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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拉萨的因缘，已十年有余。
对我来说，这个我一再抵达、途经又离开的城市拥有谜一般的魔力，并且仿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
城市》中描述的那些城市一般，存在于人类的想像与记忆之中。
　　今天的拉萨，其实是两座城。
十年前被称为西郊的地区，今天已经开发成了拉萨的新城，并且其繁华面貌与中原城市毫无二致，一
样的高楼大厦、酒店与咖啡馆，并且还在不断地向外生长。
　　我所热爱的是那座老拉萨，即大昭寺、小昭寺及其周边的街区。
直到今天，从西郊过来的中巴车售票员还会一路喊着：“拉萨！
拉萨！
”直到过了朵森格路，才算到了传统的拉萨城。
　　这一片地区的核心就是著名的八廓街。
八廓”，藏语“中圈”之意。
所谓“八角街”，乃是讹传，其实并没有八个拐角什么的。
“中圈(八廓)”指的是环绕大昭寺的三条转经圈的中间一条。
另有两条，一称“囊廓”，意为“内圈”，位于今天大昭寺内，是环绕大昭寺中心佛殿的转经线；还
有一条“林廓”，意为“外圈”，其实是环绕着拉萨老城(包括药王山、布达拉宫和小昭寺)的大转经
线。
　　内、中、外三道环形的转经线，有点像今天北京、成都的二环、三环，不过在意义上却绝不相同
。
现代城市的环线是本于交通而建，而拉萨的三个环线则完全出于宗教的信念。
在这一点上，拉萨更加接近人类理想与记忆中的东方城市，它暗含了人们对空间与存在的理解。
借用挪威建筑史与理论学者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ChristianNorberg-Schulz)的话，“建筑不仅
仅关乎实际需要和经济因素，它还关系到存在的意义。
这种存在的意义源于自然、人类，以及精神现象”(《西方建筑的意义》)。
　　在西藏相关史书的记载中，拉萨城的建立在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今天我们从拉萨城的形制上还是能揣测-二。
如果从高处俯瞰，老拉萨城的结构十分清楚，三个闭合的环线暗示了拉萨的存在及其隐含的精神内涵
。
　　首先，从语义上分析，藏语“廓”即“圆周”，是人们称为囊廓、八廓与林廓的三条环线，虽然
它们在事实上不可能是纯圆的，然而在理念上却是圆的。
因为这里的“廓”，是“经廓”的“廓”，梵语称为Mandala，即“曼陀罗”。
曼陀罗的出现与佛教徒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密切相关。
西藏《时轮历精要》中说：　　器世间(物质世界)是由地、水、火、风四轮构成的，风轮处于虚空之
中，其内是它所承托着的火轮，有七重，其第七重为金刚山，或名马面火山；火山的里面是水轮，也
有七重，其第七重为盐海，它的里面是地轮，地轮的中央是须弥山，须弥山上下有五层沿圈，状如铜
碟的边缘向外翻伸，下层最小，往上渐大(即一个上大而下小、倒立的圆锥体)。
须弥山的外面有六重洲、六重海、六重山⋯⋯　　这段描述与佛经《俱舍论》中的说法一样。
佛教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中央是须弥山，山顶上为帝释天(Brgya-byin)所居，四面山腰为四大天
王所居，日月星辰都依着须弥山转动。
山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成的咸海，成海四周有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
牛货洲、北俱卢洲。
我们居住的是南瞻部洲。
《时轮历精要》中还详细指出在我们住的南瞻部洲中区的北半部分分为六个区域，“由北而南为：1
．雪山聚(待考)；2．苫婆罗(香巴拉)；3．汉域(中原)；4．黎域(和田)；5．蕃域(西藏)；6．圣域(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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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人心目中，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西藏学者根敦群培在游历印度之后，指出所谓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四大
洲都是印度的真实古地名，所以这个对宇宙的认识也非空穴来风，它的来源一定本于印度古代哲人对
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由于有一个理想世界的模型，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去模仿并再现这个须弥山的模型，或者说宇
宙的结构。
西藏密宗修行者修行时就要建造或者观想这样的结构，谓之坛城(Dkyil-vkhor)。
在藏传佛教的四不共加行中，即有“献曼达(曼陀罗)”。
姜贡康楚仁波切的《了义炬》中写道：“在修献曼达中，行者重复把整个宇宙献给皈依处。
”在最复杂的三十七供中，完整地模拟了前文述及的宇宙结构，包括须弥山、七金山、七香海、四大
洲、金轮王七宝、日轮、月轮、星辰、阎摩罗、兜率天及其他天界等。
在修行中用于观想的曼陀罗则更为精妙而深密，非拙文所能阐释。
一般说来，密宗曼陀罗分为大曼陀罗、三昧耶曼陀罗、法曼陀罗和羯摩曼陀罗，分别象征着摄召身、
意、语、业四印，其深层意义非我们所能探讨。
　　总的来说，曼陀罗结构一经显现，即成为精神的镜像，人们把信仰与思想投射在这一宇宙的镜像
之中，去模仿并再现它。
佛教徒也将这一认识应用在建造寺庙上。
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庙桑耶寺，建于吐蕃赤松德赞(742～797)时期，该寺从763年开始动工，历
时3年修建完成。
布敦《佛教史大宝藏论》中记载：这座寺庙完全仿照印度飞来寺而建，而在有关后者的传说中则提到
，飞来寺是依照“须弥山／四大洲的形状而修建的”(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
桑耶寺居中的主殿分三层，底层是西藏式的石头结构，主神为石头雕刻的释迦牟尼像；中层为中原式
的砖瓦结构，主神为青铜铸造的如来像；顶层为印度式的木质结构，主神为药泥塑造的如来像。
周围建有四大洲、八小洲、十二座神殿。
　　桑耶寺的出现，遂成为西藏佛寺的典范，之后的许多寺庙皆仿桑耶寺的形式构建。
佛教后宏要地西藏阿里托林寺的迦莎殿则是“把桑耶寺一组庞大建筑群所表现的设计思想和内容，组
织在一幢建筑之中”(《古格王国建筑遗址》，西藏工业建筑勘察设计院)。
这个设计思路依然是曼陀罗的再现。
有了寺庙，随之就有了环绕寺庙转经的人们，人群构成了曼陀罗的另一极。
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认识到的那样：“曼陀罗象征着潜在的统一现象世界的多样性。
”　　抛开宗教观念不谈，在现实世界层面，拉萨城的构建也有着微妙的意义。
对于统一吐蕃的松赞干布来说，拉萨不仅要成为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也要被打造
成藏地“形而上”的中心。
所谓藏地是魔女，大昭寺建立在魔女的心脏上，都是这一现实背后的隐喻，无比精妙。
当然，这一切还协助吐蕃王朝顺利完成了藏地中心从山南到拉萨河谷的转移，进而通过建立大昭寺为
中心的十二座镇边大寺，完成了在精神上对藏地的统一。
　　以八廓街为中心的老拉萨城，不仅通过建筑形成了曼陀罗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生活的人
们用他们的思维与情感呼应了曼陀罗的宇宙观。
本书第二章中，会用几则八廓街的故事来探讨这些古老的观念。
比如，对立面的统一、局部包含整体等，而且，这些也都从现代物理学的实验中得到了印证；而碎片
的打破与重建则是人类学与神话学的重要原则，等等。
如果你能理解并认同这些古老的观念，八廓街就向你开启了一个新的入口。
十余年来，无论我路过还是居住在拉萨，八廓街永远带给我生机，我永远会在纵横交错的巷弄中迷路
，永远会遇到谜一般的光线，一切都像第一天来到这里般新奇。
我热爱它，仿佛它是宇宙的镜像。
来自高山峻岭的山民、草原上的牧民、河谷中的农民，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来到这里。
好奇的意大利人和睿智的德国人，他们都在寻找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荣格对曼陀罗的解释：“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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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代表着形成(Formation)、转化((20nversion)、不朽精神(EnternalMind)的永恒再创造”(荣
格[carlGustavJung]自传《记忆、梦、反省》[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
　　人类的思想在一个逝去的世纪中发生着颠覆性的革命，科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东方哲
学，人类知识的分科渐渐交织融汇，相互印证，并自外转向内而“反思”。
从上世纪的相对论到由量子理论而引发的混沌学，以及“薛定谔的猫”都仿佛在促成西方科学精神与
东方哲思的“对立统一”。
　　理解量子理论的最重要实验是著名的双孔实验，通过类似实验，物理学家们不断推衍出颠覆性的
理论，如“波粒二象性”、事物的不确定及平行世界乃至多重宇宙的构想等。
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实验是在1982年，由物理学家阿兰·爱斯派克特(AlainAspect)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
完成的，实验证实了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叫作“量子纠缠”(Ouantumentanglement)的关系。
在量子力学中，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都一直
保持着纠缠的关系，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立即就知道了。
这个骇人的实验引发了新的推想革命，并印证了尼尔斯·博尔(NielsBohr)对量子理论提出的一种假设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量子)世界所固有的，而不仅是我们对于它不完全感知的结果。
从某方面看来，这个命题更像是哲学或神学的命题。
　　爱斯派克特的发现激励物理学家试图用复杂的方式解释世界。
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博姆(DavidBohm)进一步推想，在现实的更深层次，宇宙中的一切最终都是相互
关联的，也就是说物质世界互为镜像。
尽管宇宙看起来具体而坚实，其实宇宙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巨大而细节丰富的全息影像(}tologram)，
其核心内容则是“整体包含于部分中”。
　　这一推想仿佛是曼陀罗的一个注脚。
而在卡普拉(Frijofcapra)的《物理学之“道”》中，就对量子理论与东方古老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地联系与比照，这一方面的内容也非拙文所能及，但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神学终于超越对立，并互为
借鉴与激发，这终究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爱斯派克特和博姆这样的理论家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联系着。
适用于宇宙的惟一一个Holistic(全盘的、整体的)方法可能会解释人类意识之类的现象。
”无疑，对于西藏的佛教徒和荣格来说，这惟一一个Holistic的方法就是曼陀罗。
　　有关坛城的结构暗含了人类对超越单一精神世界或单一物质世界的想像，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坛城
就是宇宙的结构，不仅存在于精神之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有投射，仿佛镜子一般。
八廓街就如一个立体的曼陀罗，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
这种仿若宇宙结构的镜像，不仅折射出藏文化的精髓，也许还有更深邃的秘密⋯⋯　　高晓涛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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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地理八廓、人文八廓、元素八廊等上中下三大篇，每篇又分为几到十几不等的小节，详尽描述
了拉萨城和八廓街的地理、历史、人文等风貌。
    颇见作者心思的地方还在于：本书本着曼陀罗的游戏精神，因此各篇目及章节之间互有交叉，因而
阅读本书并无固定的先后顺序，可随意阅读。
阅读中可参阅指示小标，跳转到其它页阅读。
而且，在空白处还可以写下读者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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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晓涛，甘肃兰州人。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供职于新华社。
先后数次或搭卡车，或乘巴士，或骑单车，走过新藏、青藏、川藏、滇藏各线。
后任《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编辑部主任，足迹遍及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地
。
曾徒步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并登上海拔63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采访。
　　西达，北京人。
曾在《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任编辑、记者，三年长驻西藏，现为旅游杂志编辑。
几年来曾为多本杂志撰写过与藏区相关的人文、宗教、历史等题材的文章。
2007年负责撰写了“走遍中国——《西藏》”一书中的拉萨、日喀则及林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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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乌如，以今拉萨为中心；要如，主要包括今天的山南地区；叶如，则以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为
中心；如拉，以今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为中心；孙波如的范同大致为今天的那曲地区与青海省的连接
地带，即古羌人苏毗(被吐蕃征服后称孙波)聚居的地区。
　　大局初定，边境依然未稳。
为此，松赞干布采取了联姻的策略。
他先迎娶了邻国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为妻，然后又派得力的大臣禄东赞前往长安求婚。
641年，文成公主携随行人员、大量陪嫁物品前往西藏。
文成公主及其随从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流。
　　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出嫁的时候，各自带来了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
尺尊公主带来的是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为了供养这两尊全藏最为神圣的佛像，松赞干布开始修建西藏最早的佛教建筑物：大昭寺和小昭寺。
如藏文典籍《贤者喜宴》里所说：“赞普松赞干布之时，建造了逻些贝哈寺(即大昭寺)，此为奉行佛
法之始。
”　　当时的拉萨，古称“逻些”，还很少有固定的房屋，更无宫室，很多人居住在帐篷之中。
　　今天大昭寺的所在，在当时是一个湖泊。
传说，在建立大昭寺的过程中，起初遇到了很多困难。
文成公主推算出，整个青藏高原是个仰卧的罗刹女。
罗刹女头东脚西地仰卧着，大昭寺所在的湖泊正是罗刹女的心脏部位，所以大昭寺必须建在湖上，以
镇住“魔女”的心脏，为此需要填湖建寺。
于是人们依靠山羊驮着装满沙和土的袋子，运来沙土，将整个湖泊填平了，在上面修建了大昭寺。
　　为了镇住罗刹女的四肢和关节，按文成公主的推算，又修建了十二座寺院。
在当时吐蕃王朝的四大重镇卫藏四如(当时的四个行政区划)，分别修建四座镇边大寺，又称镇肢寺。
“魔女”左肩的约如修建昌珠寺(今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区，寺庙建筑宏大)；“魔女”右肩当时为伍
如，上建嘎采寺；“魔女”的双足处是叶如及如拉，也分别建寺；后来在“魔女”关节处又再修建了
四大镇节寺，或称再镇边四寺；最后修建四大镇翼寺，位于“魔女”左右掌心及左右足心处。
　　此时修建的十二座寺，并非佛法僧俱全的寺庙。
我在藏地也先后考察过尚存的几家，比如林芝布久乡的金色拉康，初为一间殿堂而已，并不具全佛法
僧三宝，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
从十二大寺分布在五如各处的关系上，则更加显露了其背后的真正用意：在作为行政区划的四如分别
建有镇边大寺，起到精神统一的作用。
最重要的两座寺是建在“魔女”两肩的吕珠寺(此寺今天依然十分兴盛)和嘎采寺。
而十二座寺的统领，则是大昭寺，因为它是建在“魔女”心脏部位的。
如此，完成了对吐蕃王国形而上的构建。
　　据藏文史籍记述，最初，大昭寺内原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到吐蕃的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
身像)，小昭寺则供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小昭寺大门朝东，朝向文成公主的家乡。
8世纪前半期，金城公主人藏后，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移置于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觉
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迎至大昭寺供养。
自此，供奉觉卧仁波切的大昭寺便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拉萨也就围绕着大昭寺渐渐兴起，是为八廓街的缘起。
　　P2-3　　乌如，以今拉萨为中心；要如，主要包括今天的山南地区；叶如，则以今日喀则地区南
木林县为中心；如拉，以今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为中心；孙波如的范同大致为今天的那曲地区与青海
省的连接地带，即古羌人苏毗(被吐蕃征服后称孙波)聚居的地区。
　　大局初定，边境依然未稳。
为此，松赞干布采取了联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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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迎娶了邻国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为妻，然后又派得力的大臣禄东赞前往长安求婚。
641年，文成公主携随行人员、大量陪嫁物品前往西藏。
文成公主及其随从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流。
　　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出嫁的时候，各自带来了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
尺尊公主带来的是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为了供养这两尊全藏最为神圣的佛像，松赞干布开始修建西藏最早的佛教建筑物：大昭寺和小昭寺。
如藏文典籍《贤者喜宴》里所说：“赞普松赞干布之时，建造了逻些贝哈寺(即大昭寺)，此为奉行佛
法之始。
”　　当时的拉萨，古称“逻些”，还很少有固定的房屋，更无宫室，很多人居住在帐篷之中。
　　今天大昭寺的所在，在当时是一个湖泊。
传说，在建立大昭寺的过程中，起初遇到了很多困难。
文成公主推算出，整个青藏高原是个仰卧的罗刹女。
罗刹女头东脚西地仰卧着，大昭寺所在的湖泊正是罗刹女的心脏部位，所以大昭寺必须建在湖上，以
镇住“魔女”的心脏，为此需要填湖建寺。
于是人们依靠山羊驮着装满沙和土的袋子，运来沙土，将整个湖泊填平了，在上面修建了大昭寺。
　　为了镇住罗刹女的四肢和关节，按文成公主的推算，又修建了十二座寺院。
在当时吐蕃王朝的四大重镇卫藏四如(当时的四个行政区划)，分别修建四座镇边大寺，又称镇肢寺。
“魔女”左肩的约如修建昌珠寺(今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区，寺庙建筑宏大)；“魔女”右肩当时为伍
如，上建嘎采寺；“魔女”的双足处是叶如及如拉，也分别建寺；后来在“魔女”关节处又再修建了
四大镇节寺，或称再镇边四寺；最后修建四大镇翼寺，位于“魔女”左右掌心及左右足心处。
　　此时修建的十二座寺，并非佛法僧俱全的寺庙。
我在藏地也先后考察过尚存的几家，比如林芝布久乡的金色拉康，初为一间殿堂而已，并不具全佛法
僧三宝，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
从十二大寺分布在五如各处的关系上，则更加显露了其背后的真正用意：在作为行政区划的四如分别
建有镇边大寺，起到精神统一的作用。
最重要的两座寺是建在“魔女”两肩的吕珠寺(此寺今天依然十分兴盛)和嘎采寺。
而十二座寺的统领，则是大昭寺，因为它是建在“魔女”心脏部位的。
如此，完成了对吐蕃王国形而上的构建。
　　据藏文史籍记述，最初，大昭寺内原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到吐蕃的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
身像)，小昭寺则供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小昭寺大门朝东，朝向文成公主的家乡。
8世纪前半期，金城公主人藏后，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移置于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觉
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迎至大昭寺供养。
自此，供奉觉卧仁波切的大昭寺便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拉萨也就围绕着大昭寺渐渐兴起，是为八廓街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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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廓曼陀罗》构思巧妙，把拉萨八廓街作为一个曼陀罗来展开。
它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体，把藏文化的精髓糅合于其中。
八廓街就如同是一个立体的曼陀罗，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
这种景象仿若宇宙结构的镜像，不仅折射出藏文化的精髓，也许还有更深遂的秘密⋯⋯　　穿越拉萨
城的前世今生　　深入藏地十年的传奇之作　　这是一座拥有|迷一般魔力的城市，与卡尔维诺在《看
不见的城市》中描述的那些城市一样。
拉萨其实是两座城市，而拥有神奇魔力的是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围的这片街区。
这本书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十余年来，无论我路过还是居住在拉萨，八廓街永远带给我生机，我永远会在纵横交错的巷弄中
迷路，永远会遇到谜一般的光线，一切都像第一天来到这里般新奇。
我热爱它，一仿佛它是宇宙的镜像。
来自高山峻岭的山民、草原上的牧民、河谷中的农民，这一切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来到这里。
好奇的意大利人和睿智的德国人，他们都在寻找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荣格对曼陀罗的解释：“曼
陀罗代表着形成、转化、不朽精神的永恒再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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