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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新时代“天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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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
歌曲名称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
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
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
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诶
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
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诶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诶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歌词

说起《天路》的创作，
要追溯到2001年初夏。解
放军总政治部领导要屈塬
和印青为西藏军区歌舞团
藏族歌手巴桑写首新歌，
参加当年“八一”晚会演
出。屈塬与印青的合作始
于1999年，是一对黄金搭
档，在歌曲创作上经常感
应默契心有灵犀。日子一
天一天过去，屈塬和印青
却一筹莫展，歌曲创作无
从下手。有一天，屈塬在报
纸上看到一篇通讯《青藏
铁路揭秘》，顿生灵感，第
一稿歌名为《高原幸福
路》，在修改过程中，印青
又认为“天路”这个词很契
合青藏高原修路的含义，
于是，这首歌就定名为《天
路》，其作为专为青藏铁路
谱写的第一首歌曲，最先
出现在 2001 年“八一”文
艺晚会《边关颂》上。

创作背景

作者歌者简介
《天路》词作者屈塬，

1959年10月生，陕西乾县
人，词作家，诗人，国家一
级编剧，2007年元月调任
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
长，大校军衔。曲作者印
青，1954年5月生，江苏南
京人，著名作曲家，总政歌
舞团一级作曲，中国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全军艺术
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总
政歌舞团团长。首唱者巴
桑，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
团藏族歌手。唱响者韩红，
她在 2005 年央视春节晚
会上的放歌，真正使《天
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广
受听众喜爱。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像一片

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5月11日上午，82

岁的原藏民团退役老兵多加在甘孜格萨尔机场候机，即将开

启人生第一次飞行体验，他忍不住哼唱起《天路》。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

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无独有偶，6月16

日下午，64岁的巴塘弦子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扎西在给客户

送定制藏弦胡“上门”途中，第一回听说川藏铁路要经过巴塘，

他不由得哼唱起《天路》。

从2001年传唱至今，《天路》仍激荡人心。不为别的，只

因它道出了“高原冻土变成建设热土”，只因它唱出了“‘两路’

精神再铸青藏奇迹”。如今，一部部同名的“建设史诗”在13.5

万平方公里的甘孜大地上演——

“世界第一高”雀儿山特长公路隧道、“西南第一长”雅康

高速二郎山隧道、“四川第一大”泸定大渡河大桥、全国唯一拥

有3个海拔4000米以上支线机场的市州……一大批刷新纪

录的超级工程陆续建成。

雅康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康定过境段加快推进、泸石高速

公路开工建设、川藏铁路（甘孜段）“一桥一隧”控制性工程全

面开工……

不论是“千里川藏一根轨”的“天路”，还是“隧贯东西桥南

北”的“天路”，抑或是“神鹰披着那霞光”的“天路”，这一波波

涌动的建设浪潮皆示：“铁公机”齐发力、密织立体交通网的甘

孜，正在奋力续写新时代的“天路”传奇。

◎甘孜日报记者 李娅妮 文/图

千里川藏一根轨铁

雅康高速大渡河大桥。

山峰飞驰，峡谷闪现，汽车奔驰在雅康高速。
望向窗外风景，桥横“天路”尤短。潋滟红

桥身飞跨，犹如彩练挂云端，全长1411米的
泸定大渡河大桥尽收眼底。

此时此刻，距眼前这座“四川第一大”单
跨钢桁梁公路悬索桥约4千米的更高位置处，
一座主跨1060米的“世界跨度最大山区铁路
悬索桥”正呈“一日千里”之势。

这是几代人百年夙愿照进现实。自去年9
月30日，川藏铁路“最难段”雅安至林芝段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批后，11月8日，川藏铁路甘
孜段先期工程“一隧一桥”便迅疾“落地”，正
式破土动工。

“有‘世纪工程’之称的川藏铁路，是一条连
接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快速铁路，是继青藏
铁路后的第二条进藏‘天路’，曾经一度被认为
不可能建成，但如今，在党委政府对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的深切关怀下，正在变成现实。”甘孜
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不
只是川藏铁路甘孜段“一桥一隧”控制性工程开
工，其相应的配套公路建设也全面启动实施。

6月初，记者随省决咨委课题组在川藏铁
路泸定特大桥成都岸施工现场调研时了解到，

“川藏铁路甘孜段所经地区，既有比成昆铁路
‘地质博物馆’还要复杂的地质条件，又有比南
昆铁路‘地下迷宫’更为艰险的路段，还有比青
藏铁路‘筑路禁区’更为艰巨的挑战。”

在成都岸，偌大的智能化大屏幕将川藏
铁路泸定特大桥主缆、加劲梁、主塔、隧道锚、
建设条件及工程施工重难点通过三维视角一
一直观展陈眼前。据了解，该工程桥址为典型
的高原深切峡谷地带，具有坡陡、谷深、风大、
日照强、温差大、破碎岩地层以及近场地震烈
度高等显著特点，桥面距离谷底达385米。

“川藏铁路泸定特大桥作为‘进藏第一
桥’，它首次采用千米级跨度、850吨级缆索吊

机新装备，同时采用世界最大体量隧道锚。”
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表
示，全桥混凝土用量约28万方，钢材用量约
10万吨，总工期计划约74个月。

“一条巨龙飞跨峡谷激流后，条条巨龙将
翻山越岭，给甘孜儿女带来吉祥。”中铁二院
贵阳公司川藏铁路新都桥至巴塘段线路专业
设计负责人李玉龙告诉记者，川藏铁路甘孜
段自二郎山隧道向西进入甘孜州境内，经过
泸定、康定、雅江、理塘、巴塘、白玉 6 个县
（市），线路总长度约396公里，桥隧总长约357
公里，桥隧比90.2%，州境内新建车站10座。

他表示，川藏铁路“显著的地形高差、强
烈的板块活动、薄弱的基础设施、恶劣的气候
条件、频发的地质灾害、敏感的生态环境”六
大特征在甘孜段表现得尤为明显：线路从康
定以往需穿越雅拉河、色拉哈、木格措、玉龙
西、理塘等深大活动断裂，地质条件极其复
杂；沿线区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世界级
的物种基因库，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
重点保护区域，环境敏感点众多，研究区域内

共有91处环境敏感点……这都给川藏铁路
勘察设计及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穿越四条全新世的活动断裂，受高地温、
岩爆等重大不良地质条件影响的康定1号隧
道‘五毒俱全’，将是铁路建设史上地质条件最
复杂隧道；而毛垭坝1号特大桥桥梁整体布设
在毛垭坝草原景观廊道上，海拔4100米以上，
为整个川藏铁路高海拔地区最长桥梁，同时还
是全线最能体现人与环境和谐融洽的建设工
点。”李玉龙透露，整个川藏铁路顺层板岩地质
条件下埋深最深的隧道是迎金山1号隧道。

穿越一世纪，新时速200公里。《川藏铁路
赞》有言：八起八伏超万米，天路神工力。如今

“千里川藏一根轨”的“天路”，不断向着甘孜
更深处的腹地延展，相信经过“铁军”数年艰
苦奋战，在攻克许多罕见科技难题后，这穿越
世界屋脊的又一条“天路”，将似一条洁白灵
动的哈达，萦绕在甘孜雪域高原，成为连接西
藏与四川的生命线、交通线，更是甘孜沿线各
族群众的致富路、振兴路。

“千里之遥，当日往返”对82岁的藏民
团老兵多加而言，曾经意味着“白日做梦”。
今年5月，从甘孜格萨尔机场起飞的他，一
朝圆了“神鹰梦”不说，还第一次离开康藏
雪域，到魂牵梦绕65载的革命圣地延安，瞻
仰宝塔山杨家岭，道出一声凝结“藏汉一家
亲”厚谊深情的“老兵多加，前来报到！”

“啧啧啧，1小时，从天府大都会深入川
西大腹地，这也简直不要太快了吧！”6月16
日下午，当“幸福甘孜大V行”20余名知名记
者大咖搭乘的航班降落在甘孜格萨尔机场
时，因《山海经》系列作品“出圈”的人文艺术
博主@爱摄影的焕焕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老兵跨越时空的一声“报到”，大V跨
越时速的一次“首秀”，只因一代代奋斗者
的“梦想航标”已牢牢插在了甘孜县来马
镇和德格县错阿镇交界的静谧群山中。

“那年，我11岁，是头人家的奴隶‘娃
子’，常常跟着阿妈、阿姐去斯俄乡的‘飞
机坝’，帮抢修机场的十八军战士们挖土
填方，居然每人每天还能挣1块钢洋。”老
兵多加的漫长的记忆里，半个多世纪前，
万里晴空的“康北腹地”，4架飞机平稳降
落的画面至今清晰，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年迈的自己竟也能搭上“向往的
神鹰”去“向往的远方”。

追溯过往，在甘孜县建设机场是历史
的必然选择：1943年，西康省修筑甘孜飞
机场，用时8个月，仅完成土方工程；1951
年春，十八军先遣部队胜利结束昌都战役，
部队给养困难，却不愿就地筹粮，给当地群
众增添负担，上级决定抢修甘孜机场，建立
空中通道，同年11月20日，机场落成。

2019年9月16日上午9时26分许，随
着3U8013次航班徐徐降落，甘孜格萨尔机
场正式通航，成都、重庆到甘孜州康北腹地
的交通时长缩短至1小时；数百名身着盛
装的藏族群众载歌载舞，和着阵阵礼炮声，
共同欢庆这一难忘而激动人心的日子。

甘孜格萨尔机场通航，意味着甘孜州
空中交通“金三角”全面建成——成为全
国唯一拥有3个海拔4000米以上支线机
场的市州，极大方便了甘孜人、甘孜产“飞
出去”，八方来客、四海好货“飞进来”。

坐落在雀儿山山脚和国道317沿线
的德格县柯洛洞乡独木岭村，自前年格萨
尔机场通航起，往来游客络绎不绝，“这个
距离机场仅仅1.5小时车程的风情村寨，
集齐了雪山、森林、草甸、牧场多层次复合
型景观，别说还真有‘康巴小瑞士’的味
道，留人得很！”6月19日，记者在该村流
转土地入股打造的全新景区岭·格萨尔觉
如牧场采访时，浙江台州游客章子期说。

每年，“银鹰”翱翔川西高原给成千上
万的游客带来了“上帝”视角，也让他们体
味到“时差1小时”的速度与激情，而受益
者远远不止于此。

“机场的运营大幅释放格萨尔文化核
心区域的客货运输能力，德格旅游经济发
展如虎添翼，岭·格萨尔觉如牧场、岭·格萨
尔药泉小镇……只是国道317沿线景区

‘串珠’中几个‘种子选手’。”德格县柯洛洞
独木岭村牧俗文化体验园总经理汪丹告诉
记者，待8月德格康巴文化博览园将正式开
园，年预计接待能力达70万人次，航空网络
布局已然成型的“康巴文化发祥地”将把

“旅快游慢”——旅途安全快捷，游玩休闲
缓慢讲究的所有特质探入囊中。

因“天路”而生，因“天路”而兴。
今时今日的甘孜，不囿于一条路、一架

桥、一座隧，逢山开“卧龙”、遇水架“飞鸿”，
倾力以川藏铁路建设为主动脉，横向加快
建设川藏战略大通道，纵向规划建设川滇
青大通道；同时做好航空发展与川藏铁路
配套衔接，积极谋划第四机场建设，着力构
建川西北区域性和川滇藏青结合部交通枢
纽，形成“铁、公、机”配套融合的立体交通
网络，努力将我州打造成为川西北区域性
交通枢纽，续写新时代的“天路”传奇。

神鹰披着那霞光机

隧贯东西桥通南北公
运输靠畜驮，渡河靠溜索，出行靠骑马、

传信靠人跑腿……曾几何时，千山万壑与江
河湖泊，像一道道天堑，阻挡着甘孜州各族群
众交流交往的步伐。

1950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
八军进藏部队到达康定，拉开了修筑川藏公
路的序幕。十八军将士用铁锤、钢钎劈通二
郎山、跨过大渡河、征服雀儿山……仅用4年
就建成川藏公路，3000多名英烈为此长眠在
雪域高原，创造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
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

“两路”精神。
“12月25日，康定各族各界3000余人，为

庆祝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伟大成就的康藏公
路通车，在西康省康定第二小学广场隆重举
行盛大集会。”1954年12月26日，创刊不久
的康定藏族自治区机关报《康定报》报道了康
藏公路通车的盛况。

“过去，从家乡德格县玉隆骑马到康定，
每次都要花22天时间，现在我坐上吉普车，只
要两天就到了。”1954年12月26日，原西康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夏克刀登在《康定报》发表
署名文章，表达康藏公路通车后的喜悦之情。

这，是甘孜州的首条“天路”。此后，一道
道沟壑慢慢被跨越，一个个天堑逐渐被攻克，

一条条道路不断丰富着甘孜的版图。
2001 年 12 月，经过 4 年多的建设，长

4.176公里的G318线二郎山隧道建成通车，
被甘孜州群众誉为“第二次解放”。当时，这是
我国最长、埋藏最深、海拔最高、地应力最大、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特长山岭公路隧道。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央和省委的亲切关
怀下，甘孜州倾力打响了交通大会战，通县油
路、通村公路、国省干线提档升级，形成了互
联互通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甘孜交通瓶颈
进一步打开，百万甘孜儿女从此走上了更加
畅通的幸福路。

“变化太大了，真好，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2019年5月29日，十八军老战士李永淑行走在
川藏线时，看到昔日“中国最险公路”变为今日
的“中国最美景观大道”，不禁感慨万千。

一条天路穿云来，条条大路通小康！
2018年12月31日，一条通衢大道以“穿

越时空”的态势将高原与盆地相连——接续
成雅高速公路，从雅安市通向康定市的雅康
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这条135公里的“云端天
路”终于结束了甘孜州府不通高速的历史，成
为辐射带动甘孜的经济大动脉，为甘孜各项
产业发展筑就了“大通道”。

理塘县濯桑乡极地果蔬远销港澳，成为
甘孜产业发展的一段佳话。产业业主丁方丽
感慨地说：“以往交通不便，从理塘到成都车
子要走两天，水灵灵的蔬菜到成都都打蔫儿
了，更不敢妄想运到港澳了。现在，理塘的白

萝卜早上还在沃土里，晚上已经在港澳的餐
桌上，这就是交通带来的神奇变化。”

交通变化带来的发展奇迹，还在继续。
在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张气势

恢弘、五彩纷呈的交通大网，正在加速编织。
这是需要“天眼”才能俯瞰到全貌的变化。

2018年4月，沿悬崖蜿蜒而上，全长7公
里爬升1000米海拔高差的“通天路”——新
龙县然布村通天路建成通车，村民赤称尼玛
骑着摩托带着母亲第一次来到山下的集镇。

2019年9月，全长2298米的得荣一号隧
道正式试通车，得荣县结束不通国道的历史。

2019年12月，雅江县木绒乡通乡硬化路
路面铺筑顺利完成，四川省全面实现100%乡
镇通硬化路。

2021年1月26日，四川海拔最高公路隧
道，位于稻城县境内的国道549线无名山隧道
主体完工。

……
延伸再延伸，拓宽再拓宽，提速再提速。

近几年，照相机快门的速度，已经赶不上甘孜
州道路的建设速度。一项项媲美雅康高速公
路二郎山特长隧道的超级工程如雨后春笋，
在雪域高原构筑起一条条“发展快速路”“最
美产业路”“惠民幸福路”“生态绿色路”“脱贫
致富路”。

承东启西、接南纳北，内通外联、隧贯桥虹。
甘孜，已从“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高原闭塞

之地，到“天路通，通达山河间”的交通枢纽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