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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姐！
你大灯没关上！
”    “没关系，是大灯延时功能。
”    “哦——”    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旅途上，每当傍晚我下车之后，总会有人这样善意地提醒着我
，其实，这是六缸切诺基的一个人性化功能，当熄火后再关大灯开关时，大灯会延时几分钟然后自动
熄灭，为的是那车灯能够照亮主人回家的路。
而如果先关大灯后熄火，则不会延时。
每当我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温暖和得意，也因为这个功能的存在，给我平添了一些喜悦
。
    曾经有把这句问话作为书名的想法，这种想法源于途中认识的旅伴四五的主意，这个无厘头说，这
样的题目很生动，跟车和旅行有关，而且容易叫人联想到美女走光之类暧昧的意味，说实话，我很欣
赏他有时出现的这种无厘头状态。
不过 ，大约这样的书名太过无厘头了，因此没能通过。
不过现在的书名我也喜欢，《女人上路——车轮印制的日记》，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女人上路，一
切烦恼都可以抛到脑后了。
    我们都很怀念那些在路上的时光，那些独自上路的日子和那些单纯简单的生活，直到回到现实的都
市生活中，还沉浸在那中状态久久无法自拔，连说话都变少，变简单，变傻，更逞论与人相处了。
在路上，简单的生活，雄伟奇美的风景，和纯朴的地方民风，每时每刻洗礼着我们蒙尘的心灵，一次
次的经历之后，心变得轻松，大脑变得空白了，如果你的理想是寻求安宁和平静，长途的旅行无疑是
实现理想的最简单的方法。
    我热爱这样的自由，向往永远这样的自由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或近或远的未来，总会有我所期待
的人和事在守候着我，奔驰在路上的，不是疲惫的双足，也不是飞驰的车轮，而是无法停下来的勇往
直前的快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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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啊兔哩是李彦在新浪旅游论坛的名字，而在车坛叫作天O外O飞O兔。

    或许我的旅行从童年就开始了，独自乘做火车穿过冬日的中国大地，从寒冷的北京来到温暖的花城
，时空季节语言的快速转换，总是给我一种迅速适应环境的历炼，真的也许是因为如此，在我心中种
下了漂泊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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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4年4月27-28日　　在一片茫然中告别喧嚣的北京，途经成都乘坐军航飞机进藏。
来不及整理纷乱的心情，背着简单而沉重的行囊，24小时之内就来到了海拔3500米的山南。
一向不喜欢露营睡睡袋的我，这次竟然带了防潮垫，为了能看拉姆纳木错一眼，即使睡地板也在所不
惜。
对雍布拉康的喜爱叫我忘记了刚刚到达高海拔地区应遵守的禁忌，兴奋地去爬了雍布拉康所在的小山
，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吧！
2004年4月27日北京--成都心情指数：忧郁没有办法再呆下去，不想面对眼前的一切。
也不想工作，我想逃脱。
怀念去年秋日川西北的太阳和草原，广阔的蓝天和羊群，想念寺庙里煨桑的香气，几乎不能自已。
理智告诉我，“五一”只有这十来天假期，我去哪里？
还是去西藏吧，再去一次温暖富饶的山南，去看看心爱的雍布拉康，去着去朝拜圣湖拉姆拉木措，去
桑耶青朴找丹增和德钦吧，我要一个人到西藏去。
特意买的晚班的飞机飞成都，阿光把我送到机场，分别时没有更多的话，他只是说小心，我看看他无
神的眼睛，心里微微发颤，我要去朝拜能看到未来的圣湖，我想知道我们的未来，我还要去寻访苦修
的人们，我想找到让心灵永恒快乐的答案。
晚点的飞机直到午夜才到成都，疲惫的人怀着疲惫的心，包裹在成都温暖潮湿的空气中，来不及回忆
去年经停成都的情景，就昏昏睡去了。
2004年4月28日成都--泽当心情指数：有点兴奋　　清晨很早就被侯主任叫起来，外面还没大亮，不少
鸟儿在唱歌，侯主任的车七拐八绕的进了一个好像工厂的大门，居然里面就是机场了。
太平寺机场，咱们空军在成都的机场。
乘坐军航的绝大多数是民工和去做生意的，所以机场好像是火车慢车车站一样，乱烘烘的。
安检时要脱鞋，这下可受罪了，好在时间不长，就算是给上高原做个憋气训练了。
从候机室到飞机是要自己走过去的，跑道上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图－154，另一架像个鸟似的，尖尖的
头向下弯着，那是个伊尔吧，显然是货机，因为大家都从尾部登机。
货机比客机便宜100元，800元飞拉萨。
军航的飞行员真棒，起飞和降落挺平稳。
进入川西开始出现大片的雪山，美丽异常，有时会有一座非常突出的雪山傲立群峰之上，那一定
是8000米上下的高峰了，飞行高度也不过在8000多米，因此那些4000米左右的雪山离得很近，美丽得
眩目。
我爱雪山，从3年前在尼泊尔乘飞机沿喜马拉雅山观赏世界极高山开始，到几个月后被梅里雪峰卡瓦
格博摄中心魄，我对雪山的爱情从未停止过，什么时候，我也能真正亲近那眩目的雪峰啊！
机上不但有空姐，而且还发了一些吃的喝的。
在目前情况下，进藏选择军航应该是很实惠的，就算有沙尘暴这样的情况发生，军航的飞机都能安全
降落。
进入贡嘎机场上空要飞临雅鲁藏布江河谷，这真是个技术活，两边的山那么近，在下面看着宽广的河
面对飞机来说显得那么局促。
看上去阳光灿烂，山上雪还没化，西藏的风景比夏季时候更加刚劲了。
兴奋地走出机场，领了行李之后就上了去泽当的出租车，每人应该30元，但那四川籍的司机非说是40
，没有多计较，因为再计较就没车了。
阳光灿烂，丝毫也不冷，沉浸在重回西藏的恍惚中，昨天还在北京上班，今天就被这高原的暖阳包裹
，这感觉如同时空大挪移，一时让人如同梦中，和北京的现实就这样分开了？
泽当在3年间显然发生了变化，完全找不到当年的印象，我和司机说要先去找去加查的车，司机带我
进了个院子，里面聚集着私人吉普车，大多是2020系列，都打扮的很漂亮。
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加查的琼果杰，藏族的司机们吱吱吱地商量了一会儿说，来回要1000块。
又找一个单个的司机商量，他开始答应900元，但是又反悔要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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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太贵了，如果没有同行者，就算路难走也不合适，干脆先住下来吧。
　　我来的时间和地点都不适合，“五一”还没到，大批旅者还在上班，泽当本就不是热点，去拉姆
拉木措的人更少了，听说过的人都不多，街上根本看不到任何外来的旅人。
于是在旁边的小饭馆里吃了东西，叫个三轮去找旅馆，很快找到乃东路上的农工宾馆，看看还凑合
，80元一天，能洗澡，也没多砍，拿着大包满街走再引起高原反应实在不值。
安顿好就奔了汽车站，买了第二天去加查的车票，50元单程，200来公里的路，据说要走上6个小时。
之后就等去往雍布拉康的中巴，我太想再见到雍布拉康了。
一个年轻的藏族爸爸带着他的小儿子在一辆车上吃橘子，见我在车上等也一定给我两个，原来他就是
这个车的司机。
车开了，沿途搭载了很多老百姓，和北京的小公共一样，招手即停。
司机让儿子坐在身边，不时抚摩孩子的头发，那种朴实的亲情如同阳光一般，温暖着我的心。
泽当，还是那么淳朴。
通往雍布拉康和昌珠寺的路已经是非常好的水泥路面了，再不是泥泞不堪，往返的小巴也很多。
上车的人们和司机都很熟地打着招呼，而他们之间似乎也都认识，就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我该下车
了。
通往雍布拉康的路显然也修过了，一个长长的大坡看似平缓，却也让我喘了几喘，慢慢地走，慢慢地
看，在如同小鹿后腿般轮廓的山脊上，忽然闪入眼帘的雍布拉康仍然那么动人心魄。
这一次是自己一点一点爬上去的，而3年前来时是骑马上去的，那时的我，是青涩的菜鸟，没有经验
，也没有体力，更没有关于旅行的想法。
来到雍布拉康跟前，并没有进入建筑内部，径直爬上了后面的小山，山头上结满鲜艳的风马旗，下瞰
绿色大地，远眺巍峨的雪山，雍布拉康遗世独立，仍然那么令人心动。
虽然本身体量并不庞大，但因其所在的独特位置，却显得那么挺拔雄伟。
难怪当年我从一张书签上就对他一见钟情。
作为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以其独特的外型和精心选择的位置。
足以占据藏族建筑中重要的一席。
坐在小山上的玛尼堆边上晒着太阳，3年前第一次进藏的情景浮上心头，那还是我头一次决定这样的
远行，西藏对我是那么神秘而且茫然，当我在书签上看到雍布拉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到这
个地方来。
：绿色的雍布拉康雍布拉康--藏行印象之五空气中不再清香因为花儿已没有了影子白色的哈达从脸上
掠过绿色大地在脚下延伸飞翔吧坚强的老鹰盘旋在深深的天空伴随千古坚硬的岩石永世孤独现在的雍
布拉康已经早不是文成公主的夏宫的格局，作用已经变成了庙宇。
一个转累了的老阿妈坐在地上休息，接近她，她并不躲避，每转一圈就看看她，她一直坐着，每圈都
给她照张相。
午后的阳光令人格外慵懒，沉浸在回忆的梦中，远处飘来悠扬美好的女声和唱，高亢既而婉转，寻找
着，只见几位阿妈捧着供奉，且行且唱，出口成韵，随意张扬，内心喜悦滥于言表。
有的还不时跳上几步，手舞足蹈，边舞边唱边行，看着她们，任你心里再多的烦恼也会消失。
不知是否这里的阿妈都能歌善舞而且性格开朗活泼，回程的小巴上，路边一帮人把一大袋干牛粪抬上
车时，我把镜头对准其中的阿妈，她突然笑着挥动手臂，摆了几个舞蹈的动作，那种喜悦和快乐简单
直白，我心中怦然而动，似乎也要长出一对翅膀在这暖阳中飞舞。
回望雍布拉康，仿佛高入云端，大把的风马洒向空中，丽日下闪烁光泽，如同金子银子的星星，异常
神奇，更让我相信这绝非俗地，是我心中永远的圣土。
昌珠寺里的哑巴女人还在，给她照相后给了她一毛钱，她欣喜雀跃的表情。
给施舍者莫大的回报，这就是她灵魂闪光的时候。
我也和她一样高兴了。
供奉了宝贵的珍珠唐卡前的窗下，坐着一位老喇嘛，半有些摆Pose地念经，转大经筒，其实他对新鲜
事物更加好奇，摆弄了我的帽子和相机后又有一搭无一搭地念经，配合我尽情拍照，真是可爱的老人
，世俗而不市侩的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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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下午笼罩在灿烂的阳光中就这样过去了。
晚上8点钟，天还是大亮的，忽然间起了一阵大风，夹杂着沙尘，后来发现每天此时皆有此风沙。
格桑路和乃东路的十字口上有个月光大市场，屋顶有个大牌子写着和平藏餐厅，但是围着市场转了很
久才找到入口，在一个院子里，从一个破铁梯上去。
院子里有很多写着藏餐厅的地方，但是好像都演变成茶馆了，里面有电视和成排的椅子，有点像内地
的24小时录像厅。
然而和平藏餐厅显然还是藏餐厅，大厅里有很多组藏式的桌椅，却没有客人，周围有几个包间，后来
证明包间里都有客人，但却没什么声音，完全不像内地餐厅那样喧闹。
大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面对10来个服务员，硬着头皮坐下，要了羊肉萝卜汤配藏辣酱，炒小白菜，
甜茶一暖壶，藏馒头等，忽然觉得很累，走了一下午，还爬了山，虽然只有3000多米海拔，对于乘坐
飞机进藏的人来说，这样还是有点冒险，按说应该在旅馆里睡上半天的，不过自恃已经到过高海拔地
区多次了，管他呢！
事实证明终归是大意了。
甜茶好喝，藏馒头也不错，羊肉汤好吃，辣酱太辣，白菜炒的一般，吃的很舒服也很丰盛。
结账更好了，一堆东西才20块钱。
临走要求给装修得很有特色的餐厅照个相，结果餐厅里的姑娘们都要求一起照，给她们照了很多张，
还留了地址和每个姑娘的名字，藏族姑娘的名字都很好听，都和仙女、花有关，真羡慕死我这名字简
单的汉人了。
然而可惜的是，后来这个胶卷在加查的山上丢失了，其中还有我钟爱的雍布拉康的照片，这是此行最
为惨痛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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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人上路——车轮印制的日记》是作者三年以来驾车游历西藏、新疆的彩色旅行日记。
书中以优美的文字、色彩斑斓的风土照片、切身体会的真情实感，以及车轮印制的翔实自驾咨讯将每
个人带入那神秘的佛国净土和广阔的大漠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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