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酥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酥油>>

13位ISBN编号：9787805887326

10位ISBN编号：7805887322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者：江觉迟

页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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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油>>

前言

　　◎序　江觉迟　　　　只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真实的弱势者，你才能真切地感受人间的疾苦和贫困
。
这与你到贫穷中体验生活完全不同。
就好比把两个人丢进茫茫沙漠，一个有后援，一个无后援。
　　贫苦会让一个人无助和孤独。
孤独无处诉说时，就想写。
而这样的孤独写作，我认为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洗礼——善恶之事，你自己懵混不清时，在换位思考
中，往往会从你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泾渭分明地体现出来。
这时，你会感慨，原来这个事，应该这样做才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才会快乐。
所以，一次涉入人生，人性，仁爱的写作；一次描述人间疾苦，贫困，大痛的写作，会让你更深刻地
去思索生命的真实意义:人最终需要什么？
人最稳定的幸福是什么？
这种思索，会提升你的思想高度；或说安定你对俗世的浮躁情结。
写作，就这样慢慢净化你。
　　我相信这样的过程。
我经常会被自己笔下的人物感动。
这种感动，更坚定了我要把工作坚持到底的决心。
什么工作呢，就是在草原上寻孤失学的孩子，孤儿和流浪儿。
　　　　说说五年前吧。
那时我上草原开展这项工作，第一次住进牧民帐篷，与他们朝夕相处。
我被他们的生活深深震撼了。
虽然在这之前我也到过藏区，但只是一个旅行者，一直在路上，没有深入生活。
所以根本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人过如此艰辛的生活。
且不说贫穷，是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你说我们平原的民工辛苦吧；但他们至少还有一张床，睡觉总不会淋雨。
牧民们却是常年风餐露宿，淋雨水，睡草地。
这里的草原没有夏天，即使是内地最炎热的七月，也时常雨雪不断。
　　他们的生存状态震惊了我。
决定留下来。
　　但真正深入草原生活，那并不是有决心就能够坚持到底的。
首先是饮食问题。
从天天吃疏菜水果到一下吃糌粑酥油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
意志再坚强，也敌不过身体。
不久身体出现问题。
因为天天吃糌粑，干燥缺油，突然出现便秘。
每次‘方便’非常痛苦。
终有一天造成肛门出血。
当时心里非常慌张，害怕血会止不住。
就想起妈妈曾说，在饥饿的一九五八年，她因吃油树皮而导致便秘出血。
后送进医院，医生什么药也不用，只给一碗猪油，喝下去，竟然好了。
想起这，我就在风干的牛排上寻找牛油，一撮一撮抠下来，熬成油液，捏着鼻孔一口灌下去，果然小
解就顺利一些。
这个，后来就成了几年我在草原上特有的治病“秘方”。
　　　　而睡觉是件叫人非常头痛的事。
晴天还好，一下雨，那真是说不出的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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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的帐篷大都是牛毛织物，且编织松弛。
所以外面一下大雨，里面必是细雨蒙蒙。
初上高原的人，本来对缺氧气候就不适应，不可能把头包在毯子里不出来，那会相当憋闷。
所以只要一下雨，我肯定会一边打上雨伞一边睡觉；要不，头发和脸都会被淋湿。
而每个夜晚，牧民们的大狗要散放出来。
狗们很会护家，看到陌生人住进来，很不欢迎。
没有一定的时间作情感培养，它们是不会让你睡得安稳的。
漆黑一团的夜，它们钻进帐篷来，直接立在你头顶上方，嘴里拖着唾液，疯狂地朝你吼叫，用爪子刨
你毛毡。
恨不得扑进毡子里啃你一口肉。
只要毛毡稍稍扎得不紧实，露个缝隙，不说它那满口利齿，爪子也能撕碎你。
哆嗦着困在毛毡里喊人，牧民爬起来把狗赶走。
但等他躺下，狗又冲进来。
就这样周而复始。
睡觉的时间，总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再说卫生，总也有些难于启齿。
让我感觉最折磨人的就是洗澡。
一开始上去，感觉根本无法解决个人问题。
在一个集体大帐篷里，妻子和若干个丈夫共同住在一起，还有一大堆孩子。
所以除了脸，别的地方要想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就这样忍着，拖着，感觉身体是不是要发臭了，有一天狠狠心跑到小河里用雪化水洗身子。
后来一回帐篷就发烧。
差点因感冒患上肺水肿。
之后再也不敢洗。
　　这样，从身体到饮食到睡眠到卫生，实在有些支持不住时，我有点动摇了，想回家。
准备走的时候，是谁走漏了消息，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个包裹从帐篷里出来，竟然发现帐篷外全是人
，牧民们都站在那里。
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我唱起歌来！
我当时的脚步，就那样再没迈出去⋯⋯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
　　现在我不需要他们唱歌才会留下来了。
我们的孩子也有了地方上学，我们的牧民也有了太阳能电灯。
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
　　　　　　　可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坏了。
因为饮食不适应，导致胃病。
贫血也越来越严重。
身体已经不允许我留在高原太久。
　　零八年底，迫不得已我离开草原。
到内地治病。
从此之后，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山，一边在草原上坚持，一边又不得不经常回内地治病，一直到今天。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每次离开时，因为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总是一个人望着那荒芜的天地泪流满面。
那份孤独与纠结，用什么言语也说不出，用什么方式也不能发泄。
　　　　　　　在特别想念的日子里，我经常会翻开过去的日记看一看。
经常是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写起来，一边流泪一边写⋯⋯　　所以说写《酥油》，对于我是困与痛
的宣泄。
困就是这般的。
　　那么痛，是我再也无法弥补了——零七年的夏天，内地高温酷暑，藏区却进入一年中最美的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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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草原上有三天，彻夜不眠。
匆忙收拾行李往家里赶。
但是还在路途中，家中传来噩耗⋯⋯回家扑向父亲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当时我并没有太多剧烈地疼痛，却是找来医生请求他们抢救。
我想父亲只是暂时休克⋯⋯那场面刻骨铭心！
　　父亲在世一直就有个心愿，希望我能写本书。
可最终我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不在他身边⋯⋯　　望着老父亲被黄土一点一点盖去，我眼里并没有泪，
只是心里在发狠：父亲，我一定要写出一本书，在您的坟前，一张一张烧给您⋯⋯　　　　现在，我
终于在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
而最终，《酥油》并不是我的传记。
我本来是想以自传体来写。
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传记阻碍了我想要表达的思想。
所以我把它写成小说，《酥油》因此才有了更大的展现空间。
　　它就是一部小说。
一部浸满我的汗水，心灵，情感的小说。
　　有很多读者在我的博客中读到《酥油》的连载时发出这样的声音：它真实，真实得让人心头发紧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无法虚构。
这个说法，我要转换一下：不是小说真实，是写小说的人，心灵真实，情感真实。
说实话，《酥油》能让读者有这种感觉，主要在于，小说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你可能都会在藏
区看得到，摸得着，想得出。
你完全可以对号入座。
我有时还突然在想：要不要在小说前页上加一句：如有雷同，切勿对号入座。
　　是的，说至此，《酥油》就是这些年我在藏区之所看，所思，所感，所念，所期盼的，情感的总
汇，它被放释出来。
　　当然，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或多或少是小说的一个创作背景。
大半时间，我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小说的。
　　　　　　这篇小说的完稿，除了父亲在冥冥之中给予的力量，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生活中的一些人
。
说出来只是想真诚地道明一个事实：曾经是很多爱心人士的爱心，促成了我的爱心旅程。
而这旅程肯定不会结束，肯定还会继续——我相信会有人前来接替和支持我的工作，和我一起走下去
！
　　这些爱心人士当中，我要特别说一下山东的一位先生（因他个人请求这里不写姓名）对于草原孩
子的真诚帮助。
我记得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钱，向别人借钱来帮扶我们。
他的话：我比你要富有一些，因为我还能借到钱，你却不能！
这句话，我和孩子们会用一生时间来记着。
他像我的兄长，像孩子们的亲人。
感谢他！
　　再是一位藏地唐卡画师，一直从行动上支持着我。
我工作的时候，经常是需要走长路的，骑马，到大山深处，边远的地方，无公路的地方，路程涉及藏
区大山里的很多个草原乡镇。
在那些行走的岁月里，他就像一个亲人，我走到哪里，他总会想方设法找一些当地朋友帮忙，让我感
觉安全、踏实。
　　　　不得不提的还有出版人沈浩波先生，几个月以来，他对《酥油》倾注了很大心力。
一个公务繁忙的出版人，能够亲自去看稿，真的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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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的感动还在于他对作品的热情，或者说对陌生新作品的热情。
那种热情，像是天性里带来的。
他给新作者、新作品带来一种希望。
　　还有《酥油》的编辑王凌米，为小说付出了很多努力。
　　编辑主任辛海峰，在小说后期工作中，为小说所做的努力更让我感动。
与他沟通时间并不长，但效率非常高。
他的认真，事无巨细的态度，让我敬佩！
　　由衷地感谢他们！
　　　　另外还有两位令我难忘的作家。
一是安庆的甲乙老师，几乎从我着手整理小说开始，一直耐心细致地看稿，提出很多宝贵建议。
有一天，他说，你能出一本书，比我自己出一本还让我快乐！
这话，意味深刻。
也只有像他这样地，从我上高原一路看着我走过来的人，才明白其中的滋味。
一是合肥的孙叙伦老师，在定稿前对小说一字一句看下来。
记得我到合肥，正是一场大雪，天很冷，他送我离开，站在风雪中一直目送很远⋯⋯小小的温暖我也
记得！
我想，在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别人给我一滴水，也是我的河流！
是的，是很多这样的爱心人，很多这样的关爱，在一路温暖着我的工作、写作。
　　感谢他们！
爱，会让世上每一个孤单的孩子，眼睛里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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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觉迟根据自己零五年后在藏区草原义工支教的经历，充满感情地写出了一个既绝望而又美丽
的故事。
书中的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这里。
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为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
为了那一个个寻找出来的孩子，为了那斑驳残破的碉楼学校，为了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
⋯　　月光是喇嘛安排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他以及那些他们一个一个从深山草
原里找出来的孩子相依为命。
梅朵和月光，渐渐相爱，深爱，经历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他们不离不弃。
　　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
月光恪信寺庙的力量，可是寺庙救不了梅朵的身体。
　　寺庙甚至救不了孩子们。
梅朵的梦想一直是，教会孩子们最基础的知识，把孩子们送到县城读书。
可是最后，她发现，多农喇嘛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被她视为亲人，并且是孤儿学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多农喇嘛，只是想让这些孩子有一些文化，然后再到寺庙当识字的僧人。
梅朵觉得自己的梦想坍塌了，她看着那些孤儿们，他们是多么想走出草原，可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就
被注定——只有她和孩子们天真的相信，命运可以被改变。
梅朵和月光的争执越来越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
梅朵对宗教的质疑令月光愤怒；　　月光也无法支撑起梅朵的梦想。
　　梅朵苦苦支撑，终于彻底病倒，回到汉地治病。
　　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
　　梅朵离开草原一年多，回到城市，身兼数职，拼命挣钱，一边治病。
然而，麦麦草原在梅朵离开后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灾难，大量村民死在这场灾难中。
　　灾难过后，月光与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未能如约归去，令月光以为，梅朵已经病死。
　　依循喇嘛的指示，月光出家了，立志修行成一位喇嘛，用一生一世来为病死的梅朵和在泥石流中
遇难的家人念经超度。
　　等她终于再见月光，却是在寺庙的台阶上，那个曾经日夜陪伴她的欢乐青年，他的长发已经剃度
。
手执经书。
稳步，沉着。
口念经语。
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复叠的绛红僧袍。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导致尺尺天涯？
梅朵如此拼命却面对如此变故，她面对茫茫荒原，该何去何从？
而月光到底是继续去尼泊尔闭关修行还是留下？
那个仙境的峡谷能否如愿修通大路，建立学校？
梅朵的身体还能在高原坚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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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觉迟，安徽桐城人，目前从事孤儿工作。
　　　　　　　　　　　　　　　　　　　　觉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遇到一个有机缘的人，寻找到下
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
　　迄今为止，生活在藏区深山草原上的人们，因地理环境恶劣，时常遭遇泥石流和山体塌方，至今
未能通电修路。
他们生活几乎与世隔绝。
作者作为寺庙活佛请去的义工支教者，从零五年开始从事寺庙孤儿院工作。
前后记下六十万字日记，用心灵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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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点起一支迷香中篇　我只有那么多的气力 孩子下篇　我的护身符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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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点起一支迷香　　我要说一个迷香一样的故事　　让你慢慢来听　　慢慢抚摸它的
灵魂　　想象自己是那个酥油一样的女子　　有着酥油的精炼、酥油的光　　她藤条一般的柔韧爱情
　　也是你的梦想　　那些明亮的孩子　　也是你的希望　　纵然那个青年渐行渐远　　他结愁的背
影　　也是你的牵挂　　他身体匍匐的地方　　也是你的天堂　　诉说　　　　“蒋央，当我再次提
起笔来写信，你知道我们已经分别了多久？
是的，整整三年！
你好吗？
和湛清结婚了吗？
我想如果能够赶上你们婚礼，我要带上月光。
我给你当伴娘，让月光给湛清当伴郎，我俩为你们献哈达⋯⋯　　唉，你肯定要问：月光是谁？
　　他啊，是个放马的，种青稞的。
一半牧民，一半农民。
并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藏文。
他就是一个十足本分的草原青年！
　　但你要知道，如果他从小也有条件接受我们同样的教育，他会和我们是一个模样的！
现在，我想我对他的情感，就像他对他的草原，他的牛群，他的家乡。
　　你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吗？
这个季节，雪山下丛林满山遍野的杜鹃已经开放。
团团簇拥的红，伴着雪泉从高山一路滚下来，直到我的脚底跟头。
身体被淹在花丛中⋯⋯而前方的草甸子上，还有青兰，还有党参，钴蓝色紫堇，喇叭一样的波罗花，
一小朵一小朵、有点害羞的点地梅⋯⋯是的，你所能感受的，花的妩媚，娇艳，花的海洋，天堂，它
们都陪在我身旁，热情而踏实。
我爱这样的地方，想永久地留下来。
但是这里草原海拔太高，冬季漫长而寒冷，空气稀薄。
　　　　唉，要我怎么说！
如果我和月光结婚，我将要永远留在高原。
可我现在心脏扩张严重，心天天作痛，饮食不适应，导致胃病复发，时常吐血。
身体不允许我留得太久。
　　而我也不能带走月光。
他没有出藏生活的能力。
并且我的工作也不能让我轻易放弃。
今天又吐血。
吐得很凶。
实在坚持不住才给你写出此信。
至此，我已经整整失眠两个月，睡觉只能依赖安眠药和定心丸。
　　可是蒋央，如果有钱，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可以带月光到我们学校对面那个低海拔的雪山峡
谷里去，开辟一个适合我们内地人生活的家园。
那雪山峡谷，海拔不过一千公尺，四季如春。
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最重要的，我就不必离开草原，离开学校，离开我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孩子⋯⋯”　　　　我泪流满
面，冷的，还是贫血，手指骨哆嗦不止，不利索，一笔一划地拼凑，才写完这样的信。
然后打马到县城邮局，发快件寄给蒋央。
　　这是我第二次给她写信。
　　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冗长的一封信寄出去，并没有得到她的回复。
我不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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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说至如此，即便她收不到信，想必也能感应。
我相信什么事，只要心灵相通，就会有感应。
父亲去世之前的日子，有三天，我心口痛得厉害，彻夜不眠，后来匆忙往家赶，还在路途中，噩耗就
传开了⋯⋯回家扑向父亲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抓住那个手，从温软十指间一点一滴向父亲身体上方抚摸。
轻轻捏起他的手臂，还有些微弹性，要用一点温度，来等候迟盼不归的人⋯⋯那一晚，我为父亲守夜
。
一整夜地望他。
他的头顶上方，清油灯整夜地亮着，父亲睡在清油灯下。
我朝父亲跪下来。
从香炉里渐渐浮起的青烟中，我望见父亲双目微闭，安静地睡去。
又像在等待。
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是等我回来为他送终？
还是等我回来再听他的嘱咐：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孤儿工作，要做，就不放弃，好好做下去！
　　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薄出的冰凉，扑在我身上。
我听到自己的心裂开的声音，小小的心脏，蓄积山崩地裂的力量，剧烈，粉碎，空茫不知所向。
　　一种痛，就是这样失去亲人。
需要独自去承受，慢慢捱过，谁也帮不了。
那时刻，我没有给蒋央送发丧的信。
没有告诉她我失去家和亲人。
没有告诉她我的痛。
这种痛，只有一个人，慢慢捱。
　　可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
需要朋友。
需要蒋央和湛清啊。
　　　　长信寄出后，一个人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发呆很久，然后我打马爬上县城上方更高的山岗，
站在风里，泪禁不住地流。
山峦无尽，草原早春的风似是回暖，却是伤寒更多一些。
海拔四千公尺的冰凉空气里，氧含量不过十五个点。
再上一道山梁，更为稀薄。
呼吸越来越短促时，却看到一位红衣喇嘛快马加鞭地朝我追来，老远就发出气喘吁吁又真切的声音。
　　“梅朵老师，您刚刚离开县城邮车就上来了！
有您的一封信，我怕耽误，就赶送过来。
”　　“哦呀谢谢，谢谢您喇嘛！
不是您及时送到，一上草原去，又不知哪天我才能看到它了。
”　　接过信，一看却是蒋央的。
称呼用的是我前一封信的落款“梅朵”，那个字字句句，粘着花粉气息的文字。
　　“梅朵！
梅朵！
三年了，若不是收到你这封信，我和湛清找不到你！
为什么这样长久不给我们写信？
而上封信写得那么乱！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
我们在为你着急！
若能收到此信，一定要细细地，明明白白地写个长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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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我和湛清应该怎样来帮你？
还有，我们想知道你的生活，这三年你在高原上的生活！
”　　上高原　　　　好吧蒋央，现在，我能收到你和湛清的回信，我知道，你们是幸福的。
那么就让我慢慢来告诉你，我在高原上怎样的三年，怎样的生活，怎样的一恍惚，就变成了具有酥油
味道的女人。
　　你还记得三年前推荐我上高原的耿秋画师吗？
当年他跟我们口述过，他们家乡的山里有一座孤儿学校。
　　事实上那哪叫学校！
当时我进山来，所面对的只是画师的朋友、草原上多农喇嘛自家的一座土坯碉楼而已。
孤儿们一个也不见。
而喇嘛的这座碉楼，亦是废弃已久。
黏土与沙石混筑的三层房屋，经年风雨把墙体表层早已侵蚀过半，随处可见沙石剥落后形成的斑驳伤
痕。
那墙体下方，遍地油麻藤密布如网。
一些藤条沿着碉楼墙体奋勇爬上二楼，钻进破碎窗框里。
几只小鸟不时地从中钻进钻出。
麻雀呢还是画眉？
它们却在叽叽喳喳地吵闹个不停，全然不在乎我们的到来。
　　如此荒疏景象，叫人措手不及。
　　我站在碉楼前望望这，望望那，哪儿也不能安稳我的目光。
 　　多农喇嘛紧迫地站在我身旁。
面色莫大不自然，语气充满恳切，一个劲解释，说姑娘，途中没能跟你具体介绍学校情况，也是怕你
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没有信心上来。
自从我们的耿秋画师到汉地结识姑娘以来，画师是多多地跟我们说起姑娘的的善根，与佛祖的缘分。
虽然画师本人不能亲自送姑娘来，但是有我在这里，姑娘尽管放心，生活，安全方面不会有问题。
希望姑娘能够留下。
草原上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太需要人了！
　　　　提及失去父母的孩子，我的目光顷刻间即直线地跌落下来，陷入我的少年。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从山里也领回一个孩子。
一个瘦弱迟钝的女孩。
父亲说，往后叫她阿灵吧，我们要把她养得跟我们女儿一样水灵。
　　那时起，我便有了一个妹妹。
而我的生命，从此就与这样的孩子有了某种潜在的联系。
唉！
三年前阿灵在接替父亲手里的孤儿工作时，突然遇难，去了那方我们无法企及的天国。
当时噩耗几乎把湛清的心扯走一半。
在那过后，父亲相继离去，从此我的心也被扯走一半⋯⋯　　蒋央，这些你都知道。
不知湛清现在过得可好？
有你的陪伴和照顾，我想他能恢复过来。
而我想起我的父亲，想起阿灵，和他们未了的愿望，惊疑的脚步也就迈不开。
　　　　决定留下来时，问起多农喇嘛，孩子们在哪里。
喇嘛却是脸色凝重，语气更多地意味深长，说娃娃们啊，需要上草场去，需要一个草场一个草场去寻
找的。
这样的工作不会是一天两天，所以你先得生活下来，等完全适应好草原环境，才能进入具体工作。
我带你上草原吧。
　　喇嘛便又领我继续上路。
　　一路上不停地换乘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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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们坐拖拉机进山。
路跑到尽头后，又坐摩托。
到山道陡得加不起油门时，只得丢下摩托，骑当地牧民的马。
最后连马也无法穿越那种陡峭山崖，我们就下马徒步。
又是大半天的翻山越岭，最后才到达目的地──麦麦牧场。
　　　　这是一片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原始草原。
它处于千万道青幽山梁丛中，由一块块小型草场拼连而形成。
曲折的草场，有着无数不规则的边缘界线，自高山之巅铺展开去，局限于我紧迫的视觉，又无限到遥
远的地方去。
　　在遥远的地方，草原茂盛的草线尽头，耸立着一座炎夏也会覆盖花花雪冠的高大雪山。
这雪山不同于一般常规的锥形山体，倒像是一朵朝着天空待放的巨大白莲花苞。
欲是绽放，却又蓬松地合拢一处，呈现犹开不开之羞态。
在它的山腰间，苍茫雪线上陡然吐出一条发达的冰川。
冰川一路壮大地伸入下来，钻进周围的冷杉林，云杉林，和高山杜鹃群。
形成冰川和森林、原始草莽又冰清玉洁的清寒世界。
　　多农喇嘛充满敬意地给我介绍，说人们来到麦麦草原，穿越再深的丛林也不会迷路，因为雪山在
前面。
它会启示你、护佑你。
而麦麦草原人称它为白玛神山。
白玛在藏语中意为莲花。
因此雪山在麦麦草原人心目中即是圣洁的莲花。
　　这朵巨大而神圣的“莲花”，一直以一种隐世姿态处于茫茫山野丛中。
纯净，却充满孤独。
　　我想我是理解多农喇嘛的，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努力地要求我留下来了。
　　只是蒋央，你肯定不能体会我孑然一身处于茫茫高原的感受！
当时我站在麦麦草原最为突兀的草坝子上，巴望着白玛雪山，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我的情绪──感
慨与困顿交混；爱，与被困的感觉。
　　但是没有地方寄信。
　　多农喇嘛说，往后你要想写家信，我差人来给你送吧。
　　　帐篷　　喇嘛带我走进麦麦草原一个帐篷人家，坐下后才被介绍，我整个夏天将要住在这里。
他用当地藏语对我投住的人家交代完我的生活之后，即匆忙离去。
说是要去赶一场寺庙的念经法会。
望着喇嘛的背影在草线间消失，我感觉自己的语言也长着脚板儿一样，跟随喇嘛走了。
　　失去基本的语言交流，我不知道这一夜与这家牧民要怎样沟通。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妻多夫的家庭。
女主人巴桑，介绍说四十岁，但怎样看也像是跨过五十的女人。
额头和眉角间爬满五十岁劳动妇女的那种粗野皱纹。
槟榔圆的脸，面色酱黑，晒得皴裂。
头发很长很黑也很乱。
用酥油编织起麻布一样的辫子，几乎像一件雨衣遮住上半身。
她穿的一身劳动氆氇（当地对藏袍的称呼），褐色还是灰色，也许蓝色，但是沾染上黑的牛粪和灰的
泥沼，混乱了我的视觉。
　　女人在朝我笑，目光却有些陌生和紧迫。
她有三个丈夫，分工是：大丈夫在白玛雪山背面的农区种地，收获的青稞正好供应牧区口粮。
二丈夫下草原经商，把农区多出的青稞和牧区多出的酥油卖出去，再换回农牧两区必要的生活用品。
小丈夫尼玛留在草原上和巴桑女人放牧。
他们生有五个共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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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奇特的帐篷人家，几口人的目光就那么紧紧地盯住我笑。
因为语言不通，我也只能回应他们同样的笑容。
我们就这样对视很久。
却不知道怎样来招呼。
巴桑朝我比划，指着嘴。
应该是问吃点什么。
我观察四周，地上全是生生的蒿草，潮湿又遍布牛粪。
我没有了食欲。
　　巴桑却非常实在地从牛粪地上端起一盆生牛排。
油麻藤的根茎模样、那种生黑的牛排，肉被风干在骨头上，其间粘着干涸的油脂。
女人用手抓起两条要递给我，又在嘴边作出吃的比划。
我想我再也吃不下，哪怕一口，那些生硬而腥膻的东西早把我的味觉破坏了。
　　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接受了一小块。
并且装模作样地要往嘴里送。
这一家人看我接受食物，一直紧迫的神色才放松开来，只朝我“哦呀哦呀”应声点头。
每个人的脸上因此都释放出友好的笑意。
　　我只好撕下一块生牛排尝试着吃起来。
进嘴的时候即闻到一股腥膻，不是那种新鲜膻味，却是一种肉食混合着皮毛，经过轻度腐化，再被烈
日烤干后的，那种阳光下毛与皮肉混合的毛腥味。
我的胃立马翻腾起来，想吐出牛排。
　　但万万不能吐。
牧人一家五双雪亮的目光正充满信任地瞧着呢。
我只好咬起牙关狠狠心，咽口气囫囵地咽下去。
喉咙里立即就有被刮伤的感觉，刺痛，浓烈的毛腥味只往口腔外扑。
　　想呕吐。
我捂嘴往帐篷外跑。
但是巴桑家的两条小狮子般的大狗却拦在门口，朝我野蛮地狂叫，铁链攒得“哗啦”作响，爪子刨着
草地，狠命地朝我扑。
吓得我鼓噪的胃酸一下又噎了回去。
　　　　天黑前，巴桑和孩子们开始围着锅灶烧火。
她的小女儿积积摇摇晃晃走到帐篷口，在细声细气地喊尼玛。
她不叫他阿爸，或者小阿爸。
她对于三个爸爸都直呼其名。
因为她不知道哪个男人才是自己的阿爸。
她的紫提子模样的小脸，紫得发亮的高原红，满身泥污，黑白分明的两只眼睛，都由衷地陷入一场期
盼中。
　　　　一头小牦牛在回栏时走散，积积的尼玛阿爸循着小牛的叫声，找牛去了。
　　男人回来之际，一场急雨没有征兆地砸下来。
小牦牛和小男人皆被打得浑身透湿。
他俩在大雨中拉扯。
小牛倔犟，走一步唬一步。
尼玛很有耐心，走一步哄一步，才把小牛哄回帐篷旁。
　　在帐篷口，尼玛一脸雨水，望着我生生地笑。
脸色酱黑，目光细亮。
我想如果天色再暗一些，他的面目肯定会被黑夜磁化了去，只会看到他一双狭狭细细的眼睛里放射的
那道细细亮亮的光。
我想想就笑起来，跟尼玛比划：要点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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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牛毛帐篷里已是一片昏暗。
小男人悟出我的手语意思，紧忙擦亮火柴。
帐篷中央的锅灶前，就有一盏小小的酥油灯亮起来。
　　帐篷人家开始进行一天中的第四餐饭，吃糌粑，喝酥油茶。
因为考虑到我在，尼玛便又在锅庄旁另外架起一张铁皮。
巴桑倒水和面，特地为我烙火烧饼。
　　在微弱的酥油光下，我乖巧地坐在帐篷一角，望着巴桑做火烧饼。
　　女人粗糙厚实的大手，一边揉麦面，一边抽手抓牛粪。
丢进火灶后，粘满牛粪末的手又迅速转回来，插进麦面里，过后，混着牛粪和麦面的手再插进盐袋，
抓一撮盐巴撒在铁皮上。
等待铁皮滋出青烟，一块面饼丢上去。
不久帐篷里即弥漫起浓浓的麦面焦香。
　　饥饿叫我贪馋地吞起口水，尽管犹疑的嗅觉一直不放心那块混合着麦面、牛粪、盐巴的烧饼，喉
咙里咽口水时发出的响亮咕噜声却由不得人。
　　积积小孩在一旁瞧着我贪馋的模样窃笑。
她的跳跃起来的目光，是调皮，又是好奇，也有点亲切。
我想起多农喇嘛家的碉楼，那个破败窗棂上的鸟儿，就是这么小小的、生气灵灵的的模样。
　　小孩一边笑着一边往口里塞糌粑一边却瞌睡起来。
牧民一家因此准备睡觉。
我环视帐篷四周，眼睛落在帐篷一侧，望起那些像柴火一样堆得高翘的羊毛毡，心想这应该是用来睡
觉的。
但是巴桑的小男人尼玛却走出帐篷去，做出一件让我震惊之事。
他竟然把一只只小牦牛牵进帐篷里来。
男人就着帐篷草地上的木桩依次套上小牛。
又把那些堆得高翘的毛毡盖到最小的牦牛身上。
看样子这些小牛是要在帐篷里过夜。
　　那么人睡在哪里？
我紧忙朝巴桑比划。
她立即明白过来，指着小牛旁一块潮湿的牛粪地，意思是我们得睡那儿，叫小牛睡在干燥的地方。
　　蒋央，当时我即僵立了，惊诧不已！
你肯定也想不到吧，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巴桑女人利索地为我打起地铺来。
把最厚的毛毡，最好的毯子，铺在一排小牛犊边上，女人示意我睡那里。
他们自己也挨个儿放开毛毡，陆续睡下来，像几只睡倒的小牛没有动静。
　　我只好掀开羊皮毯子，蹑手蹑脚钻进去。
小牛犊就系在头顶后方，排成一排。
离得最近的一只正用一双清黑的大眼瞪着我。
突然有些怯畏。
小心翼翼地把毛毯盖到脸上，捂得紧实，生怕小牦牛一时生气，用它那稚嫩，却也硬过我皮肤千百倍
的蹄子踹我一脚。
　　可整张原始羊皮做成的毛毯，皮面在外，毛面在内，软暖窝人，感觉自己不是睡在羊毛做的毯子
里，而是被包在了羊的肚子里。
空气被密不透风的皮面阻隔，内部羊毛发出的老膻气味迫得我只能从毯子里爬出来。
　　坐起身，从帐篷的天缝里望外面。
唉，天还要多久才会亮呢。
　　　　半夜里，天空突然砸下一阵急雨来。
狠命地抽打着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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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单薄的牛毛帐打得筛米一样晃动。
由于篷布编织稀松，不久帐篷里即小雨纷纷，更叫我无法入睡。
扭头望巴桑和她的小男人，他们浑身连同头脸都严实地裹在羊皮毯子里。
柔韧的皮面叫雨水一弹下来即滑落到边沿上去，他们在大雨的催眠中睡得很香。
　　而我只能干瞪着一双眼，想睡，不入梦；想醒，眼睛枯涩乏力。
雨水又趁虚而入扎进眼睑里来。
呛水一般疼痛。
只好用力眨起眼睛。
目光四下里晃动着，就看到帐篷的角落里有把雨伞。
　　如同游魂，我飘飘晃晃地爬了起来。
取过雨伞，钻进毛毡。
撑开伞。
双手紧抓住伞柄埋进毛毯里。
打着雨伞睡下来。
　　雨伞原本是海水一般的湛蓝色。
现在，它在高原清暗的天光下却显示出黛黑。
宁静而忧郁的颜色。
我想起这是湛清临别前送给的。
一直为湛清担心，不知道这个男人，还需要经历多久时间的沉浮，才能够从失去阿灵的悲伤中爬出来
。
蒋央，幸好现在有你在他身边。
　　雨水由伞布溅落到草地上，在夜光下泛出清幽幽的光亮。
我一边胡乱地想着，一边奇怪地看着，一边迷迷糊糊睡了去。
　　　　再次被雨水打醒是在下半夜。
雨一直在落。
因为昏睡，我把持雨伞把的双手再也无力支撑伞柄，雨伞在睡眠中倒下去。
再重新支起来，睡去。
不久，伞再次跌落，人再次淋醒，醒后再次撑伞。
就这样周而复始。
　　早晨起来，摸起满脸的浮肿，才知道过去的夜晚，在我的脸上流淌的那些微咸的液体，它不是雨
水。
　　心当下即在打晃：这样的日子要怎样才能挺过去？
　　当思想在困顿中游离的时候，我望见自己的旅行包，也像个迷路的孩子，蜷缩于帐篷一角。
便走过去。
跪下身，把它搂在怀里。
包的侧面，尼龙外袋的拉链是敞开的，一个硬朗质地的东西掉下来。
　　看看，却是父亲生前的工作笔记。
自从父亲离去，这本笔记一直带在身边。
陪我熬过很多寂寞，亦走过很长的路。
随手翻开笔记，可以看到页面上父亲写下的整章记录。
满格子的字，爬得密密麻麻。
那些内容，其间的一个字，一句话，我都能倒背出来⋯⋯　　把笔记紧紧地抓在手心里，贴在鼻尖上
，泪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流淌。
好久，我爬起身走出帐篷，抬头望天空，望了又望，想了又想，终是迈开脚步，走进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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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首用生命抒写的善与美的歌，一个足以让心灵重生的故事。
　　我相信《酥油》出版后，会让很多人感动和反思。
但我想说，这种感动和反思，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你一样，去藏区收养孤儿，更不是说没有这样做
的人就应汗颜。
现在很多人，动辄　　抱着别人的成功智慧不放，想要从中找到捷径，而不知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
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差别，学别人，隔着一个世界，而做自己能做的，隔的不过是一个念头和一份坚
持。
我相信你当初听那个画师的话，在藏区收养孤儿，可能是一时冲动，可是你冲动之后，还是做了下来
。
这个世界很多事原本就是这么偶然，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更让人感知，每个人自身所具备的力量。
　　听说你写这本书，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坦承你的一切，以便真正寻找到下一位继任者。
我想，这种寻求，其导致的梦想和力量的传递，意义远远超过任何一次慈善捐赠。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找到方法帮助你达成愿望祝福你，你的爱和我们大家的感受才是构成这个世界的
真正力量。
最后与你分享一句圣言：愿每度清晨比前夕更美好，愿每个明天比昨天更富饶！
　　——潘石屹　　他们曾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相识，相处，相爱。
雪崩，逃难，在原始森林里迷路，请求喇嘛帮助，一起寻找孤儿，没有月光相伴，就没有梅朵到草原
上所完成的一切。
你如那天上月亮，将一程一程山水照亮。
　　他们将一切都准备好了，虚妄的生死却将他们分开了。
梅朵和月光最后的相见让我凄然，想起了仓央嘉措那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　　许多描写藏地的书，写到细节处就失实。
 一如《清明上河图》所展演的万千世相，《酥油》这副画卷除了开阖有度的展现了藏地的寥廓纯美之
外，亦细腻呈现了许多藏人生活的真实及无奈。
　　——安意如　　如果想法只是在于“进入他人生活，把自己也变成他人”而产生的风险的话，未
免太过浅薄，虽然江觉迟确实因为到山区拖累了身体——我总得想想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放弃明显“好”的生活而跑到高原深处去照顾那些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孤儿。
　　不得不承认，激情、理想、爱，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多年来，犬儒生活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放弃和这些美好事物的亲近之感，甚至隐隐约约地抗拒，只
是因为见识了太多丑陋——如果说丑陋不是最坏的话，还有一种更要命的东西，叫无聊。
　　我们可能被余秋雨式的高调吓坏了，不敢承认美好事物的真实存在么？
怎么解释都合理，肯定有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江觉迟的作为，这是必然，也是遗憾。
　　有人说江觉迟是中国卢安克，我觉得稍有不同，江觉迟更朴素更简单一些；也有人说江觉迟在用
个人之光照亮黑暗，我也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倒觉得她像个真实版的麦田守望者，在她的草原上，看
护着那些孩子，心中充满美好的力量。
　　——王小山　　全书弥漫着诗歌的气息与音乐的节奏，仿佛一个灵动的生命在随风而逝之前，湿
化生成了新的胚胎。
仓央嘉措有诗云：“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一飞，不会远走高飞，只到理塘一转就回。
”这句诗，被当作仓央嘉措转世的密码。
　　读完《酥油》，我的第一反应是：活佛有没有女的?汉人能否当活佛?答案居然是肯定的，中国唯
一汉人女活佛叫白玛卓嘎。
　　兴起这样的疑问，是我觉得江觉迟做了一个活佛应做的事，她的心与活佛一样，慈悲为怀、灭度
众生。
《金刚经》说：“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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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觉迟的功德，是我一辈子无法望其项背的。
　　——胡赳赳　　江觉迟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叫徐本禹的人，他曾经到贵州省大方县猫场
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与大水乡大石村大石小学支教。
这同样是一个默默无闻支教者，但徐本禹因天涯社区的文章《两所山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而被中国
人所熟知，后获选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
　　我当然不想要拿江觉迟与徐本禹做比较，但是，假定拿徐本禹支教这一点做一个参照，江觉迟已
经不是支教可以涵盖。
如果说徐本禹一个大男人“有一次憋不住了，在没电的地方呆了半年，太向往武汉，一下火车就像到
了天堂，高兴得喝了一瓶白酒。
放假前20天很高兴，后20天很忧郁，一想到又要去那边，就发愁。
”江觉迟一个弱女子五年时间在一个自然条件艰苦得危及身体健康，文化背景迥异得难以适应的地方
救助孤儿，她承受着怎么的寂寞？
不能说她该获得什么荣誉，至少赢得了我的敬意和尊重。
　　——廖保平　　我得承认。
我被这本名叫《酥油》的书感动了。
做出版10年。
第一次，很单纯的，被一本书的“真诚”感动。
　　这是一本沉甸甸的。
爱之书。
不是爱情的爱，是一种更真挚、更稀少、更倔强、更深刻的爱。
　　这本《酥油》就是她在麦麦草原的酥油灯浑浊的光线下写就的书稿。
　　这本书写得真实、真诚、真挚。
充满了爱。
这是一部关于爱和信仰的书。
大爱之书，又充满了面对信仰冲突的无力。
　　人类终究无法彼此完全接近，即使爱和感动已经排除了那么多的障碍。
　　这是一部真实得令人不禁摒住呼吸的书。
　　——沈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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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生活在藏区深山草原上的人们，因地理环境恶劣，时常遭遇泥石流和山体塌方，至今
未能通电修路。
他们生活几乎与世隔绝。
《酥油》作者作为寺庙活佛请去的义工支教者，从零五年开始从事寺庙孤儿院工作。
前后记下六十万字日记，用心灵完成这部作品。
潘石屹、麦家、安意如、王小山、胡赳赳、姚晨等人均为作者的经历深受感动，为此特别发文，凤凰
网，新浪网，多家媒体倾力推荐。
姚晨看了文稿后深受感动，说“梅朵让我太心疼了，这么伟大的女人，希望更多人来了解她，读她，
懂她。
”　　潘石屹也是那么忙碌的人，更是全文看完并特别写了博文，其中有句话是这样：“我相信《酥
油》出版后，会让很多人感动和反思。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找到方法帮助你达成愿望。
祝福你，你的爱和我们大家的感受才是构成这个世界的真正力量。
最后与你分享一句圣言：愿每度清晨比前夕更美好，愿每个明天比昨天更富饶！
”麦家更是感慨：“自古，小爱为惜，大爱为弃。
我为梅朵当初选择留下的强而震撼、起敬，更为梅朵最后无奈离开的弱而感动、伤怀。
”安意如动情说: 他们曾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相识，相处，相爱。
雪崩，逃难，在原始森林里迷路，请求喇嘛帮助，一起寻找孤儿，没有月光相伴，就没有梅朵到草原
上所完成的一切。
梅朵和月光最后的相见让我凄然，想起了仓央嘉措那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许多描写藏地的书，写到细节处就失实。
一如《清明上河图》所展演的万千世相，《酥油》这副画卷除了开阖有度的展现了藏地的寥廓纯美之
外，亦细腻呈现了许多藏人生活的真实及无奈。
”　　王小山一向挑剔嘴泼，这次却如此说：“肯定有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江觉迟的作为，这是必
然，也是遗憾。
有人说江觉迟是中国卢安克，我觉得稍有不同，江觉迟更朴素更简单一些；也有人说江觉迟在用个人
之光照亮黑暗，我倒觉得她像个真实版的麦田守望者，在她的草原上，看护着那些孩子，心中充满美
好的力量。
”　　胡赳赳作为著名媒体从业人员，著名专栏作家也是如此感慨：“全书弥漫着诗歌的气息与音乐
的节奏，仿佛一个灵动的生命在随风而逝之前，湿化生成了新的胚胎。
读完《酥油》，我的第一反应是：活佛有没有女的？
汉人能否当活佛？
兴起这样的疑问，是我觉得江觉迟做了一个活佛应做的事，她的心与活佛一样，慈悲为怀、灭度众生
。
江觉迟的功德，是我一辈子无法望其项背的。
”　　廖保平则动情盛赞：江觉迟一个弱女子五年时间在一个自然条件艰苦得危及身体健康，文化背
景迥异得难以适应的地方救助孤儿，她承受着怎么的寂寞？
不能说她该获得什么荣誉，至少赢得了我的敬意和尊重。
　　沈浩波是做了十几年出版的出版人，见过的作者，读过的作品数量肯定不少，却仍然被深深打动
：“我得承认。
我被这本名叫《酥油》的书感动了。
做出版10年。
第一次，很单纯的，被一本书的“真诚”感动。
《酥油》是一本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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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书。
不是爱情的爱，是一种更真挚、更稀少、更倔强、更深刻的爱。
这是一部关于爱和信仰的书。
大爱之书，又充满了面对信仰冲突的无力。
 这是一部真实得令人不禁摒住呼吸的书。
”《酥油》就是作者在麦麦草原的酥油灯浑浊的光线下写就的书稿。
这本书写得真实、真诚、真挚。
是真正称得上纯粹的作品。
相信每个人捧在手心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它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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