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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人所知，不是因为他在佛法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洒脱不羁的个性，
他字字惊艳、句句惊心的情诗。
　　读他的情诗会忍不住地心痛，却又在眉头沾了无可奈何的笑意，宛若看见他着了世俗的衣饰，行
在拉萨的街市。
　　他不是什么活佛，仍是一个风流少年。
遇上喜欢的女子欢喜无限，但亦会苦恼感慨，占漫天星意不难，占意中人女儿心，至难！
　　史载，他在24岁那年卷入政治漩涡，在被清政府押往北京的途中，于青海湖溘然而逝，而民间却
认为他在一个大雪夜悄然遁走，从此下落不明。
更有人说，他去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成了那里的第一位客人。
这个神秘活佛掩藏在史籍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漫漫情诗中又隐藏了什么秘密？
沿着仓央嘉措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寻找湮没了三百年的传奇&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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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俣阳，生于黄海之滨，长在长江、运河之畔。
喜欢江南的潮湿香粉气，却于无奈中穿梭于黄沙漫天的北京城。
喜爱古典音乐。
喜欢独居，却又向往热闹，渴望每年可以挤出一百天的时间用来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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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日，我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轮回，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只是，就在那一夜，我忘却了所有，抛却了信仰，舍弃了轮回，只为，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夏天的拉萨，云很低，像是触手可及的棉花糖，也像&ldquo;风吹草低见牛羊&rdquo;的牧群。
当我放下所有的行囊仰躺在山花遍野的草原上，才发现六月流光之际，天居然可以蓝得那样澄静耀眼
。
　　山花烂漫，阳光也眷恋着不愿离去，远处溪流欢乐地低语，将拉萨宁静的夏天引向深远。
这里没有熟悉的人群，没有北京街头的喧嚣，没有华灯初下的杯来盏往，也没有都市夜总会里歇斯底
里的喧哗，更没有情人于耳畔窃窃私语的浪漫。
那些平时必须包裹着的伪装，此刻也变得风轻云淡。
　　这里一切都是安静的，天是圆的，四角仿佛被掖在青藏高原的草垫里，隆起一个大大的泛着青色
的藏包，包里随意放着可以四处漂泊的白云。
行至拉萨街头，简洁而强烈的色彩无不呈现出纯净明朗的美。
透明的蓝，那是古城天空的底色；圣洁的白，那是无瑕的云朵和飘逸的哈达；神秘的红，那是寺庙的
外墙和僧侣的服饰；奔放的黄，那是布达拉宫的金顶绽放出的耀眼金光；生动的绿，那是罗布林卡的
苍天碧树。
而这一切的景致，在拉萨的阳光下，照射得白就是白，红就是红，黄就是黄，绿就是绿，没有阴暗，
唯有亮堂、清晰、分明。
　　我随着人群走向大昭寺。
大昭寺前骄阳似火，从遥远地方一路磕长头而来的藏人匍匐在我身前，朝着寺门一遍遍地站起、行礼
、卧地。
我压了压帽檐，从路边的阴凉里钻出来，汇入转经的人群，顺时针绕大昭寺去了寺后我最喜欢
的&ldquo;玛吉阿米&rdquo;。
　　玛吉阿米。
这名字令人神往。
　　只因一个人，一段情，一场幽梦才名闻天下。
去过西藏的朋友都说，到了拉萨，不去&ldquo;玛吉阿米&rdquo;感受一番情怀，是一种遗憾。
　　三百年前，拉萨八廓街一座无名的黄色小酒馆。
一个至今仍封存着记忆的地方。
　　三百年后，一座墙上涂着黄色颜料的二层建筑。
这里有着尼泊尔风格的装饰，就连厨师都是尼泊尔人。
　　玛吉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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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藏族少女的名字。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最钟情的女子。
　　&ldquo;玛吉&rdquo;在藏语里是圣洁、纯真、无瑕之意；&ldquo;阿米&rdquo;是阿妈的介词形式，
在藏族人的审美观念中，母亲是美丽的化身，这样，玛吉阿米就是圣洁之母、纯洁少女之意。
还有一种说法是，&ldquo;玛吉阿米&rdquo;在藏语里是未嫁娇娘的意思，自仓央嘉措为之谱写出流芳
千古的诗歌篇章之后，她又被引申为&ldquo;美丽的传说&rdquo;、&ldquo;浪漫的邂逅&rdquo;的意思。
　　早就知道，凡是遥远的地方，总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
西藏的诱惑，不仅因为遥远而美丽，更由于仓央嘉措的传说。
来拉萨的游客都会来&ldquo;玛吉阿米&rdquo;坐一坐，喝一杯满口生香的青稞酒，亲身感受三百年前
曾是仓央嘉措和玛吉阿米幽会之地的香艳氛围，寻找自己早已遗失了的初恋般的喜悦。
来这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说不清是为仓央嘉措和他的玛吉阿米，还是为了自己遗失已久的爱情
。
在这里总会随着仓央嘉措的情歌，让这种伤感慢慢流淌，让往事在回忆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入夜，我仍然滞留在&ldquo;玛吉阿米&rdquo;。
在这安静的夜里，借着酥油灯温馨柔和的光芒，喝着热热的奶茶，我的灵魂被收缩成一个点，暂被安
置在这玛吉阿米的小楼里。
此刻的我，心如止水，好似把自己的心放进一个安逸的洞穴里，解读着别人的芳梦。
　　夜深了，我依然不愿离去，要了一杯青稞酒，听着空灵的《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在酒与
曲的诱惑里，渐渐迷醉。
不经意地，我忽然感觉到了什么，透过桌边酥油灯跳动的火苗，仿佛看到一位佳人正托腮静静地坐在
对面，温情脉脉地凝望着我。
隔着桌子，我俩默默对视，彼此眼眸里闪动着盈盈的泪光。
在这亦梦亦真的幻影里，让我想起仓央嘉措那首流传于民间的情诗：&ldquo;我对你眉目传情，你对我
暗送秋波，目光交汇的地方，命运打了个死结。
&rdquo;我默诵着诗句，把迷离的目光收回，可此时的心再也收不回了。
我拿起手边的笔，一种释放的冲动迅速涌向笔尖。
　　玛吉阿米，让人心如止水，又令人心潮澎湃。
　　外面下起了雨，电闪雷鸣。
在拉萨，一切都是神圣的，雨也不例外。
雨声曼妙，雨水纯净，点点滴滴落在心间，梳洗，调适，荡涤。
于是，心中升起一种敬意，一种寄托，这种意念把所有的浮华与欲望化作一丝清凉。
　　打开随身带来的《仓央嘉措情诗》，翻至《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就着醇美的青稞酒，听着雨中的雷鸣，醉眼朦胧中于灯下再次捧读此诗，一时无语，便在那冷寂中缅
怀了那一段消逝在风中的爱情，祭奠着那个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男子。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一首孤独的诗。
　　朦胧中，我醉在了仓央嘉措的情诗里。
我用一颗敏感的心，去感悟他的悲伤，他的忧郁，他的愁苦，刹那间，却仿佛看见他，孑然一身，飘
然而来。
幸福已经和他隔了三个世纪，是他永远都触碰不到的遥远。
他瘦削面庞下炯炯的目光，向我无声地低诉。
月光下，一道孤独的背影，蹒跚在我的窗前，踌躇、徘徊、叹息。
他悲天悯人的眼神让我读懂，记忆只不过是一张挂满风铃的卷帘，却藏匿不了回味里一丝缱绻的痕迹
。
　　他仍然在爱，曾经青春的羽翼，划破他伤痛的记忆；昨日的泪水，激起他心中万般的涟漪。
时间的沙漏沉淀着无法逃离的过往，记忆的双手总是拾起那些明媚的忧伤。
在这样绝望而古老的爱情里，时间仿若凝滞不前，他千百次的回望，千百次的辗转，只一回眸，便迅
速老了三百年的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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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像是倒在掌中的水，无论你是摊开还是紧握，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滴流淌干净。
这样决绝的爱情，只能追忆，无可挽回。
　　夜，总是在最伤怀时显得格外的寂静。
他曾在佛前起誓，不再想她，不再念她。
他在佛前告诉自己，想她是不勇敢的，想她是懦弱的，想她是浮躁的，想她是否定自己选择了佛的行
为，想起她是不能被自己原谅的。
可他还是想她，不能自拔。
他在我面前煎熬，窗外的雨水把他的眼泪悄悄覆盖，回忆在心里开始残落。
　　我透过这寂静的夜，看他那份沉痛的爱，像一阵风，吹拂着春天的记忆，待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
时候，它便沉入心底，泛滥成一片汪洋，流出来，只留下两颗泪滴。
我徘徊在他的忧伤里，彷徨着他的彷徨，此时此刻，莽莽苍穹之下，仿佛只有我与这首风情万种的诗
独存于世。
读毕，一种从未有过的惆怅，透过空灵的长空，深深攫住了我，有种撕心裂肺的疼。
抬头，看那雨打浮萍，一切恍惚若梦，我不明白，天空的阴霾，究是他的伤怀还是我的悲哀？
　　谁曾从谁的青春里走过，留下了笑靥？
谁曾在谁的花季里停留，温暖了想念？
谁又从谁的雨季里消失，泛滥了眼泪？
他又在吟唱。
用生命，用鲜血，和着泪水。
在这空寂凄清的夜晚，我能深切感受到这个男子的忧郁，他的绝望，他的悲恸，他的无可奈何。
一个回眸，烟雨迷蒙里，我仿佛听到那来自遥远年代的古老歌声，缥缈而绝望，瞬间便穿透三百年的
光阴，滑过天际，一直飘落在我的心头。
　　我蓦然回首，隔着洞开的雨窗，与他凝眸对视，触摸他孤寂的气息，一望便是千年。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幻象。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
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我只想简单地活着。
一盏青灯，一杯淡茗，一本佛经。
一如三百年前的你。
　　尘世中的一切纷纷扰扰都自行风云落定了。
时光悠悠荡荡，随意去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心是沉静的，低到尘埃里，却从尘埃里开出绚丽的花来。
　　只想这样，跟着心走。
想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干净的天空，想永远都有做不完的梦，想每天都能悟到一些真谛。
但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
　　那诗中记录了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一个英俊的男子和一个婉约的女子，于红尘万象之中，于万千年的时光流转中蓦然相遇，四目相对，
秋波暗送，相互惊艳于瞬间。
　　这是一段衍生于萍水相逢，相绝于遥首守望的爱情。
凄清而无助，孤寂而彷徨。
　　多少次夜凉似水，他站在润白洁净的花树阴影下，吹响一管悠扬缠绵的弦笛时，总有雪莲精致的
花瓣伴着温柔的叹息，轻轻滑过他的颊边，那晶莹剔透的色泽透出隐隐淡淡的清香，千娇百媚的心事
也被碎成层层的涟漪，在暗夜里荡漾开来，被他轻轻攫在手心。
　　人这一生，或许爱过，或许恨过，或许错过，或许路过，当一切过往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一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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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挽回的方式都是徒劳苍白的。
谁都不会永远停留在起点等待已经走向另一个终点路上的过往，擦身而过的一刹那间就已注定了无助
的期待与默默的无望。
你已走出我的视线，正如我早已无法在你心中停留，相爱的，不相爱的，走过了那个处于交叉的中点
，就只能永远向着各自的方向无限延伸，连回望的机会都被甩到了无数个曾经之前。
　　然，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爱情。
他们不甘只是曾经拥有，不甘彼此相忘于冷寂的月夜，他们期待缠绵缱绻，一生一世，生生世世。
&ldquo;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rdquo;他是她的沧海，她是他的巫云，他们许诺，任海枯石烂，离弃的脚步不会衍生于他们的足下，
而他也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这纯真唯美的爱情之花。
在仓央嘉措生命消逝的那一刻，这原本简单的爱情便在一瞬间被绝对化、永恒化了。
　　风吹和煦，入夜微凉。
弦月如玉，繁星点点。
相识虽浅，似是经年。
唯美的诗情冶艳了少年触目的芬芳，悠长的旋律醉了少女的心旌，却掩盖不了他心头的几许惆怅、彷
徨。
我微闭着眼，仿佛看到他穿梭在雪山之巅、圣湖之畔，他的轮廓从模糊到清晰，那种无奈，那种撕扯
，让他身心疲惫，满目萧条。
他默默走在玛尼堆边，轻轻摇动所有的经筒，绽放的才情惊起满天芬芳，低徊的思念令人流连。
他在经殿听了一宿的梵唱，只为找寻她如花的笑靥。
想那幽居深谷的佳人，吹气如兰、暗香袭人，双睃似水、荑下生辉，由不得他不匍匐在地，上下求索
，叩长头于山路。
不为朝觐，只为能与他心爱的玛吉阿米相遇，再为她描一次柳眉，重温她指尖的温暖。
　　此刻，他温柔的眸子下又掩藏着怎样的心思？
　　玛吉阿米，当我历经千难万苦，穿梭时光回到这座黄色的小楼，你又在哪里守候着我呢？
你可知道此刻的我正用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温暖追忆着你曾经的温柔吗？
　　心总是在最痛时，复苏；爱总是在最深时，落下帷幕。
可是玛吉阿米，请相信我，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落下帷幕，永远。
爱上你，只用了一瞬间，可要忘记你却是用生生世世的时间都是远远不够的啊！
　　仓央嘉措的心在泣血，如山边的杜鹃红得惊魂。
如此痛彻心扉的诗歌，如此绝望的爱情，也只有在仓央嘉措笔下才能如珠玉般倾泻而出。
我在揣测，悲恸的仓央嘉措并非与幸福绝缘，在隐隐心痛后珍藏下的那份惦念带来的喜悦是未爱过的
人所无法体会的。
或许，青春的寂寞总是生命的点缀，没有寂寞的青春注定是悲哀的，然而寂寞的青春不是没有幸福，
那悲伤过后的永恒幸福或许只有那样至情至性的男人才可以体悟。
　　仓央嘉措。
我屏息凝神，默默倾听着从遥远的方向传来的歌声。
不知是从楼下飘然而至，还是从亘古的远方穿透时间的云层不期而来。
我合上《仓央嘉措情诗》，目光定定落在书皮上那四个烫金大字上：仓央嘉措。
噢，仓央嘉措，我从上到下，轻轻念出：仓央嘉措。
对，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那个恋着玛吉阿米的痴情男子。
　　我正深情地注视着他，一如他情深款款地注视着玛吉阿米。
　　仓央嘉措出生的时代，正是西藏风云变幻，蒙藏满汉各方势力纠葛的多事之秋。
在他出生之前，葛举教派（白教）掌握着西藏的统治权，对格鲁派（黄教）实行压制剪除政策。
格鲁派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与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蒙古势力，密召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蒙古骑兵进
藏，一举推翻白教王朝，建立了以黄教为中心的噶丹颇章王朝，并由此确立了黄教在西藏三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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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地位。
后又经清朝皇帝册封，达赖喇嘛成为西藏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但蒙军入藏，也造成了固始汗操纵西
藏实权的后果，导致了其后几十年间各方政治势力激烈的权力斗争。
　　1679年，年事已高的五世达赖为防自己死后大权旁落，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即藏王）。
三年后，五世达赖圆寂。
第巴&ldquo;欲专国事，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名以行。
&rdquo;十五年后，在清朝康熙皇帝的追问和指斥下，桑结嘉措才将五世达赖的死讯和仓央嘉措作为转
世灵童的消息公开。
仓央嘉措就是在这种政治、宗教和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被推上了六世达赖的宝座。
　　1682年冬日的某个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伴随着低沉威严的法号声响彻天寰，一面五色佛旗急
促地升起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
按照惯例，这预示着达赖喇嘛或者第巴府将有重大事项进行公示。
　　听到法号声的人群次第而来，广场东侧的第巴府大门洞开，数十名官员鱼贯而出。
第巴桑结嘉措表情冷漠地走在最后，同一名宣读官登上临时搭建的木台，其余官员则依次排列台下。
　　法号声在桑结嘉措身前戛然而止。
宣读官手捧一块绢布宣读五世达赖佛爷法旨。
风势渐渐大了起来，靠后的人们听不太清，于是前边的人纷纷向后排传递着圣喻的大概意思，最后大
家都知道了活佛即将闭关修行，所有政教事务交由第巴大人遵照喇嘛之意代行管理的决策。
　　活佛、喇嘛闭关修行在西藏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情，人们并未更多在意，只是祈求活佛能接获菩
萨更大加持，好引领、超度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宣读官最后一句是说为祝福五世达赖喇嘛修行圆满，即将在广场西侧施粥七七四十九日，并发放一些
衣物救济贫苦百姓，立即引起人群热烈响应。
　　桑结嘉措站在台上自始至终都没开言。
他仪态端肃，双目平视，只有一次看似不经意地将目光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投向遥远的东南方。
他清楚地知道，今天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尽管事先经过何止千百次的思量，但当这万钧重担一下子压在自己肩上时，面对艰险难料的前程，在
他沉静、自信的眼神中，还是闪过一丝隐约的不安。
　　第巴府是一幢南北走向的二层楼房，标准的藏式建筑，通体雪白，窄式窗框为硃红色，挂着黑绒
窗帘。
两侧各有十多间东西走向平房，由属员、侍卫使用，其中两间是茶房。
中间是约三千平方米的院落，铺有碎石小径。
靠墙是一溜白杨，栽有藤类花草。
大门朝东开，主楼后墙紧贴广场，有便门相通。
旁侧有一小院，放有官轿、马匹等物品，也是佣人的住所。
　　当天下午，桑结嘉措站在二楼北头的办公房里注视着刚挂上墙的一幅唐卡。
他擅画，且不拘一格。
眼前这幅绢制唐卡就是他刚完成不久的作品，从风格上看，不似传统技法那样注重写实、笔画繁密、
色彩艳丽，倒有点像汉地写意，简洁明快、空灵剔透。
图的底色为深黄，中部是连绵的雪山，间或点缀几座寺庙，左下角画一老僧入定，右上角为群雁盘旋
。
然而桑结嘉措并没有因为这幅写意的唐卡稍稍放下心头的不安，愁绪随着窗外徐来的清风渐渐将他的
眉头拧成了一道皱褶纵横的沟壑。
　　活佛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突然辞世，让第巴桑结嘉措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力
袭遍周身。
此时，蒙古贵族丹增达赖汗正集兵于藏北，虎视眈眈，妄图控制整个西藏。
为了西藏的安定，桑结嘉措决定隐匿五世达赖死讯，代为执掌西藏大权，一面牢牢钳制固始汗的孙子
拉藏汗，一面加紧寻访转世灵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相见何如不见时>>

　　这一年，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狗年。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临终前，他将一卷用羊皮纸写就的遗言紧紧塞到自己最
信任的第巴桑结嘉措手中。
第巴桑结嘉措没有说话，他呆呆望着已经圆寂的阿旺罗桑嘉措蜡黄的面庞，似乎不相信这位神佛一般
的圣人就这般逝去了。
　　西藏的精神领袖阿旺罗桑嘉措去世了！
西藏上空最耀眼的太阳陨落了！
以后的西藏将何去何从？
没有了五世达赖，以后他该怎么带领藏民沿着罗桑嘉措于乱世中开创的路途继续走下去呢？
　　桑结嘉措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泪水。
不，现在并不是他伤心哭泣的时候，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告诉自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并没有归天，他只是即将长期闭关修行佛法而已。
同时，他又用一种奇怪的悲伤的语气告诉第巴府所有官员，活佛闭关修行期间任何人不准打扰，从此
他将代替阿旺罗桑嘉措接管西藏一切政教大权。
　　处理完这些之后，他终于打开了羊皮卷，在那卷羊皮卷上，阿旺罗桑嘉措用鲜血写就了自己的遗
嘱。
从这天开始，一直到他死，第巴桑结嘉措都一直牢牢记着羊皮纸上鲜红的两行字：隐匿死讯，警惕拉
藏汗。
秘密寻访转世灵童，地点，山南。
　　打开窗户，桑结嘉措的目光落在了遥远的东南方向，那遥远而又古老的山南。
六世达赖喇嘛就要出生在那里，他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此时此刻，他不会知道，那个转世灵童将会成为西藏最放浪不羁的活佛，最多情浪漫的情歌王子，在
诗中，他自己唱道：住在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山南门隅的上空紫气环绕、祥瑞漫天，这样的异象显然预示着五世达赖喇嘛将会在那里转世
。
桑结嘉措微眯着眼睛久久凝视着那个方向，终于下定决心，派遣了一个心腹喇嘛连夜赶往门隅，秘密
寻访达赖五世的转世灵童。
　　弹指一挥间，三年光阴便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流逝了。
第三年，也就是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猪年，康熙二十二年，转世灵童最终在门隅地区被找到，具体地点
是门隅的达旺。
　　圣地门隅！
　　素有&ldquo;藏南明珠&rdquo;之称的门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在历史上被视为神秘的地方，
藏语称&ldquo;白隅吉莫郡&rdquo;，意为&ldquo;隐藏的乐园&rdquo;。
作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的门隅地形狭窄、四季如春、江河纵横，聂门隅香河、章玛
河、章囊河和绒囊河均流经她的怀抱，是藏南地区开发较早的富饶之地，更是藏族民众心中的一块圣
地。
　　门隅的神秘，决不仅仅是因了她的风光，而是因了她在西藏佛教中有着卓然不群的超脱地位。
　　相传，早在聂赤赞普时代（约公元前四世纪），门隅地区已有土著居民活动，与雅隆人有着密切
的文化往来。
聂赤赞普在前往雅隆地区时，曾经游览过&ldquo;二十九地&rdquo;。
　　《西藏王臣记》亦记载，在吐蕃建国之后，人们就把门隅人称为&ldquo;黑门朱&rdquo;。
&ldquo;门巴族曾有三族&rdquo;，即久居门隅地区的门巴嫡系、汉藏交界处之西夏以及工布等三族也
。
这些传说和史料记载，大致廓清了门巴族的族源：门巴族自古就是门隅土著群体和外部群体互相融合
的后裔。
&ldquo;此一雪域南方门隅地，自古逐渐形成之人类。
&rdquo;　　在灿若星河的历史记忆里，这片秀美的山河丽川有幸成为佛教东传中土最早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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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佛教最初由印度传入中土的途径经由两个方向，一是经过门隅北部的错那，一是经由西部的
主隅（不丹的古称），由此便可一窥门隅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重要性。
　　据藏文史籍《红史》记载，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朝的疆域就包括门隅地区。
松赞干布在门隅派有官员主持政务，传说在他亲自绘制的状如仰卧罗刹女的吐蕃地形图中，就把门隅
画作罗刹女的左手心，并在其上建有一座罗刹女庙。
这座庙位于上门隅勒布四措之一的斯木措境内，名&ldquo;斯木拉岗寺&rdquo;，意为&ldquo;罗刹女
庙&rdquo;，在后来每年举行的朝佛供神活动中，西藏地方政府都要派官员前往主持。
　　八世纪中后期，莲花生大师入藏，一路降妖伏魔，帮助赤松德赞修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
全的寺庙桑耶寺。
在门巴族民间传说中，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大师便沿河谷向南，翻越亚堆拉、雪香拉、俗坡达拉和
波拉等大山南下门隅，至今在错那和上门隅勒布一带，还可以见到许多相传是当年莲花生大师传教时
留下的遗迹。
　　门隅是藏区通往印度和不丹的主要通道，而不丹是古门隅的一部分，在那里也盛传莲花生传教和
降妖伏魔的故事，尤其在不丹东部的布姆塘一带，留有诸多莲花生活动的圣迹。
莲花生对门隅的影响力非常之巨，事实上，在门隅的佛堂庙宇中，供奉的主神均为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后来来还被宁玛派这一西藏最为古老的佛教派别奉为开山始祖，而宁玛派则是当地土著门巴族
最为信奉的教派。
　　公元九世纪中前期，在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激烈的权力争斗中，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推上
历史的潮头。
朗达玛上台后便焚经书，毁寺院，强令僧人改宗还俗，佛教在西藏腹心地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此间，佛教僧人大批逃亡，一部分逃往西藏东部，一部分逃往南部门隅。
吐蕃王朝崩溃后的二百多年间，西藏腹心地区已难觅佛教踪影，佛教仅在包括门隅在内的边地得以保
存和继续传播。
　　随着封建农奴制在西藏的确立，西藏佛教进入了一个再度繁盛的时期，即所谓&ldquo;后弘
期&rdquo;。
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等佛教教派的出现，标志着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的最终形成。
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和在噶当派基础上改造而来的格鲁派都相继传入了门隅地区。
　　宁玛派是最早传入门隅的一个佛教教派。
如果把莲花生作为宁玛派的开山祖师，那么早在吐蕃时代中期（公元八世纪）宁玛派就在门隅有所传
播。
然而，宁玛派作为一个佛教教派出现却是在后弘期。
因此，宁玛派作为一个被认可的教派传入门隅的时间，目前所见资料一致认为是在公元十一世纪左右
。
其时，宁玛派活佛德尔顿&middot;白玛宁巴从主隅布姆塘来到门隅的降喀（在达旺附近）传教，得到
了当地头人的支持。
其后，乌金桑布（白玛宁巴胞弟）也来到门隅，与当地土王楚卡尔娃之女多吉宗巴成婚。
乌金桑布在降喀的索旺一带建了乌坚林、桑吉林和措吉林三座宁玛派寺庙，此地因此被称为&ldquo;拉
俄域松&rdquo;，意为三神地。
他还在原噶拉旺波土王王宫所在地满扎岗为门巴信徒授以&ldquo;马头金刚灌顶&rdquo;，当地百姓纷
纷接受教化，皈依佛法，地名也由满扎岗改为达旺。
此后，乌金桑布在拉俄域松群众和白林施主的帮助下，在灌顶的地方建立了达旺寺。
乌金桑布终其一生在门隅传教，最后逝世于乌坚林。
他的后代一直在达旺一带传教和执掌宗教事务。
　　藏传佛教噶举派传入门隅当在十二世纪。
噶举派支系众多，素有四大八小之分。
据藏文历史文献《青史》载，1146年前后，噶玛噶举派僧人都松钦巴曾到门隅游历传教，他到过门地
的夏雾达郭地方，并作了门隅土王卡通的供奉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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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门隅影响较大的是噶举派帕竹噶举的主巴噶举支系。
主巴噶举中的下主巴创始人为洛热巴旺秋尊追，他曾到主隅布姆塘地方建立了塔尔巴林寺，传播噶举
派教法。
主巴噶举派势力一直很强，在主隅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十七世纪初，阿旺南杰从西藏来到主隅，整合了互不统属的噶举派力量，形成了&ldquo;南主
巴&rdquo;的新的支系，并掌握了不丹的政教权力。
主隅属古门隅的一部分，主隅的噶举派势力必然对门巴族的宗教信仰产生一定的影响。
　　藏传佛教格鲁派是最后兴起的一个教派，创始于十五世纪初叶，到十六世纪中期便形成为一个势
力强大的宗教集团。
十七世纪中叶，更成为西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教势力。
当时五世达赖喇嘛派门巴族喇嘛梅惹&middot;洛珠嘉措到门隅传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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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甘丹朗杰拉孜寺，成为格鲁派在门隅地区最大也是最
重要的寺院。
　　从佛教在门隅开始传播到格鲁派在门隅取得统治地位，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漫长过程。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着门巴族社会和门巴族的传统宗教信仰。
　　就在这佛之净土门隅达旺的乌坚林，殊胜之中最殊胜的地方；就在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猪年，公
元1683年3月1日，他，六世达赖，传奇活佛，情歌王子仓央嘉措终于诞生了！
　　仓央嘉措，原名洛桑仁钦。
据说，他出生的那天，天降异像，天空中居然同时出现了七个太阳，一时间黄柱照耀、佛光东升、紫
气冲天。
仓央嘉措的父母扎西丹增、次旺拉姆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为这奇异的天相而震惊，或不知所
措，或惴惴不安，或欣喜若狂，或顶礼膜拜。
据西藏奇书《神鬼遗教》预言，此异像为莲花生大师转世的圣迹，应像而生的孩子将来必定尊贵无比
，有万佛朝圣之象，势不可挡。
　　七日同升，黄柱照耀，多么美丽的场景，却只为你仓央嘉措一人呈现！
　　看哪！
青藏高原最东方的天边出现了一抹曙光，在那里，一个不世出的伟人已然呱呱坠地，从此，青藏高原
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活佛时代。
一个属于情歌王子的时代就这样不可预知地拉开了帷幕。
　　偎在阿妈怀里吮吸着甘甜乳汁的小仓央嘉措，完全不理会外面正发生的一切以及村人们对他降生
的种种谈论。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始终无法想象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奇景，因此也不觉得自己与常人有如何的不
同。
他和所有门巴族的孩子一样，在青稞酥油茶、牛羊牧马中渐渐长大，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骄矜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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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谓苏曼殊为出家菩萨，意其出家而又沉湎于男女爱情。
然其意境仍只限于儿女痴情之小范围，不及西藏法王第六代达赖远矣！
　　&mdash;&mdash;著名诗人、国学大师 南怀瑾 　　仓央嘉措最根本的教诲，就在于生命本身，不
管它以什么相显现在我们眼前，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mdash;&mdash;桑田吉美诺布 　　&ldquo;在看得见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的
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rdquo;仓央嘉措的爱情宛如绝句，读的人口舌生香，悠悠怀想。
　　&mdash;&mdash;台湾著名作家 张曼娟 　　仓央嘉措可以同时爱几个人，又被几个人所爱。
遗憾的是，他不能跟其中任何一个厮守到老。
有关他的种种，留下的是那最不可测的命运和优美的诗歌。
　　&mdash;&mdash;台湾著名作家 张小娴 　　仓央嘉措招我喜欢的原因还有一条，他虽然浪漫却不
把浪漫用在杀人放火上，而是放在追香逐玉上。
他写诗也不故作崇高，而是迷恋于情感之中。
他因此不但是藏族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抒情诗人，而且是民间传说中最受爱戴的歌手和爱神。
　　&mdash;&mdash;著名学者 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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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是一种修行　　见与不见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创造性
地把仓央嘉措的人生分为&ldquo;迷失菩提、风流情种和神王诗人&rdquo;三个阶段，力求全面展示仓
央嘉措的传奇人生　　每一个阶段，都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通过这些转折，能更全面和明白地理解
这位六世达赖的经历和启示，更深刻地理解他的爱情和诗歌　　▲第一次探寻仓央嘉措掩藏在史籍背
后的真相，揭秘其情诗中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史书记载，他在24岁那年被卷入政治漩涡，在被清朝
政府押往北京的途中，于青海湖畔溘然而逝，然而民间传说却认为他并没有死在青海湖，却是在一个
大雪夜中悄然遁走，从此下落不明。
他的情诗，仅仅是情诗，还是别有寄托？
这里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立体展现西藏的神秘宗教、历史、民俗和风情，带领读者进入美丽西藏的腹地之中比《藏地密
码》《藏地情书》更瑰丽多姿的藏族风俗仪式和丰富文化，让读者遍览西藏的神秘和美丽。
　　▲写法上融合小说、美文、人物传记、诗词解析等多种文体于一体，文字唯美灵动，情节曲折动
人，古典味道浓郁，可读性极强。
　　▲张小娴、张曼娟、南怀瑾等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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