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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成飞　陈欣

青海湖以她的神秘、她的浩瀚、
她的深蓝，还有她环湖 300 多公里千
变万化的景色一直吸引着我，我特别
期待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去亲近
亲近成群的牛羊、绿野黄花、沙漠绿洲。
今年，经过认真准备，我们计划了一
次 6 天的行程。

自驾游的好处就在于随走随停，
我们第一天在距离成都 800 多公里外
的天水市休息，虽然只是休息一夜，但
是进入到甘肃省后明显地感觉到了昼

夜温差之大，前

一刻在小车上还可以穿着裙子吹着空
调，下一刻下车便冷得恨不得立刻裹
上一床厚棉被。

第二天早早起床，迎着曙光继续
赶路。我们一路驰骋奔向西宁，终于
在傍晚时分到达。西宁是青海省的省
会城市，古称“青唐城”“西平郡”，
取“西陲安宁”之意 ；也是青藏高原
的东方门户、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
蕃古道”必经之地。

第三天，我们向着期盼已久的青
海湖出发。到达青海湖之前，我们经

过了日月山。日月山是我
国自然地理上一条

非 常 重 要

的分界线，是我国外流区域与内流区
域、季风区与非季风区、黄土高原与
青藏高原分界线，也是青海省内农业
区与牧业区的分界线。日月山东侧阡
陌良田，一派塞上江南风光 ；西侧草
原辽阔，牛羊成群，是一幅塞外景色。
同一座山的山体两侧竟然差别如此之
大，实属国内罕见。沿途是成片的草原，
成群的牛羊在路边吃着青草，风景秀
丽得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接着，我
们又游览了倒淌河，这条是华夏大地
唯一一条我行我素倔强地从东流到西
的倒淌河。倒淌河名声很大，但河流
本身并不大，只是因为我国的地形是
西高东低，而该河河水是由东向西流，
这种不同常理的状况彰显了其特色。
在领略了日月山及倒淌河这两个神奇
的地区性景点，我们到达了青海湖边。
初次来到青海湖，我便能领略到青海
湖的辽阔。青海湖拥有湛蓝的湖水，
广阔的湖面以及数不清的满湖的鱼儿。
青海湖容纳了大海的广阔与庄严，同
时也容纳了湖泊的俏皮与活泼。

青海湖拥有壮美的山，秀美的水。
湖的四周被四面巍巍高山所环抱 ：北
面是大通山， 东面是日月山，南面

是青海南山，西面
是橡皮山。这四座
大山海拔都在海拔
3600 ～ 5000 米
之间。青海湖在
距 今 20 ～ 200

万年前形成，初期原是一个大淡水湖
泊，与黄河水系相通，那时气候温和
多雨，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倒淌河泄入
黄河，是一个外流湖。由于新构造运动，
周围山地强烈隆起。湖东部的日月山、
野牛山迅速上升隆起，使原来注入黄
河的倒淌河被堵塞，迫使它由东向西
流入青海湖。来到湖边，人人都不由
自主地想要彻底放松自己，释放青春
活力。

在青海湖边，每年都会举行环青
海湖自行车公路赛，倡导人们关注环
保，也有不少游客选择自行车环湖游，
响应环保的号召。在湖边，有不少牧
民拉着自家马儿，让游人们体验一把
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

|| 航空工业西飞|||吴代平

西藏是我多年梦中向
往的地方！

2016 年 7 月，我终于圆梦，我
们一行 6 人自驾两辆 SUV 从西安出发，
行程 8000 多公里，完成了大美西藏行。

我们由川藏线（318 国道）进，青
藏线（109 国道）出，翻越了无数海拔
5000 多米的风光迤逦的高原山峰 ；走进
了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隐藏在原始森
林中美丽的墨脱县 ；登上海拔 5200 米的
珠峰大本营，仰望了高耸入云雄伟的珠穆
朗玛峰 ；在岗仁波齐雪山山脉的陪伴下，
穿越了平均海拔 4300 米如诗如画的日喀
则、阿里地区 ；翻过了喜马拉雅山脉，行
驶在令人敬畏的扎达土林，来到了一夜神
秘消失了的古哥王国遗迹 ；来到了神秘的
可可西里，奔跑的藏羚羊和逍遥自在的野
藏驴在身旁陪伴，每天行走在变幻着的、
画卷般的、忽为油画忽为国画的西藏高原。
高原的美，美得让人窒息！高原的美，也
让人震撼！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致的
美丽。

中国的景观大道川藏线

川藏线是被称为中国景观道的 318国
道的一部分。翻开地图，在中国北纬 30
度附近，有一条横亘东西，跨越极大的公
路，它就是起于上海，终于西藏樟木的
318 国道。从上海向西，太湖、西湖、黄山、
庐山、长江三峡、峨眉山、九寨沟、稻城
亚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拉萨、羊卓雍
错……这些中国知名度最高、最美的景观，
竟然都奇迹般地分布在 318 国道沿线，如
果把这些景观比作一颗颗镶嵌在中国大地
的璀璨明珠，318 国道恰似一根线把他们
串联起来，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条美丽的
珠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文景观大道。

有人说，去西藏走青藏线好，也有人
说，坐火车飞机去西藏好，但我还是认为
去西藏最好是由川藏线进、青藏线出。在
川藏线上极少见到由拉萨迎面返回的车也
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想要对西藏高原的美
全面了解，那么这两条路都应该走过，这
两条线珠联璧合，像一对郎才女貌的伉俪，
形成了完美的组合，向你展示世界上最美、
最独特的区域——西藏高原的魅力。

沿川藏线穿行，我们可看到坐落于狭
窄山谷中繁荣的县城小镇，看到宽阔广袤
的牧场，看到水草丰茂如桃源仙境般宁静
的河谷田园风光，看到半山起伏的牧场与
河谷田园相辉映的农牧混合景象。沿川藏
线旅行你用不着去专门寻觅美景，扑面而
来的那些摄人心魄的雪山、森林、牧场、
田园、河流、村寨、牛羊……美丽的景色
就会让你应接不暇。

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

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墨脱县是我
们大美西藏行的重点之一。在川藏线上的
波密县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
直奔墨脱，去墨脱还真的需要有些探险精

神！去墨脱的道路要穿过原始森林，山高
路险，有些路段只能通过一辆车，道路还
经常会被河水冲断。在进入墨脱的检查站
时，边防警察会检查车辆是不是四驱车，
看车的底盘高度，符合条件后才予以放
行。绵绵细雨一直伴随着我们去墨脱的路
上，就这样也掩盖不了墨脱所具有的独特
的美丽景色。原始森林的自然景观让人流
连忘返 , 真是“一山显四季，十里不同天”，
几小时内我们就领略到了从高山寒带到热
带雨林的千姿百态。参天大树、各种植物
与远处的皑皑雪山、绿色的草地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卷。路越往前走越烂，不断有
被急流冲垮的路段，对面也不时有折返回
来的车辆。在走过三分之一路程后，不得
不返回。虽然心中很是遗憾，但想想毕竟
也走了一回，领略到了传说中的墨脱的美，
也算值了。|

傍晚带着墨脱的泥土和浑身的疲惫返
回波密县，望着好似千军万马似的由雪山
下来的河水，翻滚着呼啸穿过县城，心中
也油然升起对大自然的敬畏。

在波密稍做休整后，我们又一鼓作气
通过了通麦天险，品尝了鲁朗石锅鸡，来
到了林芝地区。雨中的林芝，白色的云雾
缭绕在山间，远处的山峰、静静的湖水使
这雪域高原的美景有了一番江南的韵味。

高原明珠——拉萨

由林芝八一镇到达高原明珠拉萨市的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我们直奔布达拉
宫。

布达拉宫比想象中还要雄伟，不像是
宫殿，而像是一座巨大的堡垒，宽阔道路
对面是拉萨市解放广场，西藏解放纪念碑
耸立在广场中央，整体布局与天安门广场
颇有几分相似，庄严而肃穆。

布达拉宫周围是熙熙攘攘来朝拜的藏

族同胞和来自各地的游客，上千黄铜制作
的转经筒安放在宫殿的外墙上，朝拜者念
着经文环绕着布达拉宫顺时针行走，游客
则拿着相机、手机摆着各式不同的姿势拍
照。天空格外的晴朗，高原蓝天白云下的
布达拉宫愈发显得神圣。

离布达拉宫不远是著名的大昭寺和八
廊街（八角街），雄伟庄严绚丽的大昭寺
殿前香火缭绕，虔诚的藏族信众匍匐在地，
面对大殿里朝拜。

拉萨市海拔 3650 米，虽然高原反应
并不可怕，但刚到这里时还真的需要注意
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是“欺男不欺女，欺
胖不欺瘦，欺高不欺矮，欺老不欺少，欺
动不欺静”。经常有人刚到拉萨时感觉良
好，忘记了不宜过分活动，产生的结果是
第一天白天游玩拉萨，晚上高原反应，第
二天早上买飞机票回家。

又见北川   
|| 航空工业庆安　王建辉

新时代的高铁真快啊！用
了仅仅两个多小时，把我们从
关中腹地的古城西安送到了川
西北的重镇绵阳。

北川，是我们国家唯一的
羌族自治县，羌族百姓与藏、
回、汉等民族世代居住在此。
北川常年气候湿润、空气清新，
被人称作中国的“达沃斯”。
1976 年和 1992 年，我曾随父

亲回过北川，那时的北川尽管没有高楼大厦，但
古朴的民居，淳朴而热情的百姓给我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2008 年 5 月 12 日，一场罕见的大地震
袭击了川西北，北川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样一座
风景秀丽的古老县城毁于一旦，众多的生命被地
震吞噬，我的一位表哥也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如今 10 年过去了，经历了大地震洗礼的北川在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各民族同胞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辛勤耕耘，建设自己的家园。现在，一个
崭新的北川出现在了川西北的大地上。大地震后
我曾三次回过北川，每一次给我的印象都不一样。
傍晚，当我们乘坐从绵阳出发的汽车驶入辽宁大
道（地震后辽宁援建的道路），想到就要踏上家乡
的土地时，我的心跳不由得快了起来，此时此刻，
我想起了 1992 年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回北川，在将
要踏上故土时说的一句话 ：“又回来啦……”虽然
时隔 26 年，但老人家那淳朴的乡音我一直难以忘
怀。

第二天清晨一睁眼，我向窗外望去，蔚蓝的
天空万里无云，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吃过早饭，
我们夫妇二人与大哥大嫂、姐姐姐夫一行就向不
远处的新生广场走去。这个广场是地震后建成的，
面积不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羌历新年，北
川的各族百姓都要汇聚于此，举行祭祀活动，庆
祝羌历新年。2013 年，北川曾在此组织了万人跳
沙朗舞活动，当时还通过了吉尼斯认证。走到新
生广场中央，我们在巨大的纪念雕塑前停下了脚
步，尽管我已不是第一次到过这里，但每一次看
到纪念碑上的羌家妇女牵着一个男童欢快的神态
（这次男童身上裹着羌红，羌红是羌族祈求吉祥的
信物），我就会想起 10 年前北川百姓经历的那场
灾难，想到如今的北川是多少建设者和各族群众
付出了辛勤劳动才建成的……“咱们在这儿拍照
留作纪念吧。”随着大哥的提议，我们在此拍照留
做永久的纪念。

离新生广场不远处是“巴拿恰”步行街，步
行街入口处建有一座很高的碉楼（羌族特有的建
筑）。“难得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我们站在碉楼
上，可以俯瞰新北川县城的面貌。”电视人出身的
姐夫说完，我们几人鱼贯地向碉楼走去。今年是
“五一二”大地震 10 周年，同时也是北川羌族自
治县成立 15 周年，北川将举行隆重而简朴的纪念
活动，相关纪念活动正在紧张筹备中。我们几人
来到碉楼下乘坐电梯上到了碉楼顶层，顿时有种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站在碉楼上，
不仅北川新县城尽收眼底，我们还隐约看到了远
处连绵不断的雪山。眺望远处的雪山，我不禁想
起了父亲生前讲起的当年他长征时曾三次翻越雪
山时的情景，想到此我在心里暗暗说道 ：“父亲，
您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家乡的百姓已
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今正在大踏步地往小康
路上奔呢。”

知道我们几人下午将返回各自的工作地，中
午，家乡的亲人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羌族美
食，有北川腊肉、腊肠，好多种家乡的野菜，还
有四川特有的豆花等，总之大大小小的盘子摆满
了一桌子。席间，家乡的哥哥拿出了产自我父亲
出生地的“马槽酒”与我们共饮。吃着吃着，姐
姐提议我唱一首羌族的祝酒歌《清悠悠的咂酒》
来助兴，“清悠悠的咂酒哎依呀嘞索嘞，请到我们
羌山来，咂酒哎喝不完再也喝不完的咂酒哎，西
斯古（羌语 ：干杯）。”我第一句刚刚唱完，大家
立刻都跟着唱了起来……

北川，我的故乡，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野河山的槐香
|| 航空工业宝成　王辉|||

此刻，我正站在宝鸡扶风野河山的高岗上，
眺望着一树树的槐花，浓浓花香，沁人心脾。

野河山是杨贵妃故里，地处陕西宝鸡扶风县
北部，距佛教圣地法门寺仅有 8 公里，生态景区
内沟壑纵横，谷峡幽深，山峦耸秀，松柏青绿，
山花烂漫，滴泉荡漾，文物古迹，星罗密布。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有兴自驾游来到野
山河生态景区，是慕着那里的 18 万亩槐林、嗅着
槐的芳香而来。

此时，野河山的槐花开得正盛，满山槐香，
沁人心脾。当我站在野河山火石山的山岗上，被
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漫山遍野便成了花的海洋，
盛开绽放的槐花，洁白如玉，远远望去，犹如皑
皑积雪。我们驾车驶入幽谷的弯道，在平坦处，
停车驻足，悠闲漫步在槐树林间，被一树树槐花
簇拥着，盛开的槐花，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
掩映在一片嫩绿之中，白得万分纯洁，晶莹剔透，
妩媚而不娇艳，香气阵阵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陶醉其中。我忍不住，踮起脚尖，顺手在一条枝
上摘到了一串槐花，小心地捧在手心里，选取一
枚花瓣，含在嘴里，细品慢嚼，那酣甜的能够醉
人的花香简直就是一场味觉的洗礼！

车辆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前行。公路两旁，每
到平坦宽阔、槐树密集处，就能看到蜂农的帐篷，
以及布满槐林或路边的一排排、一堆堆的蜂箱，
成千上万的蜜蜂在花间飞舞，轻轻地煽动着羽翼，
生怕触动了花蕊的芬芳。

行驶的车辆惊动了一只为蜂农看场护家的中
华田园犬，传来“旺旺”的叫声，一位蜂农闻声
从帐篷中走出来，我们也在附近停下车，准备收
获一些路边的槐花。蜂农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模样，
他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并提醒我们 ：当心林子里
有蛇出没。交谈中得知他们来自甘肃。从蜂农倦
意的脸庞和晒得黝黑的肤色，可以印证他们劳动
的艰辛。听蜂农讲，今年春寒气温低，影响了花
蜜的产量和品质……

返回途中，我们又来到了野河山原生态人民
公社旧址，特意在附近的商店购买了四瓶槐花蜜，
准备寄给远在北京的女儿。据禅商（网名）讲，
这些槐花蜜都是去年的蜜，今年的新花蜜要到 6
月份才上市。为了方便以后购买花蜜方便，我们
互加了微信。

扶风野河山槐花节已经办了 10 届了，去年的
5 月 10 日，野河山突然间热闹起来，中国“槐花·蜂
蜜”文化旅游节暨扶风野河山第十届槐花节在这
里隆重举办，场面盛况非凡。真可谓“五月野河
花似海，槐香四溢沁心脾 ；漫山蜜蜂枝头舞，酿
得佳蜜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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