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萨西郊曾是拉萨河故道经
过的地方。 这里河道曲回， 水流
平缓， 长满灌木。 夏日， 堤草岸
柳 ， 倒映水中 ， 风景自然秀丽 。
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哲蚌寺学经
期间， 时常在此搭帐消夏 。 当时
清朝驻藏大臣曾令， 在泉水附近
搭设帐篷， 供达赖休息和诵经之
用。 随后， 七世达赖在此兴建了
乌尧颇章， 即凉亭宫。 罗布林卡
缘起于此。

之后， 七世达赖在乌尧颇章
东侧又建了一座三层宫殿， 并以
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格桑颇章， 内
设佛堂、 卧室、 阅览室、 护法神
殿、 集会殿等。 落成后， 经清帝
世宗雍正批准， 七世达赖每年夏
季在格桑颇章处理政务， 接见西
藏僧俗官员 ， 并起名 “罗布林
卡”。 此后， 历辈达赖均在每年藏
历三月十八日， 从布达拉宫移居
罗布林卡， 至藏历九十月之交返
回布达拉宫。

历代达赖喇嘛悉心经营罗布
林卡， 大规模兴建有两次： 一次
在八世达赖期间， 扩建了辩经台、
观戏楼、 湖心宫、 龙王宫、 阅经
室等， 明显有了汉式亭台楼阁园
林建筑的特点； 另次在十三世达
赖期间， 主要辟建金色林卡， 在
园林西部修建金色颇章和格桑德
吉等建筑。 至十四世达赖修建达
旦明久颇章为止， 历时200余年，
建筑了各种宫殿 、 别墅 、 凉亭 、
水榭， 栽种大量花草树木， 形成
一座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型园林。

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和气力 ，
定然格外美丽 。 这里花木茂盛 ，
鸟语花香， 古树众多， 含氧量高。
达赖喇嘛非常喜欢夏天来此居住，
便有了 “夏宫” 之称。 我不觉想
起了北京颐和园， 也是古典园林
式建筑， 也在京城西郊， 皇帝夏
天喜欢在那里居住办公， 是巧合
还是有意， 不得而知。

沿着林荫道向里走， 一座座
精美的宫殿逐渐展现： 格桑颇章
是一座三层楼房， 典型藏式建筑，
一楼房间用于宗教仪式和接待客
人， 二三层楼上有达赖喇嘛卧室
及小经房， 墙上画满壁画。 金色
颇章建于1922年 ， 是一位名叫金
色坎布的富人专为达赖修建的 ，

所以称为 “金色宫殿”。 经过几个
建筑 ， 也便有了体会 ， “颇章 ”
就是宫殿。 金色颇章内还摆放着
各种老车， 其中有两辆是外国的
古典洋车， 看着眼熟， 与颐和园
内的老爷车很相像。

格桑德吉颇章是一座独立小
型宫殿， 很别致， 建得很高， 要
上十几层台阶。 殿内按藏式风格
布置着会客 、 休息 、 看书之处 ，
每个区域不大， 紧凑而高雅清幽，
当然还有释迦牟尼、 观音的画像
和雕塑。

达旦明久颇章又称永恒不变
宫， 是罗布林卡最美的宫殿。 一
进颇章院门， 走在林荫小道上便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路边的植物
整齐排列， 左边是松， 右边是竹，
常青常绿， 不知欲取何意。 又觉
奇怪， 竹本南方物种， 竟能在这
里有如此好的长势。

拐向右 ， 一座两层楼建筑 ，
能在楼上会客间看到沙发一类西
式家具， 在卫生间看到陶瓷的浴
池、 洗手池等设施， 也就有了现
代感。 当然， 室内陈设整体还是
藏式风格。 印象深的是墙上壁画。
引人注目的是经堂内的一幅， 释
迦牟尼与八大弟子图。 菩提树下，
释迦牟尼佛坐于画面中心， 手持
说法印 ， 慈眉善目 ， 静如止水 。
八大弟子虔诚恭敬， 显示出一种
静默悠远的禅思与意境。 整个画
面气势恢宏， 构图严谨， 线条流
畅， 色彩艳丽。

另一幅是南殿的连环画式壁
画， 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 内
容包括藏族起源， 吐蕃王朝兴亡，
西藏佛教各教派的陆续兴起， 还
有猕猴变人的传说， 松赞干布的
生平传记， 五世达赖访问北京等。
这些画面为研究藏族的历史和藏
汉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
整个画面生动活泼 ， 色彩和谐 ，
笔触细腻，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沿路拐向左 ， 即楼的对面 ，
有一大门， 进得里面， 则是另一
番景致。 有了小桥、 流水， 湖里
游着鸭和天鹅。 湖心建了龙王庙
和措吉颇章。 里面的凉亭、 水榭、
回廊也有汉式风格。 这里建筑布
局紧凑 ， 芳草遍地 ， 树木繁多 ，
水桥相映， 颇有苏州园林的味道。

藏汉合一的风格， 设计之精
美， 令人赞叹不已， 这是中华民
族共同的财富， 已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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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
历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
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 以
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
务。 字数在1000-1500字。 要求有

小贴士， 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 而是
旅途中的风光景致 、 人文历史 、
游历故事所引发的情思、 带来的
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茶， 淡淡悠

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途
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
的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
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 标
明拍摄地 ， 文字风格活泼生动 ，
吸引人， 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字以内的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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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夏， 我们40多位游客从拉萨乘 “大
巴” 前往藏北高原的纳木错， “纳木错” 藏语意
为 “天湖”， 海拔4718米， 是世界地理位置最高
的湖泊， 享有 “高原明珠” 称誉。

夏初是藏北高原最美的时节， 融融的暖阳涌
进车窗， 极目望去， 赏不尽形韵独具的叠石碉
楼、 栈桥磨房， 看不完浑自天成的雪峰丘陵、 草
场曲溪等绚丽风光。 “大巴” 飞驰中， 突见远天
露出浓云， 不一会儿就大团大团涌来， 像棉絮缓
缓浮在空中， 愈近愈发乌黑。 太阳从云缝射出金
光， 把远近景色辉映得流光溢彩， 斑斓多姿。 又
过一会儿， 浓絮渐渐合拢， 阳光锋芒收敛， 颇具
“黑云压城城欲摧” 气势……

一阵劲风冲进车窗， 裹来透骨寒意， 要下雪
吧？ 大家开始担心起来。 司机兼导游桑杰告诉
说： 西藏海拔5千米以上的地方， 一年四季都会
下雪， 纳木错地域空气湿度大、 气压低， 五六月
份下雪更是常见。 他还没说完， 就飘起稀疏的雪
花， 再望窗外， 淡淡的苍茫中， 与地平线接壤的
雪峰朦若银塑， 尽收视野的草甸鹅绿、 河溪晶
亮、 丘陵起伏， 犹如悬在天幕下的巨幅油画， 在
雪花飞扬中演绎灵动与详宁的流转， 高低与远近
的层次， 凸显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车抵纳木错湖畔， 雪花越发密集， 仰望空
宇， 白絮盘旋无羁、 曲折迂回地飘下， 似落瓣、
若绒羽， 更像翩跹的白蝴蝶， 舞得周天喧腾， 让
人忍不住伸手接一片瞧个究竟， 尚未看清， 已溶
成一珠晶莹。 纳木错 “夏” 雪， 是云天的魂、 动
感的诗、 鲜活的花、 剔透的玉。

走近水边， 连天接壤的湖面蓝托白浪， 推出
一线弧岸蜿向远方， 粼碧荡漾的无际清澈， 偎在
世界屋脊的肩头， 颂读传扬千古的飘逸神话； 莹
流跃动满目钢蓝， 尽显高原锐气， 在岿然屹立的
雪峰倩影中， 辉映大美天成的风韵姿容； 浪花绽
涌朵朵活力， 在霏光雪烁深处燃烧激情， 袒露的
冰肌玉肤给人美的鼓舞、 爱的力量……游客们陶
醉在雪中漫步， 迷濛里突现 “尼玛堆” 错落， 岩
块间曵拉着斑斓层叠的经幡， 在炫天飞花中飘
舞， “噗噗” 抖动声似神诋箴言， 传播返璞归真
的虔诚挚祷。

归途中， 车抵那根拉山口， 云薄絮遁， 桑杰
停车让大家览赏雪景。 步下车来， 见得远处纳木
错如雪峰拱镜， 近处有一群牦牛痴痴伫立， 不时
用力晃动覆雪的身躯， 腾起一团白雾， 然后缓缓
迈几步， 低头用毛茸茸的嘴唇去 “捋” 浮在雪上
的草尖， 凑成一团就吞下去， 又 “捋” 几口， 拱
起脖子， 长长 “哞———” 了一声， 传彻旷野， 似
拉响高原的生命汽笛。

纳木错 “夏” 雪， 在灿阳润泽下渐渐渗入那
扎草、 格桑花繁茂的牧场、 丘陵， 蒸腾起雾霭、
升华成云朵， 飘上雪峰极顶， 在天宇凝晶结絮，
等待再次炫舞一场生命轮回， 溶铸高原的风骨和
魂魄。

“罗布林卡” 看不出词意， 藏语意译为 “宝贝公
园”， 一下豁然， 原来是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的景物
充满了园林的韵味儿， “宝贝” 真是贴切。

探访“宝贝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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