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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回响的构筑：地理与时间的对话

陈人杰以“有多少霹雳就有多少惊觉”开篇，既展

现了历史的动荡，又暗示了生命的觉醒。全诗以巍峨的

喜马拉雅山脉为载体，将地理景观与历史时间紧密交织

在一起，构建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壮丽画卷。他笔下的喜

马拉雅，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奇观，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冷拉山、唐古拉山……” 

“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沱沱河……”每一座

山峰、每一条冰川，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回响

着历史的沧桑。这种地理与时间的对话，让读者在感受

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历史的厚重与深远。

（一）地理景观的史诗化呈现

从“蜀道”到“可可西里”，从“大渡河”到“金

沙江”，从“牛虻肆虐的草泽林莽”到“遥远的青海湖

十万峰拐弯的骆驼”，从“茫茫戈壁”到“遐荒绝塞”，

每一笔都仿佛能穿越时空的壁垒，引领读者步入那些被

岁月尘封的故事之中，探寻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民

族记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被称为“生命禁区”

的“可可西里”，无疑增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藏区进军

的艰难险阻，更不要说奔腾不息的“大渡河”与“金沙

江”，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

数次抗争与融合的见证，除此之外，还有自然对生命的

严酷考验，更加凸显了人民解放军开辟川藏天路的重重

艰险，“茫茫戈壁”与“遐荒绝塞”这些看似荒凉之地，

却也在诗人的笔下蕴含着无尽的神秘与魅力。

诗人以“地理的经线”为引，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空

间框架，“凭吊之塔”，不仅是一座地理上的建筑，更是

对过往岁月和历史的深情回望，它矗立在那里，见证着

时代的变迁与文明的兴衰，“格萨尔的图腾”象征着勇气

与智慧，“玛尼堆”是藏族人民祈福的圣地，每一块石头

都承载着信徒的祈愿与希望，“神秘主义”则象征着一种

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力量。

（二）时间维度的纵深挖掘

《喜马拉雅》这部作品，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的描绘

范畴，它是一幅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开篇即以历史的

厚重感铺陈，将细腻的个人情感与宏大的国家命运交织

在一起，通过“新中国的黎明曙光”与“进军西藏的庄

严誓师”等标志性历史事件作为序章，勾勒出人民解放

军挺进西藏的壮阔历史和豪情壮志。随后，诗人细腻刻

画了人民解放军如何在西藏错综复杂的局势下解放了受

压迫的人民，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引领这片土

地迈向了民主改革的新纪元。最终，诗人讴歌了新时期

援藏工作与扶贫事业的辉煌成就，展现了新西藏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行的壮丽图景。

“云宫从石阶建立等级 / 权杖在不可驯服的银饰深

处”，云宫、石阶和权杖描绘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体

系，这种建立在物质之上的等级制度，既是对现实世界

的反映，也隐含了对权力本质的深刻思考，“冰冻的光明

造成天然蒙昧”，这一句则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探讨

了光明与蒙昧的关系。冰冻的光明，既是一种冷冽而清

澈的存在，又因其凝固与静止而显得缺乏生机与活力。

这种状态下的光明，非但没有照亮黑暗，反而造成了一

种天然的蒙昧与无知，正是旧西藏中某些看似光明实则

空洞无物的真实写照。“熊熊燃烧的火焰把克松村照亮”，

象征着革命的热情与斗志，它照亮了人民前行的道路，

预示着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启。“吃人的地契转眼

历史的回响与生命的赞歌——评陈人杰的诗歌《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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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人杰先生是中国著名作家，2012年赴西藏那曲参加援藏工作，他的三届援藏经历铸就了史诗《喜马拉雅》。

该诗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将历史的回响与生命的赞歌巧妙结合，在中国当代诗歌中，以其独特的历史深度和生命哲思，

绘就了一抹璀璨的亮色。这首诗不仅是对“两路”通车七十周年、西藏民主改革六十五周年、中央对口援藏三十周

年的献礼，更是对西藏这片神秘土地及其人民深情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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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灰烬”，这不仅是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人民

胜利的热烈庆祝。“送回青苗”寓意着土地的重生与希望

的回归，“土地从枷锁里解放出来”，这是历史的巨大进

步，也是人民斗争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

到来，一个属于人民、属于自由与解放的新时代。

从“大腹便便的‘噶厦’”“带刀的牲畜”“挖掉的

眼珠不准出生的人”“世袭的宝座”“被老虎吞食的土

地”“痉挛着‘差乌拉’窥伺的指甲”到“穷棒子”互助

组、革命坝、幸福渠、两牛抬杠和铁牛，时间见证了革

命的奇迹，从远古的寂静到文明的曙光，从历史的沧桑

到现代的繁华，诗歌中穿插的历史典故与民族记忆，使

喜马拉雅不仅是一座山，更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回响

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二、生命赞歌的咏唱：自然与人文的交响

在《喜马拉雅》中，陈人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高

原生物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展现了生命力量的顽

强与不屈。同时，他还将藏族文化元素融入诗中，展现

了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之间的深刻联系。

（一）生命力量的颂扬

《喜马拉雅》中的“生命赞歌”是对生存意志的颂

扬。“茫茫戈壁向西昂首挺立 / 牦牛驮队像劲走的钟的召

唤”，这是高原独有的苍凉与坚韧，诗人赋予了这些画面

以生命的律动和不屈的精神。牦牛，作为高原上的生命

象征，其坚韧不拔、忠诚勇敢的品质，成为了诗人笔下

颂扬生命不屈精神的最佳载体。“一直与追随你盘旋的金

雕 / 争夺吃掉一半的草皮”，通过描写入藏战士们与金雕

之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进一步展现了生命在极端环境

下的生存斗争与顽强意志。

在空气稀薄、冰封万里的茫茫雪原上被困是怎样的

绝望，那是通往“天堂”等待死亡的恐惧，面对恶劣环

境中的生存挑战，牦牛的存在成为了受困人心中的希望

之光，泪水是对艰难处境的宣泄，更是对顽强生命力的

深刻感悟。而“父亲”的形象，则超越了血缘、物种的

界限，成为了力量、智慧与指引的化身，象征着人类在

困境中寻求救赎与希望的共同追求。最终，“我”将万类

认作亲人，这种超越物种界限的认同，不仅体现出了宽

广的胸怀与深邃的生命哲学，更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

生命态度。

最后，“当雪域春归，长流不息的喜马拉雅 / 像雪人

喷吐钻石的光华 / 再一次诞生于蓝海的羽翅之下”，这是

对自然景观的赞美，更是对生命不息、希望永存的信念

的坚守与颂扬，深刻地传达了生命在宇宙间生生不息、

循环往复的哲理。

（二）人文情感的抒发

诗人巧妙地运用“新婚的妻子”“慈母的泪花”等

富有情感张力的形象，构建了一个宏大而温情的人文图

景。“从此，爱在山海间风轻云淡 / 家在天地间儿女情

长”，爱，在这里超越了个人的局限，与山海间的风轻云

淡相融，展现出一种超脱世俗、回归自然的纯真与美好，

家，作为人类情感的归宿，承载着儿女情长和家族的记

忆，与天地间的广阔无垠相互映照，形成了一种深远的

情感共鸣。随后，诗人通过“不变的乡音”和“铿锵的

誓言”，强调了人类情感与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乡音，是

文化的传承与身份的认同，它穿越时空的阻隔，将过去

与现在紧密相连。誓言，则是人类情感的坚定表达，它

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如同时间山脊上不朽的青

原，见证了人类精神的坚韧与永恒。最后，诗人巧妙地

融入了藏族文化元素，使人文情感的抒发更加具体而生

动。“一针一线绘就锦绣山河”，描绘了藏族人民勤劳智

慧、热爱生活的美好品质。阿爸阿妈与慈母的形象，更

是将个人情感与家族、民族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展现

了人类情感世界中最为质朴与深刻的部分。

诗歌通过这些人文情感的抒发与藏族文化元素的融

合，让我们感受到在浩瀚的自然与历史面前，人类情感

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而温暖，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与

感动。

三、情感深度与读者共鸣

《喜马拉雅》不仅是一首描绘自然风光的诗歌，更

是一首蕴含深厚情感和思想启示的作品。陈人杰以其独

特的笔触，不仅表达了对喜马拉雅山脉无垠之美的敬畏，

还颂扬了生命力量的磅礴，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类

命运交织的深刻省思。

（一）喜马拉雅：地理之巅，精神之海

诗中的“喜马拉雅”不仅是地理的象征，更是精神

的象征，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民族的融合，一句句沉

重的誓言，将个人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此时

的“喜马拉雅”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人类共同的精

神家园和命运共同体，它关乎青藏高原、亚洲乃至整个

世界的命运，承载着大陆板块间万象更新的使命，关乎

着整个世界的未来与希望。“当黎明勾勒喜马拉雅神秘的

轮廓”，读者仿佛“置身大河问天的源头”，这是心灵与

自然的深度对话，享受着那份超脱尘世的宁静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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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收回到你的胸壑，一统于乾坤之下”，这是对前面

所有情感的收束与升华。在经历了对自然的敬畏、对命

运的思考之后，我们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

面对人生的挑战与困境，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宽广与深

邃，我们的行为也更加符合天地之道、乾坤之理。

（二）援藏之旅：暗夜微光，织梦西藏

陈人杰巧妙地构建了诗歌的情感深度，使之不仅是

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触碰。通过对“援

藏干部”无私奉献的颂扬与“农奴欢颜”背后社会变迁

的描绘，诗人巧妙地将个体的情感与集体的历史相结合，

通过刻画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挣扎、适应与蜕变，映射

出集体记忆在岁月长河中的形成与传承。在“斗争，直

到制止了流血”的坚韧与不屈中，我们感受到了人民对

于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与追求。这是一场关于尊严与正义

的斗争，是农奴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解放与重生。“于

滚烫的枪管之下 / 诞生并绽放农奴的欢颜”，这一句更是

震撼人心。在战争的硝烟与枪炮声中，农奴们终于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笑容，是对过去苦难的告别，也

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援藏干部们，作为集

体的一分子，将个人情感深植于援藏历史的长河，他们

的每一分努力，如同暗夜中的微光，虽小却坚韧，照亮

了西藏的未来之路。历经挑战与艰难，他们虽挣扎于崩

溃的边缘，但正是这一路上的磨砺与考验，铸就了他们

坚韧不拔的品格，使援藏之旅成为个人成长的丰碑。

（三）多元一体：民族交融，灵魂共鸣

“一道闪电划破了恐怖的沉寂”，更照亮了人民心中

的希望与光明，“十八军来了 / 独立支队来了 / 一二六团来

了 / 先遣连来了”，他们“秉承华夏一统的纯粹观念”，共

同为民族的解放与统一而奋斗。“他们从文成公主走进松

赞干布的历史中归来 / 从挤满眼睛的锣鼓的人心中归来

/ 从藏羚羊痛饮光明之汁的原野中归来”，这是军队与西

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深厚联系。他们不仅继承了历史

的荣光与使命，更融入了人民的心中与自然的怀抱。这

种血脉相连、情感相依的关系，是他们能够赢得人民支

持与信任的重要原因。“魂魄留给绝域的血肠”以形象生

动的方式表达了茶马古道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要意义——

它如同魂魄般深植于这片土地，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

过去与现在的血脉与纽带。

“我来到这里 / 在一群说藏族语言的孩子中间 / 分享

汉语的喜悦”，这不仅是一种语言的交流，更是文化的交

融与传承，“在这里，我是所有人的总和 / 是老子、孔子、

孟子、庄子、司马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

轼、曹雪芹的总和”，这不仅是对先贤智慧的敬仰，也是

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与担当，“是汉族、藏族、回

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的总和 / 是弃绝

姓氏、不留坟冢、占有马背、敬畏鱼虫、歌唱神鹰的总

和”，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包容与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是共同体大学 / 教导我生死与

共、荣辱与共的课程”，这不仅是对国家意识的强化，也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阐述。

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从雪山戈壁到森林草场，

诗人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展现

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诗歌的每一句都

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博大精深文化的深情颂歌，以

“我”为线索，穿梭于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自然与

人文之间，展现了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自豪与归属感。

结语

《喜马拉雅》无疑是陈人杰诗歌创作中的璀璨瑰宝，

它以历史的回响为经纬，编织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乐章；

以生命的颂歌为旋律，唱响了生命力量的坚韧与不屈；

更以意象的丰富与修辞的精妙为画笔，绘制了一幅跨越

时空、震撼人心的壮丽图景。《喜马拉雅》的艺术价值，

在于它巧妙地将自然景观的辽阔与人文情感的细腻交织

于一体，构筑了一个既宏大又微观的艺术殿堂。它超越

了单一诗歌的范畴，成为一曲历史与生命的交响乐，以

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引领读者步入一个既壮阔又细腻的

诗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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