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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长江源，见证我们的大爱

实现定居 历史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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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的时候，刚开始建房的时

候，我采访了他。

2012年8月28日房子建好搬进去

的时候，我又采访了他。这位坚实的康

巴汉子给人的印象极深，也体现了康巴

人热情好客的一面。到家里就端出牛

肉干、酸奶，还有糖果、饮料等，很随意

地和我们攀谈起来。

谈起2010年的事情，他说：“地震

后，房子裂开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我

们就搬到帐房里，房子里不敢住，我的

房子是1984年盖的，这次地震后，出现

了裂缝，党和人民对我们非常关心，给

我们盖房子。”

“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去年10月28号。”

“房子是多大的？”

“80平米的。”

“你自己掏了多少钱？”

“我们一分钱没有掏。”

“我们援建工作怎么样？”

“你们海西援建抓的紧，特别是王

觉东抓的紧，速度和质量都抓的紧，速

度和质量都没啥说的。”

“你现在收入怎么样？”

“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就是靠退

休工资，但是生活还算可以吧。”

索南诺布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冬天经

常在炉子跟前烤，所以也很麻烦，夏天还

可以。

“老王这个人好，感谢不尽，我们的房

子修得好，这主要是王主任的关心下修起

来的，他就像修自己的房子一样负责。”

然后又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一边关

照我们吃喝。

在治多县，不论到谁家，主任都热

情好客，端出风干牛肉，端出奶茶，让人

很感动。

索南诺布说：“不管是干活的民工，

还是援建的干部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他

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不容易。我

们现在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一分钱不

掏，多么幸福，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

好处。一个是你们援建干部负责，一个

是民工们负责，给我们盖了这么好的房

子，太谢谢你们了。我说：“今年是第二

年，到明年这个时候就全部完成了”。

“是不是？”

“就是。”

“你们走了我们会想念你们，你们

闲了来看看我们呗。”

“以后有时间我们来看看。”

“其它工作没有什么，就是这个盖

房子就是难搞得很，有时候老板不听

话。有些人软一些不行，硬一点也不

行。很难。”索南诺布的汉话还算是很

好的，表达也很清楚，我们采访也容易，

说起来还滔滔不绝。

据他介绍，他的老婆原来就有牛

羊和草场，但是为了多拿上两毛钱，就

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后来失去了分牛羊

和草场的机会，十分惋惜。现在来说有

草场的人有虫草收入，有牛羊的也不用

卖肉，而他现在只有靠一个人的工资。

令他欣慰的是，他的一个女儿和儿子都

有工作了，儿子在治渠乡当副乡长。

当谈起他的表哥索南达杰时，他很

很惋惜地说：“他为了保护藏羚羊牺牲

了，家里人经常想他，没有办法就搬出

这座房子，到别处去住。”

他还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佛堂，里面

供奉着贡萨寺十九世秋吉活佛，还有其

他佛，而且很高兴地介绍起了秋吉活

佛，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敬仰。

在他的正屋大堂里，悬挂着十世班

禅的像，还有毛主席的像，他对共产党

很感激，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全国人

们的支援，我们也住不上这样好的房

子。”

还有一户居民住房在建的过程中

因为质量问题被推倒重建了，现在已经

盖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专门采访

了这家住户。

走进院里，恰巧女主人出来，我就

站 在 院 子 当

中，问道：“你

们家的房子盖

的怎么样？”

“ 好 着

哩。”回答的是

他的儿媳妇。

“去年你们

家的房子是怎

么推到的？”

“质量不

行，砖里没放水

泥沙子。我们

汇报了王主任，

后来叫老板推

到重新砌墙。”

“现在盖的怎么样？”

“现在房子盖得比较好。”

“原来你们住的什么房子？”

“是两间土房，现在是砖房，电也安

装好了，我们自己装修了，非常好。”

我看见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就问：

“现在你们还吃井水吗？”

“是的。”

“自来水没有吗？”

“现在还没有，今年已经修了自来

水厂，但是还没有通。”

天峻西王母石室散记
◆王晓峰

七月的巴音河畔

已被诗意笼罩

碑林汇聚吟诵诗歌

在隆重悼念青年诗人

海子

传说中的姐姐

让诗人雨夜凄淋

草原 戈壁失去应有繁荣

更没有美丽的星空

今日将德令哈要还给诗人

海子诗歌陈列馆的歌声

让诗人安卧梦中静听

巴音河畔二十七年的夙愿

盐花 麦浪齐来追寻

怀念失去的抒情

德令哈不在荒凉

我们在这里告慰魂碑的主人

冥冥中的灵魂不再失眠

沙漠 草原 情人湖

共同伴你

牦牛 羊群

感谢你留给高原的精神

柏树林 油菜花 麦浪在朗诵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永远的记忆

巴音河畔魂碑石林

多种语言声音

赞诵着诗人

等你重返柴达木

再访德令哈天暖雨晴

小城不再孤独

麦浪 油菜花

在夹道欢迎贵宾

祝福九泉下的诗魂

永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小时候，农村文化生活贫乏，难得有一个

村子唱戏，于是，相邻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就搬着凳子前去观看。

知道西王母，是因为那个很知名的神话传

说：放牛娃牛郎看上了来凡间洗澡游玩的仙女

织女，两人相识坠入爱河，并生下一对龙凤胎，

后来，织女下凡私配凡间的消息被天宫知道

后，玉皇大帝的妻子西王母就派天兵天将将织

女抓回天宫，牛郎闻讯，用一对箩筐挑着一双

儿女奋起直追，眼看就要追上了，西王母拔下

头上的金簪，往后面一划，霎时间，一条天河波

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 织女望着

天河对岸的牛郎和一双儿女，哭得声嘶力竭，

河这边，牛郎和孩子也哭得死去活来。他们的

哭声是那样撕心裂肺，催人泪下，连在旁观望

的天兵天将都觉得心酸难过，于是纷纷向西王

母求情。西王母见此情景也很动容，最后只好

同意让牛郎和孩子们每年农历七月七日让他

们相聚一次。

小时候，每次看戏看到这里，心里就对这

个横刀夺爱的西王母恨之入骨。后来随着年

龄稍长，特别是有了儿女之后，始对西王母的

这种做法有所理解。其一，为人父母者，没有

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据说织女是西王母最小的

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横刀夺爱也许是她爱

子女另一种方式，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

见；其二，作为天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己

的子女触犯了刑律如果不做任何惩处，换来的

将会是整个天宫众神仙的竞相效仿，长此以

往，天宫将不宫。

来青海工作后，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来往

于德令哈和天峻之间，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地方，距离天峻县20公

里的关角山下，竟有个西王母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那天，在同事老张的陪同下，笔者有幸游

览了西王母石室。

西王母石室外面是一座具有浓厚藏传佛教

特色的大殿——西王母圣殿，大殿内供奉着藏

传佛教的菩萨神灵，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灵全

都挂着或白色或黄色的哈达，大殿两边还有藏

家女子绣制的巨幅唐卡，手工之精美令人赞叹。

往后去，就是西王母石室了。大殿和石室

连接的走廊上，还有一排转经筒，老张说，这些

经筒表记刻有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依据藏

传佛教的教证，凡转动经筒一回，等于诵读了

一遍内藏经文。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依次每人

分别转了一遍经筒。

西王母石室在一个形似圆椎体的独立小

山内。据说，洞口两侧原有用108块长1.5米，

宽0.8米，高0.8米的长方体青石块砌成的长方

形围墙，围墙正西中间留有通往洞内之正门，

正门两侧分别设有相对称的两个小门。这108

块石块，表示对应《甘珠尔》大经108部，遗憾的

是，这些石块在修筑铁路时用做路标而被搬走

了，内室中还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石炕，洞壁由

多种图形的石灰岩镶嵌而成，随意又精妙。

关于西王母，根据现存史料记载，西王母

有三种身份：其一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

其二是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三是神

话传说中的神仙。认定作为人的西王母在历

史上存在过，根据《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

载：上古时代，西王母就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

的联系，如“黄帝时，西王母骑白鹿来献白

环”。“尧封独山，西见王母”。“舜从天德嗣尧，

西王母献白玉琯”等。《史记》和《竹书纪年》是

公认的信史，这两本书都记载的事，可信度应

当是比较高的。由此可见，西王母应该是一位

或者多位容貌出众、才华横溢、有着远见卓识

的政治家。

但《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还记
载了西王母和周穆王交往的一段美丽的爱情

故事。穆天子就是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

第五位君主，公元前10世纪时曾乘八骏神车巡

游西方，使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穆天

子传》是这样说的：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带着

白圭、玄壁、绫罗绸缎等礼物，来到美丽的青海

湖畔，会见了西王母。西王母也向周穆王赠送

了礼品，并在瑶池旁设蟠桃宴，盛情款待这位

来自东方的君王。西王母是一个高傲、尊贵的

美丽女神。她的心中也怀有缱绻柔情，尤其是

见到西行而来神武威猛的穆天子后，心中暗生

情愫。高兴之余即席作唱，这就是堪称河湟第

一史诗的《白云歌》。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

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

子无死，尚能复来。”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白

云高高悬在天上，山陵的面影自然显现出来。

你我相去，道里悠远，更阻隔着重重的河山。

愿你身体健康，长年不死，将来还有再来的一

天。”西王母这是在问穆王，迢迢西路，相隔万

里，何时还能再相见呢？穆天子答曰：“予归东

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

年，将复而野。”意思是：“ 我回到东方的国土，

定把诸夏好好地治理。等到万民都平均了，我

又可以再来见你。要不了三年的时光，又将回

到你的郊野。”天子心系治国安邦大事，便委婉

承诺三年之约。由此看来，西王母不仅是一个

卓越的政治家，还算一个有着一颗玲珑心、聪

慧柔情的女部落首领，西王母和周穆王的交

往，也算一段千古缠绵的风流佳话。

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错综复

杂地缠绕在一起．很难一下子分开，但这些记

载从时间上看，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西王母

不可能长寿到跟轩辕、尧舜、周穆王等历代中

原帝王都有交往的地步。老张说，其实，被无

数神话光环笼罩的西王母并非生来就是天仙，

而是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女酋长。

据说，五千多年前，在青海湖周围广袤的

草原上，存在着一个尚处在母系氏族时期的游

牧部落，被称为西王母国。这个西王母国的中

心，就在现在的天峻一带。这个国家延续时间

很长，从黄帝时期开始，直到西周末年才告结

束。当然，它在前期不一定是个国家，而可能

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我们是

不是可以这样假设，西王母仅仅是这个部落

（国度）的酋长(或者君主)的称号，并不是特指

哪个人，这样，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西王母的人神之辩，老张说，民间传

说还有另一种解释：中国传统中的许多神仙，

都是凡人变的，而不是为神所生的，如太上老

君、吕洞宾、何仙姑、曹国舅等。西王母会不会

也同她们一样，是一个由人而神的形象呢？

在时光流逝中，石室被人们赋予各种传

说，石室主人的身份，更显得扑朔迷离。现在，

多数研究者认定的石室主人，就是西王母，据

说，两王母在这里接待宾客和发号施令。这和

《汉书�地理志》中“西海郡之西有西王母室”的
记述是吻合的。

石室内烛光很暗，因宗教的气氛太浓郁

了，我在里面没有多停留，就走了出来。出来

后，老张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平顶的山峰让我

看，随后，老张又指着石室所在的这座山说，如

果放在平顶上会怎样？老张说，据国家有关部

门测量，西王母石室这座山底部和那个平顶山

顶部的形状及面积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我不禁吃惊地长大了嘴巴。

老张点点头说，西王母石室当地人又称二

郎洞。那个平顶山传说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空

的时候，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时，被二郎神的三

尖两刃刀削下来的。我不由为大自然的神奇感

到惊讶！“古传二郎削山峰，移此侍奉王母宫”。

平时不善言谈的老张竟随口吟出这么一句。

离开石室的时候，我看见西王母石室门前

的一行行经幡，在猎猎的寒风中摇曳不止。“瑶

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

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时，我也不由地想

起李商隐《瑶池》中的几句诗来。

周穆王远我们而去，西王母亦远我们而

去。但幸运的是，经历了数千年中的雷火、地

震、兵燹等天灾人祸，西王母石室还在这里耸

立着，还可以供人们凭吊，静思默想过去这里

曾经发生的一切，以及瑶池相会等一个个美丽

的传说故事。

“时令已近夏至

乙未年端午刚刚离去

身上那冬日的衣服

仍旧不能脱去

是因为体弱的缘故

还是高原那多变的天气

那一股飕冷的风

犹如二月的春风般刺痛

南方的城池被洪水浸泡

北方的大地上寒流侵扰

电视新闻里一遍遍播送的

厄尔尼诺现象功不可没

脱不了冬日的衣裳

行走在六月的街巷

冉冉飞絮如同三月的绵雨

行人的脸上滚涌荡漾

夏至日本已经炎热

可身上的冬衣不能脱去

多变而又善变的天气

在高原上平静的演绎”

这是2015年夏至的头一天所写的《夏至时

还未脱掉冬衣》。夏至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预

示着一半的夏天已经过去，后面行将进入炎热

的时候。可是，这2015年的夏天，自入夏以来，

便受那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南方多地不是发

生城市内涝，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而北方地区又受寒流侵扰，总是阴冷不定，

尤其格尔木更是如此。

立夏之后的格尔木，与那二八月的天气几

无差别，有时比之二八月还甚。我写完上面的

诗没几天，那阴浓不晴的天纵然带来2015年格

尔木的第一声雷鸣，从此也迎来了断断续续的

降水，偶尔是整夜或整天，真还难以说清。但受

那雷声的感染，又写了

“没有太阳

仲夏的热浪仍在奔涌

短短几分钟的路程

汗水已浸透了衣襟

刚刚打开紧闭了一天的门

突然一阵沉闷的响声把我惊醒

这是夏至不久的格尔木

我听到的一年一度的第一声雷鸣

热浪是暴雨的信号

雷声是阵雨的前奏

海拔接近三千米的格尔木

端午后的第一声雷鸣

该是阵雨的前奏还是暴雨的来临”

那时6月27日，夏至天离过半也不远了，坐

在屋里比深秋还冷，是我在格尔木28年的生

活、工作经历中从未遇到的天气现象。

几年前从报道中看到，柴达木盆地的气温

比20年前升高了2摄氏度，以后还在逐年升高

和据科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每年以4厘米的

速度向东移动。当时我想，四厘米，对人类的肉

眼而言，几乎等于零。可是，它对气候的影响那

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上这个地方城市建设的飞

速发展和绿树的增多，气候的确比以前好了许

多。记得当年初到格尔木时，那稀稀拉拉的街

道两旁，既无多少房舍，也无多少树木，吹起风

来，能把瘦点的人可以吹跑。可如今不同了，城

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树木成荫，象今夏这样连

绵不断的降水，在格尔木60余年的建政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

那连绵的降水的确令人烦恼，从6月25日

断断续续地下到7月3日时，因缠绵的雨水和4

月份在西安遇到的连绵的雨，想到在离开老家

的28年里何曾见过如此的雨水，于是便提笔写

下了《雨的感念》的散文。雨是一种欣喜、一份

滋溢，不论何时何地，它对植物的成长是极有作

用的。但那连绵的淫欲，对人类而言，就如同前

文所述，带来的无尽灾难，有时会防不胜防。

持续了近十天的降水，于7月9日终于放

晴。晚间，在格尔木那碧蓝的天空里还能见到

几颗稀疏的星星，它们眨巴着眼睛，像是在观看

人类对雨后天象的反应，但城市上空能看到少

有的星星，这已是现代社会罕有的奇迹。

很难让人脱掉冬衣的反常夏天，但愿从这

晴天的到来而变得正常。然而，事又凑巧，昨晚

刚看到今年第十号台风“莲花”已登陆广东造成

灾害，第九号台风也已逼进沿海地区，预知台风

经过的地方已做好迎接台风的挑战。不知这厄

尔尼诺现象怎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常？

——乙未年五月廿五于格尔木

巴音河畔的碑魂
（悼念青年诗人海子）

◆王明政

2015 的 夏 天
冯尚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