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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流的增长，在区内班线增加的基
础上，西郊客运站的省际班线也逐步被开
通。“2002年左右，西郊客运站开通了拉萨到
成都、南充的客车，到成都500元车票，到南
充560元。”吴勇说，“火车开通后，到成都的
客车就取消了，但每到春节客流量大的时候，
会临时增加客运班线。”

客流增长后，西郊客运站周边逐渐有了
早餐店、招待所。吴勇记得西藏博物馆附近
有个“交通招待所”，共两层楼，每个房间里
只有一张床、一个洗脸盆和一个暖水瓶。外
来打工的、进藏旅游的，经常住在车站附近
的旅店。

行李放在车顶也是西郊客运站当时的
特色。车辆紧靠候车厅停下，乘客检票出站
后提着行李走上二楼，那是刚好可以把行李
放到车顶的位置。行李放好后，工作人员会
拿网兜把行李都网住，以免滑落……

一座老城，一段旧时光，一个消失的车
站，都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往事历历在目，但如今都已成历史。那些
正在运行却日渐空旷的候车大厅，表明公
路交通运输的最高峰已经过去，铁路、飞机
和私家车已经承担了相当的运力。曾经发
生的故事却将永存人们心中，成为最珍贵
的记忆！

运行36年这里的故事有你吗？

车站向来是人们离别欢聚的
地方。有多少人站在汽车站门口
接自己想念的人，又有多少人站
在汽车站门口送别形影不离的人
……迎来送往间，汽车站见证了
太多眼泪和笑声。

过去36年，西郊客运站曾是
拉萨人口流动最集中的地方。伴
随着城市发展，2020 年 6 月 30
日，运行36年的西郊客运站正式
关闭，停止运营。但它留给人们
的记忆却依旧独特，很多拉萨人
对这个喧闹的地方都留存着深厚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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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辉煌时
日售票额近100万元

西郊客运站停运后的一天，我们再次
走进这里。曾经人来人往、车辆川流的车
站，如今仅有门口的摆渡车在忙碌。不时
有人手提着行李前来乘车，但都被工作人
员引导坐摆渡车去北郊客运站，亦或是柳
梧汽车站。

走进车站，西郊客运站副站长阿牛正带
着工作人员搬运东西。2006年至今，阿牛已
经在这里工作了15个年头。阿牛到西郊客
运站工作时，是客运站最辉煌的时候。那
时，一天的售票额可以达到近100万元。

阿牛清楚地记得，刚到西郊客运站的
时候，车站还比较“混乱”，那时不仅乘车的
人很多，而且排班的驾驶员也不少。“同一
时间可能有5个驾驶员排班，为了‘抢人’，
每个驾驶员又雇了一个人，基本上是10个
人同时抢一个乘客。经常有乘客的包在一
个驾驶员手里，人又被拉上了另一辆车的
事。”阿牛回忆说。

为了整治这种现象，2006年，金珠西
路派出所给车站派了3名干警、4名保安，
和西郊客运站的工作人员一起负责车站

的治安工作。阿牛就是4名保安之一。
西郊客运站是西藏的第一家客运站，

也是设施设备最齐全的客运站。阿牛记
得那时候客运站里有车站派出所、医务
室、广播室、母婴室、货仓等，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车辆越来越先进，站内设施也
逐渐完善。

说起离开西郊客运站的事，这位滔滔
讲述西郊客运站历史的八尺男儿，突然泪
水在眼眶中打转。“离开西郊客运站是非
常心酸的事情，连话都不想说。”阿牛说。

1985年9月1日
西郊客运站发出第一辆车

“藏二代”吴勇从小就生活在拉萨。
在他的印象中，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后，拉萨就有了汽车站，位于布达拉宫脚
下，面积不大，停满了解放牌客车，足以满
足当时的客运需求。

1980年至1984年，中央先后两次召开
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政方针，并确定在西藏援建“43

项工程”。其中20项工程在拉萨，拉萨汽
车站就是其中之一。自此，拉萨汽车站从
布达拉宫脚下搬到了金珠西路。因为地
处拉萨西郊，人们习惯称之为“西郊客运
站”。

在吴勇看来，当时西郊客运站建筑非
常现代化，候车厅东边的大钟每到整点就
会报时。“那会儿拉萨只有西郊客运站和

邮电大楼户外有大钟，报时的时候周边都
可以听得清楚。”吴勇说。

当时的西郊还很空旷，附近唯一的建
筑就是路对面的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纪
念碑旁接通拉萨河两岸的渡口，有时，人们
会从南岸乘船抵达北岸，再乘车前往区内
各地，亦或是区外。“西郊客运站建了1年，
1985年9月1日发出第一辆车。”吴勇说。

“扛大箱”、坐拖拉机
只有大昭寺周边叫“拉萨”

吴勇在西郊客运站有过两次印象较
深的经历。1991年夏天，姐姐要去林芝上
班，几天前就买了那天早上8点的车票。
住在拉萨七中附近的他们距离车站不是
很远，但在大雨中还带着大包小包的行
李，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走了1个多小时。

第一次自己从西郊客运站坐车是
1992年1月17日。那年寒假回内地，吴勇没
有买到飞机票，只能买客车票先到格尔木
再转火车。“那时的车子都是‘五十铃’的，
产自日本，烧的是柴油，车上还有暖气。为
了让暖气有温度，往往需要提前一小时热
车，等到人们上车的时候，车子经常笼罩着

浓烟，发出刺鼻的柴油味。”吴勇回忆，“车
子开动之后，司机就把暖气关掉了，驾驶座
旁边的窗户也会时不时打开，车子越走越
冷，冻得人脚发麻。好在司机一路上都放
军歌磁带，人们还有少许热情。”

回家的路途很艰苦，返藏的经历更坎
坷。寒假结束回拉萨，吴勇和姐姐坐火车
到格尔木后才发现格尔木到拉萨的客车
票早在10多天前就卖完了。经过多番奔
波，3天后的一天终于找到一辆到拉萨的
东风牌货车。“那趟车上只有两个女的，她
们跟司机坐在车头里。男的全部坐在篷
布遮住的车厢里颠簸，就是人们说的‘扛

大箱’。”吴勇摇晃着身子回忆当时车上的
情况。

吴勇记得那时从货车上下来，客运站
旁边停了10几辆手扶拖拉机，车厢两边放
着木板，人们面对面坐，司机们扯着嗓子
喊“拉萨，拉萨”。“那会儿的‘拉萨’特指八
廓街、大昭寺周围。”吴勇说。因为拉萨七
中附近不是“拉萨”，没有拖拉机愿意去，
吴勇只能跟姐姐“包机”回家，总共花了5
元钱。

直到1997年左右，拉萨开始有了出租
车，“奥拓”“夏利”“桑塔纳2000”，人们的
出行越来越便利了。

消失的车站
人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

空无一人的候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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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的西郊客运站。

阿牛（左一）和同事在搬运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