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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4 岁读高中的时候，就一心想学

开车。

那个时候，我住在昌运司成都站，这是

个供进出藏司乘人员住宿、车辆保修的大

站。

记得有一次，昌运三队的张师傅把油

罐车停在站上的球场边，没把车钥匙取下

来就去厕所了。恰好我在车边，趁机上车

发动了引擎。他一听到引擎声，跑回来把

我从车上提溜下来，不客气地说了我一顿。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扎木工程一队，

认识了蹇师傅。我请他教我开车，他也爽

快地答应了。有一天，蹇师傅开着苏联造

的“南特洛瓦”教我在公路上开车。我坐上

驾驶室，手脚因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当我

驾着汽车驶上公路，侧窗的风拂过我的脸

颊，人就像风像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地飘

起来了，胆子也大了，踩下油门加速。正

好，迎面来了一辆解放货车，驾车师傅伸头

看了我一眼。我心一慌，方向往右边一打，

忽然觉得车被什么挡了一下。轻微的颠簸

过后，我赶紧刹车，蹇师傅喘了好几口气才

下车看结果。汽车的保险杠因撞上路边的

电线杆导致车身中间凹陷，呈现一个不雅

观的 V 字形，好在其他地方没有受损。这

是我第一次上路遇到的险情，虽然吓得要

死，但学车的念头一点儿也没有放下。

不久，我给分队的书记写了个申请开

车的报告，理由是现在修建墨脱公路工程

量大、路线长，需要车辆运输保障，多一个

能开车的就多一份力量，云云。报告打上

去，很长时间没有动静。我不死心，于第一

次大战嘎隆山后回扎木休整期间，又打了

一个报告，言明如果不让我学车，可以学开

推土机，在公路上清雪铲土、保养公路等

等。这次，书记亲自找了我，数落我不务正

业，给我的答复是：“安心修路，把地球修穿

了我也不会让你开车、开推土机！”

我还是没有死心，一有时间就和开车

的师傅打交道，熟记他们开车的动作，了解

车辆的机械常识，逮到机会就操练。

就这样，我东一下、西一下地学着开

车，认识了不少货车师傅，学他们的洒脱无

拘。车坏在路上，我就钻底盘修车，打黄

油、打千斤、搬轮胎，当自己是他们中的一

员。进出藏时，我特愿意乘坐货车，一是路

上方便带果蔬，走到运输站可以凭师傅的

关系，吃到热食、住到干净房间，不用与多

人争抢食宿；二是我在路上还可以摸一下

方向盘。

这些开车师傅们，是上个世纪 50 到 90

年代在西藏交通史上最活跃的群体，其所组

成的运输系统，在西藏来说，是最火的行业

了。仅昌都地区运输公司下辖就有五个车

队，沿途为司乘人员服务的运输站，自成都

到波密就有十多个，整个公司职工几千人，

队伍庞大，而车辆在其中所占比例不大。

那时候，开车是一种专职工种，尤其在

千里川藏线上，师傅是受人羡慕、追捧和敬

重。他们能从内地往高原带你需要的生活

物资，能决定你在路上吃得了饭、住得了

店，保证安全抵达终点。师傅还得带徒弟，

徒弟学车三年，经过公安车管所的交规、机

械常识的考核，合格了才能驾驶车辆。

我从昌运成都站调到昌运司机关工作

后，仍然对学车热情不减。机关里有几辆

“北京”牌小车，平时都是书记和经理的代

步工具，普通职工难得一坐，宝贝得不行。

我可不管这些，有空就死缠硬磨着师傅，开

到俄洛桥、大修厂那边练胆，但仍觉得不过

瘾。

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多年，心思用在

学车上折合的时间就有七八年。但最后，

我仍没能风光地在川藏线上放手飞驰，但

还在盼望着有机会自驾一次高原，找回当

年那种感觉。

回成都后，我花了 3000 元进驾校学了

一个多月驾驶，每项科目考试都是一次通

过，顺利取得了驾照，买了一辆小车。开了

三年后，在城市人多路堵的烦扰下，倏然对

开车的激情荡然无存。有过一次追尾事故

后，就再也不想摸方向盘了。现在，出门乘

坐公交车、地铁，一张公交卡就能搞定，比

自驾还快。

而今，我天天宅在家里看西藏卫视。

画面上那些路，像时光中的一道剪影，蜿蜒

在生命的逆光期，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质感

和强大，每个角度我都能触及它的力量和

充盈，我用青春亲近它，我以成熟撞击它，

任性地放纵，执着地虐己，就等机缘到来实

现飞一样的感觉，用车轮记录行者的点点

滴滴……

这一天终未到来，但西藏的天地在我

的心中盛大辉耀，越接近神性的天堂越觉

得距离遥远，遥远使我返璞归真，又回到了

初识西藏的模样。不开车，就这样隔着梦

境、站在尘世的喧嚣处，静静地欣赏她的美

丽，即使走不完她的世界也不遗憾。因为

她的一花一草，已经融进心田生根；她的一

山一水，早就深入灵魂着床。

庚子之夏，到访林周农场之时，恰逢阴

雨连绵，云雾缭绕，掠一念之所如，似万顷

之茫然，随风恣肆，浩浩淼淼，如梦似幻置

身于彭波水天一色之中。

清风徐来，日出于东孜之上，徘徊于云

水之间。水光接天，彩带拱悬；余雷惊燕，

鱼鳅欢畅。前苑有礼堂，场部职工朋满座，

红星闪闪；身后东方红，驰骋田野突突响，

功勋挂枝头。观左屯梯田，莺飞蝶舞浪滚

滚，青稞阵阵香；看右掩之窑洞，一个知青

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

忆当年，乱石嶙峋，风沙拍帐，白纸一

张盼描绘，荒原一片待开拓。时至丙午，军

垦合典（冲）撒（当）之地，并互助（小组）之

荒，召工六千有余，整编生产一十七队，注

支青之活力，举万众开垦良田万顷，林周农

场成也！

壬子之春，乘大寨之风，农场高扬虎头

之水志，誓夺万担之粮心，女子排捉日取光

进洞，铁姑娘抡锤改道山河。历二百四十

之昼夜，投三十七万之劳工，高峡出平湖，

涎从虎口出。巍乎！万顷良田，春华秋实，

厚德润及沃野千里；壮哉！百里长堤，四季

潺潺，载物泽被子孙万代！

观农场之演变，叹雪域之沧桑。昔有人

杰冠三者，悦以其民，人忘其劳，仗剑扶犁三

十四载，八一（农场）起步，开易（贡）、山（南）、

彭（波）、林（周）之荒，垦江（孜）、林（芝）、察

（隅）、米（林）之场，丰功遍洒雅鲁藏布两岸；

更有无数知青者，不怨历史之不公，不叹命途

之多舛，不争利益之补偿，不求立业之功名，

一颗红心两手茧，战天斗地廿三年，奠雪域皮

（革）毛（纺）工业之基，定高原农（机）汽（车）

军垦之形，伟业镌刻珠穆朗玛之巅……

抬头望，举目见日不见君；叶落尘飞，

爱国教育有遗篇，从此新长征！

壮哉！一代农场！置后生而自立，叹

奋斗之艰苦，助迷信之破除，推思想之解

放……实已载入青史，足以百世流芳！

伟哉！时代丰碑！携岁月之风雷，刻

中华之烙印，凝支边之内涵，炼老西藏之精

神……照亮复兴之路，励人继续前行！

对 于 周 玉

娴来说，在大地

上 行 走 或 者 说

行 走 的 某 种 意

义就是写作，这

在 她 的 散 文 集

《 大 地 上 的 行

走 》中 清 晰 可

见 。 双 脚 行 走

于大地上，眼中

之物、胸中之意

在 笔 下 倾 泻 而

出 ，辽 阔 恣 意 ，

有 着 强 烈 的 纵

横 感 。 其 文 字

犹如一条河，在

大地之上流动，

形 成 一 种 动 态

之 势 ；河 的 两

岸 ，万 物 葱 茏 ，

生机盎然。

《大 地 上 的

行 走》分 四 辑 ，

开篇第一辑《山

水的呼唤》中所写山水，均是大山大水，有着辽阔的壮美。开篇《尘

世里的一支乌江曲》容量很大，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开阔，把一个写作

者的情怀和思想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我们说，散文无定类，写

法有多种。周玉娴选择了一种难度写作。她为自己的写作设置障

碍，通过一个个障碍的突破，实现一个个台阶的翻越，这就形成了她

写作的丰富性和博杂性。《尘世里的一支乌江曲》起始开阔，从宇宙

的诞生起笔，确实让我眼睛一亮，但同时又捏了一把汗，怕她接不

稳、收不住。随着阅读的推进，我的这种担心显得多余。文章纵横

之间，写尽乌江的古意、纤夫的艰难、生活的持续、现代变电站的诞

生，写尽乌江两岸人的兴衰荣辱、生生不息。

周玉娴是记者，这就决定了她的不断行走，从南到北，从西到

东，越是荒芜偏僻之地，越是她行进的方向。一双脚在天地间行

走，行云流水又且阻且长。《行走 318 川藏公路》《唤醒纳木错》《林

芝的雨》中所写之地，我亦在场，所感、所思颇深。为此，我也曾写

下诗歌和散文，这样在阅读时就和这几篇文章所指形成了精神上

的互文和共鸣。写作者都是内心极为敏感之人，加之每个人的生

活底色不同，注定对一些事物的生命感受有所差异。正是这种差

异性，形成了文学艺术的多彩多姿。这组散文是雪域高原上万物

自然存在的颂歌，其核心和背后隐含的时代意义是书写国家电网

为助力西藏经济发展而修建的云端“电力天路”——藏中联网工

程这一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民心和战略工程。作家从生活场景

出发，通过行走，一步一步抵达时代精神的深处。散文融合了西

藏特有自然环境的自我感受，再现了西藏特有的大山大水的磅礴

气势和绝世之美。这大美之中，以点点滴滴之意指向电力建设者

的情怀。

记者的职业情怀和作家胸中那颗不安的灵魂相结合，造就了周

玉娴一种在路上的姿态和写作方向。“火车是梦想和现实的连接点，

它带着梦境的映象进入我的记忆，进入到我的写作中。铿锵有力的

钢轨声是我的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快速移动的风景是我写作中跳跃

的灵感。”第二辑《路上的回响》中，她的笔开始触及脚下的这块皇天

后土，让我们领略风景各异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一如

她所说的，行路难、行路难，行到穷处美景见。在写景中，她依然保

持对人的精神最终指向的书写。《一苇箬叶出平湖》中，她把屈原的

精神放在一个人的情怀中，一步一步向文字的深处走，走过江水东

流，走过历史回环往复，走过文化的生发之地，最后走到当下。作者

一方面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让每一个词都准确地表达出自我内心的

感受；另一方面又跳出具体的事物所指，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回望这

块土地和历史，把自己个人经验融合到大的文化背景之下，转化为

更加辽阔的内心力量，以此来呈现文化生存背后的意义和多维度的

精神力量，达到一种看似只说了一些事物的表象却已深入到世界内

心的效果。正是这种向内写作的指引，那瓦窑堡黄土的立体性，那

来自地心的力量，那山丹丹的红艳艳，无不有了更深的精神指向。

《重新认识瓦窑堡》《从天安门前走过》《日暮乡关望西山》《赴一场花

事》等篇章，都是让单一书写成为一种厚重书写，也使文中精神指向

有了更丰富的精神维度。作者是把厚土真正写“厚”，呈现出“历史

仿佛已经落幕，历史又好似刚刚开始”的效果，使历史和当下，在此

刻达成一种契合。

乡愁大约是人类最广泛的一种愁，不分人种和地域，越是现代

化程度高的地区，乡愁越浓。在第三辑《遥远的乡愁》中，细腻、绵

长、充满趣味的语言将胸中的那种无法明了的乡愁娓娓道来。《童

年》中，对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儿时生活原汁原味的记录，素朴中

带着一个时代的胎记。《白杨树》这北方特有的树木，在戈壁滩的深

处“呼啦啦”地响着，如同时间一样，不停不止。《腊月春联》写尽那个

年月里，春联这一风俗趣味和人之精神的自我温暖。《故乡的清明》

几近江南小调，曲曲折折，婉转明丽。《故乡祭祖》则把作者的老家安

徽的一个小镇的祭祖风俗，写得细致而妙趣横生。

“时间，规划着大地之上的一切事物，它公平正直地对待我们，

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二十四节气，提醒着我，我过去曾经生活在这

片深情的土地，我未来亦将生活在这里。”这是第四辑《时间的光阴》

着笔所在。在农耕文明里，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重要到怎么说都不过

分的语词。作者按一年四季进行撰写，写成《春日》《夏时》《秋意》

《冬岁》四篇，一篇含六个节气。在写作中，作者有极强的代入性，也

就是在用“我”指认世界，使四时变化与人的喜怒哀乐、与人的遥望

和回顾、与人的生存延续有了血肉联系。这一如阎连科所说：和巨

大的世界相比，作家即是那个最小的“我”，但没有“我性”，无法和

“世界性”沟通。写作的某种意义就是呈现自己的心灵图像，是审美

的呈现、精神品质的呈现。所以，写作最终面对的是自己。只有呈

现出自我的精神品质，写作的价值方能得到凸显。

诗人韩东说过一句话：“诗到语音为止。”这是强调语言的重要

性。从散文写作来看亦如此。不管你有多独到的思想，多么深的生

命体验，多么有趣的灵魂，都得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呈现。周玉娴

的语言别有特色，开阔时大气磅礴，细腻时花草皆叹。语词的生命

来源于主体精神的生动和激荡，语词的品质就是思想的石头。所

以，语词不仅仅是意义的容器，更是生命体验唯一被指认的事实。

好的语词能形成一种形式和内核的共振，形成空间感上的均衡。这

一点上，周玉娴正在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在西藏学开车
吴微

林 周 农 场 赋
张申酉

在大地上书写
——读周玉娴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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