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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果洛果洛 笔记笔记（（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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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他们在鄂姆措待得有点久。湖
之上，建有一座玛尼堆，并插着高的风马旗杆。
他绕着转了三圈，朝着神山圣湖祈祷，随后，一
行人坐在高埂上，临湖，远眺群山，将天神上界
的花园，默画于心。天地太静了，高天流云，附
丽于色莫岗上，与鄂姆措湖边的野花仙草、碧水
蓝天相映衬，观湖，拿云，好一派浪漫的诗情画
意啊。坐在草地上的人，一个也不想走，仿佛入
了化境。他坐在湖边观鱼，揽云，赏花，看峰，天
蓝一色，风掠过，水上有骑马的山神踏云而来，
肩上的风马旗猎猎。经幡柱的云来，风去，鱼
来，雨走，就像白蛇蝶变的女神而来，其实他身
边的女眷皆为女神。

在鄂姆措近观的时间有点长了，早已超过
规定的下限，再美的风景，再通灵的圣湖，总
有说再见的时刻，他还是舍不得起身离去，刚
才坐于湖边，有点禅坐的意味。闭目，冥想，
草地上芳菲袭来，鄂姆措的鱼儿引导他入定，
仿佛遭遇了一场量子纠缠。冥冥之中，人与神
山圣湖感应，他不仅感官了年保玉则的外世
界，也梦入密世界，横亘于神山九座坛城，在
视野里展现。恍惚间，他读过《山海经》《禹
贡》《淮南子》的画面掠过脑际，因了信息量
太大，搅成了一团。昆仑城阙在他的眼中渐次
高巍：《水经注》上说“昆仑之山三级，下曰
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
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中有增城
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
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
碧树、瑶树在其北”。然而，一片冥思与感
悟，被大历史学家顾颉刚一语道破，“在中国
的西面，有一座极高极大的神山，叫作昆仑，
这是上帝的地面上的都城，远远望去有耀眼的
光焰。走到跟前，有四条至六条大川潆回盘
绕，浩瀚奔腾，向四方流去”。

该走了，起身作别，爬过那道山岗，年保
玉则隐没于他的身边，雾一样的湮没。一岭分
江河。登车，驶至入口处的丁字路口，左拐，
朝隆格山垭口驰骋，地域渐次升高。以他对青
藏高原海拔的生理敏感，不用看表，他便知已

逾生命的禁区了。应该在4300米左右吧。果
然，车子在一道山岭的垭口下戛然停下。他打
开车门，跨脚下去，只见车边立了一道经幡
群，神山垭口挂经幡，祈求山神天佑众生，此
为藏地风俗。他朝经幡群看过去，山垭立了一
个指示牌：隆格山垭口，海拔4369米，与他
的身体预兆，相差无几，同行皆惊叹。伫立垭
口上环顾左右，有一条人迹踩出来的小径。沿
着旅痕，往前走了100来米，色莫岗便在正前
方，可一揽入怀。往北看过去，半山坡上，一
个大观景平台，年保玉则全维照片在视野中显
现，站在隆格山垭口，换一个角度投目，极目
处，秋阳如血，苍山如海。

应是天下胜景吧？一片绿色之海，奔来眼
底，山外青山，连成一片天鹅绒般绿丘，像一
个个仙子裸裎于天地间，秋风起，波涛般地起
伏。云罅中，裂出一道金光，宛如一只上天之
手，追云带雨，在抚摸着山岭的曲线，直抵色
莫岗。与藏区古老的历史地理坐标，连接成朝
天阙、昆仑阙。

一切关于昆仑神山的想象，或远或近呈现
于眼前。他不禁叩问，美哉斯地，难道就是古
书记载中的昆仑墟吗？陪同而来的久治宣传部
部长说，别小觑了这座山岭，它是黄河与长江
的界岭。站在隆格山岭之巅，往北看过去，便
是黄河流域，朝南看过去，就是长江流域，金
沙江便在正南方。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系的河
流，皆流向黄河，他知道河出昆仑，朵康地区
的色莫岗，由年保玉则诸神山的统领。色莫岗
南面的水系，都流向了长江，而色莫岗北面和
东面的水系，却流进了黄河。山之北的湖泊有
120多个，而水系则有3条，即仲曲、九曲、
普布曲，皆从色莫岗之南，流向了黄河。

河源出昆仑，在华夏2000多年历史长河
中，一条黄河源头，却为两朝帝王钦定，分
别是大汉、大清皇帝。第一个钦定河出昆仑
的是汉武帝刘彻，他轻信了张骞之说。当
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本任郎职，一介书生
也。行前，想必是读过《山海经》《禹本经》
的，且老家又在汉中，自然熟悉西北山河地
理。然，张骞一出国境，便被匈奴人截留，
得间逃了出来，到了月氏。他想从南山，即
新疆南界的山，从羌中归国，不幸又被匈奴
捉住。彼在西城待了 13 年之久，到达了大
宛、康居、月支和大夏诸国，出使时带了
100 多人，回来时仅剩下两个人。上朝晋见
皇帝，他对武汉帝说，黄河源头在于阗之
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意思是
说，黄河从青海流出，其境内住的都是羌
人，而汉人是寻不到源头呢，而臣的冒险之
旅，竟然看到了更远的源头。张骞当着皇帝
说河源在于阗南山，回来的使者也这么说，
汉武帝就钦定黄河源在于阗昆仑。站在朝堂
一侧的司马迁瞠目结舌，质疑张骞之说，故
在写《大宛传》时，下笔很谨慎，说《禹本
纪》称昆仑高2500余里，于阗南山没有这么
高峻的山啊，间接否定了汉武帝钦定河源出
喀喇昆仑。班固著 《汉书》，人虽未亲历西
域，其胞弟班超在西域超过 31 年，走遍天
山，越过葱岭，其地理知识全传给了胞兄。
因此，班固的《西域传》，对于阗南山，仍称
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昆仑，显然是接受
了司马迁的主张。而真正查清黄河源却到了
清代。乾隆四十七年，清高宗派侍卫阿必达
寻访河源。阿必达到达青海果洛玛多，走到
了星宿海。回来报告乾隆，说星宿海西南有
水名阿勒坦郭勒……入阿勒坦郭勒，回旋300
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乾隆闻之大
喜，令 《四库全书》 的总编撰纪晓岚编写
《河源记略》，这个伟大的发现，一步步接近
了黄河的正源。

走下隆格山垭口，一岭分南北，江河隔一
山。车子蜿蜒而下行，往久治县隆格寺方向驶
去，那是格鲁派的喇嘛寺庙。从色莫岗岭南流
下来的冰河，越过不曾长树的大荒，涓涓细
流，往通天河奔突。彼时，他坐的车子也暂别
了黄河流域。倒车镜中，黄河青山渐行渐远，
下山，拐过一道又一道的山岭，前边，长江流
域，离他的故园金沙江越来越近吗？

青海长云落空山。翻越岭后，前方那条大
江，真是他少年时看到父亲烟标画的金沙江
吗？心中的大江，离他远了，还是近了？

且看 《果洛笔记》 之五 《果洛三部的原
乡》。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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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是一种传染病。它
不能用码尺或者磅秤称量后，
再由老师传授给学生。它只能
由那些用想象力装点自己学问
的老师来进行传播。说到这一
点，我只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
言论。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
先把知识比喻为一个代代相传
的火炬。这个点燃的火炬就是
我所说的想象力。大学组织的
全部艺术，就在于供应一支用
想象力点燃学问的教师队伍。
这是大学教育所有问题的重中
之重。

——（英）怀特海
我们经常说，教师不应该

是知识的搬运工，把知识简单
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搬运到学生
的头脑中。知识是搬不走的，
真正的知识一定是学生自己建
构的。想象力也是如此，想象
力也不可能“用码尺或者磅秤
称量后，再由老师传授给学
生”，想象力像火炬一样，是
需要点燃的。如果教师缺乏想
象力，如果教师本身不是一团
火，是无法点燃学生的想象力
的。有人曾经说，教育是用一
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
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
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想象
力比喻为“传染病”，如果教
师没有想象力这种“病毒”，
是无法让学生感染上的。所

以，一所真正的好大学，一所真
正的好学校，需要有一批能够

“用想象力点燃学问的教师队
伍”。他认为，这是办好一所大
学的关键所在，是大学教育所有
问题的“重中之重”。

想象力和知识的融合通常需
要一些闲暇，需要摆脱束缚之后
的自由，需要从烦恼中解脱出
来，需要各种不同的经历，需要
其他智者不同观点和不同才识的
激发。还需要强烈的求知欲以及
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由周围社
会在获得知识进步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你不能一
劳永逸地拥有想象力，然后无限
期地将其保存在冰箱里。定期按
照一定的量来支出。有学问和充
满想象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
而不是一种商品。

——（英）怀特海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

更重要。但是，想象力如果和知
识融合起来，会发挥更加巨大的
作用。怀特海特别强调，大学应
该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共同分享

探险的理想之地”，就是想把年
轻人具有的想象力和老年人具有
的知识，在大学这个特殊的空间
互相激荡碰撞，彼此感染交流。
他在书中充满激情地呼吁——

“你想让你的老师充满想象力
吗？那么，鼓励他们去研究探索
吧。你想让你的研究者充满想象
力吗？那么，把他们带进那些正
处于生命中最热切、最富想象阶
段的年轻人的智力同情中去吧，
这时这些年轻人的智力正开始进
入成熟期训练。让你的研究人员
对着思想活跃、具有可塑性和拥
有世界的年轻心灵阐述自己吧；
让你的年轻学生通过接触那些有
天赋、有智力探险经验的人，圆
满度过他们的智力获取时期。”
所以，怀特海主张给大学老师更
多的闲暇时间，让他们能够自由
地交流与分享，让他们不断地挑
战和探索，让他们拥有强烈的求
知欲与自信心，最重要的是，让
他们能够不断地成长。成长，才
能让想象力和求知欲保鲜。

对于成功的教育来说，传授
的知识必须有一定的更新。要么
是知识本身的更新，要么是知识
在新时代新世界中新颖的应用。
知识的保鲜有如鱼的保鲜，不更
新就会腐烂。你可能正在学习一
些陈旧的知识种类，伴随着一些
过时的原理，但是尽管如此，要
努力使这些知识对现实有即时的

重要意义，就像刚从大海里捞出
的鱼一样新鲜地呈现在学生的
面前。

——（英）怀特海
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

知识的更新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需
要，也是成功教育的标志。怀特
海认为，知识更新有两种路径，
一是“知识本身的更新”，即用
新的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构建新
的知识体系；二是“知识在新时
代新世界中新颖的应用”，即用
旧的知识解决新的问题，让知识
在应用的过程中保鲜。他用鱼的
保鲜为例，讲述了知识更新的意
义，如果不能够更新知识，知识
就会像鱼一样腐烂变质，臭味难
闻。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之中，
要能够让学生不断接受新的知
识、新的资讯，同时，要能够让
他们学会用知识解决现实生活的
各种问题，让知识像刚刚从大海
里捞出来的鱼一样，“新鲜地呈
现在学生的面前”。

有学问和充满想象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
苏禾日

钱颖一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著名经济学家，著作多，获奖也多。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这本 《钱颖一对话
录》。

这是一本充满才气、张扬个性、体现跨
界、闪烁智慧的书。

读这本书，犹如看高手过招的武林大会，
抑或看华山论剑的武侠小说，大开大合，跌宕
起伏，快意恩仇。两个字：过瘾！

读这本书，好似看明星大腕飙戏，张弛有
度、活色生香，思想的深度、神采的飞扬、表
达的鲜活，一切皆有！

钱颖一，在多所大学任教，有丰富的教学
经历和新颖的教学理念。

开设“院长对话”，是钱颖一在担任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时，进行的一项教学改革，
意在探索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和路径。

他作为主持人兼主讲者，邀请全球知名人士
到清华大学与他共同为学生上公开课。有双人对
谈，有多人对谈，话题相对集中，思维发散开
放，形式随机应变。现场的清华学生，可以边听
边问，可以质疑争辩，共同教学相长。

这本书，就是他 20 场对话式教学的实录，
也是他与21世纪世界级创业家、投资家、跨国
公司CEO、文学艺术家、教育家的知识交汇、思
想碰撞、智慧交锋。

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围绕创业问题，钱颖一先后与埃

隆·马斯克、马云、马克·扎克伯格、彼得·蒂
尔、马化腾、布莱恩·克比尔卡、张首晟、饶
毅、汤晓鸥、张一鸣、沈南鹏进行八场对话。集
中讨论“创新的本源”“科技创新的大未来”“逆
向思维之道”“在硅谷谈创业”“成长史与创业
经”“科技驱动成长”“80后的创业时代”“中国创
业投资的黄金时期”等话题。

第二部分，围绕创新问题，钱颖一与蒂姆·
库克、劳尔德·贝兰克梵、萨提亚·纳德拉、罗
睿兰、鲍达民、布莱恩·罗伯兹进行八场对话。
涉及的话题有“不求最早，但求最好”“从历史中
学习”“增长型心智模式”“人类将进入认知时
代”“企业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变革世界中的
领导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业企业二代接
班”“未来科技对企业的挑战”等。

第三部分，围绕创意问题，钱颖一和万方、
余隆、黄延复、金铁霖开展四场对话。话题涉及

“戏剧与人生”“艺术的价值”“清华四哲人”“走
进声乐殿堂”。

作者曾说：“这本对话录的精彩，不应是因为
名人的聚集，而是在于内容的独到。”

读完此书，就知道它获得2021年“21世纪年
度好书”的实至名归！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钱颖一的《钱颖一对话录》
杨建平

读这本书，犹如看高手过招的武林
大会，抑或看华山论剑的武侠小说，大
开 大 合 ， 跌 宕 起 伏 ， 快 意 恩 仇 。 两 个
字：过瘾！

读 这 本 书 ， 好 似 看 明 星 大 腕 飙 戏 ，
张弛有度、活色生香，思想的深度、神
采的飞扬、表达的鲜活，一切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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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莫岗风光 徐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