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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树 和 娇 烂 漫 红 ，万 枝 丹 彩 灼 春

融。”几场春雪后，拉萨的空气里添了些许

暖意和湿润，一株株沉睡的桃树被和风瑞

雪唤醒，羞涩地展现她的娇柔。每年 4 月，

正是拉萨赏桃花的好时节。灿烂的阳光

照射着大地，也照射着美丽的桃花。风儿

也和花儿一起快乐地做着游戏，花影摇

曳，粉红的花瓣飘洒在蔚蓝的天空。如果

厌倦了城市喧嚣与浮躁，那不妨到山间田

野追寻春天的脚步，看一看桃花那玲珑的

身影，嗅一嗅那阵阵花香。

色麦村：美景与美食皆不可负

人 间 四 月 天 ，桃 花 笑 春 风 。 春 光 明

媚，驱车自曲水县城沿 318 国道，一路向

西，沿途风光如画。

桃花流水，古树吊桥，幽谷纵横，美食

飘香。闻名拉萨的“桃花村”就静静坐落

于 318 国道南侧。“桃花村”村原名其实叫

“色麦村”，这座位于拉萨河下游、雅鲁藏

布江中游北岸的山村，以春天的桃花而出

名。在拉萨市范围，独特的地理优势使这

里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

4 月中旬，色麦村的桃花已经盛放，数

千株桃花和正在吐绿的柳树，犹如一朵朵

粉色的、鹅黄的云，为桃花村平添几分江

南韵味。这些桃树有的已经有些年头，树

干粗壮，开出的花朵也更大一些；有的部

分树枝已经干枯，再长出的树干上又新长

细枝，粉嫩的花朵随风摇曳；还有的桃树

是 近 年 新 栽 的 ，满 树 蓓 蕾 含 羞 ，静 待 绽

放。春风拂袖，或粉红或粉白的桃花像精

灵追逐着游客的脚步，催促着他们用心寻

找春的足迹。

对 于 众 多 游 客 来 说 ，若 没 有 美 食 相

伴，旅行是不完美的。美景让人精神愉

悦，美食让人幸福倍增，美食美景皆不可

辜负。

桃花村老凉粉店就位于 318国道旁，色

麦村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从拉萨出来向

西走，还是从日喀则、尼木方向返回拉萨，

人们判断是否到达色麦村的方法，就是找

这家开在路边的小凉粉店。两个方向行驶

的车辆，大多都会在此停留，花上十几分

钟，吃上一碗凉粉，小憩片刻，再上路。

老凉粉店早在 20 多年前就开业了，据

老板央金介绍，凉粉店一年到头生意都很

好，每年春暖花开时节，纷至沓来的游客

在观光之余，会来店里边吃凉粉边休整。

从早到晚，这个路边的老凉粉店里都是人

气满满。

有客人点凉粉时，央金和服务员会轮

流用特制的刨凉粉的工具，把凉粉刨出

条，放入碗内，浇上酱油、醋，加入小米辣

椒拌好，然后端上桌。除了凉粉之外，在

这里还可以喝到甜茶，吃到饼子、藏面、咖

喱饭、煮土豆等特色美食。

吞达村：养在深闺待人识

沿 318 国道继续向西，一处世外桃源

般的小山沟便在暗香浮动中呈现了，这里

是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有“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的美誉。进入吞巴景区，会看到

吞巴河沿岸长达 3 公里的一条木制栈道，

在栈道旁，还有大大小小的水磨在不停地

转动，远处古树参差，桃花盛开，清澈的吞

巴河奔流不息，小气候得天独厚。

春天的吞达村是一个桃花流水、万木

吐绿的世外桃源，与色麦村的游人如织相

比 ，这 里 的 桃 花 如 同 养 在 深 闺 ，悄 然 绽

放。从每年 3 月中旬开始，山脚、山腰的桃

花次第盛开，远远望去，云蒸霞蔚、粉澹澹

生烟。

桃 林 远 处 ，传 来 悠 扬 歌 声 。 寻 声 望

去，纵横阡陌里，村民达嘎正在山腰一块

田地里准备播种青稞。此时，他正稍作休

息。桃树下，他不时拍拍散落肩头的花

瓣。歌声悠扬，花香清甜，竟让人有些恍

惚：究竟是人在画中游，还是人为画中景。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

香发源地，吞达村制作藏香已有 1300 多年

的历史。如今，藏香生产是吞达村最主要

的经济来源，达嘎自小就熟练掌握了藏香

的制作工艺。

“制作的藏香由合作社代为销售，加

上打工和农牧产品等收入，现在我们村没

有贫困户。”达嘎笑着说。

夕阳下，达嘎的笑声传得很远，弥漫

在空气中的花香气和藏香的味道也越来

越淡。吞达村的藏香已经走出深闺，相信

吞达村的桃花也一定会走出深闺。

帕崩岗：网红打卡地

帕 崩 岗 意 为“ 坐 落 在 大 石 头 上 的 宫

殿”，位于拉萨市区近郊的娘热沟，这里不

仅可以俯瞰拉萨城，还以其悠久的历史而

享誉藏区。近年来，帕崩岗的桃花备受关

注，每当桃花盛开，这里便游人如织，赏花、

拍照。桃林掩映中，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句。

帕崩岗的历史与藏文字的创始者吞弥·
桑布扎息息相关。作为藏民族历史上著名的

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他克服千难万险

创造了藏文字。据传，1300多年前，吞弥·桑

布扎就是在帕崩岗成功创制了藏文字。

漫山桃花将帕崩岗装扮，满山绿树红

花和诸多遗迹间，脑海中浮现着美丽的历

史故事，思绪万千。山花烂漫，花团锦簇，

粉的如霞，白墙如雪，红檐似火。站在树

下细观桃花，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

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粉色蝴蝶；有的花

瓣儿全开了，露出米黄色的花蕊；有的含

苞待放，饱胀得快要破裂似的。而那黑黑

的、粗粗的树干，显露出沧桑，一年又一

年，矗立在那里，春去春又来。

站在桃花树下，清脆鸟鸣入耳，山风

徐徐刮来，一刹那间，落英缤纷。置身其

中，犹如武侠故事里的人间仙境。如果在

这里学习武林秘籍，真是快哉。

游玩累了，再到山上的茶馆小憩，喝

甜茶、吃藏面，看看周围人喝茶聊天的样

子，仿佛又从仙境回到了人间。

人间四月天 桃花笑春风
文/图 本报记者 卢文静 裴聪 格桑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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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古老的桃树和满地桃花的农田。

◀桃花盛开的曲水县色麦村。

桃花盛开时节，吞达村农民在田间忙碌。

◀帕崩岗周围盛开桃花的古树。

▼盛开的桃花。

被古老桃树围绕的尼木县吞普村。

游客在拍摄帕崩岗周围盛开桃花的古树。

游客在桃花丛中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