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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前言

1969年我从北京出发，参军分配到西藏服役，曾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和军医。1980年自西藏转业回北
京，拢共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工作了11年。取个大数，就说10年吧。去的时候，我不到17岁。回的时候
，28岁。这个年龄段是要紧的时光，重要性绝对大于从50岁到60岁。后面的增长大致是岁月火箭的一
节节脱落，而青年时代则是整个人生的起爆。我坚信人的记忆是有形状和重量的。人生如同胶片，一
旦感光，便不会消失，你不能毫发无损地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做过窗帘的人都知道，要在薄如蝉翼
的窗纱下沿，缝缀一条沉重的绳索，名日铅坠。它到底是不是铅做的，我不晓得，掂起来分量压手，
倒是千真万确。我问缝制窗帘的工人，能不能不要这东西？工人摇头说，必得要。才拽得住轻纱，让
它不会随风飘荡。悲惨的记忆，就是窗帘下的绳索。快乐的瞬间，人突然就战栗了，一切索然。概因
那坠儿冷冷地晃动起来。欢欣鼓舞的记忆，像绿叶盈手身躯肥满的胡萝卜。兴高采烈地灿烂着，富有
营养而又带着星星点点的泥土，朴实无华。吃起来，有微微的甜，吸收人体，有强骨健身之效。那些
亲密的记忆，或许如同穿过几次的洁净衬衣，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纹路，熨帖随性。你几乎感觉不到它
的存在，但举手投足之间，你确知它与你同行。我的青春岁月，就似一柄幽蓝的人参，埋在冰峰雪岭
之下，悄无声息地静卧着，它冷韧的须根，缠绕在冈底斯砾岩之中，尽力汲取着地心腾起的微微暖息
。我说自己的记忆如人参，并非指稀缺和宝贵，只为此物略具人形。这年头人参已不是稀罕物了，上
个秋天我到东北林区，当地干部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一亩林可栽10万株参苗，号称野生，长势喜人。
从此我褪去了对人参的仰望，只当它是白菜萝卜般的寻常蔬菜了。我与战友，都年近花甲。当年的少
女，已成白发老媪。大家见面，聊起往事，我这才知道，伙伴们当初都在如胶似漆地谈恋爱，而我身
为班长，对此了无知觉。每日朝望冰峰夜观星宇，心如古井。倘若放在今天，一定是个雪山剩女了。
有人问，那么长的时间，你做了些什么呢？我深深惶惑了。仔细追忆，除了走过很远的路，看了若干
书，学了一些医学知识，救活了几个人之外，再想不起做过什么。我说，真惭愧。10年时间，似乎什
么也不曾做呢。只是面对冰山发呆。别人就不说话了，可能觉得那10年的缺氧，已把我的脑仁蚀坏了
，不宜深究。直到某天，藏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问我，那些年，你看的都是什么山呢？我说，很多
山。喜马拉雅山吧。冈仁波齐山吧。喀喇昆仑山吧。阿里高原是这些山脉交汇之处，山冠都是冰雪，
彼此相连，绵延不绝，好像也分不清到底是哪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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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内容概要

《西藏,面冰十年》为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选集之一。王蒙说：“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
悯，化为冷静的处分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为一体的思维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是作家，又
是医生，近年来一直攻读心理学博士，又由于她有在“世界屋脊”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她的散文有
着极强的现代意识和专业的心理分析，特别是这部散文新作中的部分心理散文，贯注着一个心理医生
充满洞察力和稳定感的目光。

  点击链接进入： 
《毕淑敏:送你一颗光芒海》  
《西藏,面冰十年》  
《幸福的七种颜色》  
《带上灵魂去旅行》  
《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  
《心灵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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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作者简介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心理咨询师，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
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七、十届百花奖，当代文学
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十六届“中国
时报”文学奖，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三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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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书籍目录

今世的五百次回眸到西藏去在印度河上游走，到阿里去雪山窃贼离太阳最近的树“回”字形的银饰信
使你永远不要说冰川上有“毒蛇”嘶嘶声特殊摄影师黑白拂尘拉练在雪原与星空之间制花圈18岁的姐
姐猜猜那个人是谁曼巴牙古都有外号的打火机最高的花生糖作坊碗里的小太阳糖衣氧气压缩片在陵园
的台阶上吃糖胖听昆仑山那里出核桃昆仑之吃昆仑之眠昆仑之喝葵花之最雪线上的蛋花汤装大米的汽
车凄葡萄干儿王乘降落伞的西瓜元宝饺子惊险的炉子固定嘴唇昆仑山上看电影第一次打针女孩的纸白
云剪裁的衣服穿上白生生的羊绒衣藏族的花围裙西藏猪灵魂飞翔的地方女枪手呵护心灵雪域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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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章节摘录

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顿生气馁，这辈子是没得指望了，和谁路遇和谁接
踵，和谁相亲和谁反目，都是命定，挣扎不出。特别想到我今世从医，和无数病患咫尺对视。若干垂
危之人，我手经治，每日查房问询，执腕把脉，相互间凝望的频率更是不可胜数，如有来世，将必定
与他们相逢，赖不脱躲不掉的。于是这一部分只有作罢，认了就是。但尚余一部分，却留了可以掌握
的机缘。一些愿望，如果今生屡屡瞩目，就埋了一个下辈子擦肩而过的伏笔，待到日后便可再接再厉
地追索和厮守。今世，我将用余生500次眺望高山。我始终认为高山是地球上最无遮掩的奇迹。一个浑
圆的球，有不屈的坚硬的骨骼隆起，离太阳更近，离平原更远。它是这颗星球最勇敢最孤独的犄角。
它经历了最残酷的折叠，也赢得了最高耸的荣誉。它有诞生也有消亡，它将被飓风抚平，它将被酸雨
冲刷，它将把溃败的肌体化作肥沃的土地，它将在柔和的平坦中温习伟大。我不喜欢任何关于征服高
山的言论，以为那是人的菲薄和短视。真正的高山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它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宽容地
接纳了登山者，让你在它头顶歇息片刻，给你一窥真颜的恩赐。如同一只鸟在树梢啼叫，它敢说自己
把大树征服了吗？山的存在，让我们永葆谦逊和恭敬的姿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物必须仰
视。今世，我将用余生1000次不倦地凝望绿色。我少年戍边，有10年的时间面对的是皑皑冰雪，看到
绿色的时间已经比他人少了许多。若是因为这份不属于我选择的怠慢，罚我下辈子少见绿色，岂不冤
枉死了？记得在千百个与绿色隔绝的日子之后，我下了喀喇昆仑山，在新疆叶城突然看到辽阔的幽深
绿色之后，第一反应竟是悚然，震惊中紧闭了双眼，如同看到密集的闪电。眼神荒疏了忘却了这人间
最滋润的色彩，以为是虚妄的梦境。就在那一瞬，我皈依了绿色。这是最美丽的归宿，有了它，生命
才得以繁衍和兴旺。常常听说地球上的绿地到了××年就全部沙化了，那是多么恐怖的期限。为了人
类的长盛不衰，我以目光持久地祷告。今世，我将用余生1万次目不转睛地注视人群。如果有来生，
我期望还将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动物或是植物。尽管我知道人类有那么多可怕的
弱点和缺陷，我还是为这个物种的智慧和勇敢而赞叹。我做过一次人类了，我知道了怎样才能更好地
做人。做人是一门长久的功课，当我们刚刚学会了最初的运算，教科书就被合上。卷子才答了一半，
收卷的铃声就响了，岂不遗憾？把自己喜欢的事一一想来，我还要看海看花，看健美的运动员看睿智
的科学家，看慈祥的老人和欢快的少女当然还有无邪的小童，突然就笑了。想我这余生，也不用干其
他的事了，每天就在窗前屋后呆呆地看山看树看人群吧，以求个来世的擦肩而过。这样一路地看下去
，来世的愿望不知能否得逞，今生的时光可就白白荒废了。于是决定，从此不再东张西望，只心定如
水，把握当前。不为虚缈的擦肩而过，而把余生定格在回眸之中。喜欢山所表达的精神，就游历和瞻
仰山的英拔和广博，期望自己也变得如此坚强。喜欢绿色和生命，喜爱人的丰饶和宝贵，就爱惜资源
，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到西藏去》小小的年纪，告别了父母，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本应
该是很伤心的。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的时候，险些哭了。但我心中充满了快乐，到西部去，到高原去，
真是一次空前的冒险啊！从北京坐上火车，一直向西向西。窗外的景色，由密集的村落，演变成空旷
的荒野。气候越来越干燥，人烟越来越稀少，绿色逐渐被荒凉的戈壁滩所代替。三天三夜之后，我们
这群女孩子到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在这里要进行最后的体检，才能决定谁可以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
西藏去。我的身体一向很好，但这次医生说我的小便化验不正常，要是过几天复查还不合格的话，就
要把我退回北京。这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吗？我的探险还没有开始，难道就要这么狼狈地打道回
府啦？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同我最要好的女孩子身上。我悄悄地把她扯到一
个僻静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啊？”她说：“当然是啦。你怎么想起
问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说：“既然是好朋友，我向你借一样东西，你一定是借的啦？”她一扭
头嚷起来：“什么东西呀？咱们的东西都是统一发的，我有的，你都有啊！”我一把捂住她的嘴说：
“干吗这么大声？是不是太小气不想借给我？实话说吧，我跟你借的这样东西，对你是一点用处都没
有的，但对我的好处就大了！”她说：“那是什么宝贝呀？”我说：“是尿啊！”我把我的打算告诉
她，复查的时候把她的尿当成我的标本送上去。她刚开始吓了一跳，然后，很犹豫地说：“这不是骗
人吗？”我说：“要是我复查不合格，到不了西藏，被退回北京，我们俩就再也见不到面了，更甭提
做朋友了。”她想了想，答应了。好不容易捱到了复查的那一天，没想到是通知我一个人单独到医院
的检查科去。在卫生间里，我拈着盛标本的小瓶子，急得直掉泪。我真想到水龙头那儿，接一点自来
水送上去，或者干脆把眼泪送上去化验，那就绝对没问题了。可是，我不敢。你想啊，化验员用的是
显微镜，还不一下子就发现了我的花招？万般无奈之中，只好把自己的“标本”交上去了。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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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的日子，我和我的好朋友都充满了悲哀，以为我们必定分手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次的化验结果完
全正常。我终于和我的好朋友一道，踏上了遥远的奔赴西藏的道路。我们告别了乌鲁木齐，在广阔的
戈壁滩与高原上坐了整整12天的汽车，到达了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我在那里待了10年。后来，我把
这一段有惊无险的遭遇和我的计谋，讲给一位老医生听，口气中充满了得意。没想到他皱着眉说：“
幸好你本身的体检合格了。要知道，西藏高原缺氧，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要是你的小便有问题，
就说明你的肾脏有问题；要是你的肾脏真的有病，又用别人的标本蒙混过关，那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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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编辑推荐

《西藏,面冰十年》是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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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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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面冰十年》

精彩书评

1、毕淑敏的文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着你，不停地往下看。这样动人的散文集，已经很少了。
从16岁到28岁，毕淑敏的青春是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度过的。那些寂寞耸立的山峰，没有飞鸟掠过的
天空，寸草不生的土地，仿佛回到了洪荒时代，那是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可是，就是在那样艰难的
地方，包括毕淑敏在内的五个女孩子，却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高原上的青春，并不只是单调的白，
还有热情的红，希望的绿，思念的蓝，勇敢的橙⋯⋯那些可爱的女孩子，把青春献给了共和国，把人
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祖国的边疆。除了感动之外，还是感动。想想如今娇生惯养的花季少女，有
几个会有那样的理想和热情？《西藏，面冰十年》，是一本很难得的散文集。还没读完，便迫不及待
地写书评，我知道，是因为这样一本好书我不能独享，迫不及待地想让更多人也来读。读作者对大自
然的爱，她认真地思考过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她热爱一切生物，那份博大深沉的爱在许多篇文章里体
现，如《离太阳最近的树》、《在雪原与星空之间》；读作者对同类的爱，对朋友、对战友，作者都
抱着一份少女的善良纯真的爱，《你永远不要说》里对卫生员小鲁的原谅，《制花圈》里对那些逝世
的战友的悲悯；可以读到十六七岁的少女的勇敢，《冰川上有“毒蛇”嘶嘶声》那些娇嫩的花朵一样
的女孩子们，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登上高耸入云的雪峰，《拉练》在冰雪上露营却还开心地仰望星空
的乐观的女孩子⋯⋯那段混乱的曾经，有人怨恨、有人咒骂、有人不解、有人向往。但是，在毕淑敏
的笔下，那是专属于一代人的美好而艰难的回忆。在书里，我看到的是作者的乐观和幽默、是作者的
勇敢和坚强，我看不到一丝丝的抱怨。该要有多勇敢的心，才能把极度贫乏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若
不是有乐观向上的人生观，怎能把失意的面壁十年过成诗意的面冰十年？若不是心中有一份崇高的理
想，怎甘心在皑皑冰雪中奉献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情不自禁地，我想向那五个可爱的女孩子致敬！
2、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本书，读的时候的确是被惊了一下，合上书，觉得不得不说些什么。可是
，明明有很多的感慨想要说，却又说不出什么。毕淑敏，提到她的名字，立刻能够浮现这么一个形象
——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蛋，明朗的笑容，只不过，我之前所见的那些照片应该都是她三四十岁或
者更大年纪吧。我知道她是医生，也知道她曾经在藏区当兵，可是，却不知道，她是在西藏的阿里待
了十年。“去的时候，我不到17岁。回的时候，28岁。这个年龄段是要紧的时光，重要性绝对大于
从50岁到60岁。后面的增长大致是岁月火箭的一节节脱落，而青年时代则是整个人生的起爆。”“你
必得一个人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耳鬓厮磨。你才会顿悟
宇宙之大，生命之微，时间之贵，死亡之近。我以为在很年轻的时候，有机缘迫近这番道理，是一大
幸运。你可以比较地眼界开远，比较地心胸阔达，比较地不拘一格，比较地荣辱不惊。”其实，整本
书给人的感觉还是挺俏皮的，充满了灵气。我不了解这是作者在什么年龄段写的，读来还是有点回忆
录的味道。也许因为写的是青年时代的故事吧，年轻人么，总是充满活力的。尽管时光匆匆逝去，当
年的小姑娘小伙儿们也都年近花甲。
3、躺在松软的雪上会是什么感觉，雪上会印出一个清晰的人形吗？人长时间躺在雪地上会不知不觉
陷下去吗，就像一脚踏进流沙？也许会冷得散掉身上的所有热气，冻成冰雕吧？大概有很多人和我一
样，想过在雪地上躺着的浪漫，山舞银蛇，原驰蜡像，天地苍茫，自己一袭红衣躺在雪地上，看着耀
眼的天空，如一朵红梅在银妆素裹中尽显神采。想像力再远的人，估计也没有想像把雪地当褥子，在
雪地上睡过整夜的情形。如果现在放开胆子想像一下呢！会不会想到一夜冬雪来，自己又被无声无息
地盖在雪被之下？会不会想到背下的雪慢慢融化，第二天发现自己躺在汪洋之上？太离奇的事情没法
想像！还好，毕淑敏在《西藏，面冰十年》里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团，详细地叙述了在雪地上睡觉的
感觉。毕淑敏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当兵，任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员，然后在阿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
她们在五千尺高的雪原上拉练，每两个人的雨衣拼成帐篷，在雪地上铺下随身背着的被子“平日柔软
的被子，此刻变得铁板一样冷硬，被头像锐利的铁锨头，直砍我们的脖子。棉絮好像变成了冰屑，又
沉又冷地压在身上。”太冷睡不着，十七岁的两个女孩子——“我”和“小鹿”开起了玩笑，抓头边
的雪当冰淇淋吃，“我们互相开着玩笑，没想到才一会儿，我和小鹿的身体都像钟摆一样哆嗦起来，
好像有一双巨手在疯狂地摇撼着我们，这才感到雪的力量。”两个天真无邪，不知天地之畏的小女孩
不敢动弹“我们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借以保存最后的热量。许久，许久，才慢慢缓过劲来，被雪
凝结的内脏有了一点暖气。”高原反应加上困倦，让两个女孩子沉沉睡去，小鹿担心第二天醒来会不
会睡在汪洋之上，等到第二天在一片雪光中醒来，“咳！伤心极了，我们太高估了人体微薄的热量。
雪地上不但没有任何发洪水的迹象，就连我们躺卧的痕迹，也非常浅淡，只有一个轻轻的压痕，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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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两个全副武装的活人曾在此一眠，而是两片大树叶落在这里，又被风卷走了。”这是关于雪地上
的睡眠，还有关于雪原上的饮食又是怎样的呢？应该没有蔬菜吧，可是长时间没有蔬菜吃又是什么样
的感觉呢？还有关于高原上的寂寞又是怎么打发的呢，尤其是大雪封山的时候？还好，毕淑敏作为一
个在高原上生活了十一年的女兵，有足够的经历让一切感觉重现。她在城里生活了十七年，在雪原上
生活了十一年，然后回到城里，她清楚地知道对城里人什么是好奇，什么事是不可思议。清新如雪的
文字，炉火纯青的笔调，细腻如丝的心思，让这本《西藏，面冰十年》一点点美好起来。她在书里满
足着我们所有关于高原的想像，很真实很贴切，触觉，嗅觉，视角，各方位都能俱到。不过，她到底
是几十年后再讲故事，大概往日生活中的辛酸渐渐远去，孤独、寂寞、疾病、生死都渐渐淡去，留在
记忆中的多是女孩子的浪漫天真，胆大无畏，好胜逞强。她讲述着十七岁时的她，带着和我们一样的
迷茫和陌生走进阿里，她看到小盆里洗不好床单，就想拿到河水里浆洗，却发现看似平静的河水却凶
猛地差点把被套冲走；她也会想吃水果硬糖，几个女伴找到刷牙瓷缸在煤炉上熬糖稀，然后倒进冰水
里冷却；她也会遇到生理期，却发现高原上纸张供应不足，只能用店里唯一剩下的宣纸应付；想吃核
桃仁，怎么用铲煤的铁锹翻炒；怎么用牦牛粪在高原上煮饭；怎么用天然的羊毛织毛衣；又是怎么在
寒风中等待邮车的到来⋯⋯美中不足的是，这散文集里大概有很多篇曾作为独立篇章写给杂志社，现
在连贯起来看，就发现有些情节重复描写，如果是本小说就好了，就像迟子建写鄂温克族人一样，有
丰富的情节，和连续的故事。那样就是完美了！
4、对于一个女生，在自己豆蔻年华的时期选择参军，选择去西藏阿里，并且一待就是10年，需要多大
勇气？！这本书写的就是毕淑敏在西藏阿里期间的事情，一些琐事。对我而言那些事没什么印象，但
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于我认识的女生，哪几个有这样的魄力？！就是男生，包括自己，觉得也没
有。现在的我们心中牵绊的太多，少年没有少年往外闯世界的勇气，更多考虑的是家人，有一种很容
易满足现状的安逸的心。不想说那么大，就看自己，一直想要跑外面，但考虑很多，家里没有给自己
说一定要回家，现在他们对自己已经是够放开了，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心还是放不开，不知道因为
什么放不开。不说毕淑敏的文学成就，因为自己才读她这么一本书，但就她年轻时候这样的魄力，不
管当初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在书中我没有发现），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很大勇气，即使她当初不知道
要待10年，即使就是一种冲劲，就决定了。就是这样的冲劲，是自己想要的。对自己而言，少的就是
那种冲劲，易于满足，害怕颠簸。最可怕的是，自己认识到了，还是没有改变，没有勇气，不愿改变
，我会改变吗？当然这样的经历也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管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个人财富，还
是个人荣誉。
5、不偏爱散文，但喜欢看这类记录曾经某个生活片段的小文章。西藏，是多少驴友的梦想，但整整
十年的青春年华，在当时物资匮乏、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且常年高寒的地方，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值
与不值，见仁见智，但我始终相信，在意想不到的艰难之中，也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如何，感
谢那些边防军人，感谢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和寂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也感谢作者，有
心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这一个个装满青春灵动灵魂的小故事。人会老去，但青春不会，文字会让青春
永恒。
6、白发却不年老的‘老医生’以信使身份的离途是不平静的，他永远驻足在了这高原；年轻女孩给
同样是年轻的班长的特殊送别，让我们看到了人心的美好；在这雪山上处处充满了危机，他可能在睡
梦中，在你的一个的喘息中，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年轻女孩快乐的心，她们自制糖粒，自制花生糖。。
。她们的生命在雪域高原上绽放。。。。。。
7、2013年读完的第一本书，这算是目前我读过的毕淑敏老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揭示了一种其他任何
人都没有体会过的西藏生活，这是毕淑敏眼中的西藏，是她生活了十年的西藏。帮烈士送行的场景，
还有送逝去的病人去天葬的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记。如果她不写，我们不可能
了解这样的事，所以这本书值得读。这是一个军人眼中的西藏，有苦也有甜，不时地提高军中的一些
趣事，艰难中依旧透露着快乐。十年，很长，需要默默的坚守；面冰，不易，那是深深的坚持。西藏
，神秘，依旧是那给我的印象。
8、她的文字不太美，有时候甚至粗糙得让人皱眉。然而她这些回忆，就如同藏人的面庞，有一种未
经雕琢的质朴。许是蕴含了藏区风景的美，许是保留了曾经十年的纯真，我竟然手不释卷地读完了。
她的那些回忆，也暗暗唤起了我对藏区的记忆，有光芒闪耀的冰川，有清澈见底却沁凉入骨的河流，
有蔚蓝天空之下巍峨的雪山⋯⋯ 她对狮泉河一夜冰封的描述，甚至让我有冬季去阿里的冲动。面冰十
年，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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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两年前的现在，高考完的暑假，打工之余觉得无聊便去县城最繁华的地段转了转书店，想为自己
挑几本打发闲暇时间的书，《最小说珍藏版》和毕淑敏的《西藏 面冰十年》一下吸引了我的目光⋯⋯
虽然距读完这本书以有两年，而且去年寒假时又重温了一下，现在谈起这本书时，没有了当初的那种
激动，有的只是从心里发出的一声感叹：这是一本好书，值得认真阅读。那时的我刚刚结束高中的统
治，正全身心的投入放松，思想上轻松了不少，没有束缚，渴望新鲜的血液，这本书恰恰提供了我想
要的。真是一本女性坚强成长的必读之书，是锻造坚强心灵的挚友，不做夸奖评价了，再写下去就是
浪费时间，总之这本书很好，等到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书房或者在我的房间里有了自己的书架，一
定要把这本书放进去，让朋友看，也留给后人看。
10、很不错的书，值得看，看看毕老师当年当兵的生活经历，很受益，也能了解西藏，了解那个雪域
高原的另一面，我也是看过毕老师的两本书，越来越想去西藏了，想去感受一下西藏的气场。。毕老
师的文字也很优美，一路看下来灰常享受。
11、面冰十年，恍如时光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晒了晒，她那16岁到28岁的青春年华的十年，回不去的
只是岁月，找得回的总是往事记忆。
12、买这本书的时候本是被题目中的西藏二字所吸引，以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那个一直向往的
地方。读下来发现原来不是长篇小说，却也让我看得不忍放下。十多岁的少女在祖国的号召下从军卫
戍边疆，一呆就是十一个年头。艰苦的条件，贫简的环境，单一的生活似乎在主人公的笔下并不是主
色调。一篇篇的短文里描述的是几个充满了生气，率真，典型的那个时代的爱国进步女青年。我想这
本书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应该是作者懂美的智慧。西藏新疆想去的人多了，那里多美啊，还需要去懂吗
？但是试想十多年远离自己家人，朋友，还要在严格的要求下生活工作。如果没有爱美懂得美的心，
如何坚持？保持一颗发现美的眼睛，能够保护我们，少受逆境的折磨。保持一颗发现美的眼睛，也使
我们能够更加快乐，乐观处事，因为多糟糕情况下，bright side总会占上风。就像书里所说的，作者在
这个历练的过程中她获得了宁静淡泊，留下了和战友在一起苦中作乐的美好回忆还有每次神奇的大自
然带给她的惊叹。想想自己吧，我的那十多年过的远没有作者那般艰苦，但是我却白白浪费了多少美
好的事物，皆因每天不停的抱怨和俗人的那点贪嗔痴。其实跳出自己给画的圈，多看看周围，美丽只
是我们没发现，快乐只是我们不懂去获得。
13、读前吸引我的三点，西藏，军医，面冰十年。但读下来发现，并没有读到预想中西藏的风土人情
，直面疾病和苦难的描写，以及面冰十年的长久忍耐与升华。对于这本书来说，西藏，意味着高山之
巅冰雪环绕的封闭匮乏兵营；军医，意味着一个原本学英语的年轻女孩初触死亡的恐惧与静默；而面
冰十年，留下的是脱离了时间维度后聚攒成一把的记忆。书里记录的是作者在高原当兵时一个个小故
事，关于衣食住行，因为环境的限制，一切变得不再平常普通，被技术文明与社会分工所抛弃，原始
而生动。每一篇的篇幅很小，多数笔调轻快，作者活泼机灵。因为是回忆录的形式，过往的坎坷似乎
都能轻描淡写，每件小事都有了记忆里时光独特的鲜亮美好感。我其实不太喜欢作者的文字，那些连
篇的粗糙修辞，或故作娱乐故留余念的收尾体，读起来总觉得像学生作文，但全书读下来，还是有些
很打动我的体验。一是独自走进自然面对天地；一是旧年代严格却安适的集体生活（不赶不奔命，虽
匮乏却能游曳于生活）；一是隐逸于世界之外的孤独自由（读这本书最初最大感受，认同感）；还有
那些个怀揣着笨拙小聪明、憨实可爱的战士形象。下面做些书摘：“当你注视着一条滚滚而来的大河,
在傍晚和黎明探视它,排除阳光闪烁的金斑干扰,你如同与一条通体透明的龙对视。洞穿它每一个旋涡
的脏腑,分辨出每一块卵石的纹路。那一刻,你会感到水的至清无暇,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与净化。”“人
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孤独地走进大自然的怀抱，你会在一个大的恐怖之后，感到大的欣慰；⋯
⋯你会感到一种力量⋯⋯会逼近生命宇宙终极的拷问⋯⋯会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微，世间之贵，死
亡之近。我以为在很年轻的时候，有机缘迫近这番道理，是一大幸运。你可以比较地眼界开远，比较
地心胸阔大，比较地不拘一格，比较地荣辱不惊。”冻伤后的意识淡漠期的描写：“我们就这样静静
地躺着，感觉万古寒冰的森然阴气，像泉水一般从地心漫上来，渐渐地俘虏了我们的脚，弥漫在我们
的关节，浸满了骨髓，笼罩在血液中⋯一种酷寒而舒适的陌生幻觉，像雾一样包裹了我们的大脑，十
它变得像玻璃一般脆而晶莹。⋯我们躺着，手拉着手，刚开始很紧很紧，透过皮手套，可以感觉到对
方的力量。但是这力量渐渐地涣散下去，骨骼松弛了，血的温度下降了，手套变得像海带一般黏滑，
很快就抓不住了，只好彼此松开。我的手刚一接触到雪地，就被它吸了过去，牢牢地粘在冰上。好像
手是一块生铁，地是巨大的磁石。我觉得这事有点怪，很想挣脱冰雪的引力。但是没办法，手指根本
就不听指挥，它们不再属于我，已经成了绵延万里的冰山的一部分。”“灵魂肯定是一种承受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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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它离去了，人体反而滞重。”“当我们患病的时候，精神是一片深秋的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
寒风，都会引起萧萧黄叶的凋零。”女兵想像氧气压缩片“含在嘴里，轻微的香甜过去后，糖衣融化
完，就一定会有带着薄荷味的氧气，像雨后森林的风一般，源源地飘出。”老兵走过，憨直笨拙的搭
话很捣蛋很煞风景哦，“氧气可以压缩到瓶子里，压成片，没听说过，太危险了，比如你兜里装了许
多氧气片，要经过炉子旁边，会呼的一下烧起来，爆炸起火⋯⋯”“炉子里有一块烧的正热的煤，啪
地裂开了小缝，火苗从一大朵分成两小朵，发出丝绸抖动的声音。”“有时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无
穷无尽的雪原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的我，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
”还有按个头大小被定老小的炊事员“又不是山芋，凭什么按个头定孬好”，“见风就长的拉面条”
，集体生活里容易沦为不合群的小聪明，挑中胖听的小战士，昆仑之吃里的部队食堂，被所有战士宠
爱的黑黑⋯⋯遥远又熟悉，年代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姑姑部队里渡过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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