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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得创作心得

2024 年 12 月 18 日，西藏 S5 线

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试运营，

从拉萨到山南的车程缩短到一小

时 之 内 ，朋 友 圈 里 一 片 欢 腾 。 其

实，作为一名摄影者，每次出门拍

摄，让我感受最深的也莫过于西藏

的公路建设。安全便捷的路越修

越长，路况越来越好，让每一趟远

行都成为一种享受。拍过的村庄

也因为修了路，眼见着日子也越来

越好了。可以说，公路建设非常直

观地呈现了西藏的变化，也激发了

我拍摄公路的浓厚兴趣。公路摄

影除了能拍出公路本身的美之外，

还能捕捉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独

特的人文景观，如山脉、田野、村庄

等，极具艺术魅力。

从 2018 年开始，我通过无人机

在阿里高海拔地区、那曲羌塘无人

区、林芝墨脱原始森林等地拍摄近

4 万张航拍图片，其中精选 10 幅纪

实作品，形成了组照《公路穿越了

西藏的变化》，这组作品以本土摄

影人的视角，直观呈现西藏交通建

设造福广大群众的可喜成就。

这 组 照 片 在 第 二 届“ 鸟 瞰 世

界”全国航拍摄影大赛中，获得了

人文纪实类金奖。这个奖项给予

我 极 大 的 鼓 舞 ，也 让 我 对 如 何 拍

摄好人文纪实类作品有了更深刻

的 认 识 。 今 后 ，我 会 更 加 注 重 拍

摄 人 文 纪 实 类 作 品 ，用 镜 头 讲 好

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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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大，山东淄博人，新华社青岛支社原社长，新华社高级记

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第七届、八届特约研究员。

发表数千篇计数百万字新闻作品，其中上百篇获新华社、中

科院、山东省、青岛市新闻奖和好稿奖。

共出版 27 部著作。《天路 天路 天路》一书入选中宣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 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2021 年 4 月被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评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秀出版物。《百年五四与青岛》一书荣获

山东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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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70 周年，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就“两路”建成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弘扬

“两路”精神 10 周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倾心策划的一部长篇纪实

文学著作《天路·慕生忠》应时出版。一段荡气回肠的峥嵘历史、

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在读者眼前

缓缓展开……

《天路·慕生忠》以纪实手法深情记叙了慕生忠将军带领无数

军民在世界屋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畏艰险、顽

强拼搏、勇往直前，修筑青藏公路、勘察青藏铁路沿线、建设格尔

木的奋斗场景和伟大事迹。在“世界屋脊”雪域高原，老一辈革命

者、建设者们以血肉之躯和简易工具，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

迹，也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两路”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

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强大力量。以慕生忠为代表的那一

代筑路人，就是民族的英雄、国家的先锋。

在历史的长河中，慕生忠将军带领人们克服万难，用鲜血和

生命筑路的英雄壮举、催人泪下的筑路故事沉淀在高原，化作珍

贵的精神财富。《天路·慕生忠》让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被打开，一

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令人刻骨铭心。

整部作品，没有华丽的文笔，有的只是简单和朴实，饱含深

情，却不着意煽情，无论是感情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记录和呈现，娓

娓道来，却能震撼人心，于平凡中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真情。故事

的点点滴滴积沙成塔，带我们穿越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

到那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忠诚，当如慕生忠。西藏和平解放后，慕生忠受命于危难之

际，率领 1200 余名驼工，赶着 28000 头骆驼，把几百万斤粮食和其

他物资运进西藏。后来他带领人们在物资条件极其有限、气候环

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手持铁锨、钢钎和大锤，修通 1400 多公里的

青藏公路关键路段。率领技术人员实地考察调研，提出青藏铁路建设初步意见。领导第一代建设者植

树造林、开荒种地、盖房办企业，将原是一片荒原的格尔木建设成戈壁新城。慕生忠将军所从事的革命

建设事业承载了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也是对慕生忠将军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最好诠释。

坚毅，当如慕生忠。慕生忠是一位坚定的开拓者，一位坚韧不拔的勇士。为了迅速打通横贯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的一条“天路”，慕生忠横下心要修筑青藏公路。恶劣的自然环境、匮乏的物资供应、落后

的技术条件、复杂的地形地貌……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但慕生忠坚信：“修建青藏

公路，虽然任务紧迫、工程艰巨，但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

的任务。”在沱沱河上修建过水路面时，慕生忠第一个跳下冰冷刺骨的河水搬石砌路；在修建天涯桥时，

他冒着生命危险跳上第一辆汽车试通车……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无畏的勇气带领着队伍一步步向前迈

进，硬是在这片“生命禁区”中开辟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智慧，当如慕生忠。面对资金不足、物资匮乏和技术难题，慕生忠亲自协调资源，解决供应问题，得

到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元帅的关心支持，申请到 230 万元拨款、1000 名工兵、100 辆卡车，为青藏公路工

程建设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担心青藏公路沿线一带会遭受洪水袭击而致使公路无法畅通时,慕生忠从红柳上找到灵感，抠了

一层又一层，忽然，一个念头迅速闪进脑海里：看红柳的年轮，不是能够计算出它的年龄吗？……他又

使劲地一层一层地抠剥红柳枝条，一层、二层、三层……十八层！这证明，红柳枝已有 18 年没遭到洪水

毁坏。于是慕生忠横下一条心，要从这里向西藏修路了。

在青藏公路施工过程中，慕生忠还积极引进新技术，创新施工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从以上这些都

可以看出慕生忠卓越的智慧和创造力。

柔情，当如慕生忠。《天路·慕生忠》一书的可贵之处体现在质朴的个人化视角、入微的细节化呈现

和发自肺腑的朴实化语言。作为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不是没有宏大历史视角和壮观的修路场面的描

述，但更触动人心的是人性主题的挖掘，强调和突出了文学的个人化视角，从而激活了“质朴”的灵性，

让人获得难得的沉浸感与代入感。

慕生忠的柔情体现在其作为领导者的人性关怀及其与其他建设者的深厚的战友情谊。书中有多

处细腻描写，如：

“慕生忠跪在去世的同志身边，不住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袋，反反复复自责道：‘你为什么要离开

大家呢？我怎么就这样没有本事，不能使你走到拉萨？’话音未落，慕生忠像个孩子哭成了泪人。”

……

大爱，当如慕生忠。慕生忠的大爱，体现在民族大爱上，体现在他与沙塔尔的一世情缘上。慕生

忠，是汉族、陕北人；沙塔尔是哈萨克族、新疆人。他俩不同民族、不同籍贯，却结成了亲密无间的父子

关系。本书详细交代了慕生忠与沙塔尔的相识过程——慕生忠在拉萨带领工作人员体察民情时发现

了沙塔尔。“凛冽的晨风不住地掀动他身上披着的那块满是窟窿眼的破毡片，冻得他蜷缩着瘦小的身体

瑟瑟发抖……”慕生忠虽然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但毫不犹豫地将沙塔尔收为义子，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

不解之缘。书中多处提到慕生忠对沙塔尔的那种慈父对儿女的深情的爱——让他能有尊严地活着，还

送他上了学，即便是后来在遭受磨难时，仍时时处处牵挂着他，托战友帮忙寻找他的姑妈，后又不顾自

身处境坚持去新疆看望他们一家。

作者张荣大，生于 1945 年 3 月，新华社青岛支社原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1965 年 9 月，他赴青海格

尔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后调入新华社青海分社做新闻记者。他

四进西藏、五上唐古拉、十六次到柴达木，常年活跃在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等最艰苦的采访第

一线，并亲自采访了慕生忠将军，采写了关于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和慕生忠将军的大量新

闻报道，形成珍贵的关于“天路”的第一手资料。

退休后张荣大仍笔耕不辍，他对原有的采访、调研材料和新闻报道进行了整理，将对慕生忠将军

精神品格的仰慕之情和对其修筑天路丰功伟绩的客观叙述凝聚成书，形成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天路·慕生忠》。

雪山见证信仰海拔，忠魂镌刻不朽丰碑。慕生忠将军已经离开我们 30 年了，我们永远铭记他带领

筑路英雄们在雪域高原首开道路的不朽功勋，永远铭记依然回响在烈风雪原的英雄故事。筑路勇士们

以汗水、热血、生命铸就和践行的“两路”精神，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催人奋进，指引和激励每一个“平凡

之我”汇聚成不平凡的中国力量，一路向前。

卓·丹增曲培，西藏当雄人，1989 年 8 月出生，现在自治区文联摄

影家协会工作。

作品《公路穿越了西藏的变化》荣获全国航拍大赛人文纪实类

金奖。作品《牧家的喜悦》获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九届珠峰摄

影大展二类收藏奖。作品《骑手》在中国西南六省摄影联展中荣获

一等奖。作品《玉麦》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珠峰摄

影大展二类收藏奖。作品《心影》在中央统战部主办的“西藏 50 年”

摄影大赛中荣获三等奖。作品《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入选第十五届

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多部作品入选多项国内外摄影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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