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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阿里，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也是一个地区的名字。
　　阿里，是一般人需要仰望和叩拜的地方，只有身临其境，将身体和心灵同时融入正午的骄阳，午
夜的寒光，七月的飞雪，荒漠的辽远，死亡的威胁。
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生命禁区，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什么叫快乐酣畅，情若霞光，笑声浩荡。
　　戈壁中的小城，以她不可思议的真实存在，连同整个阿里高原上的生灵，生生不息，共同演绎着
世间百态，人间冷暖。
　　置身于阿里大地，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梦中曾经出现的画面。
青天白日之下，思忖良久，竟然想不起自己身处何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夕是何年。
　　当我爬上日土县高高的山岗，欣赏古阿里人关于牦牛、岩羊、棕熊岩画和图腾的时候，当我气喘
吁吁，穿越时空隧道，沐浴着古格夕阳的时候，当我在班公湖的碧波中荡漾的时候，一眼望去，斑头
雁扇动翅膀的地方，就有邻国军队的哨所。
诧异和惊艳，令我常常思考。
阿里，究竟有怎样的历史？
阿里，正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阿里的未来，是否像歌中唱的那样，明天会更好？
　　从拉萨到阿里，其间要翻越众多的雪山、达坂、冰河、无人区。
2009年，我第一次去阿里，在拉萨搭乘一辆普通越野车，日出而行，日落而息。
就这样，车行6天时间，方才抵达狮泉河镇。
即使2011年，拉萨到阿里柏油路全线贯通，高档越野车，日夜兼程，也要两天时间。
　　阿里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战争有关，有着凄风苦雨、波澜壮阔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的记载和口耳相传中，窥探过去。
　　1950年8月1日，由李狄三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团一个骑兵连，从塔里木盆地的南
缘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挺进阿里，正式揭开了解放阿里的序幕。
这支队伍，也成为抵达阿里高原的第一批汉族人。
1951年8月23日，解放军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完成了解放阿里全境的任务。
　　李狄三率领的这支队伍，是分别从新疆、青海、西康、云南进军西藏的部队中，最早踏上西藏土
地的人民解放军，阿里却是西藏最后一个和平解放的地区。
尽管如此，这支由136名勇士组成的进藏先遣连，63人长眠在了阿里高原，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换来
了阿里人民的解放。
　　有人说，阿里当代知名度最高的有三个人，军事史上的李狄三，文化领域的毕淑敏，领导干部的
楷模孔繁森。
其实，在阿里高原的千年文明史中，各类贤哲达人浩若繁星。
苯教祖师辛绕米沃且，佛教宣传家米拉日巴，古格王子益西沃，佛界宗师阿底峡，大译经师仁钦桑布
，就是阿里星空中最璀璨的几颗。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许许多多阿里人，江河一样，生命不息。
在广袤高远的阿里山上，经幡一样，五彩斑斓，各姿各雅，生机盎然。
　　随着对阿里的认知，愈加喜欢上了这里的人和事。
每一次去阿里，都有新的发现，新的震撼，更加觉得守边固土的重要和祖国领土的圣神。
逐渐理解了偏踞西亚与南亚之间的这方荒凉之地，为什么顽强的生活着9万子民。
这些土生土长的阿里人和外来者，是怎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与外来侵扰抗衡，与心灵的孤独和
身体的寂寞斗争，简单而快乐地生活在这里。
　　祝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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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年间，我先后五次进藏，三次抵达阿里，记录下阿里人独特的生存全景，他们的生死、命运、爱情
、信仰、暗伤、悔恨与灾难。
所以更理解藏族人为什么重生轻死。
许多人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这些孩子有的还不到二十岁⋯⋯
那位叫王惠生的老西藏，为了改良阿里羊的品种，用什么办法把五只活蹦乱跳的鲁西南
小尾寒羊，从北京运到万里之外的狮泉河镇的？

 那封在邮路上走了１年零７天的书信，是否跟人一样，翻过雪山，爬过冰达坂？

拥有满满一柜子裙装，在阿里的八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穿过裙子的女兵，是否又在镜前试穿那条紫
色连衣裙？

十九岁的那位战士复员了吗？
他曾对我说，感谢你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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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文娟，女，陕西人。

著有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散文集《杜鹃声声》《天堂女孩》。
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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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reword引子
Chapter 1用20万个长头去梦中的地方
贡保是个命硬的孩子
半个月亮爬上来
出生在羊圈里的洛年赤烈
推开窗户就能摘到苹果
灵魂不死
念念不忘的名字
用20万个长头去梦中的地方
什么人在保佑你
Chapter 2走进天路，走向天堂的路
梦里梦里见过你
所有阿里人的暗伤
这辈子只能怀念
不来西藏后悔一辈子
益西坚村终于坐上了飞鸟
走进天路，走向天堂的路
昆仑是一把量人的尺
我的兄弟在边关
妈，我不想去阿里
边境
你为什么死那么早，为什么不带走我
Chapter 3转山，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人人都说王惠生
有一种静默叫伤痛
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冈仁波齐的诱惑
人文的阿里并不寒冷
永远欠一次钻桌子的客人
生平第一张结婚证
雪山下是印度羊
灾难如魔鬼
科迦村的金色花朵
后记在北方的寒风中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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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养育之难，难于上青天&rdquo;&mdash;&mdash;为什么怀孕是所有阿里人的暗伤？
《半个月亮爬上来》&mdash;&mdash;为什么传世歌曲的曼妙背后，隐伏一个冰冻的故事？
神奇的&ldquo;天路&rdquo;&mdash;&mdash;在悬崖上的公路，冻死，摔死，都不足奇，因&ldquo;牦牛
发情&rdquo;死是怎么回事？
边防线上&mdash;&mdash;印度士兵会喝到二锅头吗？
　　节选一《半个月亮爬上来》　　半个月亮爬上来　　咿啦啦爬上来　　为什么我的姑娘不出来　
　咿啦啦不出来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咿啦啦快打开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　　轻轻地扔下
来　　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根据西北民歌曲调创作的著名歌曲。
　　20世纪80年代，他在一封书信里这样写道：三十年前，我为你写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你还是
一副布尔什维克的严肃&hellip;&hellip;　　收信人，正是王君植。
　　我不认识王君植，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人世间，但是我想念她，想跟她说一些女人之间的话。
　　真的想念她，尤其在阿里。
因为，她是阿里高原上第一批女军人，女汉族干部。
她的儿子安进军，是阿里高原迎来的第一批汉族小客人。
女儿安阿里，是出生在阿里高原上的第一批汉族孩子，也是第一批军人后代。
　　王君植与阿里有着怎样的联系？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的人生之花，是否像那朵玫瑰，艳丽芬芳？
　　1930年，王君植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地区，山西大学外语系肄业。
大学期间，她谈了一场恋爱。
　　1949年6月，从山西来到陕西华县参军。
后来到甘肃，从敦煌向西北，长途行军，穿越茫茫荒漠，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
她们在沙漠中迷了路，差点变成了楼兰美女。
　　1950年7月，在沙漠南缘的且末县，与年长她十七岁的安志明结婚，婚后在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政
治部当干事，地点在于田县。
1951年5月，正当丈夫安志明率领后续部队，支援李狄三的先遣连，进军藏北前夕，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降生。
为纪念安志明出征西藏，为这个孩子取名进军。
　　1952年6月，二十二岁的王君植，奉南疆军区军长郭鹏的指示，率领先遣连和后续部队20多个家属
及子女，随骆驼运输队进入阿里。
刚满一岁的儿子小进军也在其中。
行军途中，作为领队，王君植不仅要与骆驼运输队做好配合，还要管好自己的队伍，尤其是儿童的生
命安全。
为此，行军伊始，她就宣布了三条纪律：帮助运输队员捆驮子，做饭。
大人每天走30里路，小孩可以绑在骆驼背上。
高山险路上，不骑骆驼。
　　翻越达坂时，很多大人和孩子一样，出现了流鼻血、拉肚子、吐白沫的症状，还好，性命全保。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和生死历险，终于走出大雪山，来到班公湖畔的日土宗，与久别的夫君安志
明相聚。
再经过一周行军，到达当时阿里首府噶大克。
　　雪域高原第一次迎来了女兵和汉族儿童，为蛮荒之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在噶大克，她带领干部家属进行生产劳动，为建筑房屋工地搬运土坯，为战士缝洗衣服，帮助炊事班
轮流做饭。
以后还有两批女兵先后到达阿里，她带领女兵学习训练，嘘寒问暖。
　　不久，小进军患上了高原病，开始全身浮肿，后来全身腐烂流黄水，最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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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把儿子埋葬在噶尔河畔的红柳林中。
　　丈夫安志明于1952年10月，任阿里分工委书记，是阿里地区最高领导。
1953年7月，王君植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阿里。
1954年10月，组织将他们夫妻调至喀什的南疆军区工作。
她在军区文工团演出过大型话剧《打击侵略者》。
1955年，南疆军区文工团与新疆军区文工团合并，她被安排在八一子弟学校任教。
其间，曾在《新疆日报》发表《阔加老爹》等长篇纪实文学。
　　1956年，有人诬告她是国民党特务，判刑两年，发配到阿克苏农场劳动改造。
从此，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取而代之的是女特务。
与安志明离婚后，女儿安阿里由于无人看管，生活陷入困境。
刑满释放后的王君植长期在农场劳动。
&ldquo;文革&rdquo;中，老账重算，又被打倒，并被安排与刑满释放人员结婚，生有二子，后因感情
不和与其离婚。
　　1979年，王君植恢复军籍和党籍，1980年转业到《阿克苏报》任编辑。
其间，写了大量诗歌和回忆录，后离休。
王君植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小说。
她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当日语教员期间，为当地培养了许多日语人才。
　　这就是王君植走过的路，一个女人用一寸寸光阴丈量了几十年的路。
如果王君植还活着，她应该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耄耋之人不应该用美丽、漂亮来形容，但在我心中，她不仅漂亮，而且才华横溢。
更令我敬佩的是，她有一颗钢铁般的心脏，经历那么多磨难，依然坚强乐观。
　　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有人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有人是雍容华贵的芙蓉，有人是含蓄宁静的
幽兰。
尽管王洛宾在他的歌中，把王君植与玫瑰联系在一起，我则认为，王君植是一朵冰清玉洁的雪莲花，
而且是一朵永不枯萎的雪莲。
虽然在她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华，就离开了阿里高原，离开了快乐与痛苦相融的雪域阿里，依旧没有减
弱她雪莲般的气质和品格。
　　一个女人，没有爱情的喂养，是不幸福的。
一个女人，因为爱情，而蹉跎一生，又是悲哀的。
　　王君植的一生，幸福吗？
　　人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人。
如果没有政治环境影响，在我看来，王君植不管与她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男人生活，她都是幸福的
，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时间老人，却把她安排在了峥嵘岁月。
在风卷云涌的大海上航行，有谁能享受到安宁。
　　二十六岁，儿子夭折，没有了丈夫，离开了幼女，被关进监狱，与铁窗为伴，挖空心思写交代材
料的时候，自然意识不到这些。
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她在悔恨一个男人。
　　悔恨的，正是学生时代的那场恋爱。
　　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地下情报员，这件事为她多舛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鲜红的领章被撕去了，帽徽被摘掉了，多才多艺、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瞬间变成了怪异的女特务
，荷枪实弹押送她、审判她的，是她曾经的战友和下属。
　　世界上所有人，无论男女，无论国籍，无论古今，初恋都是一样的，美好和青涩同在。
牢狱中的王君植，思考最多的肯定不是美好。
　　当仪表堂堂的军官安志明，向她伸出爱情之手的时候，她一定是幸福的，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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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六年时间，在阿里与夫君共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儿子夭折，女儿出生，气候恶劣
，生活艰难。
从我的角度理解，她痛苦过，也曾有过快乐。
　　因为阿里高原是快乐的天堂。
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还是外来者，只要在阿里生活一天，就有这种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感
受愈加强烈。
这不仅在于阿里的景色壮观，生活简单，主要是这里的人乐善好施，热情淳朴。
多么怪癖固执的人，到了阿里，都温煦可爱，宽厚怜悯。
好像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是两块精良的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剑，只要越过，就会棱角锐减，圆滑温润
。
　　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如果曹海林、土化瑛、王君植，这些解放和建设阿里的功臣，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像贡保一样，生活工作在阿里，是否会幸免于难？
或者，受到的冲击波会弱一些？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王君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一个懂得价值和利用价值的人，是忙碌的。
况且，这个时期的夫君，一定是疼爱她的，珍惜她的，呵护她的。
她一定也是欢喜的，甜蜜的，依恋的。
经历长期战争和居无定所的男人，谁不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庭和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
王君植符合一个好妻子的所有条件。
　　在她离开阿里，直到生命的黄昏，无论在七尺牢狱，还是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劳动改造，一定会想
起阿里，想起清澈的噶尔河水，粉红的六月红柳花，热情的藏族百姓。
当然，长眠在阿里高原的儿子进军，是她思念的源泉。
　　她的一生都在思念。
　　生活不会因为思念而停止脚步。
她的第二任丈夫，同她一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两人经常合作《苏三起解》，但两人还是没有牵手到老。
受到严格控制的王君植，喜欢演唱这出家乡的戏剧，内心的压抑和不屈，可见一斑。
　　坎坷一生的王君植，怎么会成为王洛宾的抒情对象呢？
　　血色岁月，也有浪漫。
　　从阿里随丈夫回到喀什的王君植，调到南疆军区文工团工作，与她一起共事的还有在押犯王洛宾
。
王洛宾因为曾经当过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步芳剧团音乐教官而入狱。
为了参加部队文艺汇演需要加强创作力量，南疆军区文工团才把王洛宾要来。
　　一次下部队演出，路上休息时，她惊讶地发现，王先生在织毛衣。
他们聊了起来。
王洛宾告诉她，在窑上打砖，手变得粗糙，手指不灵活，织毛衣，可以灵活手指。
　　不多久，王君植送给王洛宾一双手套，她知道，一双弹琴作曲的手需要保护。
　　此时的王洛宾，正处在人生低谷，是一个在押罪犯，历史反革命。
正在上演的作品是他用心血浇灌而成，可他无权进入剧场。
欢声雷动的掌声是别人的，获奖是别人的，伴随他的，只有清冷的月亮，和无限的孤独。
　　不远的地方，就是女团员宿舍。
宿舍里有些灯光，王君植就住在那里。
她是军区副参谋长安志明的妻子，而他，则是一位狼狈的反革命。
　　月光皓洁，半个月亮，清风习习重凄凉，手套就在身旁，一道灵光划过长夜。
　　半个月亮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　　
轻轻地扔下来　　任务完成以后，他被押往一个更加森严的监狱。
他想，她一定很好，肯定很好，应该很好，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节选二《走进天路，走向天堂的路》　　千里新藏路上，最累不过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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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屁股坐的是阎王殿。
有人在风雪中修车时，手抓住保险杠时间太久，松手时，手掌肉皮撕裂。
有的因为冻伤而截肢。
有的耳垂冻掉。
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有的在牦牛发情期，为抢时间通过路段，被发情的牦牛连车带人推到一边。
有的在深夜，点燃轮胎、坐垫、衣物，驱赶野狼，与狼周旋。
车陷冰河，一直朝前开，一鼓作气冲上岸边。
车陷沼泽，倒着开，迎着冷风，一夜风流&mdash;&mdash;流一夜鼻涕。
蜷着身子，睡车厢当团长，只是轻如鸿毛的事。
有人饿得吃牙膏，喝汽油，饮冰雪。
有人冻死后，怀里揣着遗书，手里捏着馕饼。
　　节选三《所有阿里人的暗伤》　　我在格列家门口等了一会儿，三个人开着一辆小车回来了。
这是一家普通藏式平房，客厅的藏柜鲜艳漂亮，绘着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吉祥结、胜
利幢、金轮的吉祥八宝图案，上面摆着象征五谷丰登的切玛，和银质铜质器皿。
我在一幅挂历下面的沙发上坐下，挂历上的主人公就是格列。
身着绿色武警制服的格列，站在高入云端的洁白雪山下，神采熠熠，精神焕发。
这是西藏自治区为年度道德模范专门制作的宣传挂历。
　　我打趣道，格列政委怎么跟挂历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格列和春晓哈哈大笑，另一位穿警服的人也爽朗地笑着。
从他的军衔和名牌认出，他叫普布旺拉，与格列一样，也是一位武警军官。
　　格列向我介绍说普布旺拉是他的战友。
　　春晓笑呵呵地补充道，他也是我的新郎官，我有两个新郎官哩。
　　我也融入到他们的笑声之中。
待了解到两个新郎官的故事以后，怎么也笑不起来。
　　格列的家在圣城拉萨附近，从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前藏，来到荒僻的后藏阿里，当武警，上警校
，目前任西藏边防总队阿里边防支队霍尔边防派出所政委。
边防维稳，向来是地方政府和各警种部队的头等大事。
工作在一线的格列，经常面临着各种突发事件。
　　一个冬夜，雪花刚刚停止了飘零，就接到报案，一支58人的队伍，想从普兰县的山口潜逃越境。
格列带着六名警察迅速追击，40人后援部队也分头赶上，在各个出山口，封控堵截。
潜逃人员中，有人对这里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便与格列他们迂回曲折，打起了游击战。
大雪刚过，山谷和山头一样，被大雪覆盖。
雪域茫茫，寒冷异常，行动艰难。
格列他们不放过一个山洞，一个垭口，潜逃者和追击者都疲惫不堪的时候，终于堵截住了所有潜逃者
。
　　潜逃者中，有大人，有小孩，有本地人，也有远道而来者。
有的出境要去听达赖喇嘛讲经，有人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学英语。
　　西藏的任何地方，只要是路边的房子，有人生活，就约定俗成，成为远行者的救命稻草，受灾者
的避难所。
边防派出所和兵站，自然担负着过往行人的生命安全，尽力提供服务保障。
　　2007年3月，普兰方向普降暴雪，致使219国道封堵，沿线交通中断，沿途被困车辆人员较多，牧
区牲畜冻死冻伤数量剧增。
霍尔边防派出所至马攸木桥公安检查站一线，部分车辆人员下落不明。
格列带领战士，从早上一直搜寻到晚上。
在漆黑的夜色中，为了防止战士迷路走失，用背包绳把每个官兵连起来，沿着电线杆艰难搜索。
经过三天四夜的紧急救助，被困在雪地中的20多名旅客和4辆汽车，全部营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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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共接待被困群众300余人次，救治伤病群众110多人次。
　　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格列，也迎来了爱情的甘霖。
孔繁森小学教师春晓，与他约定了婚期，时间定在2002年3月的一天。
　　离婚礼还有五天时间，格列从布置一新的家中出发，到300公里以外的普兰通外山口执勤。
刚到山口，风雪飘摇，大雪封山。
心急如焚的新郎只能风雪兼程，想要回到新娘的怀抱。
婚期姗然而至，新郎还在雪地上跋涉。
　　藏族人对婚礼非常重视，春晓又是当地人，请柬已经发出。
客人陆续而来，端上切玛，捧上青稞酒，献上哈达，祝福新人幸福吉祥。
哈达不但要献给两位新人，还要献给双方父母。
无奈之下，只能请格列的战友普布旺拉担当临时新郎，婚礼如期举行。
　　直到婚礼后的次日凌晨两点，风雪夜归的格列，患上了雪盲症。
眼睛红肿，泪流不止，这样的形象不好回到新房，只能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休整调养，孤枕难眠。
　　格列用伤感的语调对我说，结婚八年来，妻子先后怀孕六次，五次流产。
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叹息无法改变他们的现状，慰藉不了他们的伤痛。
阿里人的生育问题，不是一家一户的事，不是几对夫妻的困难，而是所有阿里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地区财政局的一位在藏干部对我说，阿里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都不敢随便碰触怀孕
和教育孩子的话题。
这是所有阿里人的痛，所有阿里人的暗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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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阿里&middot;阿里》是一部书写阿里人和事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深入西藏文化腹地阿里的生
死之旅，一部真正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纪实文学！
　　&mdash;&mdash;网友飘飘　　　　本书启发读者心灵。
我们每天对抗着自己心里的小恶魔，用尺子丈量着分厘得失，用怨怼向着世界讨公平。
却不知道那些断了前程的王君植们，那些赔上性命的李宝军们，那些善良的洛桑山丹们，是在用生命
坚守信仰。
没有人喜欢真正的苦难，但就是在这种稀薄，绝望的生存环境里。
当死亡变成感冒一样的平常时，阿里人用豁达和坚韧对待一切苦难。
　　&mdash;&mdash;网友爱在旅徒　　　　本书既是几十位个阿里人的生命之书，也是对西藏精神的
纪实解读。
当死亡像感冒一样平常。
像对待感冒一样对待死亡，像对待死亡一样，对待苦难。
西藏生活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读懂阿里，才能读懂西藏。
因为这里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mdash;&mdash;网友去阿里的意义　  远离世俗的悲欢离合，深入的不仅是西藏景区，更是了解
西藏神圣所在。
　  &mdash;&mdash;《中国作家》　  这部作品让人们理解什么叫生命禁区，什么叫神圣的领土和使命
；阿里人与心灵的孤独和身体的寂寞斗争，简单而快乐地生活在那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部深入西藏文化腹地的感悟之书，是一部解读西藏精神的书，也是一部启迪读者心灵、鼓舞人
们乐观对待一切苦难的励志之书。
　　　　　　　　　　　　　　　　　　　　　 　  &mdash;&mdash;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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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能让我们平静而有力量。
　  翻开她，翻开的是阿里人用灵魂的歌唱。
　  我们每天对抗着自己心里的小恶魔，　  用尺子丈量着分厘得失，　  用怨怼向着世界讨公平。
　  却不知道那些断了前程的王君植们，　  那些赔上性命的李宝军们，　  那些善良的洛桑山丹们，是
在用生命坚守信仰。
　  没有人喜欢真正的苦难，但就是在这种稀薄，绝望的生存环境里。
　  当死亡变成感冒一样的平常时，阿里人用豁达和坚韧对待一切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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