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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高山营地的生活
●刘杰文／文 于守山 吴吉／图

高山营地是美，但无论哪个人，去住上几
天，都会觉得非常痛苦。

千辛万苦爬上去，交通不便，无水无电，风
餐露宿，扛包入住。大都是木屋或军用帐篷。
几块木板铺在地上，就是你的床。你累得不会
动，头疼欲裂，还要自己去劈柴，好不容易生起
火，浓烟熏得你眼泪汪汪，连老鼠都受不了，气
得离你而去。坐久了，一扣鼻子，扣出一坨浓黑
的血块。一旦下雨，立刻身处风雨之中，飘摇得
直哆嗦，最后一点浪漫也被浇灭了。

总之，在城市生活惯了，是人都会觉得营地
太苦、太脏、太不方便。从营地回来，都会惊讶
地发现，原来我的生活那么美好.

但是，如果你住得再久一点，克服一下文明
的负担，不洗澡，不刷牙，不洗脸，浑身痒痒就打
一下滚，感觉就会大变起来。在城市，无论你到
什么地方去，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逛街累了花
点钱，就可以吃到酸辣粉，但总感觉太拥挤，不
自觉地要去应付，而住在高山营地，会使你忘掉
人群，甚至忘了自己，流云飞动，心气平和，在与

世隔绝中与自己对话，搜寻着那些自然的恩赐。
你的脸，吧嗒一声掉了下来，不用在乎别人怎么
看。要是再住下去，住上一、二个月，看着草变
绿，花变红，乌鸦停在树梢的月影之中，每一件
事物都是清澈的、自在的，非常值得怀恋。

生活的简单，山河的壮丽，行走的自由，在
空旷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清凉。回想起来，真会
觉得，实在扛不住了，就去山上住住。在营地度
过的，真是一段桃源般的隐居生活，重新把自己
放在了四季轮回之中，城市虽然便捷，但是太
忙、太赶、太放不下，总是催着你向死亡奔去。

六年多以前，我第一次跟扎西到营地。随
行的兄弟一上来就病了，发起高烧，晚上躺在地
上直哼哼，吃什么药都不管用。酒鬼猎人挖来
野生黄连，这些带刺的灌木就长在木屋边上，一
点也不起眼。他剥下树皮，一根根金灿灿的，泡
在水里，用火一煮，沸腾出一大锅黄金汤。灌下
去，苦得“哇哇”直吐，等你擦干眼泪睡一觉，醒
来就清醒了。这，虽然是营地生活的一件小事，
但也耐人寻味：自然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只是等

待着你去发现。
生活不讲究，是在自然条件下没办法，但是

在另一方面，高山营地，也不是全成了野人。只
不过，这里的快乐，这里的娱乐，没有光电，纯净
自然，山歌中喊出男欢女爱，舞蹈中相互试探，
直抒胸怀，狂野不羁，神山圣湖映照千年，杜鹃
花海里站着古木，得了天地自然之气。一方面
是大山大河所形成的开阔胸襟，另一方面也是
民族文化，告诉人们，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只
是生命轮回里的一个过程。就说他们的歌吧。
歌词很简单，唱家乡，唱母亲，唱的最多的是男
女的恋情。他们是这样，喜欢就喊出来，变心了
就骂出口，无遮无拦的。有些词太煽情，“生生
世世为你付出一切我也愿意”，多大的话啊，可
用他们那种嘶吼的唱腔，也不觉得太做作，反而
有一种瞬间爆发的激情。你会觉得，本来就是
这样啊，男人追女人，那一刻，死多少遍都会愿
意。

有时路过营地的，会有那种行吟歌手。唱
的是《格萨尔王》，唱国家的兴亡，英雄的悲歌，
人生一直在流转，而世事总是变幻无常。他手
握弦子，唱得断断续续，低眉闭目，几近呜咽，好
像已经目睹了一切变迁。男人的嗓音，随大山
起伏，在明月下唱出了长河，乾坤古今的一切情
感都成了过往云烟。最后，他收拾行囊，拿起别
人的施舍，总是会唱皈依经。

我觉得，藏歌最动人的部分，是那些连接
词，用于过渡，加强语气。比如，“呀拉索”“索呀
拉““穷直啊穷直”……可以直穿云霄，也可以轻
快一晃，没有具体的意思，却给人巨大的想象空
间，类似于中国古画里的留白。我们的留白，如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那种高远空灵的
意境，是一个人的孤独，他们却是喊出来的，唱
到一半，或到至情至性的关头，忽然抛出一阵调
子，你看着大山上缓缓展开的云朵，听到这种抚
摸万物的吟唱，自然会浮想联翩，全身都被自然
吸了进去，更觉辽阔，荡气回肠。

谁说藏族不细腻呢？他们的细腻，是被鲜
血打红的情感。

还有啊，大森林里的风声，那是自然的长
啸。你在大风呼啸的夜晚，一个人坐在火堆旁
边，犹如坐在了大地温暖的掌心，寒风穿过松
林，听到一二声狼嚎，真是苍凉孤寂，风急天高
狼啸哀，无边的落叶，正在萧萧下落，动荡着你
的心腑，不由打几个寒战，感叹生命为何会如此
悲凉。这种荒野的呼唤，只有在高山营地，也只
有一个人面对自然的时候，才能感触至深。藏
族朋友爱野餐，他们叫“耍坝子”，即便是在一寸
光阴一寸金的虫草季节，也会集体停工，带上各
种野味，一起爬到最高处去“耍坝子”。

雪顶辉煌，身下杜鹃开成了花海，白云的身
影一片片盖过山岗，大伙围坐在一起，吃肉、唱
歌、跳舞。每个人都要表演，欢笑声一阵阵冲向
高空。雄鹰飞翔处，大雪满苍穹，每个人都笑得
格外灿烂，把一碧的晴空，清洗成了长空万里。
直到金光万道的黄昏，人们才身披霞光下山，走
到营地，回头一望，身后已是日落红霞飞满天。
入夜之后，风露渐起，野鸡鸣叫，喝醉了的还在
笑傲，女人们烧起酥油茶，一个小小的营地，顿
时升起一派旺盛的烟火。

当然，还有暴雨将至，云海升腾，烟雾弥漫，
野鹿成群，小松鼠翘起了尾巴……以及爬到冰
川听雪崩，山间突遇大熊，等等。高山营地的日
子，在平静流淌中，有着很多奇遇。

还好我离雪山近，我又想上山了。

11 月底，香格里拉市不经意地飘起了一点
小雪，悠忽就融化了。这个时候，突然想去看雪，
就和朋友一同来到了城郊外的石卡雪山。

在这里，果然如约看到了石卡初雪，晴空下，
让山峰们峥嵘不老，岁月静好，。

石卡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郊西南７公里处，
它不仅是迪庆州境内距香格里拉机场最近的综
合性旅游景区，也是目前迪庆高原唯一具备缆车
观光条件的立体性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石卡”一
词来源于香格里拉藏语译音，含义为“有马鹿的
山”，而马鹿在藏传佛教里面是正在聆听讲经说
法的芸芸众生，因此，马鹿是藏传佛教吉祥动物
之一，表示“吉祥长寿、驱邪正法”，所以石卡雪山
景区在藏民的心中就是香格里拉的保护神。同
时，石卡也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财神山。

还没有看够石卡雪山景区前一排排的玛尼
堆，我们就登上了观光缆车。缆车分为上、下站，
每组3至4个车厢，每个车厢坐下８个人后，大绞
盘就开始轰鸣着，拉着来回在高山峡谷、流石滩
上穿梭。下站和上站的转换站外，就是亚拉青波
大牧场，在寒冬里，仍然有牛羊徜徉着，并有牧人
在售卖新鲜牦牛奶。 缆车走走停停，停的时候，
就是有游客在站点上下车。要到上站山项时，脚
下是上百米高的悬崖，头顶上是展翅高飞的苍
鹰，缆车停在空中轻轻摆动，刹那间，感觉呼吸都
急促起来。

在石卡山顶，看到了久违的积雪。山风烈烈
作响，骄阳当空，仿佛在烤化皮肤一般。积雪掩
盖不住下面的雪茶和地衣植物，在海拔近 4500
米以上的地区，生命的力量很顽强。地质地貌多
样性是石卡山景区一大特色。由于其地处青藏
高原横断山三江纵谷区，地质结构复杂，有多种
地层出露，砂岩、石灰岩、板岩和硅质岩交错分
布，剖面、断层、褶曲和结理等构造特征十分明
显。地貌上，除了拥有众多的神秘峡谷、冰蚀湖
泊、草甸溪流和砾石溶洞外，还有各种角峰、“U”
形谷、冲击扇、冰川碛物和古冰川地貌等等。

一直向往石卡的灵犀湖，不过，寒冷的天气，
动摇了前去探索的步伐。

在初雪的石卡山顶，可以看到纳帕海、香格
里拉机场以及更远的雪山诸峰。一路上，我们看
到亚高山带和高山带所有自然垂直带立体生态
景观资源，景区内垂直带分布的雪山、灵湖、森
林、草甸、珍稀动植物和观赏植物、人文景观资源
以及神山宗教文化和香格里拉垂直游牧文化主
题，为自然生态旅游注入活力。

听同行的朋友讲，在过去，石卡雪山是连接
吐蕃与南诏的纽带，东南与姜域的玉龙雪山遥相
呼应，西北与梅里雪山遥遥相望，是吐蕃时期滇
藏茶马古道进入藏区的第一座神山。这神山帮
助吐蕃赞普实现了与南诏国和睦相处、互利共赢
的愿望，促成了南诏公主与吐蕃赞普的美好姻
缘。这神山还帮助世世代代前来朝圣的茶马古
道商贾一路顺风、生意兴隆，所以石卡山也就是
名副其实的财神山。

初雪的石卡雪山，也有爱情的故事。游人有
的三俩成群，或自拍，或独自眺望远山，冥想心
事。也有新人们，不畏严寒，在巅峰上，在栈道
间，留影下白头偕老的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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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抵制低价游、拒绝零
报酬”导游机制加快形成

在国家旅游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共同努力下，保护消费者利
益、保障劳动者权益，“抵制低价游、拒绝零报
酬”导游机制体制加快形成。

今年3月，经征求人社部、全总的意见，结
合湖北、吉林、福建旅游主管部门的申请，国家
旅游局决定在导游基础工作好、工会组织和行
业协会机构健全的宜昌市、延吉市、厦门市开展
导游劳动报酬集体协商试点工作，试点期限半
年。半年来，3个试点城市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均建立了导游基础工会，导游劳动报酬集
体协商工作积极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宜昌发布《宜昌市导游行业劳动报酬保障
性标准》，标志着导游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和胜利，专家希望 3 个试点地区
能够为全国推行导游劳动报酬集体协商工作提

供更多宝贵经验。
据介绍，去年国家旅游局、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首
次专门针对导游行业的劳动权益保障出台行政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导游劳动报酬集体协
商和指导性标准制定工作，选择试点地区建立
协商对话机制，制定当地旅行社聘用导游劳动
报酬指导性标准，定期公布、调整，从而建立公
开、公平、合理的导游薪酬制度。今年在哈尔滨
召开的“2016年全国导游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
议”上，印发了《国家旅游局关于深化导游体制
改革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健
全导游执业保障体系，开展劳动报酬集体协商
工作，重申了导游劳动报酬集体协商试点工作
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