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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俯瞰念青唐古拉山脉东缘、易

贡藏布上游区域，只见雪岭密布、沟壑纵

横，一条条高峡绿谷如叶片上粗细不同的

叶脉，支撑着大地，肆意伸展于高原。

仔细看，这片峡谷地带不一般！

按西藏的传统分区，这里是康巴、工

布、卫藏、藏北的交会区，也是从康至藏

的跨越地带；按现代的行政区划，这里是

那曲市、林芝市、昌都市的三市交界区；

从地理上来看，这里是茶马古道上最险

峻的区域，是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

的交会处。这一切，却又被一条河——

易贡藏布串联起来。

山 高 谷 深 的 险 要 、三 市 交 界 的 边

缘 ，使 这 里 成 为 冰 川 雪 山 之 间 的“ 秘

境”：那曲市嘉黎县尼屋乡、林芝市波密

县八盖乡和昌都市边坝县金岭乡、加贡

乡，如峡谷中的明珠，皆隐藏于其中；独

峻大峡谷、霞曲大峡谷、易贡藏布大峡

谷，便缀联于其地，可成独具一格的西

藏“三峡”！

随着西藏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完

善，秘境不秘，幽谷不幽，山高谷深不是

阻隔反成佳境，这片三市交界、四乡毗

连、峡谷并立的西藏“三峡”，已然成为高

原上新的景观地标！

最美春天，当在此地！

雪域春回，河湖冰融，

春雨春雪飘然而至，斑头

雁黑颈鹤北迁草原，桃花

杜 鹃 花 在 藏 东 南 次 第 盛

开，西藏处处都是春天的

景象。

如果要在西藏寻一处

春之胜境，会是在哪里？

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

曲、林芝、昌都三市交界处。

这是念青唐古拉山脉

东缘的一处峡谷地带。那

曲市嘉黎县尼屋乡、林芝

市波密县八盖乡和昌都市

边坝县金岭乡、加贡乡，如

峡谷中的明珠隐藏其中，

独峻大峡谷、霞曲大峡谷、

易 贡 藏 布 大 峡 谷 缀 联 其

地，便成独具一格的西藏

“三峡”。行走其间，只见

窄峡连接宽谷，蜿蜒数十

里，垂直高差可达 4000 米，

其崖岸之险绝、山谷之幽

深、雪山之壁立、古树之苍

劲，尤其群众之安居怡然，

似大自然信笔挥毫，绘就

极富层次的立体画卷。

过 去 ，这 里 曾 因 高 山

峡谷的阻隔成为人迹罕至

之地。现在，道路虽畅通，

但媒体的目光关注甚少。

3 月底，西藏日报那曲记者

站、林芝记者站、昌都记者

站三站联动，记者部与汉

文编辑部创新合作，启动

了跨站采访、跨部门合作，

并最终将以连续 5 天、5 个

整版的连续报道向读者呈

现此次在西藏“三峡”采访

考察的成果。您将看到在

西藏最美的春天里，西藏

“三峡”之中，一条条温润

河谷成了桃花、杜鹃花的

海洋，千枝万朵醉春风，与

田地村庄农人、山间缭绕

的白云、峡谷奔涌澎湃的

碧水相得益彰；您将听到

峡谷里的水涛声、松涛声

声声入耳，野花枝头探春，

报春缀满山崖，年复一年

孕育春天的芳华——这处

西藏“三峡”，似乎装满了

所有美好的想象：雪山近

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冰

川晶莹剔透别有天地，奔

流的江河映出不同层次的

蓝，油菜花田蜜蜂嗡嗡，背

着 松 针 篓 的 村 民 辛 勤 劳

作，村庄里牛羊吃草、鸡鸣

犬吠，宜农宜牧宜林的丰

富资源使这里成为最具烟

火气息的栖息乐土。

西藏“三峡”，美不胜

收，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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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峡谷中考察采访，但见全国各

地游人往来不绝。有的惋惜“来早了，桃

花还未盛开”，有的感慨“这条路线太美

了，此生必驾”，还有的组织环线考察“遍

览山河、探求新知”……人们惊叹：这处三

峡谷地简直是“西藏景观金三角”！

随着交通的便利，三峡谷地里景象日

新，三市相邻县乡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渐深

渐密：尼屋的松茸经波密到林芝赶飞机，

金岭玉坝村布琼家的柱子上悬挂着易贡

藏刀，八盖乡的罗珠与尼屋乡的益西旺姆

以花为媒、喜结连理……

4月初，那曲市“普古曲姆”旅游形象

大使比赛第一名获得者——尼屋乡的拉

姆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雪山下、桃林中，

酒香四溢、歌舞蹁跹，一场春天的婚礼仿

佛奏响了西藏“三峡”充满希望的交响曲。

往日的地形闭塞和交通不便一去不

返，这处三市交界之地，如今可谓：水系联

通有“三峡”，道路畅通绘新景。

是的，尼屋、八盖、金岭以及加贡之间

的联系愈发紧密。桃花节、杜鹃花节正在

轮番上演，三地四乡之间也相互邀请，共

商区域协作，共赴春日之约。

如果在拉萨与昌都之间划一条直线，

这处独具特色的西藏“三峡”正处于中间

之地，缀联起藏北、康区、工布等传统文化

地理区域，易贡藏刀、八盖木锁、尼屋松

茸、玉坝石头饼、金岭沙棘……呈现多姿

多彩的迷人剪影。

如今，当我们将三市交融汇合之地作

为整体来考量，这里便不再是不同行政区

域的交错分野，而是丰富文旅资源的交织

聚合，是百花齐放满园春，注定将吸引关

注、气度非凡。

西藏“三峡”，热度将至，未来可期！

站在江水汇合的地方，向四周仰望，

白云缭绕群峰，那波诡云谲处，似为龙宫

所藏；那角峰陡峻处，似有异兽驻足。思

绪放飞之际，一缕白烟从山后拉升而来，

原来，进出藏的飞机航线正从头顶而过。

这处在历史上人迹罕至的西藏“三

峡”，隐藏于现代繁忙的航线之下，让人不

由产生时空恍惚之感。如今，峡谷上空，

客机来回飞过，把古老村庄的向往带向了

远方。峡谷之内，国道 349、省道 303劈开

山峡，让各地的游客来到美丽的藏乡。

聊起这三个大峡谷，当地人的记忆

里，大多是关于路的往事。

“尼屋”，意为猎人峡谷。传说数百年

前，生活在工布、波密一带的人们生活贫

苦，受尽压迫和剥削，其中一些交不起税

赋、走投无路的人，便带着家人翻山越岭，

逃到了尼屋这高山环绕、地势险要的无人

之地躲避。

“八盖”，意为悬崖峭壁上的阶梯。去

往八盖的道路山高路险，十分崎岖。长期

以来，往返八盖的人们依靠骡马驿道、峭

壁小路等通道进行物资运输。

金岭乡和加贡乡之间的峡谷，叫做

“阿拉荣”，意为狭窄而陡险的峡谷之

路。而从金岭的夏贡拉到加贡的鲁贡

拉，东西两座大雪山，成为往来行人的

“第一险阻”。

“夏贡拉山因路况艰险，但又位于川滇

进入西藏的交通要塞上，历史上的官员、士

兵以及商人等不得不翻越此山以实现进藏

或出藏的旅行，于是赋予了其‘赴藏第一险

’的文化符号。”生于金岭乡、现于西藏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的公秋旦次，一直关注家乡

一带的古道交通研究。他说，夏贡拉山隧

道现已贯通，彻底终结了当地群众因积雪

封路无法翻越夏贡拉山的历史。

“这几处地方，相互距离都比较近。

但峡谷里的道路没有开通前，那就远了。”

拉旺才珠，今年 74岁，生活在八盖乡日卡

村，一个山顶上的村落。30多年前，他曾

前往尼屋乡运输物资，连续翻越了崩布

拉、贡拉、拉沃切等大雪山，来回用了半个

多月。2022年，日卡村到尼屋道路打通，

虽然还是土路，但路途缩短至 30余公里，

一下拉近了藏北草原与藏东南林芝的空

间距离。

从尼屋到金岭，现在的柏油路约 60

公里。但在70多年前，这条路却是另一番

景象：“顺河南下，道路很差，不能同行骡

马，有些地方人走也很困难，常见人们或

在河中大石头间跳过，或从断树乱石中钻

过，或从河边悬崖上的两根小木棍栈道上

爬过，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深渊，被奔腾

咆哮的河水冲走、吞没。这是进藏途中最

险的一段路了。”——1951年 4月，70多年

前的春天，十八军先遣侦察科的王贵带着

5名战士从金岭向尼屋探路，回忆录里描

摹的行路之险，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据回忆录里所说，在尼屋住了两晚，

他们购买了两头小猪和 400个鸡蛋，运回

了边坝。侦察科里同志们都为这两头小

猪和 400个鸡蛋高兴得不得了。谁曾想，

“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嘉黎尼屋藏香猪背

后，还有一段解放军进藏的有趣故事。这

也是尼屋的藏香猪、藏鸡蛋等特产第一次

走出大山，成为解放军进藏的红色佳话。

西藏“三峡”，承载着悠久历史和艰苦

过往，亦是条“红色峡谷”。

如果说长江上游孕育有辫状水系，

那这里的高山峡谷也似辫状，分支成网，

蔚为壮观。其中，主要有哈仁曲、霞曲汇

入易贡藏布而成江河奔涌，切削开绵延

的念青唐古拉山脉一路向东南方向奔驰

而去，形成了壁立千仞、怒涛翻滚的三个

大峡谷。

“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追寻着

西藏“三峡”的地理奇观，对这种自然造

化，当地老人们也不大能说得上其中的

故事来历，多称呼这种地形为“绒”，意为

深谷。尼屋乡的丹增桑珠，今年 63岁，据

他描述，尼屋乡哈仁曲流经的峡谷称为

“卡热绒”，金岭乡霞曲流经的峡谷称为

“绒拉木”，易贡藏布流经的峡谷称为“八

盖绒”。

而在过去，这一条条峡谷，山高谷深，

异常艰险，几乎不可通行。

西藏古籍《司徒古迹志》记载：“波密、

尼屋、易贡等沟头均由雪山连环，是俗称

的中萨木岗之地。”

随着穿峡道路的修建，这处隐秘之地

开始吸引更多地理考察者的光顾。《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描述说：“易贡藏布这条自

西北向东南流淌在藏东南的大河激流在

峡谷中纵横，切割出高山深谷地形，超过

4000米的峡谷落差，将念青东切割为南北

两个区域。”

易贡藏布北部冰川纵横，6000米级雪

峰林立，茂密的原始森林、大河、深谷、冰

湖、瀑布、角峰形成了独特的地形地貌，也

挡住了探索者的脚步。

那曲、林芝和昌都的三市交界处，有

的称呼为“易贡藏布上游”，有的记载为

“中萨木岗”，有的也写为“念青唐古拉

东”。我们试图在已有的知名地理标志中

重新定位、再次找寻——它是易贡藏布与

念青唐古拉山脉激情碰撞的结晶，它是雪

山环绕下冰川融水滋养的生命家园，它是

西藏独有的“三峡”！

西藏“三峡”，藏于深山老林，鲜为人

知久矣。“尼屋说尼屋是‘乌金贝隆’，八盖

说八盖是‘乌金贝隆’……”丹增桑珠笑着

说，因为这几个地方都是隐藏的山谷，而

“乌金贝隆”正是藏族民间传说中对光明

清澈的神隐之地最富于想象的浪漫表达。

西藏“三峡”，景奇人美，仿佛装进了

整个世界。

“三峡”有奇观

峡谷通今古

相约“金三角”

编者按：

图①：八盖乡、尼屋乡、金岭乡交界处的峡谷。

图②：八盖乡至尼屋乡途中一处雪崩形成的地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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