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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教师节了，是向老师们致敬的日子。难忘我的初中
班主任孙述凤老师，她离开我们快 1年了，每次想起她，都会
想到一株热烈的向阳花。

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大概40岁左右。她眉毛很浓，眼睛
深深的，雪白的牙齿非常整齐。她笑起来的样子让人很难忘，
那是能驱散乌云的笑。

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让大人觉得麻烦，但孙老师从不把我
们当麻烦，她迎难而上，对我们负起责任来。她气场强大，能
稳住各种局面，解决各种棘手问题，鼓舞带领大家充满希望地
往前走。在老师爱人的纪念文章里，我才了解到她当过公社
干部，在基层经受过锻炼。怪不得她有一种沉着、干练的风
度，几句话就能点到要害，让人心服口服。

马克·吐温说过：“善良是一种盲人看得见，聋人听得见的
语言。”我们的心能感受到孙老师真心实意对我们好。我所就
读的重点中学有很多家庭背景很好的孩子。但我没觉得谁受
到孙老师的特别优待。她不歧视贫穷的孩子、学习不好的学
生，反而是这些学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她是那样朴
实，充满正气。在纯真热烈的氛围里，我们茁壮成长。

每周班会她都会严厉批评我们上一周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很怕，也有点儿期待，因为老师找我们的缺点找得特别
准，她太了解我们了！每次批评完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痛快。
如果这一周恰好没有开班会，没有听到她的批评，那反而会觉
得浑身不得劲儿。

当时学校里有不少男孩子打群架，我们班里也有参加“战
斗”的学生。孙老师不愿任何一个学生掉队，她想了很多办
法，还带他们到工读学校与犯罪的青少年对话，尽力使他们转
变。因为有她，大家在最逆反的时候都没有变坏。这些同学
长大后都小有成就。人生路最要紧处只有几步，有老师守护
甚至是拽着大家渡过了急流险滩，是多么幸运！

青春期的孩子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风平浪静，其实内心
往往是动荡不安、巨浪滔天。老师不会想到，她的学生一直萦
系于心的可能是一些她早已忘记的小事。但就是这些不起眼
的小事，对我们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我是语文课代表，跟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接触较多。但
我心里很难忘的却是老师对我穿旧衣服的态度。青春期正是
在意别人眼光、也知道爱美的时候，旧衣服常使我难堪。一次
班会，老师做完总结之后突然提到我，说我艰苦朴素。我羞得
恨不能找地缝钻进去，但我感到老师是打心眼儿里赞许我
的。这让我不再那样委屈、焦灼了。

读初中以前，我就得过全省诗歌大赛一等奖，名字登上了
省报。上初中后，我的语文成绩依然拔尖，但在市里组织的学
科竞赛中成绩并不理想。我很难适应那种标准化、格式化的
比拼，尤其是命题作文、即兴演讲，一点儿也发挥不出来。我
对自己的失败很在意，但她并没有表现出要求我为她、为班级
争光的意思来，更不觉得这种竞赛成绩就能判定一个学生的
价值。这使我放松下来，又投身到火热的、愉快的学习中去。

初二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思想掀起了风暴，一度学习有所
退步。我有点儿慌。一个雨天，我把一切觉得严重的情况都
对老师和盘托出。但她只是沉着地看着我，对我说：“你一定
行！”看到她那种放松的态度，我有些吃惊，但觉得心里能稳住
了。后来，我顺利考上省里最好的高中。

老师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从不用那些世俗的东西逼
迫人，使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压力，当然也没有什么压抑。她
对我只有赞赏、鼓励。让我这样一个敏感的孩子得以放松、自
在起来。她善于发现学生们身上的闪光点，总是热情鼓励大
家。有很多同学都是因为得到她的鼓励有了自信。

孙老师做了 24年班主任，桃李满园。她一直保持本色，
初心不改。她是大家心中的太阳，无论你在哪个角落，都能得
到她的照耀。

她患病后，不让爱人告诉大家，不愿别人见她消瘦的样
子，更不愿麻烦大家。但她在日记本里记下了对我们的回忆，
一个个念叨我们的名字，念叨我们工作好、生活好。就像一个
慈爱的母亲，只要她的儿女自食其力，生活得好好的，她就欣
慰。这些记录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惭愧。在老师奋力把我们
推上列车后，我们甚至忘了挥手告别，只顾匆匆奔往下一站。
许多年后才知道，那双热情、善良的眼睛，一直在背后默默注
视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看望老师，没有跟老师表达爱，这是无
论怎样都无法弥补的。

在她悄悄离去而终为我们这些学生知晓以后，大家捧出
各自记忆的珍宝，每个同学都能讲出几件与老师之间难忘的
事。我才知道，她是怎样深深影响过我们，并为我们所热爱。

一个人爱过，被爱，就是永生。
献给我的老师一首诗吧，尽管它不完美。但我知道，她不

会嫌它“不够好”，只要是她的学生写的，她都会喜欢——
像初夏的微风轻拂，吹动青春的书页。你在我们最美好

的时光里，一切都那么强烈/我们好奇地凝视着世界，凝视着

万物复苏，凝视着你/你让“老师”这个称呼，成为最温暖的词

语，你就是这个词的定义/莽撞的，敏感的，稚嫩的十几岁，我

们寻找着，迷惘着，狂妄着，自卑着……你是记忆里最温旭的

阳光，爽朗，温暖，鼓励……分享我们的轻狂、惆怅，和只愿对

你倾诉的秘密/幸福吗？是的，幸福！在最混乱的年龄，你始

终和我们在一起。那是十万火急的青春，所有的人都走到阳

光下了/你不许有一个人留在黑暗里，你对谁都不放弃。你奔

跑着把我们送上列车，把每一个人都尽力推上去/你对我们笑

着，我们也傻傻地笑着。就这样走了，来不及挥手致意，来不

及说我们爱你/一转瞬，我们惊讶自己也到像你一样的年龄

了，也要面对年轻气盛的儿女/终于懂得珍惜，却再不能相

聚。老师，想你！爱你的心永远不会离去/阳光照耀青草遍

地，不仅是青春本身美丽，更因为那美丽里有你/你微笑的目

光，将继续注视着我们，过得好好的。

永远的向阳花

□ 李予阳

茶卡盐湖被誉为“天空之镜”，因“盐”
而闻名于世，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在县
治西，五百余里，青海西南……周围有二
百数十里，盐系天成，取之无尽。

八九月份是青海最美的旅游旺季。
这一日，我们坐大巴车从西宁翻越日月
山后，进入牧区，眼前视野逐渐变得开阔
起来，穿行几百里茫茫草原后到达茶卡
盐湖。茶卡盐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自治州
乌兰县茶卡镇，距离西宁298公里，海拔
3100米，面积105平方公里。茶卡盐湖
也叫茶卡或达布逊淖尔，“茶卡”是藏语，
意即盐池，“达布逊淖尔”是蒙古语，也是
盐湖之意。

盐湖不老

柴达木盆地因盐闻名，因盐而兴。
盆地内现有大小不等的盐湖33个，已发
现盐湖矿床 70多处，面积 3万多平方公
里，累计探明储量约 4000 亿吨。其中，
茶卡盐湖占据的地理位置具有旅游开发
潜力，因地处柴达木东大门，茶卡盐湖南
靠昆仑山支脉旺尕秀山（蒙语），东面是
橡皮山，祁连、昆仑两大山脉加上橡皮山
三山环围，形成一个天然盆地，茶卡盐湖
就坐落其间。

站在盐湖门口向东南方向望去，碧蓝
的天空下盐湖镶嵌在雪山草地之间，犹如
大自然遗落凡间的日光宝镜。

盐湖是湖泊形态的老年期。大约
700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大海退去，
留下零星的湖泊。在距今约 16000 年
之前，茶卡盐湖还是一个淡水湖，1万多
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从淡水湖经咸水湖
演化为盐湖的转变。见证了人类历史的
变迁，忠实记录了其形成过程中的温度、
降水、蒸发和水量平衡环境要素的变化
信息。因此，茶卡盐湖也被专家称为自
然资源宝库。

现在的茶卡盐湖，是国内有名的天
然结晶盐湖。与其他盐湖不同，它是国
内少有的固液并存卤水湖，据测算，茶卡
盐湖每升水中含盐 318 克，相当于海水
的10倍。盐湖底部有石盐层，湖东南岸
有长十几公里的玛亚纳河等河水涌入，
盐湖不断重新结晶成盐层，这就是茶卡
盐湖的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由来。

茶卡盐湖原为食用盐采盐基地，以
工业开发为主，但其优美的“天空之镜”
盐湖景色吸引了部分摄影爱好者前去摄
影和观光。随着盐业生产企业的绿色发
展，盐湖旅游近年逐渐兴起。

茶卡盐湖由于湖水中含盐量高，富
含94%以上的氯化钠，所以，湖面折射率
和光透率非常高，天气晴朗的时候，平静
的湖面就会折射出倒影，整个湖面形成
一个天然的反光镜，使红色更红、蓝色更
蓝，被誉为中国“天空之镜”，大部分到茶
卡盐湖的游客身穿五颜六色的服装，站
在湖面上拍照遇见最美的自己，同时，装
点出了更美的盐湖。

几度风华

据记载，大约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开始，官方就有组织地对茶卡盐湖进
行大规模开采，并定有盐律。光绪三十
四年(1908 年)，设立了丹噶尔厅盐局。
民国时期，在现在的湟源县设立了盐务
局，专门负责青盐的生产、运销管理。
1950 年，随着青海盐业公司的成立，茶
卡盐湖的大青盐开发走向现代化开发之
路。

“民以食为天,食则不能无盐”，盐作
为“五味之首”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
一般盐湖所产的盐需要工业提炼后才可
以食用，而茶卡盐湖的盐捞起来就可以
做饭、煮肉。成书于明代弘治年间，由刘
文泰等撰辑的《本草品汇精要》中解释：
今青盐从西羌来者，形块方棱，明莹而青
黑色，最奇。该书所指的“青盐”，就是茶
卡盐；西羌，就是今日青海一带。《汉书·
地理志》记载：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
有西王母室、仙海、盐池。仙海即今青海
湖，盐池就是茶卡盐湖。所以，这里被称
为“大青盐”的故乡。当地蒙古族群众至
今都从湖里捞取青盐后晾干直接食用。

走进景区的盐湖大道几百米后，让
人眼前一亮，青砖红瓦的盐工礼堂是上
世纪50年代建设的。这里的一切，还保
存着最初的模样，让人由衷地感受着岁
月的沧桑。对于怀旧的“80后”来说，是
感受父母青春时代的最好场所，碧蓝的
晴空下，沿着青盐礼堂周边安安静静地
走一走，摸一摸风雨几十载墙角被磨圆
的老礼堂，仿佛看到了当年怀揣梦想的
热血青年们身穿绿色工装、黄色球鞋，洗
去一天的疲惫，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欢呼
雀跃、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老礼堂广场修建有观光小火车
站，门票50元一人。坐在小火车上听着
咣当咣当的火车声，4.5公里的路程犹如
走了一个世纪。偶尔遇到十字路口时，
小火车叮当叮当清脆的铃声把思绪敲回
现实中。

在青海资源开发中，茶卡盐湖功不
可没，经过了从最初的简单开发、凌乱式
开发、官方开发、传统开发、现代企业开
发到目前的绿色旅游开发几个阶段，这
里的工业遗产和现状记录了茶卡盐湖盐
业开采历史的沧桑巨变，是一座活生生
的“原生态盐湖工业展览馆”，也可以说
是一部活生生的青海“工业发展史”。

真爱如盐

工业旅游，重在体验，茶卡盐湖在千
年的采盐活动中形成了盐湖工业遗址，
保存着最初的场景。正值黄昏，一排斜
影绰绰的松木电线杆倒映在湖面上，形
成了视觉上的唯美体验，用颗粒盐铺就
的路面上，因行人踩踏摩擦的盐粒在晚
霞的映衬下闪闪发亮。

在早期的茶卡盐湖开发中，小火车
在盐湖铁轨上来回行驶，作为交通作业
工具，用来运输盐和采盐工人进出盐湖，
如今在茶卡盐湖旅游中，乘坐小火车进
入盐湖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观光体验项
目，乘坐小火车进入湖区深处，蜿蜒平卧
的铁轨铺向远方看不到尽头，眺望着美
丽的湖景，感受食盐开采之路。

走进千年的茶卡盐湖，会发现，在这
里，进入湖区 3000 米的路上铺的是盐、
雕像是盐，这里的盐坨插入云天，感觉走
进了盐的世界。走在用盐铺成的路上随
脚一踢，就会出现成人拳头大小的盐根，
透亮的晶体放在手心里，在阳光的照射
下能看到里面沉淀的微生物，很美妙的
感觉，捧在手心里“真爱如盐”。

光着脚丫子下湖体验是最大的乐趣，
经过太阳照射湖水有一定的温度，行走在
盐湖中滑滑的犹如丝绸滑落脚面的感觉，
天然的大盐湖泡脚，温暖而又惬意。盐湖
中处处可见美丽的身影，身穿大红色纱裙
的人，摆着各种姿势拍照录像。走进湖区
深处，锈迹斑驳的采盐作业船停在湖区，
成为摄影爱好者首选背景。

根据茶卡景区旅游规划设计显示，
未来，游客除了乘坐小火车和乘船游湖
以外，还可以沿着国内第一个具有船采
船运技术的采盐运输水道“零距离”接触
工业盐生产实景，感受湖盐的结晶、采
挖、运输、生产、加工等一系列流程；更可
在采盐区使用原始的“四大件”（铁钻、铁
锹、铁杓、铁耙）捞盐工具亲手体验一回
盐湖寻宝之旅。

图为茶卡盐湖的观光小火车。

石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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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吸引人的建筑，除了教堂，
还有城堡。无论古罗马式、哥特式还是
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只要是城堡，都
被视为欧式“古典浪漫”的最佳代言，让
人着迷与沉醉。在立陶宛，也有一处这
样的所在，“芳名”特拉凯城堡。许多人
都说，立陶宛的美是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只要随随便便祭出“法器”特拉凯，
就叫全世界折服。此言非虚！

当欧洲大多数土地上还是小城邦
林立的时候，立陶宛已经成为统一的王
国，特拉凯城堡便作为这个统一王国的
中心，被建在了加瓦尔湖的湖心岛上，
与如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只有20多
公里的距离。当然，这是后话。然而，
如此光辉的历史并没有持续太久，与商
贸活动一样频繁的战争让特拉凯城堡

逐步倾颓，最终成了断壁残垣。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多次重修后，才恢复了
曾经的模样。

远远望去，仍然是橙红色的砖石，
仍然静静地矗立在加瓦尔湖的水面之
上。阳光照射，湛蓝的湖水、绿色的森
林、橙红的城堡尖顶、布满云朵的天空，
在视觉效果上融合得恰到好处；白色小
船停靠岸边，如镜面的湖面又映着林影
船影、也映着城堡，如梦似幻，脑子里不
自觉地就响起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的熟悉旋律。虽说用中文歌词形容欧
洲风景有些混搭，但意境的确是相通
的，简单来说，就是美好静谧得让人感
觉不真实。

既然建在湖心岛上，就有长长的木
桥将特拉凯城堡与陆地相连。也只有

走过这长长的木桥，走近些再走近些，
你才会发现，特拉凯城堡不止有浪漫的
一面。一座桥，似乎连接着两个世界。

橙红色的砖石砌起高高厚厚的城
墙，抬头处正是圆锥尖顶瞭望塔，近游
时透着中世纪风格的壮观瞬间替换掉
了远观时扑面而来的浪漫。想想也是，
当年欧洲贵族为争夺土地、粮食、牲畜、
人口而不断爆发战争，密集的战争导致
越来越多的城堡出现，贵族们借此守卫
自己的领地。对立陶宛来说，特拉凯城
堡首先必须是一处坚固的防御工事，得
实用才行。至于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浪
漫，完全是处于远观的角度和游人的
心境。

整个城堡面积并不大，分为内城和
外城两个部分；做工也算不上精细，外

墙甚至都不做任何修饰，想想常说的
“修旧如旧”的原则，倒也明白了几分为
何如此做的道理。外城在前，是一个高
墙和碉堡合围成的大院子，现在散放着
一些古老的刑具，供游人拍照。因为仅
仅是拍照留念，冷冰冰的刑具旁也就都
是各种肤色的笑脸。内城在后，本是立
陶宛大公居住、会议、接待外国使节的
地方，现在全部被辟为了展室，有着大
量实物、图片以及复原的场景设置。斑
驳的石墙、石窟般的门洞、吱吱作响的
木梯栈道，让游人出入其间、如入迷宫；
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立陶宛曾经成为
欧洲大国的辉煌过去。

虽然往事再难追溯，但数个世纪的
岁月，已经把点点滴滴融进了特拉凯城
堡的一砖一瓦。随着你我脚步的方向，
一步一步走进其中，这是一段多么丰
富、厚重的旅程。而且听说，城堡内如
今收藏的立陶宛古代艺术珍品，除几件
是复制品外，其余的都是珍品，就又忍
不住地想在“旅程”之前再挂上“珍贵
的”前缀。

或许，正是综合了上述原因，并基
于别的考虑，游人想要在特拉凯城堡里
拍照，是要获得“授权”的。而“授权”的
方式，就是在购买门票的同时，加购一
张可以拍摄的凭证，然后随身携带。是
的，随身携带，这点很重要，因为城堡内
的工作人员真的会随时检查。对于这
种方式，我欣然接受，谁让我最爱特拉
凯城堡的那一片橙红呢！

一片橙红特拉凯
□ 牛 瑾

橙红色的特拉凯城堡静静地

矗立在水面之上，与蓝色的湖水

相映，如处梦境。 翟天雪摄

特拉凯城堡不光有浪漫的

外观，城堡内外，似乎还连接着

两个世界

茶卡盐湖是大自然

的结晶，它从千万年前

走来，至今滋润着人们

的味蕾，还能在其中感

受自然与人文双重资源

的独特体验

在老师奋力把我们推上人生的列车后，我们

甚至忘了挥手告别，只顾匆匆奔往下一站。许多

年后才知道，那双热情、善良的眼睛，一直在背后

默默注视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