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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红色记忆——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川藏公路地标：雀儿山
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几乎没有公路。所谓“几乎”，是在于拉萨城内有很短的石头面路和泥沙面路，当时拉萨只

有两辆小轿车。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决策向西藏进军时就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十七

条协议》签订后，中央及18军首长都明确提出，修通公路是争取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脚跟、经营与建设西藏的关键所
在，必须尽最大努力尽快完成。而打通雀儿山则是通车昌都的基础，这也是康藏公路由成都到拉萨的第一险关。

不能忘却的

记忆

打通雀儿山是进军昌都的基础

刚刚通车的川藏公路雀儿山段。（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公
路交通史》）

有人说，有一条路，每
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
轻时走的弯路。

这里所说的“弯路”自
然是一种象征，但很多人走
过来了，却并不这样认为。

2020年6月5日上午，
我来到成都锦里西路某小
区，准备采访朱昌全老人。

朱昌全1929年10月4
日出生在成都暑袜街，算得
上是老资格的“成都人”
了。一谈到川藏公路，他闭
着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漏
出缕缕精光：“我到了眼前
事过目即忘、往事越来越清
晰的年龄，但有一个时间节
点却记得分外清楚——
1952年4月20日，那是我
们筑路大军在成都集中出
发的日子……”

朱昌全说：“当时我
们上千个民工是配合 18
军康藏工程处的道路修
建、维修工作，后来我们
才归属于西南交通部公
路总局第一工程局第二
施工局。我们分乘几十
辆崭新的苏联吉尔卡车
从成都出发，车厢挡板都
还没有来得及加高就投
入使用了，这也看得出修
建川藏公路是国家的头
等大事，急迫啊！我记
得，出发当天晚上我们住
邛崃县黄土坡……是哪
一天到达甘孜藏族自治
州德格县 100 公里之外
的马尼干戈，我记不清楚
了。雅安至马尼干戈段
道路1950年动工，是利用
旧线改筑而成。马尼干
戈 到 拉 萨 段 1951 年 动
工，于1954年通车。”

当时修路都是从徒手
打錾子开始的。那时的标
准现在看来并不高：三层
路面，一层石灰、一层黏
土、一层石子，轧平后形成
公路。即使如此，却是异
乎寻常地艰巨。

公路推进到四川甘孜
县东南部的拖坝乡，“拖
坝 ”在 藏 语 里 意 为“ 南
方”。1936年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时，红四、六两方面

军会师于此。这里是甘孜
县的东大门，川藏公路
317 国道横穿境内，也是
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北线
的主要道口。

这一带海拔均在3000
米之上，地广人稀。朱昌
全所在的施工队伍展开工
作，适逢雨季，他们宛如置
身泥泞的汪洋。下半夜又
开始下雪，简陋的工棚四
面漏水，实在无法入睡，大
家只好坐起身，找盆子、空
桶顶在头上……

更不幸的是，因为道
路中断，粮食无法运到工
地，已经断粮几日了，靠仅
剩的一点黄豆度日。

但这些艰难困苦，比
起在雀儿山所遭遇的，似
乎是小巫见大巫。

1952年的筑路任务非
常明确——打通马昌段，
就是把道路从马尼干戈修
通到昌都，全程450公里。
在重修康青路的过程中，
只打通过二郎山和折多山
两座大山；而在马昌段，则
要征服雀儿山、独木岭、矮
拉山、宗义拉山、育吉拉
山、甲皮拉山、达马拉山等
多座大雪山，其中海拔最
高的是雀儿山。

雀儿山位于青藏高原
东南部，藏语叫“嵘麦俄
扎”，意思是山鹰飞不过的
山峰，主峰绒麦俄扎顶尖海
拔6168米。“雀儿”一词，是
汉族人取其与藏语“俄扎”
读音近似的一种叫法。那
里终年积雪不化，几乎见不
到一只雀儿的踪影。公路
通过点的山垭最高处为海
拔5047米，一年当中只有3
个月左右没有下雪。

1950年开始，参与修
路的第一期人员就达到了
10 余万人——包括解放
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
工，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
下，结下了血肉相连的情
义。朱昌全说：“也许今生
我与那里的工友不会再见
面了。但我相信，凡是到过
雀儿山的人，都不会忘记那
几万人的巨大付出。”

一位保卫干事眼里的
川藏公路

1951 年初冬时节，18 军后
方筑路部队在司令员陈明义和
西南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政
委的带领下，与抽调修建甘孜
机场的部分部队先期突击。以
后 54 师 160 团、53 师 159 团以
及工兵第8团、157团、162团及
康藏公路工程处2个施工大队，
共 1.2 万人投入到雀儿山施工
区。经过近 20 个月的艰苦奋
战，终于在 1952 年 11 月 20 日
通车昌都。

公路设计从雀儿山垭口通
过，上山到下山线路总长 60 余
公里，山上有很多地带是永久冻
土层，施工难度极大。

如何攻克永久冻土层？
当时康藏公路工程处的老

职工回忆说：“施工人员在对冻
土层施工时用火攻法，就是将数
枝和木材放在地上烧烤，烤化一
层，挖掘一层……终于攻克了
2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

但即便是烧烤冻土，也是不
容易的。

烧烤冻土，一开始进行得比
较顺利。但没过两天就发现新
问题了，因为谁也没有遇到过，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施工地段
长达数十公里，要烧化几尺深的
冻土，需要数量巨大的木柴。

一位参加雀儿山施工的技
术员回忆：“烧 800 斤柴也不过
化开两寸深。”

而大雪封山，积雪盈尺，空
手走路都喘气不已，还要去砍
柴、捡柴、背柴就更为艰难。同
时，大家还意识到一个更为棘手
的事实：由于天气太冷，工地气
温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白天
烧化了的冻土，夜晚又被冻住；
上面土层烧化了，下面仍是那样
坚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放
军、工人每天要在冰天雪地里往
返数十里，把大树、灌木一棵一
棵地砍伐下来，拣起捆好，运回
工地，一旦开始烧烤冻土，就不
能停止。

烧化一层，开完一层；接着
再开始烤下一层冻土……

曾参加雀儿山筑路的人回
忆说，砍柴、烧烤、冻土，是他一
生修路中的奇迹。高原上的天
气是多变的，不知给大家出了多
少难题。比如刚才还是晴空万
里，阳光普照，说不定从哪里冒
出一团黑云，霎时就会天昏地
暗，雪花夹着冰雹呼啸而来，使
人寸步难行。但就是爬，也要把
木柴背回工地。

遭遇巨大的孤石挡道又怎
么办？

筑路部队对民工的爱护、关
心、照顾，激发了民工们的积极
性、创造性。在挖填土方中，有
时遇到孤立的巨大石块，民工就

在大石块四周放柴猛烧，再用
冷水猛浇，将巨石击裂成碎块，
然后清除。筑路指挥部及时推
广了民工们的经验，使工效不
断提高。

这些方法，让人联想起秦蜀
郡太守李冰建造都江堰开山时
采用古蜀遗传下来的烧石法：先
用火烧几天，然后把冰凉的江水
引进来，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使
石头爆裂碎开。

当然，遇到巨大体量的山
岩，爆破是必须的。

10月的雀儿山已经是冰封
雪裹。战士、民工手握的钢钎像
是“冰棍”，握久了松开手就会被
粘掉一层皮；有的人抡铁锤，虎
口连冻带震裂开了口，流淌的鲜
血变成殷红的冰凌……当时工
地上，大家的手都是伤痕累累、
长着冻疮，遇到领导来工地慰问
时，要与领导握手，大家反而迟
疑地扭捏起来。

过了70年，当时在康藏公路
工程处七大队四中队四分队的筑
路民工黄寿康，回忆起在雀儿山
放炮炸石头，仍然心有余悸：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工程处
决定采取爆破的形式炸开冻
土。炸药须请示领导才能使用，
不能超耗使用。申请炸药后的
一天晚上，有位吴姓工人半夜起
来抽烟，不小心点燃了炸药，爆
炸声响起时，大家在睡梦中的第
一反应，就是裹着被子顺势滚出
帐篷。这次事故，除了吴姓工友
的脸和手被炸伤外，其他人都没
有受伤……太难了、太难了，太
险太险，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
在黄寿康的记忆里，有两件事与
放炮密切相关：“……一次要放
50公斤的大炮，炸药放好后，全
靠人喊来通知沿线做好隐藏。
但炸药爆炸后的威力难以估计，
一块石头炸到 159 团一名战士
的头上，战士当场死亡。另一件
事是我所在分队的队长周海如，
一位有苦活、累活抢着干，有危

险自己上的好领导。一天在打
半山山洞时，周海如爬上3米多
高的半山排哑炮，刚排一会儿哑
炮就炸了，来不及躲藏的周海如
被炸得掉下来了，在送往医院的
路上就牺牲了。（陈文琪、王建
霞：《川藏公路上的青春故事》，

《中国公路》2018年第24期）
因为冻土、石岩及大风大雪

的恶劣环境，到 1951 年 12 月
底，解放军、民工即使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整个雀儿山工
程进度还是非常缓慢。但即使
缓慢，道路在几万人的生命、
鲜血浇灌下，还是一寸一寸地
推进。

解放军班长张福林是炮兵，
钻研开山放炮技术，采用放大炮
爆破方法，使全班平均工效提高
了 24 倍。1951 年 12 月 10 日，
放好的炸药没响，他去检查时被
坠落的巨石砸中，英勇牺牲，长
眠在雀儿山山腰的西台。“同志
们检点张福林的遗物时，发现他
的挂包里只有 5 包菜籽和 1 本
日记。战士记得，这5包菜籽是
他进军康藏高原以前，用自己的
津贴在四川买的。那时候，张福
林就向往着在康藏高原播下种
子，让同志们和藏族同胞都能吃
到新鲜的蔬菜。”（纪念川藏青藏
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办公
室、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
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
十周年文献集·第三卷·英烈篇·
艺文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8页）

在很多筑路人眼里，这5包
来自四川的菜籽寓意太深刻了，
包含着筑路大军的殷殷期盼。

晚年时，黄寿康总结说：“把
青春献给西藏的几年，我学会了
不惧怕困难，这对我之后的生活
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面对
一座雪山，它是否有山神我不知
道。但我寄托在那里有太多太
多的情感，所以对于我来说，山
永远是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