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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一百年的跋涉　  死如在未定之见之中，　  在我体内欣喜若狂。
　  &mdash;&mdash;里尔克　  或许，所有书籍只是一间空空的屋子。
　  把陈渠珍的故事复述一遍之后，瞬间，我也成了百年前戈壁沙漠中冒死返乡、而后作古的士兵中
的一员。
在我最后迈出尘世的一步中，有原先根本没法想象的沙漠飓风，比死亡可怕百倍的饥饿、绝望和惊恐
。
而在我仆倒在地的无声无息中，把叙事的软弱、写作的无助传递给了茫茫雪原之外的远方。
我猜摸：当年，一名川籍或湖南籍普通士兵在险恶征途上的无辜徒劳，一定成了作者陈渠珍在十万大
山里的某间孤独小屋中，坚持一个章回又一个章回地把这个故事复述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事隔数年后，死神仍旧在他坚忍的身体里跋涉，一如当年一百多名士兵的马队，在命运的暗黑中懵懂
地闯入荒无人烟的藏地无人区。
这是世上最高海拔的回忆录，每一页都有如坠地狱的风寒，每个章节都雄浑、辽阔、陡峭，挑战人的
极限并使人严重缺氧！
一直到藏族女子西原被葬在小雁塔下，读者肺部的最后一丝氧气似乎才随着作者的悲恸怆然而被挤出
了体内，进入无生命迹象的&ldquo;黎明前的黑暗&rdquo;。
最恐怖的一击在最后一刻莅临：失去一路相伴逃出绝境，拼死护佑自己的心爱女人。
故事最后，男主人公的穷愁潦倒，彻底磨灭了阅读这个故事、同样愈加坚忍的读者身上可能存留的最
后一点耐心！
于是，在故事结尾，故事里的主人公、作者、读者们又一起来到地狱门前，到那阴曹地府的边缘走了
一圈！
这样的情节和场景，几乎是希腊神话中只身前往地狱救回妻子欧律狄刻的盲歌手俄尔甫斯式受难的东
方版再现！
在男人眼看就要救出他的女人，赎回爱的性命的一刹那，事情骤然间向着相反方向飞坠和发展。
人成了真正悲剧的渊薮！
而这几乎是爱的唯一实现！
于是，出自尘世的角度，爱的本质，被凸显成了痛失！
那赤裸裸、完完全全的痛失！
必须在无限的痛里面，人才有可能依稀体味到爱之纯洁和绚丽。
我以为，通过《艽野尘梦》这个文本，陈渠珍颇为艰难地说出了先前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众多经典的
文本未能说出的一个形象：某种刻骨的、难以索回的命运之爱。
在晚清、民国、&ldquo;五？
四&rdquo;新文学、&ldquo;鸳鸯蝴蝶派&rdquo;等众多众声喧哗的写手和著述中，陈渠珍不徐不疾、缓
重的叙述声音，获得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地狱特质的、不可多得的独醒者身
份。
数不清的流派谬误和思想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大众或艳俗，西方和东方&hellip;&hellip;纷纷从
一名湘西山里的老军人的笔下，被过滤掉。
原因很简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文学，而是，也首先是：人生！
　  美好世间的难艰人生，艰难时世的美丽人生！
　  文言文版的《艽野尘梦》，只薄薄一册，淡绿色封面。
到我手的时间是2001 年夏天，一旦开读，即爱不释手，从此成为我当年几本枕边书中的一册。
那年夏天，我刚刚出版《瞎子阿炳》评传，从合肥的《诗歌月刊》杂志回江阴，手上新写作的诗作是
几乎难以整理成形的组诗：《母子曲集》&mdash;&mdash;后有一定稿版本，亦不尽人
意&mdash;&mdash;于是，要想在回忆中检索出当年细读陈渠珍回忆录最初的心境或心情，几乎成了无
法想像的事情&mdash;&mdash;年代的废墟如此庞大，杂旯，唯一有绝对把握的是：我一直把这本已经
看过数遍的小小薄薄的书，携带在贴身口袋里，携带在身边，仿佛它是并非一般干粮的压缩饼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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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天睡觉之前，舌头舔一舔，也有无穷营养，更不要说甘之如饴的回味了。
　  2003 年春天，因为采访并撰写有关吴地田山歌的一个电视片剧本，我住到常熟乡里一个叫
做&ldquo;白茆&rdquo;的临河古镇上。
我在镇上的旅馆，有一夜忽发奇想，运用现代白话把这本散发出晚清、民国岁月的霉味的小册子，逐
字逐句地复写下来，让这一惊世传奇的故事本子挪一挪地方，从旧时代的旅行箱（金属的铰链扣子已
全部锈烂！
）或木盒中取出放到大门口的空地上，去吹吹风，晒一晒太阳，看看封面上作者的姓名、名字，会不
会掉脱、风化？
是的，某种对死亡的好奇心，促使我长久地关注这个被世人遗忘的故事可能的再生，或再世。
我读它时遗憾地感觉到它的心跳正在慢慢地变得微弱，有时十分微弱了，仿佛一名历经了年代沧桑的
百岁老人&hellip;&hellip;我俯身在他黑暗一隅完全无人理会的身子上，那儿，一张平静的脸庞上有着沟
沟壑壑数不清的皱纹，每一道皱纹都在讲述无声的岁月；打心眼里，我被仍旧有着活人呼吸的这张濒
死的面容所深深地打动了&hellip;&hellip;陈渠珍，军中一度做过《边城》作者沈从文先生的名符其实的
老师和师长。
据说写得一手绝好书法。
我一度忽发奇想，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亲眼看一看珍贵的《艽野尘梦》散佚在人间哪怕是一小页的手
稿；或者假以时日，老天可能让我看一次，欣赏一回这名大山里跋涉出来的倔犟老军人的书法手
迹&mdash;&mdash;这时间，谁能珍藏一幅陈渠珍的书法墨宝？
这是在我眼里如同蓬莱仙境似的真正意义上的墨宝啊！
终有一天，《艽野尘梦》的读者会在数量上超过了不起的《边城》&mdash;&mdash;我以为这样近乎痴
人说梦式的一天，很快会降临，且如同所有的奇迹显现一般，会成为中国的文学读者们日常的际遇和
共识&mdash;&mdash;这两部书：《边城》和《艽野尘梦》，终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旷原上并峙的两
座险峰！
出自同一块乡土&mdash;&mdash;湘西凤凰的整体上的文学风景线，又是多么亘古和绚丽！
　  读沈从文，必读陈渠珍！
　  看《边城》，必看《艽野尘梦》！
　  后记　  西原故事　  我抄译这一本故事，前后悲泣数次。
有时想想，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动用文字庄严载录的事体，也不过就数十桩。
翻来覆去，无非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桃园三结义或是众所熟知的特洛伊木马，以及《鲁宾逊
漂流记》、《变形记》一类。
我以为，陈渠珍这名从中国的崇山峻岭中走出来的男子所追忆的早年经历，介于中国大变革年代的裂
缝期，足可跻身于著名的行列。
不久前，和《走进西藏》的作者马丽华通电话，我曾无意间把这段经历概括成&ldquo;西原故
事&rdquo;。
　  大家知道，西原就是这场浩大生死历险里那名聪慧的藏族少女。
当年，陈渠珍携着一百一十五名士兵冒死穿越举世闻名的唐古拉山口、羌塘大沙漠，走回内地的路程
足有一万公里，西原像是茫茫万里路上的一棵小草--但正是这棵小草，救活了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事件
的生命，乃至整个中国军队当年援藏赴险的悲壮史实和记忆。
她也可能救活了我们这些读者在茫茫人海浮沉之余的一点内心的情感&hellip;&hellip;她不是笛福笔下、
克鲁索先生身边的&ldquo;星期五&rdquo;，却比&ldquo;星期五&rdquo;美丽和珍贵多了！
表面上看，作者记述追忆着的，只是一支军队，一场一百年前异地惊心动魄的历险，而实际上，他的
笔墨、心力，却最终落实到了那名藏族女子顽强不屈的纯洁身影上。
他记得她姣好的面容，那面容、那身影深深地映刻在作者脑中，那是永世也无法归去的风雪肆虏的伊
甸园，也是一小处远离人寰的僻静墓园。
我们这些后世读者完全可以凭着这本书的标识去那里祭奠或朝拜。
我们是去朝拜一场爱的风暴，一种品质气度，一份人在茫茫荒原上的温情依偎--以及一颗纯洁而无畏
、野性、美丽得使人潸然泪下的心灵。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生死线>>

　  2003 年10月 译于常熟虞园　  2005 年秋 二次修改　  2011 年7 月再改 于苏州启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生死线>>

内容概要

　　《西藏生死线》（依照《艽野尘梦》译写），是一代传奇人物“湘西王”陈渠珍亲笔撰写的一部
回忆录。
“艽野”指青藏高原。
作者以地名作为每一章的标题，记录了他从成都到达藏区，又从藏区返回内地的传奇经历。
其中详细描述了沿途所经过的昌都、江达、工布、波密、鲁朗、青海无人区、通天河、柴达木、丹噶
尔厅、兰州、西安等十几个地区的“绝版”山水风光、人文习俗，尤以惊心动魄的藏地历险和传奇感
人的生死爱情动人心魄。
整个回忆录也客观描述了英、俄等国觊觎下复杂的西藏局势、清朝封疆大吏之间和军队内部的勾心斗
角以及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
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记小说，还是一份珍贵的清末民初军政备忘录，也是关于一百年前西藏风俗民
情和青藏高原的不可多得的人文地理考查报告。
就小说而言，作者对荒原求生的描写，至今仍能令人心惊肉跳；作者笔端流露出对深爱的藏族少女“
西原”的深情厚义，仍能在一个世纪之后打动今天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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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培：诗人、散文家，1962年12月生于江苏江阴。
早年曾在江南各地漫游，有“文坛流浪汉”之美誉。
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作品获1995年首届“刘丽安诗歌奖”。
1997年“柔刚诗歌奖”及《诗探索》奖。
代表诗作有《低语》、《谢阁兰中国书简》、《忧伤地下读物》。
散文著有《低语》、《五种回忆》、《乡村肖像》等。
陈渠珍简介
　　他是博学多才、崇尚儒道、喜读老庄、兼通百家的“一介武夫”；他见证了中国清末、民国、新
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沧桑巨变；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他曾是沈从文的上
司，与贺龙元帅是旧交，滕代远将军亦受过他的资助。
他叫陈渠珍，100年前以清王朝军官的身份入藏抗击英国侵略、平定达赖叛乱，而后跋涉万里、九死一
生地回到内地统治湘西二十余年，史称“湘西匪王”。

　　《艽野尘梦》成书于民国25年（1936年），印量很少，却轰动一时。
1952年2月8日，陈渠珍因为喉癌病故于长沙麻园岭“寥天一庐”，终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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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一百年的跋涉
总叙 艽野尘梦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第二章 腊左探险
第三章 昌都到江达
第四章 收复工布
第五章 进军波密
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
第七章 波密兵变后 向江达撤退
第八章 入青海
第九章 过通天河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后记 西原故事
《艽野尘梦》
《亡姬西原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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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险象环生的神奇见闻？
　  骇人听闻的行军历险？
　  肝胆相照的生死爱情　  绝境求生&mdash;&mdash;　  话音未落，突然房子的四面八方铃声哗然，我
急忙吹灭蜡烛往窗外看，只见窗外的藏人骑兵，已是满山遍野，分两路朝我们这里包抄飞驰而来。
那些凶神恶煞般的藏兵们飞奔到距离河岸约一百步路的地方，就全体下马拨刀，队容整齐，跳跃前进
。
？
　  有一个姓杨的士兵，昨晚上不幸死在路旁，今天一大早被人发现，大家都饿昏了头，纷纷抢起他
的尸身骸骨啃食起来，可怜那姓杨士兵的尸身，昨夜已经被附近的狼群吞噬殆尽，仅剩两只手、一只
脚。
如今又被士兵们拿去用火烤着分吃了&hellip;&hellip;　  绝险奇观&mdash;&mdash;　  过一个叫大相的地
方，越过那里的山岭，周围全是重峰叠嶂，高峻极天。
人到了那样的山道，竟可以远远俯视脚下的白云。
那座行军所越过的著名大相岭，相传为三国时的诸葛武侯所开凿，故有此山名。
有一个叫虎耳崖的地方，陡壁悬崖，危坡一线，格外叫人心惊胆悬；从那里的山脊俯视底下的河水，
如一条飞舞轻盈的白练，清碧异常。
山脊上道路宽不及三尺，两旁山壁如刀削，似乎留有盘古开天劈地时骇目的印迹。
我当时的坐骑，一路上乘来，原先是从成都购得的良马；到了虎耳崖，过山脊时，我也清晰地感受到
传自马身体内的惊惧颤栗，它不停地扭头、出汗，到道路稍平缓的空地，已是遍身汗流，无论我怎么
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再往前一步，我想内地来的再好的马，到了虎耳崖这样的地方，也就走到了它所
能承受的动物天性胆魄的尽头。
　  生死大爱&mdash;&mdash;　  大家边吃边称赞起刚才比试骑术时藏族女子过人的体力。
我也顺着话头，盛赞那名连拔五竿的骑马女子，即使是训练过的男人，也不一定有她那样非凡、干净
利落的本领。
听到这里，彭错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
他告诉我：&ldquo;你所称赞的那名女骑手，是我的侄女西原。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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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书所记叙的事情，至今恰好百年。
书中，革命、乱世、爱情不是天真的想象，而是一个人真实的天路历程，也是民族国家政治转变时刻
一曲个人与民族的悲歌。
一个受革命思想鼓舞却又怀疑革命不能救国的年轻人，选择了从军戍边，远离革命，结果深深爱上被
他称为&ldquo;艽野&rdquo;的青藏高原，并与藏族女子西原结为生死夫妻。
作者自言&ldquo;儿女情长，英雄气短&rdquo;，莫非革命与人性难以两全？
然及至辛亥革命，这个内心懦弱而又矛盾的革命党人又历经苦难东归故土。
为何？
为了一场革命的结果，一种旧制度的结束，一个新的国家身份的诞生，还是别的什么？
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这部以晚近文言写成的&ldquo;奇书&rdquo;，经诗人庞培的译写而使广大读者得以尽心披阅，实为幸
甚。
　  &mdash;&mdash;孟明（旅法诗人、学者）　  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
人，一切为康藏之游记最。
　  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
　  &mdash;&mdash;任乃强　 著名藏学家　  与常人不一样，陈（渠珍）有底子，常人没有，他的底子
是在西藏打的。
经历了《艽野尘梦》那种大难大厄的人，要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要么有常人难有 的毅力与品格
，成常人难及的事业。
　  &mdash;&mdash;黄永玉  著名画家　  这年头当诗人，成为小说家，写散文，要靠心灵流浪来支撑。
唯有流浪，才能让灵魂真正安静。
庞培是文坛的流浪汉，写散文的诗人，文字动静结合，即温软又刚强，能在抒情中沉思，在沉思中爆
发　  &mdash;&mdash;叶兆言  著名作家　  陈渠珍的《艽野尘梦》是幸运的，这本书在经过了百年沉默
之后终于相逢了一位知音庞培；他将其变形为《西藏生死线》，同时也将这陈渠珍的晚清文言文本译
写成了具有庞培徽记的现代白话文本。
庞培文本之美若木刻般历历在目&mdash;&mdash;满眼的风景、军事、历险之细节为我们果敢而婉转地
传达出原作者与译写者的人生志业与理想，如是杂糅了的白话文不仅透出文体的新鲜流畅，也让西域
风物得以更细致委曲（这是文言不易做到的）的呈现。
这一庞培所创造的别有风格的白话文使我紧张而激动地目睹了，不，应是亲历了一场发生在西藏的小
史诗。
　  &mdash;&mdash;柏桦 诗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导）　  笔记、野史、回
忆录、罗曼斯&hellip;&hellip;那么它终归是一个传奇；历险、逃生、大时代、奇人物&hellip;&hellip;那么
它只能是一个传奇。
实际上，只要有西藏和爱情两样，一本书就足够成为传奇；何况它的作者号称&ldquo;江湖匪
王&rdquo;，而诗人庞培是它的译写者。
　  &mdash;&mdash;陈东东 著名诗人（第三代诗人代表 《倾向》文学人文杂志诗歌编辑）　  清末民初
，&ldquo;湘西王&rdquo;九死一生的西藏传奇。
一场兵变，万里东归路，饥寒交迫，生死考验人性；藏女西原，忘死相随，射猎驱狼，幸得逃出生天
，奈何病魔夺命。
一本堪比《鲁宾逊漂流记》的历险奇书。
诗人庞培的译写文字率直挺拔，刚中带柔，不煽情，不粉饰，读来干净利索，心境怆然。
　  &mdash;&mdash;走走 小说家 （文学杂志《收获》编辑）　  &ldquo;令人叹服的治军能力以及长官
的自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
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
&rdquo;　  &mdash;&mdash;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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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15人出发，7人生还，200余天命悬绝途。
1951年解放军首次进藏，第18军首长秘密参考书。
　  这里记载的是一个尘封百年的最原始的西藏，直到今天也鲜有曝光的珍贵纪录。
这片神奇的土地，从来不需要神话和传奇的铺衬，她圣洁，充满神喻，同时，拥有万千变化。
如果不是100年前一个人的真实历险，并在民国以寥寥几十册自印本的形式面世，我们至今不会了解到
这段惊心动魄又叹为观止的藏地亲历。
　  1911年11月，一支远赴西藏抗击英兵、平定达赖叛乱的清朝军队，在万里之遥的雪域高原奋勇杀敌
，而后突然遭遇辛亥革命带来的生死变局，一行115人深陷绝境。
生死攸关之际，他们决定把性命交给神明，用身体丈量出一条生死线，挣扎着向生的方向朝圣。
　  带队的人正是后来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并曾经做过沈从文上司的&ldquo;湘西王&rdquo;陈
渠珍，而他这一路所经历的奇闻奇情奇事，直到今天依然让所有自恃了解西藏的人羞愧并震撼。
　  ○100年前原生态的西藏：对西藏过去的汉语描述是非常罕见的，《西藏生死线》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原始材料；　  ○生动传奇的私家笔记：独特的个人视角，充沛的个人情感，细腻生动的表达，近
百年前一个传奇人物在你耳边的&ldquo;私语&rdquo;。
　  ○著名诗人倾情译写：&ldquo;文坛流浪汉&rdquo;著名诗人庞培费时数年精研，诗意的译写，白话
文打通了当下人们阅读古言的阅读障碍。
　  ○&ldquo;湘西王&rdquo;陈渠珍：传奇人物，沈从文曾经的上司，贺龙曾经的上司和对手，湘西的
一个传奇，在这本书中留下了鲜活的面目。
　  ○生死绝恋：一个藏女对一个汉人不离不弃、生死相随的故事。
　  ○西藏秘参：1951年解放军首次进藏、第十八军首长参考书　  ○绝地求生的历险：115人出发，最
后仅剩11人生还。
在无人区度过的200多天的奇绝历险，其艰险程度不读不足以想象。
一本堪比《鲁宾逊漂流记》的伟大的历险奇书。
　  ○众多名家震撼举荐：著名作家叶兆言、陈东东、柏桦、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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