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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花是一座城
徐学江、隋丽君

怀着探寻深藏大西南高山深谷里的一座城市的“奇特”和
“神秘”的好奇心，我们从广西北海不远千里来到金沙江畔。说
这座城市“奇特”，因为它拥有“第一”“唯一”“独特”等桂冠；说
这座城市“神秘”，因为它迄今只有短短 53 年历史，却两易其
名。这座城市就是攀枝花。

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今天攀枝花市的所在地，在清同治八年前后形成了一个村
庄，叫“上下坝村”，因村口有一棵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树，每年
花季满树火焰般的红色吸引往来行人，人们就把这个村改叫“攀
枝花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庄，因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大铁
矿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为实施“备战”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
任务，1965 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攀枝花特区，正式
名字叫“渡口市”。也可能因为“渡口”太平淡无奇，容易和无数
“渡口”混淆，于是国务院在 1987 年批准更名为“攀枝花市”。

这是个富于诗意的名字，一个能提神的名字。它是全国所有
城市，包括 4个直辖市、275个地级市、381个县级市共 660个
城市中唯一以花名命名的城市。

“攀枝花”是当地人对“木棉花”的叫法。木棉是生长在热带、
亚热带的一种树，成年树高达 10 米以上，树干有刺。早春开花，先
开花后长叶，花由五片曲线花瓣包围着一束黄色花蕊，花朵有碗
口大小，深红色，开放时满树如火如荼，极为壮丽，因此享有“英雄
树(花)”称号。攀枝花现在是攀枝花市的市花。

最著名的年轻城市之一

打开中国地图，从长江口一路向西沿江两岸分布着许多大
大小小的城市，其中地级市以上城市不下几十个。攀枝花市的市
龄仅比深圳大十几岁，是全国最著名的年轻城市之一。现在全市
面积 7440 平方公里，人口 122万，是四川名列前茅的大城市和
工业基地，人均 GDP 全川第一。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硕果，攀枝花是“备战”和建设“大三线”
的结晶。它们都成就辉煌，发展进程都荆棘满布和奇迹不断。
但比较起来，攀枝花起步更加艰难。深圳起步时，毕竟还有一
个两三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宝安，面对国际大都市香港，背靠经
济基础较好的珠三角地区，而攀枝花起步时则是金沙江边的
一个村落、是满目荒山深谷、少数民族彝族的聚居区。

“山上不长草，地下都是宝”

“山上不长草，地下都是宝。”攀枝花周围的好几座山确实
不怎么长草，尽管有稀疏的簇状分布的小树。这可能与土石中
含金属有关。

地处攀西大裂谷的攀枝花是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是个
典型的资源富集型城市。已探明的铁矿储量 71 . 8 亿吨，占全
国六分之一，是中国四大铁矿之一。钛储量占全国 93%，世界
第一；钒储量占全国 63%，居世界第三。被称为中国“钒钛之
都”。这两种金属用途广泛，特别是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材料。
经科技人员艰苦努力，终于解决了钒钛分离的世界性难题，扫
清了攀枝花工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攀枝花不但有铁，在附近还
发现了大型煤矿——— 宝鼎煤矿。在丰富资源的基础上，建成我
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和国内一流的特大型钢铁钒钛企
业集团——— 攀钢。攀枝花被确立为全国唯一“全域纳入国家级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城市”。

在攀枝花期间，我们还参观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
馆”，是国内面积最大、展品最全、藏品最多的三线主题博物
馆，2015 年正式对外开放，占地 59 亩，建筑面积 24023 平方
米。一进大门，迎面的红色标牌上写着毛泽东的话：“攀枝花建
不成，我睡不着觉”。

据记载，上世纪 50 年代，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汇报
金沙江畔发现大铁矿时，毛主席欣喜万分。1958 年，中央批准
开发攀枝花的设想。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国家实施建设“大三
线”战略，把攀枝花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在经济困难、技术条件
低下的情况下修建了被外国专家判定为“铁路禁区”的成昆铁
路，为开发攀枝花创造条件。

过去有报道称，攀枝花是座“雕刻在大山上的城市”。眼前
所见表明，此言果不虚传。

气势磅礴的二江合流

攀枝花境内海拔最高的地方 1400 多米，最低的地方 900
多米，纬度较低，属于亚热带气候。它年均日照时间 2700个小
时，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葱绿，鲜花盛开，有“花是一座
城，城是一朵花”的美誉和“阳光花城”的称谓。盛产柑橘、芒果
等热带、亚热带水果。它的年均气温 20 摄氏度，一月份气温在
7-22 摄氏度之间，比成都、重庆、武汉等长江流域的任何城市
都高。年降雨量 820-1100 毫米。加上河流和水库的调节，空

气湿润，环境宜人。
长江从发源地格拉丹东雪峰流出 2500 多公里后，在攀枝

花接纳了它的第一条大支流雅砻江，丰沛水量使之更加气势
磅礴。攀枝花也因此跻身于同下游的宜宾(接纳岷江)、重庆
(接纳嘉陵江)、涪陵(接纳乌江)、武汉(接纳汉江)一起成为长
江干流与大支流汇合的少数城市之列。

金沙江与雅砻江汇合处，成为当今到攀枝花的外地人必
游之地。这里除了能观赏到滔滔的洪流外，还有两点与其他两
江汇流地方的不同之处。一是水流极其清澈，就像海水一样湛
蓝，令人赏心悦目。这里有三座跨江大桥凌空飞架，更增添了
壮美的气势。

二滩电站美如画

攀枝花不但矿藏资源丰富，而且水能蕴藏巨大，是金沙江
和雅砻江梯级电站开发的组成部分。现在全市境内已建成水
电站装机容量 707 万千瓦，在全国目前的水电基地中仅次
于长江三峡。大电站包括距市区 46 公里，雅砻江上装机容

量 330 万千瓦的二滩电站；距市区 27 公里，金沙江上装机
容量 300 万千瓦的观音岩电站；二滩电站下游，装机 60 万
千瓦的铜子岭电站。我们远眺了铜子岭电站的水坝和二滩
电站的水坝，游览了二滩电站的库区，深深为水坝的雄伟和
库区的美景感叹不已。

二滩电站的装机容量，在已完工的水电站中仅次于三峡
居全国第二位，坝高 240 米，超过三峡的 185 米，居世界第三。
二滩水电站的库容 58 亿立方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
“二滩湖”。以二滩湖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二滩国家森林公
园”，现在成为攀枝花市的旅游胜地。

二滩湖水面辽阔，周围山高林密，水面上停有许多游艇和
小船，每年，特别是夏天四川省和全国的许多水上运动在这里
举行。为了避免船只可能撞击坝体，在坝前一定距离的水域筑
有巨型水泥桩。湖岸区种满了芒果树。

为了调节库容，也为了满足旅游的需要，水坝定期开闸放
水两小时。当几个闸孔一开，巨大的水流冲出，喷薄而下，高高
跌入几十米深的河底，水花飞到百米以外，常常在空中形成彩
虹。面对此景，人们欢呼雀跃，激动万分。

▲攀枝花市二滩湖上晚归的渔船。 新华社发（宋俊康摄）

西藏忆，最忆是山南

山南，被称为西藏文化的发源
地。这里，孕育了众多的“西藏第一”。
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西藏的正史之
中，西藏的文明史、民族史……甚至
西藏人的起源，似乎都应该从这里写
起

▲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与西藏第一块农田。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刘金桐

山南，被称为西藏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众多的“西
藏第一”，经历了历史的沧桑，留下了众多人文胜迹。

青藏高原以高耸入云的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为界，
其北为广阔无际的藏北高原，往南则是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
河谷平原。山南地区（后改为山南市）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
地区，海拔 2500 米至 4000 米左右。河谷两侧山地的高处是牧
场，腰部是森林，谷底是肥沃的农田。

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我有幸在西藏工作 17载，作
为新华社记者，经常在山南采访，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

西藏最早的建筑：雍布拉康

从拉萨出发，走过横跨雅鲁藏布江的曲水大桥沿江东行，
在自然地理上，我们就进入了藏南河谷，行政区划上的山南地
区。与走在藏北高原的感觉不同，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西藏的
正史之中，西藏的文明史、民族史、王统史、宗教史、农业史，甚
至西藏人的起源史，似乎都应该从这里写起。山南人引以为豪
的是，这里有西藏几乎所有的“第一”，如第一个奴隶制政权、第
一位赞普、第一块农田、第一个村庄、第一个庄园、第一座宫殿、
第一座佛堂、第一座“三宝”俱全的寺院、第一部经书等。

雅鲁藏布江支流雅砻河，流经山南的琼结、乃东、扎囊、加
查、洛扎、贡嘎等地。从蛮荒进入农耕后，雅砻河流域逐渐形成
部落，人们过着平等原始的氏族生活。据传，公元前 127 年的
一天，雅砻部落 12 个牧人在雅砻河附近的赞塘古西山上放
牧，发现一个陌生人，此人长相出众，神采奕奕。牧人问他从何
处来，他手指天上。牧人便认为他是天子下凡，一致拥立他为
部落首领，并以肩代舆，将他抬回了部落，取名为聂赤赞普。藏
语“赞普”，就是王的意思；“聂赤赞普”，意为“肩座王”。为了表
现王权的威严庄重，人们又在扎西次日山上修建了一座房
子——— 雍布拉康，供其居住。从此，西藏社会出现了王的称号，
尽管这种王不过是部落的首领。

除雅砻部落之外，当时西藏境内又相继出现了娘若、羊
同、工域、达域等 12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十二小邦”。雅砻部
落在与各部落相互兼并的过程中，屡屡获胜。从此，西藏出现
了第一个王朝——— 吐蕃王朝，和第一个国王——— 吐蕃第一代
赞普聂赤赞普。

雅砻河成了吐蕃王朝的发迹地，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也
都把雅砻河谷作为其成就大业的坚实后方。

从始建至今，雍布拉康己有 2100 多年历史。它是西藏最
早的宫殿，亦传是西藏最早的建筑。雍布拉康位于距山南地区
行署所在地泽当镇 11 公里的扎西次日山山顶。藏语“雍布”，
意为“母鹿”，因扎西次日山形似母鹿而得名。“拉康”意为“神
殿”。它由石块垒砌而成，外观似为五层，内部实为三层。初建
时只有赞普的住房和生活用房，后经吐蕃王朝 32代赞普松赞
干布和五世达赖喇嘛扩建，有了佛堂、僧房和其他附属建筑，
并有了出家僧人。雍布拉康供有释迦牟尼佛像，还有松赞干布
和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以及吐蕃 37代赞普赤松德赞
的壁像；并有生动地描绘西藏第一位国王、第一座建筑、第一
块农田历史故事的壁画。

这座宫殿也成为吐蕃历代赞普的王宫，一直延续到松赞
干布统一西藏，将王都迁往拉萨之前。不过，松赞干布从不曾
忘记雅砻这块吐蕃王朝的发迹地，不时回来居住。据说文成公
主嫁到西藏后的第一个夏天就是在雍布拉康度过的。

第一块农田

雍布拉康的山虽不算高，但特别陡峭。登上雍布拉康，俯

瞰下面的雅砻河谷，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据传，西藏农耕文化
的代表——— 第一块农田，即西藏最早种五谷之地，就在这山
下。我走访雍布拉康时，尚是初春，田里没有庄稼，也没有绿
意，可一块块田垄，纵横交织，整整齐齐，甚是好看。

据传，“第一块农田”是雍布拉康山下的人们为了供奉西
藏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而开垦出来种植谷物的。

我告别雍布拉康返泽当时，访问了这块农田所在的山南乃
东县昌珠镇敏竹岗村。该村也在进行民主改革，刚分完土地。村
农会主任告诉我，那面积共两克(相当于亩)的“西藏第一农
田”，分给了贫苦农奴旺堆杰布一家。他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土地
分配工作胜利完成大会，和“西藏第一农田”春耕开犁仪式。仪
式中，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向农田献上青稞酒和装有糌粑和
青稞粒的木斗(象征五谷丰登)。分得这块田的主人赶着两头额
上扎着红穗、身披哈达的牦牛，开耕了第一犁。聚集在四周的人
们，顿时欢腾起来。农田主人禁不住对大家说，“我家能分得这
块田，真是太高兴了，我们一定加倍精耕细作。”

“西藏第一佛堂”昌珠寺

在雅砻河东岸贡布日山南麓、距离泽当 2 公里的地方，坐
落着被称为“西藏第一佛堂”的昌珠寺。它是松赞干布和文成
公主共同的杰作，也是藏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体现了藏汉悠久
的历史渊源。

昌珠寺最初的规模很小，只有六门六柱和“祖拉康”（经
堂）。其开工兴建时间与拉萨大昭寺相差不远。由于规模小，竣
工早于大昭寺。

昌珠寺和大昭寺一样，创建之初都还不能称为“寺庙”。因
为按照佛教的说法，作为弘传佛教教理的道场，必须具备佛、
法、僧三要素，即佛教“三宝”，缺一不可。当时，西藏还没有系
统翻译佛经，更没有能宣讲佛教教理和戒律的出家僧人，昌珠
寺和大昭寺只能算是“佛堂”。

但既然已经把佛祖和菩萨请进了殿堂，“三宝”齐备的寺
庙还会遥远吗？果然，8世纪中叶，第 37代赞普赤松德赞，坐
镇位于昌珠寺和大昭寺之间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大
量翻译经书、培养僧人，为昌珠佛堂向“三宝”齐备的寺庙发展
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昌珠寺与大昭寺的结构布局和建筑风格极其相近，都是坐
东朝西，都有一个由众多房舍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天井，整个寺庙
群落由大经堂、神殿、僧舍和转经回廊错落有序地组合起来，既
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艺术特色，又表现出汉藏文化交融的成果。

大经堂左右两边的墙壁下，分别安放着两尊制作精美的
佛塔，据说北边的塔是松赞干布专为昌珠寺制作和供奉的。大
经堂左侧的神殿托吉拉康，还供奉着文成公主当年使用过的
双孔“老虎灶”和一个古旧的棕色陶盆。文成公主进藏以后，常
常与松赞干布一起回雅砻故里过冬，就下榻在昌珠寺前院的
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他们的厨房。

昌珠寺还珍藏着两宝：其一是由 2 . 9万颗珍珠织成的镇
寺之宝——— 唐卡。唐卡是西藏一种特殊的绘画品种，图像绘制

在丝绸布料上，用彩色缎带镶边，既便于悬挂，又可旅行携带。
昌珠寺的这幅唐卡是用珍珠和彩色宝石嵌镶而成的，制作于
公元 14世纪。当时，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取得西藏的统
治权，号称“乃东王”。乃东王的妃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
年用她平生的积蓄和元朝皇帝赏赐的珍珠玛瑙，精心连缀成
“白度母菩萨休闲图”唐卡，敬献给正王府后山的孜措巴寺院。
此唐卡图高近 2 米，使用珍珠 2 . 9万多颗，凤冠用金钱织绣，
上面镶嵌有红蓝宝石。其二是文成公主亲手绣制的释迦牟尼
像唐卡。

桑耶寺和青朴山共负盛名

桑耶寺，有西藏佛教寺院“鼻祖”的美誉；青朴山，乃历代
众多高僧大德和凡夫俗子修行悟法之地。两者毗邻相映，共负
盛名，同样神圣。1965 年夏秋之交，我们从拉萨出发，沐浴着
蓝天白云下铺洒着的满地阳光。

进入山南地区扎囊县江河交错、高山环抱的天地，突现一
片平整的高原谷地，桑耶寺出现在我们眼前。在阳光照耀下，
桑耶寺那连片金顶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隐约可闻的梵
音也随之凌空而降，不时还有雄鹰和鸽群掠过金顶来回飞舞。
放眼远眺，则见绿意浓浓的青朴山青翠的山峰。

按照佛教教义，有佛像、经典和法器，但没有僧人常住者，
只能称作是“神龛”“法台”“佛堂”。如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
初期，皆属此类。桑耶寺自建寺起，就有“应试七人出家，继后
又有不少具诚信和有智慧的人出家为僧”。桑耶寺为西藏第一
座名副其实的“三宝”齐备的佛教寺院。

桑耶寺的藏文意为“无边寺”“超出意想的寺”“存想寺”
等。吐蕃王朝赞普赤德祖丹主持修建，历经 12 年施工，于公元
755 年竣工。时值夏秋访问桑耶寺，在这里的殿宇塔林之间，
遍布着古老苍劲的柳树、枝叶繁茂的核桃树，以及挂满鲜果的
桃林。绿荫之中，金顶闪烁，佛塔林立，钟声悠扬。置身其中，仿
佛遁入仙山佛境。

桑耶寺后面有座海拔高达 4300 米的大山，大山里有个藏
传佛教的修行地——— 青朴修行地。我们在僧人扎西旺堆的引
导下走访此地。

扎西旺堆告诉我们，青朴之“青”，为吐蕃一位旧臣的族
名，“朴”是山谷，看来此地是青氏属地。我们进入上山的谷口，
穿过一条小溪时，看到多个转经筒在水流推动下不停地转动，

发出了吱吱扭扭的声音，岸边的微桑炉中飘出的烟雾，弥漫着
松枝的芳香，有时也会飘来小叶杜鹃呛鼻的味道；还有野兔和
蓝马鸡等野生动物，不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身旁，有的甚
至停下脚步，久久地看着我们。

雅鲁藏布江沿岸的山谷裸露着苍灰的岩体，唯有青朴灌丛
深深，青翠的荆柴满山遍野。我庆幸自己很有眼福，又禁不住
说，但愿这美景不被破坏。扎西旺堆说，除了随着时令进入深
秋，荆柴的颜色会由青翠变为泛红外，其他不会有变化。我问，
不会有人砍伐荆柴吗？扎西旺堆说，不会，这一带的僧尼和百姓
都能自觉地遵守山规：不得污染水源，不得伤害动物，不得就近
砍柴，尤其是不得砍青枝。

大山深处的溪流潺潺、茂密植被，使得青朴修行地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常年气候温和，众多高僧大德和修行者都将这里
当成修身悟法的圣地。青朴山上下，还密布着石雕像，造型古朴
典雅。当地传说，这些雕像都是从石头上自然显现出来，藏语称
为“然炯”，意指“天然形成”。

历史上，由于朗达玛灭佛，许多僧人将珍贵的典籍文物埋
藏在此山中，称为“伏藏”。时至今日，据说还有许多“伏藏”埋在
大山深处，等待被有缘有德之人发现。

高原天气瞬息万变，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我们进入山顶
东部的莲花生修行洞，拜访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僧人。山洞太
矮，无法直着身子进入，眼前也是一片昏暗，唯一的光源是由一
块用木条支起的不大的塑料布透过来的。我静静地让眼睛适
应，才细细打量起来：大约 4 平方米的不规则山洞，阴暗潮湿。
左边放着一个油漆桶，装着酥油，还有一些杂物。右边靠“窗”一
侧有一张很短的床，一个桌子，上面放着经文，僧人就坐在床上
诵经。从进洞到离开，我一直保持半蹲半站的状态，甚至几次撞
到洞顶。我们和这位修行者最终没有说一句话。出洞时，一时间
两腿竟酸得站不起来。我禁不住对同伴说，这种修行者真是苦
僧啊！

这些修行者所为何来？大概是为了感悟和超越吧！告别青
朴，告别那些“离苦得乐”的修行者，我有些茫然……不过我想，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栖息地。那里是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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