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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日，一张拍摄于 1932 年的合

影照片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这是丁香烈士

与爱人乐于泓的特殊合影，也是二人唯一的合

影。2009 年，乐于泓的家人在旧屋翻建时发现

了这张照片，并于 2010 年捐赠给南京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乐于泓祖籍江苏太仓，早年就读于

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曾任十八军政策研究

室主任、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

长、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等职，以列席代表身份

参加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

半个肺进藏诠释老西藏精神

1950 年 1 月 30 日，已经担任南京总工会文

教部部长的乐于泓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调其随

十八军进藏。此后，他又收到时任十八军军长

张国华的亲笔信，告知其部队在川南准备进藏，

要求他尽快归队。乐于泓曾任十八军政治部宣

传部长，是张国华军长十分器重的老部下。接

到军委电报和军长来信后，乐于泓毫不迟疑，马

上收拾行李，准备前往重庆。

按照规定，临行前他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

发现他的左肺已经干瘪，右肺上部有两处钙化

点，这种身体状况不适合高原生活。但是，乐于

泓进藏态度坚决，婉拒了医生建议，并于 4 月 10

日抵达重庆。针对乐于泓的身体状况，时任西

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亲自为其检查，结

论是左肺萎缩，右胸肋膜肥厚，心脏向左移位，

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根据检查

结果，乐于泓的身体条件不符合进藏要求，不能

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不能随军入藏。

西藏地处高原地带，含氧量低，正常人在高

原生活都会因为缺氧而出现高原反应。何况乐

于泓只有半个肺，却要面临和正常人一样的身

体考验。可想而知，乐于泓在高原缺氧环境下，

心肺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和负担，承受常人难以

想象的身体反应。当时已经 42 岁的乐于泓，在

幼年时期患过肺结核，被捕入狱后遭到敌人严

刑拷打，身体备受摧残，落下病根，这也是他在

渡江战役后被要求留在南京工作的主要原因。

但是，乐于泓认为自己经受了革命战争中艰苦

环境的考验，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坚决要求随军进藏。

鉴于乐于泓进藏的决心，最终西南局领导

和医学专家商议，同意可以试一试，但如果身体

不行，极速返回。只有半个肺的乐于泓，没有因

为身体状况而退缩，没有因为缺氧环境而畏惧，

他把随军进藏看作光荣的使命和任务，看作无

上的责任和担当，在进藏过程中克服了高原缺

氧的挑战，克服了心肺功能较差的困难，以特别

能吃苦的顽强斗志，以特别能忍耐的坚定意志，

用实际行动和工作表现诠释了老西藏精神，是

老西藏精神的典型代表。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1950 年 5 月，乐于泓跟随张国华军长到达新

津，接任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前，十八军

成立了以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政策研

究室，负责调研掌握西藏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了解藏族同胞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就进军西藏提出具体的

政策建议和行动参考。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客观的现实困难，

当时十八军对西藏的整体情况掌握不多，甚至

连一张完整的西藏地图都没有，加之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的敏感性和政治性，所以在准备进军

西藏的过程中，中央和西南局都非常重视具体

政策的把握和制定。1950 年 1 月，毛泽东在电报

中强调：“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

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

藏交界地区。”同月，邓小平在同十八军师以上

干部谈话时提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

政策吃饭。”政策问题在进军西藏和解放西藏过

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显得

十分重要和紧迫。2 月 16 日，西南局、西南军区

在电报中专门指出：“西藏问题（包括对于散布

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之藏族问题）之许多

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

体意见，获得解决。”

乐于泓到任后，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政策

研究室围绕西藏整体情况展开系统调查研究，

根据党的大政方针提出具体的政策参考；围绕

进军西藏展开作战研究，提出衣食住行、疾病预

防、物质准备等建议；团结藏学研究专家，训练

藏族干部。政策研究室编写藏文课本、进藏教

材，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

组织翻译西南局“十条政策”、政策布告、进军西

藏口号、宣传材料等，为提高十八军战士政策水

平，贯彻好执行好落实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奠

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为了培养更多的藏族青年干部，推动

民族政策宣讲和统战工作，1950年 6月，中共西藏

工委和十八军党委成立了西藏工作团，天宝任团

长，乐于泓兼任副团长。工作团由两部分人员组

成，一部分是巴塘党组织动员的党员和东藏民主

青年同盟盟员，另一部分是北京藏民班的学员。

这些进步青年会使用汉语和藏语。西藏工作团

对他们开展文化训练、政策学习、能力锻炼等工

作，安排他们到机关、部队、兵站等担任藏语翻

译和基层干部，极大促进了党的政策的执行和

落实，在进军西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指定列席见证西藏和平解放谈判

1951 年 3 月 27 日，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办公

室主任的乐于泓，陪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

前往北京。经过长途跋涉，代表团一行于 4 月 22

日抵达北京火车站，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4 月 29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首次会议。会议指定乐于

泓和平措旺杰全程列席会议，是中央指定的两

位列席代表。谈判期间，乐于泓负责具体事务

沟 通 和 材 料 准 备 ，为 谈 判 的 顺 利 进 行 提 供 保

障。5 月 23 日，乐于泓见证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

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

字仪式。

6 月 13 日，乐于泓以十八军联络部部长的名

义，陪同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经中国

香港、新加坡、印度赴藏，前往亚东会见十四世

达赖。

1951 年 8 月，乐于泓陪同张经武代表到达拉

萨。为了进一步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争取

西藏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按照工作安排，乐

于泓按计划走访和拜会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

官员，向他们赠送《十七条协议》，宣传解释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乐于泓上门拜访了 30 多位上层人士，共计 50 多

次面谈交流，帮助这些上层人士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争取他们对解

放军进军西藏和解放西藏工作的支持。

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亲历者、参与者

和见证者，乐于泓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品格坚

毅，弘扬践行老西藏精神，为西藏革命与建设事

业作出重要贡献。

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的珍贵照片。前面

为丁香烈士，后面相框内为乐于泓。

牧民的甜蜜，

飞奔在马背上。

喝着酥油茶，

吃着手抓肉，

跳着锅庄舞，

才是原生态的模样。

牧人广阔的胸膛长在草原上，

温暖的小家藏在帐篷里。

大雪纷飞的夜晚，

牛粪炉里燃起草原人心中的希望。

风中的草原

当你如一粒沙子投入辽阔草原，

成为一颗小草的随行；

当你渺小地站立珠峰面前，

便是峰下一片风起的雪花；

当你面朝无垠的湖泊，

就是卷起那浪花的笑语；

当你仰望日月星辰，

那湛蓝的天空里，

已见不到自己的影子。

融入。这是哲学的命题。

这是人生的意义。

风中的草原追梦二十六年，

跟她草长莺飞，

随她日落月起。

青春恰如喷射的血液。

牛羊成群地追随风和时光的足迹，

大自然的精灵宛若天簌般的合唱，

牧人把日子嚼得活色生香，

我的孤寂慢慢放入青稞酒里。

我追寻风的伴侣，

作为草原的一只鹰，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

守护每一份快乐，

开启每一次远行。

陶醉在那曲草原

我站在世界屋脊的山巅，

闭上双眼，

张开双臂，

伸向蓝天，

深深呼吸格桑花的芳香，

慢慢咀嚼青草的味道，

默默体会绿色的温暖，

让青春放飞在草原的怀抱。

请静静地听啊。耳边

有冰雪消融轻轻流出的嬉戏，

有群山深处悠悠的牧歌浅浅地传来，

有鸟儿从高空从身旁飞过时扇动的清凉，

更有草尖顶破草原发出的笑语。

我沉醉在绿色的草原，

脑子里只有寂静而汹涌的心。

触摸血液从心脏喷射而出的旋律，

只允许绿色的生命，悄悄地

占据我跳动的身影。

地球第三极的那曲，

因海拔和气候而精彩刺激，

在心里总是扬起缤纷的涟漪。

夏天的绿，因太短而金贵，

总是激发一行行壮美的诗句。

牧民放牧把家回，

牛羊成群往家归。

人们都将这份绿色的精彩，

珍藏在内心深处的空灵地带。

那曲的夏天太美。草原的绿色，

像那千呼万唤才露出来的少女，

含羞地裹着一层层让人猜不透的青纱。

那一缕缕水雾，

随着青草生长，

一起袅袅升腾弥漫，

舞动了这片草原绿海，

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我赤裸双脚，轻轻滑过小花，

踏着软软的厚厚的草坪。

河里的青草，随着淙淙流水，

荡起柔柔的细语。

掩映在河水里的，

分不清哪是羊群，

哪是白云。

每棵小草，

都成为绿色生命的精灵。

一张珍贵照片背后的西藏故事
孔川

牧人的甜蜜
（外二首）

王纯丁

潘多 摄

云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

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做好

新时代西藏工作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甘共苦，有力维护了西藏

的和谐稳定，推动了西藏的繁荣发展。 为了更好地表现

和反映我区各族人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我区着力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光辉历程，西藏日报副刊将开辟

《同心圆》栏目，面向社会征稿，以多彩的文学、摄影、美

术作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主题：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西藏各

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展现民族团结、共同

奋斗、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生动画卷。

要求：主题突出、感情真挚、故事生动，具有较高的

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

体裁：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小说、杂文）、摄影作

品、美术作品。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0日。

投稿方式：纸质来稿请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

区 朵 森 格 路 36 号 西 藏 日 报 社 汉 编 部 副 刊 室 ”，邮 编 ：

850000，请在信封上注明“同心圆”，并自留底稿。电子来

稿请寄邮箱：xzwyfk@163.com，并在“邮箱主题”处注明

“同心圆”。

征文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征 稿 启 事
跟市里的阵仗相比，村一

级赛马节要逊色一些，但对地

广人稀的羌塘草原来讲，也算

得上声势浩大了。人们像是

重新回到了游牧时期，几百顶

帐篷星罗棋布地安扎在草原

深处，雄鹰在天空盘旋，孩子

穿着鲜衣彩装翻身上马。

只是村里的马不这么认为，它们昨天

还混在牛群里吃着草，今天就被全副武装

地拉到赛场。年轻一点的根本没见过这么

大的场面，上百匹穿着花衣裳的马儿扎着

小辫聚集在一起，有的尾巴被拧成了一股

绳，有的头上扣着五彩帽子。还有几匹从

外地运来的欧洲马，高傲得像是城里来的

小姐，充满了优越感。村主任背着手与山

上的观众点头示意，却被一匹匹健硕的马

挡在了后面。

草原的马真享福啊，平日里不参加劳动

生产，一年 365 天，有 360 天在草原上闲逛。

此时，摆在它们面前的是一条被车轮碾过的

赛道，还有周围山上乌泱泱的人群，除了几

匹有过经历的老马，剩下能搞清楚状况的寥

寥无几。它们像是心血来潮的孩子，莫名其

妙地就跟着飞奔起来，刚跑了一圈便觉得索

然无味，竟冲出赛道，在不远处的空地上旁

若无人地吃起草来。任凭主人如何鞭打脚

踢，只像是擦皮挠痒似的甩甩尾巴。

全程 10 公里的“长跑”比赛，坚持到最

后的不过 10 匹马。高大雄壮的欧洲马一直

占据着领先位置，它们跑起来四蹄翻飞，身

上的肌肉线条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明晃晃

的光。相较之下，本地矮小的藏马在气势

上便输了一筹。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职

业训练过的欧洲马将要碾压这片曾经以骑

射著称的草原。可渐渐地，那几匹欧洲马放

慢了速度，每一脚都好像踩入深深的泥潭之

中，终于在最后的两圈因体力不支而连续败

下阵来。坐在山上的我能清晰地感到它们

异常急促的呼吸声，在海拔 4700 米的高原

上，来自外地的马也会高原反应。首先冲

过终点的是村里的一匹白色老马，骑手的

藏袍被热烈的风吹鼓了起来，它像驮着个

彩色的气球一样跑向了欢呼的人群。

冠军收获了一辆红色的摩托车，主人

高兴地抚摸着白马的脊背，然后从它身上

披着的数千条哈达中取出一条拴在摩托车

的把手上。人们争相与它合影，它却自顾

自地垂下头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其它的

马匹也一样，它们不知道冠军意味着什么，

只知道夏季的水草最美最肥。

湛蓝的天空下是漫山遍野的野花，风

浮动着远处低垂的白云，耀眼的

阳光照射在每一张幸福灿烂的

脸上。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对

唱 着 古 老 的 情 歌 ，男 人 高 抬 阔

步，女人含羞带笑，抑扬顿挫间

像是在介绍自己，又像是插科打

诨说着俏皮话。马此时却没有

时间与心爱的“姑娘”你侬我侬，

它们要与扎着红色辫子的男人一起展示草

原的雄风。

如果白天是传统的延续，那么夜晚只

属于年轻人。在数百顶帐篷中间，有一顶

悬挂着“朗玛厅”的彩色帐篷一直灯火通

明，村里的年轻人会在夜幕降临后聚集在

这里，随着震颤的鼓点左右摇摆。女孩擦

脂抹粉精心打扮一番，嘴里嚼着口香糖，感

觉这世界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自己。男孩

在夜里也要戴上墨镜，身上还奇奇怪怪地

散发着某种香气，仔细闻起来像是茉莉花

味的空气清新剂。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好

像每个年轻人身上都迸发着一种生猛的

光，充满了野性和力量，就算是外面跑得最

快的马都难以企及，无法追随。

为期一周的赛马节，村庄里走得空无

一人，孩子的玩具熊、大人的摩托车都横七

竖八地躺在地上。牦牛对此充满了疑惑，

没人挤奶，没人喊它们回家，待到日落西

山 ，听 到 狼 叫 才 从 山 上 慢 慢 悠 悠 地 走 下

来。连着几日，“痴傻呆萌”的牦牛“统治”

着整个村庄。

村里的赛马节
杨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