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17年1月21日 星期六

副刊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民族文化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

探 访 卡 瓦 格 博
——朝圣观光纪行（一）

★祁继先

（接上期）我们的车沿着怒江逆流而上，山崖
十分陡峭，公路紧紧地贴着悬崖，路下是奔腾的
怒江，惊涛骇浪，路面坑洼不平，车颠得厉害。听
司机讲从前这一带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十分凶
险，朝圣者来到这里，一不小心就有跌进滔滔怒
江的危险。翻过一道山梁，望见一片开阔地，这
里叫“曲追塘钦”，意为温泉坝。前面的车子都停
下来了，此处有佛塔、嘛呢堆和一座小寺庙，到处
布满经幡，高高飘扬，我们来到了“空行母会供圣
地”。从外围顺时针绕一圈，走进“供盘”里：一块
大岩石像一座小山包似地卧在经幡丛中，有个老
人走上石顶挂经幡供糌粑，岩石左侧有一块能容
得下一个人侧卧的凹槽，朝圣者依次在凹槽里面
打个滚儿，据说能消除所有的病灾，毋庸置疑能
长寿。石槽左右两面和底部被朝圣者磨得平滑
光亮，现出美丽的石纹。拜过空行母会供盘圣
地，再进入寺庙里拜佛拜菩萨。然后离开公路，
向下走一节路，来到怒江边的“曲追”温泉旁，这
里有五处小泉眼，说是五方圣地加持水。我多么
想在这里泡泡露天温泉，洗去一路的汗渍，然后
躺在大石头上晒晒太阳，那该多爽啊！但是，没
有这个福气，只好坐车继续赶路。

离开“曲追塘钦”，跨过“恰古达曲”小河桥，往
前行驶不久来到一个长满高大成片仙人掌的平
坝上，司机停了停车，指着江对面那道山梁说：

“那是蟒蛇岗，据说是一条大蟒蛇变的。”右前方
那个巨大的岩石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鸟，怒
视着对岸的黑蟒岗。传说这是卡瓦格博神为了
防止黑蟒蛇作祟，特派这只大鹏鸟王看守这个黑
蟒的。汽车拐过一个山梁，前方江东岸那座山从
山顶到山脚白花花的，我不禁喊出声来：“啊哟，
那是什么山啊？”

我背后的那位男子说：“这条沟叫‘多噶’，由
白色的流沙形成的。以前过这个地方很危险的，
不仅难走，而且从上面滚落沙石，经常发生砸伤
人的事故。行人稍有不慎，也有失足跌入江中的
危险。一般情况下，上午过去安全一些。现在好
了，有了公路很安全了。”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了
黄豆米老师曾给我讲起2003年他们过这里时的
危险情形……到了近前才明白“多噶”是一个巨
大的石灰石崩塌体，从江面到流沙顶点足有1000
多米，宽约200米。这里白色的沙石据说是卡瓦
格博神珍藏的千佛共同加持过的米粒，因此人们
会带上一些沙石，作为镇宅和护身之宝。

面包车过了一个又一个满是仙人掌树的山
坡，察瓦龙乡政府所在地——扎南村已经遥遥在
望了。

来到梦中的察瓦龙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今天是农历9月20日，是我敬爱的岳母大人

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她老人家在世时待我像亲儿
子一样，关怀备至，这一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
她。按阳历年算岳母大人是去年10月13日去世
的，中原一带老年人去世一般都按农历计算，我
们也按这个习俗进行，我爱人他们今天要在郑州
老家扫墓祭祀，我在转经路上纪念她更有意义。

我带上经幡、三炷香走出“大理旅馆”，向扎南
村东南方向的煨桑台走去。到了煨桑台时天已
大亮，东方出现夺目的彩霞，我在煨桑台上方挂
上经幡后，先点上三炷香，见桑台上有松明，从旁
边捡了数根松枝煨桑，撒上几个糖果，站在煨桑
台前默默祈祷：祝愿老妈在那边世界没病没灾过
得快活，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

太阳的光辉照到了怒江西岸高高的山顶上，
我从煨桑台下到公路上，加快脚步向昨天来的方
向走去，因为昨天坐车没有了解到下面几个村子
的情况。路过加油站、检查站后进入到一个深沟
里，山谷中有一条河，这个季节河水不大，不过，
从铁桥两边宽敞的鹅卵石河滩可以判断出夏天
河水一定很大且时有泥石流发生。拐过山嘴，路
边有两个刻玛尼石的男子，他们说：“这条河是从

东面的‘崩嘴’山谷流出的，此山背面是卡瓦格
博。沿着这条河进入峡谷中，有天然的持财仙
女、智慧大鹏空行母、狮面空行母等很多圣地，您
可以进去看看。”因为这条沟不在转经线路上，我
是看不到了。

这一路都是砂石遍地，到处生长着罕见的高
大仙人掌树。走上3公里后来到一个平缓的斜坡
上，见上面有个村子，顺着土路向村子爬去。村
边除了几头牛和一群猪外没有什么动静。我进
了一个人家的院子喊：“有人吗？”随着喊声从侧
门出来一个男子，他叫久美，49 岁，是这家的主
人，紧接着从楼上下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久
美的妻子。我请久美介绍一下这周围的村子，我
俩来到门前的土坡上，听他一一介绍：“我们村叫
贡塘村，有10户人家，90来口人。原先这里只有
一户人家，都是陆续从江对面搬过来的。对面的
那个村子叫日东村，离这里有2公里多。前面的
那个大村叫丁顺村，有40户。”

他又指着北面说：“乡政府所在地叫扎南村，
最北面山脚下的村子叫龙普村，它下面的村子叫
争南村。”介绍完村子他问我：“您是到这里来检
查工作的吧？”我说：“不是，我是来旅游的。”他断
定我是个藏族人，说：“藏族人到这里来旅游干什
么！您是来转神山的？”我笑而不答……

告别了久美，我又到前面的村子里转了转，突
然手机响了，是更噶打来的，他说：“昆明的那几
位游客催我们了，您回来吃早点吧。”我掉头往回
赶，拐过山梁来到能见到扎南村的地方，朝阳下
的山川河流、村落美极了，为了把照片拍得好看
一些，我离开大路从仙人掌树和荆棘丛中穿行一
里多地，下到一个悬崖上面，从那里拍了几张察
瓦龙乡全景。正在兴头上，更噶又来电话催了，
我有些不耐烦：“让他们先走好了，我们可以徒步
前行。”电话那头不吱声了，我加快了往回赶的脚
步。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能错过了拍照卡瓦格
博绝佳的机会。早上看不太清楚，现在看清楚
了，扎南坝子东山山腰上有一座亭亭玉立的岩
峰，仿佛是一位俏丽的女子。传说这是卡瓦格博
的女儿，在嫁到印度途中，经过扎南地方时，她被
此处美丽的风光所吸引，流连忘返。结果天色大
亮时，迎亲队伍不见新娘，只好空手而归。新娘
子也变成了这座岩峰永远留在了这里……

我赶回驻地已是十点半了，草草吃点东西，背
上相机赶到小娴他们住的察瓦龙旅馆。今天的
行程是这样决定的：昨晚更噶到察瓦龙旅馆找扎
西时碰到了在阿丙村同住一个客栈的昆明游客
小娴他们一行四人，他们打算包车到格布村，新
修的公路也是顺着传统的转山路的，一个景点也
不少。阿吾扎西也说：“坐车和走路都一样，圣迹
都能看得到。”于是，他们商量一起包一辆面包车
在格拉山腰等赶马人。我也同意了这个方案，阿
吾扎西的脚还没好利索，让他也跟我们一起坐车
前往。他把骡子托付给了为小娴和徐滔他们两
拨人赶马的人，他们是昨天路上碰在一起的，都
是德钦老乡。

我在路边碰到从浙江来的徐涛他们，他们说：
“今天要在这里休整一天，明天坐车绕道左贡县
碧土乡直接到‘说拉’脚下。”我们的车子刚驶出
扎南村，东面的山腰上有一条黑色的岩石，仿佛
一只巨大的蟒蛇向下面的村子俯冲下来，我想这
一定是蟒蛇山。与此联想到今早在扎南坝子里
看到的形似一条大白蛇的白石头岩石带，我记起
了仁钦老师讲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大黑
蟒蛇从山上冲下来，正要涂炭山下的生灵时，卡
瓦格博神派出他手下得力的守护神大白蛇来迎
敌，大白蛇高仰着头，张开大嘴，横卧在扎南坝子
中间，大黑蟒蛇见状吓得在山上动弹不得……

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汤堆拉”（坝子上方的山
岭）山脚下，前方三岔路口有一木牌，左边指向左
贡，右边指向察隅，从这里我们告别怒江向左贡
方向前行，翻越“汤堆拉”经过两个村庄，也就是

早上久美介绍的“争南村”和
“龙普村”。龙普村的东山上
有一大片白流沙滩，山腰有
一座小庙，那就是庙小名气
不小的“堆格拉康”（白流沙
庙），也叫“三身庙”。因小庙
右方的岩石下有天然的法身
无量光佛、报身观世音菩萨、
化身莲花生大师的三身像而
出名。庙后有一天然的足
印，据说是无量寿佛留下的
足迹。

进入森林地带，车子盘
山而上，回头遥望，怒江在一
道道山梁中时隐时现，蜿蜒
流向遥远的南方。站在“汤
堆拉”垭口，视野开阔，记起

《圣地志》中说“汤堆拉”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东
面的山头是金刚手菩萨的圣地。那么，西面形如
孔雀的山头是什么呢？当然是天然的孔雀圣地。

翻过“汤堆拉”山口进入原始森林绕行而下，
半个多小时后过了森林地带，来到半山腰的一个
山头上，眼见沟底有一清清的河流和小村庄，犹
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马上让司机停车。下车欣赏
难得的风光：遥遥望见东面大峡谷外的雪山，三
座大山在这里聚首，恰似玉带般的玉曲河从崇山
峻岭中蜿蜒穿行，在此处从山脚下又折向北流
去。小村庄叫“扎古村”（岩石山门下的村子），玉
曲河从村子的北面狭窄的悬崖中间穿过，真是名
副其实。对面大山半山腰的“喀珠玛格榻”（空行
母织的布），更让人叫绝。

过了扎古村沿着玉曲河继续向北，前面山路
很陡很险，车子行驶在蜿蜒陡峭的险坡上，悬崖
下是汹涌的玉曲河，令人胆战心惊。路过达热打
村，过一座铁桥就到了格布村。从格布村开始爬
山，不知绕了多少个弯，到了村子对面格拉山顶，
从扎南村到这里整整47公里。我们八个人下了
车，付了车费，从这里离开公里，徒步翻越更加艰
难的“打古拉”了。

蜿蜒如带的玉曲河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阴转晴再转阴
昨天下午我们到了格拉山腰，公路边上有小

卖部和住宿点，在这里等赶马人歇息近一个小
时，仍不见他们到来。我们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各自背上背包，沿崎岖的山路向上爬去，这是达
古拉的第一关。爬上一个山头向南可望见从“塘
堆拉”山口以内的所有来时的路，玉曲河西岸的
山梁像一只向北爬行的巨大的乌龟，它的背后有
一座雪山，皑皑白雪，那便是卡瓦格博的西门护
法大王——骑狮战神。

向北眺望，一个的美丽的小村庄坐落在山腰
的台地上。晚上问赶马人才知道那个小村庄叫
瓦村。再平行一段路后，有一岔路口，一条通向
西藏左贡县，一条通往云南德钦县。现在左贡通
了公路，公路不是沿着原来的小路，而是从对面
的山腰蜿蜒向北而去。我们沿着通往德钦的小
路，一个多小时后到了目的地“格拉毕日格归”。
这里一共三间房：一个通铺住人木屋，一个厨房
兼卧室木屋，一个小卖部。山坡上没有水，是从
沟里用胶管引来的，清澈透凉。一路没有条件洗
澡，头发黏糊，实在难忍，又见太阳暖洋洋的。于
是，我把胶管挂在高高的树杈上，脱去上衣洗起
头来。几个昆明的朋友劝我说：“这么冷的水最
好别洗头，会感冒的。”清清的雪山之水经过胶管
从两米高处落在我的头上，溅起水花，浸湿了我
的衬衣，浇个透心凉。这是一道别处见不到的风
景线，后悔没有让更噶拍下来。太阳挂在西山头
的时候，赶马人和马匹都到了，小小的平坝上骡
马们表演了一场争先恐后的打滚戏，顿时尘土飞
扬，马嘶啸啸……

小娴他们四人从德钦县城和察瓦龙乡买了不
少蔬菜和大米，晚饭做米饭，煮了一锅粉丝豆腐
白菜汤，外加我们带来的本地腊肉，味道真不
错。我们又从小卖部买了几个香肠和挂面，准备
早餐食用。晚上我们十几个人一个挨一个地躺
在通铺上，不一会儿满屋都是鼾声。

天蒙蒙亮时，木屋里一阵骚动把我从睡梦中
惊醒，赶马的那几个小伙子起床到上面台阶上的
屋子里烧茶、下面条去了。我们几个接自来水洗
漱，看天色有些阴沉，山上云雾缭绕。小伙子们
把茶打好，把面条下好了，美美一顿早餐后，收拾
东西，驮好马匹，七点半我们就上路了。今天的
队伍好庞大：小娴他们 4 人，更噶我俩，赶马的 4
人，外加六匹马，我们这支壮大了的队伍，浩浩荡
荡进入森林地带。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爬行，上到海拔3700
米处，到了一个休息地，地名叫做“萨森曲尼”，有
两个简易塑料棚和小卖部，旁边有一泉眼，行人
可以在此烧茶、住宿，此时没有见到客栈主人。
站在山坡上朝山下望去，遥遥可见昨晚的住宿点
就在下面的深沟里。补充了一点能量后继续向
上攀登，在临近达古拉山顶之前，向北山上仰望，
丛林中有一座凸起的岩峰，据说是天然形成的弥
勒佛。仔细端详，果真有点像呢。

十一点半我们到达海拔4100米的达古拉山
口。达古拉意为“绕盘山”，也有人说山上有老虎
而得名。山顶经幡飞舞，桑烟缭绕，四周是茂密
的杜鹃林。翻过山口向南下山，山路隐入莽莽的
原始森林中，我们穿行在抬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
林中。从山顶下行约一个半小时到了森林与灌
木结合部，转过一个小山头，突然眼前一亮，好一
派壮丽的山河！群山巍峨，千崖万壑，气势雄浑，
山脚下的玉曲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紧紧系在巨
人的袍子上。昆明姑娘小娴站在路边用微型摄
像机拍摄风光，见我下来，她说：“爷爷，这里风景
太好了，有雪山，终年不化；有原始森林，参天古
树；有河流，就像玉带缠绕。风光使我挪不动脚
步，让我大饱眼福了。”她要把这梦一般的仙境记
录下来做成视频，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我俩会心
地笑了起来。

我问阿吾扎西这河叫什么，他说，这河就是我
们昨天在扎古村下见到过的玉曲河，它把达古山
脉绕了一圈。原来，我们昨天从玉曲河边上山，
到达“达古拉”山顶，又折向南，下山到了山前面
的玉曲河边。从地图上看，玉曲河发源于西藏昌
都地区类乌齐县附近的瓦合山南麓，流经洛隆
县、察雅县、八宿县、左贡县，在察隅县察瓦龙乡
境内的目巴村附近汇入怒江。

山下玉带般清澈的玉曲河从狭窄的山谷里流
过，两岸紧紧相夹，水声震彻山林。临近玉曲河，
要经过一条山深壑，险崖临河，从崖边向下张望，
不见河流，充耳都是狂吼的水声，从一个陡峭的
沟里顺着曲流拐弯的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到谷
底。玉曲河边海拔2520米，再向南走一截就到了

“ 来 得 ”铁 桥
边 ，过 桥 到 东
岸 ，是 一 个 热
闹 的 休 息 地 ，
徒 步 行 走 过

“达古拉”的香
客和从扎南村
坐车绕行碧土
乡的人们都集
合 此 处 ，从 这
里翻越“说拉”
雪山。此处叫

“珠喀”，从地
名 上 来 分 析 ，
很早以前这里
可 能 没 有 桥
梁 ，而 是 一 个
渡口。路边有
很多小食店和
小卖部，还有一座年久失修的佛塔和转经筒房，
路边的木板房里还放着台球桌。这里聚集了很
多人，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走了大半天的人
们都在各自忙着吃午饭，小食店里挤满了人，好
不热闹。

从海拔2460米玉曲河边到海拔3000米的“说
拉”雪山脚下的来得村要爬两小时的山，很多游
客坐着当地人的摩托车上去了。太阳火辣辣的，
马背上的矿泉水一瓶接着一瓶灌到肚子里还嫌
热，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个多小时后，到了

“扎卡贡”，河对面的上有个村子，叫做高咱村，玉
曲河从北向南顺着山脚流过。阿吾扎西说：“下
面还有一个村子，名叫永日村，玉曲河在永日村
下转了一个大弯向西流去。据说是被卡瓦格博
以神鞭抽打玉曲河，迫使它折向西流去。”从“扎
卡贡”向东，山路平缓地向山谷纵深延伸，下午六
点钟终于到了只有四户人家的来得村。一般情
况下，朝圣观光者在此地食宿休整，以便第二天
翻越说拉山。

到了村里要变天了，我拿着相机赶紧到村里
转了一圈，来得村东面山岩上的原始森林中有一
座很奇特的悬崖，据说是阎魔王及其部下的居住
地……天阴沉沉的，没过多久下起了小雨。

老乡的家里都住满了人，我们就住在了一位
牵马人的老乡开的客栈里，说是客栈，其实是两
排塑料大棚，外加一个木板食堂，一个大棚里能
容得下30来号人，通铺都住满了。食堂很忙，人
多轮流吃饭。临近黄昏，浙江的朋友徐滔他们也
赶到了这里。

翻越奇拔峻秀的“说拉”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晴
昨晚的雨没有下大，临睡前天又晴了。我倒

希望下大一点，山脚下的是雨，山上下的便是雪，
可以欣赏一下冰雪漫天盖地、银装素裹的梅里雪
山，重温上初中时冬季过东旺雪山的往事。可
是，这么点小雨在雪山上形不成“千峰笋石千株
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的壮观场面。

昨天我们在谈论如何过“说拉”时，四位赶马
人说，雪山垭口结了冰，牲口过去很危险，午后雪
化了以后再过最安全。我们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决定我们在天亮之前先行一走，在“梅秋崩岗”休
息点等他们，在那里吃过午饭以后一起过“说拉”
垭口。

因为睡得早，我凌晨四点就醒了，起来到棚子
外仰望天空，只见星月交辉，清澈明朗。又回到
铺位上，给眼睛贴上“好视力”，为双腿按摩喷药，
为翻越被称之为凶煞神地盘的“说拉”做好充分
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朝圣的藏族同胞们陆续起
床出发了，我们几个起床后，草草吃过早点，收拾
好行囊，打着手电筒向着“说拉”进发了。

昨晚下了点小雨，我想道路肯定会有些泥泞，
但是森林中弯弯曲曲的山路没有泥巴，倒是脚下
没有了灰尘，感到清爽许多。走这样的夜路，谁
也不愿多说一句话，只顾低着头机械地前行。虽
然一步一喘，但空气特别新鲜，感觉十分舒畅。
从来得村攀登的这座山叫“香多拉”，此山非常陡
峭，满山遍野生长着栎树，山路一直在山脊上绕
来绕去，没完没了。原来，朝圣转山的人们中流
传着的“香多十八弯”，就是指的这座山。“香多
拉”弯多坡陡路程长，据说休息18次才能到达山
头。我们也在途中休息了不少次，没有18次也最
少有10次了。足足爬了三个小时便来到了一个
山头上，海拔4075米，是著名的“梅秋崩岗”，此处
有客栈，有小卖部，有烧茶、做饭的简易厨房，转
山人所需的饮食应有尽有。

从这里往北有一条老路，我问客栈老板后，方
才晓得这是著名的“茶马古道”在滇藏交界的汇
合点。我兴奋极了，在茶马古道的悠悠历史岁月
中，“梅里雪山”海拔4815米的“说拉”山口是云南
马帮们从德钦走进西藏的门户。驮着云南普洱
茶的马帮翻过“说拉”山口，就进入西藏昌都地区
左贡县的甲朗和碧土，然后沿玉曲河北上，经左
贡到达邦达。我沿着老路往北走了一段路，山上
长满了栎树和杜鹃灌木，间有零
星云杉。看不出除了虫草以外
还会有什么人们所说的“梅里雪
山有极其珍稀的药材”。到了

“梅秋崩岗”海阔天空，进入高山
牧区，周围都是高山草甸。

吃过一桶老坛酸菜方便面
和一根香肠，再嚼上几块牛肉
干，稍作休整后，又继续前进，山
路缓缓向上。山脚下宽敞的草
地风景极好，植被以低矮的刺柏
树为主，怪不得此山名叫“说拉”
（香柏山）。这些柏树在转山人
看来都是最好的护身圣物，采集
一些柏树枝叶插在竹杖上端。

转山人到了这里就不再大声喧哗，怕任何不敬的
行为都会激怒“说拉”左右的山妖水怪七兄弟、草
地神和龙神等，瞬间遭受严厉惩处。

爬上一个坡，抬头仰望，只见“说拉”垭口与蓝
天连在一起，右侧犹如堡垒般矗立的海拔5295米
的“说拉赞归玛布”（柏树山上凶暴的红脸厉神）
神山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啦！心里没有丝毫的胆
怯，反倒增添了一份自信。真正的考验是走过几
个缓坡后，直上山顶的那一节陡坡。由于缺氧行
人都喘着粗气，缓慢地向上爬行，拐过几个弯后
终于到山顶了。往下望望来时的路，还有许许多
多的朝圣观光者正奋力向上爬行呢。

垭口风很大，密集的风马旗哗啦啦地飘舞，像
是在不停地念诵六字真言，又像是急切切地把朝
圣观光者虔诚的心愿传扬上去。人们兴奋地在
狂风中悬挂各种经幡，但谁也不敢在这凶神恶煞
的地界高声呼叫。“说拉”犹如一堵城墙般陡峭，
两边的山脊形似刀刃状，山峰两面山岩耸立，怪
石嶙峋。天空明朗，阳光灿烂，站在山顶向着东
方眺望，德钦县境内澜沧江沿线的群山如海，白
云绵绵。在往北看，哦，我亲眼看到了“说拉”垭
口以北真正的“梅里雪山”和眼前“梅里雪山”的
主峰“说拉赞归玛布”。

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忘记了来时仁钦老
师的提醒：“‘说拉赞归玛布’是一尊厉神，不宜在
山顶久留。”我在山头欣赏风光，上下左右，前前
后后，看也看不够，手里的相机不停地跳动着快
门，竟在此停留了四十分钟。“说拉”雪山周边还
有很多圣迹，比如，姆措湖上方天然的怖畏救护
尊、姊妹护法、毗沙门大天王、具誓多吉勒巴等愤
怒诸佛尊。

下山路上都是正在融化的冰雪，很滑，右侧是
陡坡，一不小心就有跌落到雪窝的危险。走这样
的冰雪路，对一个藏族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
对内地来的游客来说可是大问题了，有的是被人
牵着下来，有的是扒着冰雪下来的。独臂牵马人
都吉在路面最滑的地方挖了梯形坑，在等着我下
山哪，真让我感动不已。我们终于来到了山下。

山下是一大片杜鹃林，远山还残存着一些积
雪，可以想象得到，每年六月初，这里一定会是杜
鹃花的世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六月的东旺雪
山垭口，那红的、紫的、白的、粉的、黄的杜鹃花竞
相开放，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杜鹃王国，穿行
在梦一般的风景之中，心情格外的好，呼吸也舒
畅极了。这里的杜鹃林比东旺雪山的更广更密，
夏天一定会是杜鹃花的海洋。往下植被就显得
愈来愈丰富，一个小时后到达“多塘”，也叫扎西
牛场，此处是一个食宿休息点。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正好下午三点半。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无法
通知外甥明天上午到梅里石来接。于是，决定让
更噶今晚赶到梅里石村去通知外甥明天上午赶
到梅里石。从扎西牛场到梅里石还要走四五个
小时，更噶急速下山，一会儿就消失在丛林之中
了。

我真没想到来自大城市的小娴和小程他们
四人这么能走，除了吃的东西和用具驮在马匹
上以外，行李和相机都自己背着，上山下山不在
话下，还一路说说笑笑的，他们使雪山低头，河
水让路了。四个年轻人为我们找好了一间木楞
房，把我安排在最里面。住处比前两天的塑料
棚强多了，铺位是用木桩把木板抬高后铺成的，
左右两边各一张大床，可容二十人左右。小程
和小娴用他们自带的小炉子煮咖啡请大家共
享，大家一起毫不客气地喝起来，感觉就像是一
家人，其乐融融。

木屋下方还有好几个中国红十字捐赠的帐
篷，也都住满了人。我们铺好垫子和睡袋以后，
走进那间写着“扎西牛场”字样的木屋，屋里铺着
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女主人正在忙着给大家
烧茶、做饭，屋子里的炉火烧得正旺，大家都围着
火炉烤火，谈笑风生，感觉非常开心。黄昏时来
了一批来自察隅的转经人，挤进了我们的木屋，
使屋子里变得更加热闹。大家脸上带着灿烂的
笑，找不到一丝倦意…… （未完待续）

从察瓦龙乡高山草甸远眺梅里雪山从察瓦龙乡高山草甸远眺梅里雪山。。（（李强李强 摄摄））

““多噶多噶””滑石滩滑石滩。。（（李强李强 摄摄）） 沿途良好的植被沿途良好的植被。（。（安永鸿安永鸿 摄摄））

来得村来得村。。（（安永鸿安永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