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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特别热，我本来从来不穿的西装，穿上又脱下去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西藏为何如此迷人》，这

个题目不太适合我们科学院这个地理所的风格，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搞科研的，我看青藏所的他们有些题目都

《青藏高原崛起的机制》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说这是一个个人的感受，有许多人到西藏，他可能感到高山

反应，可能还挺难受的。但是对我而言，到西藏真是那种感觉太棒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觉得写的有点过分

了，有时候我写大湖地带，当我坐飞机从阿里往拉萨飞的时候，在天上我看到一个个湖泊，就像我们从纳木措往

阿里走的时候，像进行一个总结一样，一个一个的湖呈现在飞机下面。那个湖水是那么样的蓝，然后天上是一朵

一朵的那个叫淡积云，就是西藏应该是特有的一种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觉得像天堂一样那种感觉，由远处就是

喜马拉雅的重重雪山。而这种感觉就是怎么样传达给别人和怎么样传达给大家。这个就科学传媒研究的问题了。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面临一个比较难的选择，实际讲也跟做杂志是

一样的，我们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讲，还是按照自然区划来讲，还是按照自然景观来讲，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选

择，最后我们的选择还是按行政区划来讲。因为这个行政区划大家都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一说山南，一说林芝，

一说拉萨，一说阿里，大家都感到很亲切，但是如果我们要按照自然区划来讲，那个可能一说就很别扭了，什么

藏东，高山峡谷地区或者是阿里干旱高寒草原地区等等，这样说肯定就是大家会感到很陌生了。所以我们选择的

是按行政区划来介绍西藏。 

    那么今天我讲的不可能把西藏七个地区都讲完，我们做那个 PPT 的时候觉得内容太多了，最后我们是选择

的，一个是林芝，一个是山南，一个是拉萨，就是今天介绍的。下面我们开始我们讲座的正式的内容。但是我想

可能大家会问我们第十期怎么样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第十期的封面，第十期为什么会选这个封面？当时有那么

多选择，冈仁波齐，还有拉孜市等等有很多选择的，但是我们最后选择的是当惹雍错和旁边一群野牦牛，不是野

牦牛就是家牦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像冈仁波齐等等这些雪山冰川，那些大家都比较常见了。这

个一个是这个当惹雍错就像一个大海一样，的确，我们到了当惹雍错，我们在当惹雍错住了两天，是在野外扎

营，就扎在这个湖边，到晚上就看那个浪，就像海浪一样，哗哗地不停地，一浪高过一浪地涌过来。所以这个当

惹雍错真是像大海一样的湖。这个可能大家一般都没有印象，可能是觉得西藏有那么多湖吗？ 

    我不知道现在的课本怎么讲，反正我在上学的时候讲湖就是讲长江中下游的五大湖，太湖、洞庭湖、鄱阳

湖、巢湖等等。就从来没有讲过西藏的湖泊，其实这个湖泊，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那个当惹雍错，它有种种神奇

之处，这个湖本身它是有鱼的，但是这个藏民们从来不会打鱼，而且这个湖围着周边要一圈大约在五六十公里，

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湖边有船只，或者有打渔的渔夫，这都没有。但是这个湖边是有很多小村庄的，他们的

往来他会绕着湖走，他不会说做一个船摆渡过，这是我们内地的概念。因为这个湖在他们的头脑中是神湖，他是

觉得你打一个船在里面就是对这个很神圣的东西不尊重了。我看了很多很多这种大湖，没见过一只船，没见过一

个渔夫，但是鱼是很多的。本身这个藏族人他也不吃这个鱼，但是在给人开发以后现在有些变化了，但是总之他

是不吃的。 

    这是介绍封面了，这个封面我觉得一个是有海一样的神奇，一个是有西藏的符号，这个牦牛。所以最后我们

选择了这个封面，这是介绍一下这期，这是讲一下我们这一次就是为了这项专辑的几次考察，实际我们对西藏多

少年来就一直做西藏。对西藏可以说我们是很熟悉的，所以我算了一下，我去了八次西藏，而且每次都是至少是

十几天，要走很多地区，所以对西藏一闭上眼睛就是栩栩如生的那种形象。那么这次是我们走的过去不太走的一

个路线，一个是这个山南地区。山南地区在去西藏旅游的人往往都不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的知名度比较高的

景观比较少，就有一个拉姆拉错这个圣湖了，就是达赖、转世灵童都要到那个水去看，因为那个是比较有名的。

其他的当然也有一些雍布拉康，还有雅砻河谷等等这样一些地方，总的来说这个山南地区不是特别热门的地方。

因为我们做了一张大地图，就是西藏地区最受，我们通过是三万张还是三十多万张的图片，就是在网上的图片的

一个分析，最后得出西藏最热门的一些地方，就是哪些地方被拍的照片放到网上了，那山南很显然不是。因为实

际上还是沿着拉萨到林芝，还有到阿里的这条路，这个路上是被拍的最多的，因为这条路能看到很多著名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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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比如说珠峰，希夏邦马，然后像冈仁波齐，纳木纳尼，还有玛旁雍错，拉昂错这些，还有佩枯措（08：45）

这样一些著名的湖。当然这是我们山南地区的一个行走路线，这是大湖地带，我觉得我们走的这个大湖地带是有

点那个，实际这个地带没有什么探险的味道，就是录了也还是可以的，当然也有些陷车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说这

个地带。这个地方有个大北线，它恰恰是在这个大湖地带的北部通过了，它很少去穿越这些湖，当然这些湖今天

我们是不能讲了，没有那个时间，这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那些大湖。 

    那些大湖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当惹雍错，实际上它是我们国家最深的一个湖，它的深度是我现在还没记准那

个数字，是 247 米好像。就是比长白山天池，我们知道长白山天池是我们国家最深的一个湖，但是它是一个中朝

界湖，你要说完全在我们国家境内的一个湖，深度这个当惹雍错是最深的，两百七十多米，你想想这个两百七十

多米的一个湖，当然它的面积也很大了。这是说我们西藏的一个路线，现在我们再继续下讲。 

    就是我要讲西藏，西藏它是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就是它是个人文的概念。但是你要讲西藏是离不开青藏高原

这个概念。青藏高原它是一个自然区划的概念，就是它是按照自然的相同的特点划出的一个区域。而且青藏高原

这个区域是我们国家最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国家按照地区的相似形做一个最高等级的

划分，我们国家就能分第一个等级就是三大区，一个是东部季风区，一个是西北干旱区，还有一个就是青藏高

原。所以青藏高原这个这个概念就特别重要。这就是青藏高原，就是这个图不是太准确了，这个青藏高原这个概

念当然是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像我们地理所的，大家在看到外边的好几个院士，他都是主要的终生都是在

研究这个青藏高原。那么个青藏高原是一个自然的概念，因为它的特殊性，就是它是地球上的第三极，有这个第

三极之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几个概念，一个是第三极这种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高亚洲。就是它是地球上隆

起的最高的一个部分。而且它的面积，有的说这个青藏高原是当然这个面积统计是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了，但基本

是围绕着二十五十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是二百四十多平方公里，有的是说二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就是相当于我

们国家整个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这个青藏高原。但是这个青藏高原并不是西藏所独有，它被这个你看这才是西

藏。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这才是西藏，那么西藏它的面积是多少呢？它的面积很好记，它的面积就是 123，123

万平方公里。那么它几乎是占的青藏高原的一半，但是它要有青海省，青海省几乎也是全部在青藏高原之内。还

有新疆的一部分，然后有甘肃的一小部分，然后有四川的一部分，就是川西，像阿坝、甘孜，然后还有就是云南

的西北角，这组成了一个青藏高原，那么这个青藏高原，当然有的专家主张这个柴达木，就是柴达木盆地不算青

藏高原，应该划到西北干旱区去。 

    咱们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有一本地理教材叫《中国自然地理》那个书是翻译量很大的，他在那里

面就主张柴达木盆地就应该划到西北干旱去，而不属于青藏高原，但是大部分科学家是不同意他这个观点的。他

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和像新疆，还有内蒙、宁夏、甘肃那一些地方的干旱非常相像，

尤其最重要的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骆驼，一个是牦牛。就是说柴达木它是有骆驼的，但是青藏高原上是没有骆驼

的，但是你要把柴达木算个青藏高原那它就有骆驼了。那这个就是说柴达木盆地，但是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它都应

该算作青藏高原，那么青藏高原的范围就是大致是这样。这是昆仑山，然后这边是阿尔金山，然后这是祁连山包

围起来，然后这边整个是横断山区，这边是喀喇昆仑，然后这整个是喜马拉雅山，那么它这样一些大的山脉把青

藏高原包裹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西藏刚才说了，它仅仅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占一半。实际上我觉得青

藏高原的主要特点西藏都包括了，所以用西藏来代表青藏高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还有一个词，就是说西藏，有

个词叫西藏高原，就是青藏高原比较高的部分基本都在西藏。刚才不是说吗？柴达木盆地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咱

们提起青藏高原来有一些数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有的说是四千五百多米，这

是因为什么  呢？就是你要把那个柴达木盆地算上，它一下子就把那高度拉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柴达木盆地

的平均海拔是，我记得冷湖那一带是两千九百多，那么大部分地区我估计平均是两千五左右，那么它一下就把青

藏高原拉下来了。你要仅仅算西藏它的海拔高度，应该说平均在四千五。那么我讲这个高度，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海拔高度呢？这是西藏许许多多特点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因为它高。你比如说今天大家来，这两天北京是严重

的雾霾，西藏就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你看天蓝的，每天我都觉得那种，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感叹那个天太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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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我是北京来的，见着这样的天太不容易了，就是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北京太低了。我看他们

有人拍过一张照片，就在太行山上拍过一张，整个天空分了两层，底下一层就全是雾霾，然后上面一层就又清又

爽，空气特别洁净。我们北京就是在特别脏的那一层底下。西藏它是高出来了，它是在那个上面，你这些灰尘，

什么 PM2.5，PM10，这些小的颗粒，气溶胶，各种各样的水蒸气，有很多是到不了那个高度的。甚至许许多多的

天气就是我们看到的天气现象，比如说下雨、刮风这些东西，它都发生在西藏的海拔高度以下。它也就像天上空

阙一样，举起来了，在空中。所以它这个海拔高度的重要性，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坐飞机有什么感觉，飞机要

飞到超过对流层，它要飞到平流层它才算完，它才开始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开始的时候就是爬升，它就是要超越

我们现在的对流层，所谓天气现在就产生在这个对流层，雨雪冰雹等等，你一超过这个层，上面是平流层了，它

云都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洁净的，你看那个坐飞机，飞到一定高度就是一万米以上基本就是这种状态

了，而且它的性质都变了，也不是越往高越冷，而是在平流层以外，再往上就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所以但是你

要坐飞机那个感觉特别爽，我整个超越了天气现象，云什么都在下面。前面是一望无际，是空无的。那么西藏还

没达到这个程度，因为它没到一万米，它才平均四千五百多米，但是已经是空气很稀薄了，许多天气现象都在它

的下面发生。那么当然这些雾霾什么的更到不了它这个高度了，所以我讲这个海拔高度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够理

解。就是它的重要性，所以说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的第三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它高和冷，就像南极、

北极一样，但是高不是了，就是冷跟那个南极、北极是差不多的。所以它应该算是地球上的除了南极、北极又一

极了。 

    那么刚才我讲的就是把西藏和青藏高原的关系说了一下，这个很重要，因为下面我讲这两个概念随时在转换

的。那么应该说是西藏是一个人文的概念，是个行政区划的概念，青藏高原是一个自然区划的概念，它是就自然

而然的，而西藏又可以叫西藏高原，它占据了  青藏高原比较高的部分，而且它占的青藏高原的一半还要多，它

的面积。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出高亚洲的感觉，对不对？这是印度平原，拔地而起，这样一个范围，就是横断山

区了。那么你看这就是喜马拉雅山，当然这个是青海湖了，这个是柴达木盆地。大家看到这就是塔克拉玛干了，

这个图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是按照行政区来介绍西藏的，西藏是有这样七个行政区，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已经

撤销了这个地区的城市。但是西藏它还保留地区这个级别，而且感觉上还是很合理的，要是没有地区这个级别，

它不可能是像有些地方市管县，那区域太大，就是管不了的。这一个区都相当于内地的几个省。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西藏的一个地方叫林芝，这个地区。林芝是一个西藏，大家都说烂的一句话，就是西藏的

江南。因为它是西藏最湿最绿的地方，这个林芝一般过去那些干部，住西藏援藏干部他们都要先到林芝去住几

天，然后再上他原来的什么阿里、那曲那些地方。因为在林芝就是一个过渡，因为林芝的海拔就是三千多米，三

千五，三千九这个样子。跟拉萨有点相像，有很多地方比拉萨还要低得多。这是在这样一个地区。西藏有个特点

是什么呢？它从东南向西北它的自然是在不断地演替和变化。就是一个是由湿到干，就是东南这个方向，最好就

说东西就得了，就稍微有些斜度，结果东边就是特别湿润，湿润的比我们江南还湿润，就是那骆驼那些地方。然

后逐渐变干，一直到阿里那就是已经干到什么程度了呢？变成的世界的寒旱中心。就是全世界你要找一个最冷最

旱的地方，就在阿里一个叫甜水海到羊湖那么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所的一些科学家在青藏科考的时候发现的，他

们在他们的一些书中，还搁木板立了一个碑，就是寒旱中心，然后他们都在那个地方留影。当然寒旱中心它是有

一些指标的，为什么叫寒旱中心？它是又冷又旱，基本上就是年降水是 25 毫米，甚至基本上就没有降水。那么这

边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到了阿里就是寸草不生，就是有些地方，阿里还是有很多好地方的，就是大漠地区寸

草不生，就像沙石的广场一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有的就没有植被了。当然还有一个演变就是由温暖到寒冷演

变。原因是什么呢？一会儿会讲到，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高度是由低再逐渐越来越高。所以西藏为什么精彩？为

什么迷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你再也找不到一个省级行政区能够像西藏这样自然上有这么多的变

化，刚才我就仅仅是说它这个有水平地带的变化，一般地方它仅仅有垂直地带的变化。比如说祁连山、甘肃或者

什么的，或者是福建或者是四川，有一些山很高，那么有一些垂直的地带性的分布。但是你不太可能有水平地带

的演变。因为一般的省它南北的距离都足够大。它水平，你想想地球总共才划成五个带对不对？热带然后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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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北寒带，然后这边是南温带，南寒带。总共就是五个带，那么你一个省级行政区根本不可能在热量上，在水

平上有这个变化，但是西藏就有，它这个水平的这样一个演进，然后垂直的有演进，那么这样的两种，一个是水

平地带性，一个垂直地带性它交织在一起，所以西藏的这种多样性是你全国各地不可能找到的，中国能找到其他

一个省，这个地方是热带，这个地方是寒带了。啥意思呢？这个地方是赤道，这个地方就是北极。那你其他省能

找到吗？找不到。新疆没这种现象。那其他的就更谈不上了，内蒙什么的，那些小省就更谈不上了，像浙江这样

的小省。对不对？西藏丢掉的那个麦克马洪线以南就比它大对不对？ 

    咱们看看刚才说的我们讲林芝，林芝有这样一些主题词，就是说你要了解林芝，一个是最湿一个是最绿，还

有一个特别湿润，一会儿我那些图片你们就可以看到，然后你要记住一个南迦巴瓦峰，这是被我们中国国家地理

评为中国最美的山峰第一名。现在这个评议也站住脚了，他们那个地方大牌子竖着，天天观景台都立着，无数的

游客都要交门票去，它这个说它是最美的山峰第一名。但是我们评出来的时候接到老多电话了，这南迦巴瓦在

哪？哪个叫南迦巴瓦？很多资深的户外人士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这么多，这个大家可能有的又不

太习惯这个。西藏有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能到这个程度？对，西藏的森林是有好几个中国之最呢，它的西藏森林的

生物蓄积量占全国的好像是一半。它的一个波密那个地方，它那个单位面积的森林的生物量也是全国之最，就是

一公顷土地有三千多立方的数目，就是获得利益。世界的平均水平好像是 85，所以你看这是森林的问题。然后它

还有一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可是国务院当时都有地名办都宣布这个名词的存在，然后还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个新

闻事件，有是说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大峡谷。这个当然是一个奇观了。然后西藏海拔最低的

地方就是巴昔卡，海拔 220，这个是又有点故弄玄虚，这个地方不在咱们的控制下，是在印度的控制下。它是在

雅鲁藏布江咱们知道经过大拐弯以后就雅鲁藏布大峡谷，五百多公里奔腾而下。然后在巴昔卡这个地方和我们的

国境线，就是我们地图上的国境线相交。实际巴昔卡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际线和雅鲁藏布江的一个交汇点。那么

当然它是一个村子了，是一个镇了。前两天来一个人给我看他去巴昔卡的一些照片。咱们中国人是去不了的，因

为你一办签证印度人特别警惕，绝对不会让中国人到这个地方去。因为这是它跟我们争议地区，那个人他是华

人，但他是澳大利亚籍，所以他是以澳大利亚人的身份去的巴昔卡。当然这个巴昔卡也是像我这类人最梦想去的

地方，但是实在是去不了，但是没什么招，要去的话就可能会闹成重大的新闻事件，就像什么船长怎么归钓鱼岛

事件，闯他们日本抓住了。像我们要去巴昔卡，这印度肯定会追捕的。但是谁想出名的倒可以去。我觉得会一举

成名，然后就会引起钓鱼岛那样的重大的事件，那个船长詹其雄，你看我随口就说出他的名字。钓鱼岛原来它就

没有那么争端，也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自从詹其雄在那个地方被日本人抓了以后才出了这个事件。那么这个是

说巴昔卡，它是在印度的控制之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印度洋的有一个水系通道，这是林芝之所以最绿最湿的

一个原因，然后还一个就林芝它的垂直自然带谱最完整。就是中国你要找一个地方，从热带一直到寒带的植被，

它不仅仅是植被了，动物、土壤它全是这样分布的。也就是说从赤道一直到北极你要找这样一个地方，到哪去找

呢？到林芝，它就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你能看到热带的景观，就是像我们到马来西亚沙捞越对不对？一看还有

厄瓜多尔的基多，那是热带景观，你到这个林芝的墨脱就能看到。 

    然后所有的温带的景观，当然这个热带也可以分成，专家都为了分析，它都会分成比如说热带它有那个赤道

热带，然后有一个南热带，然后这个边缘热带。那个亚热爱甚至都可以还要分成三个带，温带还可以分成三个

带。那么同样，无论你分得怎么细，在林芝这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动物也是这样的，热带的动物一直到北极这样

的动物。那么我最早的时候看那个应该叫摄影家了，李铃珑（音 33:18）拍的，他是最早进入大峡谷的，出过一

本大册子，那现在这个景象都没了。他还是个猎人，在他的大峡谷里面打猎，就是在山里面搭那种地窝棚，他那

个周围全是那个猴的头，他把那个猴头砍下来以后就把火给它熏，它是一种防腐的手段，就给它熏，就是像那个

腊肉那个意识似的。它把那一个个猴头都熏成一个个黑的，摆一屋子。然后他说到那个，最后他要背下去当食物

了。那是还是很惊人的，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地方猴子都是多种多样的，就是猴子也特别多，还有

什么就是眼镜蛇什么那些热带才有的，它那个地方都有。那么大家来看这个林芝这一个很重要的水系通道，这个

也是我们地理所的一些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了，考察，说这个林芝地区甚至还有昌都地区，为什么有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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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湿润的，就是因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它把喜马拉雅山切开了，然后印度洋的水系才顺着那个大峡谷通向高原。刚

才我说的一个海拔高度四千五百多米，就平均这个西藏高原。我说有一些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它脚下了。这你就可

以理解了，如果不切开一个口，这些云什么的，水汽都上不去，把这个喜马拉雅山切了一个大峡谷，这些水汽才

顺着它上去了，否则被喜马拉雅山就挡住了。所以喜马拉雅山这个南坡都是绿色，郁郁葱葱的，但是一到背面就

是干旱了，但是出现了一个特例就是林芝地区，就是因为这个水系通道上去的，也叫一个湿舍（音 35:43）了，

所以你看西藏这个地方是特别绿的。那么你看它这个，这个一看用数据来说话这是降水，这不是雅鲁藏布江吗？

那个巴昔卡就在这儿，然后这儿就是把喜马拉雅山切开了，然后这是孟加拉湾了，然后上去的，水汽上去了，一

直顶到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蓝色这个降水是在 1600 以上吧？800 以上，这就是很湿润了，当然湿润还得考虑蒸发

了，不仅仅是降雨这个问题。但是你看这个已经是很湿润的一个地区，这是林芝地区的湿润程度，然后这又是一

个，这应该是半湿润了，这是半干旱，这是干旱。所以我说西藏它水平地带有这样一个干湿的演进。从湿到湿润

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当然了，气侯是这样，那植被动物、土壤都在发生连带的变化，都会造成地球上的景观，

地表上的景观，这样不断地从带状的演进，这是咱们来看图片了，刚才说这些东西有点枯燥。 

    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图片，就是很形象，你看喜马拉雅这个水汽通道，就是这个大峡谷，顺着这就来了，这

个是非常形象的，你站在这个墨脱，墨脱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山坡上，雅鲁藏布江就在这个底下奔流。但是很

多时候你都看，整个雅鲁藏布江里面你是看不到水的，它整个是雾。就是来自孟加拉湾那个水汽它就沿着这个雅

鲁藏布江往上走，这个我跟墨脱当地的人聊，他说很多时候早晨都是这样，看不到江，就是雾。所以我把这个墨

脱称为中国的“雾都”，那是真正的“雾都”，其他中国的“雾都”都是“霾都”。这重庆一直自豪地去说它是“雾

都”，但实际把它的一些空气一分析完了，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早就“霾都”了，因为大三线建设早就在

那儿展开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真是“雾都”，你要分析分析，这个东西都是水汽，没有其他那些东西。我们展

示这边有一个特别喜好显微摄影的，他就拍过这个 PM2.5 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那就很恐怖的，都是一些像

带刺的一些小球似的，就是要是用显微镜来拍，那真是进到肺里是出不来对不对？它都带刺的，它怎么能出来

呢？所以你看这是波密的森林，咱不说波密是中国的森林单位面积生物量最大的地方。曾经我给他们安排好多题

目，我派有的人去量，就是让他们去找中国最高的树，他们说就得上这个地方找，别的地方找不到，什么长白

山，天山都不行，就是这个波密这一带能找到中国最高的树。大家看这是我们去墨脱拍墨脱的森林，这就是墨脱

县城，墨脱县当然这是一个居民区了，这个西藏林芝地区最糟糕的就是这个红屋顶蓝屋顶，这都是那个援藏干部

给弄的。老百姓那房子非常非常好，我们去了几家都是那个竹子，有点像四川那个感觉，都是那个竹丛，竹丛暗

掩（音）中的那个小的竹楼，木楼，一层二层。但是后来去一些干部把那房子都拆了，让老百姓居住在这里。都

是给他们盖的这种他们认为是很好的房子，这是一片红屋顶，后来又去一个援藏干部，当县委书记，又给弄一片

蓝屋顶。所以这就没法看了，所以林芝，你要做的这个拍照，这一带屋顶全给毁了，都是这种颜色，跟大自然很

不协调。 

    这是墨脱县城，咱们看一下去墨脱的路，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这是我们去墨脱的路，这多精彩，这都是那

个雪墙，这就当时穿越嘎隆拉岭，就是你要过这个岭，就是 11 月到 5 月，公安局都有布告的，墨脱县公安局，11

月到 5 月是不能走这条路的，过不去，都是雪，着我们去是六月，这雪还这么大。所以你看切开积雪从这儿过

去，这个你可以看出它的湿润来，降雪也降水的一种。这是已经翻过嘎隆拉岭了，你可以看印度洋的水汽扑面而

来，滚滚而来这种感觉。你看这个湿润，我说这个湿润这个，你看这个瀑布，顺着这个路在流。所以我说这个墨

脱有好几个中国之最，不是之最，就是刚才我说墨脱应该是中国的“雾都”，还一个墨脱应该是中国的瀑布之乡，

或者叫“瀑都”也行，到处是瀑布，你说走路上一看天边，哗下来一个，一节，两节三节这样落下来，到处是瀑

布，降水丰富。这是过那个水，那个水就从路上直接就从山崖上就飞下来了，这个是去那个墨脱的这个流动法

院，他们这个车是，法庭是在一个车里，开到哪，哪就是法庭。但是你看这路太险了，这已经紧贴着边，这一翻

下去就不行，你看这又有一条小瀑布。这是有个人搁这儿收钱，他说这路是我修的，我给前面修好的，你每个人

过得交二百元。他这地下都有说明的，当然我觉得是有道理了，人家费的很大劲修的。这个跟《水浒传》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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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路留下买路钱那是两回事。我们碰到那个县委书记了，那个县委书记一般是不在墨脱的，都是在林芝。我们在

林芝碰上了，他说他的车后面全是装的炸药雷管，随时有路上大石头滚下来就炸掉。 

    你看说的这个瀑布之乡，就是到处是瀑布，这是随便拍的，但是你看它这个植被已经出现芭蕉了，这是亚热

带，热带才有的这种植被。这个那个南迦巴瓦峰，这个就是我们说最美的那个峰，这也这个山峰，这个山峰说它

最美道理何在呢？实际就是刚才说那个道理，它的自然带谱最完整，就是你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山峰从脚下是热带

雨林，一直演进到上面，就是到应该说是高山草甸，又是荒漠草甸一直到冰原植物，就是长在冰川附近上的植物

它都具备，所以这个山峰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最美的山峰，因为它的植被是这样的特点，当然它的这个动物也是

这样一个有最完整的带谱了。这个你可以看，这就是所谓的雅鲁藏江大拐弯，这个雅鲁藏布江原来是一直在喜马

拉雅的北面，从西向东这样流淌，这是东西向的，到的林芝这个地方突然掉头南下。切开了这个喜马拉雅，就从

这儿，你看这也是东西向的，到这儿开始转弯了，南下。这水汽就这么上来的，这条河叫帕隆藏布，这条线可以

一直通到 318 线的，但是这条路是不可能有人走通的。你在 318 线上能看到帕隆藏布，河水滔滔汹涌澎湃地向南

流去，最后是汇入雅鲁藏布的。所以这个大拐弯问题，有许多人是误解，自己站在山坡上拍的一个照片，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拍这个东西，一个小欧米伽弯，或者在这个地方拍这个欧米伽弯，到处看说这是喜马拉雅大拐弯，真

正的大拐弯是这个，这个你只有在卫星上能拍出来，你的相机是做梦都拍不出来的。但是它就是一个锯弯了，我

们说的这个大拐弯是这个锯条整个的弯，而不是说这个锯条上一个锯齿那个弯，他拍的一个锯齿，他说是大拐

弯，这个才叫真正的大拐弯，这个大拐弯它最精彩的是一入口那个地方，这个真正的大峡谷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

口的，所谓入口是什么意思？在河流它有一个叫裂点，原来都是很平稳的这样流，到这地方突然这样式的，撞上

这个裂点开始了，你想想你在拉萨，在日喀则看那个雅鲁藏布江多平稳，对不对？到处是变状水系，要么就是蛇

曲，到处是沙滩，就像在平原上一样，怎么到这突然就开始大拐弯了呢？就开始进入峡谷了呢？你想想它切割

到，它一直到巴昔卡出去又进入印度平原了，巴昔卡刚才说了是 220 海拔，这个地方的海拔还是四千多。你想想

从四千多 220 就是经过 500 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个到处都是急流险滩，有些人想漂流那做梦都达不到，不可能

的，全是叠水，有人说这里有瀑布群。但是至今也没有人能顺着这个河流边走一趟，这个没有的。好几次都穿

越，组织了好几次，我们这个科学院地理所也曾经组织过，但是都是做不到，民间也有些人，但是也做不到，所

以这个还是应该算是秘境，还是没有人真正地进入这个峡谷，把这个五百公里顺着这个江边走完，真没有。那么

这两个七千多米的雪峰，这个是 7782，就是南迦巴瓦，这个也是七千多米，他俩就像两个门神似的，有像咱们中

国咱们总有那个叫尉迟恭和唐朝那两个门神，就像他俩这个似的，把着这个大拐弯的入口处，两个七千多米的雪

峰，那这个南迦巴瓦，这个雪峰最有意思的是，喜马拉雅到这儿就算结束，这个是喜马拉雅山最东边的一个点，

然后它在最西端开始的那个点也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南迦帕尔巴特，那个可能是个八千米的雪峰，现在记不清

了。那个是在登山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个雪峰，那个著名的登山家梅斯纳尔，就是无氧登山的那个，他和他弟弟，

他弟弟就死在那个雪峰。那么那个雪峰，南迦帕尔巴特是喜马拉雅的开始，这个雪峰南迦巴瓦是喜马拉雅的结

束。应该是喜马拉雅是两千多公里。那么这就是世界奇观了，这是冰川，这是森林。按道理说这个冰川和森林是

不能组合在一起的，但是在林芝它就可以组合在一起，当时我们把这个东西叫成冰山雨林，它这个雨林特别茂

密，生物量巨大。 

    找了一些科学家去，后来地理所的老师还是不同意这么叫，但实际上这种森林跟其他森林还是有区别的，应

该单独起个名，像加拿大它就有温带雨林，智利都有这种温带雨林。就不一定雨林非得是热带的，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最壮丽的这个冰川，这个冰川它碰到了一个悬崖，但是它要往下流，它就粉身碎骨地跌下去了，到底下再

重新组合，再往下流。这就是在跌下悬崖的那个过程。那拍到这张照片很不容易，我爬到一个侧面的一个古冰川

堆出那个巨大的侧碛垄上，那简直跟登山一样，就是太艰难了，非常难受。因为海拔特别高了就。拍了这张照

片。 

    这是察隅，察隅比墨脱就要干一些，不是像墨脱那么湿润了，因为它不是大峡谷水系通道正对着的，它是叉

出的。这是林芝冰川一些遗迹，这些遗迹都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在过去，曾经有一个非常冷的时期，但是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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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远，就是反正好几次冰期了。什么这一带有白玉冰期，还有这个古乡冰期，那么这些冰期的时候有巨大的冰

川，你看这就是冰川那个侧碛垄，都达到这么样的高度。我们现在走的川藏线基本那个时候这一带都是在冰川底

下，当年的冰川底下，但这个冰川有这样一些遗迹，当年都被许多人，就像那个坟堆似的，一个一个的。当时有

人说格萨尔在什么古战场，后来去考察了，它就是古冰川留下来的。你们想想假设这个古冰川上面一个个小湖，

就是它有水，有那个湖，或者河，它那个冰川上面也有很多沉积物的，石头什么的，它都沉在那个湖底了，等冰

川化了，原来那个湖不是像一个锅一样吗？等这个湖底都沉积的石头什么的，等冰川化了的时候 4 就倒过来了，

就一堆一堆的，所以这个叫冰力辅（音），这几个词是这个。 

    当然这个林芝更有意思的是，这应该算我们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过去一直认为林芝地区或者横断山区是

整个青藏高原就是湖泊最少的地方。因为什么？一条条大河把原来青藏高原的高原面都切成一个个峡谷了。那些

湖，原来有的那些湖盆早都被切开了，湖水都流走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湖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林芝地区最神

奇的是那些雪山或者雪线附近，到处都是这种小湖，这个是只有我们这个代才能欣赏。为什么呢？过去那些科学

家他们也很难发现这个，因为都在山上，都是在山尖上，也只有在航空的时代，就是我们坐飞机，你要坐飞机从

拉萨到林芝，你可以看到这个，你从林芝到成都也可以  看到这个。当然你在谷歌上，谷歌乐视上看这个更容易

了，都是这些小湖。你看这些小湖，有一次我在察隅附近查那个小湖，有一百多个，我都感到很惊讶，而且湖的

那种颜色什么的都特别的漂亮，都像一个个蓝宝石那种感觉，或者是祖母绿的那种感觉。你看它是这样颜色的，

这是在飞机上拍的。这是林芝机场，就是那个米林机场，你看看，林芝的机场，这应该是那个尼洋河河，这是雅

鲁藏布。你看这个小湖，就在这个山上。当然你在底下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你在 318 上或者是开车自驾游什么你

都看不到这个，所以我们说了这个林芝的半空中有一个小湖地带，这不是去我看了很多，查了很多的书，或者是

青藏所考的一些像西藏都是河流和湖泊这样一些专著，都说林芝地区湖是很少的，那提到的仅仅是这个然乌湖，

还有这个巴松湖，还有这个易贡湖这样一些湖，但是很少有人听到这样一些湖。 

    这是大家看的这个，这是冰川末端的一个湖，冰川这个末端你想想，冰川这个地方它是亚热带，就是纬度很

低，它这个冰川都是已经流到了基本都到森林里了，所以它那个冰川末端融化的是很快的。那么它这个末端往往

都是一个湖，因为什么？它前面总有那个古冰川留下的一些垄状的那个终碛垄，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堤坝，就把

冰川末端的融水围成个湖，所以这种冰川末端存在这样的湖是这一带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冰川末端的这

个冰川堰塞湖，因为这是在温暖期了，这些冰川都是往后退的，所以它前面都有那个堤坝了，如果它是前进的

话，当时它把那个堤坝就推开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变暖了，这冰川都是后退的这种一个趋势。当然你看这是

一条冰川，这个你们看不出来是一条冰川了，但是你看这冰已经露出来了，因为这一代的冰川是那种海洋性的冰

川，它和大家想象中的冰川是不一样的，这个冰川它分大陆性和海洋性。大陆性的冰川就像象牙一样洁白，因为

什么？它那个都是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因为它那个山特别高才形成冰川了，形成冰川了因为它降水稀少，所以它

那个冰川流动得特别慢，流动的特别慢它对山谷的切割就特别缓慢。然后山谷它也切不下去，所以就附在面，像

芜苔似的。那所以山两边那些土石头也堆不到冰川上面。但是海洋性冰川那就不一样了，它那个山谷里面有的一

年都流动几百米了，所以就像一个锉一样不停地锉这个山谷，越锉越深。然后这个山谷两边你到了一定的角度，

这两边的东西就是会往下堆的，就都堆在这个冰川上头，所以你看到这个冰川是很脏的，就像那个大工地似的，

有的时候有巨大的石头这上面，这个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河流是运不走那种石头了，但冰川能运走，能给它运

到很远的地方，那个叫冰川漂砾，当然是那种你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见到一个巨大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跟你周

围山的这个石头又不是同一种石头，人那个是石灰岩它是花岗岩，或者那边是泥岩它是页岩。这时候头从哪来的

就很奇怪了，它肯定不是从山上滚下来的，他俩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时候往往冰川学家就说了，曾经这个地方

冰川来过。这是冰川运来的，那么你看这个，这个地方我感觉很神奇的是这个小湖，它怎么形成的？它这是一个

冰川的侧碛垄，就是冰川它两边还有一个隆，它是这个反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冰川上面刚才不是说了吗？

像疏通带（音）一样，都堆满了石头、土。然后当它冷的时候它那个冰川不就鼓起来了吗？当它融化的时候，气

侯进入温暖周期的时候，它就消融了，然后它那个土就会卸到这两边了，然后就形成了侧碛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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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一个侧碛垄，那么这个小湖是怎么形成的？显然这是一个堤坝，然后这个地方也可能是过去冰川从这

个地方来一条冰川切割的这样一个洼地。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反正是很神奇了。这是我和我们所的李炳

元老师，还有刚才那个张主任，你们看了吗？这是青藏所的那个刘景时，那个时候我们有个雄心愿望是想去找那

些小湖，就刚才说那些小湖。所以我们去，刚去就一个小湖，那底下不有小湖吗？这就用了一天时间，然后天天

下雨。然后那个老乡，那个向导都不干了，因为我们都穿的防水的一些东西，那老乡就没有那些东西，下雨很难

受都。人家就死活不干了，所以我们也就放弃我们探索小湖这一带的计划了。那个小湖地带是太难探索了，那你

得爬上去，所以我一直都很佩服那些研究冰川的人，因为他们总能爬到很高的地方。那个是很难受的，这个难受

你们都没有体会，你想想登山那帮人，差一二百米了还建一个营地，都不一气登上去，为啥？他登不上去，他歇

歇，或者养精蓄锐然后那一二百米才能冲上去对不对？同样这些地方也都进入了登山那种地带了，就是雪线以上

了。像这些地方的雪线都是在至少四千五以上，都是四千七八的样子。你看这是一个大家说的那个然乌湖。就是

318 过来  以后，就是看得着 318 了。就是在路边有一个湖，大家都知道叫然乌湖，但实际那个然乌湖它这个上

面还有好多湖，它都是来股冰川的融水造成的，所以来股冰川这就有两个小湖，在这底下又有个小湖，在这底下

又有个小湖，所以这是一串的湖泊。这是 05 年我们去，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这王彤，这是我，这个是涨超音还

摆个 pose，那个时候就说明我们那时候还年轻，现在就绝对没有心思摆这个 pose，那时候你看多夸张，中国科学

院，中国国家地理西藏雪山冰川科考队。现在我们就是这地就贴一个 1 号 2 号车了。因为这挺幼稚的我觉得。再

说你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围着又照相又干什么的，对不对？因为杂志发行量大了，那时候还小，读者没那么多。

现在我们只要一出去，听说国家地理的，你想想在西藏那些地方的人，上那些地方去闯荡的人，哪个不知道国家

地理？他没看国家地理他一般不会去的。 

    所以这个小湖，这个地方算是我们给它糟蹋了，自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从来也没

见过什么游客，这个小村庄你看多纯朴，我们去了时候住在村长家里，那村长叫扎西，他们一般都叫扎西什么

的。这次又碰见一个扎西，然后在他们家里住这个小平房，我们是九月登的这个杂志，十一的时候我们会员过去

就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有人扎一堆帐篷？就是九月他们看了杂志了，十月一放假就去了，好像有三百多人那次。说

这个国家地理这个感召力也很大，后面再去就发现藏民们拉个绳就收钱了。就不能叫藏民，叫藏族同胞他们就搁

那儿拉个绳，不行，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得收钱。下次再几次去就是旅游大巴，旅行社的专门的路线了。所以这个

地方已经彻底地被开发了。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这一个林芝就讲了这么长时间。 

    咱们昌都就尽快地讲，因为这个昌都的确去玩的人也比较少，因为它干热河谷。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比较有名

的，就是昌都有几个寺庙，还有那个有名的蜘蛛寺。在有些地方都是这个干热河谷，就是三条大江并行地流淌，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但是这个跟干热河谷说实在的就很难受了，因为植被都很少了。就是像仙人掌什么，都

长这样的一些植被，但是这干热河谷的成因也是众说纷纭。反正我查了一些书，一些资料。有说是焚风效应，就

是说带着水汽的云，水汽来了。但是爬上这个山坡的时候，因为升高的时候它就变冷了，等水汽冷凝就变成雨

了，就降雨，等它到了坡这面的时候那就变成又干又热的风了，所以就没有雨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的说法就

是在咱们这个图讲好，它这个方向都是基本上是南北向，横断山区。就是说它跟能够带来降雨的季风方向不对

头，季风是西南季风这么吹，东南季风是这么吹，它跟它基本是垂直的，所以那个能带来降雨的季风，从印度洋

吹来了，从太平洋吹来了，都是直接就吹过去了，落不到那个河谷底下。你想想你这个大山一下季风来了，你这

是一个峡谷很窄的一个缝，切下去一两千米，那个水汽它还能这么拐个弯下去再上来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它是

直接过去了。但是你要像南迦巴瓦，就像那个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样，假如说是这个方向顺着河谷来的这个季风，

那就完全是两回事，它就绝对不会是干热河谷。 

    干热河谷这个概念大家要记住，就是说这是昌都地区，当然昌都仅仅是干热河谷的一部分了，四川像那个大

渡河，雅砻江还有云南的澜沧江等等它也都是干热河谷，那你看这个干热河谷这底下就是怒江，这应该是业拉

山，这是排几拐，就是说多少拐，就是你要爬那个山要不停地走那个之字，这都是过去排的一些路，这是解放军

的军车，当这个青藏铁路没建成的时候，这是主要的物资通道，进西藏的。所以那个时候总有这样的车队。你肯



 

9 
 

这种横断山区的路都是这样的，之字形上去。大家看这个干热河谷，它往往是这样的，在一个冲积扇上有一个小

村庄，往往这个上面不是有一道温泉，或者有一个泉眼，或者有一个冰川融化那一个河流下来，最后养育这么一

个村庄。但是干热河谷，它的我觉得从资源的角度讲，干热河谷实际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潜在的一个重

要的资源，因为什么？它的热量足够，说它非常的热。我在怒江的一些干热河谷，从东坝村那真是，就像那个塔

克拉玛干沙漠那种  感觉似的，非常热。就是它热量足够，它缺少的就是水。但是水呢又有，大河就在底下奔

流。但是因为当然你没有一定技术手段，你不可能把这个水取上来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国家有什么大的举动的

话，你完全可以建水坝，抬高水位，然后有水渠就过来了，对不对？它的热量又够，所以它就可以变成你想生产

那些水果、粮食，那都是不成问题的。像现在我们在超市中买的那些许多热带的水果，实际都是四川西昌那一带

的干热河谷产的。它可以很容易地建成那些大棚，还有利用温室效应，它只要把水供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些干热

河谷现在看来都是很贫瘠的，但是实际它的贫瘠潜藏着巨大的将来的富饶的那种潜力，因为它有热能的资源。 

    你看干热河谷的这个仙人掌，长的就是仙人掌。据说这个仙人掌都是传教士们带来的。大家看这个很有意

思，这一带就是横断山区了，这个横断山区是昌都这一带，它这个峡谷是这样的，它这个底下是农业，这一带都

是比较湿润的了，这个不算干热河谷了，但是它是昌都的峡谷地带。你看这底下都有农田。但它这山谷的上面却

是平坦的草原。最明显的昌都有个机场叫邦达机场，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就是滇藏线和川藏线交汇的那个地

方，有一个叫邦达机场。邦达机场的，你往昌都去要经过一个邦达草原，那个邦达草原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这种草

原，就是说很早的时候，这是一个夷平面，这是一个平的。青藏高原崛起了，抬起来了。后来造山运动造一些

山，造一些山最后这些山又被夷平了，就照戴维斯的侵蚀大循环理论也好，按照朋克的河谷的边坡后退的理论，

它总之最后是平了，又平了。当然不会完全平，可能这个某个过程又中断了，最后就造成这样个夷平面。然后下

一次又有构造运动的时候，这个河流又往下切，它抬升，河流往下切。你看这顶上还是留着平的顶，有的时候你

在川藏线上看，你甚至看那些有一些雪峰，你看它就是一个尖，但是实际你把几个雪峰连起来看，它们是在一个

平面上。有的时候是分级的，比如一级一个面，二级，三级，你最后看那个南迦巴瓦是最高一级，它没有几个朋

友，只有那个加拉白垒峰，它们在一个平面上。这个是造就了一种什么奇特的人文现象呢？就是半农半牧，这是

西藏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很多地方都是河谷是农业，山顶是草场是可以放牧的，而且这个距离并不是很高。然

后这又造成另外的一种衍生下来的人文现在。就是这个一妻多夫，就是一个女的她还找两个丈夫，一个是上山放

牧，一个在底下种田。这也不是说笑，这是很普遍的。你们有兴趣的  话可以搜一下，这论文都有很多。我们走

就是到处能碰到，对不对？这是住一个村里，这一村全是，不是一两个丈夫，有的四个丈夫，五个丈夫的。我问

那个藏族同胞，跟她聊她就说，那得两个丈夫，要不种田的有，放牧的没有，放牧的有种田的没有，就是这样。

这是西藏东南部，也是西藏的东部地区高山峡谷区，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山顶是草原，山下河谷是农业区。然

后它是半农半牧区，然后它有人文现象，一妻多夫，或者是不分家等等一系列的人文现象。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说

西藏的干湿情况，昌都市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半湿润，你看这是湿润，墨脱在这儿，墨脱就属于湿润地区，察

隅就贴个边，正好在交界的地方。那么到这个地方就是半干旱了，这头是雅鲁藏布江，这是日喀则，拉萨等等。 

    现在进入山南地区了，山南地区首先这个它是哪个山之南？这个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为什么  这个地

区叫山南地区呢？你看咱们看的这个不是三维的  地形图，看的是这样的一个图就看不出来了。现在的说法就是

说它是什么之南呢？这边这不是喜马拉雅这样吗？然后这是冈底斯山脉，就是那个冈仁波齐所在那个山脉。冈底

斯山脉到这个地方有个念青唐古拉山，一直到林芝就是这个地带。不是，在这儿，我说错了，这是山南，这是昌

都，这是林芝。这是冈底斯山这样过来，然后念青唐古拉在这儿，说这是冈底斯山之南，或者说念青唐古拉山之

南，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地方有拉萨，它已经隔了一个拉萨了，拉萨它不是一个市，现在是管好

几个县，它也是一个地区了。这不是这个拉萨地区吗？它怎么能隔着这个拉萨地区跟这个念青唐古拉挂上钩呢？

你不可能说隔了一个拉萨地区了，然后又说这个地区是山之南。实际上一会儿我就会说到，实际山南它的的确确

是山南，这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它就是喜马拉雅山之南，因为山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就是麦克马洪线以南，实际

都被印度占领了。所以你现在叫山南有些人就糊涂了，这个怎么说是山之南呢？怎么不是山之南？它那个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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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都是在喜马拉雅山之南，所以这个山南地区就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它有很多的碉楼，这个碉楼这个现象非

常有意思，然后它有仓央嘉错，然后它有洛扎大峡谷，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叫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线了，当然不能

叫边界线了，就是实际控制线。谁控制？中印控制的一个地区，然后这个是雅鲁藏布江边的沙漠景观了，这个我

觉得倒无所谓了。 

    大家看这个山南，实际这都是喜马拉雅山脉了，这都属于喜马拉雅山脉，大家不要把喜马拉雅山脉理解为一

个房屋的屋脊那种感觉，那绝对不对了。这个山脉它是一个两千多公里长，二三百里宽这样一个，也就是一个长

条形的一些山峰的组合，甚至你都找不到什么脊线。你看就是这样一些山组合在一起，对不对？这就是喜马拉雅

山。那么这是这个措美县，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出发，这样走，顺这个峡谷下来，然后到的卡久寺，这个拉康镇的

卡久寺，然后再这么上去，到了这个洛扎，这条大峡谷叫洛扎大峡谷，这个地方有个峡谷叫拉郊峡谷，再往这边

就是不丹了。可以说这个地方已经是边界了。这是在措美县城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周围都是这种秃山。然后河

谷里面由于有冰川，有水，等等有河流，它就可以养育这样的县城。大家看实际这个地方也是典型的干旱河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你看它的植被也是很稀疏的。但是它突然有的时候就出现非常优美的这种田园风光，你看这

种。它这个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为什么呢？它就像一个稻田一样，它是靠山顶上的一个溪流建成了一个

灌溉系统来灌溉这些田地的，你要灌溉这些田地，你要掌握这个水量的大小，它都要把天地做成很小一块一块

的，就像稻田地一样。实际这个地方完全是靠灌溉来养育的村庄。它的农业是一种灌溉农业。所以我把这个东西

也叫做一种绿洲，有点跟新疆的沙漠中的绿洲很相像，就是靠一个河流灌溉，在沙漠中就会出现绿洲。那么这个

地方也是干旱，干热河谷，那么它也靠灌溉形成的。这个干热河谷大家不要认为就横断山有，不是，这个沿着喜

马拉雅山脉有很多这种干热河谷，除了横断山，你再往阿里、普兰、札达那些地方去，那有一些河谷它也都是干

热河谷。你看那个拉达克或者列城的这些地方，那典型的也都是很干的了。因为它那个峡谷的方向，也都是跟水

汽来源都是垂直的。这是反正我们见着藏族同胞总是愿意照相，就觉得他的眼神或者什么的，都特别纯朴善良，

好像没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的人那个眼神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住在这个卡久寺，在卡久寺对面，这是卡久

寺，这边还有几个帐篷，我们扎这个帐篷当时是想拍星空。因为卡久寺都给我们准备好住的地方，但是我们坚决

不住，住在外面向拍星空和卡久寺。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照相技术，高感光度相机的出现，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把星

空和卡久寺组合在一起。但是那一天这个云特别多，最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拍这个帐篷还是不错的。这个

挺像有一些广告的，这不是广告，这是我们自己拍的，这是卡久寺。这个卡久寺它的特点就是总是在云雾中，它

的美。再往那一边去，往南去就是不丹了，离不丹很近了，然后那个峡谷直通不丹，就通向印度平原，也是一条

水汽通道，那个水汽顺着峡谷就上来了，但是没有雅鲁藏布那个水汽通道强大。它这个再往上走不远就停止了，

所以才有那个洛扎的，我们刚才看到干热河谷那种情况，那水汽一直到这里，就这一带，而这一带是很湿润的，

实际这也是一道切开喜马拉雅的一道通道，也可以走向印度平原。 

    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其实往下不远就是不丹，而且我顺着峡谷看，从那个地势都非常好，安全应该有一条

大道直通不丹，但是就是喜马拉雅以南这也国家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国家关系都不是太好。你像这个不丹，你听说

过不丹国王来访问吗？或者是我们这块哪个总理到不丹吗？都没有。他们都是好像被印度控制了，我的感觉。所

以我们国家对周边这些，尤其是喜马拉雅这个藏文化这些周边的小国。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小，你看这个锡金原来

在地球上是一个国家，现在消失了。现在我们再到印军去，对面已经是印军了，全是印度军队。所以一个国家实

际上这个是很遗憾的，实际上那边都是藏文化，它跟印度都不沾边对不对？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我觉得跟怎么

说呢？就是我们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还是太小，在这么小的情况下还到处建这个铁丝网，我觉得都不太理解，我

走了很多边界，全是建铁丝网的，跟别的国家就是都是铁丝网隔开，然后部队驻武警、边防，然后营、连。这个

就说，反正咱们国土想扩大这件事不大可能了，因为你自己铁丝网把自己都捆住了对不对？你没有这些铁丝网你

看，我们到瓦罕走廊，对面就是阿富汗对不对？那瓦罕走廊四百多公里。然后我们到的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咱

们的解放军碉堡什么都有了，铁丝网一挡，人家对面四百公里都没有人，你说你解放军驻这干啥？你像咱们那牧

民顺着沟下去放牧对不对？那他慢慢不就是我们的了。你想想阿富汗他那个内乱不已，一会儿跟美国打，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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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什么，这种时候你这边还把中国的老百姓都挡住，你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大的渗透力，中国的老百姓，什么非洲

也去，什么安哥拉内战，中国人那商人都在外边等着，这内战一停蜂拥而入，你到察隅去，那也是解放军把老百

姓全挡在那个察隅县上了，不让那个，那些老百姓你五只要放开，好多下去经商去了对不对？你看在西藏这个四

川有十几万对不对？在路边全是开小餐馆去合了。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像不丹这样的小国都不听我们的。而且我

还发现这个卡久寺又有一个空白地带，很奇怪，有点像藏南地区似的，没有一个地名，但是地图上划的是在我们

国界线内，这就很奇怪对不对？在你国界线内又是私人地区，怎么可能没有村庄呢？所以我判断又是国界是划在

那儿了，但实际不控制在我们手里，那是被人家印度什么控制了，或者被不丹控制了，所以我们不标人家的地

名，实际人家都有地名，对不对？什么各级政府人家都有的，就像那个麦克马洪线以南它是有一个省的。所以我

们国家应该有像趁其他周边国家发生混乱的时候，就是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就是说你得有这个能力把你原来丢

失的领土再拿回来，对不对？就像你得有研究那种事的专家。你看前苏联大乱，纷纷独立，但是哪个我们丢失那

些地方回来了？唐古乌梁海，对不对？在阿尔泰山那边的，那当时都是我们的。都是清朝政府都是有伊犁将军，

唐古乌梁海将军，对不对？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等等，那都是清朝牢牢控制的地方，后来都丢失了，对不对？当然

这就是我看到地图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碉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刚才

我们看的山南地区，而且这些碉楼就是跟这个……咱们知道哪个碉楼台最多？就是四川丹巴对不对？它有前千碉

之国，千碉之乡之称，在丹巴那一带有一个碉楼分布带，那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一个碉楼分布带，都是在这个高

山峡谷区。实际我当时就琢磨它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些碉楼建筑？这些碉楼建筑明显是战争防御用的，这个当然有

些专家说什么敬神用的，这个我也不赞成。这个它实际就是战争防御用的，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地

方碉楼群多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在几个大文明的中间地带，那些强大的文明，先把这个平原和盆地都占领了，

因为平原和盆地是最容易生存的地方，是天府之国，大家都去占平原盆地，最后把这些高山峡谷这些地方留给了

这些弱小的民族。他们就是在这个几大个文明的夹缝中生存，所以他们遭受的战乱和没有法制这种情况是最普遍

的，你想想，像这些地方，这边是不丹，我看了一个论文，就写当年就是清政府晚期的时候，不丹英国殖民地，

它几次想殖民这个不丹，反正搞了很多阴谋诡计，不丹政府不断地来请求清朝政府来给予援助，但请求了几次清

朝政府都是不予理睬。当然也是清朝政府自顾不暇了，它要是有能力的话当然它愿意理睬。那总之，就是像不丹

这样的，它是在这种大的文明之间，它是左右为难。它可能是这个时候投靠清朝了，下一次清朝又不理它了，再

下一次战乱这边又打过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这种战争，兵荒马乱这种事情发生最多的地方，这种碉楼越

多。同样那个丹巴也是这种情况，大渡河谷，应该是乾隆吧？大小金川之役，在北京不是还修了一些，西山还有

一些碉楼吧？就是因为清军总打不下来那些碉楼，最后在北京建碉楼练，怎么攻。因为那个大渡河就曾经是藏族

政权和汉族政权有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分界，有的时候就在这地方打，你像赵尔康那时候，就是民国期

间，都是带反复拉近，有的时候打到一个金沙江，就是这就推过去了，有的时候再推过来，就是打到大渡河。所

以这一带就总是有战乱，再说这种地方它不像文明的中心地带，你不管怎么的，兵荒马乱过去了，一个政权建立

了，它就有法制了对不对？这些地方你很难建立起比较有秩序的这种法律制度等等，所以它总是兵荒马乱的，所

以这个地方就碉楼多，这是讲那个碉楼多的原因，为什么分布在中国有这么两大碉楼地带？你看这是碉楼的一个

代表了，它这个突出的地方是它这个去取水。这种碉楼防御是好防御，但最重要的是取水的问题，你看它修了一

个暗道，一直到那个河谷地区取水，它有六百多米。当然这你看，它的碉楼都影响到寺庙的建筑。这是当时叫米

拉巴日，这是一个大师建的这个，他就是要保护当时的一个大师的一个公子，所以他建成一个碉楼式的建筑，但

是现在这个地方发展到了很多人都去朝圣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这个峡谷中见到的都是朝圣的人。他这里有一

个项目，就是说你可以上去围着这个转，藏族人不是转经，转塔，转湖，转山吗？它这个你在这上面转，就是有

点考验胆量了，这是我们的那个独院编辑王宁，他在上面转了几圈，陪着我们的一个藏族的书记，叫巴朱，他就

是特别幽默，他说他怎么提拔上来的。他说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然后住宿上学。然后别的同学都睡觉了，就

他一个人说在黑暗的教室里点着酥油灯看《毛选》，后来他说那些老师最后把干部都叫来，大家都这么围着看着他

在那看。所以他从此就开始一路升官了，现在当他说话是很逗的。他说有一个精神病人，有一个疯子在这儿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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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然后掉下去的，马上疯病就好了。后来又有一个人上一转，掉下就死了。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就是这个意

思。他是特别的，他说我们当时地委有个书记叫次仁，翻译咱们汉语就是几次的次，仁义的仁。他为了让援藏干

部体会洛扎之路的艰险和艰苦，他把援藏干部弄一个大巴坐着完了去洛扎，结果说这一路下来，然后这些援藏干

部全说这个书记是“吃人”书记，反正他这一路上总是给我们讲类似这样的一些笑话。 

    这个是，这带寺庙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个藏民族它就是一个全民信教的一个民族，藏民族它都是不讲今生，

他追求是来世。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理念。小孩也是往酥油灯里去捐献酥油，这个是我。我看这上面的，他们都把

钱往上贴、粘，但是我看连一百元都没有，全是几毛钱或者是这个，我还听说，我说这个捐钱为什么没有大票

呢？这当然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的程度了。像我们在上周走（01：36：23）叶尔羌河谷，塔吉克族一个村

庄正举行婚礼，那些男人都跳舞，跳的每个人都举着一个钱跳舞，他说我看有举一百元的很少，很多都举五十

元，十元的，还有举五元的。要是在北京你要说是跳舞举着五元钱那肯定是……但是我们当时参加了这个婚礼后

就走了，后来就想怎么这么愚蠢呢？就是没有给人家随个分子钱，这个事说，就是说你捐了这个钱，他们老百姓

都可以这样捐的，你要觉得捐一百元多，你还可以从这里找回来。后来我就决定捐五十元，结果找的半天也没找

回五十来。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特别纯朴，就是说还能找回来。这是仓央嘉措的这个，仓央嘉措大

名鼎鼎，情诗大王，就是六世达赖，当然他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临出发前看了一下仓

央嘉措的书，巨多。几十本都不止。就是说这个仓央嘉措已经火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仓央嘉措也的确，就

是他写了那么多诗歌，而且大部分都是情诗。所以我觉得仓央嘉措他的这种意义，就过去我们对西藏总是浮在外

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拉萨的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雪山、冰川这些、羊卓雍错，雅鲁藏布。但是我们总是感觉

到，你走不进他的人心的深处。我觉得有了仓央嘉措，它使我们家民族能够了解到藏民族的内心世界。就是你走

进了藏民族，藏文化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仓央嘉措的意义的确是如此。 

    我们看到了仓央嘉措的行宫，当然要没有仓央嘉措的话，反正现在有很多人都是看了仓央嘉措的情诗或者什

么的，去到西藏。他们说这是小支们都得圣经，但是实际上不是，我觉得我们跟北大我们有几个教授都是搞这个

科学传播的，我们一聚会，其中有一个教授每次都唱一个歌，就是仓央嘉措的今日在经堂中，有闭目在经堂，蓦

然间听到了你颂经的真言。那一月我转遍的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

地，不为了朝见，只为了体贴你的温暖。还有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经塔，不为了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每次都唱这个歌，所以我说仓央嘉措使我们汉民族能够真正地感觉到不是浮在表面了理解藏民族，真是能走进它

的精神世界。反正我是这样的感觉，他的诗很多了，就像我也随口能备出几首来。但是有许多也都是附会的，刚

才说那首，人家就说不是仓央嘉措的，是有人写了，但是人家甘愿埋名就说是仓央嘉措写的。的确有很多诗也可

能就是藏民族普通大众写的，但是人家就说我是仓央嘉措写的，所以仓央嘉措的情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我

们为了北大的教授总唱那个歌，我是专门决定去拜访仓央嘉措的故居。就是在错那县，这有一个老太太，总是在

这里面就是给仓央嘉措的故居，她是在那里烧香还是拜佛的，总是在那点着酥油灯，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她上

去，隔一段时间就会上去。反正她是不是读过仓央嘉措的情诗这不知道了。这是仓央嘉措的故居，据说这也是仓

央嘉措的，说是行宫不太妥，可能也是故居，因为仓央嘉措是很落魄的，实际说是六世达赖，但是实际完全归政

治控制。然后最后是被押解到北京，因为好像清朝皇帝对他是不信任的，因为他是五世达赖去世以后被大臣控制

了局面，就是对外密不，就是不发丧。然后转世灵童选的就是这个仓央嘉措，但实际上这个仓央嘉措，清朝总是

很警惕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但实际他是一个情圣是不是？后来据说是死在阿拉善，就是内蒙那个阿拉善。

我们这个错那，我们去麦克马洪线，这是 1962 年那场战争，中国和印度打了场战争，这个地方实际有很多遗址

了，这个张国华将军，曾经我那个桌上还有本张国华将军一个人写他的事迹的，他的确是在这个地方指挥打那场

战役。1962 年，非常遗憾我们把印军打的是落花流水。有的战士一个班一个班的不知不觉就打到印度平原去了，

越打天气越热。实际当时战争形势特别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后来突然就退兵了，而且把缴获的这些大炮武器弹

药都擦得锃亮的然后交给印尼，然后又主动地宣布沿着那个麦克马洪线后退 25 公里。这个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一

个当年英国殖民者他随意在地图上画的这条线，既没去测量，更谈不上有什么界碑之类的，就是在地图上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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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你们知道地图比例尺是很小的，在那上面画一条线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实际上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是按

照喜马拉雅的山脊线画的，实际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它谈不上有什么完整的山脊线，它有十几条沟，刚才我们看那

个这个勒布沟算一个，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洛扎大峡谷也是切穿了这个喜马拉雅。所以喜马拉雅它是几堆，珠峰是

一堆，然后卓奥友是一堆，然后希夏邦马是一堆。它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它谈不上有这样一个脊线，所以我说这

个麦克马洪线它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其实中国人根本可以不拿那个东西当回事。实际上就是你的军队推进到哪里

哪里就是边界，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国家找不到一张画麦克马洪线的地图，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登什

么文章都不允许登这个地图，就这条线不允许画，所以这是国外的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但实际上我们找来找

去还是有一张，这是当年新华社发的一张，这一张图这里面是有麦克马洪线的，你看这是不丹，这是尼泊尔，这

个地方是锡金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就是亚东，实际这条沟你部队要是往下推就可以一直下来，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我们去的卡久寺的地方，这个地方一下来这就是印度平原。然后这个地方是雅鲁藏布

江大拐弯，这个察隅这也可以下来，墨脱这可以下来，然后错那这个有个勒布沟可以下来，这个地方就都可以下

来，一条条通道。这就是我说的现在是下不来，都有部队的铁丝网和部队了。你看这就是印度占领的地区，就是

达旺地区的街道的景象。 

    刚才介绍完山南地区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山南地区应该有个印象，实际山南地区它在自然上就是应该叫做藏

南山地，基本上都是雅鲁藏布江河谷以南，喜马拉雅山北麓这样围成的一个地区。挨下来是拉萨了，拉萨我们现

在刚才讲到了就是雾霾的问题，实际拉萨它有个称呼叫日光城，就是它每年的日照时数能够达到三千小时，这个

很不得了，你想想一年三百六十天，他都快一天要十个小时的阳光照射，接近了。这是很不得了的，你看成都太

阳照射才一千八百小时。就是其他时间都云遮着，你见不到太阳。所以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对不对？就是说蜀

地，四川盆地的那个狗，一见太阳出来了很奇怪，就汪汪地叫。但是拉萨这个地方不会，拉萨这个地方就是阳光

普照。现在交通条件是越来越好，北京有直飞拉萨的飞机，过去一直以为到拉萨会有严重的高山反应，现在好像

坐飞机去的人都没有这个情况，我发现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拉萨建的跟北京也差不多了，所以飞到

拉萨再也没有高原那种感觉了，马上精神状态就好了。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他们说有那个巴朱书记跟我们说，有一

些他陪中央电视台的一去了，有的女的就说不行的，高山反应不行了。他们说是也没有，他们说快给我氧气，快

给我氧气。他们也找不着氧气，最后就拿一个打气筒打什么东西然后给她吸上，她一呼吸说好多了，好多了。她

说他们经常用这种办法，就是没有氧气了就用打气筒来打。很多人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作用，就是当他以为有氧气

了有好了。 

    这是我们看日光城，天总是那么蓝，它这个蓝不是那个，你像北京也有蓝天，那是两回事，对不对？因为它

这个蓝是空气稀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压力，就是你的空气是有重量的，那物理学那个托里拆利实

验，不是 76 毫米水银柱高，这空气这是在海平面上，能压 76 毫米的水银柱，就是 76 毫米水银柱它有重量，到拉

萨了它减少了很多，大气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一万多米左右，减少了就快一半了，对不对？所以它那个压

力重量都减轻了，然后它是一个空气稀薄的状态，稀薄的状态它有什么好处呢？拍照片特别漂亮。因为你看谁到

西藏去，为什么愿意到西藏？那拍什么都漂亮，对不对？它那个空气通透，就是空气里面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些东西它都严重地影响山水的美感对不对？所以摄影师到拉萨，到西藏去，他就是能拍

出特别精彩的片子来，所以这个日光城大家看了，比上海多这么多，比成都多这么多。这是我拍的一张，他们在

维修布达拉宫。这是一个太阳辐射，西藏这是一个高辐射的地区。太阳辐射的好处当然有很多了，它可以带来农

作物的高产，有些人净以为西藏都是放牧的，还有这种，我记得有人说他不是游牧民族吗？没有这个说法，就是

说西藏是有牧区，有半农半牧区，但是很多都是主要还是农业，这个农业辐射强，我们所有个黄秉维院士，就是

算一个地方的生产力潜力的，比如说到大寨去算，这个土地假如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比如说光的条件、水的条

件就按照这个地区的光和条件，你这个地方到底能产多少东西？缺的是什么？这个西藏这个地方，太阳就是光合

作用的光照是足够了，大部分缺水。还一个最重要的是缺啥呢？还有一个地方缺二氧化碳，随着它空气稀薄，氧

稀薄了，二氧化碳也稀薄了。但是农作物的粮食它吃的不是二氧化碳吗？它吃二氧化碳，然后它才生长。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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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氧化碳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所的黄秉维都做过那种试验，在一个大棚里给它通进去二氧化碳，那作

物就长得很快。当然长到一定程度它就有一个瓶颈了，到那个时候就变慢了。如果你总是疯长，那你把工厂的大

烟囱接到大棚里面去，那农作物就疯长了，那也不是那个道理，它还有很多的限制因素。这我就不说了，这个实

际上拉萨还是属于西藏不那么日光的地方，你要到阿里去那更是了。对不对？刚才不说了吗？从东向西是逐渐的

干旱，天空的云也是从东到西逐渐地减少的，到阿里那天上云就很少了对不对？因为它降雨稀少了。那么你看，

这都是像阿里、那曲、日喀则的日光都比拉萨充足。所以我们说它可以叫日光省。这是我拍的布达拉宫的维修的

一个场面。它那个莎嘎土做屋顶，是他们一种特有的，实际就是他们产的一种土，然后他们是唱着歌跳着舞在去

打这个房顶，它是有人就像跳舞似的往前前进，然后再后退。这是一个木杆拴着一个石块，然后砸这个土，反正

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建房子弄的还这么艺术。 

    这是我拍了张照片，这个非常非常清晰，这在北京拍天安门不可能的对不对？这就是因为空气特别特别通

透，这个你可以放大，那天我们放大了，放很大很大，但还是纤毫毕现的，这是在晚上，因为我住的地方正好对

着布达拉宫。它的背面，所以我就有时间研究它，研究了半天就是得出了这样一个挺有意思的结论，后来我们就

概括一下，就说西藏有很多这种叫山崖式建筑，就是建在山崖上的，布达拉宫是一个典范，你看这是雍布拉康，

它不是像我们庐山、泰山、黄山上都有建筑，但那不叫山崖式建筑，因为我们是把山顶铲成一个平地再盖房子对

不对？它不是，它直接就是包裹着那个山体，它是不去进行铲平工作的，刚才那个布达拉宫就是那样建的。这个

是雍布拉康，这个是传说中西藏最早的宫殿了，也是第一代藏王叫聂赤赞普居住的地方。你看这是江孜古堡，就

是这种建筑我觉得大家到西藏去你应该注意，因为这是挺多的，我今天只能展示这么几个。但是我们去那个岗巴

古堡也是这样的，像昌都那个孜珠寺都是建在山崖上的。这是刚才说的那个卡久寺，这是这个穹窿银城，这种山

崖式的建筑，我给这个山崖式的建筑的一个总结，我认为刚才我说那个碉楼它是为了防御，但是要如果说江孜古

堡，雍布拉康，布达拉宫是为了防御这个观念我不太赞成，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为了防御，实际上它是我认为是

一种跟宗教和信仰有关的。就是西藏它最早的时候，本教它信仰一种天神这种崇拜，那么天神崇拜最后它转变为

山神的崇拜。西藏有一种神山崇拜，这个你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西藏人就是崇拜神山。实际这个原因也好找

到，因为它早期传说它都是天神下凡，都是先到一个雪山上，然后最后就转变为他们传说这个雪山就是神的住

所。那么这个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我们这些地方没有神山崇拜？你说你崇拜泰山，崇拜庐山，崇拜黄山，你说那

上边是天神的住所，那时不可能的，因为我说它这个放牛娃或者是樵夫打柴什么都上山顶，他一看啥也没有，对

不对？你说是天神的住所，那不攻自破了，他都不相信。但是在西藏，我说珠峰是天神的住所，我说希夏邦马是

天神的住所，我说卓奥友是天神的住所，冈仁波齐是天神的住所，这你就得相信，因为你上不去，对不对？它整

天是云雾缭绕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雪山你稍不留神，它就跟天上的云是一样的，我们在西藏有的时候经常在分

辨，这是雪山还是云？有人说它就是，那云总在它的脚下缭绕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像这种山崖式建筑把宫殿建在

山上，实际是神山崇拜的一种转换。就是它把神山崇拜用这种建在山崖上的这种宫殿来进行的一种替代。所以我

觉得，因为我感觉到藏民们特别崇拜布达拉宫。你看我在昌都是哪看到磕长头的人，实际上你问他心中的目标，

他就是布达拉宫。他要磕个长头他想象的就那个布达拉宫。所以这是一个跟信仰，跟神有关的东西，那不是为了

防御，我觉得说仅仅是为了防御是说不通的。那么这个山崖式建筑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你理解西藏可能会有帮助。 

    这是最后我们下一讲要讲那曲和日喀则还有阿里，这几个地方雪山、冰川然后大湖。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色

林错了这个大湖，这是我们去碰到的两个姑娘，我觉得那是几年前了，八几年前了。这几个姑娘我觉得是特别精

彩的，开始的时候你看没戴墨镜，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成墨镜了，然后她的脸上总有一种羞涩的笑，我觉得这个

羞涩是很重要的，它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你不会看到狗羞涩和猫羞涩，对不对？但是她又很追求时

尚，你看突然又变出墨镜，这个小狗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然后你看她还十八般武艺俱全，然后你看她突然给

我们展示一个打羊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袋子装着石头这么一摇，她不放羊吗？那个羊如果离群了，他一个石头

打过去那羊就归队了。你看它这俩姑娘能拿这个东西还能打羊。然后又给我们表演怎么纺线，我觉得这个姑娘真

是太纯朴可爱了。这是后来领我们到她们家去，你看她们家这个色林错湖旁，但是这次我们去就特别失望，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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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俩姑娘，但是一商量能不能给她照相就伸手要钱。所以现在西藏到处是见着小孩也是要钱，谁的问题，就是害

得我们一起去一个女作家一到那儿就说，钱是要靠劳动来创造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