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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海的三面孔    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    我曾经从拉萨前往西宁，走的是青藏线；我
也曾走过川藏线，从成都到拉萨，这是中国两条著名的公路。
与其说是公路，不如说是公园，因为这两条路一路上都是美景。
没走过这两条路，是人生莫大的遗憾。
记得走过这两条路后，我的感觉是：就景观的美感而言，青藏线不如川藏线。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浅薄的。
川藏线要穿过横断山区，地势高低起伏，变化巨大，因此给人强烈的印象。
青藏线则是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进入西藏，地势平缓，因此给人的感觉相对平淡。
其实川藏线虽然岭谷相间，忽高忽低，变化剧烈，但这种变化基本上还是同质的变化，不是本质的变
化。
但青藏线就不同了，从拉萨到西宁，地势尽管变化不大，但就自然区域而言，则发生了连续的本质的
变化：从拉萨到昆仑山口所经历的区域是青藏高原高寒区，从昆仑山口到青海湖西边，是柴达木盆地
干旱区，从青海湖到西宁则进入了东部季风区，地貌上则属于黄土高原。
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你走青藏线，从拉萨到西宁，就地貌、气候、植被、动物、家畜、耕作方式、
民居、民族等因素而言，相当于你去了一趟西藏，又去了一趟新疆，还去了一趟甘肃和陕西。
因此从这种角度看，青藏线所看到的景观价值并不亚于川藏线。
当然，如果你不细心体味，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这种景观本质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青海境内，所以我说青海是一个需要细心品味的地方。
我觉得人们走过青藏线后，之所以没有这种强烈的变化的感觉和对青海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很大的
原因是由于过去我们一直把青海笼统地划在青藏高原的范围内。
一提起青海，人们想到的就是青藏高原，其实青藏高原仅仅是青海几副面孔中的一副。
    就大尺度的自然区域而言，整个中国可以分为三大区域：内蒙古和新疆所在的西北干旱区、东部诸
省市所在的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
    青海省区别于中国其他省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中国三大自然区的缩影，在一省之内有三区，这是
中国其他省区所不具有的。
许多地理学家已经智慧地将青海大地划分为三大自然区：青南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
，但没有人向“青海属于青藏高原”这种传统观点挑战。
    用这种眼光看青海，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许多人认为青海像西藏，甚至青海的许多人文学者也将青海的文化完全归属于西藏，以为青海没有自
己的独特性。
其实不然，青海的文化不同于西藏，也不同于新疆，更不同于甘肃，青海的文化就是这三大区文化的
交汇和融合。
    过去我对青海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对边疆，它像内地；对内地，它像边疆。
譬如西藏人把许多办事机构设在青海的格尔木市，甚至他们在格尔木还有自己的交警。
他们把青海当成了内地，然而内地人在心理上却把青海当成边疆，将其与西藏、新疆等同视之。
这既有历史上的原因，又有自然上的原因，用青海是中国三大自然区交汇处的观点，很容易理解这些
。
因为在历史上，中原的汉文化只是活动在青海的东部季风区，青海的另外两大区域，在中原的汉民族
看来，就是与西藏和新疆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此在内地人看来，青海是边疆，因为内地人看青海，往往忽略了青海的东部季风区，看到的是另外
的两大区域；反之，边疆的西藏人看青海，忽略的是青南高原，看到的是东部季风区，因此感到青海
像内地。
    我觉得柴达木盆地很像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一个缩小版，柴达木周边的一条条从雪山流下来的河流
，养育了一个个绿洲，这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绿洲生态模式何其相似。
当我们沿着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青藏公路奔向西宁时，沙漠、戈壁、雅丹、红柳、胡杨、骆驼等景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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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扑入视野，这就是青海像新疆和内蒙古的那部分土地。
当我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西宁时，青海的西北干旱区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柴达木盆地的南缘横亘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山脉一昆仑山。
昆仑山以南是高原，被称为青南高原，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是青海像西藏的那部分。
无论从文化还是从自然的角度讲，这里都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然而这个区域对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
。
从自然的角度看，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所在，著名的国际河流——湄
公河也发源在这里。
因为黄河与长江的源头在这里，中国人的想象也顺着两条江河到达了这里。
    中国古代创造了两大神话体系，一是蓬莱神话(如八仙过海等)体系，诞生在山东所对的东海；一是
昆仑山神话体系，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
像大禹治水、后羿射目、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甚至像《白蛇传》、《西游
记》中的神话也无不属于昆仑这个神话体系。
这是东方能够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的神话体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将昆仑神话中的昆仑等同于今天的昆仑山，理由是今天的昆仑山是后来命名的，
神话中的“昆仑”这个词有多种解释等。
但是我还是赞同把神话中的昆仑山等同于今天的昆仑山，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为我们可以遍举古代中国人所能接触到或想象到的山，看它是不是神话中的“昆仑”。
我们可以设想：中国东部的泰山、华山、庐山、黄山、秦岭等都不可能承担起那些丰富多彩、大胆离
奇的想象，因为这些山不够高，人们可以登临其上，但无法想象其上有仪态万方的西王母，无法将盛
满琼浆玉液的瑶池放置其上，因为神话只能诞生在神秘的地方，承担了许多大胆想象的山一定是一座
可望而不可即的山。
而像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横断山等大山那时还进入不了中原中国人的视野。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今天青海境内的昆仑山能承担起昆仑神话这个庞大的体系，也只有青海境
内的昆仑山能承担中国人那些瑰丽的想象。
因为青海的昆仑山正是古代中国人可望不可即的一座山。
它绵延在南丝绸之路的南侧，东端分为阿尼玛卿山、巴颜唁拉山，这两列山脉深入到了中国的四川、
甘肃境内。
    地质学家有一种说法：昆仑山脉所属的一套岩石系统竟然一直绵延到了东部的秦岭和安徽境内的大
别山。
我们知道，从地质的角度看，秦岭把东部中国一分为二，昆仑山把西部中国一分为二，现在把二者结
合起来，完全可以说昆仑山——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山脉。
说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昆仑山同中原大地血脉相连，她是中国东部地区能接触到，但是可望不可即
的大山。
正是因为昆仑山的高大、神秘、可望不可即，也正是因为昆仑山与中原大地的种种关联，她才成了中
国人的神话之源，那里的神秘激发了中国人无穷的想象力，那里成了中国人的灵感之源。
中国人不把自己瑰丽的、大胆的、恣肆的想象放置在那里，又能放到哪里呢？
    由昆仑山我想到青海的青南高原，这块在自然上属于青藏高原的土地，在文化上像西藏又不像西藏
。
说她像西藏，是因为那里生活着藏民族，但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已经和中原的汉文化发生了种种精神
上的关联，已经被中原的汉文化涂上了种种绚丽的色彩。
    青海的另一副面孔一东部季风区是最接近东部中国的，无论是自然上还是文化上。
这个区域包括祁连山东部、青海湖盆地和河湟谷地。
河湟谷地中的河是指黄河，湟是指湟水。
河湟谷地是指这两条河沿岸的适宜农耕的谷地，范围是从湟水汇入黄河的河口算起，向西，季风能作
用到的地区。
这片区域最东部有一部分在甘肃，但大部分在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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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季风区是青海最富饶的地区，虽然这里的土地面积还不到青海面积的1门0，但全省2／3的人口居
住在这里。
省会西宁坐落在湟水河畔，紧靠青海的东部，远离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全国的省会分布在这种位置的
，可能只有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可以相比。
从地理空间看，好像很不合理，但从人口分布、生活环境等角度看，又是合理的，因为这里物产最丰
富、生活最舒适、人口最集中。
    河湟谷地是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能吹到的最西界，也是古时候来自中原的汉文化能够到达的西界
。
这个区域是中国也是青海三大自然区的交汇点，也是三大自然区上所孕育和滋养的文化的交会点，来
自中原的汉文化，来自西域和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来自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
文化的碰撞更多的时候是兵戈的碰撞，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历过浴血的争夺，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一
块土地经历过像河湟谷地那样多的战争。
一个个民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一个个地消失了。
这些历史在一些地名和山名中留下了痕迹，在这里，有的山是藏族的名字，有的是蒙古族的名字，有
的是土族或撒拉族的名字，地名也是如此，像西宁和海晏这样的地名已经是浓缩了历史的故事。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当我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奔向兰州时，我看到湟水静静地流淌
，羊群在缓缓地移动，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耙地，这一切似乎平常得很，然而这平常的景象却是历
史上这块土地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带着为山河立传的使命及其衍生的人文地理使命，唐荣尧常年背着自己的行囊，穿行在中国西部地
区的田野之中，被誉为“中国第一行走记者”。
没有任何外援的独立写作以及常年苦行于大地，使他成为真正的“中国第一苦行记者”。
带着记者的眼光、行者的状态、学者的严谨、修者的隐忍，他将大量书写祖国山河人文的文章通过《
中国国家地理》等媒体呈现于世，无愧于中国最好的人文地理作者之称。
青海的人文历史是他眼中和笔下常年关照的资源，这本《青海之书》出自他的手，也就显得自然而合
理。
之前，他以记者、行者、学者、修者四个角色为一体书写的《宁夏之书》，是国内第一本立体呈现一
个省区文化资源的专著。
《青海之书》同样秉承这种风格，同样是解读人文青海的一扇美丽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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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我对青海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边疆，它像内地对内地，它像边疆。
譬如西藏人把许多办事机构设在青海的格尔木市，甚至他们在格尔木还有自己的交警。
他们把青海当成了内地，然而内地人在心理上却把青海当成边疆，将其与西藏、新疆等同视之。
这既有历史上的原因，又有自然上的原因，用青海是中国三在自然区交汇处的观点，很容易理解这些
。
因为在历史上，中原的汉文化只是活动在青海的东部季风区，青海的另外两大区域，在中原的汉民族
看来，就是与西藏和新疆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此在内地人看来，青海是边疆，因为内地人看青海，往往忽略了青海的东部季风区，看到的是另外
的两大区域反之，边疆的西藏人看青海，忽略的是青南高原，看到的是东部季风区，因此感到青海像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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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荣尧，出生于1970年，曾著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象》，作品被多种诗歌选集收入，并被翻译成
英文、法文、日文等。
自2000年以来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长期不间断地沿西夏故地寻访，并对之进行持续
报道，有诸多突破性成果，结集为《神的过错》、《神的家乡》等多部西夏研究专著，为学界广泛关
注。
又与唐师曾、范春歌并称为“中国三大行走记者”，曾获十余次国家级新闻作品大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之书>>

书籍目录

序一 青海的三面孔
序二 《青海之书》：人文地理的高海拔坐标
第一部 见证或遗失，飞行于山河间的时光叙事
　第一章 昆仑时代，西王母神话与刻在石头上的画
　第二章 《山海经》里的秘藏，峚人到羌人的1000年
　第三章 2000多年：汉羌之战
　第四章 带着梦想迁徙：鲜卑人建立的吐谷浑王朝
　第五章 吐蕃和党项羌，两把尖刀的雪域锋光
　第六章 蒙古部落，称雄青海的荣衰岁月
　第七章 固始汗的推手，格鲁派的兴盛
　第八章 民国风云，青海大变革
　第九章 青海建省，19年的“马家王朝”
第二部 地理诗典，辨识青海的两条路径
　第一章 土火合舞，人类童年的记忆之花
　第二章 黄河迷你谷地群，隐秘的民族走廊
　第三章 西宁，青海的心脏
　第四章 佛在高处，灯燃圣地
　第五章 柴达木，中国聚宝盆的开发路径
　第六章 格尔木，一截远处的铁轨托起的城市
　第七章 黄南，被艺术选中的秘境
　第八章 果洛，秘藏在藏地的格萨尔之影
　第九章 四“多”之地，三江之源
　第十章 玉树，千寺万僧的绛红色地图
第三部 神的家乡，积雪下的高山
　第一章 昆仑山，地球浮雕和神话牧场中的美玉
　第二章 阿尔金山，青海和新疆的大美邂逅
　第三章 巴颜喀拉，中华水塔的胎盘
　第四章 玉珠峰，登山者的“门票”和惊世地震遗迹
　第五章 唐古拉，青海和西藏握手的地方
　第六章 祁连山，中国的阶梯
　第七章 阿尼玛卿，吸引西方探险家的一瓣巨大莲花
　第八章 日月山，藏汉地理和文化的分界线
第四部 天上看水，青海河湖举上天
⋯⋯
第五部 大道青海，消隐在史地视线外的中国之路
第六部 高原背影，侧读青海的人文之窗
后记 青海留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之书>>

章节摘录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沿昆仑山、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穿行着，寻找着那个令国人千年来津津乐道
的西王母及其统领过的西王母古国。
从戈壁到荒漠，从雪山到绿洲，史料中语焉不详的古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漫漫尘烟里，我的搜寻也常
常陷入迷茫与空白中。
在天峻县西南20公里处，一座独立的小山西侧有一口深十几米的山洞，我按图索骥地来到这里。
据学者考证，这是5000年前西王母国女首领的居所，当地政府已将其命名为西王母石室。
石室内有千姿百态的岩画和过往僧道题写的经文、绘画，石室对面曾建有西王母寺，但如今已经坍塌
为平地。
    站在这座遗址前，我更倾向于将西王母看成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首领，我也很快联想到青海省
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发掘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的五女牵手舞蹈彩陶盆。
陶盆上的女性形象是虎齿豹尾，正是西王母时代的图腾标志。
据碳14测定，其年代在5000年前，与西王母时代吻合。
    一个在青藏高原上的部落或方国的女性首领，怎么和远隔万里的内地周王朝的国王发生关系呢？
    周穆王是西周第五代国王，这位50岁即位的帝王，在位5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寿的皇帝。
他和遥远而神秘的西王母的一场浪漫邂逅，揭开了后人洞窥青海的一道帘布。
    神话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个具体的生活时空，我们无法在这些美妙的神话中探究出青海大地上人类生
活的最早时间，现代考古学也只能将青海古人类活动的最早时间锁定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工作人员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上游海拔3500米的三岔口、海
拔4000多米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霍霍西里等3个地点采集到10多件1日石器时代打制石器——这是
现今挖掘出的青海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1982年，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组
成的盐湖与风成沉积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岸的湖滨阶地上采集到了一批旧石器：1984
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科考人员在这里同样发掘出112件距今3万多年的石器
；1993年，距离格尔木市南130公里处的昆仑山脚下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和炭屑及精巧的贝壳饰
品；1986年，考古人员在距离格尔木市西南120公里的昆仑山脚发现了岩画。
这证明，2万～3万年前，青海高原西部的昆仑山地区是气候温暖、适宜古人类生活的地区，这里的居
民已经掌握了不亚于内地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及艺术创作技艺，创造了灿烂的先古文化-—岩画是这些
灿烂文化中最神奇的一朵奇葩。
    神话时代和人类信史空白的时代，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定义的史前人类时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智人是填补这个历史空白期的主角，他们留在大地上的生活痕迹成了今天我们解读彼时人类生活
的重要渠道。
在考古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正因为智人创造的岩画文化，智人才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
在这本书里，我愿意将解读青海大地上散布的岩画，作为阅读一部大美青海历史的首页，那么，昆仑
山的岩画则是此页的首段——-古老而精彩，神秘而美丽。
    1879年夏天，西班牙的考古学家Sautuoal带着4岁的小女儿来到阿尔塔米拉洞穴，忽然，他的女儿指
着洞穴里刻在石岩上的图案，问他那些看起来简朴却神奇的图案是什么，这位考古学家没能按照他的
考古知识给女儿一个满意的准确的答案。
随后，越来越多的专家闻讯赶到那里，经过研究讨论后，将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奇怪图形命名为岩画。
Sautuoal和岩画专家一起考察后认为，这就是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明了的最古老的岩画，由距今约两万年
之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祖先创造。
后来，人们相继在欧洲的西南部与中部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这类洞穴岩画，并确定这是世
界上年代最早、艺术价值最高的美术品，而创造这些岩画的克罗马农人当之无愧地成了人类最古老的
美术品的创造者。
继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发现之后，欧洲大陆上相继发现了不少岩画区域，不仅引发了欧洲的岩画研究，
而且引出了“世界岩画中心在欧洲”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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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7月，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第21期学报上刊登了一篇世界岩画研究的报告，在岩画分布
图上，中国是一片空白。
1985年7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的阿蒂纳出版了他的《世界岩画研究概
况》一书，书中列举出全世界岩画的“主要地区”有140多个，亚洲的24个国家、31个地区中，中国没
有丝毫踪迹。
中    距离1879年夏天西班牙的考古学家Sautuoal带着4岁的小女儿发现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已经过去
了10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于1985年召开西北五省区岩画工作会议，决定在中国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全面
展开岩画调查工作一青藏高原上史前人类创作的岩画艺术开始走进科研工作人员的视野。
    刚察是青海湖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20世纪70年代末，位于该县哈龙沟里的一组岩画被发现的消
息刊登在《青海社会科学》上，这是岩画在青海被正式发现并向外推介的标志性事件。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长期寂然的哈龙沟里出现了青海考古队的苏生秀、许新国和刘小何三人的身
影，他们对哈龙沟岩画从考古学角度重新加以考察，将考察结果与青海省都兰县巴哈默力沟发现的一
处新的岩画一起在《文物》杂志上进行报道，这是青海岩画走上国家级学术刊物的开端。
1985年，青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学校美术系联合成立青海岩画考察队，对青海地区的岩画进行全
面考察。
    野牛沟，一个充满原始色彩的地方，地处昆仑山脚下格尔木市郭勒木得乡奈齐郭勒河谷的四道梁，
因曾经遍布野牛而得名。
这里非常偏僻，是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个入口。
从格尔木出发沿着109国道到昆仑泉后，只能选择骑马前行。
1988年以后，野牛沟丰富的金矿吸引淘金者前往，使那里成为一处非常喧闹的淘金地点；对于岩画研
究者来说，这里后来发现的岩画也成了青海岩画中的“金矿”。
1987年，青海岩画考察队走进这里。
岩画学者根据微腐蚀方法测定，这里的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作品。
刻凿在四道梁南坡上的30余幅动物岩画，昭示这里曾经水草丰茂，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古人类用岩画的形式记录了野牛、骆驼、马、鹰、狗熊等动物在这里生存的信息，以及他们放牧、出
行、狩猎、舞蹈的场景。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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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青海留言    我常常面对那些发黄的文字沉思——那些大卫·妮尔留下的或有关她的。
而我漫步在她曾经穿行过的青海的山水间时，我为她的勇毅而折服。
和很多在青海留下足迹的西方探险家不同的是，大卫·妮尔没有沉湎于自己热忱而富有文化的东方学
家的身份及其光环下，面对青藏高原的神奇美丽和博大的宗教，她放下了西方人的傲慢，礼敬佛教并
希望能够体验到她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佛教。
她这样说：“西藏的自然景象并不是吸引我的唯一原因。
作为东方学家，西藏的文明、人民也深深地吸引着我。
”    我和大卫·妮尔的感受一样，青海吸引我的是那片大美之境、之景和之静，还有遍地古老的、现
代的文明。
    水泽源流，江河湖海冰，万里冰封融解，高处见青青海湖    金银铜铬，镍铅锌锡铁，千年铁骑踏过
，遍地生金金银滩    这幅我撰写的对联，囊括了我看到的青海在物产和人文历史上的富足。
    金色的油菜花、蓝色的湖水、赤色的丹霞、白色的雪山、绛红的寺院和袈裟，在这些色彩的错愕交
织中，我遇见的是一个绝色而真实的青海。
    青海的绝色，已成为我心中不灭的画卷。
通过10年间对青海的人文丈量及孤贫学校援建，青海的人文底色已经令我在心中久久仰视。
但我从没想到过去书写青海——她绝美的景致和丰厚的人文，使任何认真的书写者都注定要掉进一个
巨大的迷茫中。
除却那种导游词式的风光介绍，任何对青海的人文书写都是困难的。
    从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走进青海，我就对这幅大美画卷产生仰视式的关注，每走进一次，心里的收
获都不一样。
我就像一个观众，静静地观看着她的美妙，我也因常行走在这片土地上而更像一个体验者，静静地享
受着她的大美。
直到2009年秋天，青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的诗友马非的建议改变了我的这种观众角色。
那时我从青海最南端、援建的孤贫学校支教返回，他得知我于200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从人文角度审
视、整理、书写一个省区的书籍——《宁夏之书》，便提议我写作《青海之书》。
出于对青海的挚爱，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而，当我准备大纲、搜集资料甚至书写时，我经常都在懊悔：我当初的自信显得多么愚蠢！
对青海之美的书写，是我无法胜任的。
就像纵横于青海的大路或江河，每一处涉及的人文资源也在别处交叉出现，这导致大纲被多次修改；
搜集资料时，由于青海地处祖国特殊的位势一内地人看她是边疆，边陲之地看她是内地，加上青海境
内大片地区是游牧文化影响区，长期以来没有文字记载遗留，导致资料及其匮乏；书写困难，则是因
为自己的才疏学浅得到了印证，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自己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看到的青海的美妙画
面，但文字总是无法靠近它们。
更重要的是，我的书写是在工作之余开始的。
2010年4月末，本书的i挂展进入)中刺阶段：因为玉树地震，我去成都华西医科大学为那里收容的灾区
儿童做义工，夜晚的成都留下我写作本书的敲打键盘声；2010年5月，贺兰山下我的书房、客厅里，夜
深人静或早起的晨曦里，本书行进得或缓或急；2010年6月末到7月下旬，我行走在内蒙古东部地区、
大兴安岭地区，应邀为《环球人文地理》杂志采访考察，从赤峰的红山文化区到小兴安岭腹地的原始
林区，从边境城市满洲里到隔河相望俄罗斯的边境小镇，我身上同样带着本书的书稿。
2010年9月下旬，为了本书的照片，我最后一次走进青海，沿着祁连山走向做再一次的南北穿越。
在积石山北段沿着黄河而行，最后穿越积石峡，我内心始终盘旋着一个感受：青海，是一部永远看不
够的大美画卷。
    当最后的一个字敲下时，我的心没有原来预想的轻松，而是不安和惶恐——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顶礼我无比殊慧的上师丹求达瓦仁波切赐予我的智慧和慈爱，感谢青海大地上丰美的资源为本书写
作提供的各种可能，感谢我行走在青海大地上为我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感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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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总编单之蔷先生、著名作家杨志军先生的大度和慷慨，他们于百忙之中答应为本书作序，感谢本
书的编辑马非先生，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你们的帮助就是我孤寂之旅中内心涌上的温热。
    2010年8月初稿于贺兰山下    2010年10月定稿于贺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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