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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波密，乍暖还寒。

初春的风是湿的、润的、胞胀的，犹在

黄昏舞动雪花，从我的头顶纷纷落下，我

仰起头迎接这精灵的飞扑，但这雪精灵却

戏谑地划过我的发梢，在我额上仓促印个

水点，变成一只轻蝶，急急飞进我的梦，幻

成流光中一把避烟挡雨的小伞，撑过朦胧

的黑暗跟到了天明。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金色的阳光透

明又温暖，打开窗口向外望去，一夜落雪，

大地白茫茫，晨雾里半阴半明的地方，鸟儿

欢快地觅食，不时发出的鸟鸣，打破了这山

的静这水的冻这树的僵；积雪屋顶的烟囱

青烟袅袅，像正在热身启航的船只，拖着太

阳驶向原野，氤氲在隐隐淡去的迷离里；不

远处的帕隆藏布江，一弯碧蓝缭绕山隅，婉

转下行，一路高歌流向远方。渐渐地，覆盖

地上树上的雪，一经太阳拥抱，化为轻盈的

烟露，慢慢消散了白色的身形。

我跨出大门，立马掉进蓝得醉人的琉

璃世界，天空的白云羊群般贴在耳边游

曳，昨日无叶枯黄的树梢，现已鹅黄斑斑；

极目高耸的雪山下，松柏横黛，一片片、一

丛丛鲜艳欲滴的桃花，在昨夜雪后悄然蓄

势，趁这暖阳一齐绽放，打破了大地的一

统灰黄，显出生机的顽强、春天的妩媚。

我经历的那个发展年代，在扎木镇帕

隆藏布江两岸，房屋稀疏、人流清冷，不像

现在这样密集，笔直的川藏公路穿城而

过，通达地连接东西，伸向郁郁的森林，站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度，桃花都在

眼眸跳跃招摇，那明艳的焰红恣意地迤

逦，由远及近，将整个镇子围得密密匝匝，

一冬的宁静，一季的沉寂，被三月的桃花

唤醒，人们的心情豁然沸腾了，三五成群

地邀约，扶老携幼地奔走，要去看那丽日

下的桃花。

那时的私家车还不太盛行，去野外看

桃花耍坝子必定徒步，因为路程远近不

同，定要备好干粮茶水和伞的。我加入到

这个快乐踏青的队伍，穿过荆棘和石头垒

砌的围墙，走过刚刚返青的庄稼地，透过

掩映的树林，可见几户藏式的木石房屋坐

落其中，溪水淙淙流过石桥，一位老人手

转经筒，裙裾上拖着个几岁的孩童，一边

蹦跶一边嘴里哼着听不明白的歌，后面跟

着一条小狗，欢快地左扑右跳，慢慢走向

那些悠闲的牛羊。好一幅农家田园图，恬

淡、朴实，浑然天成，隽永的画面深深铭刻

在了脑海。

进入桃林，我被高原层层叠叠，波涛

般起伏错落的桃花淹没，意识已经辨不清

是漂在花中，还是花在行走。这些桃树扎

根村庄、田野、河谷和寺庙周边，凝天地之

精气，聚日月之能量，有的存活了上千年，

高大粗壮的树干，附有攀援匍匐的藤本寄

生植物，树枝曲筋暴露，斑节遒劲，全身浸

透风雨沧桑，集腊梅的傲骨、松柏的坚韧、

杜鹃的豪放、雪莲的顽强于一身，怡然脱

俗，强健华妍而不妖，气质高洁而不媚。

随便选取一枝作景，便有形状各异的雅

致，将生命的朝气蓬勃置于眼前；更有朵

朵灵性的妙姿，将植物的风华悦目人间。

当一阵风过，桃林哗哗倾出野性不羁的古

老曲调，声音高亢悠扬，像藏民族豪迈的

歌喉，震动得一些花瓣飘落，头上身上覆

满清新的馥郁，我怯生生伸出手想摘下一

枝来玩儿，都怕亵渎了它的灵性，败坏了

它赋予我的感情。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野桃树有好几

个品种，有的结的果不大，皮毛带绒，味

道苦涩；有的带甜味，可做成桃干。不管

怎样，能在高原欣赏到野桃花，见识到无

与 伦 比 的 美 景 ，已 经 让 我 喜 出 望 外 了 。

我喜欢这样的真实，更喜欢波密三月的

桃花！

流连桃树下，我看见雄奇的雪山和明

艳的桃花，一刚一柔，凸显自然道法；一山

一木，诠释万物有情！我不由得想起唐朝

诗人吴融《桃花》一诗：“满树和娇烂漫红，

万枝丹彩灼春融。何当结作千年实，将示

人间造化工。”正是诗人越过时空，再现

桃花给我们的共识共感呀！

2018 年，我重返扎木，迫不及待拍下

桃花的绽放，和它共影，回来向亲友讲述

那一树树桃花给我的明示：“不入浊世凡

尘染，情愿枝头做花仙。春来三月香风

送，便是花奴问君安。”

八分嫣然，两分羞涩

习惯了沉默寡言。桃花

用窈窕红颜铺陈春的主题

浮动的暗香一出场

就占据了三月的半壁江山

在诗经里亮过相

在桃花源里安过家

在都城南庄戏过春风

只灼灼一笑

就让雅韵里的唐诗宋词

在国人心里威风凛凛了两千年

似乎是等待什么

倔强地守住季节的高度

一半沉醉 一半惘然

倾心的爱把相思的日子染红

刻骨的情把生活的本色逼问

一切像是结束，一切像是开始

顺势而生的是心事

应势而落的是别恋

这给节外生枝的诗人

有了虚构尘世绿肥红瘦的情怀

醉桃花
胡巨勇

风 吹 桃 花 三 月 春
吴微

著名藏学家、资深民族新闻工作者

张小平先生的《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西藏

记忆——张小平日记选编》（中国藏学

出版社，2021年 12月）正式出版发行，值

得热烈祝贺！这是因为，这不仅是一部

个人的生活历史记录，更是西藏社会历

史变迁、新闻传播事业和中国民族新闻

宣传工作的历史发展记忆，具有不可替

代的文献史料价值。

日记是个人化的信史。张小平先

生的日记选编，选取个人生活中与西

藏相关的篇幅，立足于还原自己的西藏

记忆，更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和突出的

社会影响力，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张

小平先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语文

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副

总编辑，参与了西藏很多重大事件的报

道；作为援藏干部，曾担任西藏广播电

影电视厅副厅长，直接参与了西藏广电

事业重大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在退

休后，先后担任国家藏学权威学术期刊

《中国藏学》执行主编、国家重点涉藏网

站“中国西藏网”总编辑等重要学术、专

业职务，在藏学界、涉藏新闻传播界具

有广泛影响力。这些重要身份和职务，

使他的日记成为西藏当代社会进步和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形象历史记录。

在这部 55 万字的厚重日记选编中，

作者不仅展示了个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轨迹，而且重点记录了若干重大历史事

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给历史奉

献了宝贵的民间文献档案。

1960 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读大学

和 1963 年到西藏进行专业实习，是作

者初步认识西藏的历史机遇。无论是

选择藏语文专业，还是在西藏实习所

经历的丰富、新鲜和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都体现了作者崇高的革命理想、历

史使命感和坚强的意志力。这为作者

此后终生奉献西藏发展和进步的伟大

事业铺设了光荣的底色。这里记载的

很多细节，质朴、纯真，有很多属于个

人的独特记忆，读来十分亲切，时时被

感动和激励。实际上，从选择藏语文

专业，立志奔赴西藏建设边疆开始，就

决 定 了 作 者 的 一 生 与 西 藏 的 不 解 之

缘，是西藏成就了作者，而作者也无愧

于西藏的深情期待。

1966—1973 年，筹建恢复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藏语广播和开始在雪域高原

采访报道，成为作者投身民族新闻事

业浓墨重彩的历史阶段。藏语广播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早开播的少数民

族语言广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966

年，作者等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恢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言广播，得

到周总理的直接批示。日记详细记载

了作者肩负历史使命，在西藏各地物

色专业人才和以记者身份采访的曲折

过程，充分感受到藏族群众对藏语广

播的热切期待和恢复这一广播的迫切

性，全面体验和理解西藏社会发展进

步的历史进程，沐浴和感受神奇的西

藏文化。这一段历史，标志着作者对

西 藏 的 了 解 和 认 识 进 入 实 地 感 受 阶

段，也是作者成长为优秀民族新闻工

作者的重要时期，而作者在恢复国家

电 台 民 族 广 播 方 面 做 出 的 努 力 和 成

就，必将载入中国民族新闻传播和广

播事业的史册。

1978年 3—5月参与中国、伊朗联合

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活动和 1985 年春

天中日联合攀登那木纳尼峰登山活动，

成为作者新闻事业经历中最具挑战性，

也最具传奇性的历史时刻。作者通过

真实生动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参与采访

的整个过程，而在关键登山活动的记录

中，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刻。作者对登山

艰苦环境的详尽记录，对特殊采访经历

的细致描述，对登山队英雄们的拼搏和

牺牲的再现，对于友谊和意志的赞美，

读来难以忘怀、感受至深。作为西藏最

具特色的体育文化项目，登山过程和登

山报道不仅体现专业水准，更彰显了人

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日记中的相关记

载，既成为中国登山运动史实录，也成

为新闻报道的经典案例，刷新了作者的

新闻报道高度。作者在异常艰苦的条

件下，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登山报道，而

且在体力遭遇严重挑战的时刻，依然坚

持用笔记录这些历史场景和细节，其敬

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1996—1999 年，组织、参与电视剧

《西藏风云》拍摄工作，是作者作为西藏

广播电视职能部门领导和西藏文化学

者所完成的一项重大文化艺术工程。

作者详细记录了组织创作、拍摄的过

程，涉及的人物众多，很多细节首次披

露，为人们了解该片的社会和艺术内涵

提供了珍贵资料。特别有趣的是，作者

还应急扮演了其中的僧人角色，亲身感

受西藏那段风雷激荡的伟大岁月。这

部电视剧再现西藏和平解放的难忘岁

月，忠于西藏当代历史，人物形象真实、

个性鲜明，播出后广受好评，为不可多

得的涉藏电视艺术珍品。

以上仅仅是作者日记选编中对若

干重要经历的记述。实际上，作为国

家媒体记者和广播机构负责人、西藏

广电职能部门领导和著名藏学家、作

家，作者的西藏经历特别丰富多彩，这

些弥足珍贵的阅历，在日记中也得以

实录。包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

签；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6 年

援藏岁月，组织推动各类重大工程；青

甘 川 滇 四 省 涉 藏 之 行 ；出 访 日 本 、英

国、法国；西藏阿里之行；在新闻院校、

媒体授课；担任《中国藏学》主编 4 年、

“中国西藏网”总编辑 8 年；一系列涉藏

重大政治事件的采访与学术、文化采

风活动……作者在日记中还多次出现

关 于 西 藏 民 族 学 院（今“ 西 藏 民 族 大

学”）毕业生应邀在该校参加学术活动

的记录，笔者身为该校教师，感到特别

光荣。这也是作者对西藏社会发展进

步贡献力量的具体体现。

在阅读这部日记的时候，还会强烈

地感受到作者用心之细、谋划之精，体

现出严谨的历史和专业情怀。日记中

呈现的涉藏内容，主题明确，不是简单

地按时间排列，而是将自己的西藏记忆

划分为五个阶段，名为“五部”，分别题

名“初识西藏（1960-1965）”“认识西藏

（1966-1973）”“感受西藏（1974-2003）”

“ 展 示 西 藏（2004-2013）”“ 享 受 西 藏

（2014-2019）”，每 一 部 分 又 有 提 要 导

语，突出重点经历，清晰地勾勒出作者

的西藏活动轨迹，俨然是一部读者心目

中具体可感的西藏社会发展简史。

在日记体例上，作者也多有出新、

出彩的地方。日记中收录了作者在藏

工作时笔录的一些历史文献，包括碑

文、西藏社会资料、中央代表团馈赠西

藏的礼品清单等，功能有如档案；作者

随兴创作的诗歌、随笔等也收录其中，

成为日记记载事件内涵的延伸；出于学

者、记者的职业使命感，作者还对日记

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履历做出简要介绍，

并附于页下，扩展了日记的外延，让历

史活灵活现；书中附有许多配图，增加

了日记的直观传播效果，让历史具体可

感。这些选编方式，体现了作者尊重历

史的良苦用心，也是日记体裁的创新，

拓展了日记的记述、传播功能，给读者

以极大启迪。

当然，这部日记最鲜明的定位，是

一 位 资 深 新 闻 工 作 者 的 西 藏 传 播 实

录。印象最深的方面，主要包括对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状况的调查、评

价、恢复和建设构想；作者的藏语文专

业素养在西藏地区开展新闻传播工作

中不可替代的工具价值和文化意义亦

得以生动展示。作者用自己的采访实

例，有力证明了掌握民族语言在民族

地区开展新闻采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

藏学学者、新闻和文化工作者、社会管

理 人 员 所 具 备 的 独 特 优 势 ，值 得 深

思。关于西藏的对外传播，作者也表

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作者认为，在

民族地区从事新闻采访和社会管理，

如果没有对这个民族的深厚感情，就不

可能真正理解和传播他们的生活、文

化；作者以切身体验，记录了西藏各族

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对民族

团结的珍爱和呵护；作者高度赞赏在西

藏艰苦地区工作所需要的奉献牺牲精

神，认为这应该是民族地区新闻工作者

必备的意志品质；作者还以自己新闻工

作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民族新闻报道

和宣传应该通俗、简洁，用事实说话，这

样才能获得良好传播效果；关于系统的

民族传播、宣传的理论研究，张小平先

生已经有学术专著《民族宣传散论》正

式出版，而在日记中随行记载的感想和

意见，不仅是作者新闻传播思考的火

花，而且是作者民族新闻、宣传学术思

想形成的基础；在日记中，可以时时看

到作者关于采访、写作和深夜修改稿件

等专业工作过程的记载，足以与作者正

式出版的作品集《雪域在召唤——世界

屋脊见闻录》《天上西藏》等相互参照，

相得益彰，加深对作者民族新闻成就的

理解。

张小平先生是集藏学学者、媒体记

者、媒体高层管理者和作家于一身的杰

出新闻工作者。扎实的藏语专业修养，

使他在民族地区的采访如鱼得水，尽得

语言文字工具便利；学者素养赋予他的

采访报道具有历史深度，显示出思想的

力量；媒体高层管理者的阅历，为新闻

采访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提升了传播的

境界；作家所具有的丰富感情和语言功

力，让新闻报道充满感染力。

如果我们把张小平先生的西藏日

记作为一部西藏当代历史笔记、西藏新

闻传播档案、中国民族广播事业发展

史、中国民族宣传画廊和精美的随笔来

阅读，一定不会辜负作者的初心吧！

民族新闻工作的“田野笔记”
——读《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西藏记忆——张小平日记选编》

周德仓

《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西藏记忆——

张小平日记选编》一书封面。

唐晓光 摄

灼
灼
芬
华

谁说您无影

我分明看到了您的身姿

那柳树梢上的绿

是您的靓妆

微风轻抚

犹如飘逸的长裙

谁说您无形

我分明看到了连绵的山

展示出生命的气息

为您勾勒曲线美

青翠层峦

是那样的妩媚动人

谁说您无色

我分明看到您舞动画笔

用七彩颜色装扮大地

唤醒红梅

催开玉兰

串串海棠惹人喜

谁说您无味

我分明闻到了您的体香

沁入心脾

令人陶醉

引来蜜蜂蝴蝶

酿就人间甜蜜

春啊

是您用温柔的双手

抚摸万物苏醒

迎来大地勃勃生机

是您用温暖的胸膛

化开冰封的河流

让河水唱响欢快的歌声

是您用妩媚的眼

扫视环宇

把温暖送进万户千村

您是人间精灵

您是四季之首

———春

春
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