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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内容概要

★首部深度透视西藏神秘文化和历史真相的史诗巨制
★真实揭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历史上最惨烈的权力斗争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党政军各界
高度关注，境内外华人热力追捧
★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著名西藏题材作家杨志军、著名
藏学家张晓明、著名演员郭晓冬等 鼎力推荐
★央视同名热播电视剧《西藏秘密》原创作品
★跟最传奇喇嘛扎西顿珠一起，亲历西藏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毫无保留展现被央视“禁播”内容，如实还原西藏的历史真相！一个又一个神秘离奇的故事，透露出
西藏一段又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1959年前，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
迄今为止，几乎无人触及的西藏历史机密！
从来没有一本小说，能像《西藏秘密》一样，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此予以详实、清晰、大胆的披露，不
仅向读者全面呈现藏地的神秘文化、风土人情和政治变迁，还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了解西藏历史真相
的渴望。
传奇喇嘛扎西顿珠是如何从一名云游僧人摇身一变，成为贵族少爷，践行回到西藏、改变西藏的人生
使命的？旧西藏的农奴制呈现出怎样的社会图景？拉萨的上层权贵之间为争权夺利，都耍了什么阴谋
诡计？六十年前的贵族世家真的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封闭落后吗？ 西藏神奇的“一妻多夫制”是怎么
运作的？解放军解放西藏时发生了什么故事？扎西是如何跟分裂分子斗智斗勇的？1959年西藏叛乱的
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读《西藏秘密》，真正了解西藏神秘文化和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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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作者简介

刘德濒，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作家、编剧、导演。研究西藏历史、文化、民
俗数十年，参与并创作《西藏风云》《回到拉萨》等涉藏作品多部，被公认为“西藏题材第一人”。
《西藏秘密》是作者耗费14年时间收集资料、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真实再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后西藏历史上最惨烈的权力斗争，以及1959年西藏旧势力叛乱的历史真相。此书还未出版就引起了海
内外强烈关注和争议，被认为是涉藏题材的史诗性文学作品，获得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
法唐以及众多知名藏学专家、西藏题材作家的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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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书籍目录

上部
第一章　小活佛的三个预言
第二章　谁将出任摄政
第三章　徳勒噶伦的儿子死了
第四章　只有你能拯救德勒府
第五章　我和仁钦父子同归于尽
第六章　德吉房间的香水味
第七章　旺秋是忠诚的大管家
第八章　 如果我能瞒过土登格勒
第九章　藏獒识主人是狗的天性
第十章　汪丹和洛丹都知道扎西的底细
第十一章　三位不速之客
第十二章　兰泽小姐被劫了
第十三章　脚下的石头越上了额头
第十四章　政教合一制度是万恶之源
第十五章　兰泽依然昏迷不醒
第十六章　初识小喇嘛白玛多吉
第十七章　扎西一夜未归
第十八章　白玛被噶厦的官差抓走了
第十九章　我儿子才是德勒府正宗的骨系
第二十章　布达拉宫脚下的请愿活动
第二十一章　娜珍搬来了多吉林活佛
第二十二章　没有假冒的德勒少爷
第二十三章　格勒为什么提出离婚
第二十四章　娜珍的心头之患
第二十五章　阿觉是吉塘活佛的转世灵童
第二十六章　半段姻缘，半场兵灾
下　部
第二十七章　帕甲的百密一疏
第二十八章　德勒府正在筹办婚礼
第二十九章　那个院子已经是一片废墟
第三十章　德勒驮队的空箱子
第三十一章　娜珍知道大祸临头了
第三十二章　藏军血洗热振寺
第三十三章　放一个喇嘛需要多少钱
第三十四章　达娃央宗不辞而别
第三十五章　白玛应征去了昌都前线
第三十六章　久违了，德勒府
第三十七章　德勒府的青稞有毒
第三十八章　白玛驮队的神秘使命
第三十九章　阿觉出手赢回了小姨妈
第四十章　割掉强巴的舌头
第四十一章　达赖喇嘛的圣物
第四十二章　有一个人可以挽救阿觉
第四十三章　阿觉是唯一的贵族代表
第四十四章　强巴写出心中的秘密
第四十五章　玛尼堆见证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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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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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精彩短评

1、毫无保留展现被央视“禁播”内容，如实还原西藏的历史真相！一个又一个神秘离奇的故事，透
露出西藏一段又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2、太多真真假假，真的成不了假，假的也代替不了真。但其实无论真假，只要向善，不被一时间的
贪念，欲念所迷惑，很多时候扎西也可以是其美杰布；不要总想成为道德制高点的占领者，你口中所
谓的道德很多时候也只是你所认可的价值观，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所经历事不同，所认同的价值也
不同；只有当一个人面对自我，觉得无愧于内心时才能去评价他人；人常说不能为芝麻丢了西瓜，那
你怎么知道面前是西瓜还是芝麻？自己的终究会属于自己，而不属于自己的则让其物归原主。一个人
不要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而是要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把剩下的捡起来，赢回失去的，就像扎西和德吉
忍痛将两百多年的家业和宅院拱手相让，但到了最后，扎西还是那里的主人。我建议，如果你有一个
闲暇的下午，不如交给这本书，也许会沉重，也许会悲伤，但带给你的绝对是凌驾于一段简单历史之
3、德濒老师牛逼！
4、感觉跟阿来的《尘埃落定》有相似的元素。。。真的是有让人想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好吧，我看
了三天才看完。。
5、作为一本书而言真的文笔太差了！完全就是一个剧本啊，这位副教授好好当编剧就是了，小说实
在写的是不如中学生文笔啊，而且对于真正核心的问题也是浅尝辄止，没什么深度。还好意思比范稳
和阿来，呵呵呵，娘娘们就该待在后宫，跑朝堂上现什么眼啊？
6、当作一般小说来消遣还可以，语言生动活泼，简直像在唱歌一般，不会感到乏味，当然也见识到
了西藏一些做法的可怕，比如各种刑法，祭奠用品，算是开了眼界
7、再纯洁的西藏也有肮脏的地方
8、刚开始看的挺精彩的，但是西藏的外壳之下装载的仍然是连续剧般的狗血剧情，看到最后有点疲
劳
9、迄今为止，几乎无人触及的西藏历史机密！
从来没有一本小说，能像《西藏秘密》一样，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此予以详实、清晰、大胆的披露，不
仅向读者全面呈现藏地的神秘文化、风土人情和政治变迁，还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了解西藏历史真相
的渴望。
10、从另外一个面了解西藏的历史，值得一翻的读物
11、非常棒的一本书。同名电视剧我已经看过了
12、人权之于权贵，生命之于平等，该如何？
13、千言万语化作两个字:强推！！！书和电视剧都超棒！
14、故事精彩，文笔一般，比不上范稳
15、看《西藏秘密》就好像看到了当时政治的动荡，和解放前的悲惨，人们水生火热，也能从中感受
到西藏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神秘的文化，反映了西藏农奴制的很多方面，以小说的形式令我们了解到
一个不广为人知的西藏。
16、被书名骗了，西藏版玛丽苏大戏
17、不知道豆瓣给的评分为什么这么高，这本书基本就是电视剧的剧本，而且就算是电视剧也
太CCAV8了。人物内心会变不假，但不等于前一秒淳朴，后一秒就邪恶，再过两天又突然良心发现、
醍醐灌顶；叙事没有巧合不成小说，但凡事不能只以巧合来解释。三星算是对作者“十年磨一剑”的
尊重。
18、校车上的秘密
19、看的有关西藏的第一本书，所谓的雪域圣地仍避免不了人性的贪念。故事很精彩。最初看书名，
还以为是社科类书籍，没想到是小说。
20、农奴制下的阶级斗争。真假扎西、悲情德吉、白玛和央宗、孽子阿觉。依然记得那句偈语：玛尼
堆轻若祥云，飞上天空之日，就是你找到伏藏，完成心愿之时。
21、很精彩，大一看的。通过它发现班里竟然还有一样看这类书的人
22、人始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23、近代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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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24、14年读过
25、政教一体，借教蛊惑人心，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和利益，血腥，残忍，践踏！为了达到不分家的
目的可以兄弟一妻，为了继承家族可以入赘，甚至把这家男人都弄死，然后强行入赘，不然家业都会
被政府没收，老婆可以成为牌桌上的赌资，奴隶买卖只要几个银元，一辈子鞠着腰...酥油茶，糌粑，
青稞，炸果子，耍林卡...西藏的宗教受印度影响应该是极深。
26、这本书是让我了解西藏历史和西藏达赖喇嘛的启蒙。扎西顿珠的慈悲心和大智慧让人感动，人物
刻画鲜明，爱恨情仇淋漓尽致。
27、挺好的,值得一看
28、挺悲情又挺喜剧的。德勒府的荣辱成败得失彰显着西藏的发展现况。旺秋的狼子贼心，仁钦几代
人的阴险毒辣，甚至帕甲娜珍到最后的阿觉，每个人身上都不是单一的特征。只可惜最后德吉不在了
，不过好在扎西还有白玛，还有忠心老管家。历史的发展不是谁能挡住的，那些藏独分子真的没必要
这么折腾。
29、不知道说的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的，多次提到的轮回印象深刻，很想了解一下佛法，还有，做人
不要丢了善良。
30、没想到是小说，但写的真的很好
31、今年到目前读的做厚的一本小说，六百多页，差不多六十万字。神秘遥远的西藏，远去湮灭的过
往，都在这本小说里变得栩栩如生。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印象深刻。爱的，叫人不舍忘
却；恨的叫人咬牙切齿；怜的，叫人揪心裂肺；喜的，叫人拍手叫好。还有改变的同名电视剧，没看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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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精彩书评

1、政治走向很正确。至于书的内容，确实蛮震撼的。神圣的雪域高原上一样是人性的弱点。政治，
宗教派系之争，屠杀，情妇⋯⋯最后一块圣地上也不过如此。回头一想，扎西本是个云游的喇嘛，有
点小聪明，生活得自在，最后却不得不与自己的儿子决斗；白玛，吹着汉笛，原本也是不问世事的脱
俗之人，最后也被卷入政治的勾心斗角；至于阿觉，小小年纪就被人挟持利用，顶着活佛的帽子和爸
啦做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贵族，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成了别人家的盘中肉。不过，有多少是真，有多
少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2、太多真真假假，真的成不了假，假的也代替不了真。但其实无论真假，只要向善，不被一时间的
贪念，欲念所迷惑，很多时候扎西也可以是其美杰布；不要总想成为道德制高点的占领者，你口中所
谓的道德很多时候也只是你所认可的价值观，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所经历事不同，所认同的价值也
不同；只有当一个人面对自我，觉得无愧于内心时才能去评价他人；人常说不能为芝麻丢了西瓜，那
你怎么知道面前是西瓜还是芝麻？自己的终究会属于自己，而不属于自己的则让其物归原主。一个人
不要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而是要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把剩下的捡起来，赢回失去的，就像扎西和德吉
忍痛将两百多年的家业和宅院拱手相让，但到了最后，扎西还是那里的主人。我建议，如果你有一个
闲暇的下午，不如交给这本书，也许会沉重，也许会悲伤，但带给你的绝对是凌驾于一段简单历史之
上的不一样的享受。
3、在电视剧和书的双重帮助下，终于看完了！或许，这也就证明了本书仅是电视剧的“COPY不走样
”！电视剧的场景，书中一个不少。电视剧中无法表达的人物内心活动、事件历史背景等，书中一个
没有。蛮失败的一本书，纯粹是电视剧剧本吧。是在商业化浪潮驱动下，趁着电视剧播出，赶着出版
来抢钱的吧？
4、从来没有一本小说，能像《西藏秘密》一样，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此予以详实、清晰、大胆的披露
，不仅向读者全面呈现藏地的神秘文化、风土人情和政治变迁，还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了解西藏历史
真相的渴望。看过电视剧，但总觉得原书会有更多细节值得探究~~~
5、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原特有气质的影响，每一部关于藏地的作品都天然的具有引人入胜的神秘
感。高原的通透、遥远以及宗教的神秘、悠长让每一段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如此的鲜活、动人。更何
况在其中还完美融合人性的善恶美丑，个体命运在时代怒涛中的跌宕起伏。毫无疑问，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就是一部让读者手不释卷的佳作。命运的发展和结局，无论多么的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其始发
却往往只是源于一个细节。这些生活中的细琐的点滴，在每一个微妙的时间点，让人生命运的轨迹发
生着变化。仅仅因为面孔的神似，让主人公扎西顿珠从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成为拉萨德勒府的少爷在
贵族间的明争暗斗中却怀揣着革命的理想成为西藏宏大历史变革里的重要一员。命运的细节让每一个
人的生活轨迹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和偏转，而些看似细微的决定和变化却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推动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表相的通透和迷人，或许是掩盖真相的手段。而真相的丑陋不堪足以让所有
人目瞪口呆。小到旺秋管家处心积虑妄图成为德勒府的主人将荣华富贵据为己有所策划实施的种种手
段，大到扎西眼中的西藏社会。冠冕堂皇的表相之下，确实欲望所蓄养的蛆虫。就像扎西说的一样“
都是西藏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圣洁的净土，可外面的人哪里知道我们眼前的光景，如此龌蹉、腐朽，贵
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血腥倾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伪装。
用伪装去达到目地，用伪装去自保，用伪装去战斗。伪装激情让人迷惑，伪装爱情让人沉迷，伪装的
理想让人毁灭。作者带着我们去发现每个人心中以及西藏社会发生变革的秘密。这样的秘密会带来思
想的沉思、社会的变革。在秘密发酵的过程中，升华于堕落不断的交织。就好像美酒酿制的过程，当
甘冽的美酒流出的时候，剩下的酒糟就是弃之不用的沉渣。面对不可阻挡的历史变革，有人先知先觉
敢为人先，有人后知后觉被感染熏陶进而投身其中，也有人不知不觉螳臂挡车的抵抗。大家和小家之
间其实天然的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扎西和德吉的融合，德勒府和西藏的巨变，就在洋洋洒洒的文字
中一泻千里，酣畅淋漓。而西藏独特的人文历史和社会风貌也在文字的流淌中一览无余。
6、评价：阅读指数：90 精读部分：92%、泛读部分：8%、略过部分：0%买书的时候匆忙，以为是一
本介绍西藏的书，翻阅才知是本小说。对于西藏知道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知道格萨尔王。再想努
力一下已是空白。对我而言，这是一本好小说，看到后来就停不下来了。至于小说内容有多少靠近历
史，我不知晓。噶厦、噶伦、代本之类的名词是通过这本小说熟悉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各有活佛，有
堪布是通过这个小说了解的。还有弯腰吐舌礼等等。。。看完小说后的疑惑是，藏区这么多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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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斗争，中央政府的干预在哪里？班禅的影子在哪里？十一、十二、十三世达赖真的是在亲政前夭折的
吗?原来有电视剧【西藏秘密】，不知道是否该看，太多的电视剧把书的精华编成了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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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秘密》

章节试读

1、《西藏秘密》的笔记-第1页

        　　

★首部深度透视西藏神秘文化和历史真相的史诗巨制！

★真实揭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历史上最惨烈的权力斗争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党政军各界
高度关注，境内外华人热力追捧！

★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著名西藏题材作家杨志军、著名
藏学家张晓明、著名演员郭晓冬等 鼎力推荐！

★央视同名热播电视剧《西藏秘密》原创作品！

★跟最传奇喇嘛扎西顿珠一起，亲历西藏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毫无保留展现被央视“禁播”内容，如实还原西藏的历史真相！一个又一个神秘离奇的故事，透露
出西藏一段又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扎西被庄园里的景象惊呆了。
　　满眼望去，院子里的人横七竖八倒毙在地，都已经断了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尸体有
的叠压在一起，挤在井台边上；有的抱成一团，蜷缩在碉楼的石墙下；还有的暴晒于院子中央，在灼
热的阳光下，开始腐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儿，一阵阵地往扎西的鼻孔里钻。
　　“又被那个小活佛说中了！太不可思议了！”扎西头皮一阵发紧，那个还不到十岁、说话奶声奶
气的孩子，他的第二个预言也应验了。
　　扎西顿珠是多吉林寺的喇嘛。这座寺院离拉萨有半天的脚程，深藏于彭波格拉群峰之间的一个山
坳里。从七岁起，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扎西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是曲水宗一个差巴[
]的儿子，藏历火羊年[]，他阿爸把收获的青稞都交了领主的高利贷，还没过冬，全家人就断了口粮。
扎西差点儿饿死，幸好遇见了多吉林活佛。那天，活佛在羊措雍湖畔做法事，他带领一群喇嘛神情专
注地诵读着经文，忽然看见自己的僧袍下面竟然伸出了一只脏兮兮的小手，活佛惊诧，没声张，他注
视着那只小手从藏桌上抓到了一块风干肉，又迅速地缩了回去。多吉林活佛低头打量自己的僧袍下摆
，怎么看都看不出里面会藏着一个人。那时候的扎西瘦骨嶙峋，还没有扫地的笤帚高，恐怕也比笤帚
粗壮不到哪儿去。活佛慈悲，他把扎西领回拉萨，留在身边。扎西成了一名服侍活佛生活起居的童僧
。小扎西聪明伶俐，进寺不到一年竟然偷偷学会背诵《正理启门集课》。这让活佛心生欢喜，他免除
了扎西日常所做的杂役，破例让他进入学僧的行列，开始系统地学习增上三学，修证佛法。
　　在扎西应该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活佛送扎西去林周宗的热振寺，让他在热振活佛御前听经。扎
西受过比丘戒之后，他不再满足寺院里按部就班的日子，决定一个人托钵云游印度，去巡访佛祖释迦
牟尼留下的圣迹。这一走就是十年，他浪迹印度各地，噶伦堡、加尔各达、孟买、德里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他认识了这片大陆上行行色色的人，上至颐指气使的英国爵士、衣饰华贵的印度土王，下至走
街窜巷的脚夫、乞讨市井的苦行僧。当然，扎西接触最多的还是侨居印度的藏族人，他们来自西藏、
青海、四川、云南。扎西从他们那里得到供养，作为回馈，他画唐卡送给他们，遇见有人去世，他也
去人家里念经超度亡灵。
　　三个月前，扎西来到印度北部的那烂陀。这里曾经是闻名世界的佛教修学中心，是世界上最早的
大学之一。它在鼎盛的时候，曾有学僧逾万人，辩经论道的声音经年不绝，甚至消融教区上空的云雾
。到了12世纪，土耳其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队侵入印度，这座佛教圣地一夕之间毁于兵燹。扎西走近
那烂陀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之中，饱经岁月雕蚀的残垣断壁呈现在扎西面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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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神情不能自主，好像一种来自天际的力量激荡着他的内心，让他穿过苍茫的时空与佛对话。他感到
诸佛诸菩萨就在他的周围，他竟然不自量力地挥舞着手臂，击掌顿足，要与神明们展开一场辩经。

2、《西藏秘密》的笔记-第1页

        扎西心中一沉，在西藏，只有达赖喇嘛圆寂才会如此，达嘛鼓低沉悲伤的鼓声
是向僧俗民众报丧的。这种话出自一个孩子的嘴里，如同玩笑。不久之后的事实却
出乎扎西的意料，扎西刚一进西藏的亚东镇，就听到从拉萨来的商队说十三世达赖
喇嘛圆寂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活佛的预言真的应验了。扎西不免后
脖颈子冒凉风，因为小活佛的第二个预言是，高原上会有一场大的瘟疫，死很多人。
第三个预言是有关扎西的，你身上有血煞之气，不知是牢狱之灾，还是皮肉之苦。
在废墟上的那个晚上，一直到了后半夜，扎西也没等来小活佛的陪同，两个人就
在一段残墙下面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睡着了。当扎西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他发现
小活佛不见了，奇怪的是他没留下一点儿痕迹，连他倚靠过的地方，荒草都没被压倒。
小活佛就仿佛是晨雾，轻飘飘的，随着太阳升起渐渐消散了一样。扎西有些恍惚，昨天，
准确地说是昨天夜里，真的见过这个人吗？是自己的幻觉，还是一个梦？
从亚东去往江孜的路上，扎西听说一些地方发生了瘟疫，他也遇到两股躲避瘟
疫的农奴，朝藏南逃去。但是，直到走进夏麦庄园之前，他都不愿意相信那个该死
的预言会再次应验。夏麦庄园是离古城江孜不远的一个大庄园，他的领主是拉萨城里赫赫有名的德勒
府。扎西当年去印度的时候，途经这里，曾经向夏麦总管讨过布施，
这次算是故地重游。扎西一进村庄就感觉不对劲儿，村庄里静得吓人，满街牛羊没
有农奴看管，四处游荡。
“人呢？村里的人呢？”扎西心里犯嘀咕，他大声嚷嚷给自己壮胆。
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儿。扎西来到庄园高大的门楼前，见门前空无一人，
就冲着里面喊：“夏麦总管，我从印度回来了，我是扎西喇嘛，扎西顿珠啊——”
庄园里依然没有人应答。扎西推开院门，进了庄园，竟然发现里面的人都染上
了伤寒，多数已经死于非命。只有夏麦总管和一名仆人还有一丝气息，仍然活着。瘟疫，
这是百年不遇的大瘟疫。扎西后悔自己看走了眼，忽视了那位小活佛的话。他年纪
虽小，却能预知未来，是个大修行者。但现在一切都晚了。眼下毕竟还有两个活着的，
扎西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奔碉楼下面的酒窖，希望能找到一些烈酒。果然，他在
酒窖里找到了一坛子四川产的泸州老窖，这可是好东西，它可以消毒去瘟，也许能
救活夏麦总管。
扎西抱着酒坛从酒窖里跑出来，竟然一头撞在一个汉子的怀里，汉子吓了一跳，
惊慌地往外逃。扎西叫道：“你别走，别走，留下来一起救人！”
汉子这才停下脚步，站在不远处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扎西。扎西也看着他，一个
穿着上等氆氇的中年人。汉子突然惊恐地大叫：“少爷，是你⋯⋯不对，你是谁？
你是人是鬼啊？”

3、《西藏秘密》的笔记-第6页

        　　扎西被庄园里的景象惊呆了。
　　满眼望去，院子里的人横七竖八倒毙在地，都已经断了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尸体有
的叠压在一起，挤在井台边上；有的抱成一团，蜷缩在碉楼的石墙下；还有的暴晒于院子中央，在灼
热的阳光下，开始腐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儿，一阵阵地往扎西的鼻孔里钻。
　　“又被那个小活佛说中了！太不可思议了！”扎西头皮一阵发紧，那个还不到十岁、说话奶声奶
气的孩子，他的第二个预言也应验了。
　　扎西顿珠是多吉林寺的喇嘛。这座寺院离拉萨有半天的脚程，深藏于彭波格拉群峰之间的一个山
坳里。从七岁起，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扎西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是曲水宗一个差巴[差巴：西藏农奴等
级中的一个阶层，主要依靠租种领主的差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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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藏历火羊年[藏历火羊年：藏族地区所使用的历法编年，即公元1907年。
]，他阿爸把收获的青稞都交了领主的高利贷，还没过冬，全家人就断了口粮。扎西差点儿饿死，幸好
遇见了多吉林活佛。那天，活佛在羊措雍湖畔做法事，他带领一群喇嘛神情专注地诵读着经文，忽然
看见自己的僧袍下面竟然伸出了一只脏兮兮的小手，活佛惊诧，没声张，他注视着那只小手从藏桌上
抓到了一块风干肉，又迅速地缩了回去。多吉林活佛低头打量自己的僧袍下摆，怎么看都看不出里面
会藏着一个人。那时候的扎西瘦骨嶙峋，还没有扫地的笤帚高，恐怕也比笤帚粗壮不到哪儿去。活佛
慈悲，他把扎西领回拉萨，留在身边。扎西成了一名服侍活佛生活起居的童僧。小扎西聪明伶俐，进
寺不到一年竟然偷偷学会背诵《正理启门集课》。这让活佛心生欢喜，他免除了扎西日常所做的杂役
，破例让他进入学僧的行列，开始系统地学习增上三学，修证佛法。
　　在扎西应该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活佛送扎西去林周宗的热振寺，让他在热振活佛御前听经。扎
西受过比丘戒之后，他不再满足寺院里按部就班的日子，决定一个人托钵云游印度，去巡访佛祖释迦
牟尼留下的圣迹。这一走就是十年，他浪迹印度各地，噶伦堡、加尔各达、孟买、德里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他认识了这片大陆上行行色色的人，上至颐指气使的英国爵士、衣饰华贵的印度土王，下至走
街窜巷的脚夫、乞讨市井的苦行僧。当然，扎西接触最多的还是侨居印度的藏族人，他们来自西藏、
青海、四川、云南。扎西从他们那里得到供养，作为回馈，他画唐卡送给他们，遇见有人去世，他也
去人家里念经超度亡灵。
三个月前，扎西来到印度北部的那烂陀。这里曾经是闻名世界的佛教修学中心，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
之一。它在鼎盛的时候，曾有学僧逾万人，辩经论道的声音经年不绝，甚至消融教区上空的云雾。到
了12世纪，土耳其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队侵入印度，这座佛教圣地一夕之间毁于兵燹。扎西走近那烂
陀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之中，饱经岁月雕蚀的残垣断壁呈现在扎西面前，让他神
情不能自主，好像一种来自天际的力量激荡着他的内心，让他穿过苍茫的时空与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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