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的9月10日，来到西藏月余的
我被派往山南工作。尽管对山南一无所
知，对前途却没有一丝担忧，因为我相信只
要脚踏实地，便能在任何一方土地上拥有
自己的一片天空。

本来到西藏工作就不是深思熟虑后的
慎重抉择，亦没有特别长远的规划，抱着到
广阔天地中走走看看的心态，就匆匆地踏
上了前往山南的路，并居留了十月之久。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的，这10个月成为我留
在西藏这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情由。如果
说杰玛央宗冰川算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
那么在山南的10个月便是我深厚西藏情
结的发端。

多年过去，月圆之夜守望雍布拉康的
一轮明月，打马飞驰在秋天金黄灿烂的杨
树林荫道上，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听激流飞
瀑的轰鸣，喜马拉雅山上驻足凝望一座座
高原湖泊的澄澈碧蓝、雪山的圣洁、杜鹃的
缤纷，这些都成了记忆中最斑斓的色彩。

山南，这个西藏文化的发源地究竟有
什么魅力？竟是如此地吸引着我？

是那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沿着
蜿蜒雅江流溢出来的瓜果飘香的味道？是
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还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一代又一代人戍
守边疆的赤诚？

山南，位于冈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
以南，雅鲁藏布江干流中下游，北接拉萨，
西连日喀则，东有林芝，南与印度、不丹等

国接壤。在大山大江的哺育下，山南孕育
出了藏文化的源头雅砻文化。在西藏流传
着这样一首歌谣：“地方莫早于雅砻，农田
莫早于泽当，藏王莫早于聂赤赞普，房屋莫
早于雍布拉康。”在美丽富饶的雅砻河谷，
诞生了许许多多西藏历史上的第一。第一
块御用农田、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
宫殿雍布拉康……

发源于雅拉香布雪山的雅砻河在漫长
的历史中，以其肥沃的谷地养育出了雅砻
部落。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雅砻部落走
出河谷，东征西伐，合纵连横，统一了当时
西藏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也成就
了今天它的滥觞之地山南在西藏独一无二
的历史地位。雅砻河谷是藏族文化的古老
发源地，藏戏、卓舞、果谐、壁画、雕塑与唐
卡等西藏最有特色的艺术大都发端于此。
游历山南，不只需要带上眼睛，看山的巍
峨、水的激荡，更要带上心灵感受古老藏文
化的独特魅力。

山南的历史文化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
山峰让人仰望，就像流经它境内的西藏母
亲河雅鲁藏布江一样绵长让人回味。曾经
和一位朋友游历山南，朋友无时无刻不感
慨怎么这么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
么这么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无
尽宝藏的山南，一直是西藏这片土地上文
化的高地、精神的高地、心灵的高地！

山南璀璨的历史文化，历久弥新散发
出迷人的味道。与之相比，现在更吸引我
的则是漫长的岁月中，在雅鲁藏布江和雅
砻河润物无声的滋养下，山南呈现出的新
变化。这是新时代山南人不畏艰难、努力
奋斗追求美好生活、建设幸福家园的
味道。

如今，从贡嘎机场到山南市政府所在
地泽当的高等级公路早已通车。这条雄伟
的公路沿着雅鲁藏布江北岸延伸，穿行在
连片的江边荒滩上，让荒滩也长出了震人
心魄的风景。与雅鲁藏布江南岸万亩人工
植树造林景观不同，江北的沙丘还在慢慢
地治理当中，草方格、石方格治沙、人工造
林等方法被广泛运用。不仅如此，人们在
沙地上还种起了西瓜、车厘子、草莓，建起
了集休闲娱乐、瓜果种植、农副产品加工于
一体农业园区。干建明位于山南市桑耶镇
的西普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此前，这里是片荒滩沙地，经过几
年的奋斗努力，干建明不仅种出了西瓜，还
种出了车厘子等高端水果，远销香港颇受
消费者青睐。如今，西普农业园区内满目
葱翠、花果飘香，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片
荒漠？

在海拔3500米的沙地上种植车厘子，
干建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心力。此前，车厘
子能生长的最高海拔是2000米。从内地
聘请种植专家，引进不同品种，结合当地实
际不断实验改良驯化。在大家的不懈努力
下，车厘子终于在西普农业园区内扎根生
长，开花结果。虽然还未大量丰收，但满树

繁花已带给人无尽的希望和奋斗的源泉。
江北的沙地上，像西普农业园区这样

的设施农业园区不止一个。随着泽贡高等
级公路的贯通，江北的沙地被大规模有效
利用，设施农业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山南正在实施涉及四县区九乡镇的雅江北
岸“幸福家园”建设项目。结合高海拔易地
搬迁，以生态产业、高新产业、文旅产业等
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都将落户这片曾经
的荒瘠之地。目前，能够容纳30万人的新
区已具雏形，在这片荒地上大家将携手努
力建设一个幸福的家园。

雅鲁藏布江不舍昼夜地奔流，山南人
日复一日为美好生活奋斗。江边，一个个
党和国家支持的重点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中，带给向往美好生活的山南人以希
冀和动力。

“巴玉隧道”通车、“巴玉大桥”合龙、川
藏铁路拉林段铺轨到泽当镇、华电集团所
属项目1号机组完成吊环安装……山南大
地上一个个重点工程项目捷报频传，吹响
山南奔向幸福的号角。新时代、新气象，山
南在奔向新征程的道路上努力奔跑。

跑得再快，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不
会忘记对祖国的赤诚。奔向小康的路上，
山南有奋力建设“幸福家园”的味道，也有
守护神圣国土的传统。

喜马拉雅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间，一
代又一代人守护着神圣国土。其中最为
知名的当属隆子县玉麦乡的卓嘎、央宗一
家三代人。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领下，卓
嘎、央宗姐妹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
奉献给了玉麦的山水。他们一家三口曾
长期坚守在只有他们三人，被喜马拉雅挺
拔巍峨的身姿层层包围而异常封闭的玉
麦乡，为祖国站岗放哨。日出东方，将牛
羊赶上山坡，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巡逻，一
边放牧一边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高高
的山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在他们的
身上我深深地明白了家国的意义。如今，
在他们精神的感召下，得益于西藏边境小
康村建设项目的推进，玉麦乡变了样，家
家户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独栋“小别墅”，
太阳能路灯、水泥硬化路面、学校、卫生院
等，玉麦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三人乡，俨然
一个设施完备的特色小城镇，也有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玉麦乡，肩负起守护神圣国土
的光荣职责。不止玉麦，在山南错那县的
麻玛门巴民族乡、洛扎县拉郊乡等地，人
们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一边守护神圣
国土，一边建设幸福家园。

无论是守护国土的优良传统，还是建
设幸福家园的不懈努力，都将构成新时代
山南人创造的新文化元素。随着岁月的积
淀，它们将在山南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基
础上增添浓墨重彩的笔画，共同成为山南
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历史的长河中绚丽夺
目，熠熠生辉。这些，是我心灵深处熟悉的
山南，也是我向往的远方山南！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一叶落，天下
秋。秋天的天空分外明净辽远，一行行高大的
法国梧桐树站在这旷远的天空下，变得分外渺
小寂寥，那枝头上片片枯黄阔大的叶子，在寂寂
的秋风中无力地翻卷着，发出眷恋的“唰唰”“哗
哗”的回响，这回响似慢板轻歌，一声声地击在
心上，让心一阵阵揪紧，顿生无限惆怅。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
一声，飞落在那里。”在敏感的诗人眼里，那黄叶
落地的声音，更像无奈的叹息，拨动着内心的琴
弦，有些萧瑟，有些悲凉，有些落寞。“零落成泥
碾作尘。”在乐观的诗人眼里，秋叶落地静美的
声音却是那么美妙动听。那是沉静、温婉、幽深
的声音，那是为了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那是为
了积累储备、再次出发，那是为了来年的叶更
绿、花更艳。

“长风万里送秋雁”。阵阵回归的悠长清越
的雁鸣声，拉开了游子返乡的序曲。春去秋回，
那急急切切的声音里，饱含着天涯孤旅的多少
相思相恋，经过多少次风里来雨里去，经过多少
次坎坷挫折伤心流泪，终于，在一个金色的季节
中，扔掉所有的过往，打起背包开启了回归之
旅，扑向母亲温暖的怀抱。

与清亮的雁鸣声相对的，是匍匐于四野的
草丛中日渐浑浊的虫鸣声，日渐疲惫的秋蝉声，
那些曾经高亢、响亮、激越的声音，一旦沾上了
风霜，就多了几分尘土气、几分冷冽气，少了几
分炽烈，多了几分沉静，几分萧瑟。这是虫儿与
陪伴了一春一夏的草木在作低缓深情的告别。
静静地倾听这些难舍难分的分别声，胸腔里突
然滋长出一种离别的情绪，宛如看到十里长亭
执手相送，泪眼迷离芦花起伏的场景，如果再有
铮铮淙淙流水般的古筝声起伏回环，更是平添
了许多忧愁。挥手自兹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带
走的是多少说不尽的往事，多少苦乐酸甜悲欢
的情节，那些曾经的一幕幕、一回回，一次次徘
徊在秋风里，久久不愿离去。

秋雨凉，加衣裳。伴随秋风的是一场更比
一场寒凉的秋雨，把夏日最后一缕暑热赶到季
节的深处。那纷纷飘落的细雨如雾如烟，落在
褐黄的叶子上发出春蚕食桑般的“沙沙”的声
音。与春雨不同的是，春天的雨温润、灵动，秋
天的雨冰凉、绵长，更易让人多愁善感，滋长纷
乱的心事。偶尔，秋雨也有激烈的时候，落在树
叶上、落在大地上，发出“嗤嗤”“嘶嘶”的声音，
伴随着急促的风，敲在玻璃窗户上，发出“呯呯”

“叮叮”的敲击声，这些声音尽管充满力度、富有
张力，但与夏天的猛烈声相比还是温婉、低沉了
很多。听着这声音，仿佛坐在一叶小舟上，随声
音的波浪起起伏伏，充满了平平仄仄的韵律与
诗意。

秋天，更多的声音是热烈的，丰富的，多彩
的，欢乐的，兴奋的。金黄的稻浪，闹腾在秋风
里，发出“哗啦啦”的喜悦声；火红的柿子，摇曳
在枝头，发出“噗噗”的会心微笑声；淡蓝色的长
空上，白云高悬时行时止，发出小猫夜行时若有
若无的足音；橙色的柑橘，藏在深碧的叶中，宛
如捉迷藏的孩子发出阵阵调皮的“咯咯”脆甜
声；红彤彤的枫叶，沉醉在秋日的温阳里，相互
碰撞时发出“喀喀”的金属声。听到这些七彩的
声音，就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慢慢地连呼吸
心跳都变得平缓起来，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开
启一场盛大的梦幻之旅。

秋天最动听的声音，是果实开裂的声音。
在碾轧得平展展的稻场上，晒满了收获后的庄
稼，这是庄户人家最开心的时刻。坐在秋日的
暖阳下，金风吹动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像在
演奏丰收之曲。黑色的绿豆荚、土黄色的豇豆
荚，在阳光下不断炸裂，发出“喀吧喀吧”的欢快
声；芝麻梭子张开小口发出“嚓嚓”的轻响；金黄
的稻粒、黄亮亮的玉米发出“嗤嗤”的笑声……
这些丰收的果实，在阳光的抚摸下汇成了欢声
笑语的河流，在村庄上空、在田野上空、在大地
上空远远地弥散开来，把秋天渲染得分外生
动。一只长着大红冠子的大公鸡带着一群母
鸡，乘人不注意急急忙忙地溜到稻场里，发出欢
欣的“咕咕”的呼叫声，它们一边低头频频啄食，
一边用锋利的爪子刨食钻出豆荚的肉虫。在不
远处的棉花田里，棉花轻裂声此起彼伏，露出满
口洁白的牙齿；黄豆荚发出“啪啪”的脆响声，这
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合奏成秋天最丰满、最动
听、最悦耳的声音。

秋天果实开裂的声音，更像是丰收的锣鼓
声，铿锵有力，激情四射。听到这声音，劳碌奔
忙的庄稼人开心地笑了，那爽朗开怀的笑声在
晴空下四处回荡，把村庄的里里外外都洗涤得
格外喜庆、火红、热烈，这才是村庄最美好的模
样，这才是季节最美好的模样，这才是大地最美
的模样，这才是天下最美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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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最动听的声音，是果实开

裂的声音。火红，热烈，这才是村庄

最美好的模样。

坐落于江苏徐州贾汪潘安湖风景区内的潘安水镇，既有江南的

婉约与柔美，也有苏北的豪爽与雄浑。水镇整体规划为“一环两区”，

外环客栈群由27个北方四合院民居构成，内环为体验类街区、民俗

文化体验区及特色小吃区。

这里的建筑采用全木结构，布局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徐州传统建

筑风格。街道为旧青石板铺装，蜿蜒曲折，曲径通幽。亲水平台、曲

折长廊又为水镇增加了几分与自然契合的朴素秀气。虽然是现代改

造而成，但建筑还是使用古老的施工工艺，木雕石刻，砖瓦石均为收

购老砖老瓦。青石小巷，青砖黛瓦，百年古树，处处彰显着古色古香

的历史风貌。 图/文 翟天雪

邂逅“潘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