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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是我国古代的一句名言。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众多。无论是

险峻挺拔的高山，还是秀丽多姿的湖泊；无论是雄伟壮观的古

代建筑，还是历史悠久的帝王古都；无论是珍贵罕见的历史

文物，还是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无不吸引着人们去游览，去

观赏。

追寻五千年来炎黄子孙在神州大地上建功立业而留下的鲜

明足迹，不仅有助于磨炼人的意志，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陶

冶情操，而且可接受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教育，增强民族自

豪感。

我是个喜山爱水的人。一看到那远山黛色，层峦叠嶂；一

遇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潺潺清澈的小溪，总有一种恋情和对生

活的感动而被呼唤出来。

山水诗情画意的美，神奇而迷人的风韵，使人与自然相

融、相通。通过欣赏山川胜景，领略天工造物，会使你受到

感染与牵动，与自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如，2007 年 10

月，我曾偕夫人出游四川黄龙，在徒步景区栈道上，呈现在

眼前的雪域苍松，不禁令我兴奋与感动，遂触景生情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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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之中有小山，雪峰玉列紧相连。瑞雪纷飞萧萧落，置

身其境乃神仙。”

观赏大自然的山水诗情画意般的美韵，可令你悦目、静

心、健身，美乎！乐乎！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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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天山天池

中国地域广大，名山大川数不胜数，其中的两个天池，更

是久负盛名。它们一个在东北的长白山山头，另一个在新疆天

山的怀中。两大天池，都是令我心驰神往之地，以前却都没有

去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97年8月，终于等来了机会，我们一行四人参加全国城

区人大工作研讨会，开始了新疆之行。会议闭幕后，主办者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人大组织与会者到天山游览，使我多年的夙愿

终于得以实现。

天山天池地处遥远的天山深处，许久以来都蒙着一层神秘

的面纱。天山天池历史上曾叫过“海子”、“龙潭”、“瑶池”、

“冰池”、“神池”，流传过很多美丽的传说。相传这里是西天王

母娘娘居住和沐浴的地方，当年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巡游天

下来到这里，王母娘娘曾在此处举办蟠桃盛会宴请周穆王。

《穆天子传》中有诗云：“白云在天，山川之间，将子无死，尚

能复来。”唐太宗时，曾在这里设“瑶池都督府”。“一代天

骄”成吉思汗，也造访过此地，并会见了当时来此讲道的“长

春真人”丘处机。足见这“瑶池”早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仙

境。“瑶池”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始称“天池”。当时乌

鲁木齐都统明亮来天池游览，在此题写了“神池浩渺，如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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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空……”的碑文。由此可见，“天池”本是“天镜”与“神

池”取头留尾而成。然而，天池虽为人们所向往的仙境，在那

经济落后，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年代里，凡夫俗子是上不了

“西天”的。斗转星移，如今，去天山再也不必受舟车劳顿之

苦，到天池旅游早已成为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乐事。

这天，我们吃过早餐，乘上家乡沈阳产的海狮面包车，从

塔里木大厦出发去天山天池。不多时，面包车便驶出了乌市市

区。绿色植物和各类建筑物开始逐渐在眼前消失，乌黑的柏油

路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向远处延伸着，偶尔能够望见一蓬蓬

落满尘土的骆驼刺和一丛丛迎风摇曳的红柳，行约一个半小

时，才又见绿色。开始进山，汽车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爬

行，我从车窗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绿树丛中被称为“石门

一线天”的山门，路旁的崖石下、沟壑里、树丛中时隐时现的

潺潺溪水叮叮咚咚地流淌着。车继续前行，忽然一阵阵山风带

着松杉的清香，裹着凉丝丝的水汽袭面而来。这时，陪同前往

的乌市新市区人大乌思曼·巴拉提副主任提高嗓门说：“请大家

提提神，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天池。”大家也随之活跃起

来，同来的小何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黄老，快看，天池到

了！”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不禁惊叹道：“天池，真乃仙境

也！”

乌思曼说，美如明镜的天山天池，距乌鲁木齐市以东约

120公里，坐落在博格达峰西北半山腰处，四周雪峰环抱，湖

水来自三工河，源自巨大峰上的十二条冰川，经几十万年地壳

运动及气候的不断变化，冰川上的冰雪渐渐融化而形成的一个

极具特色的高山天然湖泊，属冰碛堰塞湖。天山天池面积 4.9
平方公里，海拔1980米，大约形成于第四纪大冰期。

来到天山天池，不禁想起长白山天池，我虽未能亲览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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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但看了儿子黄斌《长白山之旅》的摄像后感受到：天山天

池虽然不像长白山天池那样险峻、壮观，但却显得格外恬静、

温馨。我站在天池边放眼远眺，群山起伏，远山的积雪，在阳

光下银光闪烁，晶莹剔透，令人赏心悦目。近观雪线下，峦峰

叠翠，绿草如茵，山花烂漫，闻听百鸟啼鸣。不远处坐落着哈

萨克族的“阿吾勒”（哈语即牧村），一座座蘑菇似的毡房分散

在草坡上，使天池显得更加风情万种，妩媚动人，此时，不禁

使我想起诗人郭沫若曾有感道：“一池浓墨盛砚底，万木长毫

挺笔端。”

我们乘坐游艇在平静的天池中漫游，犹如置身于梦幻般的

仙境。金池圣水，天上人间，展现在游人眼前的是一幅动人画

卷。难怪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天山天池与神话中的王母娘娘

联在一起。美妙的神话传说和深不可测的池水，竟为天山天池

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神秘莫测的色彩。乌思曼说，据传，曾

经有人潜入池中测量水深，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上来。试想，

王母娘娘乃何方神圣，她的仙池岂容凡夫俗子妄入！如今，天

山天池已不再为王母娘娘所独占，来者也不再是各路神仙，这

里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乐园。那些从天南地北远道而来的游

人，纷纷来到这里游览神话中的雪域高原风光，领略天池的神

仙境界，体会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该是何等的惬意。

中午，我们一行在乌思曼·巴拉提副主任的陪同下，坐在

毡房里共进午餐。大家一边饶有兴致地品尝着天山雪鱼、手把

羊肉和香醇浓烈的奶酒；一边欣赏少数民族少女表演的多姿多

彩的民族歌舞。当唱到“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

场……”时，毡房里沸腾了，大家伴着冬不拉和手鼓，尽情

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

午餐过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天池边。这时，只见几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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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族服装的维族少女手捧着天山雪莲向我们走来，大家纷纷

围了上来，在副主任乌思曼·巴拉提的参荐下，我一次就买了

二十朵雪莲。

我曾游过不少名湖，但天山天池的风姿却是第一次亲眼目

睹。此次游天池时值八月下旬，已近秋季，蓝天、白云、碧

水、青山、红花、翠柏，把整个群山和池水装点得五彩缤纷，

斑斓迷人，令人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天池，犹如大自然为天山点缀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置身如

此仙境，我心绪释然。离开的时刻到了，“除了足迹和照片，

什么也别带走！”是啊！人们留下的是对天池的赞美，带走的

却是对天池永久的回忆。此时此刻，我终于按捺不住心灵的感

动，赋诗道：“遥望白雪峰，耀眼闪晶莹。近看碧水静，天池

落山中。处处毡房客，欢歌笑语声。手把肉鲜美，奶酒味更

浓。待宾奉佳宴，哈主①最盛情。”小诗虽不能与郭老之大作相

比，但愿仅以此作略抒我游天山天池之感怀。

注<<<

① 哈主——指毡房里哈萨克族主人。

此文发表于2004年8月31日《辽宁老年报》的《畅游天下》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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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葡萄沟

看过小说《西游记》的人都还记得，唐僧率领三个徒弟去

西天取经，受阻火焰山。孙悟空几经周折，借来芭蕉扇，扇熄

了八百里火焰，师徒才得以重返西天之路。由于吴承恩在《西

游记》中的奇特描写，火焰山便闻名于天下，从古至今吸引着

天下无数的游客。

火焰山，又叫赤石山。它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中央低处，整

个山体皆由红色砂岩组成。夏秋季节，灼热的阳光照射在赤红

的山石上，红光闪烁，热浪蒸腾，恰似团团火焰。

八月盛夏，我们几个人在维族朋友乌思曼·巴拉提的陪同

下来到火焰山。那灼人的热浪烤得人们无处藏身。难怪小何同

志一钻进空调面包车时就打趣说：“幸得借了铁扇公主的芭蕉

扇，不然大家被炼成金丹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引起车里的

一阵笑声。此话纯属戏言，不免夸张，但火焰山的极度炎热着

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次大自然的桑拿。

在领教了火焰山的炎热之后，最好能享受一下清凉。这是

我们那一刻共有的一个渴望。在红褐色砂石赤热的大漠戈壁中

驱车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著名的葡萄之乡——吐鲁

番。我们一下车就立刻感受到了这里是火焰山的另一个天地，

并且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这时，乌思曼·巴拉提对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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