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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十二年》

内容概要

《藏北十二年》是一部老西藏的生活故事集。
出生于1954年的吴雨初，自1976年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在西藏工作生活了16年，其中，有十二年
的时间都工作生活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那曲地区。最初分配到那曲地区的嘉黎县委办公室，后又
下放到那曲与嘉黎县之间的卖地卡地区，再从乡里干到县上，再干到那曲地区文化局长，西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1991年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后又担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
然而，2011年，在出版界干得风生水起的吴雨初，辞去了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以援藏干部的身份重返
阔别20年的西藏，仅仅是为西藏筹建一座牦牛的“宫殿”——西藏牦牛博物馆，现任馆长。
这样一位作者，在六十耳顺之年，娓娓讲述了他在藏北的十二年间，亲身经历的一些小故事，讲到差
点迷路的赴任之旅，讲到热牛粪在藏北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讲到向藏民学习做酸奶，讲到藏北的年夜
饭，讲到那时人们爱喝江津白酒⋯⋯不管是凶险的、温暖的、奇异的、日常的⋯⋯都以最生活化的语
言缓缓道来，好像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就是生活本身。
这部书稿用100个小故事，用简约隽永的文字记叙了作者在藏北那曲地区十二年的生活、工作经历，从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西藏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无
保留地融入到这片高原，融入到藏族人民的生活与文化的汉族人眼中的西藏。
这100个小故事，文字干净清澈，简洁有味，不少篇章，能让人想到《世说新语》。书稿包括汉文、英
文、藏文三种文字以及插画，由两个家庭、两个民族、两代人，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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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十二年》

作者简介

吴雨初，自1976年大学毕业起在西藏的乡、县、地区、自治区工作，曾任那曲地区文化局长，西藏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现为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被称为“牦牛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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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十二年》

精彩短评

1、双数页上面英语下面藏语，单数页上面画（画画得不错）下面汉语（所以每一段文字都是只有两
三百字，印象中只有两段比较长），总得来说非常浪费，而且有价值的故事只有3-5个。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汉字用的字体不是宋体，是旧字形，这点很少见。作者是北京出版集团的领导，瞬间我懂了。
2、好想去见见从前的那曲和那曲人 
3、小有意思

4、极具生活化的小故事，作者往往的寥寥数笔就能把一个人物描绘得特别鲜活。这些小故事只有一
个段落，但涵盖的内容很广泛，既然有藏北民族生活风情，也有某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书里的
插图很有爱，是那种萌萌的简笔画的感觉。
5、这是本好书，奇书！堪称藏北的世说新语，作者文笔凝练，幽默，别具风格。
6、散发着小幽默的短文 布面封面和排版我都很喜欢
7、像听爷爷讲故事，简单纯真且美好
8、或许他们血缘，出身，信仰，地位不同，但都走过人生之路。
9、【在 @雨枫书馆 翻书465】看完这书突然想看马丽华的书了。里面有有几处都提到马丽华。可是在
几大购书网站一搜，发现马丽华的书很少，而各种版本关于西藏的散文都出版在十多年前。却发现作
者今年新出《最牦牛》一书，装帧风格和本书相似。
10、装潢挺好。
11、挺有意思的，就是太短了，要能长点就好了
12、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
13、买了这本书感觉像吃到了屎。
14、你除了用心感受外，总得用心写点什么。
15、作者把原滋原味的小故事呈现出来，不加修饰，浅显的文字描述中，却给我们展示了一片纯净、
有信仰、有原则的土地和商上面居住的人。有时候，越是落后的地区，离自然越近，那些古老的智慧
才能生根发芽结果。
16、藏北一夫二妻
17、那个时代的西藏，与今天大有不同，不仅仅是传递的信息慢，路遥远，还有慢放镜头的市撩
18、真实的藏区生活，文字质朴。装帧略浮夸，藏英汉三语，在书店读完的，不推荐购买。
19、身份特殊滴BOSS做的特殊滴书，熟人可收
20、一个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生活12年的若干片断，虽短小琐碎，却生动隽永。
21、绝非游记能比的上！
22、最初看到觉得这书好浪费：汉藏英三语还带插图 内容只有书本四分之一还不到 看着看着 就像听
一个老人讲故事 那些零碎的脑海中的趣事 让那段时光生动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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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十二年》

精彩书评

1、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开启使全天候阅读成为了可能，加之今年国产手机频频发力，中老年用户的涌
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碎片化阅读的普及和发展，短小温情的心灵鸡汤，亲民实用的健康常识由于分
别迎合了年轻读者与中老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已渗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种阅读趋势当然有好的
一方面，地铁、公交车上低头阅读的群体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善于利用间隙的时间补充知识储备，
增加阅读量。但客观而言，碎片阅读的范本中不乏人云亦云，甚至为了博眼球、求转发的虚假造势的
文章。这类文章的出现，使得具备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同时亦不乏温情的朴实读本变得极为可贵。
从这个角度而言，《藏北十二年》的问市，具备了作为碎片化阅读时代实体书精品范本的价值。短小
的文章结构并不容易驾驭，初学写作的人大多深有体会，功底不足太容易虎头蛇尾。《藏北十二年》
的作者显然具备深厚的写作经验与文字功底，藏北日常的人、事、物，概用了朴实的语言铺叙，并无
华丽修辞与煽情感叹，向藏民学习做酸奶、藏北的年夜饭⋯⋯一桩桩作者在那曲工作十二年中或温情
或奇妙的陈年往事，就这样被娓娓道来。这种阅读体验相当美妙。一位六十耳顺之年的老者，在时光
的打磨下褪去浮华，不再执着于种种精妙讨巧的写作技巧，只专注于真实平凡的生活本身，才成就了
融合藏北生活与文学美感的作品基调。相信作者是深谙微小之处最能打动人心的道理的。《藏北十二
年》选取的一百个小故事令人见微知著，视角各不相同，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
的层面真实还原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藏北的日常生活，仅是人物，便涵盖了共同工作过的汉族
、藏族同事，民族作家，藏族民间文艺传人，活佛朋友等等，无一不在调动着读者的阅读积极性，为
了解神秘西藏的当代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特的视角。在开篇的第一个小故事中，作者便坦陈，由
于惭愧藏语文没有学好，遂请女儿将这一百个小故事译为藏文，作为藏语文的学习教材。而喜爱汉藏
文化的英方教授对此颇为喜爱，便画就了一幅幅风格朴实，生动传神的插画，使内容更为丰富和好读
，并请他的女儿翻译成为英文。可见，这本由两个家庭、两个民族、两代人共同完成的《藏北十二年
》背后，流动着的，是作者对西藏厚重如故乡般的感情。这份深沉的情感，被作者埋藏在一个个小故
事的字里行间，每挖掘出一处便会为之感动一次。随着阅读的深入，故事的画面感逐渐强烈起来，展
现了当下大部分适合碎片化阅读的文本所不具备的格调，仿若铺开了一幅朴实的藏北风情微观画卷，
虽勾勒简单却不失灵动的人气，回味无穷。而在上下班途中，低头欣赏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卷，除却能
够激发我们对藏北风情的无限向往外，会不会使我们的情绪平和进而缓解压力，更加自如随心地应对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呢？我才不会告诉你答案。
2、在经历得越多之后便越是发觉，一个人的际遇总是在因缘巧合之下千回百折，但终归还是会回到
心灵的某个起始点。去西藏民院读书实际上也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却给自己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深
刻的影响。正在西藏民院攻读藏传佛教哲学的那三年时光里，我才对那块陌生的地方有了大概的了解
，可若说揭去雪域大地的神秘面纱，看到一个更贴近生活的西藏，却是在读完吴雨初先生的《藏北十
二年》之后。吴先生曾在藏北那曲地区工作了十二年，那是一个高海拔的纯牧区，不仅能源丰富而且
著名景色众多。《藏北十二年》这本书中所记叙的故事，就发生在1976---1988年这个时间段。明眼人
一看便能猜到，这个时间段包含了两个转折性的历史点：文革末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因此，在这本
老西藏的生活故事集中，有不少故事都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藏北社会的文化、生产、政治、经
济和居民日常生活。这些故事都是吴先生的亲身经历，故事里写到的人，都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接触
过的朋友、同事，还有萍水相逢却给自己带来温暖的陌生人。整本书读完，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感动，
还让我看到了十二年间藏北地区的巨大变化。在这本书里共收录了100个小故事，这些故事篇幅都很短
，只有短短的一段话。这些小故事看起来真是平常，可这不也正是生活本身吗？现在一些朋友和我聊
天时，经常和我说起他们对西藏的印象，诸如“神圣”、“圣洁”、“充满神秘色彩”等等。其实，
这不过是西藏的面纱，是未曾真正接触过西藏的人心中的印象，或者想象。当你掀开这层面纱时，你
看到的便是赶着牦牛走上很久才能到的集市、骑马独行遇到大雪封山时的无奈，还有妇女们带着孩子
做家务、酿酸奶，农闲时藏族百姓们围着篝火跳起的锅庄舞，以及农牧区的小孩子们面对新鲜事物的
好奇、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而这些，都呈现在《藏北十二年》里。吴先生笔下的文字是满含深情的，
但这不是矫情，而是真情。这些干净简洁、清澈流畅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藏北地区民族生活风情画
卷。这便是老西藏的独特魅力，在那个艰苦年月里，一瓶江津白酒便能醉倒一个汉子，几个年轻人的
一次打猎便能成就一段故事，每年那曲举办的赛马会总吸引来牧区的各族群众自发参加，民间说唱艺
人的表演总能给群众们带来艺术享受⋯⋯这些故事，仿佛是封存在旧日照片里的一段回忆，它们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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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十二年》

先生的缓缓讲述中流淌着呈现，还带着老西藏的牛粪味儿和酸奶味儿，以及悠扬嘹亮的歌声。把这些
故事读完，真是不得不佩服吴先生。他能用两三笔的简单勾勒，就描绘出鲜活的人物和富有动感的场
景，以至于越到最后越觉得，这不是读书，而是在听一位老人娓娓道来他在藏北的所见所闻所感，这
些文字就如同藏北牧民口中传唱的民歌一般，质朴、温暖、热烈，百分之百的原生态，却又直直地戳
到人的心窝里，带来感动和回味。这是一位被称为“牦牛老人”的汉族作者眼中的老西藏，也是他这
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回忆。书中故事以英文、藏文、汉文三种文字表述，再算上那些插画，便是由汉藏
两个民族、两个家庭、两代人共同完成，一本看似平常的故事书，却也是民族情感的凝结。
3、《藏北十二年》成书很偶然，吴雨初先生说他虽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六年年，但藏语文一直没有学
好，在他六十岁时为了能够再次学习藏语文，便将自己在藏北工作的真实经历编成了小故事，再让女
儿翻译成藏文，来增强自己的记忆，而这种为了学习藏文而写出的小故事，却受到很多友人的喜爱，
并由业余美术爱好者英方先生作画，他的女儿瑞秋次仁措将故事翻译成英文，这样就创作出了一本包
括汉文、英文、藏文三种文字以及插画的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背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素材的
关于藏北的书。吴雨初1976年进藏，在西藏工作了十六年，其中十二年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那曲
地区，这十几年中，他从一个普通大学生干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1991年调回北京任
职，2011年他又在别人的费解和质疑声中辞去了北京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毅然回到西藏去筹
建西藏牦牛博物馆。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然表明了他对牦牛，对西藏的物质和文化的热爱。2014年5
月18日，他在牦牛博物馆开馆仪式前,用藏语和汉语讲述耗牛与人类之间的共同发展史,以及耗牛博物馆
创意的初衷,感动了在场的无数人。《藏北十二年》这本书也同样令人感动，书中的插画虽简单却形象
的让人一目了然，吴雨初的语言虽平淡却真挚的表现了自己对西藏的深情，也让我们了解了藏北那曲
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是他深入到藏北，十二年中自己的生
活，这比任何一本关于西藏文化的书籍都更能告诉我们：西藏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十年代的藏北不管
是文化、经济、生活都很落后，阶级斗争也影响了西藏，牧主成分即便有困难也很难得到政府救助，
有的家庭还保留着一夫多妻制且女人们相亲相爱如亲姐妹，现在动辄几十万元一斤的虫草在那时候每
斤只要9块钱，投宿牧民家里，因为没有菜，牧民就炒虫草给干部吃。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没有了宗
教，西藏人民便把毛主席当佛供养，见面问候的语言也从扎西德勒变成了“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啊”
，回答也变成了“为人民服务”或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西藏人爱马，县里给每一个干部都配了
马，作者也选了一匹个头大的，但是马主人却因为他不懂马不会照顾马而拒绝卖给他，因为怕将来因
为马的问题伤了两个人的关系。那时候的藏北某些地区有个非常恶劣的传统习俗“抢福”，自制毒药
给别人下毒，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的福气抢到自己家来。某一年春天，有人用炸药炸鱼被炸死，结
果被那曲镇民误传成是作者被炸死，许多人都很悲痛甚至开始商量送花圈还是哈达，这也看出作者是
深得那曲地区藏民爱戴的。而作者之所以十几年都没有学好藏语很大的原因是，曾经有人告诉他，如
果学会了藏语组上上就不会给他派翻译，将来他只能一个人去下乡，而且不能再调回内地。一句话瞬
间打消了他学习藏语的积极性，以至于六十岁了要重新认真的学习藏语，当然如果不是这么阴差阳错
，这本《藏北十二年》又怎么会问世呢。其实，从来不觉得西藏神秘，因为那样一望无际的草原，连
树都没有如何藏的住神秘，只是人们没有深入了解它吧。那么朴实的藏民，进毛主席纪念堂都要磕长
头，又如何能说他们神秘，只是两族文化的差异罢了。看完吴雨初先生的《藏北十二年》对西藏更是
无限向往，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要踏上那片土地，去亲耳听一听藏语，看一看草原，接受那里的人民
赠予的哈达，对整个西藏说一声：扎西德勒。
4、封面是布艺的，每个故事都有一幅插图，简笔画，生动、有场景感，还配有藏文和英文。书的物
质存在，比较接近一件艺术品。读过的关于西藏的书，以这本最为朴素、不矫饰。可以从作者平平实
实的讲述里，了解藏北当时的基本生活状态、意识状态，像是生活的原生态，不是游记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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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藏北十二年》的笔记-第209页

        

我不是不懂爱情，我要是爱起来，整个部落都会为之疯狂！

2、《藏北十二年》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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