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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格桑花》是西藏著名作家敖

超的一部西藏历史题材小说。作品讲

述了主人公李萌萌、李福海为追寻神秘

信件的主人“泡豇豆”而进藏的故事；同

时，通过一封封“泡豇豆”写给“菜头”的

信件展开对十八军修建川藏公路这段

历史的描述，歌颂了筑路军民“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以及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本文拟

从人物塑造、艺术手法、主题意蕴三个

维度，剖析其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群像的光辉与个体的坚韧

《一路格桑花》以“十八军进藏”为

历史大背景，具体地描述了解放军修筑

川藏公路的艰难历程。1950 年，中央政

府克服交通闭塞挑战，毅然启动川藏、

青藏筑路工程。历经四年风雨，“泡豇

豆”等勇士同甘共苦，终于见证公路的

竣工。然而最后，他不幸牺牲，只留下

一封封信件。而这，便成为了李福海和

李萌萌前往西藏、故地重游的线索，从

而为读者展现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通过“泡豇豆”的信件，我们得以看

到一系列英勇无畏、迎难而上的人物群

像。在篇章《炸石伤战友》中，李桂年面

对 如 何 移 除 巨 石 的 难 题 ，运 用 古 代 的

“烧石法”，成功破解困境，展现了解放

军战士的智慧与勇气。随后，面对资源

匮乏，他学习并应用“炸石法”，虽危险

重重，仍挺身而出。不幸的是，在爆破

作业中，他未及防护，英勇牺牲。李桂

年的事迹，是对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难、

勇于奉献的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一路

格桑花》中，班长付永志以舍己为人的

高尚品质令人动容。面对战士们对“炸

石法”的忌讳，他毅然担当，亲自执行危

险任务。最后，付永志在爆破中受了重

伤。在奄奄一息之时，他用最后一口气

将口袋里象征希望与生命的种子递给

战 友 鄢 小 波 ，让 连 队 务 必 帮 他 带 到 拉

萨，种在西藏的土地上。他的生命虽然

短暂，但他的精神将如格桑花一样，在

高原上永远绽放，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

行。

二、双线交织、以小见大

首先，该作品在叙事艺术上的一大

亮点在于其精妙地运用了双线叙事策

略，这一手法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叙事维

度，还极大地提升了故事的吸引力和深

度。具体而言，作品的核心主线聚焦于

主人公李福海与李萌萌的追寻之旅，引

导读者深入历史的长河，真切感受“十

八军进藏”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与 此 同 时 ，作 者 巧 妙 地 开 辟 了 一 条 副

线，即以“泡豇豆”的信件作为每章的开

篇引子，为故事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随着信件内容不断揭

示，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这种双线叙事的方式巧妙地

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泡豇

豆”的信件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读者在历史的

回望与现实的反思中，更加深刻地理解故事所传达的主题与情

感。

其次，在信件的逐步揭秘过程中，“泡豇豆”这一角色成为

了关键的叙事焦点。随着故事不断推进，逐渐呈现在读者眼前

的不只是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历史，更是写信人“泡豇豆”的成长

历程。通过对其成长历程的细腻描绘，小说展现了这位年轻士

兵如何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毅的战士。

“泡豇豆”起初并不知道路途的遥远与艰辛。四年里，他从

一个懵懵懂懂的“秀才兵”，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一

开始挑担子时，年轻的他肩膀经常磨出血，结了一道又一道

痂。在不断磨砺下，他不再吭气，不喊疼不喊累。反而“有这层

橡皮一样的‘铠甲’保护，就不知道疼了，抬东西更厉害了”。肩

上的血痂，不仅是身体的磨砺，更是心灵的烙印，他学会了在沉

默中坚韧，于历练中成长。

“泡豇豆”作为一个典型形象，集个人与十八军战士群体于

一身，其成长轨迹映射出军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艰苦卓绝，是

个人奋斗与集体精神的双重写照，展现了十八军战士们面对极

端环境的崇高品质与担当精神，激发了读者深切的情感共鸣。

三、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期许

小说通过对“十八军进藏”历史的深情回望，不仅揭示了那

段艰苦而伟大的岁月，更传递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即老西藏精神。同时，小说也展现了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弘

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在《摸一摸柏油马路》这一章节中，李福海深情回忆了自己

的道班同事益西。益西虽勤勉好学、坚韧不拔，却因病错失深

造良机，最终因“高原病”严重而离岗。离别时，他难掩哀伤之

泪。临终之际，益西心心念念，只愿亲手触碰那崭新的柏油马

路，表现了他对西藏公路事业的无限热爱与不舍。

益西因病离岗的感人故事深刻展现了汉藏民族间的深厚

情谊。李福海将自己视为另一个益西，表达了对这段共同奋斗

经历的深刻认同和对西藏这片土地的归属感，象征着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鸣。而柏油马路作为

共同奋斗的象征，强化了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纽带作用。益西

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李福海对过往经历的珍视，共同体现了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一路格桑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领读者

穿越时空的隧道，去感受那段不朽的历史，去领悟那份永恒的

精神。小说以李萌萌、李福海的追寻之旅为主线，穿插一封封

信件的交流，不仅生动再现了“十八军进藏”的那段艰苦卓绝的

历史，更深刻揭示了老西藏精神。作者以精湛的笔触，塑造了

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挑战与希望

的时代。同时，作品巧妙地运用双线叙事手法，将现实与回忆

交织，表达了对人性光辉、民族团结以及家国情怀的深刻理解

与颂扬。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为了国

家与民族利益默默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将永远值得铭记与传

承。在这个意义上，《一路格桑花》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

一段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它在引导我们回望历史的同时，也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你说的不一定有人听，但你做的一定有

人看到。

当 我 在 林 芝 农 垦 嘎 玛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度樱桃销售总结表彰大会上公布业

绩，全场热烈鼓掌、欢呼时，这句话再一次在

我脑海中显现出来。

“2023年，嘎玛农业 74.3亩果园共计生产

销售樱桃 1.99万斤，总营收 72.6万元、净利润

36 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10 倍以上，创历年新

高。”“嘎玛”樱桃销至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

及广东珠海等地，成功走出了林芝。

2022 年 7 月底，我到嘎玛农业有限公司

援藏任职。当我站在雅鲁藏布江畔、群山环

绕之间、云雾缭绕之处，惊喜于高原也能生长

樱桃树、结出樱桃果的时候，焦虑也像雅江水

一样汹涌而来，几乎把我淹没。对我这个从

未搞过农业、见过樱桃树、分管销售的“小白”

来讲，樱桃销售要怎么做？怎样才能做好？

好在当年产量只有 2000 余斤，压力稍

稍缓解。但 2023 年樱桃销售季转瞬即至，

我 片 刻 不 敢 松 懈 ，白 天 到 果 园 、各 部 门 调

查，与一线员工交谈，晚上在宿舍查阅搜罗

来的各种书籍，以求快速掌握实际情况、补

充知识漏洞。

“经营发展部连我在内就两个人，另外

一个长期休病假。”巴桑多杰说。

“我是生产技术部的，兼职销售。”次旺

占堆笑嘻嘻地说：“2021 年在经营发展部下

面成立了销售部，但没有专职销售人员。”

技术员马保平字斟句酌：“樱桃是第八

批援藏队种的，这两年才开始有点产量，也

没有搞过采摘、存储等标准流程什么的，包

装也就简单搞个盒子……”

“我们的樱桃实际就是车厘子，跟大家

印象中的‘中华樱桃’不是同一种水果……”

生产部的科长拉巴旺堆告诉我。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 2022 年 8 月

底，我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形成了以市

场化为方向的思路，开始行动。

2022 年 9 月，对公司岗位配置进行了优

化，协调 1 名员工专司销售；11 月，经过 4 个

多月的沟通、说服、选拔，从珠海国企找到 3

名志愿者，加强了专业力量；2023 年 4 月，在

借鉴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建起采摘、装筐、分

拣、仓储、包装、运输的全过程工艺流程，手

套、人字梯、转运筐、冷库、惊鸟器、货车等设

备设施也相继到位；2023 年 5 月，带领 1 名本

地员工、2 名柔性援藏人员组成的销售团队，

挨个拜访林芝巴宜区的惠好、大原等超市和

果真鲜等水果店。

距 6 月份的樱桃销售季越来越近，果子

从青到绿、从绿到黄，再从黄到红，眼看就要

成熟，员工们更加紧张了。

“超市和水果店只肯出 20 元/斤的价格，

还要我们配送和包退换，这连成本都抵不

了。要我说，还不如像之前那样，拉个板车

在市区叫卖、摆个摊子在路边卖好一点。”

“辽宁、山东、四川、云南车厘子的量比我们

多、价比我们低，进口的车厘子个大、色紫、

果甜，我们咋跟人家比？”

销售压力接踵而至，让本就睡眠不好的

我 经 常 彻 夜 失 眠 。 但 总 不 能 被 困 难 打 倒

吧？我一边强压内心的焦虑和忧惧，一边带

着团队拓展市场。先是在第一批成熟后，向

珠海、林芝巴宜区派送樱桃试吃；同时采购

了巴宜所有品种的樱桃，与我们“嘎玛”樱桃

进行全面对比；再是以试吃为口碑，争取到

珠海多个国企和社会团体的支持，拿到了

7000多斤的订单。

珠海的订单给了我底气，足以保证当年

销售不亏本；市面的对比给了我自信，地处山

谷、江边，水汽氤氲、云雾缭绕，再加上强烈日

照、巨大温差、大棚遮雨，让我们的樱桃具备

了色泽亮、果径大、糖度高、口感脆的“嘎玛”

特色——“比我大的没我亮、比我紫的没我

大、比我甜的没我脆、比我脆的没我甜。”试吃

结果也对此给予了充分反馈和证明。

但试吃也暴露了包装技术的落后，长途

运输损坏率达 35%。我们马上攻关，采摘时

气温低于 20℃、静置冷却后再进冷库以降低

果心温度，PU 袋裸装、上下瓦楞纸、增加隔

板以减少晃动，双冰袋、全密封、增加泡沫箱

密 度 以 保 证 低 温 …… 一 项 项 措 施 不 断 尝

试。8 次迭代后，终于在第三次长途运输时

将损坏率降低到 3%左右。

2023 年 7 月 28 日下午，我与生产部员工

一起，在逐渐逼来的暮色里将樱桃一颗一颗

摘下来，在倾泻而下的灯光里逐一分拣，在

慢慢泛起的寒气里将分装好的樱桃一筐一

筐运进冷藏库，直到晚上 11点多才结束。

翌日凌晨 3点，准时起床、赶赴冷库。垫

瓦楞纸、加 PU 袋、放樱桃、加吸湿纸、加隔

板、加冰袋、合盖、粘胶带、贴品牌、装箱……

十几道工序依次完成，6 点左右，最后一批发

往珠海的 792 斤樱桃已全部装上货车，前往

米林机场。

初露的晨曦里，小小的货车疾驰而去，

身后的天空缓缓亮起，阳光洒在靠着我一起

席地而坐的藏族同事们身上，个个脸上洋溢

着的笑容亲切而美好。回想起巴宜、山南、

日喀则的超市、水果店从开始低价也不愿

买，到后来以 45元/斤的批发价前来抢购，再

到现在成功发出最后一批，我知道，“嘎玛”

樱桃成功走出了林芝，我也成功走进了他们

心里。

也许，当我的孩子问我在西藏学到什么

时，我会说：“不怕困难、少说多做、身先士

卒，是能够干成一件事所需的最重要的品

格。”我也将以此勉励自己，在援藏路上行稳

致远，继续为边疆建设、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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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彬 摄

近几年，李彬加入到了支援西藏文化

事业建设的队伍当中，并担任西藏书协副

主席，他立足书法、回馈社会，成为西藏书

法事业的骨干力量和引领者之一，以一种

崭新的姿态投入到了工作、生活和艺术创

作当中。李彬不仅将自己精心创作的一百

多件书法作品捐赠给西藏美术馆，而且为

部队、学校、企业等单位无偿创作了大量的

书法作品，将自己的艺术成果与大家分享，

不仅收获了书写的快乐，更体现了一名优

秀书法家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情怀和担当。

李彬的书法，是属于全方位切入，各

体皆学的类型。李彬真、行、草、隶、篆各

体皆学，各体都能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程

度，这的确是殊为不易的。诸体当中，尤

为突出者，当数他的行草书、隶书和楷书

（包括小楷和魏楷）。李彬的行草植根于

二王，尤其是对王羲之手札、尺牍浸染很

深，追求的是一种儒雅清隽、挺健爽朗的

艺术境界。事实上，他对除二王以外的自

魏晋以降的历代行草书大家的作品都是

下过一番功夫的，而非囿于某家某帖。但

他善于智慧地进行取舍，能够从不同的碑

帖当中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艺术养料。

从他的行草书作品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

到晋唐风韵，能够看到二王、颜真卿、怀

素、孙过庭，也能够看到两宋和元明的一

些影子，能够看到黄庭坚、董其昌。但你

分明又感觉到他并没有拘泥于哪一家，而

是各取一定比例，融合了自己的理解和审

美意趣。

李彬的一些作品，写得洋洋洒洒，文

气诗意，郁郁芊芊，不激不厉，端和自然。

不仅有形式感，有视觉冲击，更重要的是

有使人细细品读的内涵意蕴。所谓“人书

俱老”，指的便是人至老境，便不再炫技，

精气内敛，不露锋芒，就像一壶老酒，貌似

平淡，实则越品其味越醇。

“ 但 愿 苍 生 俱 饱 暖 ，不 辞 辛 苦 出 山

林。”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一个书法

家，当他将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祖国和人

民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算是一个

真正的文化人。当一个人在社会的关怀

下，凭借一技之长改变了自身命运之后，

懂得感恩社会、回报社会，这个人才真正

算是挥舞自己的如椽之笔，在神州大地上

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而李彬恰好以

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书家的文人情怀与责任担当
——李彬书法作品述评

傅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