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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旅游

甘南，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上）
■曹来春 文/图

当 39℃的高温席卷大地，滚滚热浪让人仿佛置
身于蒸笼之中的时候，这里的气温仅有2℃~17℃。天
空湛蓝，白云飘飘，群山环抱，草原辽阔，牛羊遍野，
蓝天、白云、高山、草原浑然一体，每一寸土地都散发
着诗与远方的气息。这里便是甘南。6月的甘南，一切
都那么富有诗意。

6 月 18 日至 6 月 23 日，我随悦观芳华旅行社
进行了为期 6 天的甘南之旅。来自郑州、周口、鹤壁
三市的 42 名旅游爱好者， 在导游小李和地接导游
其美桑珠的带领下， 怀着对甘南的美好憧憬和向
往，领略令人难忘的甘南风光。

6 天中，我们先后游览了红军长征途经和居住
过的红色旅游景区、 扎尕那景区和花湖生态旅游
区，以及美仁大草原和郎木寺、娘玛寺、拉卜楞寺
等。 每到一处， 我们都为这里诗一般的美景所震
撼。

红色旅游景区是我们游览的第一站。 在这里，
我们游览了红军长征路过的休整地哈达铺红军街、
红军长征中遇到的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和次日那

毛主席旧居等红色景点。
哈达铺是一个多雨的镇子。 我们刚走进红军

街，天空便下起了小雨。我们全然不顾，沿着红军街
冒雨前行，努力在欣赏历史建筑和听取当地群众讲
述红军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初心根植的脉络；在红
军曾路过、居住过的旧址，在文物、雕塑中，感受时
代积淀的红色底蕴。 在红军大院，看过当地群众表
演的《草原上过来的人》等描述红军进驻哈达铺一
事的实景演出，大家纷纷穿上军装拍照合影。 经人
提议并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我们齐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红色歌曲。 激昂
的歌声从红军大院飘出， 在雨中的红军街上空飞
扬。

我们一来到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就映
入眼帘，吸引许多游客驻足瞻仰。 向前走，一条河
流突现眼前，河水咆哮奔腾而过，河上木制栈道两
侧的红军军旗迎风招展，许多游客拍照留念。长 30
米、 宽 8 米的腊子口隘口两侧山头对立， 岩壁陡
峭，悬崖高耸，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像在诉说当年
红军攻占腊子口是何等的艰难。 导游其美桑珠说，
1935 年 9 月，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来到甘川交界
的腊子口，以期通过腊子口前往陕甘革命根据地。
然而，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妄图凭借天险将红军
消灭。 紧要关头，毛主席于 1935 年 9 月 14 日在次
日那村下达了“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
一军英勇奋战， 采取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陡壁迂
回包抄等战术，最终将腊子口攻克，为红军进入陕
甘地区打开了通道， 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的壮丽
诗篇。

随着导游其美桑珠的指引，我们来到腊子口战
役仅存的一座炮楼前。 见景生情，我们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我们仿佛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从炮楼射击
孔里喷出的火焰，听到了红军将士的吼叫、战马的
嘶鸣和炮火连天中冲向敌军的厮杀声。 这时，我们
当中几位退役军人情不自禁举起右手，向腊子口战
役纪念碑、向伟大的红军战士，敬礼！

在离哈达铺 100 多公里的次日那村，我们游览
了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居住过的次日那旧居。这是一
个很小的山村院落，院门上方的牌匾上，“次日那毛
泽东旧居”8 个大字格外醒目。 院内的两层木楼非
常整洁。 其中一间一楼的房间外墙上悬挂着写有

“与次日那有关的电文”“毛泽东对长征的总结”等
内容的红底黑字木牌。一间挂有“警卫室”木牌的房
间里，一张旧式木床靠墙而放，靠窗的桌子上摆放
着几张当年的电文稿。近 50 岁的房主桑杰说，他的
爷爷尕让过去经商，他们家是一个比较富裕并积极
拥护红军的家庭。 1935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红军
路过此地时，毛主席就在他家的这座木楼二楼上居
住了 3 天。 正是在这里，毛主席休息、筹粮，制订攻
打腊子口作战方案，并指挥了腊子口战役。 红军离
开后，他们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毛主席和警卫战士
居住的房间及室内陈设。 听着桑杰的讲述，我们对
这个家庭、 院落和站在眼前的房主桑杰肃然起敬。
大家纷纷走上前去，对他们家在红军长征中给予支
持和贡献表达最真诚的敬意和尊重。

扎尕那是一座位于甘南迭部县益哇乡的藏族

村寨，在藏语里又叫“石头匣子”。 因此，这里不仅
有群山包围的传统藏族村落， 更有形似宫殿的天
然石头城，还有广袤的草甸，以及与藏族村寨交织

的雪山、峡谷和梯田。 导游其美桑珠说，这里早晨
的风景最美。 为了欣赏早晨的风景， 我们 6 时 40
分就到达扎尕那。 让人想不到的是，扎尕那早已人
头攒动，特别是在达日观景台的拍照处，我们排队
10 多分钟， 才拍到一张合影照。 站在达日观景台
上，扎尕那全景尽收眼底，景色之美震撼心灵。 这
里群山环抱，石峰直插云霄。 随着云雾泛起，山腰
处如同系上了条条白色的飘带， 时而山峰被云雾
笼罩。 群山脚下，依山而建的藏族村寨炊烟袅袅。
藏民用牛粪作燃料做饭烧火升起的烟雾飘向天

空，与云雾嬉戏相融，随风飘移。 随着云雾队伍的
不断壮大，它们仿佛化作兴致勃勃的画家，把群山
当作画布，把云雾当作笔墨，在微风的吹拂下变换
着，向游人展现着它的得意画作，让无数游客不禁
感叹：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人间仙境”。 这里的风景
让所有的形容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唯有那云白清
风，才能描述它美丽的容颜。

（未完待续）

扎尕那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