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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后一缕阳光打在达美拥雪山之上。
水色绛红的澜沧江绕山而过，水流湍急的褚红色峡谷中

两岸各有一小块扇形台地，一块块星罗棋布的小盐池就搭建
在台地上。用木头支撑而起，如同一块块平整的小镜子一般。

这里是川藏线318国道重要驿站——西藏自治区芒康县。
借助群山峡谷亿万年孕育的古盐井，当地从唐代开始制盐，距
今已延续1300余年。一块块晒盐池犹如无数个镜面世界，倒映
着高原的风云变化。盐粒结晶而出，为高原提供了宝贵的生活
必需，也催生了千年茶马古道上一代代盐井人家的故事。

46岁的格松江错是土生土长的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加达
村人。他身着粗布藏式衣服、挑着羊皮水桶，正在向游客展
示盐井传统人家服饰。

加达村在澜沧江西岸，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千年
盐田就在加达村和对岸的上盐井村开垦。

走进格松江错家，百年藏式民居保护完好，古老的制盐
工具、卖盐印章应有尽有，摆设一如旧貌。格松江错告诉我
们，盐卤水就来自河边一口盐井，但河对岸的盐晒出来是白
色的，被称作“凰”，而自己所在的西岸晒出来的盐是红色的，
又被称作“凤”。

“这是我爷爷在世最喜欢坐的地方，他坐在那喝酥油

茶。”“我奶奶坐在那边，做饭。”在老屋里，他绘声绘色地
向游客们描述当年的生活场景，那是他孩童时的记忆。

格松江错说，加达村目前有2700多块盐田，每块盐田
年产盐500公斤。盐田收入占了村民收入的一大半。这种
格局正随着旅游的开展而改变。

背水桶变成了抽水机，盐田成了景区。古盐井正在焕
发新活力。格松江错的老房子开起了藏家乐，他今年旅游
收入3万元。一包包土盐，则成了独具特色的纪念品。“红
色的可以泡脚，消除疲劳。”他说。

据史料记载，当地制盐一直要上溯到唐朝时期。这一
带地名被称为盐井，藏语称其为“察卡洛”，意为产盐之
地。这里较完整地保留了我国古老制盐方法：挖盐井、取
盐卤、晒盐池、收盐粒……过去每当清晨，男男女女就或
背或挑下到江边，从盐卤水井汲取卤水，挑上坡倒进盐
田。云起云灭，盐水被高原阳光和烈风蒸发，变为一粒粒
晶莹剔透的盐。再用人工扫拢，扫过的盐池犹如红布画上
的白色菊花。

盐田是用木杆在河边斜坡上搭成上平下空的架子，
在盐池里垫上土，铺上细砂。千年盐井铸就的传统手艺，
不仅在千里川藏线上继续闪光，还将在新时代全域旅游
发展中成为藏东地区的重要支点，支撑起振兴藏区的梦
想。格松江错就是其中的筑梦人。

右下：格松江错妈妈在自家民宿前等待远方来客。

格松江错在演绎盐井人家的劳动情景。 右中：格松江错在展示印章。

右上：格松江错在演绎盐井人家的劳动情景。▲格松江错在演绎千年盐井人家的生活。

千年盐田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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