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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掩映在情爱中的故乡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和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和
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创作的诗歌，也被称为道歌，意即可以咏诵的宗教唱词，却蕴含着对绵绵不绝的男女情爱的赞美，
同时，在他的诗歌中不断提及的西藏地名、动植物和物产中，表现出他对故乡的深深怀恋。
爱情、故乡和信仰互相纠缠在仓央嘉措的诗歌意象之中，成就了他的诗歌的生命和意义。
仓央嘉措离开我们已经300多年了，他的诗歌已经成为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人类倾吐衷肠的一种途径或者
一种模式。
如今，他的诗歌作为藏族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网络、媒体和各种音像制品在广泛传播。
许多歌手以能够演绎他的诗歌而感到光荣。
仓央嘉措出生在西藏山南一个叫纳拉沃域松（意为鼻山下三洼地）的地方，这里是西藏最美的地方之
一，在阿旺伦珠达吉所著的藏文版的《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仓央嘉措秘传》）中，是这样
描写这一地区的：说到（仓央嘉措）诞生之地，原来是乌仗那第二佛祖曾经加持过的宝地，那里遍布
秘籍宝藏⋯⋯年稔谷粮十三种，林木瑞草花果数不清。
仓央嘉措就这样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这片山野之中。
在这期间，在远离他的家乡的圣地拉萨，这个似乎跟他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却与他的生命紧紧维系在
一起的高原古城，发生了一件与他此生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他的前世活佛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
嘉措圆寂后，大权在握的摄政王第斯·桑结嘉措却密不发丧，封锁了活佛圆寂的消息。
当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大清康熙皇帝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知道这个让他始料未及的事情时，时间已
经过去了13年！
如此，仓央嘉措还迷恋于故乡的山水自然，沉醉在男情女意之中的时候，他被迎请到了布达拉宫。
此刻的仓央嘉措并不知道他已经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最高权力的象征，更不知道以后将要走过的风雨
和坎坷，但这一刻，他已经具备了他将要成为一名浪漫诗人的所有条件：在故乡的山野中，他受到了
当地广为流传的藏族和门巴族民歌的陶冶，他稔熟那里的山歌野曲；15岁的年纪，情窦初开，他已经
品尝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业已开始的僧侣生活将使他受到信仰与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这也是他诗
歌中表现的主要内容），他将接受思恋与苦修双重的煎熬；他要接受藏文大小五明文化的学习，其中
属于小五明之一的藏文诗律学中的“年阿”体诗歌将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似乎就是为了要在代表着西藏统治阶级意志的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中，添加一笔不一样的色彩，成
就一位才华出众的浪漫诗人，特意让仓央嘉措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从民间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第斯·桑结嘉措一手遮天的强权之下，他经历着青灯黄卷的苦修，经历着对故乡的思念。
在布达拉宫，他开始用书写经文的斜头笔，在牛皮纸上写下一行行饱含着他的回忆、痛苦和企盼的优
美诗句。
阅读他的诗歌，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在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同时，难掩对故乡的怀恋，这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像一层难以驱散的浓雾，弥漫在他的诗歌之中。
透过仓央嘉措的诗歌去透视故乡，会看到在缠绵悠长的爱情意象背后，掩映着一片风光旖旎、鸟语花
香的美景。
显然，对故乡的赞美和思念，不是诗人刻意的描述，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在仓央嘉措的诗歌中，出现了许多地名，这些地名中，除了故乡门隅，还提到的地方有：拉萨、琼结
、工布、塔波等，这些地方大致属于雅砻河谷地区，与诗人的故乡山水相连，从大的地理概念上来说
仍然是诗人的故乡。
同时，诗人通过对这些地方的描述，勾勒出了他在布达拉宫生活期间的大致轮廓。
他在布达拉宫生活了不到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柔弱的心身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磨难，最后遭人陷
害，被赶出了布达拉宫，在被押解进京的途中，路经青海湖畔，身死他乡，年仅24岁。
而一部《仓央嘉措秘传》却又揭示了他的另一种人生：他在押解途中逃遁，游历康、藏、甘、青、川
、内蒙及印度、尼泊尔、蒙古等地，64岁时圆寂于阿拉善。
仓央嘉措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他直指人心的缠绵情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多彩绮丽的游历地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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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诗歌地理》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这份地图进行注解，揭示掩映在那些地名背后有关仓央嘉
措的故事。
爱情、故乡、信仰，这三个词汇或者意象纠结在仓央嘉措的诗歌之中，成就了这些优美诗歌绵延不绝
的生命，这本书，就是虔诚吟诵这些诗歌的一点体会或心得。
龙仁青2011年5月20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仓央嘉措诗歌地理>>

内容概要

　　本书以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传奇又短暂的一生为背景，跟随他的脚步游历青海、拉萨、四川、内
蒙古、印度等地，寻找他诗歌中那些让人留连忘返的场景，描绘出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朝圣之路。
带着这样一本书，你可以踏仓央嘉措的足迹，走遍西藏，来一次“邂逅仓央嘉措”的穿越之旅。
同时，本书配有各地精美摄影图片和唐卡绘图，是一本颇具宗教意味的人文旅游图书，并随书收录了
仓央嘉措诗歌集，收纳仓央嘉措诗歌124首，由藏区作者龙仁青翻译，这将是目前流传的译本中最忠实
原文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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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仁青，
1967年3月出生于青海藏区。
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
出版图书《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光荣的草原》等，翻译出版有小说集《端智嘉经典小说
选译》等。
作品多次获奖，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梅朵，女，生于1970年，先后从事秘书、记者、编辑工作，1989年起发表作品，编写有数十部国
内各省市旅游书籍。
现为《亚洲旅游》中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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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从哪里来，风从故乡来
　乌坚岭：红莲花的黄色花蕊
　错那：初尝情爱的美酒
第二章 住在布达拉时，我是持明仓央嘉措
　浪卡子：从人到佛的第一步
　拉萨：红尘堆砌的圣地
　布达拉：高处或者低处
第三章 野鸭恋上池沼，想做短暂停留
　门隅：镶嵌在诗歌里的思念
　工布：鸟儿牵系的情缘
　琼结：情人失去的哀思
　理塘：预言中的故乡
第四章 龙女措曼嘉姆，与我结伴相好
　青海湖：消隐或者远遁
　仙女湾：吉祥天母的柔情
第五章 在那西山的顶端，白云在天上翻卷
　五台山：观音洞的坐静
　北京：先佛的足迹
　印度：圣地的孔雀起舞
第六章 故乡遥不可及，不见父母双亲
　阿拉善：异域的故乡
　南寺：秘境灵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仓央嘉措诗歌地理>>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风从哪里来，风从故乡来山谷的绿野变色，山口的树叶飘零。
去往门隅的杜鹃啊，你若是马儿该多好。
乌坚岭：红莲花的黄色花蕊乌坚岭，仓央嘉措出生之地。
公元168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猪年三月一日，清康熙二十二年农历正月十六，仓央嘉措出生于乌坚
岭。
是日，七日同升、黄柱照耀，显现异象。
人物：莲花生大士、白玛岭巴、乌金桑布、仓央嘉措的父母、仓央嘉措寺院：乌坚岭寺、达旺寺写在
纸上的黑字，一经雨水就洇湿。
没有写下的心迹，如何擦也擦不去。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当一个人从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初涉人世的少年，关于人的本源的这一永恒命题就开始伴随终身。
也许我们终此一生，无法探寻到它的谜底，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我们所赖以寄身的肉体，飘荡
在尘世的居所何在。
学习英文时，故乡是nativeplace、birthplace，也就是本土、出生地。
在汉族人的意识中，故乡是一个人的出生地或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在我的概念中，故乡就是祖居地。
而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故乡，就是一个人脐血所落的地方。
看来，即便是我们想要弄懂世俗意义上的故乡，也还需要花费一些气力。
所以也就难怪，有一个人在被问到来自何处时，他说：我因为离开得太久，已经忘记了父老乡土。
这个人就是仓央嘉措。
是的，我们在这尘世的天空飘荡得太久，到底哪里才可称为是故乡？
然而，还是会午夜梦回，泪湿枕畔。
长风浩荡，汹涌如潮，掠过发际，喧响耳畔，鼓荡起黄色的衣裾，他的身体像一枚轻盈的鸟羽，腾空
、飘扬、旋转、沉浮、飞升⋯⋯俯瞰茫茫大地，山川河峦、田园村舍，隐现在重重迷雾之中，连那座
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也笼罩在漆黑的乌云之下，梦幻般的金顶隐匿不见，黯然无光。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终究还是回到那里，回到那个叫做乌坚岭的地方，那座破旧的小屋。
往事如烟。
岁月的痕迹，早已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浩渺难寻、漫漶不清。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寻找故人的踪迹。
现在，还是让我们就着皎洁的月光，在静寂无人的深夜里，翻开卷帙浩繁的史书，听听岁月隧道深处
传来的回声吧。
在我们所居住的这颗蓝色星球之巅，极目四望，峻峭高拔的冈底斯山脉、披冰戴雪的念青唐古拉山、
峻极于天的喜马拉雅山，莽莽苍苍、群峰拱列。
汹涌的雅鲁藏布江在喜马拉雅山东南麓调转潮头，急转直下，劈开了世界上最为险峻幽深的大峡谷，
造就了地球最后的秘境。
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扑面而来，于是，南藏门隅地区丛林密布，水草丰美，终年氤氲着宛如江南
的清新绿意。
滔滔不绝的达旺河，穿过荆棘密布的灌木，穿过云雾弥漫的山谷，穿过“隐藏着的乐园”——达旺山
城。
这里，蔚蓝的天空仿佛绿松石一般纯净，洁白的寺院墙面，恰似远处山峰上堆积的白雪。
郁郁葱葱的树林铺满山间谷壑，门巴人的“松耳石玉盘”静静地敞开着宽广的怀抱。
清晨，当第一缕晨曦照耀在达旺寺的金顶上时，三三两两身穿袈裟的僧人踱进经堂，于是，诵经声如
天籁响彻山巅，整个山谷都为之和奏。
伫立在山腰，让视线向西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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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就是门隅著名的“域松”或“沃域松”地方。
在藏语中，“沃域松”即“三神地”、“三洁地”之意，指附近的乌坚岭、桑吉岭和措吉岭。
乌坚这个词，原是一个地名，据说是莲花生大士的故乡，所以藏族把莲花生称为乌坚班玛炯乃。
人们总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是的，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门巴族人信奉的是原始宗教。
直到公元8世纪中后期，宁玛派的开山祖师莲花生大士，这位印度大成就者，受大唐金城公主之子—
—藏王赤松德赞之邀入藏，修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同时开始翻译佛典
，从此佛教密宗盛行于西藏。
在门巴族民间传说中，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沿河谷南下门隅传教，至今那里还留下许多当年的遗迹
。
此后经年，莲花生大士的金身就伫立在门隅的佛堂庙宇中，护佑着纷扰世事中的芸芸众生。
宁玛派作为一个被认可的教派传入门隅的时间，是在公元11世纪左右。
那时，宁玛派活佛白玛岭巴来到门隅的降喀（在达旺附近）传教，他的弟弟乌金桑布也来到门隅，与
当地土王楚卡尔娃之女多吉宗巴成婚，并在降喀的索旺一带建了乌坚岭、桑吉岭和措吉岭三座宁玛派
寺庙，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沃域松”，意为三神地。
大凡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出生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还有传说说乌金桑布是历史上达旺地方萨塘木王的后裔。
萨塘木王死后，三个王子在河边玩耍，被水冲走而死。
王后哀悼三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有一神与之媾和生一子，即加木样法王。
加木样法王的一个后裔生九子，第九子就是乌金桑布。
乌金桑布的足迹踏遍了门隅的每一寸土地，最后在乌坚岭终其一生。
他的后代也一直在达旺一带传教和执掌宗教事务。
总之，宁玛派既是最早传入门隅的一个佛教教派，也是门巴族最为信奉的教派。
公元1683年的一天。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猪年三月一日，清康熙二十二年农历正月十六。
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繁华富庶的遥远汉地，人们还沉睡在“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
香满路”的宿梦中。
太阳像巨大的火球一般从东方的山巅跳出，山顶像燃起了金色的火焰。
那宛若来自天国的金辉，笼罩着鳞次栉比的宁静村庄，也笼罩着乌坚岭寺旁的一座小屋。
天光越来越亮，亮到耀眼，亮到灼热，讶异的人们忽然发现，东方的天空上七日同升、黄柱照耀！
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人们奔走相告，惊恐万状，莫敢仰视，俯首祈祷。
这时，一阵婴儿的啼声从小屋中传出！
这就是他，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一生。
阿旺伦珠达吉，这个仓央嘉措的“微末弟子”，是这样记载仓央嘉措的生平的：“说到尊者的家族，
自天神降凡以来，迄于父祖、母祖七世”、“父尊为日增·白玛岭巴之曾孙”，“说到诞生之地，原
来是乌仗那第二佛祖曾经加持过的宝地”，又引伏藏经《神鬼遗教》，暗指仓央嘉措是乌坚岭巴的转
世化身。
如果说，阿旺伦珠达吉的《仓央嘉措秘传》（又名《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中关于仓央嘉措生
平后四十年的记述不足为信的话，并不足以影响有关他出生地记载的真实性。
而且，在《隆多喇嘛全集》中也有关于仓央嘉措家世的记载，与前者基本一致。
德国人霍夫曼（H.Hoffnan）所写《西藏的宗教》也指出“仓央嘉措出生于一个红教家庭，这就是发现
红教伏藏的白玛岭巴世系”。
这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诞生了一个不寻常的孩子。
目睹了这一异象，饱经沧桑、阅尽世事的门巴族老人慨叹说，七日在天，注定了这个婴儿不寻常的一
生，他必将尽享七日护卫的荣耀富贵，也必将辗转于七日炙烤的煎熬痛楚。
乌坚岭的春天，柳绿桃红，草长莺飞，绵延逶迤的青山在雨雾中呈现出新鲜欲滴的绿色，奶白色的浓
雾缭绕在山脚，一条蜿蜒的山路直通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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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折折的溪水从山间流下来，穿过黑色的圆木小屋下斑驳的石基，穿过碧绿的无边原野。
聪颖活泼的仓央嘉措，在这户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的家庭中，快乐无忧地一天天长大。
他踏过在雨水中飘摇的木质吊桥，遥望对面的门巴族民居和翠绿的竹林，唱起了一首门巴族歌谣：请
来看吧门隅的白鹤，额头绘饰海螺花纹。
除非神工谁人能绘，衷心祝福白鹤主人⋯⋯他嘹亮的歌声如林间的云雀鸣唱，划破晴空直上云霄。
恰是此时，远处乌坚岭寺的钟声响起，清越悠长，久久回荡。
仓央嘉措听到钟声，返身向寺院跑去。
在这里，他看到了随众人一起转经拜佛的阿爸阿妈。
在佛教没有传入之前，门隅地区只有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巫师。
现在，一座座佛教寺庙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已是寺院林立，钟鼓相闻。
在乌坚岭，不时可见头戴红色僧帽、身穿红色袈裟的喇嘛，喃喃的诵经声和各种法事早已取代了巫师
的请灵跳鬼。
仓央嘉措的家族，更是世代受到宁玛派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宁玛”藏语意思是“古旧”，以密教典籍为主，吸收西藏原始苯教的教义也最多。
因为宁玛派喇嘛头戴红帽，身穿红袍，所以俗称红教。
宁玛派的教义教规，严格地依莲花生大士来藏地后传授的密法密咒及后来陆续发掘出的“伏藏”（指
莲花生大士在行将离开藏地时以神通在当地埋下的佛像、经书、法器、财宝等）为蓝本——而白玛岭
巴就是“伏藏”的发现者之一。
与格鲁派认为众生心有染污、离垢清净始有成佛的可能不同，宁玛派认为众生心体本净，众生是佛，
佛与众生只是迷悟之差，明空妙觉无二无别。
在修行方面，宁玛派主张顿悟，只要顿悟一心，自性元成，一切具足，不假修造。
而格鲁派反对本具之说，认为成佛要培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长时间修行，由种种因缘聚合方能证
得。
宁玛派的教义，已经在仓央嘉措小小的心灵上扎了根，转经拜佛，已经成为这个小小孩童日常生活的
重要部分。
还是在襁褓时期，父母除了每天背着他到紧靠着家的乌坚岭寺转经拜佛，每年，还会带他去参加传大
昭、慈尊佛圆寂灯节、宗喀巴圆寂灯节、集密佛金刚怖的修法仪式、送鬼法会等。
对仓央嘉措的父母来说，这无异于盛大的节日来临：天还麻麻亮，父母就将他轻声唤醒，打扮一新，
在静静的曙光中来到已是人头攒动的寺院。
尚不知人事的仓央嘉措睁大纯洁无瑕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法事活动上头戴面具、手舞足蹈的僧人
，稚嫩的小嘴像花瓣一样绽开了。
童年的记忆，由于隔着长长的岁月，越发变得美丽、朦胧而又深刻。
在布达拉宫深深的宫墙里，在酥油灯昏暗的火光下，在转经筒吱呀吱呀的旋转中，在紧张的潜心修佛
中，仓央嘉措的思绪常常会飞到故乡，寻找那时的自己。
乌坚岭，总是乌坚岭。
那曲曲弯弯的乡间小道上，一行稚嫩的小脚印通向前方，直到被密林掩映的深处。
那是他童年时期的小脚印。
有时候，阿妈正在虔心念佛，只顾玩耍的仓央嘉措在一旁吵吵闹闹，惹得阿妈起身追赶。
于是，乌坚岭的乡间小道上便留下了他仓皇逃跑的小脚印，虽历经三百多年风雨沧桑至今不褪。
家乡的乡间小道，是一个令人落泪的词句。
从这里向前，是他到河边去玩耍经常路过的一个路口，一旁蹲坐着一个不知什么年代的石狮子，他每
每在上面练习写字涂画，至今刻记犹存。
后来，仓央嘉措去错那学经，对故土念念不忘的他，几度返乡，亲手在乌坚岭种下了一棵柏树。
如今，那棵古柏已然亭亭如盖，虬枝盘旋，在它的枝头上，是否依然有杜鹃啼血、鹦鹉鸣啭？
是否依然有顽皮的孩童，在它的荫庇下快活地玩耍？
是否依然能听到阿妈声声的呼唤？
这时，他每每想起小时候与同伴们常常唱的那首歌谣：家乡的山谷静谧安适，太阳的光芒欢乐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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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相聚，永不分离，如若分离，愿再相聚。
家乡的村寨静谧安适，我们的亲友欢乐相聚。
祝愿相聚，永不分离，如若分离，愿再相聚。
再向前，就是他魂里梦里的小屋了。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风雨飘摇中的小屋已嫌破败，壁缝已生满萋萋苍苔。
这座小屋现在已经成为门巴族群众络绎朝拜的圣地。
据说，在乌坚岭寺和达旺寺，至今还珍藏着仓央嘉措用过的小茶具、衣物以及他母亲的遗物，在渐去
渐远的岁月中，向世人讲述着甜蜜而辛酸的往事。
细细梳理过往岁月的章节，我们会在电光石火间发现，冥冥之中，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拨弄主宰着个
人的命运。
我们的主寺是甘丹颇章，我们为此感到无上荣光，犹如碧蓝的天空，悬挂着一个金顶帐篷，放射着耀
眼的光芒。
这是达旺寺的一首歌谣。
17世纪中叶，格鲁教已经成为西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教势力。
后来，五世达赖喇嘛派门巴族喇嘛梅惹·洛珠嘉措到门隅传教。
公元1680年，梅惹喇嘛将宁玛派寺庙达旺寺改属格鲁派，并对寺庙进行了扩建。
自此，一个只有几个喇嘛的宁玛派小寺扩建成了格鲁派在门隅的最大寺院。
梅惹喇嘛主持扩建后的达旺寺，洁白的建筑群仿佛天国的佛塔，在阳光下散射着熠熠光辉，巍峨的殿
堂高耸入云，传递着佛家的庄严肃穆。
林立的僧舍，平时可容纳僧人500名，多时可达700名，成为门隅地区政教和经济文化的中心。
两年以后，五世达赖喇嘛圆寂。
又一年以后，仓央嘉措出生在附近的乌坚岭。
从宁玛派在门隅开始传播到格鲁派在门隅取得统治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今天我们可以断定，六世达赖喇嘛被选定于门隅绝非偶然，与他的家世和信仰大有渊源。
据说，五世达赖看重宁玛派密修，并有论述红教传统的著作传世。
而作为选择六世达赖决定性人物的第斯·桑结嘉措，则是五世达赖坚定的维护者。
那么，选定宁玛派教徒家庭出身的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喇嘛，也是别具深意的。
当然，此举除了与当时蒙藏上层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对西藏政府加强对门隅这一重要边境
地区的统治也十分有利。
出身于宗教世家、宁玛派传承的仓央嘉措直到后来在布达拉宫坐床，始终都没有放弃研习宁玛经典，
《仓央嘉措秘传》中这样写道：“总之，凡一切藏土所有的教派和萨迦、格鲁、宁玛等，其能所熟之
灌顶以及能解脱之传授、经教、密咒等等，无论显密，不分流派，全都加以闻习。
”他对宁玛教派和密宗教旨恪守笃信不渝，据说直至他被押解进京时，随身携带的物品就有宁玛派所
特别信奉的“未生怨王”的护身宝器和宁玛南派的根本道场、密宗师日增·戴达凌巴所赐的古降魔橛
。
宁玛派教规的特点是允许僧人娶妻成家的。
一些藏学家认为，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深居布达拉宫的仓央嘉措才会有与格鲁教规相异的诗作倾向。
错那：初尝情爱的美酒错那，仓央嘉措幼年学经地。
藏历土蛇年、康熙二十八年也即公元1688年，第斯·桑结嘉措派人把仓央嘉措迎至错那宗的巴桑寺学
经，并派了六名学问高深的僧人担任经师。
藏历木猪年（公元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仓央嘉措由巴桑寺搬到错那宗的贡巴子寺继续学经。
人物：仓央嘉措寺院：错那有寺庙9座，分属红教、白教、黄教、花教和布东教等多种教派。
其中以觉拉寺、达旺寺、贡巴子寺、扎同寺、卡达寺最为著名。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月亮。
未央母亲*面庞，浮现在我心上。
像每一个地处边陲的高原小城一样，错那，安静宁谧如一首悠扬深情的门巴族民歌，缓缓流淌着淡金
色的阳光和潋滟的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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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高山草甸，恰似一面自上而下铺开的巨幅绒毯，高矮错落的植物和野生的花草，仿佛女神手中
色彩缤纷的丝线，穿梭交错织成立体的锦绣图案。
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同熠熠闪光的珍珠，随意散布在群山原野之间，形成风光旖旎的湿地。
其间，莲花生曾经静坐修行的瀑布飞珠溅玉，唐僧取经的圣迹旁，悬挂着圣洁的哈达和经幡。
在稍微开阔的谷地，门巴族村寨散布其中，街道上，三三两两的人们身着藏袍，满面黧黑，谈笑着缓
缓走过，一辆拖拉机突突驶过，荡起一路的烟尘。
驻足在错那县城，你会感到时光在这里久久停驻。
或许，三百年前的错那，也是这般安详宁静的容颜？
那么，今天我所看到的，除了偶有行人的街道和今世漫步的人们，与少年时期的仓央嘉措所看到的，
或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错那在藏语中是“湖的前面”的意思。
这里山高谷深，道路艰险，交通闭塞，也正因如此，才得以躲避世间的喧嚣嘈杂，长年保持着桃花源
般的原始生态和天然静谧。
站在小小的县城中央，偶一抬眼，就能看到远处迤逦的雪山。
在这座隐秘的乐园中，矫健的岩羊在山间的岩石上奔跑跳跃；一对英俊的马匹相向而立，望着远方沉
默不言；三三两两的牦牛，或静立在原野上，或趟过潺潺的溪水；成群的羊儿在草地上缓缓游弋，远
远望去，恰似碧绿的湖水中漂浮着白云的倒影。
偶尔，远处会传来一两声藏獒的吠声，更平添了山谷中的宁静。
这样一幅天人合一的美景，令人不由想起一首门巴族的民歌：山顶是那么美，山脚是那么安宁，在这
样的美景里，我祈祷永恒不变的美丽。
草地上是那么美，草地下蕴藏无数的宝藏，在这样的美景里，我祈祷永恒不变的美丽，湖面上是那么
美，湖水是那样的清澈，湖水中游动着金色的小鱼，在这样的美景里，我祈祷永恒不变的美丽。
屈指数来，仓央嘉措离开乌坚岭寺旁那座生他养他的小木屋，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有时候，他合上经书，眼前依然浮现出当日的一幕。
那天，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屋后的树林里不时传来画眉鸟的鸣唱。
母亲正在火灶前埋头忙碌，这时，远处的小路上出现几个身穿袈裟的僧人，向小屋的方向走来。
“阿妈，你看！
”正在门前的空地上玩耍的仓央嘉措见此情景，飞奔到屋内呼唤母亲。
很快，几位僧人来到了眼前。
只见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仓央嘉措的母亲致意，并不住地打量一旁的仓央嘉措。
好奇的仓央嘉措也调皮地打量着他们，但很快，他就忘记这些不速之客，自顾自跑到一旁去玩耍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来到他的面前，呼唤着他的名字，双手哆哆嗦嗦地捧起他的小脸仔细端详，又
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疑惑不解的仓央嘉措抬起头，睁大亮晶晶的双眼望着母亲，用沾满了草屑的衣袖擦去母亲眼角的泪水
：“阿妈，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的孩子，”母亲的双眸里闪动着泪花，微笑着说，“我的孩子就要长大啦！
”就这样，懵懂之中的仓央嘉措跟随这几位僧人，来到了错那宗的巴桑寺，并在这里受了沙弥戒，在
摄政王亲定经师的监护下开始学经的生涯。
这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哪里知道，在遥远的圣城拉萨，一场风云诡谲、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正在酝酿之
中，而他，正被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深处，自此身不由己，跌宕沉浮，形同浮萍。
《西藏通览》中说：“第五世达赖圆寂，桑结欲专国事，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
凡事传达赖之命以行。
”第斯·桑结嘉措一面处心积虑掩盖着五世达赖圆寂的事实，秘不发丧；一面暗自派人到藏南门隅地
区秘密寻访转世灵童，以防东窗事发。
冥冥之中，仓央嘉措成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正应验了他出生时的天地异象，从此，他也就踏上
了一条命定的坎坷之路。
而直到此刻，少不更事的他依然没有意识到，在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顶缠绕着荆棘的王冠和一个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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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蒺藜的宝座。
对于活泼好动的仓央嘉措来说，青灯黄卷、苦读经书的日子固然是枯燥的，却也在他的面前打开了一
道奇特的大门。
他天赋异禀，聪敏好学，触类旁通，进步神速，常常令教导他的经师也不免惊讶，暗暗赞许。
然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远离家乡亲人，有时难免坐立不安，心猿意马；有时又顽皮刁蛮，任性妄
为，每每此时，德高望重的经师或苦口婆心好言相劝，或神情严肃嗔怪责罚，但终究思量这孩子年幼
，因此也并不过于苛责。
于是，他得以和同龄的孩子们交谈玩耍，有时还穿过米拉山口去看望母亲和儿时的玩伴。
从冬日的米拉山口向远方眺望，但见高山草甸莽莽苍苍，此起彼伏，在天地间划出道道苍凉的曲线。
强劲的山风从垭口掠过，残存的积雪在背阳的山坡上，卷起阵阵雪屑，扑打着仓央嘉措身上宽大的袈
裟。
这时，他对母亲的思念便化作了阵阵歌声：深谷里堆积的白雪，是巍峨的高山的装扮，莫融化呀，请
你再留三年。
深谷里美丽的鲜花，是秀美的深谷的装扮，莫凋谢呀，请再盛开三年。
家乡的俊美的少年，是阿妈心中的温暖，莫离开呀，希望常聚不散。
这婉转而忧伤的歌声，飘扬在皑皑的山谷之间，仓央嘉措的眼眸里，便渐渐升起濛濛雾气，在睫毛上
结成了雪白的霜粒。
在巴桑寺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转到错那宗的贡巴子寺继续学经。
贡巴子寺，是门巴族活佛丹巴嘉措于公元1420年创建的，建筑群以卓康为主体依山势起伏，高大的寺
院围墙用片石叠砌而成，石缝间生长着不知名的植物藤蔓和丛簇的杂草。
每每，仓央嘉措前往杜康去听经时穿行其中，抬头仰望着绵延迤逦的院墙，只见头顶一角湛蓝色的天
空。
此刻，他多想化作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飞过高墙深院，飞越山川谷地，飞回自己的家乡，重新变作
那个和阿妈捉迷藏的孩子⋯⋯光阴似箭，流年如水，没有人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不经意间，仓央嘉措由一个事事懵懂的儿童，长成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正如西方的歌德所说：哪个少女不怀春？
哪个少男不钟情？
而他，长相俊美，天资聪颖，顾盼行动之间，自有掩不住的才情，那玉树临风的身影，早已在许多少
女的心中激荡起涟漪。
这一年的藏历四月十五，门巴族盛大的萨嘎达瓦节到来了。
相传，藏历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的日子。
是日，门巴族地区的所有寺庙都要念经祈祷，举行各种宗教活动，更何况作为边疆地区宗教活动中心
、在历史上曾占有显著地位的贡巴子寺。
仓央嘉措和众僧一起，忙着清扫殿堂，添置酥油，诵经礼佛。
他还和大家一起，将门巴族家家户户送来的糌粑、酥油和青稞酒做成“措”，再分给众人共享。
春天的夜晚，布满天幕的繁星满心欢喜地望着人间，而在黑暗降临的山谷里，人们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点燃了酥油灯。
小小的光焰闪闪烁烁，与天上的星河交相辉映，一时让人无法分辨哪里是人间了。
在寺院的空地上，仓央嘉措遥望着夜空，陷入了美好的畅想：是的，从这天开始，人们就要开始下地
耕作了，沁凉的夜气中，似乎已经传来新翻泥土的气息和人们欢快的歌声。
河边的细柳腰肢开始变得柔软，一些经冬的灌木渐渐发青，白日的阳光下，身上厚重的袈裟也显得有
些燥热了。
这时，一阵优美的门巴族歌声传到他的耳畔：我托流水捎去的书信，我的爱人可曾收到？
我对你的绵绵思念，我的爱人可曾明了？
他轻轻拉开院门，只见依稀的星光之下，隐约走过一个苗条的身影。
她穿着用氆氇做成的“冬固”，胸前的“噶乌”暗暗闪烁着金属的光泽，行走之间，细长的颈项上悬
挂着的松耳石、红珊瑚、玛瑙饰品叮当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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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回头望了他一眼，像岩羊般飞快地跑开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仓央嘉措的心湖，被这春风一般的歌声撩拨着，泛起了微微的波纹。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他更加思念家乡的母亲了。
他觉得，那未曾亲近的姑娘身上，似乎散发着母亲衣襟上才有的香味。
那是属于尘世的芳香，混合着糌粑、荞麦、奶渣和青稞酒的气息。
于是，他在心底轻声地歌吟了：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月亮。
未央母亲面庞，浮现在我心上。
景点漫步勒布河谷：地处中印交界处，南至印占达旺，历史上是西藏与印度的重要通道。
这里，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温暖湿润，环境宜人，物产丰富，还有历史悠久、承载着各种神奇传说
的僧姆扎（罗刹女岩石）寺和自然形成的岩洞、湖泊、江河。
据说唐僧师徒从印度取经回来时路过这里，在勒布办事处和勒布乡之间峡谷的摩崖上有《西游记》中
主要人物的石刻像，是整个西藏绝无仅有的有关石刻艺术。
勒布石木扎圣地和扎同嘎布顿点经塔也常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朝圣。
交通：距离错那县城约40公里。
自驾线路为拉萨-山南地区（泽当）-错那-麻玛沟-勒布沟-错那-泽当-拉萨，山南地区首府泽当镇距拉
萨贡嘎机场约97公里，全程柏油路，行车约1小时；泽当到错那230公里，全程同样柏油路，行程约4小
时，有班车直达；从错那至麻玛沟约30公里，麻玛沟隔壁就是勒布沟，每天有一班中巴车前往。
美食：错那当地人常以鸡爪谷加工成食品作为主食，将鸡爪谷脱粒、晒干，磨成细粉，放入烧开的水
中稍煮，然后用搅拌器反复搅拌成面团，熟后即可食用。
当地居民还喜欢用荞麦面在薄石板上烤烙荞麦饼。
门巴族还善用鸡爪谷、玉米、高粱等粮食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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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诗歌集译序：几年前，与张承志老师在西宁相遇，谈及仓央嘉措诗歌，谈及翻译。
他建议我重新翻译仓央嘉措诗歌，并且强调，尊重原诗，不要进行任何非原诗意义上的修饰。
他还提到了鲁迅先生曾经主张的直译法。
他说，反映原诗所表达的意义，或者说最接近原诗本意的就应该是直译，任何修饰都有可能掩盖本意
，甚至会歪曲本意，与本意相去甚远，那是一种画蛇添足的做法。
期间，他还推荐某出版社的编辑与我联系，就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出版与我商议。
我惊异于承志老师对文学翻译的宽广理解和认识，对他的建议也一直铭记在心。
翻译并出版一部新的仓央嘉措诗歌，也成了我的一个夙愿。
去年，花城出版社朱燕玲老师与我联系，问我能否就仓央嘉措诗歌写一本书，她希望这本书有别于当
下市面上的相关书籍，做到规范、客观、并有一定权威性，同时还能有较好的市场效应。
她的提议让我想起与承志老师的那次交流，认为这应该是实现我的夙愿的一个机会。
于是，一拍即合，经过几番商议，大致确定了这本书的内容及体例等，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这本书的附录部分，便是《仓央嘉措诗歌集》。
与承担这本书责编任务的花城出版社编辑李倩倩商议一些细节问题时，我自告奋勇承揽下了诗歌的汉
译工作，并且建议采用庄晶1981年整理本。
因为在今天这个仓央嘉措诗歌鱼目混杂，出现大量仿作伪作的时代，这个整理本是一个值得信任，得
到广泛公认的版本，也是所收诗歌最多的一个版本。
有关仓央嘉措诗歌，在藏学界一直有争议，即他的诗歌是情歌还是道歌。
实，全览他的诗歌，再考察他的生平，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位16岁坐床，情窦初开
，进入布达拉宫后，又在行动上受到孤立和轻视的少年，以一种放浪的行为对抗对自己的不公，有意
做一些有违自己宗教身份的事情（有历史记载），似乎合情合理。
他的许多诗歌就写于这个时间，这些诗歌明显带有情歌的倾向。
而作为一位高高在上，身份特殊的僧侣，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所承担的传教释法、教化众生的责任。
所以，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宗教意味浓郁的诗句。
因此，他的诗歌不能简单地以情歌或道歌而盖之，他的诗歌，既有情歌，也有“道歌”。
既有对民间诗歌的学习和仿写，又表现出藏文书面诗歌的特点：对藏族诗律学的潜心修习，使他的诗
歌又明显有别于民间诗歌。
仓央嘉措的诗歌已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被众多歌手广为传唱的同时，也充斥着网络和其他媒体。
大量伪作和仿作也混杂其中。
一些影视作品也唯恐落伍地加入其中，不辨真假地用于原本与这些诗歌毫无干系的影视剧中。
在这样一种气候下，这些诗歌的优美和它们的意义，也就不被我来做一只“巧舌的鹦鹉”（仓央嘉措
诗句）了。
我采用了直接从藏文原文翻译，不参考任何现有汉译本的办法，开始了我的工作，并立即知道了这其
中的艰难。
藏文中琅琅上口，几乎采用了民间最朴素的语言的这些优美的诗歌，却是那样的难以转换成另一种文
字。
我艰难地翻译着，对曾经从事仓央嘉措诗歌翻译和研究的前辈们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将一种文字转化成另一种文字，其中困难重重，有时候，此文中的一个简单词汇，都难以在彼文中找
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词汇。
我虽然完全同意承志老师的观点，但基于上述原因，也考虑到文化背景、阅读习惯等因素，对译诗还
是做了些汉文意义上的简单修饰，但愿不是弄巧成拙。
好在我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个快乐而又艰难的工作。
期间，也求证了好友梅卓、梅朵、耿占坤、周拉加、刚杰·索木东等仓央嘉措诗歌爱好者的意见。
尽我的理解和能力，我还纠正了之前汉译本中广为存在的误解和错译。
正在翻译期间，我将其中几首译诗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武汉的刘醒龙老师，我的译诗得到了他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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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并要求尽快翻译出来，将译诗给他，他要在自己主编的《芳草》杂志编发出来。
他的热情和催促，加快了我这个懒惰之人的工作进度。
如此，龙仁青翻译版的仓央嘉措诗歌算是完成了（尽管与承志老师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也算是我多年受双语教育，掌握着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一次交代，对喜爱有加的仓央嘉措诗歌的一
次交代，也是对张承志、刘醒龙、朱燕玲等令我仰慕和敬重的作家老师们的一个交代吧。
当然，也要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帮助。
由于个人水平和参考资料的缺失，译诗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好指正，交流。
龙仁青2011年3月于夏都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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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仓央嘉措诗歌地理》编辑推荐：找一个心爱的人，一个心爱的季节，带一本《仓央嘉措诗歌地理》
，去寻访仓央嘉措吧。
这是一本跟随仓央嘉措足迹而写成的书，阅读它就是阅读仓央嘉措的一生。
走不完的诗歌地理，读不尽的六世达赖。
拉萨的八廓街头，捡到了木德佛珠莫非这人群之中走着仓央嘉措。
——康巴民歌高居布达拉时，我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在雪村时候，我是浪子宕桑旺波。
随书收录仓央嘉措124首诗歌最新译本，忠实仓央嘉措原意，再现藏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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