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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旅行日记
2021.5.9
（高邮——扬泰机场——绵阳

——成都）
手捧童年的憧憬
怀揣青春的向往
背起相机
带上行囊
迈开已不矫健的步履
我们出发了
去追寻那历久弥新的梦想

舷窗外的斜阳
机翼下的村庄
冉冉升起的炊烟
轻轻飘过的云朵
交织成温馨的乐章

“从新疆唱到珠江
从东北唱到西藏”
儿时的歌声犹在耳边回响

2021.5.10
（成都——泸定桥——康定

——折多山——新都桥——雅江）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
张家溜溜的小伙
李家溜溜的姑娘
深深眷恋着心上人
一曲康定情歌
把我们带往
温情脉脉的康定城

2021.5.11
（雅江——天路十八弯——理

塘——海子山——姊妹湖——巴
塘——金沙江——茫康——如美）

天路十八弯
一弯接一弯
盘旋向上攀
直上彩云端
过了十八弯
日照看金山

2021.5.12
（如美——觉巴山——东达山

——左贡——邦达——七十二拐
——怒江大峡谷——八宿）

补记：
昨日8时发车，22时许下榻澜沦

江畔。减去途中拍摄和午饭近3小时，
整整坐车11个多小时，其中70公里2
个半小时是在深山峡谷中行驰。这
一段是塌方、泥石流最集中的地方。
提心吊胆……我们总算顺利通过了。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虽有夸张但不无道理。

经历了昨天的险
更感受到今天的美

刚刚考验过我们的意志
您就奉上了惊喜的厚礼
啊！318，我的318
我不得不深情地呼唤你

那险峻的山峰
酷似康巴汉子壮实的膀背
那飘忽不定的山路
宛如藏家少女舞动的长袖
你为我们
邀来了白云
请出了蓝天
还让大山披上了洁白的盛装
那时不时流淌的翠绿色山泉
分明是少女裙裾摆动的镶边

318啊318
你是那样深沉豁达
又是如此慷慨仗义

2021.5.13
（八宿——然乌湖——来古冰

川——波密——古乡湖）
没想到海拔3850米的然乌湖

两岸竟然秀若江南。蓝天、绿树、雪
山、碧水，如诗如画，如入梦境。

翡翠般的然乌湖与莽莽五十余
里的雪山相依相伴、难舍难分、一路
牵手、情意绵绵……当你还在细细
品读雪山的宽厚成稳，慢慢欣赏湖水
的雅静温存，眼前又突兀涌现出童话

世界般的堆积冰川。

2021.5.14
（古乡湖——通麦大桥——鲁

朗小镇——色季拉山——林芝镇
——拉萨）

云雾缭绕，烟霞飘渺
若隐若現，变幻奇妙
忽晴忽雨，时昏时晓
雪域江南，四季面貌
美哉圣土，人间仙道

2021.5.15
（大昭寺——八廓街——布达

拉宫）
西藏，我来了
拉萨，我来了
布达拉宫，我来了

没有三步一叩首的跪拜
但有万里迢迢的虔诚
没有五体投地的礼仪
却带着从未动摇的信仰

姐姐告诉我
那是老祖母心中的西天佛国
她曾是那般地心驰神往

眼下，我正驻足圣殿广场

四处眺望
我看到了
珠穆朗玛的皑皑白雪
我看到了
布达拉宫的金碧辉煌
我看到了
天边那神奇的霞光
我仿佛还看到了
老祖母的微笑
那样欣慰
那样慈祥
是的，八十年后的今天
我帮她老人家
了却了心中的奢望

2021.5.16
（拉萨——曲水——尼木——

日喀则——札什伦布寺——拉孜
——定日——巴松村）

早上8点半从拉萨出发直奔珠
峰大本营。原拟夜宿大本营帐篷
内，深夜拍银河，晨起看珠峰。及行
至绒布寺时几近午夜，因太迟了被
拦住不让前行，只好落脚巴松村，借
宿村民家。

沿途山体中裸露着无数巨型鹅
卵石和大片高大树木化石，生动形
象地再现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2021.5.17
（巴松村——绒布寺——珠峰

大本营——日喀则——江孜）
今天，终于来到地球屋脊喜马

拉雅山的屋檐下，在5200米高的大
本营近距离瞻仰大地之母珠穆朗玛
尊贵的容颜。感慨万千，无以言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可
以增长知识、丰富阅历，更可以开阔
眼界，拓宽胸襟，修炼人生。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

2021.5.18
（江孜——卡若拉冰川——羊

卓雍措羊湖——雅鲁藏布江——
拉萨）

按计划今天返回拉萨，大半天
路程都是在四千大几、五千多米高
海拔山路上。由于几经考验与锻
炼，感觉反而好多了。

2021.5.19
（拉萨——纳木措——那曲

——安多）
清晨 6 点半离开拉萨，沿着

G109青藏线一路北上，开始了“川藏
青”之行的第二段。这一路基本上都
在4500米左右的高海拔公路上。

纳木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大型湖泊。虽早闻其美，当身临其

境时，仍不得不惊艳于她的幽静与
空灵。

过了纳木措，在经那曲到安多
的途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300多
公里路两旁，见不到一棵树（不是几
乎而是绝对），名符其实的高寒缺氧
不毛之地。

2021.5.20
（安多——唐古拉山——可可

西里——昆仑山——格尔木）
带上干粮，早早出发，今天的目

的地是格尔木。因为行程较长，路
况很差，海拔偏高，尤其是要翻过唐
古拉山、昆仑山两个高海拔垭口，还
要穿越200多公里的可可西里无人
区。艰辛程度不比前面经历过的
低，这一点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人算不如天算。出发时 6 点
（相当于内地4点），漆黑一片，车子
上了路方知夜里下过雪，公路两侧
白茫茫，而且，雪还在下，好在下得
不大。此情此景容不得半点儿犹
豫，必须趁早速行，否则雪下大了，
阻在路上，那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昨天几百公里途中，满
眼稀稀落落少得可怜的植被皆是枯
黄色的衰草，像是还没有被春天唤
醒的样子，那眼前的风雪弥漫则一
下退回到了现实版的寒冬。

因头上天气和脚下路况，我们
更像是坐在船上、航行在风浪中，上
下颠波、左右摇晃。除几处网红打卡
地稍停片刻，余皆无景可观，也不便
久留。经过15个半小时，用光了所
备的氧气罐，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2021.5.21
（格尔木——茶卡盐湖——青

海湖——西宁——兰州）
离开格尔木
转上高速路
七八百公里
直奔青海湖

茶卡盐湖打个卡
青海湖边擦个边
绕过西宁抵兰州
明天乘驾彩云归

2021.5.22
（兰州——扬泰机场——高邮）
23日补记：
傍晚到家，洗澡、吃饭，略作整

理，休息。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
后似有不适，还像在车上颠簸，还
像在高原行走，甚至还有点儿头重
脚轻腿打飘……是“醉氧”了有点
儿飘飘然，还是仍沉浸在诗意般的
旅途中不能自拔……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活、新秩序刚刚
建立，为了防灾减灾，一入冬，尤其进入年
根岁尾，地方上便组织村民群防群保、打更
巡夜。

打更所用器物名曰“打更梆子”，是一
种形同木鱼、状为长方，中空，下安一木制
把手，并配有一根小圆木棍的敲击传声之
具。打更之人即是更夫。

当班打更人家，一早便会收到上一班
打更人送过来的打更梆子和一面更牌。更
牌是一块小木板，板面所贴白纸上写着两人
一组的全庄户主姓名，以组数多少为一轮更
周期。若是户主临时因故不能应更，就以十
多岁男孩替值，但不能两人全是小孩打更。
我替过一回，想不到这一回就有了事。

记得那年腊月，我跟张大哥打了一回
更。一巡下来，还可到未睡人家坐坐谈谈；
二巡下来，未睡人家已经不多；三巡下来之
时，已是家家落闩、户户熄灯入睡了。这夜
三巡时来到陈凤英大妈家门前，张大哥鼻
子尖，说：“有烟煤子味。”于是驻足叫开
门。一进门就闻到烟煤子味，却找不到烟
出自何处。叫醒左右四邻，找遍家前屋后、
旮旮旯旯，还是闻有烟味，找不到出处。人
们来在陈家堂屋里，七嘴八舌议论分析。
陈家堂屋里，靠北墙放一张老柜，东墙下北
接老柜搁了一张陈大妈与两三岁小儿子睡
的小床，老柜上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老鼠
灯，灯光下已可见到丝丝青烟了。张大哥
走近老柜，依柜而立，忽然一声惊叫：“柜板
烫人了！柜里有火！”说时迟那时快，张大
哥移开油灯，掀起老柜半边活动的盖板，从
柜里拖出一床生着暗火、冒着青烟的新棉
花胎来，人们七手八脚舀水扑灭了烟火。

原来陈大妈点灯端小孩尿时，不慎将
吹灭了明火的火柴棒丢落在了老柜盖板
上，带着余烬的火柴棒从盖板缝隙滚落在
了老柜里为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新弹被胎
上，被胎在柜里阴燃了。多亏了打更！

打 更
□ 姜善海

城，因水而灵；居，有水而雅。高邮，
是一座城水相融、宜居宜业的灵秀之城。
蔓延数里的市河，碧水长流，倾注了一城
的万种风情。河两侧是古城居民密集区，
在吃河水的那年代，显然是宜居之地。享
誉古今的训诂学大师王氏父子宅邸，就建
于此地。中山路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市
井繁华。背靠市河的房屋，尤具商业价
值。高邮人说这里“前通大街后通河”，或
前店后作，或前店后居。

夏天的早晨，阳光斜照在河面上，那
飘渺的薄雾是早起人家的烟火气。玉带
河两岸码头是邮城日常生活最繁忙的地
方。河水说不上清澈，但浅部的鱼虾清晰
可见。脚踝浸泡水中，成群结队的小鱼会
来啄食，摩挲得你痒痒的。水边芦艾丛
生，芳草萋萋；岸上榆槐峣峣，绿树葱葱。
这里是“小桥流水人家”，这里有“清风半
夜鸣蝉”，这里可“听取蛙声一片”。附近
居民用水，都是在这里汲取，打水的人整
日络绎不绝。正常的生活用水需“下河
边”，早、中、晚是“下河边”的高峰时段。
淘米箩、菜篮子、锅碗瓢盆、衣袜被褥等，
都拿到河边洗涮。这时候的码头最为热
闹，捶衣声、淘米声、锅碗瓢盆撞击声，还
有问候声、家长里短谈笑声，声声入耳，划
开了河面的层层波纹。

大运河是高邮人的母亲河，高邮湖是
高邮人的外婆湖。小时候，爷爷经常让我打
开地图，找找自己的家乡。浩瀚无垠的高邮
湖，九十里水域的高邮大运河，水陆之比几
乎平分秋色。这里水泽氤氲、风景秀美；物
产丰饶、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
滋润了高邮人的肌肤，陶冶了高邮人的情
怀。大运河的“一江春水向北流”，那是一种
气势恢宏的壮美；穿心河、玉带河，绿水微澜，
那是一种小家碧玉的秀美；汪老笔下的大
淖，暗香涌动，那是一种岁月如歌的唯美。

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织绣了物
阜民丰、繁荣兴盛的锦绣高邮。

水韵高邮
□ 姜新联

川藏青圆梦之旅记实
□ 邱谨根

上篇：旅前运筹
去西藏，是我儿时的憧憬，多

年的梦想。随着年龄痴长，向往
和畏缩与日俱增。亲友同好仁智
各见，说法多多。虽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但无论主客观，否之者总
是占上风的。

我有过鼻衄，气压低而干燥时
最易出血；我患过敏性鼻炎，温差
大或极端气候条件下，呼吸会更困
难……更有亲历者告知，高反（高
原反应）严重时叫天不应、叫地不
灵的痛楚都有回不来的绝望。甚
至警告我：严重缺氧对大脑的损伤
是不可逆转的！也有人举了若干
刚到拉萨就返程回家的例子……
我疑虑经年，踌躇不决。不去吧，
终生遗憾！去吧，万一……余生痛
苦！但去了，还有成功的希望，实
在不行，大不了“战略撤退”——把
损失降到最低。

再说我有我的优势：我没有
任何甚础性疾病，身心健康三不
高；我有六十年太极拳有氧运动、
腹式呼吸的经验；我情绪稳定心

态好，自我控制能力强；平日喜食
肉，体内能量储备足……这些并
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具备的。

战略上决定了，战术上马虎
不得。周密思考、精心策划、充分
准备方可付诸实施。

五月，雪域高原开启了春天
模式，气温上升，植被返青，空气
中含氧量提升。又不太热，尚未
到旅游旺季。对，让过五一长假，
9号出发。

去西藏有三条路径：一是直接
坐飞机到拉萨。二是从西宁乘火
车去拉萨，列车可供氧。这样走，
时间短，速度快，人舒服。但一落
地，反差大，难适应，高反明显，调
整时间较长，且活动范围小。三是
从成都沿318国道进藏，这条路是
最美的，但也是最险的，苦和累毋
庸赘言。好处是一路走，移步换
景；步步高，缓缓推进；提前面对高
反，逐步调整，待到四五天后到拉
萨已基本适应了。

西藏游有三种方式：一是全
程跟团游，二是落地自由行。这

些都不适合我们。
“最好的风景在路上”，我们

要用摄影的方式去旅行而不是用旅
游的方式去摄影，我们要边走边摄，
边摄边游。从摄影角度讲，我们是
行摄之旅、沿途采风，从旅游角度讲
则是一次自我挑战的户外活动。因
此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种
方式——自己组团自驾游。从成
都经G318川藏公路到拉萨，完成
了拉萨市内、周边及珠峰大本营的
拍摄任务后，再由G109青藏公路
北上西宁，全部车程约5500公里。
成都前、西宁后乘飞机（航程3800
公里）。一共两周时间。

志同方能道合，在基本认同
此方案的基础上很快组成了六人
影友团（后来又有几位非影友自
愿申请加入）。

我们都是首次进藏，物色一
位熟悉、称职且负责任的向导（不
仅仅是导游，应该是全方位）以便
驾轻车就熟道，至关重要。友人
推荐了朱恩华先生，一打听，原来
是龙奔人，还是我学生的学生，很

快便联系上了。
朱君，18岁初涉世事，打工谋

生，20出头独闯江湖，摸爬滚打，现
年五十欠三。一次偶然的驴友机
缘，使他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户
外活动（组织）者。他痴迷此道，干
脆自立门户，自号“野驴户外·扬州
疯子”。他先后自驾进藏上百趟（我
开始也难以置信，后经考察并非妄
语），路况熟悉，经验丰富，关门过节
如数家珍，几成半个藏民。他思路
清晰，反应敏捷，举止得体，谈吐不
俗，像个敢担当、可信赖的男子汉。
面试式的个把小时交谈，印象颇佳，
甚合我意，遂当场拍板。后面十多
天的实践证明，我们找对了人。

经过“熟悉教材、阅读教参、分
析对象、选择教法”等环节，接下来
就是认真备课，完善教案了。我们
整理了一套完整的图文资料，包括
进藏须知、拍摄参考、行囊建议、办
证指南、行程路径、住宿选点……
以及变通策略、应急预案等，一步
接一步，一环套一环。这为后来的
有序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