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路之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路之魂>>

13位ISBN编号：9787545009446

10位ISBN编号：7545009444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李向宁，马钧，唐涓　著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路之魂>>

前言

2006年7月1日，浩瀚苍穹下，历史定格在“地球第三极”：青藏铁路承载着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几代
国家领导人绘制的新时期强国富民的宏伟蓝图，无数科技工作者和建设者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卓越
功绩，高原各族儿女殷切期盼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跨越千山万壑，穿过茫茫
雪域，实现了全线通车。
这天，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珍藏的日子。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横亘于世界屋脊的天路，是一条新世纪的长城，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
煌奇特的壮举。
它所穿行的青藏高原，冷峻高拔，雄阔坦荡，不仅是高山的世界，也是江河的故乡。
终年不化的雪山，滔滔不绝的江河，难以数清的湖泊，浩瀚苍茫的戈壁、一望无际的草原。
沙漠绿洲的奇幻，高山深谷的惊险，都在这里呈现出雄浑、神奇而迷人的特异风情。
    青藏铁路，铁骨铮铮，豪情万丈，气势犹如长啸中的巨龙，风驰电掣中带着撼天震地的力量。
它气度非凡地在4000万年前隆起的高原上，在蓝天和荒漠对应的空间里，飞奔腾跃，迤逦而过。
这条钢铁大道走过800里瀚海弥漫的黄沙，越过横空出世莽昆仑的危岩，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草甸，
跨过格拉丹东的冰川，翻过唐古拉接天的雪峰，进入藏北辽阔的羌塘大草原，沿着水雾氤氲的羊八井
地热带，精神抖擞地到达神圣的“目光城”——拉萨。
    青藏铁路在它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的正线中，标高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连续线路长达960公里，
占正线总长的84％。
其中，海拔4500米以上的为800公里，占70％。
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的路段有550公里。
同世界既有高原铁路相比，青藏铁路高海拔路段的连续长度是世界之最海拔高度是世界之最，线路长
度和施工难度也是世界之最。
    走向雪域的青藏铁路，充满着神奇和悲情，也充满着豪情和壮志。
它不仅途经了高原的高山峡谷、草原戈壁、盆地河流⋯⋯也踏过了那些先民列祖、部落王权、王国组
织和古代建筑的遗痕⋯⋯它似乎带着远古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刚劲精神，像一条纽带，把布达拉宫和天
安门、历史和现实、城市和草原、真实和想象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为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的腾飞插上
了金色的翅膀。
    无疑，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而挑战激起的，则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和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
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和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建设难题，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纵贯起一条穿
越世界屋脊的“钢铁长城”。
    西藏从此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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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路之魂——青藏铁路通车五年纪行》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青海作家李向宁、马钧、唐涓
撰写。
这部近30万字的报告文学，以青藏铁路通车五年为轴线，通过三位作家亲历青藏铁路沿线的行程，讴
歌了铁路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破解世界性工程难题，创造人间奇迹的壮举；
赞颂了建设者们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的践行。

《天路之魂——青藏铁路通车五年纪行》作者以富有感性和激情的笔触，深刻反映了青藏铁路通车5
年来沿线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见证了具有天路史诗、时代史诗、民族史诗般的青藏铁路所展
示出的现实伟力。
与同类型反映青藏铁路的报告文学不同的是，本书以宏观与微观、国家视野与个人视野相交织的行文
结构，聚焦青藏铁路通车5年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变化，充分展示出通车5年来沿线经济不断发展、社会
不断进步、文化不断繁荣、民族团结、人民生活幸福的一幅幅令人感奋的图景，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纽
带，把西宁、格尔木、布达拉宫和天安门，把历史和现实、城市和草原牢固地连接起来，书写出这个
东方奇迹不断在现实中延伸的神奇力量。
同时，作者还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描绘了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天路风光，历史、文化、风俗、掌
故、传说与崇高俊美的山川有机地融为一体，展现出青藏铁路沿线雪域高原的神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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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角山：登天的梯    西出海北刚察县100公里，便进入海西的天峻县。
同刚察一样，天峻依然是片绿草肥美的大牧场。
与刚察不同的是，天峻有着独特的山水。
    天峻的山，首推天峻山。
天峻山，亦称天沁山，海拔4125米，为环青海湖的十三座名山之一。
云雾天观天峻山，山势陡峭，峥嵘突兀，轻云薄雾缭绕山腰，有着浓浓的诗情画意。
天峻山只有一条通向峰顶的小道，狭窄曲折，宛如羊肠。
山坡上灌木稠密，松柏葱茏，两面壁立的岩峰，下绿上白，耸人云端。
顶峰则平如镜、绿如茵，牧草丛生，野花繁茂，花香鸟语。
东可远眺茫茫西海水，北可俯瞰布哈河，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天峻的山还要说疏勒的山。
过了曼塘，便可看到一座座山峰千姿百态，各具妙色，嶙峋叠嶂，迤逦绵延：岗格尔肖合力皑白，尕
巴玛尔当日岗丹红，硫磺山淡黄，曼塘日根靛青，岗侧吾吉山碧绿。
由于风雨和阳光的作用，有的像少女藏装，分外妖娆；有的像盘山公路，同一色砾石铺成，神秘莫测
。
疏勒南山的山峰及峡谷，是第四纪冰川，远看，刀脊广布，角峰峥嵘；近观，冰舌晶莹剔透，冰帽犬
牙交错，银光闪耀。
大片大片的冰林冰斗，高矮不等，奇形异状。
降雪时，皑皑白色，天地难分；起风时，声音隆隆，响彻云霄；天晴时却又幽雅寂静。
    有了美山便有了名胜古迹，县东天棚鲁茫沟和江河卢森古老的岩画、壮观的夏日哈石经院：县南传
说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同二郎神杨戬大战藏身的二郎洞、辉煌的喇嘛寺；县北奇妙的吉祥撮等，都保留
着未经雕饰的原始风貌，充满着神秘感和粗犷感。
    天峻的水首推布哈河。
布哈河发源于疏勒南山夏格尔，境内长218公里，流域面积13528平方公里，哺育了万顷高山草甸。
布哈河两岸沙棘密部，棘果飘香，每逢天高气爽之际，野鸭成群，石羊、黄羊、马鹿、普氏原羚等野
生动物来此饮水。
每年夏季，青海湖裸鲤成群，结队逆水而上产卵繁殖，场面十分壮观。
    有了这美丽的山水，天峻人透着按捺不住的自豪。
他们说：青藏铁路开通后，已经有不少游客来我们的家园观光。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迷上天峻的山水。
    出县城往南20公里，青藏公路就把天峻县城和关角山联接起来。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
那里海拔3700米，在青海，这样的山不算高，但关角山却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一是这里有西王母石室，二是青藏铁路著名的关角隧道就从此山经过，几乎每个到天峻旅游或经过天
峻的人都要去西王母石室看看。
    巴特去过无数次了，因为靠近这里是他家的草场。
每年夏天，巴特就把牛羊赶到这里放牧。
巴特是蒙古族人。
青海省境内的蒙古族人又称“德都蒙古人”，主要是成吉思汗及其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
他们进入青海后便留下放牧，繁衍生息至今。
巴特说他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巴特长得的确很像蒙古人，高个、大脸、身材魁梧，看上去很年轻。
巴特说他不年轻了，他的儿子都30岁了。
巴特的儿子照日格外出打工，在湟源县铁路段多年，几乎彻底告别了放牧生活，把20多头牦牛交给父
亲，在湟源买房安家，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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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住在关角山帐篷里，小心谨慎照料着70头牦牛、300只羊的父亲相比，照日格似乎比父亲提前过上了
幸福生活。
但巴特并不羡慕儿子的幸福生活，在儿子的新房里住过两夜后就再也没去过。
他说舍不得牛羊，舍不得关角山，因为曲曲弯弯的铁道和轰轰隆隆的火车时常让他着迷。
不知道看不见铁路和火车后，他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西王母石室坐落在关角山下，青藏公路北线的路边。
这是一座玲珑的小山，高仅20多米，绕一圈也就是百十来米。
山包虽然很小，却四周陡立，无处可攀。
靠着公路的一面有一个上窄下宽的天然洞庭，洞口不大，约一人高，里边却有十余米高、几十平方米
大。
洞内有一个可供四人并坐的天然石炕，这就是西王母石室。
带领我们去的巴特告诉我们说，关于这个洞有两个传说，汉族的传说是美猴王与二郎神大战，二郎神
用剑将附近一座山尖劈下，又用脚踹了一个洞。
藏族的说法是格萨尔王在此修炼得道。
巴特却坚信汉族的说法，他觉得只有孙悟空和二郎神才有这样的本事。
各民族都将最美的故事、最丰富的想象赋予了大自然。
不同的文化互相依偎在一个小小的山洞里，和睦相伴了数千年。
许多美妙的传说令人浮想联翩，感叹不尽大自然的奇巧与神秘。
    二郎洞往北没多远是关角隧道出口，二郎洞往南山谷比较宽，进人了柴达木盆地的青藏铁路为了下
降高度，在这里连续盘了四个大大的圆圈。
走在这一段公路上，你会感到你的四周全是铁路。
有的铁路桥上几十米便有另一座铁路桥跨过，就像现代都市里的立交桥。
二郎洞西边紧邻公路，过了公路就开始爬山。
一连几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陡峭山峰岩石裸露，直人云霄，雄浑壮观。
二郎洞朝东是一个大约两三公里长的山谷，里面又分岔为两个更小的山谷，中间地形比较平缓，两边
山势不是很陡。
山谷里几个牧民的羊圈就是巴特的家，每逢冬季牧民们就会赶着羊群和牦牛来这里越冬。
夏季草原上盛开着许多不知名的小花，非常漂亮。
只是方圆上百公里没有一棵树，两山之间的河沟永远是干涸的，从没见河水流淌。
    也就是在美猴王与二郎神大战的地方，60多年前铁道兵与关角山也展开了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大战
。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全长810多公里，是国家级铁路干线。
从1956年开始踏勘，1958年开始部分区段和关角隧道等重点工程的施工，先后由铁道兵第七师、第十
师、铁道第一工程局等单位施工建设。
1960年11月铺轨到海晏，1963年12月铺轨到克土，1972年铺轨到哈尔盖。
后在“大跃进”、国民经济困难、五年调整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期工程被迫停工。
    1974年，襄渝铁路贯通后，数十万铁道兵奉命挥师再上高原，青藏铁路又开始修建。
由青海湖北岸的哈尔盖一路往西，经天峻草原进入关角山北麓。
在关角山的南麓，这支队伍经过二郎洞一直往南，由察汗诺尔折向西经德令哈到格尔木南山口。
这就是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第二阶段。
这一段铁路海拔大都在3000米以上。
最高点在关角隧道，海拔达到了3700多米，是当时我国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
    有一份资料是这样介绍当时情况的：关角隧道全长4006米，洞内轨面最高处海拔3692米。
地质情况复杂，通过11处大断裂层，除沉积岩和变质岩外，尚有含大量泥灰岩、高岭岩、蒙托石等膨
胀性岩层侵人体。
隧道通过大的断裂层，岩石破碎，极易坍塌，地下水丰富，断层破碎到地下水的含水层和主通道。
洞身全部在地下水位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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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昼夜涌水量最多达1万立方米。
    1974年10月复工，当铁道兵打开封闭13年的洞口时。
洞内积水齐拱线，拱顶坍落、边墙倒塌，洞口塌方淤积严重，且洞内又严重缺氧，连火柴都划不着。
在洞内工作久了人就会胸闷无力，甚至昏厥，施工难度很大。
指战员们克服艰难险阻，历时一年半，共清出弃渣杂物近5万立方米。
然后才开始掘进上导坑。
    那时，铁道兵施工设备十分简陋，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施工机械。
打隧道靠的是风枪、装载机、铁斗车，基本是人力施工。
路基施工是推土机加人海战术，刚刚进口的日本d-80推土机就是最现代的装备了。
当时在青藏铁路施工的全部是铁道兵战士，没有民工和其他配合力量。
沿线的天峻、乌兰等县，一个县的全部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人，施工部队的人数超过了当地人口
。
漫长的战线、简陋的设备、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这是一场足以使鬼泣神哭、天感地动的大会战。
    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关角隧道出口突然发生了近30米长的边墙倒塌，掉拱大塌方。
1589立方米塌方体将正在施工的127名指战员封闭在洞内。
面对生死考验，他们无所畏惧，在寒冷、饥饿、缺氧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顽强地坚持向外突围。
    当年的铁道兵、现居西安的陶玉和在他的博客中回忆道：    我那时在铁道兵四十八团政治处宣传股
服役，是团里宣传报道组的成员。
1975年4月5日下午，我正在暗室里忙活着，突然有人喊我，让我赶快带上照相器材出发。
当我背上摄影包来到政治处院子外面时，团里唯一的一辆供团首长专用的嘎司六九吉普车已等在那里
，车上的人催促我赶快上车。
车疯了似的往四十七团方向开去。
我这才知道关角隧道出口发生了大塌方。
    我戴上安全帽，走进隧道大约200多米处的塌方现场。
现场情况很惨烈，五六米高的偌大隧道被塌方完全砸断，里外隔绝。
塌方有多长距离、里面的指战员怎么样、有多少人，一切都不清楚。
外面的指战员按照上级的命令已经开始了抢险。
大家在隧道顶拱的左下角打了一个1米高的小洞，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
小的塌方还不断出现，大家还要边挖边支撑。
我由隧道低处向上爬到大约5米高的拱角处，几乎是爬进了小洞，洞里的人都是趴在那里，用手或短
锹将石头扒到怀里，再用脚蹬到后面一个人面前。
高一点的地方人们就蹲在那里，把石渣往外运。
我亲历过几次塌方，也多次拍摄过塌方抢险的照片，像那天这样凶险的场面却是从没见过。
    不知多长时间，我随着抢险突击队的战士一起退出了隧道。
突击队员分成几批，轮番上阵。
我稍做休息，又随下一批突击队进了隧道，如此反复几次。
最新的消息不断传来，洞里被堵指战员在一位有经验的副营长指挥下，已经开展了自救，他们向外突
击的位置正好和外面在同一位置，并通过打进去的钢管和外面取得了联系。
师领导急切地追问里面人员的情况，到底有多少人，有没有伤亡。
塌方刚发生时，担负施工任务的两个营立即清点洞外人数，最先说是少了200多人，后来又找到一些，
反复几次，直到太阳下山，外出人员全部归队，才最终确认少了127人。
当听到洞里正好是127人，且无一伤亡时，整个工地一片欢腾，士气大振。
朝夕相处、生死相依的战友无恙，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紧张的救援，一夜无眠，所有的人都没有合眼。
这是撕心裂肺的一夜，是牵肠挂肚的一夜，是与死神搏战的一夜，是与时间赛跑的一夜。
    6日早上8时许，前方传来好消息，洞口贯通了，可以容一个人钻出来。
人们立刻涌进隧道，准备迎接死里逃生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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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斜坡上，目睹了127名被困战友一个个走出了险境。
师团领导一个一个和他们握手，安慰他们。
有的战士出来后身体虚弱，站立不住，医务人员立刻上前搀扶，我也及时地拍下了最后一组镜头。
随着隧道内外长时间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一场特大塌方抢险战斗，以未伤一人未死一人127名指战员全
部脱险的结果胜利结束。
    据我们了解，陶玉和所回忆的那次塌方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在整个隧道工程和另外一次塌方中，
却有不少年轻的生命魂归关角山。
    距西宁364公里的察汗诺，位于海西州的乌兰县铜普乡。
在大山脚下，察汗诺车站的铁路职工带我们寻找到当年的铁道兵萧军社，当时他正在草滩上放羊。
萧军社身材较矮，头戴鸭舌帽，普通得跟任何农民、牧民没两样。
萧军社于1976年3月1日在老家陕西彬县参军，曾是铁道兵10师48团4营17连2排6班战士。
    P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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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本书完全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2010年7月末，正值夏都西宁最惬意的季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由和平副总编和编辑室李崇君主
任，专程来到西宁与我们会晤并道出此行的来意。
原来，他们正在策划一本反映青藏铁路通车后给沿线带来巨大变化的书，打算赶在2011年7月1日青藏
铁路通车5周年前出版。
受到报告文学《青藏大铁路》一书的启发，教育出版社认定青海的作家更能把握好这个选题，因此特
地舍近求远前来邀请。
双方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很快确立了创作思路和体例。
    是这份真诚和社会责任感，开启了我们踏上苍茫青藏大地的路途。
    半个月马不停蹄的奔波非常仓促，对于青藏铁路所覆盖的那个宽广世界的光彩，我们也只触摸到了
沧海一粟，更无法汇集到仅有20余万字的书稿里。
加之采访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障碍等困难，难免造成事实的遗漏、文字的粗疏，以及数据和资料尚不够
完全精确的问题，还要请读者多批评谅解。
    本书共分六章。
引言、开篇和第一章由李向宁撰写：第二、三、四章由马钧撰写；第五、六章由唐涓撰写。
我们的合作也使本书呈现了不同的表述风格。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位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采访途中多次打来
电话关心我们的健康与安全，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同时，青藏铁路公司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宣传部、西藏那曲地区宣传部、青藏铁路公司文联及青藏铁
路沿线各车站等部门对我们的采访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呈上感谢！
    此外，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引用了新华社、青海新闻网和青藏两省区一些相关资料和图片，这
里也向提供资料和图片的单位、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愿此书是为所有关心青藏大铁路的人们捧上的一束心香。
    作者    20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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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路之魂——青藏铁路通车五年纪行》的作者李向宁、马钧、唐涓以青藏铁路沿线所见所闻为主线
，讴歌了铁路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破解了世界性工程难题，创造人间奇迹的
壮举；赞颂了建设者们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的践行。
    该书翔实地描述了通车五年来给青藏铁路沿线带来的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民族大团结、生态
环境大保护、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并对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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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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