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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生前秘书哈希·扎西多杰：

索南达杰牺牲近30年 三江源保护三次升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三江源特别报道组

索南达杰牺牲后，哈希·扎西多杰追随他的脚步一直从事环保工作。

三江源旗舰物种雪豹。

2021年10月，三江源、大熊猫等五大
国家公园宣布正式设立。三江源位于“地
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又被誉为“亚洲水
塔”，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标志着三江源的保护进入一个新
时期。”11月初，“公园中国 探秘三江源”特
别报道组走进三江源腹地青海省玉树州
治多县，杰桑·索南达杰生前的秘书哈希·
扎西多杰告诉记者，这是索南达杰牺牲近
30年后，三江源保护举措的第三次升级。

索南达杰，治多县人，1994年，为保护
藏羚羊，他在可可西里与持枪盗猎者对峙
时牺牲。作为第一位为环保而牺牲的政
府官员，索南达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
影响。1995年，青海省批准建立可可西里
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国务院批准将
其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次三江源设立国家公园，其保护方
式和前面都不同，前面重在保护，而这一次
是保护与发展并重。”哈希·扎西多杰说。

进可可西里
“他是一个挺超前的人”

58岁的哈希·扎西多杰出生于玉树州
治多县索加乡，大家都叫他“扎西多杰”。
大学毕业后，扎西多杰曾在家乡当过干部，
也建立过环保组织，甚至还出演过电影。

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上映，这部
影片讲述了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
杰在与盗猎者对峙时牺牲的故事。影片
中，哈希·扎西多杰本色出演，他是索南达
杰的秘书。

可可西里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
居住，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每年5月
至7月上旬，数万只藏羚羊前往可可西里

腹地卓乃湖产崽。但在盗猎猖獗的20多
年前，这里的藏羚羊一度不足2万只。

1992年，治多县成立管理和开发可可
西里的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索南
达杰担任西部工委书记。他曾带队12次
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进行调查，也曾发出

“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的感叹。
“那个时候藏羚羊还不是保护物种，

也没有人提环保、生态，我觉得他是一个
挺超前的人。”扎西多杰介绍，索南达杰生
前总是喜欢拿着一张可可西里的地图仔
细观看，还经常携带着一本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他是我的老师，又像大哥一样，会指
着我的鼻子骂，问我这几天记了几个英语
单词。”扎西多杰回忆，1994年，为了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全省环境工作会议上报告
可可西里的相关情况，他和索南达杰等人
进入可可西里，在新疆和青海的交界处遇
上一伙盗猎者，双方发生冲突。为了送伤
者就医，他先一步离开，没想到索南达杰
被盗猎者枪杀。

来了大学生
索南达杰唤醒了大众的环保意识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1995年，青海省
批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6

年，索南达杰被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
“环保卫士”称号。1997年，国务院批准
将可可西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了纪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第
一个自然保护站被命名为“杰桑·索南达
杰保护站”。

扎西多杰认为，索南达杰的牺牲，一
定程度上唤醒了大众的环保意识。“最早
的那些环保机构几乎都和可可西里有关
系。”扎西多杰表示，索南达杰牺牲后，大
量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其影响下成立，其中

不乏活跃至今的。
他说，在索南达杰离世后，不仅媒体

记者蜂拥而至，也让许多普通人开始关心
环保、关心三江源这片土地。

“那时候的大学生，一批一批进来，后
来取名天津野牦牛队、北京野牦牛队
……”扎西多杰介绍，他曾连续五六年组
织北京的大学生到青海，让他们了解高原
的生活，“我们起了个名字叫草原部落，每
年有12个孩子到这里来，就住在牧民家
里。虽然他们不懂藏语，但和牧民的关系
都特别好，分别的时候牧民哭，学生也
哭。”

“以前大家都不怎么提生态保护，索
南达杰牺牲之后，才有了后面的电影，才
有了这一连串的影响。”扎西多杰表示。

回到黄河源
大学生牧民要建生态牧场

在索南达杰牺牲后的近三十年里，哈
希·扎西多杰一直在从事环保工作，在他
家中，因参与环保工作获得的奖状摆满了
一整面墙的柜子。不过扎西多杰认为，自
己仅仅是这些年环保事业在中国发展起
来的一个见证者。

在他看来，三江源的保护工作，不仅
要关注可可西里，也要关注位于玉树曲
麻莱县的黄河源头麻多乡、关注藏羚羊
的另一聚集地羌塘；不仅要关注藏羚羊，
也要关注实际上更濒危的野牦牛；不仅
要关注动物与植物，也要关注生活在三
江源的人。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协
调原住民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一直是一项
重要工作。在这里，截至2020年底，有
1.7万余名牧民成为了“生态管护员”，保
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牧区的高
质量发展。

扎西多杰的学生索南义西大学毕业
后，曾加入老师的环保组织工作，但在
2017年，他又回到了自己成长的牧场当
牧民。索南义西告诉记者，他想要打造一
个“生态牧场”。

“那些年轻人，博士硕士毕业回到农
村来，已不是简单的牧民。他们很懂牧区
的情况，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做好环
境保护的。”扎西多杰表示，比起他自己，
索南义西的举动更值得关注。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初大诗人陈子
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可谓人尽皆知，
千古传诵。但近年来，学术界却对此诗是
否真正为陈子昂所作展开了辩论。

如果此诗不是陈子昂所作，那又是出
自何人何时？

11月29日下午2点，封面新闻“名人
大讲堂”陈子昂专题讲座将在陈子昂故里
射洪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红将带来《从金华山到幽州台——走近
唐代诗人陈子昂》主题讲座。陈子昂留给
后人的几大谜团，也将在讲座上一一讲解。

2014 年，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发表
的一篇《<登幽州台歌>献疑》在学术界引
起广泛讨论。其主要观点在于，陈子昂友
人卢藏用所编撰的《陈伯玉文集》中，并没
有收录这首诗。该诗来源于附录于这部
文集之后、卢藏用所写的《陈氏别传》，且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因袭前朝
诗句痕迹明显。该诗若真是陈子昂所作，

为何友人卢藏用编文集的时候不收录
呢？再有，唐、五代、宋、元的各种典籍都
没有引用《登幽州台歌》，各唐诗选本也未
采录，更罕见有人加以评论，一直到明代
才有《登幽州台歌》出现，陈尚君认为：明
末钟惺、谭友夏《唐诗归》里收录的《登幽

州台歌》可能是最早收录此诗的选本。
而在此前后，也多有学者提出类似的

质疑。而持“此诗确为陈子昂所作”的学
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论和反驳。

学术之争，往往越辩越明。对此，本期
“名人大讲堂”主讲嘉宾王红有自己的观点
和见解。除此以外，陈子昂其人其事也留
下了不少谜团。诸如他的政治生涯与武周
政权息息相关，他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趋
炎附势，对武周政权又持何态度？另外，陈
子昂的死亡之谜也一直是后代学者争论的
话题之一。因为需要侍奉家中老父，陈子
昂暂时辞官回家，后又因父病逝守孝留在
射洪家乡，这对他而言不过是休了个长假，
又为何锒铛入狱，冤死狱中呢？

敬请关注11月29日下午2点开启的
“名人大讲堂”。

王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
研究35年，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诗
歌艺术》《唐代文学专题》等课程，获评四
川省优秀教师。由她主讲的《中国诗歌艺

术》成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为传承弘扬四川历史名人精神品格、

气质风范，彰显历史名人当代价值，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四川省自
2017年3月启动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
传承创新工程以来，先后公布 2 批 20 位
四川历史名人（第1批：大禹、李冰、落下
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
轼、杨慎；第2批：文翁、司马相如、陈寿、
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张栻、秦九
韶、李调元）。

“名人大讲堂”是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
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重要文化活动，受到广
大粉丝追捧。自2018年11月正式开讲以
来，“名人大讲堂”已经邀请到包括李敬泽、
阿来、郦波、于丹、梅铮铮、方北辰、孙小淳等
历史人文、自然科学等领域专家与观众坐而
论道，成为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登幽州台歌》并非陈子昂所作？
“名人大讲堂”11月29日深入解读陈子昂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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