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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少人进入过午夜时分的拉萨布达拉

宫——事实上，每天只有 6个人能在那里过夜。当宫

门上过锁，两个小组会留在门后，守在这层层叠叠、

迷宫一样的宏大建筑群里。他们 3人一组，分别在金

顶和西大殿。

6人中包括布达拉宫管理处 3名工作人员、一名

僧人和两名年轻的消防员。他们各司其职，但总体职

责，可用 189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此处颁布的一份

通告来说明。那份通告多次提及了防火和防盗事项，

要求各殿的香灯师从早晨开门起“坐守到天黑”，要

“昼夜监视，时刻警惕”。

120多年后，肩负监视责任的这些人员，值夜时

就睡在布达拉宫的制高点金顶和最大的一间殿堂。

西大殿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享堂。他们守着 3个多世

纪前清朝皇帝所赐“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康熙皇帝

赠送的幔帐旁边、乾隆皇帝御笔题词的牌匾之下，

在那 776.2 平方米的空旷殿堂里，铺下垫子席地而

卧。身边不远就是密集镶嵌着各色珠宝的 8座金质

灵塔——历史上 8位达赖喇嘛的遗体存放之所。

38 岁的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雷东可

以熟练地说出那 24个汉字组成的御赐封号。17世
纪，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

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

后，历世“达赖喇嘛”都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西

大殿的一些珍贵壁画就描绘了五世达赖进京觐见皇

帝的经过。

因此，在每一个夜晚，这些人所守护的，就包括

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关系的一些证物。

雷东说，每一名在布达拉宫工作的消防员，首先

都要从了解它的文化开始，知道自己“用心守护”的

是什么；然后，他们要花时间去熟悉布达拉宫内部的

路线，直到知道从什么位置、经过哪条通道能够最快

到达哪个殿堂。新人对布达拉宫的初步认识通常需

要两周以上时间。

在西大殿里过夜，冬季尤为难熬。依山而建、拥

有 1300多年历史的布达拉宫是没有取暖设施的，并

且，出于防火的考虑，闭宫以后，除了值班区域和僧

舍区域，所有房间都会断电。

夜间的布达拉宫殿堂里不存在长明灯，或者任

何其他形式的明火。每天的最后一名游客离宫后，傍

晚，会由另一支混编的队伍首先履行“查库”程序：其

中，文物管理人员查看那些珍贵的文物是否安好，消

防员则要将手伸到每一个香炉里，检查香灰是否仍

有余温，确认酥油池的每一根灯芯都已熄灭并被收

入了灯芯桶里。一年 365天，天天如此。

据雷东解释，从防火和灭火的角度来看，夜间的

西大殿是一个“快速反应点”。克服黑暗和严寒在布

达拉宫过夜的夜间小组，有助于实现内外接应和快

速反应。

布达拉宫主体由“红宫”和“白宫”组成，白宫东

门外是半山腰上的德央夏广场，游客平时由此处排

队进殿。两个消防班的人马则长期住在广场四周清

朝留下的房舍里，他们属于部署在殿外的“前置备

勤”力量；后方则是山脚下的大队驻地——布达拉宫

附属建筑“雪城”区域的一处院落。

山上山下，不同点位，目前共有 47 名消防员保

护着布达拉宫。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27岁，最年轻的

出生于 2002年，藏族消防员和汉族消防员大致各占

一半。

在一处举世闻名的古代宫殿里做消防员，32岁
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布达拉宫消防站副站长缑旭飞

这样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来到布达拉宫，“每天都

是提心吊胆”。

他常年带队住在德央夏区域。根据消防员们描

述，那里夜间会有老鼠出没，有些队员曾被咬伤。不

过，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挑战永远与火有关。

雷东说，在布达拉宫会养成一些职业习惯，比

如，“我们的鼻子经常就要闻一闻有没有浓烟的味

道”。在一些特殊天气，围墙上探照灯的光线远看像

是弥漫着一层烟雾，他们需要立即派人去检查。这种

警觉是长年累月养成的。

他表示，很难说一年里哪些日子会更加紧张或

者松弛。“每一天都是紧张的，因为布达拉宫不能出

任何事情。”

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没有拍过一张真正的

“全家福”。在这里驻守过多年的拉萨消防救援支队

办公室主任优拉才让解释，从早到晚，队员们总是分

在不同的点位上巡逻，尽管都在布达拉宫，但无法真

正聚齐。

优拉才让曾经梦到处置布达拉宫的火情，幸而

那只是梦境。火情才是他们最大的噩梦。

雷东记得，他刚到这里工作时，一位上司列举了

队里历年所获的众多荣誉，其中包括罕见的由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消防大队”称号。不过，令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教诲，“我们一只脚在荣誉的殿

堂，一只脚在监狱的门口”。

布达拉宫最近一次失火发生在 1984 年 6 月 17
日。那天半夜，强巴佛殿内的一盏三角吊灯发生电线

短路，引起了火灾。拉萨出动了约 3000人，因为当年

消防能力不足，消防车也开不上去，人们在山上排成

长龙，用水盆和水桶端水灭火。

根据记录，那场火是在 1984 年 6 月 18 日凌晨 2
点 20分左右扑灭的。强巴佛殿塌了一部分，130多部

经书烧成灰烬。当天，西藏自治区向布达拉宫派驻了

历史上第一个消防班。

一位名叫琼色的防火处参谋亲历了那场火灾处

置，他的一些手稿，包括他绘制的图纸，至今仍然保

存完好，作为对后人“警钟长鸣”的重要信息。今天，

琼色的职务是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包括布达拉宫

在内的古建筑保护，仍是他职责所系。

那场火灾的档案就陈列在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

队入门处的醒目位置。39年，换了几代消防员，这里

没再发生一次火情。今天的队员必须加倍小心，以延

长这个宝贵的纪录。

时至今日，电气隐患仍是他们的头号敌人。2019
年，国家消防救援局曾经回顾了近 10年间全国接报

的 392起文物古建筑火灾，从成因来看，电气问题最

多，占了近三分之一。

自 1984年以来，布达拉宫经历了两次整体的电

路改造，小的改造则每年都有。每一年，电路都要请

来第三方进行检测。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拥有太多的

可燃物：数不胜数的经幡、书籍、木材，还有那珍稀的

贝叶经，由古人写在树叶上，历经了千年风化，在电

火花面前尤为脆弱。

降低布达拉宫用电负荷的种种努力一直在进

行。2020 年，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办公区域由主建筑

区“下迁”到了雪城，此举减少了主建筑区四分之三

的用电负荷。

雷东能够举出不少类似的例子：过去，人们可

以在布达拉宫里开火做饭、烧酥油茶，近几年，煤

气灶、电炉、电磁炉都已杜绝，推行“集中炊

事”，大家在食堂用餐，减少了火患；除了僧舍和

办公区，宫殿里是找不到电源插座的，早些年安装

的一些插座都已拆除。

布达拉宫每个房间里的电流都是被监测的。从

手机上，这位大队教导员可以查看用电警报。每个房

间会视情况设定一个额定电流，电流超过额定值的

某个比例就会触发报警。当某个房间的电流超过额

定电流，“我们就会派人去看，根据需要远程断电”。

“智慧用电”是西藏消防救援总队针对此类建筑推行

的 7项新措施之一。

在很多方面，布达拉宫一直在“做减法”。早些

年，雪城有过不少住户，经过多年努力，居民们陆续

外迁。

2006年，信众千百年来手持燃烧的酥油灯进殿

朝拜的习惯成为历史，改为向灯池添加酥油。这一

年，布达拉宫的“千供灯房”也从核心的“红宫”迁到

了雪城。这些转变都经过长期的努力。

关于这座宫殿，消防员们掌握的一些信息鲜为

人知。他们不仅知道布达拉宫区域有 55个消火栓，

并且知道目前所有殿堂里的酥油池相加，总数是 37
个，香炉则是 28个。

他们也比较清楚布达拉宫所处的红山上有哪些

杂草。冬季来临时，这些人的一项任务就是除草，以

“降低布达拉宫外围的火灾荷载”。“斩草”但又不可

“除根”，否则可能造成水土流失，那是布达拉宫所要

注意的另一种威胁。

针对地质、地下水位甚至周边的天气，不同的

监测系统围绕着布达拉宫，生成各种数据。根据西

藏自治区文物局发布的消息，布达拉宫建立了雷

电监测预警系统，当地有一个气象站专为布达拉

宫服务。

雷电是布达拉宫头顶的威胁。历史上，这座宫殿

多次因遭受雷击而起火。雷雨天也是消防员们高度

紧张、加大巡查力度的日子。

不过，消防员接触更多的是另一个系统——火

焰视频监测系统。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只要酥油池的

火苗突破设定的高度，他们就会收到警报。

近几年，布达拉宫里实施了一些更加精细的防

火措施。2021年起，酥油池的液面下降了 20厘米，以

降低酥油外溢的风险。每个酥油池都加了标尺，提示

人们添加酥油时不要超过刻度。酥油池与地面之间

则多了一个合金材质的防火池，相当于“双重保险”。

此外，每个酥油池里的灯芯不能超过 8根。灯芯

桶也由木质换成金属，更密闭、更安全。

从 2022年开始，所有的木质香炉都换成了大理

石香炉，并增加了防护底座。“除了材质的变化，功能

上没有任何改变。”雷东强调。

今年验收通过的一项消防改造提升工程，是

为布达拉宫安装了长度为 17232 米的感温光纤，

其作用是敏感地捕捉某一区域瞬时温度值的异常

变化。

当然，并非所有新式装备都会在这里应用。比

如，布达拉宫没有安装自动喷淋装置。原因显而易

见：这里香火缭绕，容易引发喷水，会使文物受损。

这里的一些房间常年处于黑暗中，保持着不通

电的状态。优拉才让举例说，贝叶经库房就是如此。

这种文献存世稀少，由古人在贝多罗树叶上写成。布

达拉宫是全世界存放贝叶经的一处重地，拥有至少

2.94万叶。

“贝叶经是很脆的，”他说，水的压力则很大。针

对禁不起冲击的文物，他们配备了背负式细水雾，这

种装备灭火时喷出的水是雾状的。

布达拉宫管理处不时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交流活

动，欢迎消防员参加。优拉才让说，这些交流有助于他

们采取更适当的灭火战术和防火措施，从而“精准保

护文物”。比如，二氧化碳灭火器适合古籍，但不能用

于瓷器。瓷器不怕火烧，反而会因快速冷却而开裂。

在灭火这件事上，近几年，这支消防大队的年轻

人产生了不少新的创意。他们重新设计了水带背包，

让它从软质改为硬质，使水带更方便从包里取出。他

们还在布达拉宫预铺了 11条水带干线，常年铺在那

里，一旦需要灭火，只要相应的人手和消防车到达指

定位置，可以直接加压供水，不再需要临时铺设。

“整个的灭火线路是贯通的”，雷东说，这样

至少能够缩短 60%的时间，也大为节省消防员的

体力。

在布达拉宫做消防员，一种例行训练是“冲山

跑”。穿着全套战斗服、背着水带背包，从山脚的

消防大队出发，表现最好的消防员，用时 3分 40秒
就能够跑到德央夏广场，5分 27秒可以到达金顶。

常年爬上爬下，他们的膝关节比常人更易造成积液

和磨损。

当然，这些举措和训练的效果只能在演习中检

验。每一个人都祈祷，那些预置的灭火设施永远都

没有用武之地。

他们的体能，有时会在救助游客时发挥作用。

游客较多的夏季，他们平均每天要向 7名游客提供

救助服务。其中有残联介绍来的残疾人，也有突发

意外的游客——有的游客还没见到布达拉宫入口，

就已晕倒在上山台阶上。

最长的一次，两名消防员轮流背着一位患有腿

疾的外地老人，在宫殿里转了四五个小时。那位游

客告诉他们，自己这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见到布

达拉宫。

对这支消防队来说，帮助过的所有人里，一位

名叫次仁玉珍的藏族老人是最为特殊的。她是雪城

过去的居民，始终没有迁走，一直住在消防队营区

所在的院落。她是孤寡老人，同时也是聋哑人。有

十几年时间，布达拉宫一茬又一茬消防员事实上承

担了赡养她的责任。

“她就把自己当成这家里面的一部分。”优拉才

让记得，她虽说不出话，但有需求时，懂得去敲大队

长的窗户。消防员们轮流帮她梳头、洗衣，送她就医，

过节时为她添置衣物首饰，并用轮椅推她上去逛布

达拉宫。

前些年，这位老人离世，也是这些年轻人按照藏

族的习俗为她办了后事。

布达拉宫无疑是一个保存了许多秘密的地方，

而它近 40年无火灾的秘密，就在这些人身上。在不

同的年代，人们为保护布达拉宫布设了重重防线，但

用雷东的话来说，人始终是最重要的那一道防线。

近 40 年里，这支队伍有许多姓名被写入了队史

馆。颇为特殊的是一对父子：布达拉宫消防班第一任班

长琼达的儿子罗桑念扎，多年以后也担任过大队长。

队史馆里陈列着一个完全比照布达拉宫而制作

的沙盘模型，四周围住“布达拉宫”的，是一圈大小不

一的鹅卵石，每块上面都写着人名。

那些名字，属于在这里工作过的历代消防员。他

们到拉萨河里去捡石头，染了颜色，再郑重签上自己

的名字。

对这个举动的寓意，雷东的解释是：即使离开了

这个岗位，“我们的心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守护

着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近40年零火灾是怎么做到的

□ 黄俏燕

首先，我郑重表明立场：我坚决反对所有违法

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包括偷窥、盗窃、限制人身自

由、违背个人自由意愿强迫结婚等。接下来，请允

许我为 《牛郎织女》辩护。

第一，要把神话故事和现实事件分开。

表面看来，牛郎拿走织女的羽衣很像生活中的

一个偷窃事件，但是，必须明确一点，这个不是现

实事件，它是神话故事中的一个幻想情节。

神话故事不是现实生活，神话是人文艺术，神

话作品是人类用神思和梦幻编织而成的艺术品。象

征和隐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法律逻

辑是两回事，属于泾渭分明的两个范畴。

在故事里，织女遇到牛郎之前，披上羽衣就能

飞翔，这是神话情节，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牛开

口说话，这也是神话情节，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

牛郎拿走织女的羽衣，这同样是神话情节，应该用

象征与隐喻去解读。但是，因为这种事在现实中有

可能发生，所以，读者容易把现实事件代入这个神

话情节，进而产生误读。

其实，只要不混淆幻想和现实，《牛郎织女》

作为神话不难读懂，也可以理解。

第二，要理解神话故事，理解隐喻和象征。

解读神话的钥匙是象征和隐喻。

牛郎拿走织女的羽衣，把她留在家里，这是人

类婚姻的象征。在古代中国，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

期，对女性来说，婚姻意味着失去单身时某种轻盈

与自在，离开娘家，嫁入夫家，成为妻子，成为母

亲。这一身份的改变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而这责

任是沉重的，这就是织女失去羽衣的隐喻。

打个比方：《西游记》 里孙悟空看到一位美

女，认出她是白骨精，于是一棒打死了她。这是个

神话情节，用象征和隐喻解读，它讲的是修行，火

眼金睛隐喻人性对虚伪之物和诱惑之物的洞察，一

棍子打死这美女象征人性面对诱惑有态度，这里的

“打杀”即拒绝和戒除。

在神话情节里，孙悟空打死这位美女可以理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个人倘若打死一位美女，就

是犯了杀人罪。

回到《牛郎织女》，牛郎拿走织女的羽衣，象征

人类的婚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某个人倘若拿走美女的羽绒服，那就是犯了盗

窃罪。

再打个比方：《卖香屁》，黄小郎吃了香屁豆，

放出了香屁。用象征和隐喻解读，香屁象征黄小郎

的美好品质，如莲“香远益清”，如陋室“唯吾德

馨”。但是，如果作为科学研究者，分析屁的化学

成分，得出“屁是香的”这个结论，那就违背了科

学常识。童话思维和科学思维属于两个范畴，这一

点泾渭分明，不可混淆。

所以，目前来说，正本清源是必要的，要让神

话归于神话，让法律归于法律，让科学归于科学。

第三，要看到 《牛郎织女》这个民间神话的价

值，以及，在当前这一时代转折点，给新生一代的

中国孩子讲述中国根源神话的重要性。

《牛郎织女》 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伟大故

事，这个故事讲述了我们的来路，它是我们回望历

史的一处落脚点。

说它伟大，说它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

一，中国民间几千年男耕女织的图景凝聚在这个故

事里，中国必然要有这样的故事，否则，几千年的

农耕生活，我们凭什么去记忆？

第二，牛郎织女成家立业，相亲相爱，生儿育

女，这对寻常夫妇的美满生活是中国民间幸福的象

征，也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基石。

第三，牛郎织女故事里的“耕牛”“羽衣”“鹊

桥”等意象富有重要价值，它们是传统文化的瑰

宝。“耕牛”与人相伴，共同在田园劳作，为人类

奉献至死，牛的重要作用随着农耕的式微也将随风

飘逝，但是，《牛郎织女》 这则神话生动形象地保

留了“耕牛”这一经典意象。“羽衣”的变化象征

女性进入婚姻后的深刻变化，关于人类婚姻，是个

深刻且富有诗意的象征。

另外，我想强调，《牛郎织女》 情节生动曲

折，形象典型丰满，故事技艺高超，它是中国民间

故事家用幻想力编织成的杰出艺术品，是中国民间

故事中的一件杰作。

对新生一代的中国孩子来说，阅读并理解中国

根源神话是一种必须，否则传统如何衔接？文化如

何传承？

让神话归于神话
理解《牛郎织女》的隐喻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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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报报道《小学生质疑课本
里的牛郎织女》引发广泛讨论，受访
者之一黄俏燕再度撰稿，阐释我们该
如何理解神话，以下是她的观点。

8月 25日，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龙山镇一处稻田内，航拍的

“牛郎织女”图案。 视觉中国供图

教导员雷东（左二）在进行夜间僧舍防火检查。 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供图拉萨布达拉宫，消防员们背着装备，练习“冲山跑”。 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消防员在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上除草。 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 张岳怡

4个小学生一度登上新闻
热搜。

41年前曾被宣布野外灭
绝 的 一 种 甲 虫 ， 被 他们发
现了。

披 着 金 属 绿 的 “ 隐 身
衣”，藏匿在树梢上，阳彩臂
金龟躲过了见多识广的科研人
员，躲过了财迷心窍的虫贩
子，却躲不过四年级小男生的
眼睛。我国曾在 1982 年宣布
阳彩臂金龟灭绝，最近几年才
偶有发现。

根据媒体报道，两个月
前，江西省宁都县黄陂中心小
学的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镇上
的篮球场玩耍，忽然发现水泥
地上有一只“奇虫”，闪烁着
奇异的金属光芒。经过认真讨
论，孩子们决定把虫子交给警
察叔叔。

在媒体刊发的照片中，4
个男孩一字排开，一脸严肃，
笔直地站在派出所的办公室
里，其中一个孩子胳膊上还打
着石膏。除了这只被绷带吊起
来的手，其余7只小手都紧贴
着裤缝。

这件事，放在生物研究
领域，每天都在发生，再寻
常不过；放在新闻列表里，
占不到几秒的注意力。但对
这些孩子而言，它可是件了
不起的大事——发现一个神秘的、美丽的生
命，找到一个消失41年的地球的老朋友，干一
件被警察叔叔严肃处理、被“科学家”研究讨论
的重要事情。

在发现已灭绝物种、新物种、珍稀化石这些
事儿上，小学生常常立大功。2019 年，广东河
源一名小学生放暑假在河边游玩时发现一枚属于
白垩纪晚期、距今已有 6500 万年的恐龙蛋化
石；今年4月，广州两个小朋友先后在海珠湿地
二期发现了湿地第 188 种鸟“彩鹬”和湿地第
189种鸟“黄头鹡鸰”；前不久，上海松江的11
岁少年在宁镇山脉发现了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这
是我国近160年来首次发现该类型化石。

除此之外，驰龙留下的脚印、两亿年前的植
物化石、新的蜥蜴物种古氏草蜥……这些貌似只
存在于科幻电影或者科普读物中、不会出现在我
们身边的奇珍异宝，都被生活圈子并没有多么广
阔的小学生发现了。

我试着想象，他们在某个成年人不会驻足的
角落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捉住一只小虫，或捏
起一块石头，这个世界不对成年人开放的密室
就为他们悄悄打开。他们没有高校的绩点或学
分压力，不求把虫子榨出论文价值；他们不会
试着展现求职时的独特性或竞争力，不操心生
活里的柴米油盐，虫子就是虫子，让他们尖叫和
快乐。

在没有现实目的的眼睛里，好奇心和探索欲
天然存在。一片草丛，就是一个游乐场；一堆石
块，就是一座博物馆。

我想，孩子们或许是“被自然选中的人”，
他们拥有一种超能力，就是看到成年人忽略的那
个世界。这种敏锐的视觉值得被好好保护，往后
他们长大了，还能看到社会的褶皱、人世的凹
凸、他人的悲喜，看得见才有可能拥有同理心，
而同理心通往更加公平和美好的未来。

前不久，#小朋友是天生的诗人#话题火
了，很多家长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孩子的“诗
性”时刻。被日常琐碎消磨了感知力的成年人，
在孩子身上看到了灵气闪光。

荡秋千的时候不能戴口罩，因为这样，“风
就不会跟我聊天了”；把蒜薹埋进米饭里，“种一
棵小树”，过两年，再把西兰花埋进米饭里，“长
成一棵大树”；阴天的时候，意味着“太阳迷路
了，找不到了”；傍晚落日的霞光，是“太阳融
化了”。

保护一颗好奇心，需要保护每一次无忧无虑
草丛打滚的机会，保护每一个对着小虫静静发呆
的时刻，或者至少，在仍然可以做一些“无意
义”的事情的日子里，从容地享受这份“虚度”。

我相信，一个愿意蹲下来和蚂蚁对话的小朋
友，拥有体察另一个个体命运起伏的能力。

在一首以《没收》为题的诗里，一个小朋友
写“工作没收了爸爸的陪伴，我和哥哥，没收了
妈妈的时间”。

祝福那些被选中的孩子，“超能力”永远不
被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