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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满桂做美梦的时候，皇太
极率领十旗人马，已经冲进他的大
营。由于后金兵、蒙古兵前进的速
度太快，营外的枪炮根本没有发挥
作用。满桂和其他3位总兵，仓促迎
战，非常被动，根本组织不起有效
的阻击。

一战下来，满桂、孙祖寿被杀，黑
龙云、麻登云被活捉，投降。

在崇祯冤枉袁崇焕的时候，几个
人都在场。特别是熟悉关外防御业
务的满桂，因为惦记袁崇焕腾出来的
位子，还为袁崇焕下狱，暗暗高兴。
他认为，袁崇焕就是横在他升官发财
道路上的一座大山。

为了挤走竞争对手祖大寿，满桂
也是用尽心机，把辽军挤兑得连死的
心都有，逼迫祖大寿不得不带兵回锦
宁。祖大寿走后，满桂顺理成章地成
为各路援军总指挥。

满桂只看到袁崇焕的高薪高职
了，却没去想与高薪高职相对应的责
任和义务。他根本不了解皇太极，也
不了解八旗兵。崇祯
很容易欺骗，皇太极
就没有那么好对付。
袁崇焕举手就能做到
的事情，他竭尽全力，
也未必能实现。

结果，援军总指
挥的位子，他还没坐
热乎，便成了后金兵
的刀下之鬼。也许，
只有后金兵冰冷的大
刀，砍向他脖子的时
候，他才会意识到，袁
崇焕这座大山，还有
遮风挡雨的功能。

一直向崇祯表忠心的麻登云、黑
龙云，被俘后，发现后金政府待遇也
不错，索性投降，掉转枪口打大明。

老板都喜欢听话的奴才，但是，
听话而没有气节的奴才，是可以做任
何人的奴才的。奴才做事的原则是，
只为金钱服务。谁给的钱多，谁就是
主子。

永定门一仗，皇太极大获全胜，
不但杀了满桂、孙祖寿，还得到熟悉
火炮业务的麻登云、黑龙云两个帮
手，缴获马匹 6000。皇太极为了提高
中层领导的工作积极性，从6000匹马
中，挑出好的，按官职、战绩的大小，
逐一赏给八大臣及各位贝勒、总兵官
和副将。

八旗将官从战争中得到甜头，强
烈要求皇太极攻打北京城，活捉崇
祯。皇太极不是一个赌徒，而是一个
有很高经营天赋的大师级管理专
家。他对两国的实力，分析得很透
彻。

皇太极认为，现在还不是攻打北
京城的最佳时机，他们还不具备攻占
北京城的实力。北京，作为一国首

都，城高墙厚，守备实力雄厚，而八旗
兵虽然善战，但攻城的经验、办法不
多。一旦明政府调集全国各路人马，
和他搞北京会战，那时候，恐怕他想
走都走不了了。

皇太极说，明政府这棵长了几百
年的大树，干粗根深，不是几斧子下
去，就能砍倒的。只有等它内部先
烂，我们再分批次地挖根子、砍枝杈，
这棵大树才能倒下。

20日，皇太极把营盘移到德胜门
外，一面派巴克什达海与明政府议
和，为了撤兵找台阶；一面派阿巴泰、
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萨哈粼、扬
古利等人，率兵 3000，攻打通州。攻
打通州的任务有二：一是为撤兵铺平
道路；二是严重破坏京畿地区的经
济，掠夺财富、破坏通州的水上交
通。通州是北京水上交通枢纽，南粮
进京的集散地。

明政府在通州，根本没有抵抗后
金兵的力量。阿巴泰等人不费吹灰
之力，占领通州，焚烧运河上的船只

1000 多艘，并占领张
家湾。

皇太极见撤离北
京的道路已经铺平，
便给崇祯写了2封信，
分别放在德胜门、安
定门外，然后移师通
州。

27 日，皇太极派
岳托、萨哈粼、豪格等
人率兵 4000，围困永
平，为大军东撤，做充
分的准备。

莽古尔泰统领左
翼四旗大军，被袁崇焕打败，儿子豪
格、兄弟阿济格险些丧命。在战后总
结会上，皇太极惩罚了阿巴泰，虽然
没有追究莽古尔泰的责任，但是，皇
太极已经对莽古尔泰非常不满。

在大兵东撤时，皇太极连一个理
由都不给，直接罢免了莽古尔泰左翼
四旗总指挥的职务，让代善接替。他
亲自指挥右翼四旗。

满洲人不同情战败者，不管因为
什么而失败。众贝勒之中，没有人反
对皇太极这一决定。

1630 年 1 月 2 日，皇太极率领满
洲八旗、蒙古两旗之兵，抵达永平城
下，环城扎营，把永平围得水泄不通。

这次攻城，和每次攻城一样，皇
太极依然带着众贝勒，骑马绕城一
周，选择最佳攻击点。

这天晚上，前哨士兵在巡逻时，抓
住一名明军士兵。经过审问得知，这个
人，在刘兴祚手下当差。他说，刘兴祚
随着袁崇焕一起进关，袁崇焕命他协守
永平。这次，刘兴祚带着15名满洲兵，
500名蒙古兵，准备去沙河。
走到半路，听说八旗兵要攻打
永平，便改道太平寨。 19

季羡林：道教不是外来的。
蔡德贵：不是外来的，但是有

些学者说它是受佛教的影响。可以
这样说吗？

季羡林：一点也没有错啊。这
个道教有《道藏》，它有它的整个的

“藏”，这是哪儿来的啊？佛教有
《佛藏》，道教受佛教影响，有一个
《道藏》，现在国内研究《道藏》的
人不太多啦。现在呢，我们在编一
个叫《儒藏》，这个是谁发起的，我
不知道。

蔡德贵：现在有些人说，您老
研究了一辈子佛教。

季羡林：也不能那么说，我也
不限于佛教。我研究佛教，主要不
是从教义。我对于这个教义啊，不
感兴趣。所有宗教的教义，我都不
感兴趣。就是它教义里边充满了偏
见。所以，我研究佛教语言，是从
语言（方面研究的）。研究佛教的语
言，我这个文章，写的不少。

蔡德贵：那您说，如何挖掘儒
学的价值和扩大其影
响。如何挖掘儒学的
价值啊？

季羡林：现 在
不 是 在 搞 一 个 《 儒
藏》吗，《儒藏》就
是，受这个《道藏》
（影响），《道藏》受
《佛藏》的影响，现
在 《 儒 藏 》 呢 ， 受

《佛藏》和《道藏》
的影响。这是我的说
法，大概最卖力气的
是汤一介先生，《儒
藏》的想法，是从中
国 的 经 典 里 选 那 么 一 些 可 以 入

“藏”的，但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
度，最近他们怎么搞，我也不知
道。反正我是《儒藏》总编撰。这
个没有（还没有）搞成。因为咱们
这个儒家的著作，浩如烟海，要

“藏”的话，要搞出一个次序来，是
非常不容易的。中国研究《道藏》
的人哪，我知道的，一个在澳大利
亚的，叫柳存仁②的，他在那里待
了一辈子，活着不活着，不知道
了。与我同一辈的，大概要稍早一
点。

蔡德贵：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
呢？

季羡林：当时我建议奥运会抬
出孔子，因为它“六艺”里面是有
体育的。他们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
趣。

蔡德贵：张艺谋来咨询过您的
意见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但是这就热闹了。网

络上，和有关报纸，报道说张艺谋
到301医院来拜访您。您对他说，奥

运会要抬出孔子。
蔡德贵：张艺谋没来301医院？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那这个就热闹了。新

闻界怎么了？传说张艺谋来见您，
说您那时候有点发愣，当时，跟前
有张艺谋的秘书反应比较快，说，
季老，张艺谋就是电影界的季羡
林。大家都笑了。

蔡德贵：您和叔父的关系能不
能多说点？

季羡林：嗯。你有笔记啊？
蔡德贵：我拿出来，又有笔

记，又有录音。这样就双保险。
季羡林：这个我和叔父的关系

啊 ， 这 个 关 系 一 言 难 尽 。 首 先 ，
我，感激他。他如果有一个男孩
子，那我也进不了城。他只有一个
女孩，所以结果呢，就把我接到城
里去了，济南。接我的目的啊，并
不想说是让我怎么中学、大学、留
学，不是特为我设计的，不是这么
一条路子。为我设计是一条什么路

子呢？有一阵，要我
去考邮政局，邮政局
那是铁饭碗。当时因
为邮政局是铁饭碗，
只要不犯错误，不会
失业。我当时也没有
办法反对，考了，没
有被录取。要是录取
的话，就麻烦了。我
这一辈子就在邮政局
了。没有被录取呢，
正好。既然没有录
取，就得走别的路子
发展了，就是到北京
来考大学了。。

蔡德贵：那时候有北师大吗？
季羡林：我的印象，就是学生

不愿意当老师，我们那 80 人里面没
有报北师大的，都是北大、清华，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那时候，我为什么选清华，不
选北大？我都考上了，这就是押宝
了。我就下意识感觉到，要出国，
清华比北大条件好，当时的学生，
我们高中学生这一届，最羡慕的就
是出国。为什么原因呢？出国回来
以后啊，就是教授，那时候的教
授，美国留学生很多。有的连学位
都拿不到，美国回来，就是教授，
（没有学位）也能当教授。吴宓④并
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吴宓啊，他不
是博士。

蔡德贵：陈寅恪先生也没有拿。
季羡林：陈寅恪是另外一个，

不拿，不是没拿，是不拿，（不是
拿不到）。可是我很羡慕陈寅恪先生
这个精神，可是我自己不愿意那么
干。因为我这个材料比陈寅
恪那差远去了。还是稳稳当
当，按部就班，往前走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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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师》
田 果

一个姑娘为什么会害
怕自己的影子，影子到底
隐藏着什么秘密？一个想
死的人和一个已经死去的
人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
一个腼腆内向的画家，为
什么会突然狂性大发变成
屠夫？一个善良的白领丽
人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杀人
狂？一个精神科医师，为
什么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大
的 梦 想 就 是 能 进 监
狱？……《精神科医师》是
一部详细分析精神病院各

种病例成因的小说，同时
也是—部当代人心灵健康
的浮世绘！这里有木僵症、
分裂症、躁狂症、痴呆症、癔
症、神经症、多重人格……一
群迷茫的灵魂循着绝望的集
结号汇聚到这所精神病院，
编织出各种无法定义的故
事。

对于精神病，我们的
偏见并没有随着医学技术
革命改变多少。某人得了
感冒，家人会更关心他，某
人得了癌症，人们会为他

叹息，但某人得了精神病，
却会被家人与世人抛弃。
其实，医学已经一再证明，
有些人的精神病发作起来
如同感冒，他会焦虑、会抑
郁、会恐高、会反复检查门
是否锁好。但有些人得的
却是“精神癌症”。他们
分不清虚幻与现实。病因
可能源自天生的心理缺陷
——脆弱、多疑、狂躁，
或在后天巨变下摧毁了理
性的防线。后者多数是因
为承受不了各种生活、情
感压力，过分压抑情感以
及不知如何宣泄和寻求帮
助造成的。他们有太多秘
密被带进精神病院……

文散散

漫步书林书林

历史是厚实的。厚实足显沉
重。郑雄先生的《他们影响中国》不
是一部史著。它描述了在每一个历
史转折点上显现却名不见经卷的一
群小人物。但读起来，那一个个小
人物用命运诠释的历史所带给他们
的宿命，让人掩卷沉思，内心颇不平静。

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经济
领域，中国的发展，正是他们——这
群小人物用一生甚至是生命去实践
和推动的。正如作者所说，“冥冥之
中，他们已经被历史选中，从而成为
一个时代的隐喻或象征。也许，最
初他们还浑然不觉，但是他们依然
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中国首个
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陈丙寅，用毛
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新型农民顾阿
桃，反潮流英雄黄帅、张铁生，不正
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吗？”深邃的
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凸显出了或飞
跃、或低回的一面。他们从历史的
平常出处走来，却闪电般地让人们
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目。

《他们影响中国》开篇讲的是五
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联松高
举着五星红旗，引领着他们——这

群小人物，从历史
深 处 走 来 ：有 工
人、有农民，有红
卫兵、有知青，有
诗人、有歌手，他
们或激情万丈，或
踌躇满志，或抑郁

低沉，或沉痛悲愤。在历史的天幕
之下，喧哗过后，他们逐渐褪去，在
寂静的历史深邃里，他们从辉煌走向
没落，从云端走向人间，从虚幻走向真
实。

然而，他们——这群小人物没
有几个会载入史册，更不会走进历
史教科书，作为70年代的人，我甚至
都知之甚少。勿忘历史，是我们先
人的教训，也是《他们影响中国》这
本书给我们的深深启示。

宏大的时间跨度（1949 年到
2009年），并没有让读者对这些小人
物产生距离感，反而“可以近距离地
来凝视他们”，在审视他们的时候，
也“内观了我自己”。这是作者对人
性的观望和思考，也是作者想通过
历史，通过这群小人物展示人性的

“高尚与卑琐、生命的从容与悲
凉”。这种真实的历史的碎片，让我
们更多地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了解
了发展中的历史的真实。

在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不
断变化的今天，对行走在人生之路
上的我们，或许《他们影响中国》对
每一个人都有着引导和警醒作用。

真实的历史碎片
读《他们影响中国》有感

向长艳

儿子结婚急需一笔钱，急得退休
职工老温满嘴起泡！

夜里，老温和老婆在床上辗转难
眠，翻来覆去到凌晨三点钟时，老婆突
然一咕噜爬起来, 赤着脚在地上跳, 一
惊一乍地叫道：“有了！我们有钱了！”

老温也一咕噜爬起来，张口要问
老婆钱在哪里。可是话还没出口，老
温的鼻子先发酸了：老婆肯定是想钱
想狠了，把脑子想出毛病了、神经了！

老婆光脚丫子跳了一阵，又疯疯
癫癫地钻到床下，转眼拖出个大纸箱
和个旧算盘。她捧着旧算盘、看着纸
箱子仍然在叫：“我们有钱了！”

老温心里难过，突然想起了《范进
中举》里的故事：范进中了举人，当即
乐疯了、神经了！他杀猪的老丈人爹
为了治他的病，就狠狠给了他一个嘴
巴，一嘴巴就把他扇过来了。因此，老
温想学习范进的老丈人爹，就挥起了
胳膊，准备一嘴巴把老婆扇过来！

谁知老婆出手在前，猛然把一个
红纸夹推到老温鼻子尖上，说：“看！
这就是一百块钱！”

老温接过红纸夹子细看。一看，
老温更坚定地抡起了胳膊——那红纸
夹子是一年前别人送给他们的请帖。
明明是张请帖，老婆竟然说它是一百

块钱，神经得连请帖和钱都分不清
了！老温在心里说：“打！非一嘴巴把
她扇过来不可！”但是，老温的巴掌还
没挥下去，老婆已经把一纸箱的请帖
全倒在地上，伏身跪下去，撅着屁股一
五一十数请帖了。

说起那一纸箱请帖话就长了。老
温成家近三十年来，每个月都要收到
几张请帖。这些请帖，都是熟人、关系
密切的人送上门的。老婆喜欢收藏东
西，收到的请帖都存在纸箱里, 而且还
在请帖背面记上所送的礼金数。

老温老婆边数请帖边打算盘，合
计他家出过的礼金数。她拨拉算盘珠
的速度极快，老温看着看着又对自己
最初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说老婆脑子
出毛病、神经了，可老婆打算盘为什么
这样快、这样准呢？

请帖数完算过，老婆忽地一下从
地上跳起来，脸上涌出了惊喜的神色，
极其神秘地对着老温耳朵说：“一千四
百张、十一万块钱哪！”

老温盯着老婆的脸，观察着老婆的
神色问：“这些钱是我家早已经送出去的，
与我家眼下急需要钱有什么关系？”

老婆眉飞色舞道：“请帖就是欠
条! 这些欠条说明别人欠着我家十一
万块钱，眼下我们急需钱，就该连本带
息收账了！”

老温继续观察老婆的神色：“怎么
能把请帖和欠条扯到一起呢！你是不
是脑子混了说胡话？”

老婆说：“谁说胡话？这些年我
凡事听你的，结婚生孩子都没发过请
帖……”

老婆这话不错。老温一贯认为：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遇到婚丧嫁娶、
小孩出生或过生日之类喜事，送张请
帖过来，是抬举自己、瞧得起自己的表
现，不随大流送礼金不够意思。可是，
轮到他家有事时，却觉得发请帖如同
发催款通知书一般，怪难为情的，有一
种借机捞一把的味道，因此从没发过
一张请帖。

老温说：“咱们当初是旅游结婚，
用不着发请帖；咱们生儿子没请客，儿
子不是既健康又聪明嘛……”

老婆手摆得像电扇叶片，说：“旧
话不提。眼下我们儿子要结婚了，天
理人情都是应该庆贺的。我看咱们一
次发它一千四百张请帖出去！”

老温斥责道：“你真是疯了？”
老婆也开始观察老温的神色了：

“什么疯了——我们发请帖出去收账
啊！”老婆扳着指头给他算帐：“按眼下
的行情，一张请帖最少能收入一百块
钱，一千四百张请帖最少能收入十四
五万多；除去设宴席的开支，净收入将
不少于十万！儿子结婚的钱够了！”

老温的脑袋“嗡”的一下胀大了，
驳斥道：“请帖所送的都是熟人、关系
密切的人。我们寻借口敲熟人、亲近
的人一鼻子像什么话？分明是变相掏
亲近人的腰包嘛！敲诈勒索嘛！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老婆一听真的恼了：“别人送请帖
给我们，你说是瞧得起我们；我们送请
帖给别人，你却说是掏亲近人的腰
包！我看……我看你的脑子肯定有了
毛病、神经不正常了！我今晚非一嘴
巴把你扇过来不可！”话没说完，老婆
就像范进他丈人爹那样挥起了巴掌。

瞧这两口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城市
的月亮，心中就会升起一缕乡愁，
那是月亮上的乡愁。

说到月亮，心便柔和了。有什
么东西像月亮那样系着那么多的
低徊与缱绻，随岁月风尘了千百
年？很少有一种东西像月亮这样，
美得别有味道，美得让人难以释
怀，恍如醇厚的老酒与爱情。

月亮有一种亘古的和平与令
人销魂的缠绵。她在天庭从容信
步，漫天月色，透着水一样的薄
质。几千年的历史，便是被这一片
柔柔的月光照着。“月出皎兮，佼人
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亮
清洁而明静，温柔而恬淡，没有颜
色的过分渲染，没有阳光下刺眼的
亮丽，一切都显得那么含蓄和宁
静，组成了一种诗歌特有的节奏和
韵律。它的每一缕光辉都与大地
相连，尽管从科学的意义而言她是

不发光的。人类文明的脚步，使自
封为万物之灵的群体渐渐疏离了
大自然，也疏离了自己真正的故
乡。然而，当人类逐步陷入城市繁
华的重围，这才开始感悟到自身的
血液里竟流动着如此强烈的眷恋
自然的天性。“旧时月色，算几番照
我，梅边吹笛？”月色被姜夔赏尽
了，江湖游子、豪门清客的生活让
人生厌，而歌女低唱的回味如在昨
日。有多少次一帘淡月，听草虫低
吟；有多少次月夜归来，看寒梅几
许。“江月何时初照人”，“江人何时
初见月”，这宛若童语般的天问，感
慨了多少代人？古往今来，月色去
了又来，来了又去，让人们随心所
欲地各取所需。于是，人们不管她
阴晴圆缺周而复始，只乐得清风明
月不用钱买，可以经常享受。仰望
天穹，月亮清辉流泻，月光如处子
般静美，月亮与目光相望，那流溢

着激情而温柔情感的是月光，在这
情感浸润中无法收住思绪缰绳的
是人。东坡居士称，“庭下如积水
空明”，惟有静寂，能够与此时相伴。

“华灯一城梦，明月百年心”。这
月色只能使人怀想起流逝、缺失和一
些受伤的情感。柳眉月、峨嵋月、水中
月，还有月明星疏、月落乌啼、花前月
下，早已积淀在咏月的传统诗文之
中。这里烘托的是一个宏大的乡愁场
景，让我们对古典的故乡久久眺望，望
断天涯，望穿秋水。乡愁是中国文化
中最动人的章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
文化的根。在她宁静、素雅、悠闲、精
致的幽庭里，人们最容易捡拾到一片
片唐诗宋词的落花。

月亮自由自在地挪动着步履，
让大地无处不浸透着月光。无边
的苍穹浮泛的青春银光，在人们的
眼里徘徊成温柔的潮。月光皎洁，
依旧有时弯弯像只船，有时圆圆像
个盘。是她，将一首对平淡、对生
命赞美与痛惜的哀婉绝伦的长歌
刻在了我们心上，使我们在岁月中
保持着与灵魂家园的亲近，使我们
感觉到岁月和生命交替的呼吸。

或许是大梦未醒
或许是舞后春眠
总之，一个自由的灵魂
此刻静憩在树上
微风吹花瓣，阳光沙沙响

一根猝不及防的针
将她钉住！
惊艳的美，瞬间成为典范
她扑棱着翅膀
惊醒一树绿叶

不停地扑棱
像跳着死亡的舞蹈
又像为自由挣扎

终于颤巍巍地飞走了
针下留着半片
还在颤抖
采标本的人，两手空空
想起一生的挣扎

蝴 蝶
舒寒冰

月亮上的乡愁
任崇喜

尹全生

春暖（国画） 付光启

云山飞瀑（国画） 李 辉

不坐飞机，不知天有多
大，不去新疆，不知地有多
广。早上，从乌鲁木齐出发，
赴喀纳斯湖观光。

听说去喀纳斯，心里总是
急不可耐，恨不能一步跨坐湖
边，去发现，去约会，去还愿？
难以言表。有一点可以肯定，
每次都有新的收获。高耸入
云、海拔 4374 米的阿尔泰山
主峰，白雪皑皑犹如一块光洁
晶莹的白玉，耸立于群峰之
巅，周围条条冰川，似玉龙飞
舞，其中最长的一条，就是喀
纳斯湖冰川。

“喀纳斯”是蒙语，美丽富
饶的意思。从阿尔泰山脚下
的布尔津出发，沿着布尔津河
的谷地，汽车翻山越岭绕来绕
去，一山飞过一山远，一沟越
过一沟近，像游艇在大海里颠

簸，美哉。
喀纳斯不再迷乱，湖边杂

乱无章的木头房、石头房大多
拆除，代之而立的是现代建材
构筑的座座小别墅，白墙红
顶，美观别致，北面是高耸入
云的友谊峰，湖的周围重峦叠
嶂，山林犹如画屏。雪岭、青
山和绿水浑然一体，湖光山
色，美不胜收。透过湖边茂密
的树林望去，青山烟云缭绕，
雪峰倒映碧波。密林深处时
而传来马鹿低沉的鸣声，湖边
尽是浓密的松、杉、桦、柳和高
过人头的草丛，丛林中不时露
出豹、鹿的褐黄色的身影。成
群的野鸭在湖面上嬉戏。大
鱼时而跃出水面，激起一片涟
漪。湖上风姿兼有南北方山
区湖泊的特色。一批批游人
来了，喀纳斯湖心花怒放，千

万棵树木热情鼓掌，一车车客
人去了，喀纳斯湖扬波击浪，
把祝福装满游人的行囊。

登观鱼亭的山路有惊无
险。汽车沿之字形山路把人
们送到山腰停车场，然后是木
头台阶，有 1000 多级，放眼远
眺变幻无穷的山景，琢磨喀纳
斯湖的秋景与以往有什么不
同。尽力感受不同高山与湖
的韵味和魅力，捕捉自然界层
次差别的奇幻美妙，登得越
高，离湖水越远，湖水的颜色
就越奇特。从观鱼亭向下看，
喀纳斯湖竟是一块深蓝色的
大宝石，静卧在深山密林之
中。

七八月份，近岸的湖水
中，小鱼聚集如云。更有趣的
是随着阴晴晨昏，湖水也有着
规律的变化，从山头望去：晴
天是深蓝绿色，阴天则是暗灰
绿色，夏日晴朗炎热时，湖水
又变为微蓝绿的乳白色，这是
由于上游冰川强烈融化，带来
大量乳白色粉状冰碛物质所

致。有时还会诸色皆备，成为
有名的变色湖，十二月份，湖
面封冻；喀纳斯湖又像一面洁
白水晶的镜子，当地蒙古族牧
民就利用爬犁在湖面运输，湖
冰要到来年五月才能化完。
由于湖面强谷风的吹送，将上
游和倒入湖中的树木吹向湖
北端，在这里形成一条百余米
宽、两公里长的枯朽浮木带，
成为一大奇观。每当七八月
份，烟云缭绕，群山若隐若现，
雨后的清晨登上湖西哈拉开
特山顶，可观赏到“峨嵋绝
景”——喀纳斯云海佛光。

喀纳斯湖是花的湖，花的
海，花的山；花的世界，春夏秋
季，花开满山遍野，千奇百怪，
千姿百态，万紫千红，都是任
何花山花城不能比拟的；直到
深秋，林木草丛、溪水沟壑旁
还有无名小花骄傲地怒放着
留给人们美好的瞬间。

喀纳斯魅力无穷，风光无
限，每次光顾都有新的收获，
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