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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西藏是个神秘的地方，

直指青天的雪山，宽广如海的湖泊，燃

烧似火的落日，浩瀚无垠的星空，令人

向往，又心存敬畏。2016 年 7 月，作为

中组部第二批医疗组团式援藏干部，

我来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始为期

一年的工作。渐渐习惯了缺氧的感

觉，慢慢融入了高原的生活。宗角禄

康公园越冬的水鸟，八廓街煨桑的烟

雾，羊卓雍措碧蓝的湖水，扎西半岛相

依万年的巨石……无不成为一张张记

忆的卡片，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些偶

然相逢的孩子们。

色珍是一名不到两岁的藏族女孩

儿，来自拉萨堆龙德庆区，体检时发现

左侧胸腔内有一个直径 5cm 的肿物，

辗转数家医院就诊，因为年龄小、手术

有风险，最终来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

胸外科住院治疗。她的头发剪得很

短，仿佛男孩子一样，眼睛黑亮黑亮

的，略显拘谨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父母不在身边，只有奶奶陪着她，没有

太多的玩具，一个塑料手机不离左右，

有时也会推着一个小凳子在屋里转来

转去自得其乐。每次查房来到她的床

边，她都会对我们露出甜甜的笑容，熟

悉了之后，更会让我抱起来，抓住我的

胸卡左右端详。不知为什么，每当看

到她，我就会想起自己 3 岁的女儿，同

样的笑容，天真无邪。

同麻醉科和儿科的医生进行了会

诊讨论，对小儿全身麻醉和围术期用

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又和科里的同

事一起就手术流程进行了预演，对可

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应对预案。备血、

谈话、签字……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

进行着。我特意去买了一只可爱的维

尼熊，准备用来安慰术后的色珍。小

熊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穿着红色的

上衣，张开双臂微笑地看着我，都准备

好了。

手术当日，麻醉插管很顺利。由

于色珍的肋间隙很窄，普通的成人胸

腔镜无法经肋间操作，我们在胸腔镜

辅助下，经胸部小切口完整切除了肿

瘤，包膜完整，病理检查证实是良性

的脂肪瘤。为了减小瘢痕，小魏医生

仔细地做了伤口的皮内缝合，手术时

间持续 40 分钟。术后第一天，色珍和

维尼熊一起躺在病床上，她紧紧地抓

住小熊的手。为了减轻疼痛，我们在

当天下午拔除了胸腔引流管，色珍可

以抱着小熊下地了。有人问她小熊

是从哪里来的，她歪着头想想，说是

波拉（藏语爷爷的意思）送的，虽然自

我 感 觉 没 有 那 么 老 ，但 不 由 心 中 柔

软，牵着她的小手在病房里慢慢地走

着，且行且珍惜。术后恢复的过程很

顺 利 ，到 周 末 的 时 候 ，色 珍 出 院 了 。

那 天 我 不 在 病 房 ，同 事 发 微 信 告 诉

我，色珍的家人给我们送来一大束鲜

花，照片里的花朵的确漂亮。放下手

机，窗外阳光正好，拉萨的天空湛蓝，

白云变幻，似曾相识，有点想女儿了。

秋天的时候去山南市桑日县的乡

村小学义诊，大多数学生因为家住得

很远而选择住校，当区外同龄的孩子

还在父母怀抱中撒娇的时候，他们已

经开始了集体生活，没有时尚的衣服，

没有新潮的玩具，面颊上挂着一抹高

原红，双手的皮肤粗糙皲裂，但眼神却

是无比的明亮清澈，带着好奇和羞涩

打量着外来的陌生人。为他们做了初

步的体检，分发了携带的药品，和老师

交代了注意事项，孩子们小心地收好

药盒，仿佛一件珍贵的礼物。初冬时

节去昌都市边坝县调研，刚下过第一

场雪，蜿蜒的公路把远近的村庄串联

起来，傍晚时分，放学的孩子三五成群

地排着队沿着公路回家，阳光照在收

割之后的田野上，照在高大的青稞架

上，也照在孩子们的小黄帽上。当我

们的车辆经过时，他们在路边停下脚

步敬礼，司机减速鸣笛回应，我也忍不

住探出窗外朝他们挥手，小小的身影

一瞬即逝，不由感叹相遇无常。

离开西藏已经 6 年了，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曾经遇见的孩子们都

已经长大了吧，彼此的人生轨迹如同

两条交汇的直线，交点之后，渐行渐

远。他们的笑容，成为永远的记忆，不

是所有人都曾来过这里，但从来没有

人来过后忘记这里。

（作者系中组部第二批医疗组团

式援藏干部）

仰慕你的柔美，

要从鹅黄色的童年说起，

我们围着你追逐打闹笑声欢，

你在风中轻歌曼舞醉春烟，

谁偷剪了你的长发编成花冠？

仰慕你的深邃，

在书香袅袅的时光里，

于古老的诗词里邂逅你，

你倩影摇曳宛如天仙下凡，

眉宇间流露着离愁和哀婉。

仰慕你的谦逊，

无需玫瑰的娇艳，

我不愿如蝴蝶般轻浮，

在你的舞台班门弄斧，

炫耀笨拙的舞姿。

仰慕你的朴素，

无需牡丹的华贵。

我不愿如鸟儿般贪婪，

处心积虑地要借你的高枝，

搭建自己浪漫的家园。

仰慕你的高雅，

遒劲有力的身躯，

极致的温柔里藏着坚韧。

一身纯洁无瑕的翠绿，

不染世俗，也不随波逐流。

仰慕你的从容，

从春天里稚嫩的娇羞，

夏日里枝繁叶茂的壮丽，

再到不疾不徐亦不喜不悲，

风吹漫天杨花作雪纷飞。

仰慕你的无私，

紧紧拥抱大地，

保护着河坝诉说着生命的传奇，

默默与你对视胜似言语，

我便脚步坚定满心欢喜。

湛蓝的天空，奔腾的江水和连绵的雪山，

让雪域高原长风浩荡，经年不息。刚到山南

就听说哲古风力发电助力西藏水、光多能互

补建设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山南市措美县

哲古镇，并非是人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那

里缺氧、寒冷，紫外线强，雪山湖谷纵横，大小

山脉连绵起伏，气候条件恶劣，但风力资源极

其丰富，是天然的风能发电宝库。

怀揣“风能发电宝库”这个不解的问题，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踏上前往哲古的征途。

一阵轻轻的风在我们到达哲古风电场的

瞬间吹过脸庞，顿时心生感慨，矗立在每台机

组由三个叶片组成的一群发电风车脚下，迎

面扑来的风是那样的轻缓柔和，给人一种风

和日丽、风轻云淡的美感。其实此时正是哲

古草原飞沙走石、尘土飞扬、苍黄荒芜的时

节，可是这天的阳光出奇灿烂，天空尽显冬日

之温，远眺山那边还是山的茫茫原野，无不感

慨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

对于一个初次进入措美的人，都会对必

经之地哲古镇哲古村前的指示路碑“哲古风

电场——10 公里”饶有兴趣。风电场无疑是

科技力量的展示，活在当下，不去深入实地一

探究竟，确实心不甘情不愿。虽然前去的路

尽是土路，但能去看看清洁能源的壮美景象，

去感受科技为人们带来的便利，去领略来自

喜马拉雅山的风如何点亮西藏的灯，何乐而

不为。

时间扬鞭催马，碾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七

拐八绕，把我们指引到了哲古镇风电场。

坐落在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哲

古镇，此时没有蜂蝶飞舞，没有树叶飒飒作响

的清香气息，却让人看到了大海一样的浩瀚

和灵动，还有一望无际像泥土般朴素与随和

的草原。

金色的阳光洒在发电风车上，风车的叶片

在光影中舞动，徐徐旋转的风车呼啦作响，奏

出一曲曲美妙的交响乐，风车叶片悠然旋转，

有种水晶般的清纯与明亮。沐浴在科技创新

的春风里，哲古风电场的声响又好像是从乡村

飘来，这是科技创新在西藏高原奏响的音乐。

风车在风中不紧不慢地转动着，悠然自得，如

诗如画。身处海拔 4960米的风车脚下，让人如

梦如幻，25台风车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广袤的大

地，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

哲古的阳光色彩斑斓，风车的舞动端庄

优雅，一幅幅转动的画面跃然眼前，为大自然

平添了一丝浪漫与唯美。

据说夏天的哲古湖清澈见底，而此时的

湖面已是冰封雪盖，一片白茫茫，却有着生机

盎然之景象、玲珑剔透之精妙，远远的地方是

轮廓清晰的云朵和山脉，背后是雄伟壮观的

雅拉香布雪山。高原的美，高原的蓝，无不激

荡人心。

在哲古轻轻的风声中，人们看到的是粗

犷和豪放，看到了荒茫和旷远。风力发电场

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哲古镇风电场位于喜马

拉雅山风带上，风能资源丰厚，这个风电场接

近超高海拔与极高海拔的临界点，在这样的

地方建设风电场史无前例，目前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风电场。

风电场的建设，考量的是厂家对电气设

备的精心制作、对元器件的精挑细选、对高海

拔环境气候特点的全力以赴和聚力攻关。工

程师们克服昼夜温差大、雷暴频次高等困难

和风险，扎实做好系统性的技术改造和高精

密的科技创新，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地让超高

海拔的风力发电机组落户哲古草原，造福西

藏高原。

放眼望去，哲古草原深处，群山绵延，沟

壑纵横，蓝天白云下，山脉与天际之间勾勒出

一条条最美的风景线，向人们传达着自然的

韵律和神秘。在这里，说话的声音常常被哲

古的风电机吞噬。

前往风电场的土路上，不时看到草狐狸、

黄羊、野驴、岩羊、羚羊等动物三五成群，率性

任意，悠然自在，似乎车辆的出现和人们的靠

近，它们并不介意，毫无防备，一次次目睹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场景。

哲古的风是轻的，也是寒冷的。我裹紧

了厚实的大衣，喘着不均匀的粗气、迈着颤抖

的脚步走在环视风电场的旷野里，风吹打在

脸上，感受的却是和风拂面。

在哲古感受到的轻风，总令人充满呵护

和怜惜之情。哲古的风在昭示着什么？放宽

胸怀，扩展视野，将自己的情感交付哲古轻轻

的风，让这份情义如风一样自由洒脱，勇敢向

前走自己的路。

有人说，哲古的风从喜马拉雅山呼啸而

来，是猛烈的风，它是扶摇万里、声势巨大的

风，怎么就是轻轻的风？可是，哲古的风通过

风电机组的作用将光明和温暖送入千家万

户，为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温馨的光和

热，让自然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从这点说，哲古的风难道不是温暖的 、

轻缓的？

在木茜出现在视野之前，我不知她是何许人，也不晓

得她为何约我。

木茜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随手掏出一本书，赠我。

这本书名曰《爱在山海间》，封面为一名军人对着蓝天

白云绿水雪山致敬，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

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

利用休假时间，我通读全书，才懂书名之含义。山是

高山，代指西藏；海是大海，借喻山东。《爱在山海间》主要

是写烟台、威海的有志青年在拉萨、林芝从戎的故事。

从 2016 年春天采访到 2023 年秋天出版，经历了 7 个春

夏秋冬，《爱在山海间》终于与读者特别是书中主人公即曾

在西藏战斗生活过的那批山东老兵见面。木茜抹着泪说，

所有付出都值得，她可以欣喜地告诉老兵，这就是写你的

书；她能够告慰与新书失之交臂的张同芳们，他们的故事

已流传下来。

我问木茜缘何写出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她说，她和

这些老兵都是胶东人，又都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因为

爱胶东，因为爱老兵，更因为爱西藏，促使她写出《爱在山

海间》。

了解木茜的人，才知道她情之深、爱之真。为了爱，她

辞掉工作，奔赴西藏军营。用她的话说，书中《家属是军

嫂》就有她的经历，倾注着她的情感。

书中主人公大多比作者年长三五岁。在木茜眼里，军

嫂是嫂子，老兵就是名副其实的哥哥。以高明强为例，当

得知去西藏当兵，他内心深处是纠结的。到了西藏适应一

段时间后，他发现这里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慢慢地踩

稳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为了丈夫，高明英带着

孩子离开滨海之城，在部队驻地附近找份工作，跟高明强

一起在高原上安家过日子。对这位军嫂来说，她因疼丈夫

和孩子而爱上军营，进而喜欢上西藏。

木茜虽然人处中年，在创作上却是一名老兵。上世纪

末，风华正茂的她在烟台文坛已崭露头角。20 多年来，她

往来穿梭于山东西藏之间，西藏题材的作品屡有刊发。《爱

在山海间》是大部头，也是其阶段性成果。

第二次见面时，木茜视我为兄长，我亦如老兵一样聆

听她的山海情长。

近 3 年，为了创作，木茜母女长居拉萨，做起藏漂。她

的作品部队题材居多，因为她熟悉部队、热爱部队，进而熟

悉西藏、热爱西藏。翻阅木茜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唯见

真挚的感情；看不到歌功颂德的宏论，却有大量吹拂心田

的细节描写。倾注了木茜 7 年心血的《爱在山海间》，没有

硝烟弥漫的战场，因为我们有幸身处和平年代。但高明强

们的沙场秋点兵，正是和平军人以身许国的写照，正是他

们保卫着边疆安宁。

当年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有几人能解其中味？时代

不同了，木茜感到庆幸，她的《爱在山海间》一面世，部队、

学校争相订购，瞬间售罄。可见，能解《爱在山海间》之味

的人呈几何级增长。

谈起现状，木茜乐观地说，身是漂泊着的，心和身一样

自由；之所以漂在日光城，因为她心中的定力是由西藏而

生的。她恋这里的人，情至深处，爱上了这片离天最近的

土地。

有句凡人名言，好山好水是爱出来的。对木茜而言，

拥有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西藏相伴，是情之所至、爱之

所在。

西藏是爱出来的
唐大山

雪
域
的
孩
子

王
京
弟

仰慕一株柳
赵素美

哲 古 轻 轻 的 风
张文恒

阿里班公湖
高玉洁 摄

在那遥远的雪域高原，有一种独特的

艺术形式，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藏族人民

的血液中，那就是藏族歌舞。它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藏 族 歌 舞 ，是 藏 族 文 化 的 瑰 宝 ，它 是

藏 族 人 民 表 达 情 感 、传 承 历 史 的 重 要 方

式。在藏族歌舞中，我们可以看到藏族人

民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信仰

的虔诚。

藏族舞蹈以其奔放的舞姿、欢快的节

奏、独特的风格而闻名于世。无论是锅庄

舞、弦子舞还是热巴舞，每一种舞蹈都充满

了力量与激情，让人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

原，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锅庄舞是藏族

舞蹈的代表之一，它通常在节日、庆典等场

合表演。舞者们围成圆圈，随着音乐的节

奏翩翩起舞，动作矫健、舒展大方，展现出

藏族人民的豪放与热情。而弦子舞则以其

优美的旋律、柔和的动作而受到人们的喜

爱。舞者们手持弦子，边拉边舞，动作轻

盈、舒展，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

藏族音乐则以其悠扬的旋律、独特的

乐器、丰富的和声而著称。藏笛、藏鼓、藏

琴等乐器，奏响了藏族人民心中的乐章，让

人陶醉其中。藏族人的歌声高亢嘹亮，如

天籁之音，传达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自然的敬畏之情。

藏族歌舞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

藏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藏族人的生

活 中 ，歌 舞 无 处 不 在 。 无 论 是 在 节 日 庆

典、婚礼仪式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

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藏族歌舞就

像一面镜子，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情

感和精神世界。

藏族歌舞如同一股清流，让我们感受

到了生活的美好，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让我们一起走进藏族歌舞的世界，感

受它的魅力，感受它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

愿舞动的雪域高原，永远绽放出绚丽

的光芒。

舞 动 的 雪 域 高 原
——藏族歌舞印象记

崔光烨

春回大地（油画） 徐淑荣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