一年 8 月份，他和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来的一

名技术人员去做林业二类调查，当走

到距离刚察县城最远的吉尔孟乡一

处湿地时，越野车陷入了泥坑，进退

两难，手机没有信号，前不着村后不

着店。天色渐渐暗下来，王威和这名

技术员走了很远，才碰到一个放牧的

牧民，牧民的帐篷里条件非常简陋，

一个烧牛粪的火炉，简单的被褥和一

些炒面、干肉。牧民热心地为饥肠辘

辘的他们煮了仅有的干肉，晚上，王

威他俩睡在火炉旁，没有铺的，就直

接躺在地上，身上合盖的是牧民的一

件旧皮袍。青海高原的气温，日夜温

差非常大，虽然是夏天，深夜的气温

能到零下，就算是挨着火炉，身上也

是一片冰冷。第二天一大早，在牧民

家里简单吃了点东西，他们又找到另

一名去乡上的牧民给乡政府带话，乡

政府于是赶紧通知王威的单位。第

三天早上，营救他们的小车来了，却

无法拖出深陷泥坑的越野车。正好

县农牧局在附近施工拉设网围栏，王

威便借了人家的大拖拉机，最终将越

野车从泥坑里拽了上来。当随后赶

到的县林业局领导看到疲惫不堪、面

容憔悴、一身泥水的王威和那名技术

员时，道了一声“你们辛苦了。”就感

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那一次回来，

可能是夜里被冻着了，王威得了重感

冒，整整躺了三天才勉强爬起来。后

来提及此事，他还乐呵呵地说：“干的

就是这样的工作嘛，也没有什么。”

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近年来，

刚察县林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森

林资源增长快速，新农村绿化面积、城

镇绿化面积逐年增加，湿地保护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沙漠化治理效果明显。

同时，刚察县乔木种植也跨出了突破性

的一步，从以前全县境内仅有四十多

棵、未能进入国家林草数据库，到现在

已经栽植各类苗木222万多株，被列入

了国家林草数据库。这其中的辛苦和

付出，令王威十分难忘。为了提高各类

苗木的成活率，在省林业厅和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王威他们大胆创新，

通过密植的方式，硬是在高寒缺氧的刚

察县种出了一片绿。2019年，刚察县林

地面积已达到 6.7万多公顷，其中灌木

林面积 3.7万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了 4.52%（比 2009 年提高了 0.72 百分

点）。刚察县的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

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天然林保

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度走

在海北州的前列。他本人也先后获得

了青海省国土绿化先进个人、青海省科

技厅科技成果奖、青海省林业科学技术

奖等荣誉。

多年来，他走到哪里，就将森林防

护工作方面的防护政策、防治检疫、监

测预警、防治技术等专业知识带到哪

里，他坚持结合实际，带动农牧民们学

习相关知识，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

传相关知识，强化大家的森防责任意

识 ，推 动 文 明 生 态 观 念 在 群 众 的 普

及。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王威还被

评为“全国森防系统优秀通讯员”。

三

2016 年，省上有关领导来刚察县

考察，根据刚察县的地理条件，提出

了在青海湖周边建设湿地公园的构

想。当年 12 月份，刚察沙柳河国家湿

地公园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试

点建设。而这个试点建设项目的最

终落实人就是王威，除了林业站站长

和林场场长，他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

——沙柳河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

从哪里着手，该怎么办，一系列

现实问题让王威感到压力非常大，他

知道，这既是实现自己多年梦想的大

好机会，也是刚察县生态文明再创新

局面的最好机遇。刚察县位于青海

湖北岸，是环湖集市贸易的集散地，

也是自西宁西行的交通要道。在生

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北靠“北方防沙

带”，南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在

湿地公园试点建设之前，沙柳河就已

经因青海湖湟鱼洄游而闻名于世，每

年都有很多人不远千里来看湟鱼洄

游，而这里也早已经建成了“鱼鸟天

堂”的湟鱼家园。根据规划，湿地公

园包含湟鱼家园大部分区域，总面积

为 2980 多公顷，湿地面积 1914 公顷，

湿地内动植物资源丰富。

湿地公园被称为“地球之肾”，是

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在维护生态

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经过许多个昼夜的思

索并参考别的地方湿地公园的建设经

验，王威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明朗的计

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一个

理念，即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保持原

生态，在与已经建成的湟鱼家园相融、

杜绝重复建设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独

特的湿地公园建设道路来。思路明确

后，他开始着手起草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方案。在此期间，他积极向专家学

者请教，实地勘察，对建设中关于湿地

保护、湿地恢复、宣教展示、科研监测、

合理利用、社区共管等具体内容，他反

复 会 同 有 关 专 业 人 士 进 行 研 讨 、商

定。他知道，前期工作的任何一点疏

漏和马虎都会给后期实施带来极大的

障碍和麻烦。为此，他事必躬亲，每一

项内容都要看好多遍，每一项内容从

计划、实施到最后的质量验收，他都要

亲自参与、到场把关。在试点建设的

五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像拧紧了发条

的钟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心扑在工

作上。

而家人从来都默默地站在他的

身后，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在每天繁

忙的奔波中没有后顾之忧。2021 年 6
月，在湿地公园全力以赴即将准备迎

接省和国家验收的前夕，他住在西宁

的年近七旬的老母亲不小心摔裂了

膝盖骨，医生当时要求立即手术，否

则可能影响以后的正常行走。母亲

执意不肯让父亲叫王威回家，他们知

道他肩负的担子重，工作正处在最关

键的爬坡吃劲阶段，她不愿拖儿子后

腿。她知道对儿子来说，湿地公园的

验收是眼下天大的事儿，如果被耽误

了，将会给儿子留下终身遗憾。就这

样，母亲选择了保守治疗——在腿上

绑了一个夹板。而这一绑，就是整整

四五个月，直到王威将验收需要的各

种资料完完整整地摆到验收组专家

面前后，他才知道当初医生让母亲立

即手术的事。那一刻，王威的心里五

味杂陈，鼻子禁不住一酸。

这么多年，在工作上，他虽不能事

事都做到十全十美，但却尽心尽力，问

心无愧，可是对于家人，他却是亏欠太

多。好在这一切家人都能包容和理

解。他也默默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

一定要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看着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品牌

的叫响和在当地经济中越来越强劲

的带动作用，看着越来越多的农牧民

吃上了“生态饭”，开起了农家乐和牧

家乐，王威心里十分欣慰。而对于未

来，他心中又有了新的梦想，那就是

要以此为新起点，通过不断的努力和

奋斗，让更多的人走进青海湖畔，走

进刚察，走进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

了解高原藏城的神秘和广袤，领略这

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压题照片：夏日的刚察沙柳河湿
地。 刚察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中心供图

———记刚察县林场场长王威—记刚察县林场场长王威

□王 华

为了大湖北岸的那片绿色为了大湖北岸的那片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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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牙藏毯织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
永良正在织造藏毯。 李永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