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西藏北部的那曲，坐拥广阔无垠的羌塘
草原，水草肥美，是牧人的天堂，也是各种牧家美
食的汇聚点。

晨光熹微，牧人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朝阳
中，一桶桶牦牛奶被勤劳的牧人挤了出来，打成新
鲜的酥油茶，热气腾腾、浓香四溢，喝一口足以抚
慰心田，让一天充满活力。

这种来自羌塘草原深处的味道总是让人欲罢
不能。哪怕走出草原在城市里工作了二三十年的
人也不能拒绝。耳顺之年的尼桑大叔老家在那曲
市索县，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开车，在草原
深处喝到一口鲜奶新制成的酥油茶依然是他不能
忘怀的味道。每次开车回老家，如果在路上遇到
熟识的牧人，便要去人家的帐篷里坐一坐，喝上
一口热气腾腾的新鲜酥油茶，感受来自草原的馈
赠。

得益于安居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一个
又一个民生项目，现在牧人也住上了保暖舒适的
房子。但是到了放牧的季节，他们又开始在草原
上支起一顶顶牦牛皮毛做成的黑帐篷，开始逐水
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黑帐篷不仅是饮食起居的地
方，也是牧人在草原上的家，是心灵的依靠。

藏北那曲的味道不仅在早晨最爱喝的新鲜酥
油茶里，更在藏北那成群结队的牛羊里。牛羊肉
是藏北人民几千年来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根据

《那曲地区志》记载，藏北肉食品有个通称叫“玛
塞”，即红食。鲜肉、冻肉、风干肉、内脏都是红
食。一般吃法分为熟食、生食。

煮牛羊肉是藏北最常见的食物之一。煮肉
前，先按关节分切成块，加盐，煮开。有的开锅即
食，谓之开锅肉；有的煮软后再食。味道鲜美可
口。出锅后，每人手执一块肉骨，从身后腰间抽出
一把刀，刀口向里削食，并将削下的肉片放进藏地
辣椒面里蘸着吃。除了煮牛羊肉外，风干肉、血肠
等也是居家常备。

牛羊全身都是宝，除了肉可食用，用牛、羊奶
制成的食品，色呈白色，叫“白食”，藏语叫“嘎
塞”。那曲的白食分奶渣、“拉拉”“退”“俄曲”等。

“拉拉”是藏北牧区的一种奶制品，呈条状，柔
韧耐嚼。那曲中、东部一带的牧民称其为“俄聂”，
意为奶鱼，通常用来待客或者过年时食用。可以
干吃，多数人喜欢浸泡在酥油茶里食用。“拉拉”有
优劣之分，好的“拉拉”用未经提炼酥油的奶酪制
作而成，故味道脆软可口。劣质“拉拉”称为“向
拉”，是提炼酥油后的牛奶制作的，其特点是油脂
少，食用时坚硬如石。

“退”也是一种乳制品。制作时先备好精细的
奶渣，配以酥油、白砂糖、红糖，拌匀后制作成方
形，在其上面用酥油绘以图案，图案有雍仲符、日

月、寿字、吉祥结等。班戈县一带，还要在上面加
一寸厚的人参果面拌酥油，上面再绘以吉祥图
案。上世纪90年代，在城镇有些地方流行酥油和
面再用彩珠糖果点缀的新风俗，文雅又大方，更具
味道和营养。

藏北天气寒冷，黑帐篷内的牛粪炉火一天到
晚烧得暖烘烘的，酥油茶、奶茶不断，随喝随添，肉
盘就在身边，各种肉应有尽有，用刀削食。也许这
就是草原牧区最美妙的生活。

帐篷外牛羊满山坡，牧人一边照护着悠闲吃
草的牛羊，一边拾拣草原特有的黄蘑菇。雨水充
沛的年份，不到一会儿便能采个三五斤。夕阳西
下，将牛粪炉子烧得旺旺的，把这些蘑菇与少许酥
油一炒，便是一顿丰盛美味的晚餐。

我的这次那曲之行，除了看到精彩的赛马和
马术表演，更是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位于那曲的“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研究站”
参观了一番。对于研究站里的仪器和各种实验，
我能记住的不多，但是绿草地里的那一抹金黄我
却记忆尤深。一朵朵金黄的蘑菇散落在葱茏的浅
草丛中，就像开在草原上的黄花。不到1个小时的
工夫，便成功采集了一顿美味的食材。将黄蘑菇
洗净，加上几颗大蒜和青椒一起煎炒，蘑菇的清香
沁人心脾，在舌尖久久回荡。在西藏，除了将黄蘑
菇与酥油一起炒、与青椒清炒外，很多人还喜欢和
红烧猪肉罐头一起炒。

时光推回到几十年前，青藏高原由于山河阻
隔，交通不便，能到达的物资有限，部队用的各种
罐头曾一度是西藏家庭的美味之一。将新鲜的草
原黄蘑菇与罐头一起炒便是很多人记忆中抹也抹
不掉的味道。

如果说黄蘑菇是这片土地给牧人的“礼物”，
那么位于那曲市雷达站下半坡处的蔬菜种植基地
便是新一代那曲人对更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代

表，是那曲新的“味道”。
那曲市区所在地色尼区那曲镇海拔

近4600米，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除了浅
草，灌木都很难在此成活生长。哪怕一
抹浅浅的绿色也令人动容，何况是荒原
上上千亩郁郁葱葱的蔬菜和花卉种植基

地，这怎能不让人感慨！绿色不仅是生命生生不
息的象征，更是那曲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植绿那曲、追求美好生活的是美丽的那曲姑
娘卓玛德吉。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她没有像同龄人
一样走上考公务员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创业。涉
及文化传媒、那曲特产等领域的她，不忘父亲才旺
扎西的初心，回到那曲和父亲在荒原上建成了占
地千亩的智能温室。

红彤彤的草莓和西红柿、黄澄澄的南瓜、绿油
油的青椒和生菜……温室基地里已成功种植了数
十个品种的蔬果。除了蔬果种植采摘园区，温室
大棚的一侧还被开辟成花卉区和咖啡餐吧区。咖
啡餐吧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名字“4550咖啡餐吧”。
4550代表了咖啡餐吧所在的海拔，也代表了卓玛
德吉的努力。在这里，卓玛德吉请各种文化专家
开讲座，丰富那曲人尤其那曲年轻人的文化生
活。温室大棚还对幼儿园和小学开放，孩子们可
以在这里见到书本上学到的各种蔬果，增长见
识。也许这样的地方对内地人来说司空见惯，但
是在高寒的那曲却是一种新的启迪，是新时代那
曲年轻人的梦想。

逐梦的路很难，但是再难的路，卓玛德吉也一
步一个脚印地坚持走下去。那曲的味道里也包含
和飘荡着她这样的新时代那曲人奋斗的味道。

那曲是西藏的北大门，2006年青藏铁路正式
通车，带来了那曲的新繁荣，也创造了新机遇。
越来越多天南海北的人走进那曲，在这里扎根创
业。走在那曲市街头，四川菜馆、火锅串串等商
铺鳞次栉比，还有北京烤鸭、东北饺子、河南馒
头等商铺林立。那曲的味道，不止是草原牧人传
统的味道，不止是新时代那曲人奋斗的味道，更
是天路带来的商贸流通的味道，是民族大团结、
民族交流融合的味道。这也是西藏最美的味道。

（本文配图由 代 玲摄）

寻觅寻觅““那曲味道那曲味道””
□ 代 玲

暑热难耐的三伏天，走进张北
草原，却仿佛一步落入深秋。谈起
草原，我们眼前往往浮现出辽阔、
平坦、一望无际的景象。如此说
来，地貌丰富、蜿蜒曲折的草原天
路可能不算典型。可是，正如亭台
楼阁方圆之间可移步换景，草原天
路地形变化给身临其境者带来的
体验，动人之处更堪回味。

草原天路位于河北张家口市，
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边缘，平均海拔
1400 米，被誉为“中国的 66 号公
路”。昔日，这条天路曾因乱收费
引发争议，如今已免费开放。一条
公路居然能被列为景区收费，其魅
力不言而喻。

草原天路沿着丘陵脊线修建，
多数都是直上直下。小山看似平
缓，但进入坡道，置身倾斜的车中，
身体后仰，视线则为丘陵遮挡，仅
能看见笔直向上的天路，似乎要冲
破云层，与天相连。既无烟霾遮挡
视线，也无高楼作为背景，城市中
难以想象的纯粹的天空好像在路
的尽头等待我们到来。越向上行，
便越与之亲近，像被天空拥入怀
抱，车窗里渐渐盈满澄澈的蓝色。
云层流动，则仿佛是天路两侧点缀
着格桑花的草原。

忽然，令人迷醉的长坡行至尽
头，转过一个小弯，车身向下，身体
前倾，草原景象如同瀑布一样由近
及远倏然展开。打开车窗，扑面而
来的新风夹杂着丝丝凉意，清新之
感顿时沁入心脾。正午阳光将云层

的变幻投射到草原上，光影在草原
上交织。沿丘陵下望，墨玉堆积、翡
翠重叠。风吹云动，金玉漂流在外；
云翳变化，淡淡青葱勾画其间。下
丘陵、穿谷地、复又环山而上，天路
绵延向西，朝我们借宿的旅店蜿蜒
而去。不远处小山上，风车在缓慢
悠闲地转动着，放牧的牛群依稀可
辨。兴之所至，正在开车的老爸吟
咏着：“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

草原的风鼓荡胸中，思绪也随
风激扬。也许居住在城市林立的
钢筋水泥之间，我们看待世界的视
角就会逐渐固化。喧嚣的车流需
要避让、宏伟的高楼需要仰望、繁
华的街道让你眼花缭乱，人造世界
专注于展示其创造者的尊严，也因
此向我们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但
是，当我们登上山顶俯瞰山川，在
大景致里极目远眺，直到最远的云
层下面、草原的尽头，焦虑感逐渐
烟消云散，心胸似乎也变得像草原
那样旷达了。

此次出行，每次开车遇到危险
路段时，老爸总爱说：“我是开过天
路的人，这算什么。”这么一想，急
弯险坡好像都变得和缓了。作为
新手，我是在天路上坐过车的人，
每每想到草原的辽阔、天空的无
穷、天路上俯瞰原野的壮丽景象，
就感到琐碎生活里的小小问题、小
小挫折，都要拿出这样的气势，一
马平川地踏过才对。

品味草原天路
□ 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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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作家
希望文章名满天下，画家希望画作
价值连城，古玩商希望藏品货真价
实……大家努力证明自己作品的
价值，有的甚至倾其所有，北京古
玩城宝顺斋老板康来有就是其中
之一。

北京的南城是民间手工艺
品的集散地，古玩商居多。作为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无聊的时候
老康经常在白桥古玩旧货市场
上闲逛，这一爱好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

当年的白桥市场和如今的潘
家园鬼市差不多，天不亮就有一大
批打着手电筒的人来买卖。这群
人当中不乏资深古玩家。现场人
们对古玩品头论足，这些不用学费
的“古玩鉴定课”让老康慢慢摸出
了门道。初尝甜头后，老康开启了
人生的古玩之旅。

然而民间自发的市场属于非
法经营，工商部门经常去检查。每
次检查，康来有都被抓个正着。时
间一长，康来有算得上是有“名声”
的人了。工商部门负责人问他：

“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不合法啊？”
“知道啊！”康来有也很坦诚地回
答。“那你为什么还每天都来呢？”
康来有接着说：“第一，为了生活，
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第二，我还
有个建议，您看这里这么多群众自
发买卖古玩，说明确实有这个市场
存在，如果能够正规地成立一个交
易市场，那该多受群众的欢迎啊。”
正巧，工商部门也有成立市场的想
法。在康来有的建议下，工商部门

联合当地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
集资建立起了一个小规模的古玩
交易市场。为了奖励康来有，还给
了他两个摊位。从此，康来有算是
进了古玩圈。

一般来说，每个古玩商都会有
自己压箱底的藏品，康来有也不例
外。在他古玩城的小铺子里，堆满
了30多年来一点点淘来的各式各
样的古玩、石头。拍着这些石头，
康来有深情地说：“按理说，做这
行，我早该有房有车了。可是，我
现在一无所有。我的全部心血都
在这石头上了。”

除了喜欢收藏石头，康来有还
有个镇店之宝——尚小云香炉。
1988年秋，康来有在街上溜达时，
无意间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
爷坐在地上，手里护着一个黑乎乎
的大铁器，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尊
香炉。交谈中康来有得知，这尊香
炉与“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有
关，几经坎坷才到了老人手上，是
老人心爱之物，若不是当时生活困
难到了极点，老人说什么也不会割
爱。看出了香炉的贵重，康来有一
遍遍说服老人卖给自己，最终老人
妥协了。自此以后，这个香炉也成
了康来有的非卖品。

等一朵花开，念一世情怀。毋
庸置疑，老康的藏品里饱含了他毕
生的心血，寄托着难以割舍的深
情。每每提起自己的“宝贝”，那醉
人的悠远情怀就会在他的心灵深
处悄然叩响，所以他总能保持十分
的激情，来反复向世人诉说那些

“藏起来”的故事。

“收藏”着的深情
□ 程曼诗

提起自己的“宝贝”，那醉人的悠远情怀就

会在他的心灵深处悄然叩响。

左图 草原上生长的黄蘑菇。

左图 帐篷里打酥油的藏族姑娘。

右图 煮牛羊肉是藏北最常见的

食物之一。

青藏铁

路上的那曲

火车站。

江西赣州是中央苏区的核

心，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全

国12大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之一。近年来，赣州

市围绕打造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

旅游目的地，建设以瑞金、兴国、

于都、宁都、会昌为主体的红色旅

游区，着力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

护和利用，不断推进红色旅游重

点项目建设，逐步向全国一流红

色旅游目的地迈进。

高兴贵 刘 青图/文

① 参加红色教育培训的学员参观瑞金叶坪革命旧
址群。

③③

② 游客在赣州市会昌县中共粤赣省委旧址参观。

③ 赣州创业大学的100余名学员在于都县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集体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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