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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与今不同的生活方式、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汇集、物质与精神的权力较量⋯⋯在这样一个大转折的历
史时期，一切都很不明朗，事物发展没有一条既定的规则可寻。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却也给每个人挖掘自身的潜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了让精神免于陷入一
种浮躁忙乱的状况，我们必须勇敢地解除自造的约束。
为了逃避内心的痛苦，年轻的我辞职了安定稳当的工作，远走他乡，开始了人生一段新的旅程。
我不是孤独的行吟者，肯定不是，所目睹到的，是同一色的情形——城市中长大的人们，一半属于生
命的自然，一半属于城市营造的环境，在真相与幻思之间，已很难说清什么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真实
。
我明白，我身上的许多问题，也是许多人的问题，我想要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虽然经过了半年闭门不出的生活方式，当时觉得心清静了，也觉得身体的欲望很轻，但我没有悟道，
也没有任何实际修行的经验，一旦遭遇现实环境内心就烦恼不已，所有心中潜藏的旧习都爆发了。
道路，始终显得充满了艰辛⋯⋯各种追名逐利的行为，也让自己的精神备受煎熬。
从开始怀着美好的心愿，经历商业的过程，但还是被钱困住了，没有脚踏实地，虚荣心很强。
甚至于为了谋得更好的职位，用了两次假文凭，还随应于虚假的广告宣传，与自己初始时美好的想法
有很大的出入。
有时候在网络中的飘泊，总在不停寻找，却不知什么是自己真要寻找的。
网络生活从最初的单纯变成彻底的无聊，像个孤魂野鬼般的活着。
并且还通过网络发布一些花边信息，其实没有一点诚意，完全就是在游戏人生。
生命啊，即使处于最艰难的自暴自弃的灾荒中，依然在作着脆弱的、小心翼翼的试探，对于自由、无
我、爱心、宁静的企盼，是永不可遏止的，它存在于每一双探知的眼眸！
翻越过一座座山冈，徘徊于一座座城市，似乎唯有等待一个个自造的梦幻泡影破裂以后，我们方能有
所觉悟反省，体悟到宇宙间某种亘古不变的禀性——天生万物的甜蜜与痛楚在交替进行。
去过许多地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兴趣涉足，我在宗教玄妙的教义中明白了一些
人生的意义。
各门宗派的根源都是相通的，都在于让人们行善，并去体悟生命的真意。
可惜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即使在基础行善的层面上也没有做到，怎么能说进入教义谋求生命灵魂的升
华呢。
而且，修行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还会对生命造成更大的恐慌。
有一个梦，也对我的生活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三次被心魔所迷惑，虽然只是短时间，后来清醒
了，却无可奈何地被逼迫吃了近一年的药，我深深地体会到人世间修行的艰难。
这时候，圣贤的指引显得十分必要，我们毕竟太年轻了，行为既衰弱又幼稚，而所有圣贤的教化，正
是为了启发我们饱具智慧与爱心的本性，引导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灵处于没有痛苦恐惧的状态。
是的，我们的性灵被各种认知困住太久了。
它太过分了，几乎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
有一天，我终于深刻地懂得了多年前，向一位真正的大师请教的问题，而他的几句禅话，其实已经显
示了心的本质和正确的修行之路。
这些年，这几句禅话其实从不曾遗忘，总会想起，只是自己积习被障碍了。
跟从这个信心，我开始醒悟自己，对不起他的教导，他是我恩德最大的师父，同时我也体会到生命与
心灵共在的意义。
这时候，我再仰望天空中绚丽的朝霞，清爽而欢愉，我明白了，所有的经验与言词无关，一切心地上
的花开啊，总是秘密的、属于私人的。
付出就有回报。
是啊，我所经历的种种，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都有同样的痛苦和困惑，我想以后也许我会和一
些人成为真诚的好朋友。
所谓大修行，是学习那些古往今来的大师们，尤其是师父那样，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不执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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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得失，勇于追求宇宙间的真理，让众生离苦得乐，内心还逍遥自在。
当然，这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任何对这世间百态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会有多难。
首先，我们要降服自己的烦恼。
放下，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心的认知变了，这是一条自利利他的路。
修行离不开生活，许多书上的教导都很好，但认知要靠自己。
即使是有所悟了，但这是个生命永远修行的过程，何况我和一些人一样才刚起步，相信这道路会让身
心越来越清明喜悦，而对大彻大悟则是个高远的追求。
说到这儿，也许有许多人就不禁怀疑了，这样的生活还有趣吗，或者说是不是真的要出家当和尚、当
道士、当传教士等，才叫做修行。
各有各的缘分，但一定要有自己良好的心愿，并为之而努力，这就是修行，这样才是人生。
那么还会不会好色呢？
当有了更深的体悟，就会明白，以前的好色是想一个一个地去占有别人，而大修行人的好色，即使是
与许多男女同时裸体戏水也不会动淫欲，视众生平等，还处处关心着每个人。
这是一种大自在，所谓“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既然曾有一些大师做到，那就是真的
。
在现在越来越物质现实的社会中，如果能认真地经营一份爱情，建好一个家庭，克服自己的错误而关
心对方，就会发现其中的快乐，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随波逐流、不断猎取的生活，只会让自己的内心更空虚，人生更无聊颓废。
一些所谓另类的感情方面，虽然同样是爱的情欲使然，因为社会文化与生活环境的因素，很多人在秘
密的生活中活得很苦恼。
生活是自己的要认真把握对待，自己要活出自己的价值，同时善待其他人，这是共存的两面。
而真正的道，则是超越一切现象的，在意的是心灵束缚的解脱与善。
要能放大心怀，真诚关心许多人，包括青年男女、老人和小孩子，而不要只在个人的情欲中沦陷，同
样会得到更多的善意理解和关心。
那么还会不会贪利呢？
当有了一定的宁静和广阔的心态再去做事，才会把事情做得更恰当。
生活离不开工作，工作就要在社会中去体验，不但要适合现有的商业规则，更要对社会和世界作出真
正有意义的贡献，因为现代商业社会，工作对人们的生活和身心影响太大了。
爱工作，但不要成为商业的奴役，要积极要快乐，要把握住商业使人快乐幸福的命脉。
那么还会不会好名呢？
当然，要与许多有识之士一起，共助共进，让中国更加强大，让中国人能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尊重，
让中国优秀的文化能与世界文化融通的同时，造福世界人民。
中国文化的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如果我们好这个名，而自己却要做到不为之所动，只是看好守
住自己这颗清静无为的心，那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精神境界也随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说这些，无非是不要在自己的思想中画地为牢，生活是多样性的，好与坏很多时候都因人而异，会随
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世间寻常事，我生贵我行。
高玄追求的东西，其实人人兼有，也就平常了吧。
但这份平常，是要在“路遥知马力”的长期行动中去实践，这个就不平常了，也相当地困难了谁会是
真正的诗人？
谁会是真正的哲学家？
谁会是真正的科学家？
谁会是真正的流浪汉？
显然，所有真实的，都是指那些火热生活过了的生命。
每个人应当自己成为勇者，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并享用它，世界上有千万条不同的行吟途径，也许就在
家庭、公司、花园⋯⋯无论哪一类，需要的是坦诚地经历。
试着，与这个世界友好地同行，古往今来圣贤们的教导与慈悲的光明，从没有离开过对我们生命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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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即使我们成年了，在思想上还是小孩子，还有许多遥远的路要行进。
生命是流动的，生命在跳跃，生命活于当下。
有比踩在泥土上舞蹈更美的姿态吗？
到时候，我想说：我学习过了，我努力过了，我沉思过了，我生活过了，而且对未来还抱有很大而平
凡的希望！
看吧，珍珠的辉熠得自于相互的映衬，个体的心灵多棱镜上折射出全体存在的方方面面，谁能说自己
完成了哩！
望远方，道路在延伸。
而这些文字，是对过去的一次深深的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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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不是诗人，不是行吟者，不是苦行僧，我只是一个过客⋯⋯行走十年的心灵随笔作者在经历人
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在山水自然之间放飞自己的思想，十几篇游记散文，时间跨度10年，文章融通
游记、哲思、故事、诗词，自成一家，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如空山幽谷传出的素琴声，耐人寻味，让
阅读者的心灵变得非常宁静，让人无不体会到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深刻感
思。

★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源头，而佛经将这个世界比喻为火宅，我希望能向大师求到禅法，体会
到生命中本有的光明与火热。
 ★
敦煌，许多美丽的洞窟；人生，也藏着无数优美的线条。
二者，在牵手行进中相互观望打量。
直到又一个轮回，我遇见了带着红头巾的她。
 ★
西藏的这段日子，就像我人生长尺上上那一片最绚烂的光斑，燃点着生命的意义。
再见，索朗喇嘛和孩子们。
再见，我的青藏高原。
 ★
丽江古城，不同的音乐和文字，都只为心中那份通灵般久远真挚的情感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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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映吾，在生命的逆旅中留下修行、文字、商业、音乐的印痕。
十年旅途留下十首原创音乐，欢迎读者品鉴：
http://weibo.com/gongyingwu http://gongyingwu.space.a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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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他山，那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与水，都是神迹所现。
那里住着精神的主人。

从山到水，两段不同的精神旅程。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水。

而且每个人，也可以借鉴着他人的山水历程。
这是故事的起源。

酒神祭
东方道家传统文化对“自由”的定义有自在、逍遥的意思，而西方传统文化对“自由”的定义则意味
着个性的解放。

我试着在二者之间找到其平衡点和结合点，以期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找到自由快乐的意义。
且看僰人悬棺之地的“巫儒”祭典。

太湖人家
与法国人保罗、智海和尚
同游太湖，得见儒家真谛。

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试着在大自然与人造园林合一的风
光中，体会其稳重博大的礼教思想。

风火少林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源头，
而佛经将这个世界比喻为火宅，
我希望能通过禅法，
体会到生命中本有的火热与光明。

洞　窟
敦煌，许多美丽的洞窟；
人生，也藏着无数优美的线条。

二者，在牵手行进中相互观望打量。

直到又一个轮回，我遇见了带着红头巾的她。

时空尺上的光斑
时空中相聚的缘分，常常是难以说清道明的，西藏的这段日子就像我人生长尺上的那一片最绚烂光斑
，燃点着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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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索朗喇嘛和孩子们。

再见，我的青藏高原。

丽江三听
在丽江古城，
不同的音乐和文字，
都只为心中那份通灵般久远真挚的情感期盼。

水漫九寨
九寨沟是水的世界，
亦是童话的世界，
我仿佛看到了诸神在其间舞蹈。

家在同里
我们总在寻找和营建着外在的家园，只有当触碰到内心的世界，才发现二者缺一不可。

梦幻水乡，旧时江南。
千年古镇同里为我点亮一盏心灯。

法华雨
旅者的脚步，深深浅浅，
身影沐浴着一泻法华雨，
心中也沐浴着清凉的法华雨。

期待未来能走向更远疆域的同时，也期待着内心能拓展更广袤的沃土。

作者如是说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吧，趁我们还活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村庄被称为“八美”，取“莲花盛开”之意，缘于周围终年积雪不化的巍巍雪山
，如同一朵圣洁莲花的花瓣，村庄恰好处于莲心的位置。
 村庄里，阳光下熟悉的一幕场面，几乎凝固成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只需稍一动念，便展现在眼前—
— 几十个藏族孩子，无论男孩女孩，站在草场中一圈围墙隔离的学校内。
所谓学校，也就三间简陋的教室，才修建两年，也因冻土等因素，墙上出现了较大的裂缝。
 孩子们年龄不等，高低错落，多数都穿着传统的长袖藏袍，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
头发乱糟糟地未经梳理扭成了髻，脸蛋儿黑里透红，身体扭扭捏捏，总是试图躲藏起来的羞涩姿态。
 未曾熟识以前，他们从不会改变这副模样，我常戏称之为好一群健康的“红萝卜”。
 站在孩子们面前，将他们震慑的通常有四人，在追忆目光关于第一次投射时，只有三人。
 我是他们的新老师，剪着平头，牛仔装束，中等身材，和真实年龄相比，看上去幼稚一些，留了一撇
小胡子。
一位人地生疏的新鲜人物，无缘无故，流落他乡。
 大声说话的是彭措老爹，圆脸卷发，皱纹深刻，身材矮小，洋洋自得。
一位自学成材的教师，翻身农奴里的受益者，也是方圆几百里以内唯一会哼几句《格萨尔王》史诗的
人。
 另一条汉子，喜饶扎西，黝黑英俊，牙齿整齐洁白，穿着普通质地的西服，戴一顶毡帽，微笑的时候
很迷人。
我笑言会博得许多城市女孩爱慕的就是他，说受环境制约不得不嫉妒的人仍是他，现年32岁，泽当中
学读完高中后原本留在地区工作，乡里办了学校被邀请回来，经特许领取双份工资，他是我们中地位
最优越的一人。
 至于耳熟能详的艾丽丝太太，从孩子们寻找的目光，可以觉察其在孩子们心中的重要性，已获得了全
部倾心的爱。
这一次她去了泽当县城看病，有永远属于寻梦人那份共同的落寞感伤。
 扎西老师一声哨响，孩子们顿时四散开去，掀起一阵热闹喧嚣，告示整个世界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西
藏生活故事便是这样开始。
 “乡村教学与城市教学截然不同，教师与学生都没有什么压力，比较随意。
而且，学校因为才办一年多时间，孩子们都同一进度，所以没有严格地分出年级档次。
“一边散步，喜饶扎西一边向我介绍学校当前的状况。
 “仍然还是需要分出年级吧！
年龄不同智商也不等，否则不符合教学规律。
”我说道。
 “当然要着手调整，但确实是件相当麻烦的事，还要安排食宿，才能容留附近许多村庄想来读书的孩
子。
”喜饶扎西平静地说。
 “到那时候教学人员不够吧？
其实我可以拉到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有文化有胆识，愿意将自己的血脉与西藏紧密相连，唯
一的阻碍来自于他们的家庭。
汉族人普遍都不会违背父母的意愿，实质他们的本性中充满了叛逆和疯狂！
”我笑意十足地说。
 “艾丽丝太太也是这样的寻梦人，放弃了她在美国的优裕生活条件。
”喜饶扎西笑语道。
 “是吗？
”我不求答复地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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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纳西古乐掌门人宣科先生在拜读了作品的部分篇章后大为吃惊，想不到作者竞有如此才华。
——摘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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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吧,趁我们还活着:一个行者的心灵孤旅》编辑推荐：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
一个在路上，一个行者的心灵孤旅。
少林的修行心路，西藏的流浪支教，丽江的纳西古乐， 敦煌的浪漫爱情⋯⋯一位苦行僧式的旅者，一
段归期未定的旅途。
不为逃避，不为疗伤，最好的人生在路上。
十年旅途中的文化哲思，最富禅意的旅行笔记。
在山水与城市之间，探索生命的真谛，最感人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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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看了作品后，欣然提笔回复作者到：红到桃花绿到茶，海天随处漾流霞。
春光无限留踪迹，只是忙人不见他。
——2005年亚洲最佳商业领袖奖得主，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锋这本书读了以后让人的心灵很宁静
，和原创音乐搭配在一起，其意境感觉心旷神怡。
——中联影音公司总经理，李正英忙碌的工作之后，读这些文章感觉很好，虽然不同于电影，仍然让
我细细品味思量。
——四川中加影视投资公司总裁，著名制片人，朱钦孝。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加上流畅的表达方式，像一位睿智的老人将许多经历委婉道来，实在值得赞
叹。
——先驱家私集团董事长，苏先祺旅游去过很多地方，也读过许多游记，像这样将游记与人生哲理巧
妙结合起来的书，我还是第一次读到。
——怡康旅游公司总经理，张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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