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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缘起1991年春，我完成了《空谷幽兰》的写作。
几个月之后，我们夫妇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美国。
两个孩子会说汉语，却不会说英语。
在中国台湾的外国人，有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台北美国学校，在那里可以学习英语，可我们负担不起那
所学校昂贵的学费。
在台湾住了二十年后，我对于什么时候回美国并没有很确定的想法。
毕竟拖家带口的，往返费用很高。
我更想做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当然它也需要钱，可我当时正缺钱呢。
于是我给我的朋友王文洋先生打了电话。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电台做节目采访时，当时他是“南亚塑料”的老板。
当时我问他是否看过电影《毕业生》。
在这部影片中，达斯汀·霍夫曼遇见一位商人，他想给达斯汀一些忠告，关于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
需要懂得哪些事。
他说：“孩子，我只想告诉你一个词--塑胶业。
孩子你记住，塑胶业。
”然后我问王文洋，如今他想告诉大学毕业生的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循道。
”此话一出，我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事实上，我1989年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正是王先生提供的资助。
我那次是去寻找当代的中国隐士。
这次我告诉他，我们夫妇准备把孩子送回美国，然后我想再去中国大陆做一次旅行，可是我们全家去
美国之后，我就没钱去中国大陆了。
他问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准备做什么。
我说准备沿着黄河走，从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
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此后一直到宋朝，那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持续了四
千年。
我告诉他，我要走遍整个黄河流域，更多地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王文洋是个喜欢当场拍板的人。
他说他欣赏这个想法，问我这样一次旅行需要多少钱。
我说了数额。
他说下午就可以去他办公室取钱，现金或者旅行支票都行。
于是我当天就把钱取了回来。
需要这笔资助的首要原因是我两年没工作了。
我曾在台湾的一家英语电台工作了五年，1989年从那里辞职，去中国大陆寻找隐士，我想知道当代中
国是否还有像寒山一样的隐士--我曾经翻译过寒山的诗。
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后，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把我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空谷幽兰》
。
这两年时间，我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完了。
因此当妻子和我决定回美国时，我们除了机票钱，已经一无所有，梦想中的黄河之旅自然也无法成行
。
王先生的资助让我高兴极了，我把这一消息遍告我的朋友们。
没过多久，我在电台的前雇主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告诉我，他已经受聘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叫“新城采讯”的新电台，并说我的这次旅行也许可以成为
一个不错的电台系列节目。
而且他说如果公众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继续做，我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之旅>>

后来我们就这么干了。
从1991年的3月中旬至5月底，我完成了这次黄河之旅，然后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做了二百四十期有关
这次旅行的电台节目，每期两分钟。
这个节目非常成功，我随后又做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岳之旅，然后是丝绸之路，再然后是江南的人文
之旅。
我在中国各地旅行，并把这些旅行经历做成电台节目，总共花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后，我不仅有钱回美国，而且还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套房子，付了首期房款。
从此我就住在那里，算起来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为我赚了一套房子的电台节目，多年以后竟然再次发挥了作用。
去年在北京，《空谷幽兰》的出版人问我是否还有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素材。
我就想到了以前的那些电台节目，于是与出版人一拍即合。
我回到家，像多年前一样，又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把原先的二百四十期电台节目改写成了这本书，
取名为《黄河之旅》。
在改写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在那些日子里，我一个人行走在黄河两岸，行走在中华
文明的腹地。
黄河水奔流不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如果黄河断流了，中华文明也就危险了。
幸好黄河水过去奔流不息，现在仍然奔流不息。
就让我们一道打开这本书，感受一番永远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永远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感受一
番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些日日夜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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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和研究者，比尔?波特于1991年春进行了一次追寻中国母亲河——黄河
源头的旅行，探访了黄河沿岸的重要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
他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与热情和对黄河之源的强烈好奇，战胜重重困难，坚持走完全程。
再次为广大读者带来了这本充满文化底蕴的行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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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比尔·波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
他将大量的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他创作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其代表作《空谷幽兰》在美国一经出版，即在欧美各国掀起
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2007年《空谷幽兰》中文新版推出后，受到国内读者的热烈欢迎，一版再版，畅销至今。
2010年《禅的行囊》这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支脉——禅宗文化的游记作品同样受到了各国读者的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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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黄河源头：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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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源头：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从茶卡湖出发，我们向东走了一段回头路，但并没有原路返回倒淌河
镇，也没有重走返回玛多县城的高速路。
就在头一天夜里，司机听旅馆经理说了一条捷径，他决定试试。
司机和翻译以前都没走过那条路，但他们都赞成，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就这么干了。
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路颠簸而行，有时干脆就没有路了。
每过大约半小时，偶尔看到有牧民，我们就停车问路。
就这样朝东一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然后向南转过一道弯。
这时，我们绝望地发现迷路了，那条崎岖的山谷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在这片杳无人烟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了一座庙。
不过车开不过去，翻译和我就下车走过去。
它看起来很近，却走了半小时才到。
产生错觉的原因，估计是除了庙所在的光秃秃的山坡，没有其他的参照物。
不过我们总算走到了庙里，而且喇嘛还很友好。
他们弄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山谷。
可是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长满草的斜坡，但他们坚持说那里就是我们要找的路。
于是我们走回吉普车，开车进入那条山谷。
沿着一条马走的小道，先是上坡，再是下坡，然后穿越了看不见尽头的草地。
天开始黑了，我们继续往前赶。
吉普车的前灯只能照亮正前方，如果路上出现岔道，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
到晚上八点，终于看到远方有亮光，于是就朝着亮光开了过去。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上了高速路，到了卡车停靠站河卡镇。
这条“捷径”我们一共走了九个小时。
我们都已筋疲力尽而且饥肠辘辘，一方面是劳累，更多的是恐惧，在杳无人烟的戈壁和枯草地里迷路
的恐惧。
坐在摇曳的烛光里，吃着热乎乎的面条和羊肉，然后在一间泥砌小屋的木板床上睡觉。
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真要深深感谢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的人。
第二天是5月23日。
1951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摆脱了农奴制和宗教压迫，迎来了解放。
解放日快乐！
昨夜下了一整夜的雪，大地上一片白茫茫。
不过高速路还好，雪只有一两英寸厚。
我们向南过了几个山口，在温泉村停下来吃午饭。
顾名思义，这个村子附近有温泉。
我们又吃了好几碗热腾腾的面条和一盘羊肉，就朝一条小溪走去。
我用温泉洗了头发，又泡了脚。
我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接下来的五天里洗的最后一次澡了，以后别说热水就是冷水澡都别指望。
我们继续南行，一路上的风光越来越好看，到了花石峡镇，景色更是变得醉人心魄了。
道路沿着一条小河穿过了阿尼玛卿山脉的一个山口。
锯齿状的山脊白雪皑皑，包围在广袤的草原中。
如此壮美的景色，却看不到多少人类的踪迹。
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中国拥挤着十几亿的人口，怎么还会有这样人迹罕至的仙境呢？
路从花石峡开始分岔，向左的一条通往阿尼玛卿山。
在二十一座藏族的圣山中，海拔六千米的阿尼玛卿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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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一殊荣，人们经常可以在山上看到天葬。
这种仪式最近才对外来客开放。
但是我的时间有限，不得不放过阿尼玛卿山继续南行，终于在太阳就要落山前赶到了玛多县城。
尽管一路上有好几个卡车停靠站，但论县城，玛多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刚到玛多，一场暴风雪就降临了。
在找住宿的地方之前，我们把吉普车停在当地派出所门前，然后进去登记。
进去后不久就发现，我雇车和翻译的那家旅行社竟然忘了为我们办理许可证。
换句话说，玛多县城和黄河源头之间的蛮荒之地，我们是不可以来的。
这太突然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坐在派出所，脑子里一团糨糊，心想这该怎么办。
我回想起从别的外国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他们也是事先计划得好好的，但是遇到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旅游机构忘记办理许
可证了，甚至办理的许可证干脆就是假的。
窗外大雪纷飞，我像掉到冰窟里一样，浑身冰凉，一颗沉重的心还在慢慢往下沉。
警察和我的翻译现在不说汉语了，改说藏语。
这样正好，我听着他们说话就烦。
不一会儿，我的翻译离开了派出所，他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
翻译对我说，一切都搞定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叔叔竟然是这里的官员。
这天气也真应景，一转眼，就在太阳快要落山的当口，雪过天晴了。
啊，不对，不应该说天气，应该说是天上的神灵对我笑了，我也对他们报以感激的一笑。
接着我们就聚在派出所那张褪了色的地图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在返程之前，玛多县城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处人类文明了。
我们把包寄存在街对面的干部接待中心。
工作人员添火加煤，把我们房间的大肚炉烧得旺旺的。
而后我们出门去翻译的叔叔家吃晚饭，饭桌上我喝了点酒。
我见是药酒，就想它一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谁曾想醉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我算明白了，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喝酒有多么危险，这可不是李清
照“浓睡不消残酒”的风雅。
一个女孩走进来，生起了我屋子中央煤炉里的火，又好心地给我端来了一些热水。
我冲了三杯速溶咖啡，又吃了四片阿司匹林。
可是根本就没有用。
外面又在下雪，我想我们应该等天气好转再启程。
这样一想心里挺高兴，其实我只是找个卧床休息的借口罢了。
可是我错了。
我的藏语翻译走进来，跟我说该出发了。
我张口结舌，想说却没说出口，只是指了指窗外的雪，心想他也许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去过外面
。
事实上他早就去过了，而且和我的司机都已经准备好动身。
我别无选择，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们把东西收拾停当扔进吉普车，然后向县城外面驶去。
走了不到一百米，铺装路就到了尽头。
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被雪覆盖的土路忽隐忽现，没有其他痕迹可循。
我们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检查一次，以确定车仍然跑在路上。
我们没带地图，不过大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跟地图已经没有关系了。
在颠簸中走了一个小时，我们遇见了黄河，就沿着它的上游继续走。
不大一会儿，我们就经过了路左侧的几道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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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车辙通往河对岸一个小小的鱼肉加工中心。
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要鱼肉加工中心做什么？
我正纳闷，突然一望无际的鄂陵湖映入我的眼帘。
这个湖藏族人叫它错鄂朗，汉族人叫它鄂陵湖，它还有个叫扎陵湖的“姐姐”，在它西边十公里。
这是中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湖，海拔达四千三百米。
鄂陵湖面积六百平方公里，比扎陵湖大五十平方公里。
她们都受到黄河源头的接济，平均深度十五米。
这对姐妹湖出产一种独有的高山鱼。
由于海拔太高，这种鱼长得很慢，十年才会长到一斤。
因此鄂陵湖东边我们路过的那家鱼肉加工厂并不太繁忙。
我们沿着鄂陵湖北岸那条路行驶，不久就离开湖岸，再次向着起伏的丘峦驶去。
在鄂陵湖西岸的南边有一座小山，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就是在这里迎到他的汉族皇后文成公
主，并护送她前往西藏的。
正是这位公主摔碎了思亲的魔镜，从此一去不回头。
我希望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据说是她将佛教引入藏地的，至少每个人都听过这种传说。
不管怎样，这个女孩的意志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她是骑在马背上走过这片危险地区的，这和我坐在
吉普车里可不一样。
不过至少她还有向导，我们却一直在盲人摸象。
无论何时，只要看到牧民，我们都要问现在走的路对不对。
这里没有标志，只有往不同方向岔开的其他车辆的轮辙。
如果跟错了车辙，也就意味着我寻找黄河源头的努力功亏一篑。
我们问路的一位牧民用自己的羊皮袄紧抱着一只小羊羔。
他告诉我们，小羊羔掉进了溪水里，如果不把它抱在怀里暖着，小羊羔就死掉了。
我们向他挥手告别后继续前进，也希望像小羊羔一样有贵人相助。
路过鄂陵湖一个小时之后，土路开始沿着扎陵湖岸走。
我们在湖边停下来吃午饭：烤馒头和肉罐头。
一只孤独的老鹰站在旁边注视着我们，而铁锈色的火鸭正在湖边四处觅食。
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还有好几千只筑巢的鱼鸥和斑头雁。
显然，狐狸的泳技还到不了那个小岛。
吃罢午饭，我们离开了湖区，跟着一道车辙继续前行。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又来到一个岔路口。
听问路时遇到的一位牧民讲，右边的那条岔路通往位于青藏高原中部的中国最大的金矿。
金矿在此地以北几十公里。
离开省会西宁时，我们曾见到由几百辆拖斗车组成的车队，拉着满满的各种机械设备向同一个地方前
进，这些拖斗车就是去那里的。
自从几年前发现了金矿，一个有着两万名矿工的城镇就在中国最大的这片荒野上崛起了。
为了阻止这个城镇继续扩张，警察禁止外省拖斗车进入，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为我们指路的牧民说整个工程是西宁的一个大款独立投资的。
显然此人的财富还会暴涨。
我们选择了左边的岔路，二十分钟后，路过一个帆布帐篷群，它们与藏族牧民的毡房有明显的差异。
过后我们才得知，这是一个地质队，正在这片荒野中勘探矿物和石油。
我们还得知，他们不仅在保护区勘探矿藏，而且还猎杀濒危动物，食其肉取其皮。
过了这些帐篷，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盆地。
盆地上满满当当地有几百甚至上千个大小不等的湖泊。
这里就是星宿海。
公元1280年，元朝曾派出一位官员来探访黄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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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就是这位官员当年所到达的极限。
我对此一点都不惊讶。
现在是五月下旬，星宿海的地面还冻着，我们可以走过。
据说到六月下旬，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泥淖，开车和骑马都甭想过去，直到十月份地面重新冻
合为止。
我们穿过星宿海，进入中国剩余的几个最蛮荒的地区之一。
在我们吉普车的面前，一开始是冲出来一只燕子，接着马上又窜出来一只红狐狸，它们一一掠过，迅
速钻进了自己的巢穴。
接着四只狼出现了，在离车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一对藏羚羊也停止了吃草，似乎在判断我们会不会进入它们的领地。
再接下来出现了更奇特的一幕，一大群野驴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我们驶来就拦在路上，接着又跟在吉
普车旁边“护送”我们好几分钟，走了快有三十米，却始终没能跑过吉普车。
它们大口喘气，棕白相间的腹胁用力起伏着，几百只蹄子奔腾在干草地上，将片片雪花高高扬起。
最后，它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所谓“蠢驴”是也），不再追赶吉普车，而是向旷野中散去，
消失在远方。
这是一片美丽的风景，我甚至有种错觉：这不是中国，而是非洲。
这群野驴怎么来的？
一定是一千多年前中东商人骑的驴子进化来的，他们当时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道。
我们走到星宿海的中间，看见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河，它名叫玛曲河（又名孔雀河），是黄河源头一带
的主要支流。
玛曲河流入扎陵湖，扎陵湖又流入鄂陵湖，要说起来，鄂陵湖才算正式意义上的黄河源头，因为从鄂
陵湖出来，它就不是小溪而是一条河了。
司机停下车，检测玛曲河的深度，发现水只能淹没膝盖，就直接开车冲了过去。
三十分钟后，我们到了麻多乡。
麻多与玛多同音不同字，中国人都知道，就我闹不明白。
其实两地相距甚远。
我们开出高速路的那座小县城叫玛多，而这里的麻多则是曲麻莱县的一个下属乡镇。
县城玛多有几十家商店，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而乡镇麻多只有在周日才会由曲柄转动发电机发电，
给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盒式磁带录像机供电--这两台机器还是省政府赠送的。
这个小小的乡镇实际上是个集市。
每到周日，多数牧民都会来这里，用羊皮换一匹花布、一口新炒锅或者一副太阳镜。
它离最近的公路有二百二十五公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出玛多县城的那条路；离最近的热水淋浴则有
五百公里，那得到西宁了。
要说物资供应，曲麻莱县城向麻多乡每周发一辆卡车，在夏天有时每周发两辆。
经过麻多乡的三家商店，我们在一座小砖房前停了下来。
走进房子，见到了监管黄河源地区大小事务的唯一官员，他是一位藏族人。
当我告诉他希望走到黄河源头时，他先是微微一笑，继而竟放声大笑起来。
他说，只有有数的几个中国人以及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成功到过黄河源头。
来这里的西方人不下十几个，却没有一个人成功抵达源头。
听他这么说，我暗自吃惊，但仍告诉他我决意一试。
他意识到无法打消我的念头，就请他的两个助手作为向导与我们一同前往。
不过这两人也没到过黄河源头。
但是这位官员认为他们或许能帮上我，再不济至少能够保证我们活着回来。
我问他中国人是如何认定黄河源头的。
他说是根据不同支流的长度、水量以及流域大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三个地方成为黄河源头的候选地。
但是最近青海省电视台的纪录片摄制组认定黄河源头是约古宗列曲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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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说事的时候，一位助手清理出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六米长的睡觉平台。
在房间里的煤灰打扫干净之后，我们把行李搬进了屋。
司机和翻译开始检查车况，我则出去闲逛了一会儿。
这里离黄河源头实际上已经不到五十公里了，但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再赶路。
晚饭吃的还是热面条和羊肉，吃完我们就睡下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这里的海拔已经高出四千四百米，空气非常稀薄，人就像睡在水里一样，夜里有好几次我都因为氧气
不足被憋醒了。
以后连续几周，我的两肋一直生疼生疼的。
不过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司机和翻译也比我好不了多少。
天还没亮，我们决定不再睡了，把东西搬上车开拔。
我们三个挤前排，我们的两位藏族向导坐后排。
虽然他们两位也没去过黄河源头，但大体的位置他们知道，单凭这一点，就比我们好很多倍。
车驶出麻多乡，走西南向，这条路通往一百公里外的曲麻莱县城。
大约走了十公里，我们拐上另一条土路。
雪时下时停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只能勉强分辨出前面车辆的轮辙。
我们跟着车辙翻过一道山脊，进入约古宗列盆地。
突然间，东方的暴风雪停了，黎明的阳光打在雪地里，呈现出一种“红妆素裹”的分外妖娆来，或者
说呈现出一种“白里透红”的与众不同来。
约古宗列盆地辽阔而空茫，四周环绕着白雪皑皑的小山。
我们行驶到“盆底”，开始穿越盆地。
这时雪开始融化，到处都是小水洼。
前面是一条小溪，司机加大油门一下冲了过去。
接着又是一条小溪，司机又如法炮制。
这次彻底悲剧了！
小溪那边的土并没有冻住，结果吉普的轮子陷进泥淖里差不多有一英尺深。
我们折腾了一个小时，试图将轮子拔出来，但都无济于事。
车轮陷进去，引擎也发动不起来了。
我们困死在这里，眼看到手的胜利被一条小溪给毁了。
眼看一次次地发动引擎，一次次地失败，我的翻译建议：剩下的路不多，你干脆走过去得了，你不是
那么想找黄河源头吗？
现在动身还来得及。
他跟两位向导交流了一番，然后告诉我说源头就在十公里开外了。
我考虑了一把他的建议。
此时离太阳落山还有十个小时，如果每小时走两公里，我正好可以走到黄河源头再返回来。
如果只有一两千米的海拔，我平均每小时能走三四公里。
可是现在的海拔远远高于四千米。
我向盆地那头望去，那条白雪皑皑的山脊下就是他们所说的黄河源头。
我心里不免犹豫起来。
就在这时，其中一个向导说他跟我一起去。
这等好事，我又怎能拒绝呢？
于是我们俩就迈开步子，决意穿过这片冻原。
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清晨的太阳却照耀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我们艰难地跋涉着，前面有多危险还不清楚。
难道真的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吗？
不！
虽然出师不利，但我坚信今天一定是伟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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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跳过一丛丛枯草，绕过一个个水洼。
两个小时过去了，向导指了指地平线上的一群牦牛，于是我们转身走了过去。
又是半个小时，到了牦牛群，我们问牧民是否知道黄河源头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貌似有些愚蠢。
他们只是牧民，黄河那么多支流，官方认定哪个是源头关他们什么事。
但是他们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指着环绕盆地的众多白雪小山中的一座，明确说那就是源头。
看起来要走到那里太远了，我问能否租用他们的马。
他们说马太瘦弱了，不能骑人。
在那一带，马是一个人最值钱的财产。
在夏天马能吃到新草长肥之前，牧民都舍不得骑自己的马。
步行太远，马又租不到，于是向导建议我往回走。
我又看了一眼牧民指的那座小山，它在盆地的西侧，看起来的确挺远。
然而我决意玩命一搏。
我告诉向导先走走看，如果过会儿确实没有指望走到那里，在天黑之前赶回去也不迟。
于是在向牧民道谢之后，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海拔是四千五百米，在这样的高度，目测的距离往往会欺骗自己的眼睛。
空气越来越稀薄，我们走得越来越慢。
几个小时下来，还未穿过这片冻原。
我俩不说一句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喘气。
又走了大约三个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户牧民，再次停下来向他们问路。
他们指的还是那个方向，说黄河源头就在山脊的那一端。
我猛地意识到，黄河源头就在我们前方了，胜利在望，只有大约最后一小时的路。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马上就要到黄河源头了！
可就在这时，向导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不立即返回吉普车那里，那么在天黑
之前就回不去了。
我哪里听得进他的话，耸了耸肩对他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要回不去就在牧民家睡觉；你们把吉
普车弄出来，明天来接我吧。
我向牧民道了谢，转身就开始一个人往前走。
很显然，稀薄的空气已经破坏了我的判断力。
向导发觉没法子跟我讲道理，只好紧走几步跟了上来。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冲动是魔鬼啊。
每往前挪一步，都是那么痛苦。
我的肺无法换气，我的双眼无法聚焦。
我转向向导，告诉他我受不了了。
可这次他却反过来鼓励我坚持到底。
我们俩不得不两次跪倒在地，只为了呼吸更通畅，可实践证明这毫无作用。
我们只得重新站起来，机械地迈动双腿。
在意识模糊、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神奇地跨过了山脊。
看到黄河源头了！
石碑、牛头标记，对！
就是这里，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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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之旅》编辑推荐：继《空谷幽兰》《禅的行囊》之后中国文化之旅再掀高潮著名汉学家比尔·
波特2012年度全新力作《黄河之旅》全球首发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黄河流域风土人情、历史传说、古今变迁的全记录，穿越时空与历史名人面对面走过23座城
市，探寻黄河之魂，以不一样的视角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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