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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人期待了解西藏，就像期待了解自己。
许多人将西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内在动因。
好奇心也好，平常心也罢，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西藏的神往，大概这就叫“西藏情结”
。
       西藏的代表符号是什么？
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牦牛、牛皮船、风马旗、青稞酒、藏獒⋯⋯这些，在特定的场合都可以用做西
藏的代表符号。
    喜马拉雅的特殊地理，必造就其特殊的文化，其高海拔的地理，必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海拔文化。
它的高飘与豪迈、艰辛与从容，以全新的陌生的魅力，如同喜马拉雅的雄风具有穿透灵魂的波潮。
喜马拉雅是高原风光的多面聚合体，它的不同高度、不同测面，不同地段，都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
的地理。
    西藏文化就产生在这块奇崛高竣、瑰伟旖旎的雪域极地，从远古文化产生伊始，便拉开了自身的发
展序幕，层出不穷的文明成果，弥漫并沉潜在多姿多彩的喜马拉雅一线，在民众的生活中孕育繁衍，
以其自身的文化资质及其蕴含的历史张力，记录着沿线各民族生命的风采，参与了沿途各区域古代文
明的发生发展史。
    本套丛书涵盖神山圣湖、森林湖泊的游记、民俗民风的考察、现实生活的表现、众多名胜古迹的探
访⋯⋯为读者朋友展现一片高原神秘、神奇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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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闫振中，男，回族，1944年生于河南开封市，1967年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随后进藏。
曾任《拉萨晚报》总编辑、《西藏文学》主编。
著有诗集《第三极牧歌》、《西藏民间故事》（第三集）、散文集《西藏文化之旅》、《西藏秘境》
。
1955年获“西藏十年文学成就奖”。
中国作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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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太空感觉　　怪异的光线，穿透车窗的每片玻璃镜片，投射到驾驶室仪表的盘面，与闪烁
不定的蓝色、天蓝色、橙黄色和绿色的指示灯光，交织成诡谲神秘的色彩。
　　越野车在兴奋中狂奔。
　　⋯⋯蜂拥而来的雪峰一座座向后退隐，无边无际，层出不穷的云雾又接踵而来⋯⋯越野车远离拉
萨，驰出日喀则辖地，进入阿里东部边缘，在昆仑山以南、冈底斯和念青唐古拉以北这辽阔深远、与
世隔绝的无人区内飞驰。
　　宇航员中流行一种传说，认为太空中除去其它东西之外，还存在着某一类中性场或叫零区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所有的辐射和信息都会消失在其中。
此时，越野车就航行在这种区域里。
　　好长时间已无法判定所处的位置，对前方的目标也一无所知，陌生空间的重力涡旋使越野车飞奔
的样子发生变异，既像勇猛无畏的推进，又像盲无目的的逃遁，不管你认定它是哪种形象，几乎都是
同样的豪迈或狼狈。
　　毫无疑问，跨越无人区进入阿里之部，其经历就是屡次向广袤无垠太空深处的飞行，仿佛这就是
银河系中缺少生命条件的那部分荒凉地带。
随着深层次的起伏与颠簸，接之而来的是孤独感，一种飞船孤零零地在生命的远方漂泊的感觉，一种
处在另外一个星球统治下的忧郁心情。
尽管有一种自豪感混在其中，总有另外一种未知的可能让人不安。
如果把这些阐释为追问意义的超验境域，向前的意向性就会始终被把握。
这样，在浩翰无际的太空中，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也许能找到、理解到、感觉到那个隐藏在
心灵深处的奥秘。
为此我强烈地渴望阿里，渴望与这个来自人类最美好童话中的世界再一次相逢。
甚至已按捺不住并急于在“星际太空”漂泊之后，用双脚去触及另一个星球——阿里的土地。
　　2.神秘“斯文”的诱惑　　此次阿里之行，肩负考察藏文起源的使命。
作为深入阿里文化与历史领域中一名远征队成员，带着从未感受过的寻觅与期待，踏上了西行的漫长
之路。
　　1992年6月，本人供职的单位——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承接了由国家民委主
编的《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藏族卷)的撰稿任务。
一年来，经过收集资料及伏案工作，现已完成初稿。
　　我是该书的执笔人之一。
　　关于藏文起源，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往的学者大都认定由吞米·桑布扎在1300年前创建。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藏族最早的文字应是玛尔文。
我们在写作《藏族卷》的过程中，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让人无可辩驳地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玛尔文是古象雄文的一种，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所使用的文字。
吐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崇佛抑苯，几乎烧掉了苯教的所有经文，致使由玛尔文写成的经书
荡然无存。
尽管从一些典籍和崖刻上找到了玛尔文的字样，均为零星片断，有些甚至需要进一步考证真伪，不足
以反映玛尔文的全貌以及当时的辉煌。
　　1990年夏，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的边多、张鹰二位先生在阿里扎达县一位藏医那里，看到一本珍藏
的有关古象雄文的文法书。
当边多先生把他拍照的有斯文、象雄文、藏文和梵文对照介绍的页码拿给我们看时，这意外的发现使
我们非常惊奇。
　　　　　斯文是一种很神秘的文字，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字形。
藏语“斯”，是一种藏民族传统的装饰品，现代有人把它翻译成“亚玛瑙”或“猫晴石”，是一种全
世界只有西藏才有的珍罕宝石，俗称“九眼珠”，宝石纹理有“无晴”、“长条”和“有晴”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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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斯”文，就是用各种不同纹理组成的象长条形亚玛瑙或猫睛石形状的一种文字。
这种文字，截止目前许多藏学界著名人士都只是听说但从未见过，如果能找到这本珍藏的书，一一睹
“斯文”的真貌，了解古象雄文文法的来龙去脉，弄清玛尔文与斯文的关系对揭开藏文起源的秘密，
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便是我们西行阿里的主要原因。
　　另外，语委办自成立6年多来，只有阿里专区未曾亲临指导检查，这次阿里之行一并考虑，派两
辆专车，挑选8名远征队员由语委办常务副主任次仁曲杰教授领队，浩浩荡荡地向阿里迸发。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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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了解西藏吗？
你知道西藏的代表符号是什么吗？
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牦牛、牛皮船、风马旗、青稞酒、藏獒⋯⋯想知道更多，那就赶快跟随本书，
去探索这片高原神秘、神奇的时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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