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行阿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行阿里》

13位ISBN编号：9787800578540

10位ISBN编号：7800578542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北京大方弘文图书有限公司（中国藏学出版社）

作者：马丽华

页数：2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西行阿里》

内容概要

《西行阿里2007(修订版)》描绘了神奇阿里的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化之谜，古老的象雄与古格；千古
传奇的历史人物，遗世独立的岩画和洞窟壁画；中、南亚多种宗教信仰的神山圣湖；作为边缘结合部
、多种文化交汇之地的奇丽美风景；由一个村庄隐现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阿里首府狮泉河镇的成长
，以及世所罕见的土林景观和令人心动的山川之雄奇，构成了西部西藏无与伦比的自然与人文的双重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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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阿里》

精彩短评

1、从马丽华的书里面，很清晰的流露出她对藏文化传统的流失的惋惜之情，也丝毫不能掩盖自己对
于西藏的敬畏和深情。
但是平心而论，马丽华的这本书除了经历并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这一点令人失望。可以说，如果没
有那段经历，这本书没有可读的价值；问题在于，有了那么多那么丰富的经历却写不出好的作品，失
败！
2、原来鼻祖在这呢
3、不是很习惯这样的写法，对于藏区的概念也尚未建立。除了让我对冈仁波齐大感兴趣（被嘲笑为
“少见多怪”）之外，唯一的八卦就是我们霍院长居然是“舞！场！王！子！”啊哈哈哈哈哈哈！
4、因为看过这本书，阿里一定会去。
5、马年正月初三，结束这一本书的阅读，印象最深的是马丽华这样的一番话：“这个世界有多种境
界，且让我一如既往的远物质，重精神，避喧嚣，多沉思，终生面向优良境界，并为世界做这一方面
的代言人”
6、马丽华虽然琐碎，但那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看西藏，看阿里的眼睛。
7、文字也是有代沟的..o(︶︿︶)o
8、让我下决心去阿里，哪怕是高反到吃止疼片也要去的原因。
9、　　十年前一本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伴我十年走遍西藏，奉为圣经。现在回头仔细再看她的四
部曲。反而觉得可惜，这么珍贵的早期藏区行走经历，被她写成了琼瑶小说。可惜。可惜。
　　不过在这本书，扉页上，“八八”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的祝福，却变成了珍贵的永恒。可爱。
可爱。
10、不喜欢文风，过于矫造
11、好看的游记，加之又有大量的文史知识。
12、其实我看的是91还是94年出版的那本。。。。好古老，有时候觉得这么多年后遇见是种注定的缘
分。。。我不适合搞科研我适合做神婆因为只在这种奇怪的想法上才有想法。。。
13、一直挺喜欢马丽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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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阿里》

精彩书评

1、我一直犹豫要不要为马丽华的《西行阿里》写点什么。对我来说，阿里这个话题实在太“致命”
，以至于我很担心我一动笔就不知道是在给别人的作品写评论，还是在给自己的梦想作白描；我还担
心，对于阿里那种无比强烈的渴望会使我自己丧失对关于它的作品真正意义的冷静判断。于是，我想
在豆瓣上看看别人都说什么。可是搜索的结果不仅令我失望，甚至愕然：没有评论！再参考性的打开
《一个人的藏地》、《藏地孤旅》和《藏地密码》，前两者至少还有几句简单的话，而后者甚至有属
于自己的论坛了！那么，还是为《西行阿里》说点什么吧。很显然，《西行阿里》是一本不同于上面
提到的三本书的作品，或者说，它不是属于时下流行的西藏题材或者行走文学类别的作品。如果要寻
同类，同样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间巴荒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大体可以算是一个。这两本书的作
者，一定都比今天各种各样在路上的体验者中的绝大多数要艰难、困苦、辛劳很多，但是她们却没有
把叙说的重点放在身体忍受的折磨和沿途个人的喜怒哀乐上。她们沉入自己的内心。而内心的反省使
她们的精神步履沉重、饱受痛苦。这种反省式的痛苦之所以发生在西藏的彼时彼地，不仅在于西藏本
身的遥远、神秘、不为人知（西藏今天依然如此），更在于她们作为社会研究者和艺术家所扮演角色
的责任与其宗教般的“拯救”情怀的冲撞。她们试图并正在进入那个等待发现的西藏，历史的和空间
的--无论是巴荒对于古格绘画的研究还是马丽华对于科加的社会学调查，都从外在表现为一种职业的
素养，内在回归为心灵的反思。更具体的说，我完全同意《西行阿里》李敬泽的序言中的观点。在那
篇序言里，作者把世界对于西藏的认识分为不同的阶段。如果说，西藏本地人心目中的藏地是神的属
性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们以及受西方学术影响的早期中国研究者眼中的西藏却是有待
清楚绘制到地图上并测出山高水深等一系列数字的一块未知土地。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是荒凉、贫乏
而落后的。但是，在上世纪末期，精神城堡的一个个沦陷使信仰的回归变得如此不可或缺，西藏神的
属性开始被人们再次发现。马丽华和巴荒们深受两种“西藏观”的影响。她们下意识自觉有责任将两
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为日益迷失的精神建立新的家园。这既不是纯粹的宗教上的匍匐，也不是精准
的科学上的审视。她们希冀用曾经辉煌的历史发端西藏今天虔诚宗教的本源，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蛛
丝马迹还原一种精神至上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背景上的专业素养使她们在科学或社会学角度上客
观、严肃、一丝不苟。但是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如痴如狂进入一个自己内心深处业已创建的
宏大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斯文赫定填补知识空白的纯粹发现之旅的。甚至，很多时候，这会是一种
矛盾。例如，她们总是游离在宗教信仰的若有若无上；或者，她们彷徨在历史发掘与反思的意义上。
所以，她们享受发现的乐趣，但更要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进行攀登。这个沉重的背负不只是属于她们个
人自己，也属于她们内心认为的整个社会。很自然的，在如此高远的目标下，你就很难从她们的文字
中找到个人情感多愁善感或者世俗世界的藕断丝连。她们是真正的干脆洒脱，无牵无挂。但是，你又
能从那凝重的文字中感觉到她们内心一种举步维艰、徘徊反侧的彷徨。这份情感不是用共鸣打动你的
内心，不，这往往是我们这些读者从未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但这是一种渐入佳境式的大感发，在全书
浑然一体中飘逸而出。所以，它比较其他行走文学冷静、清醒、平淡，然而却藏于心间，历久弥新。
而《西行阿里》在冷静方面，远甚《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我以为这无关优劣，作者性情不同而已。
说到作者，我不能不承认，我的内心对马丽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没有道理的抵触。那时候我还没有读
过她的任何作品，但我见到很多文化人的西藏文字中提到她，或者是相见，或者是引用，甚至是和作
者自己对比。我对“文化名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可能来源于我所在的城市里那些总是抛头露面
语出惊世的“文化人”。但现在，我必须承认我错了。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无论现实生活中如何
，她曾经写在纸上激荡在我们心里的那种真诚、责任和坦率都应该值得我们的尊敬。有必要再多说两
句前面提到的序言。我读的是2007年的修订版。修订版有两个特别之处。一个是如古书注释一般在页
面的左侧或者右侧加上了作者本人的一些关于术语或者历史的注释，另一个就是这序言。打动我的书
很多是因为作者开卷的第一句话。但这次却是李敬泽的总序。不仅标题引用尼赫鲁传记的“山上宁静
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是如此精彩凝练，其内容能够高屋建瓴的谈论百十年来世人对西藏文化的认
识发展变化过程和内在逻辑，实在也不能令人叹服。此论不只是有益于我很好的理解马丽华在这本《
走过西藏》中的心路历程，也使我自己能够反思并检视我们这代匆匆走向西部的人们的内心和精神。
似乎李敬泽本人没有去过西藏，果真如此，他这局外人的目光真是太富有洞察力了。最后，回到豆瓣
上的现象。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一种线索。我们无法否认，时间进入新的世纪，当时尚旅
游的观念被作为杂志名称大行其道，当去西藏成为某种标志，当藏传佛教被人们口口相传，甚至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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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阿里》

和西藏的宗教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中纯洁信仰的象征被不容置疑的符号化或者形式化，今天，我们对于
西藏的认识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上世纪末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对西藏的认识一方
面更加个人化、自我化，另一方面却也被轻易的雷同化、简单化。积极的说这是一种苏醒，消极的说
在苏醒前的梦里我们听了太多同样的故事。所以，人们的感发往往缺少思考的深度和宏大的气象。人
们的描述往往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而从来没有穷根究底。也可能是，现在到西藏相较以往实在太
容易，今天走在路上的人们，更多的只是本质意义上的旅游者，无论人们打着多么眩目的探险或者考
察的旗号。真正的探险家在这条路上或者已经走得更远，或者一去不返。纵然如此，我还是希望，能
够多一些不同的文字--因为，至少，关注自己内在的小我才会有不同--就像《一个人的藏地》和《藏
地孤旅》，同为一个人，却各有各的性格和精彩；而只有足够多关注每个小我的不同自己，才会有看
到超越小我的大眼光的希望。我自己都没有做到的，却要求别人这么多。我是不是太苛刻了？马丽华
走在路上，大约也没有自觉的要想肩负这么多文字的重任吧。那么，放下思想，随手抽出那套丛书里
的《灵魂像风》，静静的读书吧。
2、十年前一本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伴我十年走遍西藏，奉为圣经。现在回头仔细再看她的四部曲
。反而觉得可惜，这么珍贵的早期藏区行走经历，被她写成了琼瑶小说。可惜。可惜。不过在这本书
，扉页上，“八八”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的祝福，却变成了珍贵的永恒。可爱。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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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阿里》

章节试读

1、《西行阿里》的笔记-第14页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家关注人类社会文化者不在少数，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人学。我国历史上的文
学巨匠通古今之变，究一代兴亡者不乏其人。司马迁、范哗等是典型代表。司马迁作《史记》的精神
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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