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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内容概要

《雪域长歌——西藏 1949—1960》是一部体现“老西藏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由作者历时8年采写而
成，首次刊发多幅珍贵历史图片。书稿记述1949到1960的十一年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
的人民军队进军西藏到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全景展现解放西藏，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建
立民主政权，平息叛乱到民主改革的历史画卷。书稿还原了那段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有
血有肉地再现了一幅奉献热血、青春和生命的英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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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作者简介

张小康：原中央军委委员、西藏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张国华中将之女。为本书的采写和出版，张小康历
时八年，辗转全国，采访了数百位跟随其父亲远赴西藏的基层指战员及其子女或亲属。作者还原这段
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纠正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媒体对这段历史的曲解，增进西方读者对新旧中国和新
旧西藏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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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书籍目录

第一章紧急召唤
第二章甘孜岁月
第三章昌都战役
第四章艰难挺进
第五章向拉萨进发
第六章两条英雄路
第七章润物有声
第八章至诚丹心
第九章高原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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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精彩短评

1、挑着看的，有点不好意思说看过了
2、18军军长、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之女采访百人、历时8年而成书，描写我父母辈的“雪域长歌”
3、太過誇張。
4、感人至深。
5、不应忘记历史。五十年过去了，人人都经历了种种人生的磨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亲情，总
能把生命中的不如意慢慢地化解。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深深地嵌进浩如烟海的时代变迁中，都将成为
历史的一个符号。
6、不是历史书
7、喜欢
8、讲了人民解放军挺进西藏解放西藏的老故事，这一路太多人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故事体系有
点凌乱，主旋律作品。
9、没有去过西藏一定不会想到翻看这本书，去过雪域高原再回头看这本书，就会知道书里面写的很
多细节必定都是真的，然后便会感慨万千，便会深刻明白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艰难。当然，有的人去西
藏，看到的只是小清新和小文青，只能说人跟人是不同的，群分罢了。
10、侧重点不一样，这本书的重点是访谈，更像是一个记者写的宣传作品，有点说教的感觉。对于史
料的研究，事件来龙去脉的追问，少了点。当然，这也是这本书的特点吧。毕竟作者不是一个史学家
，给我们提供的是另一个视角。2016年8月3日看完。
11、因为荣获了2014年中国好书，所以很是好奇，就买来一本。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就开始
翻阅。从书中了解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与历史，令人感慨。因为是纪实文学，所以可读性比较强，
通俗易懂。作者下了大功夫，用多年时间采访了许多人，搜集了大量资料，终于写出了此书，值得一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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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精彩书评

1、对《雪域长歌》这本书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书中有我父母名字，他们就是在艰苦的进藏途
中相识相恋的。读完该书已是傍晚，此时太阳西下，霞光四射，天边大片云彩被“染”成红色，这时
的我好像更加深刻理解了什么是——“残阳如血”。（一星）
2、读热地序言——不用说，农奴出身的热地的记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记得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农
奴》，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和重担，像蚂蚁一样屈身在陡峭的山坡上，  在高高的
台阶上爬行，满身满脸的泥和汗，还有满眼的惊恐，不时地会有沾了水的牛皮鞭子在他们头上，身上
挥舞，稍有迟缓，皮鞭就落在身上了，顿时间，那像炭一样黑的脊背上便鲜血淋漓了。一个母亲在阴
暗潮湿，臭气熏人的牲口棚里生下了一个孩子，立马就有一份的杂税落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人头税，
甚至孩子的眼睛是双眼皮或者单眼皮也成了收税的名目。身体虚弱的母亲在生下孩子的当时气绝身亡
，父亲因为交不够农奴主的租子和苛捐杂税，被狗腿子们生生地用皮鞭抽死而暴尸露天，死的时候，
手上，脚上还带着枷锁，殷虹的鲜血从狗腿子们的皮鞭上滴落。父亲的死并没有消除一家人背负的欠
税和租子，反而还多了一项税名——死人税。老奶奶带着小孙子仍然要继续向农奴主交那些永远也还
不请的欠税。老奶奶忍着悲痛，含辛茹苦拉扯着小孙子度日如年，一把野菜，几粒从牲口嘴里撒落的
青稞麦就是祖孙俩的活命粮。冬来了，破得不能再破的烂氆氇连身体都遮不住，小孙子只能把脚伸进
新鲜的牛粪里取暖。虔诚的老奶奶口攒肚落地积下点酥油，自己和小孙子连舔一下都不舍得，全都捐
给了寺庙。每一次的转经筒，每一次的捐酥油，老奶奶都祈祷着心中的白度母快快地来到人间救苦救
难，然而岁月漫漫，苦难无边，救星无踪。那些寺庙大殿前的长号声低徊沉重，令人胆寒，尽管雪域
高原有着最明亮的蓝天，最灿烂的阳光，但白度母从来没有降临过，蓝天白云阳光也从来没有属于过
苦难的农奴们。农奴们心中除了无尽的苦难，无尽的泪水和伤痕，只有祈盼这巍巍高原早见春光的哀
哀长歌。解放军来了，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一群“红汉人”。带着满身的征尘，带着一颗悲悯的心
，衣衫是那样简朴，眼睛却是那样明亮，意志是那样的刚强，笑容是那样的温暖，脚步是那样的坚定
，言行是那样的庄重；没有一粒米的捐税，却有着满腔的热忱，没有一丝一毫的欺压，却有着无怨无
悔的牺牲；藏民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旧西藏那些凶神恶煞的藏兵们令人不寒而栗的马脖子上的铃铛声，
而是解放军挥汗如雨，苦战天险筑路的铁锤声；藏民们头上，身上再也没有农奴主那带血的皮鞭和镣
铐，只有解放军举起的五星红旗，和亲手披上的新藏袍......解放军来了，再也没有农奴和农奴主，有
的只是直起腰来，昂首挺胸做主人的藏族同胞兄弟。黝黑的脸庞带着笑容，纯净的眼睛含着热泪，勤
劳的手耕种着幸福，热血涌动的心创造着未来。声声长歌哀音已去，吉祥的哈达飞向雪山，飞向太阳
，西藏也是祖国母亲的儿女，灿烂中华在我们心中。
3、忘不了“西藏”在我生命中的重要位置，她是嵌刻在心底不可磨灭的烙印。小康姐用八年的心血
卷写得《雪域长歌》，真实记载了十八军、老西藏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光辉篇章，再
现了父辈们用生命、鲜血、忠贞、刚强、毅力走过的那段岁月......!那是一段轰轰烈烈、开天辟地的历
史，那是一段超越极限、舍身忘我的历史，那是一段艰辛艰难、斗志昂扬的历史，那是一段可歌可泣
、英雄辈出的历史！书中故事真实，事迹催人泪下，写出了我们的共同心声，愿这本书能永远传承后
人。十八军万岁！替父母、替姊妹谢谢小康姐！
4、《雪域长歌》有感   《雪域长歌》是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当掩卷沉思时，进藏大军中一桩桩
、一件件、一幅幅、一幕幕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人和事便会活生生地站在面前......那种油然而生的
惊叹、感动、激励和景仰必将是一生一世的隽永。朋友，你可知道，人体的极限是怎样被突破、被挑
战的吗？那么请看：画面一：在平均海拔超过四千一百米的雪山上，进藏大军的将士们人均负重六七
十斤，平均每天行军六十公里以上，每当翻越海岸线超过五千米的雪山垭口事，则步步艰难，不得不
行进五十米就必须休息。为何必须休息？因为这是以命相搏的行军！画面二：拔涉在高原、雪山、莽
原沼泽和雪水冰河的将士们，因极度缺粮，不得不用身上棉絮果腹，用烧焦牛骨砸成粉充饥......画面
三：在此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粮草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昌都战役，为堵敌退路，一个团(十八军
五十二师一五四团)连续十三天长途奔袭一千五百里，至堵口恩达时，两千多人的部队只有三四百人了
，沿途己然累死饿死了几百匹战马！但仍须立即投入战斗！画面......画面......还有无数类似这样的挑战
人类承受极限的画面！这是六十五年前数万进藏大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演绎的惊天地、泣鬼神的
雪域长歌！主角是由十八军的老红军、老八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以及新入伍的热血知识青年和专家
学者共同组成的进藏大军。朋友，你可知数万进藏将士挑战极限、承受极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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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一，西藏是中国的；第二，解救西藏百万农奴。这就是当时数万进藏大军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正是这
看似简单和质朴的信念，成为他们战胜艰难困苦、挑战人类极限的力量源泉；成为他们抛妻舍子、远
离父母家园的理由；成为他们不惜将热血、身躯、青春、生命献给西藏的不朽承诺。他们似乎是为了
理想、信念、承诺而生的人，惟此才能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一切艰苦卓绝，惟此才把牺牲青春和生
命做为幸福和骄傲。为此，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他们大无畏的英勇顽强！这质朴而简单的信念，
曾支撑护佑进藏大军完成了统一祖国疆域的千秋大业，也必将成为老西藏精神的发扬光大和永世传承
！当年，进藏老部队，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换来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用自己的满腔热情赢得了金珠玛米
亚古都和菩萨兵的美誉及信任（89年拉薩动暴乱，我149师奉命前往执行戒严令，藏民欢欣鼓午，争相
传颂:老五十二师回来了）。如今，当年进藏老兵虽己纷纷老朽、逐渐故去......但是，老西藏精神不可
磨灭！这是因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不畏艰险，勇于牺性恰恰是老西藏精神的精髓。在当今社会
，这种精神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因为，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魂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韵！《雪域
长歌》不仅颂扬了十八军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更重要的，是在世人面前矗立起了生动感人的英
雄群雕和经世永存的精神丰碑！2014.6.28
5、无数次被书中的细节感动得热泪盈眶，无数次感觉灵魂穿越到那时那景与先辈对话。今天我看到
先遣连，深深被李狄三英雄群体打动，很想用舞台剧或其它艺术形式让她立体的呈现在官兵面前。我
有个大胆的设想，这一篇章也许可以拍成最好看的电影。太多的感受我先储蓄着。以一个十八军的后
辈、大改革时期的军人的名义，向作者敬礼致敬！
6、“老西藏精神”是老18军的官兵用生命和血肉凝成铸就的精神，是几十年来驻藏部队，地方援藏干
部与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是对这一精神丰富内涵的生动概括。我
们作为老18军子弟，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讲述老18军的故事，发扬老18的光荣传
统，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小康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像他学习。
7、《雪域长歌》已拜读了一半了，写得真的很真实，很平凡，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奉献和牺牲，知
道了十八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和很多知名先烈和不知名的无名英雄，这就是我们的军魂，这就是我们军
队的长胜基因........
8、作为军史迷，我们曾更了解长征抗战、三大战役、抗美援朝及解放海南；更熟悉列宁格勒、斯大
林格勒、攻克柏林，还能递数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然而《雪域长歌》却为我们记述了一场罕见
的战争，它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许多奇迹，至今仍受到世界各国军人们的景仰，它的胜利超
越了一般军事意义的成功，谱写了我军军史和祖国统一大业史的辉煌篇章！开卷诵读，心潮起伏，激
情澎湃，热泪奔涌！我们要为英勇的十八军欢呼！为自己的父辈骄傲！作者贵为将军之女，却聚焦于
中低将士、倾情于基层草根；殚精竭虑、费时八年，终成这部史书般的纪实。全书真人采访，毫无杜
撰编造。实乃作者有良、作品有料、人事有据、开卷有益！可读、可鉴、可藏！
9、又下雨了，但这场雨对我来说，应该是一场喜雨，因为扎西同学冒着雨给我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新
书《雪域长歌》，这本书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些曾经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而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人们中，我的父母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奉献的不仅是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也包括我们这
些后人应有的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就像本书扉页上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在这个
清凉温润的秋日，我开始阅读这本沉甸甸的珍贵大书。开读之前，我拿出了一叶崭新的，系着绿丝带
的书签为新书配用。这叶书签的画面图案是重庆磁器口，画面中有鳞次栉比的房屋，也有起伏高低的
道路，云层涌动的天空中有几只鸟儿在上下翻飞。我不知道这些鸟儿是矫健的雄鹰，还是优雅的大雁
，在我的心中，我愿意这些鸟儿既是雄鹰，也是大雁，因为只有雄鹰才能飞跃崇山峻岭，飞跃冰河雪
峰，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雪域高原最高的山顶，而只有大雁才能把胜利的喜讯，建设的成就捎回遥
远的家乡。看见那个站在楼栏边向着天空遥望的红衣人了吗？雪域高原的每一点。每一滴都牵挂着人
们的心，包括苦，包括甜，包括牺牲，包括感动，也包括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幼小的留守者。一张新
书签，一张有着重庆磁器口画面，系着绿丝带的新书签，之所以选择它，也算是一份纪念吧，因为我
的父母正是作为建藏的干部从位于重庆的原西南财政部出发踏上了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征途的，小
小丝带上的那一抹绿色正象征着艰苦卓绝，无私奉献的先辈们青春长在，忠魂永存。
10、13篇连载，场面宏大，从战士、排连长、科长、向导⋯，却很少提到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和自己的
父亲，因为你懂得成功从来不属于个人的，这点我非常佩服！我阅读时被感动得落泪好几次，真的不
容易，时代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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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11、捧读《雪域长歌》，书中的情节将我深深感染和打动。“有的战士饿得甚至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
来吃，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疼得在地上打滚。有的战士捡牦牛骨和牛角，用火烧，再用石头砸成粉末
吃下去，吃得上吐下泻。”（P96）身高不足1.5米、体重七十来斤的瘦小女兵赵邦玲，背上的“小山
包”高过头顶，穿最小号的胶鞋脚都在鞋子里来回晃荡。“脱袜子时，连皮带肉撕下来，血淋淋一片
⋯⋯”（P148）“转眼间，泥石流过去了，只剩下泥土的腥味，四周是可怕的寂静。当大家从惊恐中
清醒过来，互相招呼时发现，一个叫陈德昶的男演员不见了。‘大家一起喊他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
遍，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回答。’”一个20岁的年轻生命，就这么消失了⋯⋯（P227）抢渡通天河，兽
医刘益民等“十三勇士”身涂凡士林油，喝了御寒的白酒，驱赶骡马过河，结果8名官兵，150头牲畜
，被急流卷得无影无踪。（P145）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长眠在四、五千米严重缺氧的雪山上，飘逝在
冰河湍急的恶浪中，献身于修桥筑路的悬崖边，牺牲在叛乱分子的枪弹下。......这一个个故事，令我
多次泪牛满面，掩卷长泣。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首献给这群为西藏和平解放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
的英雄们的颂歌和祭文。谢谢你，张小康大姐！
12、这就是我军进军西藏、扎根西藏的历史。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查阅过大量史料，体现出了作
者严谨的写作作风。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突出细节方面处理的很好，要知道大量的文史材料是要靠细
节来支撑的，往往是有细节才会更显得真实可信。
13、“杨星火带回来一个藏族儿子”---这是小康新作《雪域长歌》里的一个故事。星火阿姨是我熟悉
、尊敬的长辈；带回军营的阿旺次仁是我亲爱的兄弟。当年，不少象星火阿姨一样的汉族妈妈满怀深
情、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一个又一个藏族孤儿。小康，你在书中没有更多的细节描写，但我知道在当时
的条件下养育一个孩子是多么的困难。今天，读的这篇故事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藏族兄弟已经先后成
长为故乡建设的有用人才。阿旺啦，你在樟木口岸还好吗？等着我，重返西藏与你同喝一杯青稞酒，
共叙藏汉民族一家情。 原十八军后代杨齐康
14、张小康同志经过八年努力千辛万苦创作出来的“雪域长歌”成功出版发行了！作为老十八军丶老
西藏的子弟的我由衷祝贺张小康同志的成功！其实我和张小康同志相识时间并不长，但我们一见如故
，亲如兄弟姐妹。这主要缘由我们的父辈们的十八军丶老西藏情结。当年张小康的父亲张国华将军是
十八军军长，而我的父亲王兴友则是十八军留守处处长。西藏军区成立后，张国华将军担任了西藏军
区司令员，而我的父亲则由丁青军分区调回成都担任了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第一任主任。这期间我父
亲曾两度要求调离十八军，调离西藏军区，都被张国华将军挽留下来。对于我父亲来说张国华将军是
领导、是战友更是朋友。做为他们后代的十八军的子弟们，自然而然的延续了这种共同的、特有的情
感，我们是朋友、是兄弟姐妹。小康同志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抱负：要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十八
军进军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挖掘、采编、汇集起来写成书向人们宣
传十八军，让人们了解十八军、了解西藏，让人们永远铭记那些为了西藏和平安宁、为了祖国领土完
整而奉献出一切的革命前辈们！于是张小康退休之后，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开始了艰苦的采访，编
写创作之旅。她改变了原来由自己口述，秘书打印成文的写作方式，而是到天南海北亲自采访、核实
、亲自记录，起五更熬半夜整理资料动手写作。不要说到云南边境，奔赴西藏高原的辛苦，就说她在
成都付印书籍的十几天里，哪天不是只睡几个小时，白天还要东跑西颠的采访和参加相关的活动。小
康的书中不仅仅是写十八军和西藏军区的军人和家属，而且还大量的记实了在地方工作的形形色色的
人们。基本上涵盖了十八军、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她的书中有大事件、有英雄，而更
多的是鲜为人知的平凡而又普通的故事，由她挖掘出来的凡人琐事。她恨不得把那些普普通通、辛辛
苦苦为保卫西藏、建设西藏贡献出一切的人们，全都装进她那近50万字书里面，在她的心目中这些人
也是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英雄！在这里，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张小康的哥哥、张国华将军的儿子
张小军。妹妹张小康日夜奔波忙着写书，哥哥张小军也没有闲着。张小军退休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心血、钱财潜心致力于十八军军史的研究张小军、张小康兄妹象他们的父亲张国华将军当年毅然决定
带领十八军进军西藏那样，在现在很多人追求金钱、名利、物质享受的今天，她们兄妹俩舍弃了舒适
安逸、清闲的退休生活，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扛起了传承、宣传、宏扬十八军，西藏军区艰苦奋斗、进
军西藏、保卫边疆光荣传统的大旗！他们用大量的纪实文章和无数的生动事例向人们展示了“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如小康在书中描写的翻
越折多山的片断，生动的向人们展示了特别能忍耐的具体含义。书中写道：折多山海拔四千三百米，
空气稀簿、山顶寸草不生，军人们真正领教到了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的
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为1—2公里歇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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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米丶100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中，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硬是把五星
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那种坚韧、那种忍耐，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母亲的战友孙丽英阿姨就给我讲
过她是拉着我父亲的座骑马尾巴才翻越了折多山。而十八军的将士们又是如何看待这种考验呢？我父
亲的战友丶我同学的父亲十八军供给部部长秦卓然叔叔在被张国华军长告知西藏高原，山高路险，天
寒地冻，空气稀簿，喘不上气来时，秦叔叔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打了那么多年仗，死都不怕，还怕
喘不上气来。”小康在采访中被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感动着，感动给她了力量，感动给她了信心，
使她从一位医务工作者勇敢的踏入了她并不熟悉的领域一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感动更
加坚定了努力完成“雪域长歌”这部巨著的决心！而小康这种勤奋工作，不怕困难，不畏艰苦的精神
又感动了无数的革命前辈，感动着他的同龄人，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年青人，感动了我们这段历史亲历
者的后代们。特别是我的校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小康，学习小康，跟她一起把十八军丶老西藏的光荣传
统传承下去！看到小康没日没夜的工作，辛辛苦苦的奔波忙禄，我真的很想去助一臂之力，但又怕打
乱了她的工作安排、影响了她们创作思路，所能做的就是在和小康通电话时给她说：“小康，有什么
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最后，我再一次的祝贺：小康的“雪域长歌”成功出版发行！老十八军丶老西
藏子弟  王盛胜
15、读张小康序言与西藏割舍不断的不仅是关系，更重要的是情感。何止是张小康，我和我的同学们
也同样对西藏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和情感。不是吗？在当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QQ群就叫做
“西藏工委小学”群。我们这个群体中有着和张小康相同或相似的那样一段生活经历，我们是新中国
最早的留守儿童。当然，我们的留守和今天的留守截然不同，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幼小的我们
几乎可以说从未出生时起，就和我们的父辈们一道，不仅承担了雪域高原的那一份艰难险阻，也承担
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那一份思念和分离之苦。对于牺牲，对于付出，除了对西藏的爱，对祖国的
爱，对民族同胞欢聚一堂的欣喜，他们没有怨言，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聚在了一起，成为了坚不可
摧，无往不胜的一个整体，他们撇下家乡，撇下父母儿女，义无返顾地为西藏的新生而付出。他们是
理想高尚，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大爱满心的一代人。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功勋，但他们却从
不吹嘘自己，从不炫耀，只是勇敢地战斗着，认真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还记得多少年前，当普
天下的人们隆重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得到的纪念品仅仅是一支刻着纪念文
字的钢笔和一本刊载着父亲为自治区二十周年庆写的一篇西藏财贸工作经历文章的书。我曾经以一封
言辞恳切的信件，向父亲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够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提笔记下那些难忘的岁月，可父亲
却以一句淡淡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不用写了吧”的话婉言谢绝了我。我知道我的父亲的能力和
文笔，他是能够写出来的，但他却淡言相拒，他认为那一切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应该做的，没有必要为
自己吹嘘和炫耀，就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切的艰难，一生的奋斗，所有的情感都深深地埋
在心底了，而留给我的除了惋惜，就只有崇敬了。后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段艰苦的历程中
，最先付出牺牲的竟会是一个年仅三岁的小小生命。“小难”，听听这个名字，就像是“小难”姐姐
本身就是为了承担这份牺牲而来的，为了这份牺牲，半个多世纪了，亲人们好不心痛，心结难去，岁
月如河，所有的人唏嘘不已，已至永远。我想，“小难”姐姐就像一个天使，永远是那样地活泼可爱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一直伴随这“老西藏”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在这样的队伍中，在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付出和牺牲铸就了伟大的灵魂，铸就了历史长河中的丰碑长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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