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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阿里，与神耳语》

内容概要

迄今最唯美的阿里作品，国内首部阿里大北线全景游记。
一段神山圣湖的灵魂之旅，一个年轻女子的追梦心经。
阿里，藏地最遥远的秘境。素称“高原上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
阿里大北线，以拉萨为起点，贯穿阿里全境与藏北荒原。这一条壮美与险峻并存、震撼与艰辛交织 的
环形旅行路线， 全程约4300km，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人迹罕至，被朝圣者、旅行者视为“藏地之巅
的最后净地”。
一位女子，在青春将尽时，怀带十年未解的情愁，动身前往梦想中最美的阿里，
一袭长裙，携同三两驴友，共赴藏地之巅，开启了这一段神山圣湖的灵魂之旅。
一路艰难跋涉，沿途历经风雪转山、荒原迷路、雪盲失明等诸多波折，终于深入最接近天空的大地，
邂逅无人区的绝世美丽，也最终收获了灵魂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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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湘君，80后南方女子，现居上海。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曾任财经日报记者、旅游杂志编辑
、藏地户外资深文案。沉醉于文字和远方织就的梦境，为此遍游西部，多次进藏。一路颠沛在壮丽旅
途，以期接近更纯粹的生活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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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恋恋不舍中，读完了湘君的《天上阿里，与神耳语》，极其不舍的原因是，优美的文字，带领
着我如同身临其境般的走遍了阿里的生命禁区。有过多次无人区经验的我，完全被阿里的“一错再错
”吸引，湘君的书像一碗毒药，而解药只能是走一趟大美阿里。对于没有勇气迈步西藏以西的人来说
，文字的极致魅力，是足矣让人留恋书中并且身临其境的。这也许是我看过的，关于藏地，关于阿里
，最“美丽”的文字，一个看起来坚强的女汉子，怀揣着自己的故事，用最执着却又温柔似水的文字
，把阿里的美描绘的淋漓尽致，我并不知道这一路的艰难与惊艳，是否洗去了湘君心头的隐痛，但我
似乎看到了如今的湘君，比从前更加开朗，也许内心的孤寂成了她最固执的勇气。谢谢湘君，给了我
一段难忘的阿里之行。
2、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西藏的大山大水
3、整本书写得像散文诗一样空灵诗意，感动人心。看得满心向往，真希望自己也是这样旅程一份子
4、有些地方显得做作，但作为游记，还是不错。
5、文字很美，值得一读
6、风景之美，在于景更在于心。喜欢这样带灵魂的旅行与书写
7、图美，文美，更美的是字里行间的满满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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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晚秋，得知湘君出了一本书。书到手的时候，封面上一个身影单薄的女子一袭红裙，遗世独立般
面对高山湖泊，让人感觉落寞又美好。翻开书本，首先便被它行文中优美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流露所
打动。这本书想必是极符合作者本人的气质的：暴烈与温柔同在。随着书中行文的延伸，也一步步接
近我对西藏、对阿里的想象。湘君所有的特质都流露在她的作品中。从萨嘎到普兰，从风雪苦旅到宁
静村庄的小憩，从藏北草原到一错再错的风景⋯⋯直至最后与神山圣水的惜别，都毫无保留地表达着
她对西藏，对阿里，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也坦诚地表露了她的探索和疑问。遭遇雪盲仍坚
持转山冈仁波齐，荒原迷路仍坚持行走阿里，身体承受严寒缺氧、阳光暴烈和天气变化多端的苦楚，
这一切并不只是为了执着地抵达目的地，追逐儿时的梦、抚慰感情的伤口也并不是她去追寻阿里的真
正理由。在路上，才是她要做的。从拉萨出发，一路向西部前行。在整个行走的过程中，也是与人性
的温暖质朴不期而遇。她摈弃了浅薄的发问和表达，于人于景，感恩于生命的每一场因缘际会，每一
次感悟都是她心底的独白。走过西部的每一段路程，都是她走过内心的每一段旅程。随书附上的一些
照片，很有仪式感。除了神山圣水的摄人心魄，她单薄的背影更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如今，连西藏
这个名字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寻找生命的意义、洗涤灵魂等字眼多出了几分含义不明的意味。而
在本书的文字中，没有张扬，没有迎合，它拆解着粗暴的解读和无聊的追问，在每一次的遇见中，呈
现本真与破坏。在平和安静的思索中，平复内心的暗涌和激流。这看似是一本游记，其实早已是作者
心中沟壑的跨越。它从我们琐碎庸碌的生活中跳脱出来，证明着属于它自己的存在。冈仁波齐，玛旁
雍错，古格王朝遗址，藏北草原⋯⋯配合着作者的心性，舒展各自的身姿，冷静地展示它们的威严、
峻美、柔和。我放佛听到了她与它们在交谈、诉说，暗自留着或悲或喜的泪。这一本书，山川河流透
露着时间与空间交织的苍茫与伤感，展开了一幅西域阿里的壮美画卷，更是凝结了作者的心性、真诚
和感悟。这一切自然而然，构成了这本书的精神所在。没有故弄虚玄，没有矫揉造作，精美热烈，却
又坦坦荡荡干净纯美。当我们为生计、生存而奔波劳累，为近在咫尺而不可及的欲望绞尽脑汁，为触
不到的理想而让内心饱受焦灼时，总有人背着自己的行囊出发，走向她自己的爱与路。若生命所有的
等待都将走向虚无，若一切欲望驱使下的追逐终将指向灵魂指向宗教，我们是否有勇气，听从藏地之
巅的呼唤，从内心出发，从脚下出发？西藏不过如此。可是，又有谁能比得上它的美呢？
2、“西藏，一块石头坐满整个天空。”当车辆从318国道线跨过四川与西藏交界处时，我的脑袋里一
直循环着海子的这句诗歌。当我真正踏入拉萨这座莲花城时，一个朋友告诉我，去阿里吧，那里才是
真正的西藏。可是路途行程时间所限，并没有进去，所幸的是，从湘君的这本书里，似乎真正看到了
那片圣湖，冈仁波齐那座山⋯⋯走在这么壮阔的景色中，经常会自问的是：我为何来这里。也就是真
的只有真正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在头痛欲裂的高反中，体会到那句：“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伤时
竟握不住一滴眼泪”。谢谢湘君
3、来源：《北方新报》2014-11-19-“读书”“没有到过阿里，不算到过真正的西藏。”这句藏地流传
的俗语，让许多人无限神往。阿里，位于西藏西部，堪称世界屋脊的屋脊。一个名为湘君的女子，一
袭长裙走过这片秘境，其间旅途与心绪凝结成一部《天上阿里 与神耳语》，令藏地爱好者为之神迷。
雪山、大湖、蓝天、黄土，迎风飞扬的长裙，无人区里花朵般绽放⋯⋯这恰是梦中的秘境，圣洁、纯
净、空莽辽阔；这又不像想象中的阿里，冷酷无情的高原，竟有如斯大美而不言。顺着湘君诗意细腻
的一支笔，深入阿里的神奇大地。一路有惊艳，那圣洁庄严的神山圣湖、地老天荒的土林古堡；有惊
险，那突如其来的雪盲、荒野迷踪的恐慌；有向往，那世外桃源的高原村庄、旷世绝尘的秘境湖水；
有折磨，高原反应、恶劣路况、颠簸陷车、缺氧晒伤；更有发自内心的感动，为藏人虔诚的信仰，为
不离不弃的旅伴⋯⋯如果只是讲述探险故事，终究只是寻常游记。《天上阿里》真正动人之处，应是
湘君以一个南方女子的性灵角度，诠释狂野豪放的高原。在她笔下，阿里不再是寸草不生的无人区，
还可以温柔纯净，甚至孤独凄丽。风雪转山路，不仅有残酷生死，更有热烈朝圣。废弃古堡，不仅有
冰冷的杀戮尘封，更有看门人对唐卡的痴迷。藏北荒原，不仅是死寂无人区，更有碧波荡漾的柔情，
甚至莲花般盛开于圣湖的村庄⋯⋯这又不仅是一本风光游记。正如湘君自序所言：“这是一幅雪山湖
泊的长长画卷，也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追梦心经。”书里有对信仰的敬畏，对生死的领悟。面对安详死
在神山的信徒，她恍然明白，来到大地之巅，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淘洗出真正的我自己”。
面对叩首匍匐的朝圣者，她诗咏他们“起伏如大地之歌”。亦有百转千回的爱与抒情，当置身仙境般
的至景，她叹息“天空很大，却没有你”。当面对冰雪神山，她感慨“生死都不足道，情愁又多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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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阿里，与神耳语》

妙”。在仅容一人的转山路上，怀带十年未解情愁的女子，终于懂得“该是放下的时候⋯⋯”。走过
阿里的湘君，想必也走过了“高原匆匆数日，人间已过十年”的情感体悟，她在篇末不无感触地写道
：“人有情于万物，万物才会有情于人”。相信如此有情于阿里万物的《天上阿里 与神耳语》，亦会
如生长在海拔4500米之上的雪莲，盛放在更多走在路上的有情人心里。
4、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11-24-”行者““每一个崇尚天地之美的人，都应该去一次阿里，那里
是让灵魂皈依的故乡。”两年多前，湘君用了一个月时间，翻越5700千米的藏地之巅，去到纯净神秘
的阿里，开始了她的圆梦之行。这次灵魂之旅，给她留下深刻难以磨灭的印象。从阿里回来后，她用
两年多时间写成了一本著作《天上阿里　与神耳语》。有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阿里的游记中文
字最优美的作品。她却说，这只是她在路上寻找另一个真实自己的过程。行走记录深藏多年的朝圣梦
，感到阿里的召唤多年前，湘君只是个普通的年轻白领，过着和其他人一样朝九晚五的日子。偶尔外
出旅游，也只是走马观花、匆匆一瞥。湘君说要是在当时，肯定想不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邂逅阿里，
更想不到自己会写下一本关于阿里的游记。“第一次去西藏旅游的时候，在旅途中遇到一个一路叩着
长头要去阿里转山的藏人。阿里的冈仁波齐是藏人心目中最圣洁的雪山，能到那里转山一次，是他们
毕生的心愿。”就是那一次，藏人对阿里的崇敬和狂热，让湘君莫名地产生向往。两年多前，年届而
立的她，面对上海这座喧嚣繁华的大都市，她越来越不安，越来越陌生。即将“奔三”的年纪，即将
燃尽的青春成为她这次出行的契机。“与其说是去西藏旅行，倒不如说是阿里在召唤我。”湘君感性
地相信，冥冥中一切自有注定。就这样，带着对阿里的这份神往和年少未实现的梦，湘君放下了在上
海安逸的生活，背起行囊，以拉萨为起点，狮泉河镇为转折点，一路西行，穿越平均海拔4500千米阿
里全境与藏北荒原，经过仙境般的湖泊，惊心动魄的转山，神秘的千里无人区，在这个“藏地之巅的
最后净地”，找到灵魂皈依的地方。行走多年，只有阿里是最有神性的地方“行走在阿里这片藏地之
巅的最后净地，就像是进行了一场与大地、神灵、自我的对话。”湘君给了阿里最高的赞誉，她告诉
记者，这是她这么多年的旅程中，走过的最具有神性的地方，只有这里，才能让她用上“神往”这个
词。她将阿里称为“最后的天堂净地”。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阿里，被称为世界屋
脊的屋脊，是高原以上的高原，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布满了数不尽的雪山、湖泊、野生动物。这里
人口密度最小，“经常走了一天都不见人。”天空纯净无瑕的湛蓝和厚重的黄色大地，映衬这大地的
荒凉。“仿佛离开了人世，误闯入某个外星球的洪荒。那是神住的地方，有着充满神性的纯净。”但
坚硬的阿里有也风情万种的一面，在千里无人的荒原里，藏了大大小小1500多个美丽湖泊。视野里冷
不丁就会撞进一面面宝石般斑斓的湖水，它总会给你惊喜。当藏北大地的一路湖泊，目不暇接地刷刷
掠过，她觉得为之再艰难的跋涉，也是值得的。隐藏在藏北荒原深处的文布南村，更让湘君至今难忘
。秘境村庄盘踞高山，面朝圣湖，晨起可以听到村民诵经祈福，晚归可看到深红到令人震惊的日落。
人们热情有爱，没有因为他们这几个外来人而心怀戒备。“相比同伴们，我是比较笨拙的，不知道怎
么融入他们。”当她呆呆地在旁边看着他们嬉戏时，孩子们主动来拉他的手。有个小女孩用细细的声
音问她，“我们可以做朋友么？”并在硬纸板上，一笔一画郑重地雕刻下自己的汉语名字。这样没有
瑕疵的友好，让湘君差点落下泪来。“尽管我们只是这个宁静美好村庄的过客，但我们所拥有的美好
，终身难忘。”转山历程转山途中，路过生死，见证风霜冈仁波齐，位于阿里的“雪山之王”。这一
座神山，峰顶如七彩圆冠，身如同水晶砌成，被藏传佛教、苯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四大宗教，齐奉为
世界中心。藏族的先民认定，这是雪域藏地最伟大的灵魂，在此转山修行能洗尽一声罪孽，免受轮回
之苦。这样一个被藏民世代信仰崇尚之地，让湘君更加憧憬，但这个转山的朝圣过程，却让她吃尽了
苦头。她和旅伴要穿越高山峡谷，攀登在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的山路上，而在转山时遇到风雪洗礼，
目睹朝圣老人死亡，旅伴失温倒下，这一切，都让她的朝圣路更加艰难。他们在圣湖玛旁雍错遇到一
位癌症晚期印度老人，与虔诚的印度信徒们来到这里朝圣，但老人最终没有完成转山，他在暴风雪中
颓然倒地。“每年都听说有人因为高反或风雪，死在朝圣路上。”老人的同伴在向老人跪拜后离去，
将老人的尸体留在风雪中。看着倒在风雪中的老人，湘君被悲伤覆盖，“听说能安详死在冈仁波齐旁
，被信徒们视作莫大的幸福，可我们这些生者为何还心有悲伤？”没有人回答她。雪盲，暂时的失明
看到更美世界一行人终于在即将结束转山时遇到晴朗天气。“也许是我们的朝圣热情感动了上天。”
那一刻她宛若新生。只是这个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突如其来的雪盲又让她一下坠入深渊。最后一天
，她的眼睛似刀割般地疼，眼泪不受控制，哗啦啦地往下掉，眼前白茫茫一片。她只能蒙着眼睛，让
牦牛驮着走完了最后的转山路。这是她这么多年的旅行中，前所未有的经历。湘君回想起当时的情况
，仍然觉得胆战心惊。“世界美丽纷呈，我却看不见道路山川。”她强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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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悲凉。好在这只是遭遇雪盲，48小时的短暂失明后便恢复了。“直到站在冈仁波齐，那有如天上神
祗的雪山深谷当中，我才恍惚明白，走那么远的路，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才能洗去尘垢，淘洗出真正
的自己。”回想起这段艰辛的转山路，湘君没有后悔。旅途感悟敬畏生命，文字让她仿佛重走阿里“
只有走到了那片高寒的大地，看到那些心怀信仰的朝圣藏人，你才知道生死都不足道，情愁有多么渺
小。”湘君从阿里回到上海，在繁华大都市浮沉，“第一次，我像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一样审视自己
。”她觉得，这次旅行，让她真实面对内心，割舍了束缚她的身外物，开始追求她的自由梦想。她毅
然放弃了当时正在做的财经记者的工作，成为了一家人文旅游组织的成员。归来的三个月后，湘君在
一家知名户外论坛上，以“当我终于面对这宛若仙境的阿里至景，天空很大，却没有你⋯⋯”为开篇
，开始阿里之旅的游记连载。在这连载的数月里，她在脑海里一遍遍地搜索在阿里的细节，这仿佛让
她重走了一次阿里。“这是一次更漫长更极致的旅行”，湘君说，循着记忆的蛛丝马迹描写阿里，让
她得到了更多的感悟，冈仁波齐的风雪山路、玛旁雍错的瑰丽日落，顶着风雪转山的朝圣者、眼睛如
酥油灯摇曳的牧羊女。阿里人对万物生灵充满豁达的参透与敬畏的精神，随着字里行间的描写又一次
震撼了她。为了以书籍形式呈现一个更独特大美的阿里，她前后持续了两年，甚至为此数度重回藏地
。把阿里之美呈给世人，但也心怀隐忧湘君的这篇游记，受到了许多热爱旅游的读者追捧，被誉为最
唯美的阿里游记，最后终于成书出版。“这是一幅雪山湖泊的长长画卷，也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追梦心
经。”湘君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天下阿里　与神耳语》，她相信通过自己的描写，应该也会让更多
的人喜欢上阿里。但将阿里之美呈现给世人时，湘君也心怀隐忧，阿里的朋友告诉他，阿里的垃圾越
来越多，动植物却越来越少。神秘的阿里，随着越来越多的探索寻访，或将不再神秘。她在书籍的后
记里，郑重地写下一句话“人有情于万物，万物才会有情于人”。一切外来者都是匆匆过客，土地永
远只属于阿里人，她祈祷着，每个崇尚自然的人都能怀着敬畏与爱意，去爱惜那里的山水生灵。采写
：南都记者　伍世然　实习生　冯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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