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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完藏区生活，父子俩完全颠覆了对藏区

的传统印象。“没来之前，我真觉得这里会不会是

那种连卫生间都找不到的‘蛮夷之地’。一来发

现，很现代化，特别是年轻一代，抖音、微信玩得

溜，普遍都接受了高等教育。”

章国栋说，他的藏族朋友米吉家就培养了3个

大学生，在成都上的大学，老大还是医科大学毕

业，特优秀。老一辈藏族同胞因为生活条件限制

大多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对下一代教育都非常重

视，可谓竭尽所能。

不过，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不高，像米吉让孩子

学医更多是希望能帮助提高藏区的医疗水平，解

除病痛。或许和他们多信佛有关，精神世界充实，

他们会认识和接受外面的世界，但鲜有被欲望腐

蚀。

同时，藏区的现代化进程，让老一辈担心传统

文化是否会流失。为此，不论是举办仓央嘉措诗

歌节，还是传统藏舞、赛马等赛事，或是建立传统

艺术传习所，都是让年轻人多参与传统藏族文化，

传承灿烂的藏族文化。

章国栋说，市民如果想前往理塘，可把新都桥

镇作为中转站，适应一下高原环境。因为沿途加

油站不多，记得提前加满油。说到底，现代化的藏

区生活，适应起来不难。

父子俩很欣喜，藏区过上现代化生活

成都—理塘—仓央嘉措诗歌节

骑着摩托进藏 父子千里寻诗
“天上的仙鹤啊，借我一双洁白的翅膀，我不会远走高飞，飞到理塘

就返回”。六世达喇仓央嘉措写下的诗歌，数百年来传唱着这片仙鹤留
恋的净土。

因为仓央嘉措，很多人记住了“理塘”这个县城。理塘，一个高原小
城，地处四川省西部，甘孜州西南部，海拔四千多米，这座“悬在高空的城
市”自古以来就是茶马互市上的重镇。

今年暑假，我市的章国栋带着 8 岁的儿子章焯皓，骑着摩托车踏上
了这片高原净土。他们是去寻找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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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路途艰辛，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说到底，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开的是摩

托车，途中可能会遭受极端天气和高原缺氧的考

验，章国栋最担心的是8岁的孩子能否坚持到底。

考虑到种种困难，加上这是父子俩的第一次

摩托车远行，章国栋查找了大量的资料，把摩托车

旅行的攻略尽可能做详细。经过周密考虑，最后

他选择先把摩托车通过物流运至成都，再从成都

骑摩托车前往四川理塘。

7 月 26 日，父子俩到达成都，选定成都—康定

—新都桥—理塘的路线，来回共1300多公里。

从成都出发后，父子俩在川藏线 318 国道雅

安至泸定路段经历了 3 次大堵车。接下来，他们

要经过旅程的关键一段路程：海拔 4200 米的康巴

第一关“折多山”，顾名思义这是一条盘山路，随着

路的延伸，海拔不断上升，逐步进入高原区。

章国栋一再嘱咐儿子，如果不适赶紧拍爸爸

的后背。不过，章焯皓很坚强，途中只拍了一次爸

爸的后背。

“儿子，快看，骑摩托车的叔叔在向你竖大拇

指。”章焯皓顺着爸爸的指向看过去，叔叔们竖起

的大拇指让他感受到了力量，再次坐上摩托车前

行。

经过 15 小时的艰苦骑行，他们终于抵达新都

桥镇藏族朋友阿莫家中。新都桥海拔 3500 米，当

晚，章焯皓因为劳累过度出现了高原反应，呕吐、

低烧、沉睡不醒，到第二天下午才慢慢恢复。

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高原环境，父子俩在

新都桥多休整了一天，如孩子还是不能适应只能

遗憾返程。让人欣慰的是，章焯皓适应了高原环

境。前半程因为身体原因父子俩行程较慢，他们

决定后半段加快行程，因为理塘的仓央嘉措诗歌

节等着他们。

新都桥到理塘一路多是海拔 4000 多米的天

路，需翻越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拉山等高山，

父子俩经受住了大雾、大雨、冰雹和低温天气的考

验，并顺利到达目的地——“世界高城”理塘。

“草原明珠”理塘人杰地灵，藏文化大荟萃之地
理塘在藏语是“平坦如铜镜的草坝”的意思，

这里商贾云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享有“草原明

珠”之称。理塘是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这里，更

接近太阳，仿佛伸手就能触摸。

章焯皓在日记《快乐的一天》中写道，“我看见

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地，可爱的小牛、小马、小

鸟。我住的房子也和家里不一样。这里的水是冰

山融化的水，用这个水洗脸后，我睡觉就好睡多

了。我心里很开心，很快乐。”

除了美景，理塘还有甘孜州知名的文化旅游

品牌“仓央嘉措诗歌节”，它原来叫“赛马节”，去年

开始为了传承藏民族文化，而改名。

仓央嘉措是藏区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

驰名中外，影响深远，至今仍有许多诗歌在全国乃

至世界传颂。诗歌节期间，理塘举行了传统赛马、

康巴新式藏装秀、千人锅庄、书画摄影展、民族商

贸展，藏戏、梵音非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章焯皓欣赏到了万马奔腾的恢宏场景、惊险

刺激的马术表演。他还向藏族老奶奶学了藏语的

“六字真言”，虽然不懂内容，但能跟着藏族老奶奶

念念有词。

据了解，“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名词，源于梵

文中。六字大明咒是“嗡啊吽”三字的扩展，其内

涵丰富，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大慈悲。

住着传统藏族民居，吃着传统藏族美食
在摩托车旅行中，父子俩一路体验了藏族人

民的生活和文化。章焯皓喜欢上了“藏粑”。现在

正是藏区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来一碗鲜美的松

茸炖汤，很不错。还有章焯皓喜欢住的藏式民居，

它是藏族人民居住建筑形式，高有三层，内部装修

精细隽永，外部风格雄健。

“这是一次很不一样的旅行，我和儿子都收获

了很多。”章国栋说，他是市八字墙小学的老师，特

别喜欢传统文化。平时，他也很注重儿子的传统

文化教育，同时，希望儿子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

路，践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章国栋说：“除了美食美景，儿子一路学会了

吃苦和坚持。还学会了关心我和其他人，会和藏

族朋友交谈，向他们学习。还和驮着他们去理塘

的摩托车建立了感情，主动给它擦洗车身。”

章国栋、章焯皓父子旅途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