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雪域高原格桑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雪域高原格桑花>>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4633

10位ISBN编号：7010084637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铁骑，杜嗣琨  主编

页数：2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雪域高原格桑花>>

内容概要

到过西藏的人，不会忘记那开遍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因为那是属于西藏的花，她盛开在海拔五千米以
上的高原地带，不惧严寒，不怕酷暑，漫山遍野，红透雪原，被藏族人民视为幸福之花、吉祥之花。
她像祖祖辈辈生长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一样，用生命的怒放，装点着自己的家园。
    2009年3月28日，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拉萨、在林芝、在日喀则、在山南、在
遥远的阿里，在初春的和煦阳光下，西藏人民用自己的方式，用醇美的青稞酒，用洁白的哈达，用高
亢的歌声，用奔放的舞蹈，纪念着一个民族走向新生、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五十年光辉历程。
    2009年的初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了二十多人的采访队伍，分别走进拉萨、走进山南、走进林
芝、走进日喀则，走进城市、走进乡村、走进学校、走进军营，从几百万西藏群众中选择着自己的采
访对象。
    我们的记者把目光投向那些工作、生活在西藏的普通人，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记忆，走进
他们的过去与现在，记录着一个个普通西藏人的真实生活：他是孤儿出生的西藏学者，他是青稞酒酿
造世家的传人，他是一个正走向小康的藏族农民，他是一个日日与佛相伴的僧人，他是藏族自己的歌
手，他是一个珞巴族的乡村干部，他是一个在西藏默默工作五十多年的老兵，他是一个驻守在高原的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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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在这座寺院采访时，遇到了一位用流利英语向游客讲述大昭寺历史的僧人叫尼玛次仁。
他身披绛红色的袈裟，黄色稍黑的皮肤，瘦削精干的身板儿⋯⋯已经43岁的尼玛次仁师傅在僧人中很
受人尊重。
他形象精练的语言、周密独到的见解加上情不自禁的手势，给他言简意赅的讲解增添了色彩。
独具个性的讲解渗透着他对大昭寺、对藏传佛教的殷殷衷情，也让信教群众和五湖四海的宾客在他深
邃和富含哲理的解说中了解到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尼玛次仁的老家林周县和拉萨市仅一山之隔。
1985年，这位普通的农民子弟怀揣梦想来到拉萨大昭寺，成了一名虔诚的僧人。
为了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好地服务游客，他还专门到外地补习了一年英语，国内来的讲汉语，国
外来的讲英语，受到中外游客的好评。
　　1989年，尼玛次仁考入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获得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学习机会。
造诣高深的老师、安静的学习环境，念经、辩经、打坐、修行，一年的学习进修和与各地高僧的交流
使尼玛次仁师傅在佛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毕业后，他回到了大昭寺。
　　站在大昭寺的院子里，午后的阳光照在尼玛次仁绛红色的袈裟上。
他那双神采飞扬的眼睛和讲解中抑扬顿挫的语调，吸引着朝圣者和游客们用心感悟大昭寺的发展变化
历程。
他介绍说，解放以后，大昭寺由国家拨专款进行的第一次大维修是在1991年到1994年间。
2000年，大昭寺又被顺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后来随着大昭寺的保护完善，国家旅游局又将其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2009年又被列入“西藏十大古建筑保护工程”，国家还将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大昭寺进行保护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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