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忙碌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上班、加班，
上学、上补习班和各种兴趣班，只要不是退休人士和
嗷嗷待哺的婴儿都难免感觉辛劳。在每天为生活或
理想奔波的路上，心灵总是渴望时不时能小憩片
刻。在青藏高原待了近8年，哪怕每天生活在大家眼
中的“诗和远方”里，我也一样渴望能常让眼睛和心
灵一起去旅行。

给自己放一周假，相约一场心灵的旅行，去探索、
去发现、去邂逅、去热爱……跟随心灵的召唤，踏上
拉萨北环线，我遇见了不一样的拉萨，也遇见了不一
样的自己。

奇绝风景在远方

很多人认为到拉萨旅游就是看布达拉宫、大昭
寺，逛八廓街，其实环绕拉萨周边，还有很多遗落的

“明珠”：扎叶巴寺、思金拉措，颇有文化和底蕴的墨
竹工卡甲玛景区，数都数不过来。拉萨北环线既有
纳木错这样早已为世人知晓、声名远播的必去景区
景点，又有很多“小而美”、游完一圈让人无比舒适，
但仍藏在深闺的“沧海遗珠”。

不要怕路远，也不要怕路险，因为最美最奇绝的
风景不是常常就在险远处吗？只要出发，拉萨北环
线就不会让你失望。

沿拉萨河顺流而下，至曲水进入雅鲁藏布江谷
地，溯流而上到尼木县玛曲河口，再沿此河经尼木、
麻江至河源附近，翻越雪古拉山口（海拔 5454 米），
进入“西南—东北”走向的“羊八井—当雄”宽谷盆
地。随后，至当雄县宁中乡折向东南，沿乌鲁龙曲

（当曲）而下，至林周旁多沿直贡藏布而下，直至墨
竹工卡尼玛江热向西南转折。继续顺拉萨河而下，
经墨竹工卡、达孜回至拉萨。这是整个拉萨北环线
的大致路线。

在五天四夜的旅程中，跨过大江大河，穿过戈壁
荒原，领略冰川雪山的雄浑巍峨、冷峻圣洁，感受江
河湖泊的烟波浩渺。

拉萨河星夜兼程、奔流不息，让拉萨河谷出落得
玉立挺拔、富足丰饶。从布达拉宫脚下出发，在蒙蒙
细雨中沿着拉萨河的流向去往远方。高原的雨也如
高原的人一样耿直豪爽，该下的时候便痛快淋漓地
下，该停下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停下。最近，正好是
高原的雨季，给本来干燥的空气增加了不少湿度，让
人倍感舒适。在这个风也温柔、雨也轻快的时候，踏
歌而行，循着拉萨河的足迹，去感受高原的妩媚多
情，风姿摇曳。

感受现代之美

千年古村落达东村、花团锦簇的才纳村、以牛皮
筏舞闻名的俊巴渔村，拉萨河南岸一个个各具特色
的村落在拉萨河的滋养下不仅保留了传统魅力，也
浸染上现代文明气息，成为西藏乡村旅游的典范。

占地近2万亩的才纳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大
量种植着唐菖蒲、玫瑰、万寿菊等各类鲜花，桃子、车
厘子、蓝莓等各种水果，牛蒡、灵芝、当归等药材。示
范区内还专门开辟了一块地方，做拉萨农耕藏药材
博物馆和特色展品展示区。许多人也许会想，贫瘠
的高原怎么长得出这么多种植物呢？这既是现代农
业科技的力量，也是高原科技人的不懈追求。当地
居民可以扶老携幼到才纳采摘花卉蔬果、泡温泉，体
验一天的天伦之乐。外地游客也可以到才纳感受蓝
天净土下高原农业的魅力，吃吃纯正的牦牛宴，放松
身心，体验高原慢旅游。

体会过高原现代农业，用高原食材满足口腹之
欲后，我们前往尼木县吞巴景区。尼木县有三绝：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藏纸”“雕刻”。吞
巴景区内，溪水潺潺、绿树成荫、花海成片。水流带
动木制水车不停旋转，在水车的助力下研磨藏香的
大木头有节奏地来回翻动，将各种柏枝碾成细粉，
成为制作藏香的原料。再在这些原料中加入各种珍
贵藏药材和天然香料一起碾碎，放置一段时间，才
开始制作。

提起藏香制作，不得不提用牛角制成的锥形制香
工具。这个工具不大，在最顶部有孔洞。双手握住这
个工具呈一条直线用力挤压，经过调制的藏香糊糊就
通过孔洞一点一点在筛子上大致成型了。等筛子上排
布满藏香后，制香师傅再用锋利的刀片分别从筛子两
边切一道，藏香的长短就非常整齐了。晒干后，藏香就
完全制作好了。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却
没那么容易。特别是挤压成型那个步骤，不是每个人
都能很好完成的。挤压需要巧劲，牛角工具用起来并
非得心应手。在制香师傅的指导下，费了很大功夫，体
验者们才好不容易挤出来。做好藏香后，给制香师傅
留下地址，等晒干后他们会寄给体验者。

倾听悠扬牧歌

这一路上，既有轻松的非遗之旅、乡村之旅，还有
牧歌之旅。

位于藏北的当雄县是拉萨最大的牧区，这里有以
羊八井为代表的地热资源、巍峨的念青唐拉雪山、澄
澈碧蓝的纳木错，还有广阔无垠的当雄草原。

沿着青藏公路不断攀升，道路旁一栋黑色的立体
建筑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分外惹眼，这就是当雄县
设立的“行者·黑帐篷”旅游接待中心。文创体验空
间、牧民集市、阳光茶餐厅在这里一应俱全，自驾游
客来体验一番非常不错。

因为修路，此行没有去成廓琼岗日冰川，特别遗
憾，它绝对是拉北旅游环线上的一大亮点。带着这
个遗憾，我们前往位于当雄县赛马场内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黑牦牛帐篷，在这个建筑面积上千平方米的
大帐篷里享受了一顿美味的藏式酸奶。骑马、看情
景诗画《天湖·四季牧歌》表演，牧歌之旅亦是一场牧
心之旅。光影中的纳木错，沙鸥翔集的扎西半岛，悠
闲散步的牦牛，纳木错景区一如既往带给人美的体
验和享受。

在松赞干布出生的甲玛沟景区，万亩油菜花海沿
着道路两旁延伸，伴着高原特有的蓝天白云，别有一
番独特观感。悠扬歌声传来，踢踏舞节奏响起，一个
古老而神秘的庄园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霍尔康庄
园，这里正举办墨竹工卡县的油菜花旅游文化节。
农牧民演员们唱着跳着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甲玛谐钦”，用欢快的歌舞迎接远方来客。

人文积淀，让甲玛沟成为一个有情怀的地方，甲
玛沟人也成为一群有情怀的人。

出生于甲玛沟的群觉，在外奋斗后在家乡建立了
一座兵器博物馆。他用30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件民间
藏品，其中不乏珍品。一套类似“铁浮屠”的全副武
装战马具在全世界仅存两套，一套收藏在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另一套就在这个小小的甲玛沟群觉
兵器博物馆里。

感谢从“心”出发的旅行，让我遇见美丽风光、深厚
人文，更重要的是，遇见更新更好的自己。

遇见不一样的拉萨
□ 代 玲

安徽省怀宁县千年古镇——石牌，戏曲文化源远
流长，素有“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班”的美誉。一方水
土养育一方人，至今，石牌人生活离不开的还是唱戏、
看戏、听戏、品戏，这曲“重头戏”。

炎炎夏日，仍挡不住石牌人唱戏听戏的节奏。别
的地方到端午时节进入农忙后，已经顾不得听戏看
戏了，但石牌人对戏台的热情仍一如既往。怀宁县
文化旅游体育局因势利导，将2019年民生工程“送戏

进万村”的日程一直排到7月。“今年我们
在石牌已经演出11场了，每到一村，车一
停，大喇叭先喊起来，《小辞店》《五女拜
寿》《婆媳情》《梁赵姻缘》……比海报强！
每次都这么多人！”金义黄梅戏剧社负责
人胡节银望着台下满满的观众爽朗地说：

“我们这里，别的可以不讲究，对看戏听
戏，那可讲究！”

石牌人对戏的讲究，那可是有历史
的。石牌镇濒长江、枕皖水，历史上就是
重要的水陆要道。繁荣的地方经济、往来
的船帮商户构建出当地独特的市井文化，
戏曲表演尤为一特。在最昌盛的时候，小
小石牌镇有6家各地会馆，可供表演的戏
剧舞台800多处，最大的戏院可容纳观众
600 多人。大约在明万历以后到清乾隆
上下百年间，当地流传下来的戏曲班社就
有义和、义庆班、春江社、长春班、四喜

堂等。
深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石牌人听戏的品位。“和

春班的把子，四喜班的曲子，三庆班的轴子，春台班的
孩子”，这些徽剧戏台上的经典演绎，石牌人耳熟能
详。不过现在，当地人听得最多、演得最多的还是黄梅
戏，可以说“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

虽说今年怀宁县由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的民生工程
“送戏进万村”活动已圆满落幕，但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民生办主任王凤亮告诉记者，戏台不会空着，全县20
多家民间剧团常年不歇，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他们舞
动的身影。还有文化部门举办的“怀腔在民间”演出、
主题艺术化宣讲文艺演出等，2019“十一石牌戏会”也
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离不开戏的古镇石牌，还有一场更精彩的“重头
戏”——建设戏曲文化特色小镇。记者采访了解到，石
牌戏曲文化特色小镇2017年先后入选全国和安徽省
特色小镇建设名单。怀宁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怀宁县
石牌镇戏曲文化特色小镇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戏曲表演、戏服、盔帽制作及销售被列入重点扶持
产业。“怀腔”——有人称之为正宗的黄梅戏唱腔，被列
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内容建设也在搜
集整理、保护发展中。

水碧江寒向北流，萧瑟之风湘江来。
湘江一定还记得，1934年的深秋，几万红军将士曾渡

江西进。
据史料记载，1934年11月上中旬，红军长征先后突破

敌人设置在赣、粤、湘三省的一、二、三道封锁线，由湘南向
桂北前进。为了追截红军，国民党调兵遣将，在桂北的湘江
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
地区。

湘江一定还记得，为了帮助红军渡江，老百姓拆了自家
的门板，扛着桌椅来给红军做渡江的木料。

村民跳进冰冷的江水与红军战士一起打桩架桥，演绎
了一幕幕生动的“军民鱼水情”。村民与红军一起在大坪架
桥的场景至今仍被口口相传——“架桥用了6条船，船与船
之间又用3根长长的木头架上，然后再在木头上铺木板，架
了三四天……”“架桥的人里，有破竹篾的，有搓绳子的，还
有木匠师傅”。

湘江一定还记得，湘江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广
西全州县境内。据目睹战斗的村民回忆记录，在全州县的
湘江凤凰嘴渡口，红军战士鲜血染红了江面，密密麻麻的牺
牲战士遗体被冲到十多里外的一处河湾。

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第五章“血战湘江”中回忆道，
“师首长向我们交代任务时指出，第四道封锁线，是敌人经过
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它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水作
为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一侧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

“情势十分危急！我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
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杨成武将军写道。

湘江不会忘记。村里的老人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
年不食湘江鱼”，当年的战斗太过惨烈，湘江战役之后几年
时间里，湘江两岸的村民都不喝湘江里的水，不吃湘江里
的鱼。

湘江两岸，红军浴血奋战的事迹至今仍被传颂——
1934年11月28日开始打响的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

红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
主任英勇牺牲；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南光华铺打
响了阻击战，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后，接任红十团团
长的杜中美也在当日壮烈捐躯；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
脚山铺开始了对湘军三个师的阻击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
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抢过警卫员的枪，
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突围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在
押送途中，他自己撕开伤口，用力绞断肠子，慷慨就义，实现
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
写道，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
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广西兴安县城南有座狮子山，与湘江的直线距离仅有
2.3公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和湘江战役纪念
馆就坐落在山上的苍松翠柏之中。

如今，到纪念碑园瞻仰烈士的人们络绎不绝。红军长
征血战湘江的事迹被日复一日讲述。“1934年底的湘江战
役，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
存亡的关键一仗。”80多年后，湘江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对
记者如是说，“上有敌机轮番轰炸，下有多路敌军追击，战斗
空前激烈，数万名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
一曲悲壮的凯歌。”

在纪念碑园的一侧，一条32米长的英名廊上刻满了烈
士的名字。“江西、湖南、福建来这里寻访的人最多。”湘江战
役纪念馆讲解员尹汤怀说，红军及后辈每次来访，英名廊是
看得最仔细的地方。

红军的后人更是没有忘记这段历史。红34师100团
团长韩伟的儿子韩京京曾参与了红军名字的搜集。“我用
10多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闽西的每一处村落，才查找出
1000多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34师战士的名字，其他
战士的名字实在是找不到了。”

2019 年7月初，韩京京来到兴安县，给记者讲述了父
亲弥留时的心愿，“湘江战役时，父亲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
牺牲了。父亲说，他对不起这些闽西子弟和他们的亲人，他
叮嘱我要将他的骨灰送到闽西安葬。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
起，死了也要跟他们在一起”。

为了告慰老父亲在天之灵，韩京京在这里为红34师牺
牲的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基座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你们
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江水滔滔，永志英雄。如今，这座无字碑与英名廊一
起，矗立在湘江之畔，接受着后人的祭奠和瞻仰。

古镇石牌 黄梅声声
□ 文 晶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

永世长存——

湘江不曾忘记

□ 陆 敏

怀宁金义黄梅戏剧社在同福村上演《梁赵姻缘》。 王凤亮摄

湘江战役纪念馆。 陆 敏摄

在五天四夜的旅程中，跨过大江大河，穿过戈壁荒原，领略冰川雪山的雄浑

巍峨、冷峻圣洁，感受江河湖泊的烟波浩渺。

右图 拉萨市墨竹工

卡县甲玛沟的万亩油菜花

田。 代 玲摄

下图 曲水县特色旅

游产品。 代 玲摄

图为游客在纳木错边拍照图为游客在纳木错边拍照。。 代代 玲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