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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在 4000 米左右，道路崎岖，进入密尔岱山采玉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不过，如果等那里的玉

石被水流冲刷而下，沉积在河道里，获取它们的难度就相应减小。

莎车的喀群乡正是这样一个天赐的捡玉宝地。叶尔羌河在

这一带冲出山谷，河面开阔，玉石容易在此沉积；另外，源自

密尔岱山玉矿区的棋盘河在喀群乡汇入叶尔羌河，带来了优质

的籽玉。“籽玉”是从山上风化脱落的玉料，经河水常年冲刷

磨蚀形成的一种鹅卵石状的玉种。

因此，曾经在数十年的时间范围内，每年夏天河水暴涨过后，

喀群乡的叶尔羌河边都聚满了捡玉石的村民。若捡到质量好的玉

石，便可立马收入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外快”。

“以前真的是家家户户都来捡玉石。”21 岁的喀群乡村民

艾合买提·麦合木提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的爸爸和几个

叔叔都曾来捡玉石，他小时就跟在他们后面一起来。近年来，

由于上游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建成，叶尔羌河洪水得到控制，

冲积下来玉石随之减少。另外，出于保障人员安全的考虑，当

地政府从两年之前叫停了到河滩边捡玉石的行为。

2023年 6月的一天，为了给记者现场介绍情况，艾合买提

与他的父亲以及曾经一起捡玉石的几位朋友在许可之下来到了叶

尔羌河边。一到那里，他们又习惯性地在河边的浅滩里寻觅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忽然间，村民阿不都热合曼·努尔

连连欢呼。周围的人们马上冲了过去，盯着他刚从河里捡到的

一块玉石。这块玉石大约有成人的拳头大小，带着红色的外皮。

“啪！啪！”记者还在惊讶于目击捡到玉石时，“收获者”

已经开始用当地特有的方式和同来的朋友对这块玉石讨价还价：

他们轮流以握手的姿势用力与对方击掌，每击掌一次就喊一次

价。没多久，玉石以 2.8 万元成交！

阿不都热合曼举着自己捡到的玉石，笑得合不拢嘴。艾合

买提说，他可绝对不只是幸运，而是已有二十多年的捡玉石经验。

想要更高几率地发现玉石，还要在人多的时候抢在前面，绝对

是技术活儿。“熟练的人，用脚在河滩里蹚一蹚都能感觉出哪

块是玉石。”

当阿不都热合曼转身走向另一处河滩想再试试身手时，他身

后的其他朋友对刚刚出水的玉石开始了二次交易的谈判。当地村

民说，那块玉石经过几次转手进入商店时，价格可能会翻好几倍。

他说的商店，有不少就在莎车县城旺角的玉石一条街。在

那里，每家店门口的角落都摆着几块玉石原石，玉石商品有的

摆在摊子上，有的陈列在柜子里。有几百元的小物件，也有重

几十公斤喊价数十万元的“镇店之宝”。青玉、白玉、青白玉、

墨玉、玛瑙等各种玉石等待着顾客来鉴别和购买。

待到周末，店门口的街道两旁将摆满临时摊位，热闹的玉

石巴扎上，你能否挑中心仪的宝贝？

喀群乡虽然不是玉石的最初来源地，却无疑是发现玉石的

能人的聚集之处。2003 年，一块举世罕见的青玉在距喀群乡

五六百公里之外的叶尔羌河源头被发现，它重达 3.7 吨，当时

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宝玉石质检站副站长判断为“近年来中国

发现的最大的玉石”。

巨石怎么搬运？这难不倒喀群人。出身玉石世家的喀群乡

村民雇了二十多个人，用木头和轮胎做成特殊的大筏子，把玉

石用铁链捆绑在木筏上顺着叶尔羌河“漂流”而下，成功把玉

石运到喀群乡。

将来，“玉石之乡”是否还能见证更多的“玉石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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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车县喀群乡村民阿不都热合曼·努尔展示他在叶尔羌河里捡到的玉石。摄影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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