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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那面国旗鲜红、鲜红⋯⋯　　何建明　　人活百岁不易。
她已经102岁。
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深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天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
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樟木镇帮村村民次仁曲珍阿妈啦（藏语“阿妈啦”系好妈妈之意）的传奇故事。
　　次仁曲珍阿妈啦生于1910年，今年已经102岁了。
老人家的所在地樟木镇，是中尼公路318国道的终点，平均海拔2300米，全镇人口仅有3000人，在总面
积7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几乎找不到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这里的所有房屋都依山而建，且坡度都
在45度之间。
“樟木”的藏语之意为“很近”，就是说次仁曲珍阿妈啦所在的家是个与“天堂”很近的地方。
传说很久以前，樟木人从尼泊尔请进一尊天然形成释迦牟尼石头佛像，他们吃尽千辛万苦将佛像抬到
尼泊尔与樟木交界之地时，谁也抬不起腿了，累得精疲力竭，这时佛像竟然开口说话：“哈哈！
我离自己的目的地不远了！
”樟木因此得其大名。
听说这尊释迦牟尼石像一直都在，直到文革期间被人推下万丈深渊山涧。
　　樟木居住着藏族系下的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在藏语里的意思为“来自东方的人”。
相传夏尔巴人的先祖来自甘孜地区，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玛拉雅山脉两侧，
他们操藏语系夏尔巴语，但无文字，书面使用藏语。
夏尔巴人一度被一些西方人类学家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种族之一。
据说今天在全世界的夏尔巴人约有4万人，大部分居住在尼泊尔境内。
在中国的夏尔巴人主要居住在中尼边境的樟木镇和陈塘镇一带，人口大约2000多人。
夏尔巴人有姓无氏，名字与藏族相似，但不冠名，同姓不婚，一般也不与外族通婚。
宗教信仰为藏传佛教，以萨迦派和噶举派为主，保留有较多的原始信仰。
夏尔巴人忌食鱼、狗和小牛，由于受印度教影响，虽不忌牛肉，但从不主动屠宰牛。
主食以玉米为主，讲究使用茴香、辣椒等调味料。
这个长期隐匿在高原深山里的神秘种族，传说是中西夏时代的皇族后裔。
由于他们长年生活在高山深壑地带，山路崎岖难行，一切物资都要人力背驮，或用额头顶负重物。
故而夏尔巴人素有“喜马拉雅山上的背夫”之称。
据说，当年希特勒组成的若干个“勇士”军团里，唯一一个东方人军团就由夏尔巴人和登人组成。
勤劳、勇敢的夏尔巴人，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忍耐性最强大的民族”。
　　次仁曲珍曾经也是一名女性背夫，并且是吃尽苦、受尽折磨和奴役的藏奴。
西藏解放之前，这里也是农奴制社会。
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至高无上的领主，决定着农奴们的生死大权，挖眼、砍手、断足、剥皮等野蛮
而残忍的刑罚常用在农奴身上。
次仁曲珍所在的樟木，地处山险沟深，土地匮乏，农奴们在此极其有限土地上，只能种植极小面积的
土豆和玉米，以及依赖编织竹制品来维持生活。
通常次仁曲珍与她的农奴兄弟姐妹们先上山砍伐竹子编织成筐、垫之类的竹制品，再顺沟而上走5天
的路程到聂拉木宗缴纳赋税、换取食盐；顺沟而下，要走10天到尼泊尔王国的巴尔比斯镇去换取粮食
。
返回途中要向尼泊尔海关缴纳8个尼币关税，到了自己家的樟木还要向当地头人进贡。
如此一个完整的过程大约需要30天时间，出发时背负的五件竹制品，先后缴纳3次税赋，花约20天的时
间赶路，除层层剥削，再除去路上的口粮，最后到手的只有8、9斤粮食，剩下10天又得从事竹制品生
产。
如果中间有旧政府的差役和头人役使，农奴们的生活就更难以养家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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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流传的“樟木沟，吃人沟”就是由此而来。
　　与所有当地的农奴一样，幼小和年轻时的次仁曲珍也不可能逃脱得了背夫的命运。
这是一种与死神相伴的命运，背夫的命运可以说一路与死神相伴。
曾经在几年前樟木来了几名探险爱好者，试图想重走当年奴隶们经历的背夫之路，可没走多远就望而
却步了，因为这些具有现代装备的探险者们认为那尽是些比天路还难走的道。
谁能想象，当年次仁曲珍他们这些奴隶背夫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条件下，竟然长年在这条所谓的“路上
”行走⋯⋯　　奴隶的生活牛马不如，天天与狼为伍。
幼小的次仁曲珍就经历了数次这样的惊险。
那年她才十来岁，和姑姑结伴背着青稞去聂拉木宗去换盐巴。
回樟木的那晚，没有月光，周围一片漆黑，两个幼小的女农奴带着恐惧和匆忙行走着。
姑姑在途中一失脚便摔下悬崖，一命呜呼。
倾盆而降的雨雪，加之寒凉的飓风，次仁曲珍陷入了绝境，突然，一群饿狼从远而近地向她袭来⋯⋯
小次仁曲珍拼命地后逃，眼看狼群追上时，她奋力爬上一棵大树，再低头一看，五只饿狼不停地摆动
着尾巴，围着大树“嗷、嗷嗷”地叫唤着，一直叫到天亮。
狼没有将次仁曲珍吃掉，可她因身上背的东西丢失而被头人用皮鞭抽打得死去活来。
　　这就是奴隶生活。
这就是次仁曲珍在旧西藏社会里的背夫命运。
　　年轻时的次仁曲珍也有爱情，她的心上人叫木达尔，也是个奴隶。
生性刚强的木达尔为了见次仁曲珍，不听头人的话，还竟然失手打死了两个头人的家丁。
木达尔后来被头人派出的人马抓了回去，双臂吊起毒打和暴晒了三天后，又挖去了他的一只眼睛，不
几日就死去。
次仁曲珍闻讯后唯能做的就是把心上人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长久长久地舍不得放下来⋯⋯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百万农奴获得了翻身。
地处边陲的次仁曲珍和樟木人是在1961年初在看到一队高举五星红旗的解放军开进他们那儿修路时才
知道，外面的世界离他们多远。
1965年，从县城聂拉木到樟木的40公里长、后又延伸至尼泊尔的318国道胜利竣工，当解放军把一面五
星红旗插到次仁曲珍所在的帮村村头的一个最高处时，次仁曲珍和全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解放那年，次仁曲珍分得一头牦牛，8平方米的土地、5斤青稞、5斤糌粑。
这是她第一次得到属于自己的财产。
次仁曲珍与全村人一样，还得了一面五星红旗。
次仁曲珍一次次抚摸着红色卡其布的旗面，又用双手不停地按在五颗星上。
工作队的同志告诉她：旗帜上最大的那颗星是共产党，周围四颗星中的一颗是咱农奴。
次仁曲珍似乎明白了：哦，原来我们农奴也是上面的一颗星呀！
农奴要围着共产党，心向毛主席，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啊！
　　那我得把这国旗天天高挂起来，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幸福生活才会世
代传下去！
次仁曲珍心里这么想着，就从此这样做了⋯⋯当天，她就找来一根又粗又实的竹木，竖在自己家的屋
顶端，然后将那面国旗挂了上去。
这一挂就是48年，风雨无阻，天天如此⋯⋯　　48年，17000多天，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世界
屋脊”、不分刮风下雨、不分冰雪严寒，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一份怎样的心怀？
　　这也是许多人想了解次仁曲珍这位农奴出身的百岁老人为何这样做、怎样做到的问题。
自然，共产党、毛主席为次仁曲珍这样的翻身农奴告别苦大仇深的旧制度压迫是第一个理由。
其次是次仁曲珍自己从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好。
还有修路的解放军--“金珠玛米”们帮助她建设家园的每一件难忘的事：曾经有位比次仁曲珍小几十
岁的解放军“小谢叔叔”不仅救过她的命，而且亲手帮助无儿无女的她修建破落的小屋，后来在一次
为帮村做好事时不幸被山上的石头砸下而壮烈牺牲的“金珠玛米”给次仁曲珍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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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谢叔叔”的名字叫谢启风。
　　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恩情，让次仁曲珍感到必须有一种表达感恩的形式，那就是她每天在自己小屋
前挂着五星红旗⋯⋯日出挂起，天黑收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1965年一直到现在。
次仁曲珍从55岁开始挂国旗，历时48年没间断，现今她已至102岁高龄，是位名副其实的“最年长、历
时时间最长的国旗手”！
　　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次仁曲珍为表达一位翻身农奴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激之情，坚持近半个世纪的升国旗壮举，实
属难能可贵。
似乎看起来在自己的家园前将红色的国旗每天一升一起并不复杂，然而若几十年坚持不懈、一天不间
断也非易事。
尤其是在海拔高、条件差、每年多数时间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而且这事由一位年长的老者来完成
，其中同样包含了无数艰辛。
可是次仁曲珍这位普普通通的翻身农奴做到了，而且她以一颗纯洁无暇、炽热滚烫的心使这样一件事
做得充满感情并富有意义。
　　一个人的爱国行为可以有许多形式。
次仁曲珍阿妈啦的升国旗行动就是她的那片爱国情怀，是一个翻身农奴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在回报和感
恩自己的祖国。
几十年里，次仁曲珍所在的樟木口岸，并非是个安宁之地，特殊的边境线，无时不处在分裂与反分裂
的前沿。
那些企图分裂西藏的反动势力曾多次利用宗教甚至使出暗杀等毒招让次仁曲珍屈服，然而她没有。
她用升国旗的行动，一次次回击了那些居心不良的分裂主义者的种种阴谋。
而今的樟木一带，不仅有活跃的边贸，并且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日趋繁荣丰富，人民生活得到飞速
改善。
这中间，有次仁曲珍的功劳，因为每每进出口岸的中国公民们看到次仁曲珍阿妈啦家门口升起的那面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时，他们就有了一种安全感、自豪感和幸福的归属感。
曾经有多位一度被达赖分裂分子迷惑的藏民因为被次仁曲珍阿妈啦和她家门口的那面猎猎飘扬的五星
红旗感召而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地政府和当地人民都这样说，次仁曲珍阿妈啦升国旗的义举其实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尼边境那
一片高原，影响了那块土地的几十年历史⋯⋯如今的樟木镇，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处处散发着
江南小镇“小香港”的风采，从日喀则到樟木的柏油马路现在已经全面通车，只需五、六个小时的车
程就可抵达。
此地现在常年客商云集，每年进出口的货物已达3个多亿，镇上还出现了千万元户。
樟木镇所在的聂拉木县，到去年底，生产总值超过3亿元，比改革开放前翻了69番；人均收入3547元；
从旧西藏只有农奴主的后代才能接受教育，到现在全县有7所小学，1所中学，4个村教学点，4个村设
有学前班，全县中、小学在校人数达3000多人。
仅次仁曲珍阿妈啦所在的帮村百姓也大多数人有了手机，家家有电视，每户年均收入达8000多元。
去年，帮村还建起了总投资2200多万元的夏尔巴民俗度假村。
真是不可思议的进步与发展！
　　毫无疑问，次仁曲珍阿妈啦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年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旗手。
这位做了近半个世纪“国旗手”的翻身农奴，她本人也在祖国的怀抱里感受着温暖与进步。
　　1975年时，年届65岁的次仁曲珍阿妈啦当上了帮村的妇女队长，带领全村妇女农业学大寨。
　　2008年，她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其实这样的人物早该是正式的“感动中国”甚
至是“感动世界”的人物了。
　　次仁曲珍阿妈啦的升国旗行为已经在当地和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并且成为一位爱国主义的典型
人物。
她多次以自己的行动，参与了诸如“抗震救灾”、西藏平暴等事件，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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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48年党龄、现年102岁的次仁曲珍阿妈啦，而今虽然“脸上布满皱纹，千丝万缕；丰美的双唇
也已缩回，那曾经雪白的一口牙齿，也只剩下稀疏的一两颗，两个眼窝深陷，矮小的身材有些佝偻，
迈出的步伐因颤抖而缓慢，上身时常穿着一件咖啡色冬衣，头裹一条方格子的绿头巾，可她依然耳不
聋、声不哑，双目放着光芒⋯⋯”这是作家杨年华不久前专程到樟木镇去采访时所带回的阿妈啦的最
近印象。
因为年岁关系，近一两年次仁曲珍阿妈啦不再亲自撑杆升旗了，这一活儿由镇政府派人交给了一位年
轻人替她来完成，但次仁曲珍每天仍坚持站在旗杆下注视着国旗徐徐升起和降下，她说她只要眼睛不
闭上，就要每天看到自己家门口的这面国旗高高飘扬⋯⋯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
故能成其高。
凡事无小事，简单不等于容易。
什么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什么是不平凡？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
次仁曲珍阿妈啦把一件简单、平凡的升降国旗之事做得如此执着和漫长，难道这不就是最好、最赤诚
的爱国情吗？
人的能力有大小，假如我们都能以次仁曲珍阿妈啦作为榜样，世上还怕什么事不会成功吗？
次仁曲珍阿妈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榜样，建立了一种神圣而高贵的精神！
这样的榜样谁都可以学，这精神属于民族的、中国的、人民的！
　　感谢杨年华，是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翻身农奴的那片炽热的爱国情怀！
　　201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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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仁曲珍是一位深深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藏族老人，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老共产党员每
天执著地将五星红旗在自己的院中挂起来，成为边陲山村一道美丽的风景。
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知道老人的事迹后，都给予了关注与关怀。
《国旗阿妈啦》的作者杨年华深入老人所在的樟木镇帮村采访、拍摄，对老人的人生故事进行了解，
对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升旗行为进行探寻，最终写成本书。
《国旗阿妈啦》以老人一生的坎坷经历，尤其作为旧农奴，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生活、尊严上的翻天
覆地变化为核心，以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描写对象，进而将镜头拉远，焦点扩大到老人所在的
一个村、一个镇的数十年发展。
可以说，本书具有具体而微的缩影与象征意义。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国家政策、党员干部、部队指战员等等各个或抽象或具体、或宏大或普
通的层面，给予西藏的大爱大支持。
读者完全能够从一位老妈妈数十年如一日的升旗行为中，感受到西藏人民对国家、对党的一片赤子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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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年华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白族之子，1986年在拉萨某部队服现役，获军区、团、营十余次嘉奖，
荣获“自学成才标兵”称号以及“拉萨卫士”纪念章，并由成都、西藏军区推荐，军地协商后，成为
全国唯一考入地方院校的战士。

他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获金奖等各种大奖30余次。
如在“迎香港回归书画作品大赛”中，国画作品《赤子情》获工笔组优秀奖；在“第二届世界华人艺
术大奖颁奖”活动中，国画作品《沐浴节》荣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金奖；在“98《紫荆花杯》
中华青少儿书画竞赛”中，国画作品《回归》荣获一星紫荆花奖。
在“全国群艺馆、文化馆（站）摄影艺术大赛”中，摄影作品《藏汉鱼水情》获佳作奖；在“第二届
‘民百杯’春夏秋冬摄影季赛活动”中，摄影作品《雪域情》荣获秋季赛成人组优秀奖，以及冬季赛
奖；带领地区文工团赴北京、山西等14个省市慰问演出，举办“西藏阿里风情摄影展”。
在“全国军地书画大赛”中，书法获二等奖，参加美国、日本、韩国联展。

他的文学作品，《神奇的阿里文化》、《雪域之魂》、《生命在世界屋脊之巅》、《圣土的诱惑》（
英汉文）、《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汇编》、《崛起的噶尔县》、《踏着孔繁森的足迹》、《踏尘香巴
拉》、《古格天梦》、《苍洱春秋》、《古格揭谜》、《天国》，正在出版《古象雄》、《仁钦桑布
》、《雪情天齐》、《黑猫王妃》等18本著作。
其中，小说集《古格天梦》、《踏尘香巴拉》被推荐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评奖活动。
他作词、罗雪莱作曲的《小放羊》、《上学路》，在由西藏音乐家协会、西藏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西
藏电视作曲作词大奖赛”中，分别获优秀奖、鼓励奖。
策划出版发行了《今日阿里》、《寻访古格王朝》、《寻访穹隆银城堡》等记录片，并已出版成VCD
或是DVD光盘。
由他的小说改编的40集大型连续剧《古格天梦》，也将于明年启动。

他还被聘任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大型国际交流系列书刊特约顾问编委、中国逻辑与语言
函授大学艺术系聘为兼职讲师、聘为《世界名人录》特约顾问编委、中国江南书画院聘为顾问、江南
书画社聘为顾问。
授予“国际书画家篆刻名人资格证书”称号等诸荣。
并在各种报刊杂志、网站上发表作品近千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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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第一章  共和国第一旗入帮村
  第二章  背夫泪
  第三章  次仁曲珍与木达尔之恋
  第四章  次仁曲珍的逃亡
  第五章  金珠玛米菩萨兵
中篇
  第六章  女生产队长
  第七章  跨越国界的爱
  第八章  五星红旗感召着国外藏胞
  第九章  能否送我一面国旗
  第十章  国旗下宣誓的少先队员
  第十一章  红色报告会
  第十二章  风雪夜寻找国旗
  第十三章  阿妈啦为玉树灾区亡灵志哀
  第十四章  大学生村官与阿妈啦
下篇
  第十五章  阿妈啦创下了吉尼斯纪录
  第十六章  我要到樟木看升旗
  第十七章  幸福的百岁老人
  第十八章  阿妈啦和夏尔巴人联名表决心
  第十九章  国旗上飘扬笑脸
尾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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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共和国第一旗入帮村　　纯净如洗的浩瀚天宇上，天湛蓝湛蓝，五彩缤纷，云蒸霞蔚，争
相斗艳，香焰氤氲，一只雄鹰在博击长空，展翅翱翔。
　　莽莽苍苍、高峻肃穆的雪峰晶莹剔透，皑皑白雪，直冲云霄。
巍峨、气势磅礴雄伟的喜玛拉雅山脉犹如一条白色的巨龙，翻滚缠绕在日喀则高原，昂首欲飞。
　　刚升出山头一抹太阳洒落着紫中泛红、红里透黄的彩辉，普照在郁郁葱葱的密林上面，显得更加
的绿意盎然，充满生机。
点缀着西藏高原的诱惑，一种宛如仙境般的秀美。
到了八月季节，层林尽染，满山遍布成金黄色，到了九月、十月，树林由黄变红，耀眼的红。
如晚霞似红叶，一片一片镶嵌在好似哈达一般又细又长的波曲河两岸，就像一道彩虹，悬挂于火红的
霞光之上，蔚为壮观，大美不言。
若到了冬季，旷莽山野、苍茫雪山，置于犹鸿蒙初始的原生态景象之中，已枯黄树木与草丛，四季常
青的松树叽叽嘎嘎地摇曳着。
起伏延绵的峰峦，带着一份沉默的喧嚣，沉寂而狂放、冷静而热烈。
　　倾泻的瀑布雾气蒸腾，氤氲如云海倾泻。
远处的青山在雾气里影影绰绰，常绿落叶阔叶林，满山遍野，构成了亚热带地貌奇特景观。
樟木深受南亚次大陆暖湿气流影响，降水量颇多，与西藏别地相比，它却常年绿树成荫，显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人称西藏的“世外桃源”。
　　在这与尼泊尔接壤的樟木，真真切切地换了人间似的，昔日的农奴们脸上笑逐颜开。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勤劳勇敢善良，不断创造着新生活。
　　阿妈啦次仁曲珍所住的帮村就坐落在半山腰上，背靠高高耸立的扎玛拉山，在这有限的山坡上，
田地、木屋和各种植被拥挤在一起。
天气晴朗的时候，俯瞰远处，西南方的万重山峦，即尼泊尔地界。
中尼友谊桥隐约可见。
西北面是尼泊尔境的少尉山，山脚下则以河为界，河的南面属中国地境。
　　陡峭的山势，把波曲河压到了山的底部，临近8点来钟才能见到阳光。
　　袅娜多姿玉带似的、静静地流淌着的波曲河，反射着幽深光辉，映照着四周雪山轮廓。
淡淡的雾气浮上来，漫过山坡继续升腾，水雾附着的色彩浓淡分明，倚靠山林的建筑也被雾气包围着
。
　　这个时候，这山，这水，这融化其间的房檐，仿佛如江南水乡的久远味道。
山亦不是那山，水亦不是那水，流淌的波曲河水似乎也与往日有些不同，它们全都赋于了生命，有着
一副副鲜活的面孔。
而且静得好像就要发生什么，这种平静的背后往往隐藏或预示着巨大的爆发。
　　喜马拉雅山可以作证，千山万水，也同样书写和佐证了西藏新旧社会两重天，翻身农奴得以解放
，在樟木这块土地上，有四五个民族杂居，也有各种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交织渗透，在其复杂特殊的
环境下，国旗阿妈啦每天升起的国旗风雨无阻地坚持了整整47年，一万七千次，已溶入到了她的一生
。
　　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被衬托得倍加耀眼与威严，时时刻刻以尊严正视着对方，捍卫着祖国的领
土。
是一道无声的爱国主义宣言与表白⋯⋯　　人可以不伟大，也可以清贫，但不可以没有责任。
47年升旗史，就是阿妈啦永不放弃的责任史。
老人扛着自己生命的信念，肩负重任，可以让国旗阿妈啦更坚强、更勇敢。
因为阿妈啦对五星红旗负有责任的同时，别人也在为其承担责任。
老人做的是非常平凡而又有意义的工作，认真地勇敢地担负自己的责任，这一切是有价值的，也会获
得人们的尊重和敬意。
　　这位可亲可敬的百岁夏尔巴老人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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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就是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信守；责任就是对自己工作出色的完成；责任就是忘我的坚守；
责任就是人性的升华；责任就是一种使命！
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上有一种行动叫责任。
百岁老人怀着信仰宗教一般的虔诚，对待每一天之升旗，这就是一定会感受到责任所带来的力量，并
伴随其一生。
　　2009年4月5日这一天，早上8：30左右，次仁曲珍阿妈啦提早起床，心里洋溢着喜悦与快乐，兴奋
与激动。
　　她麻利地擦起摆放在柜子上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中国领导人和十世班禅额尔
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像，直至一尘不染，将一排高脚铜杯里供奉上净水，还把挂在四代领导人与大
师像上面的哈达拍打干净，整个过程是那样的虔诚，显得熟练而又轻手轻脚，生怕惊动了他们似的，
更怕对他们有一丝一毫不敬！
再接下来的习惯动作就是慢慢地顺着墙一点点地移动出去升国旗。
此时，这红旗可不是普通之物，是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赠送的。
巴桑德吉像家里降临喜事一般欣喜。
她天不亮就起床，准备好了阿妈啦的早饭，急匆匆推开阿妈啦的门，满面春风地高声喊道：“啊妈拉
！
这回你可为村里争得了荣誉，是村里的骄傲，全国人民，世界人民都知道您啦！
也知道阿妈啦您升国旗的故事。
等会送旗的人就过来了！
”巴桑德吉生怕阿妈啦没有听清楚，又重复喊了一遍。
阿妈啦故作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听到了！
听到了！
我耳朵不聋，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耳朵好着呢！
”　　“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也是帮村的大喜日子！
祝贺阿妈啦了！
”　　“是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可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哪！
以前，我向奔布拉（领导）要国旗，都是西藏的。
可这次可不一样呀！
红旗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赠送的，而且听人讲，这里的旗是有编号，并从不外送的。
这可是第一面送人的哟！
是中国的第一旗！
是从毛主席那个地方来的！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去北京看望看望敬爱的毛主席。
可到如今还是去不了！
人老啦！
老啦！
这种奢侈的妄想比我入党的年龄都大了一倍多呀！
没想到我这个一百多岁的人还竟然收到这么厚的礼物，而且是最最盼望的五星红旗，是中国最最大的
来自天安门的五星红旗，你说说我该有多高兴⋯⋯”　　这时，门又被几个少先队员推开了，龙珍、
啊岗、达瓦欢快地提着水桶、扛着扫把、端着板凳进来了，他们是老师提早派来帮助老奶奶升旗和打
扫院落的。
孩子们从邻居家搬来了几盆鲜花，把小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顿得井井有条。
阿妈啦满面笑容地端出竹筐，把里面的饼干、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还亲切地说道：“孩子们，天安门
送来的国旗就要进我的家门了，你们要听胡爷爷的话，向国旗敬礼。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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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佩戴的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长大了要保卫好祖国，建设好祖国，并带领夏尔巴人
，永远跟党走！
奶奶已老了，101岁了，你们就要接过红旗，永远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奶奶爱你们！
”她说着又抓了一把糖果给孩子们。
　　孩子们一起回答：“奶奶！
我们一定牢记您的话。
”　　已把屋子收拾干净的巴桑德吉走出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后，催促道：“孩子们要抓紧时间清理
哦！
客人很快就来了。
”　　孩子们齐声回答：“是的！
阿姨你放心好啦！
”　　巴桑德吉是去年村政府给老人家派的专职“保姆”，夏尔巴人，今年49岁。
其实，她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照料阿妈啦的生活了，两人亲如母女。
　　9：30，振奋人心的时刻姗姗来临。
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护卫队赠送的“共和国第一旗”抵达樟木镇帮村，聂拉木边防检查站的8名官兵
身穿礼服执行展示任务。
而此时，所有的藏族夏尔巴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房顶上都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阿妈啦的院子内外挤满了人，热闹得胜似过藏历新年。
　　院子的一角，人们已换掉了阿妈啦自己做的旗杆，共和国第一旗就绑缚在7米长的新旗杆松木底
端，就等飘扬的那一刻。
　　阿妈啦抚着墙有些吃力地走出门口，有人想过去搀扶她，却被帮村的党支部书记、村长罗布和巴
桑德吉同声说道：“不用扶，她自己能行，喜欢自己来。
”阿妈啦姗姗来到旗杆边，百感交集地高声喊道：“给我拿水来，让我洗净双手，再做升旗仪式吧！
”巴桑德吉随即给阿妈啦端来一盆水，阿妈啦不慌不忙地挽起袖子，认真地洗净手，接过毛巾，擦拭
干，才把酥油拿在手里。
　　在西藏，夏尔巴人最高的礼节就是要为新启用的东西点上酥油，以表达吉祥的心愿。
这也是当地群众最隆重的祝福，祝福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雪域高原，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
　　阿妈啦静静地看着罗布和其他村民把旗杆抬起固定好，随着狂跳的心，双脚直立并撑起微微佝偻
的身子，那双放光而又迷糊的眼睛透过眼镜，直钩钩地盯着庄严的场面，露出一脸的惊喜。
　　太阳斜斜地照进帮村，风轻轻地吹拂着，布谷鸟一声接一声地鸣叫着，山川峰峦、树木翠竹、房
屋大地、山涧溪水、涌动的人流都停止了，好似要把历史来定格。
　　站在旗杆下的阿妈啦严肃认真地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指，从酥油中小心翼翼地捏出一小块，稍微揉
平，郑重地贴到7米高、碗口粗的松木旗杆之上，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宛
如贴出了一生的艰辛和党对她的恩情。
不觉间已是老泪纵横，说不清是辛酸的回忆还是幸福的热泪。
　　阿妈啦贴完酥油，缓缓地抬起头，从她经历了太多岁月沧桑的脸上已读不出那是什么样的表情？
泪水早已成了痕迹。
但从她的举动中可以感受到其心里的那份诚意、那份执着与坚毅，神圣与伟大。
　　在阿妈啦升旗助手罗布的代劳之下，国旗渐渐升起，20名身着民族盛装、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齐
声高唱国歌，那稚嫩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山间久久回荡。
　　这也是阿妈啦第一次在众人所唱的国歌声中升起的国旗。
以前都是她一个人升国旗，自己一人在心中哼着这首歌，念着共产党的恩情。
　　在升旗过程中，已是热泪盈眶的阿妈啦久久地抚摸着国旗，用那张有些隐隐颤抖的嘴轻轻地亲了
一下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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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刹那，让每一个在场的人感动得眼中都噙满了泪水。
　　阿妈啦抬头迎着朝阳，长久地仰望着晨风中舒展开来的五星红旗。
　　这一刻，阿妈啦神情庄严肃穆，仿佛置身于天安门广场，陶醉在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其实，次仁曲珍阿妈啦自从罗布手中接过国旗后，就激动地说：“收到国旗，我就像太阳照耀到
心中一样高兴。
”阿妈啦轻轻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洁白哈达慢慢打开，精心细致地包裹着这面来自北京的红旗，严肃
地高声说道：“我要将这面旗作为祖国和党赠与世代藏族夏尔巴人最珍贵的礼物好好爱惜、珍藏⋯⋯
”　　帮村的村民们也用他们传统的方式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
　　那一刻，站在国旗下的罗布支书就把阿妈啦每天升挂国旗的举动看作是村里的荣誉，当作村里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慷慨激昂地大声表态道：“国旗要天天挂，即使哪一天阿妈啦不在了，我们也要让升降国旗一代一
代传下去⋯⋯”　　次仁曲珍老人家用几十年的坚守，对国旗的热爱正映衬着西藏高原各族儿女对祖
国母亲深沉而博大的真挚爱戴。
毫无疑问，最出色的工作就是忠于职守，就是尽责，不仅对组织和别人，而且也是对自己。
凡有责任感的人，不一定有超世之才，但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
　　巨大的国旗与阿妈啦屋子旁边的翠竹、桃花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与高耸入云的松树常青，与
边陲的千山万水高奏凯歌。
　　国旗如画，山林增辉，鸟儿歌唱，万民欢腾。
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倾述着西藏半个世纪的跨越与翻天覆地的变化，诉说着西藏
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之情。
　　大爱无言！
大爱更无疆！
　　是的，每天在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那一刻，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国旗护卫队官兵就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樟木口岸上帮村里，这位年过百岁藏族阿妈啦
的五星红旗同时高高飘扬在了一起，让北京与帮村联在了一起，共同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与强大，在世
界之林立起了一座高高的碑。
　　是的，在樟木群山之中，在这边疆小镇上，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
它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巨大的变迁，让这位百岁老人在西藏各民族群众中显得那么伟大，表达着
西藏各族人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无限感激与报恩之心。
　　像阿妈啦这样的百岁老人，仅凭她坚持升旗47年这一感天动地的壮举！
荣获“十大物证”奖，成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之一，荣获“每日升国旗持续年数最
长的人”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等，着实令人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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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人民的赤子之情，饱含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升降国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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