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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红山脉》

内容概要

《藏东红山脉2007(修订版)》所展现的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著名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
域，与同属横断山脉的川、滇、青部分藏区史称康巴地区。《藏东红山脉2007(修订版)》为“二十余
年磨一卷”之作，极尽状写高山深峡中的神奇风光，红山脉红土地上的非常人生，跨越千几百年的史
实，和现实。对于世界海拔最高的中国古代文明通道：茶马古道的沿途寻访，尤为《藏东红山脉2007(
修订版)》增色。作者为此耗尽心力，宣称《藏东红山脉(2007)(修订版)》为个人西藏纪实文学的“封
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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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红山脉》

作者简介

马丽华，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毕业于山东临沂师专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76年进藏工
作至今，足迹遍及西藏高原，以纪实文学为主，著有《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
合集为《走过西藏》）、《西藏之旅》、《终极风暴》、《青藏苍茫》、《探险大峡谷》、《雪域文
化与西藏文学》、《我的太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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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红山脉》

书籍目录

总序：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住开篇：横断山脉概说第一章  沿着茶马古道  古道横断天路  一条
精神的河流第二章  两河汇流昌都镇  老昌都在水一方  老昌都百年沧桑  老昌都汉风驻留  老昌都旧貌新
颜第三章  嘎玛沟一条文化风景线  日通乡的藏医世家  工匠之乡  画师之乡  深山宝刹八百年间第四章  
金沙江两岸——江达与德格  达玛拉高山之路  古泽村雕刻之乡  德格的“康巴郭煌”第五章  金沙江两
岸——三岩与山岩  走过火灾迹地  三岩史话  高碉里的人生  经雄松到敏都第六章  千百年朝圣之路  梅
里雪山的三道神门  两江一河的左贡第七章  通往青藏高魇的阶梯  野史芒康  乱世浮沉邦达仓  芒康三代
人  芒康的自然保护区第八章  阳光与风的作品  盐井史话  盐井说盐  盐井有个天主教堂第九章  二十三
年察雅行  “美丽石崖”下  香堆明月夜  藏东玛尼堆第十章  古道有洛隆  有关路的感情  藏东粮仓  ⋯⋯
第十一章  “火炬”边坝第十二章  川藏公路穿过八宿第十三章  “大山”深处第十四章  横断山脉西北
边缘的丁青小结：走出红山脉附录

Page 4



《藏东红山脉》

精彩短评

1、就反映和传播藏文化的作品，我最推崇马丽华的关于西藏的书。不管是《走进西藏》，还是手里
的这部《藏东红山脉》都让我感动。对藏东我并不陌生，但并不全然了解。一部《藏东红山脉》就是
一部关于藏东的百科全书，它尽情的描述了藏东地区的历史和现在、经济和政治、人文和地理、宗教
和风俗。它是一部藏东地区的文化大餐。在书中流连，它经常让我为藏东地区经济发展，藏胞的生活
在不断变好而高兴；经常为藏东的美丽自然风光和藏胞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敬而骄傲；经常为藏族的
宗教文化而深感神秘而玄想；也经常为进一步的开发可能带来的对人文、自然风光等逐渐丧失本真甚
至消失的负面影响而担忧。一部《藏东红山脉》，把我带回了曾经的一段不能忘怀的生活，又接续了
离开这片土地以后的怀想。谢谢《藏东红山脉》。
2、对本书的评价，关乎你的标准——是用马丽华一贯的美文学术作为标准，还是用一般的游记作为
标准。首先，它是游记。假如就是作为游记来读，那么肯定它是一流的。仅仅凭书的作者，就可以无
愧这个称号。但是，假如对照马丽华其它基本著作，尤其是与《十五讲》对比，那么显然，力度显得
薄弱了。散，浅。难得是，那一份不变的感情——对这块难以言表的土地和人民的感情。那一份厚重
的人文关怀。这个尺寸拿捏的相当好——王力雄是最好的。唯色那种，过于沉浸于民族情结，身在山
中，反而观点缺乏了说服力。总之，仍然是关于西藏的最好的著作之一。推荐。
3、这本书我看了,感觉对科研、管理、旅游都挺有参考价值，书中有些地方地理位置描述非常仔细。
4、内容很写实
5、你何时结束心灵的流浪！山上宁静的积雪，令我神往！
6、这一幕令我反复想起，一次再次地身临其境，一次再次地惊心动魄。人生本是一个参悟的过程，
多年以前我曾自感接近了似是而非的顿悟，但多年以来又游离了那个似乎可见的临界点。这一次极端
情境中的确获得了某种启示，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深重的困惑，是茫然无所向的粉碎感。
7、我把马丽华的四本关于西藏的书都买来看了，因为5次去过西藏，因为酷爱西藏。 
我对她的书的评价如下： 
1、《灵魂像风》算是四本中写得可以的了。 
2、马丽华的书读起来整个就是资料汇编!重点从来不突出!从来没把一个问题写得清晰、好读! 
3、或者是县长、书记、乡长等等人物的工作总结。四本书里大量的这个领导带她们去参观了什么，
那个人又说了点什么传闻，拉拉杂杂一大堆。 
4、以马丽华20多年在西藏的经历，好好写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 
5、读完一本书后找不到那些精彩的、感人的细节与故事。 

6、同时在读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亚洲腹地旅行记》，写得简单、生动、流畅、
感人场景很多。 
希望马丽华看见这样的评议!20多年在西藏的确很不容易的了!佩服她，尊敬她，但书没有写得很精彩!! 

推荐：《尼泊尔的香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版, 很实用、很生动、很浪漫的路书
8、嗯嗯
9、虽然标题非常精准，作者已经不太乐于去感受和描述作为一种“风光”的“西藏”。其中关于各
种政绩、政策的记录有点流于报道的危险，但是对于救治初次入藏的歇斯底里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一
生一次说得好像走一次川藏线是多么了不得的冒险一样，全然没有想过骄傲地修建和维护着这条道路
的人听到会是多么不爽。但最后还得说实在不喜欢马女士的文笔，她常常好像是要举重若轻娓娓道来
，但不识趣的我只会觉得轻重不分而且喂主语到底是哪个！
10、以游历横断山脉为主线，内容集中在藏东的变迁，由穷变富，一些传统也正在丧失。
11、马丽华的书很多都是精品，一套阅读，一套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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