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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西藏：注释神奇的土地》沿新修的青藏铁路进藏，从藏北到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
然后，从拉萨到达西藏的各个地区，去实地感受西藏的神奇和美丽。
请注意，《阅读西藏：注释神奇的土地》分区是按旅行线路划分的，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并不完全符
合现在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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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冰峰雪岭，横空出世中华水塔，万河之源气候独特，日照充足牧业发达，动植物资源丰富矿藏丰
富，可再生能源种类多行政建置和民族苍茫藏北交通便利的安多神秘的羌塘野生动物的乐园寒漠中奔
驰的精灵威光普照的魔湖色林错渔鸥的乐园错鄂湖鸟岛冰清玉洁的西亚尔雪无人区边缘的嘎尔措乡神
山圣湖当惹雍错和达尔果雪山黑颈鹤的乐园申扎自然保护区神秘的加林山岩画和荣玛温泉蒙藏文化交
融的“三十九族地区”冰晶的园林冰塔林帐篷寺庙柏尔贡巴为祈福而建的藏北孝登寺八音七星泉高原
盛会那曲赛马节四方景象各异的神山桑丹康桑古露温泉和卓玛峡谷藏北八塔和九子拉山口神山圣湖纳
木错和念青唐古拉山羊八井地热奇观首创“活佛转世”制度的楚布寺苍茫藏北布达拉宫，天上的宫殿
大昭寺，展示佛教理想的殿宇文成公主的小昭寺“宝贝园林”罗布林卡甘舟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
寺之首寺哲蚌寺，佛学教育大本营色拉寺拉萨美丽的园林龙王潭八廓街，繁华的老城区尼姑庵仓空寺
浪漫的玛吉阿米迺馆“藏文明摇篮”山南手工纺织业中心姐德秀镇昌果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修行洞
宁玛派主寺敏珠林寺“千寺之祖”桑耶寺青朴修行地古老的朗每林庄园山南中心泽当镇藏族起源地贡
布日神山文成公主修行过的昌珠寺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西藏最大的王陵藏王墓偏居一隅的小王宫殿—
—拉加里王宫加查风光美曲科杰寺和拉姆拉错神湖“后藏粮仓”日喀则聂唐大佛后藏中心日喀则市班
禅活佛的主寺扎什伦布寺藏汉建筑风格相融的夏鲁寺“西藏文库”纳唐寺“第二敦煌”萨迦寺拉孜周
围的景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及其保护区中尼口岸樟木镇“幸福之乡”吉隆英雄城江孜“十万佛塔
”白居寺帕拉庄园——西藏农奴制的真实见证“世界第一高城”帕里“藏南水乡”亚东疗效神奇的康
布温泉宁金岗桑峰和卡惹拉冰川“人间仙境”羊卓雍湖岗巴拉山“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智慧和力量
的化身——汤东杰布和雅鲁藏布江铁索桥日吾其金塔交通要道桑桑圣湖玛旁雍错鬼湖拉昂错神山冈仁
波钦边贸古城普兰中尼边境的科嘉村雄浑壮丽的札达土林托林寺——阿里的宗教中心古格王朝遗址阿
里的“敦煌”——东嘎—皮央遗址地热奇观塔格架温泉“东三县”的湖新兴的城镇——狮泉河镇日土
城堡，昔日的“小布达拉宫”鸟儿的乐园——班公错先民社会风情的再现——日土壁画和岩画从拉萨
东行西藏独特的水运工具——牛皮船松赞干布韵诞生地——甲玛沟上天之路——止贡梯寺和止贡天葬
台现代化的温泉山庄——日多温泉米拉山口“西藏江南”林芝古代交通枢纽——太昭古城“养在深闺
人末识”的娘蒲沟自然风景区尼洋河“中流砥柱”秀巴古碉楼——一古代的军事要塞独具特色的工布
建筑和工布服高原明珠巴松错“西藏小深圳”——八一镇千年巨柏苯教的神山——苯日山造型独特的
布久喇嘛林寺雄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鲁藏布江米林段景区风情恬然南伊沟色季拉山的杜鹃花海“
神仙居住的地方”鲁朗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通麦天险高原茶园易贡“林中秘境”波密“西天瑶池”
然乌湖“江南水乡”察隅弥漫康巴风情的昌都八宿神奇的山水茫茫的邦达草原藏东重镇昌都藏东大寺
——强巴林寺卡若遗址谷布神山和日通藏药厂画匠之乡噶玛乡噶玛噶举派祖寺——噶玛寺朱角山唐代
柏树及作揖山达隆噶举派主寺——类乌齐寺草原上的鹿群丁青热巴舞“天上的寺院”孜珠寺茶马古道
随茶马古道兴衰的帮达仓芒康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明净的莽措湖文成公主留卞的遗迹盐井风光
世界屋脊上的天主教堂民族风情交融的纳西民族乡曲孜卡温泉附录西藏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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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寒漠中奔驰的精灵　　藏羚羊是高原特有的动物，它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
自然条件异常艰苦。
在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难以生存的严酷环境下，藏羚羊能够以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驰骋奔腾，闪
电一般掠过，轻盈敏捷，似寒漠中的精灵。
　　藏羚羊上体黄褐色，下体和尾尖白色，雄性长着两只细而弯的长角，因此俗称“长角羊”。
它身长约130厘米，体重50公斤左右。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经过千万年自然演变，它们与冰雪为伴，以严寒为友，自由自在地生息在世界屋脊之上。
然而由于藏羚羊羊绒是高级纺织原料，用它织成的披肩——“沙图什”轻薄软暖。
据说可以从一个戒指中穿过，因此成为当今“贵族”富有的象征。
藏羚羊绒身价飙升，被称为“软黄金”，藏羚羊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
在诱人的利益驱动下，数以万只藏羚羊被非法偷猎者捕杀。
昔日茫茫高原上群羚狂奔的壮观景象，如今很难见到了。
青年导演陆川以此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可可西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开始重视藏羚羊保护
问题。
　　藏羚羊好像草原上的流浪汉，似乎永远在奔波中。
这是因为它每年有两次大的往返迁徙，一次是初夏的产羔季节，一次是深秋的交配季节。
产羔地和交配地都是相对固定的，到时候，栖息在各处的藏羚羊不约而同地向那里汇集，不管相距多
远，都要千里迢迢地跋涉而来。
这是它们的生活习性。
　　藏羚羊是非常有组织纪律的动物。
每年4月产羔的时间一到，怀孕的母羚羊必须舍弃家中幼子结队而行，小羚羊也只能暂时和妈妈分开
，留在家里和爸爸在一起。
如果它们不听话，非要追赶妈妈，就会被爸爸用长角抵开。
有些小羚羊甚至因此丧命。
爸爸们也并不是都能留在家里，它们也有分工，一部分留下看管孩子，一部分要护送远行的母羚羊。
　　产羔地在双湖特别区北部。
是无人区。
过去这里相对安全，但是现在偷猎分子专门潜伏在这一带，藏羚羊都被打怕了，一有风吹草动，它们
就急速狂奔。
别看母羚羊腹中怀胎，跑起来仍然如旋风，像一阵烟尘掠过就不见了踪影。
跑急了的母羚羊可能因此而流产。
小羚羊胎死腹中。
这真是一场悲剧。
本来人可以和自然界中的动物和睦相处，但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人类竟
然成了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杀手和敌人。
这值得我们深深反思：失去了生态平衡，人类又该如何生存？
　　藏羚羊的产羔地是一片避风的河滩谷地，气候温暖。
母羚羊产羔时几乎不吃食，产完就离开，因为小羚羊落地几个小时就可以跑动。
所以随生随走。
它们再到别处另觅育羔之地。
　　初生的小羚羊浑身卷毛，欢蹦乱跳，可爱极了。
母羚对幼仔充满慈爱之心，这是一切动物的本能。
它们的天敌是狼和秃鹫。
如果遇到敌害，母羚就会利用地形把幼仔隐藏起来，然后自己挺身调虎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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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献出生命，也要保护孩子的安全。
当然公羚羊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妇孺”，它们的两只长角像两把锋利的刺刀，不会轻易放过敌人。
可悲的是动物天敌可防，人的冷枪难躲。
　　三四个月后。
它们返回家园。
路上打前锋和断后的也是公藏羚羊，“妇孺”被夹在中间，大部队行进，浩浩荡荡，十分壮观。
羚羊群前进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犹如千军万马通过大草原。
藏羚羊的社会充满了友爱，遇到河流，公羚会去探路，然后帮助母羚和小羚过河。
有受伤的成员，大家不会丢下不管，而是尽可能放慢速度，等待它同行。
如果母羚死去，失去母亲的小羚羊会得到很多羚羊妈妈的关照和哺育，直到它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长
大。
　　每年9月底10月初，是藏羚羊的交配季节。
和几个月前一样，它们又不远万里地汇聚到安多县的交配地。
比起双湖，安多人烟较密，因此这更是一条杀机四伏的艰险之路。
然而不管失去多少同伴，它们依然如故，义无返顾。
　　到达目的地后，公羚们首先要展开一场角逐，为争夺母羚而厮杀。
雄健的公羚挺角扬蹄，锐不可当，威风八面，杀气腾腾。
但有时这些“骄傲的将军”反而败在弱将手下。
当然开始是弱者斗不过强者，被迫落荒而逃，强者不肯罢休，紧追不舍。
弱者被追得实在跑不动了，便就势往地上一趴，两只长长的尖角伸向后方。
乘胜追击的强者猝不及防，羊角一下子刺进它的胸膛，便一命呜呼。
当然雄健的公羚和以柔克刚的公羚都是胜利者，它们可以得到中意的母羚。
一些得胜的公羚甚至可以得到十几只母羚的青睐，可谓妻妾成群。
而战场失意的公羚情场也失意，只好败走他乡。
“物竞天选，适者生存”。
这是大自然为防止物种退化而制订的无情法则。
　　自然界中每个生灵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藏羚羊为无人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它们并没有伤害我们人类。
这寒漠的精灵非常可爱，让我们和它们和平共处吧！
　　威光普照的魔湖色林错　　那曲北边的老桥是去羌塘的必经之路。
过老桥就进入保护区，西行到北拉，再一直向西就到班戈县。
出班戈县往西北，很快就看到班戈湖。
班戈湖不大。
湖边有一片大得惊人的废墟群，那里曾经驻扎过千军万马，是著名的硼砂开采场。
　　从班戈湖再往西，就是西藏第二大湖色林错。
　　藏北地区的370多个湖泊大部分都在西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群，湖面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大
湖就有3个。
色林错是仅次于纳木错的西藏第二大湖，也叫奇林错，藏语意为“威光普照的魔湖”。
　　色林错海拔4530米，水深33米，面积1640平方公里。
它是历次造山运动、地层断裂造成的内陆湖，共有23个卫星湖。
　　色林错如一片青云，从遥远的天边冉冉而来，更远处是逶迤绵绵的白色雪峰，巨大的山影倒映在
湖水里。
它不仅有惊人的美。
而且十分富饶，巨大的湖体蕴藏着很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一座难得的活鱼库。
湖里游动着数不清的高原无鳞鱼。
当地藏族群众把鱼敬重为神，从来不吃。
由于这里的交通十分不便，色林错便成为一个待开发的“鱼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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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来，湖口附近的草原上不时有翻飞于蓝天白云下的棕头鸥、成“人”字形飞行的斑头雁、
婉转啼鸣的百灵鸟⋯⋯据有关部门统计，春夏季在羌塘草原上定居的鸟类有80多种，最常见的是斑头
雁和棕头鸥。
在班戈县和申扎县的鸟岛上，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地中海棕头鸥，它们从遥远的地中海飞过来。
　　湖边的沼泽地也是珍禽黑颈鹤的栖息地。
黑颈鹤外形、大小都和丹顶鹤差不多，除了身子是白色外，头、颈、尾、腿几乎都是黑色，而头上戴
着一顶“小红帽”。
黑颈鹤主要生长在青藏高原，已经濒临灭绝，因此被称为“鸟类的熊猫”。
它羞怯怕人，很难接近。
当地老百姓认为这是“神鸟”，谁见了谁有福。
　　色林湖畔也是神话的世界。
据传说，湖下有暗河通印度恒河。
湖中有大旋涡，深不可测。
而当地人认为色林湖是个大魔鬼栖息的“鬼湖”。
　　相传以前色林是居住在拉萨西面堆龙德庆的大魔鬼，他每天要吞噬千万生灵，包括人和所有的禽
兽，谁都对他束手无策。
在一个雷雨过后的良辰，一路降妖除魔的莲花生大师终于找到它。
色林怎么是大师的对手呢？
在莲花生大师的紧追下，色林逃到羌塘南面的一个浩瀚浑浊的大湖里。
大师命令色林永远不得离开此湖，在湖中虔诚忏悔，不许残害水族，并把这个大湖名为“色林堆错”
，意为“色林魔鬼湖”。
这些传说为色林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色林湖烟波浩淼，一望无际。
湖畔有大片的草场。
据牧民讲，他们在雨季里到湖边放牧，不少人看到过湖里的一种怪物。
上世纪60年代夏季的一天，大雨滂沱，草原烟云一片，湖里突然有巨大的水声，水面冒出来一个灰色
的大头，接着露出了脖子，头和脖子加起来约有一层楼高。
那怪物张开嘴巴吸走了大约200米之外的3只羊。
牧民感到身上有一股很大的凉风吸着他，明显感到身子似乎在向上飘。
“湖怪”出现的整个过程大约只有两分钟。
据说，见到这种“湖怪”的不止一人。
　　关于“湖怪”的传说很多，国内著名的长白山天池、新疆喀纳斯湖，英国尼斯湖，都不止一次不
止一个人见到“湖怪”。
“湖怪”到底是什么动物，科学界尚未破解。
色林湖“湖怪”也成了藏北草原上的一个谜。
　　在色林错南边的平滩上，直直伫立着7个石山，远远望去就像7个勇士在坚守岗位。
传说它们本来是居住在湖中的7个精灵，莲花生大师命令它们监视色林魔鬼，它们就化作了7个石山。
　　西藏人在朝拜圣湖的时候，也不忘在鬼湖旁边做更诚挚的祷告，因为他们有宽容的理解和豁达的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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