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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021_2022__E5_9B_9B_E

5_B7_9D_E6_97_85_E6_c34_46741.htm “扎溪卡”是石渠的藏

语别称，意为”雅砻江边”。石渠的确切地理位置在青藏高

原东南缘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处，北起巴颜喀拉山南麓

，南抵沙鲁里山脉的莫拉山段，西北部与青海玉树州接壤，

西南面与西藏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东南面与四川的色达、

德格县毗邻，距成都1070公里。石渠境内平均海拔4000米，

幅员面积25141平方公里，草地面积约占90％，年平均气温

－8－5摄氏度，冬季一般－20摄氏度左右，有“四川第一畜

牧业大县”之称。最佳旅游时间为5－10月。 跟大部分的藏区

一样，石渠也是一个宗教氛围很浓的地方，全县有黄教、白

教、红教、花教四大教派的寺庙共46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

志玛拉空(度母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虽屡遭损毁，然人

气不衰。而目前规模最大最为知名的则是色须寺，该寺供有

藏区第二大铜塑镀金强巴佛(仅次于西藏扎什伦布寺所供)。

并且是四川省惟一有资格授予“格西”学位的格鲁派寺庙。

“色须”意即“戴黄帽子的部落后裔”，据说”石渠”这个

名称就是由此读音演变而来。 雅砻江流域多湖泊沼泽，有丰

富的湿地资源，因而成为黑颈鹤、棕头鸥、斑头雁、野鸭、

鱼鸥等水鸟的栖息地。黑颈鹤是世界上惟一生活在高原的鹤

类，目前仅存500只左右，濒临灭绝，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青藏

高原东南部地区，每到春夏繁殖季节，在石渠的一些河湖沼

泽就会有许多黑颈鹤来这里安家，最多时约有上百只。藏民

们认为黑颈鹤是有灵性的仙鹤，同样，白唇鹿也是仅存于青



藏高原的珍稀野生动物之一，被当地人视为神鹿。据中外专

家考察认定，石渠境内金沙江流域的高山生态区，是白唇鹿

分布数量最多、种群最大的区域，其中最小的种群有30多只

，最大的种群达400多只。在白唇鹿最多的真达乡，有一座与

神鹿为邻的尼姑庵嘎悟寺，这是依山傍水林木葱笼，出家人

又乐善奸施爱惜生灵，因此成了白唇鹿常常光顾的地方。 离

开了白唇鹿的故乡，沿金沙江河谷溯流而上，便到了川、青

，藏三省区的交界处，通天河从这里由青海流入了四川，始

称金沙江(藏语意为牦牛河)。这里有着与雅砻江迥然不同的

景观，只见高山峡谷间涛走云飞，地势险峻，天光云影，变

化万千，气候植被垂直分布，四季景色一山尽览。金沙江峡

谷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温暖湿润，是石渠主要的农林区和动

植物资源分布区。 从巴颜喀拉山到沙鲁里山。从雅砻江到金

沙江。看不够川西北高原的迷人风光，听不完扎溪卡草原的

故事歌谣。在这块“两山环抱，两江纵横”的古老大地上，

发源干巴颜喀拉山的雅砻江自西北向东南几乎横贯石渠全境

，是其境内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奔腾不息的金

沙江是流经石渠的第二大河，也是川藏分野的界河。两江流

域不仅造就了瑰丽多姿的自然奇观，也孕育了雪域高原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如雅砻江流域萆原游牧部落的“牦牛文化

”，和金沙江流域以半农半牧为基础的“青稞文化”两种文

化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融会，都带有鲜明的“大河文明”特征

和浓郁的藏传佛教色彩。神奇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积淀

水乳交融的和谐统一，才构成了扎溪卡完美的风景和独特的

魅力。 石渠也有跟其他藏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藏区无处不

在的嘛呢堆，在这儿就被垒成了长长的嘛呢墙，在众多的嘛



呢墙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当属蔚为壮观、堪称一绝

的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石经城。在当地人眼里，这两个地

方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此外，在石渠还有一处奇妙的石

头景观，那就是利山巨石群。利山巨石群漫山遍野林立的怪

石，都呈深浅不同的红褐色。大的像一幢楼，小的像一间房

，有的形似动物，有的貌似人像，有些是一石独立成峰，更

多的却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头像搭积木一样垒叠而成，如像风

动石、飞来石之类的景观比比皆是，其间还有一些洞穴和通

道。巨石的棱角都比较浑圆，表面布满了纹理。整个石群的

面积约有数平方公里，布局看似无规则的间隔错落。在这个

周围都是浅丘草地的环境中，这些巨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里的藏民之所以把它尊为神山，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神的

魔力才能完成这样的巨作。现存于石渠县宗教局的一本藏传

佛教经书里，就记载了有关利山的传说，经书称此山为”胜

乐慈悲神山”，是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师等高僧大德的修行

处，先后有80位大圣在此修行。地址: 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

、青、藏三省区交界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