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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内容概要

本书是女画家巴荒四次深入西藏考察后写下的系列文化散文。依据其独行荒原的传奇经历而写下的这
部书稿，最早成稿于1990年。此后经过六年多的时间积淀，才于1996年正式定稿。
全书从一个富有激情的生命体验出发，试图通过语言的方式，以寻求人类文明的起源，重蹈人类生存
发展的艰难旅程。全书十六篇散文，其中有《古格的诱惑》《巡游艺术与秘史》《象雄古国风景线》
等名篇，它们的内在基点，在于通过对西藏独特的自然风貌、灿烂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丰富而又悲壮
的人文景观，以及风俗人情等生活细节的真实描述，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文明的渗透性和脆弱性
。而《穿越秘境》则是以似梦似幻的手法，在远古与现实的更替之中，完成了一次生命对历史的永恒
追问。
全书融入了理性思考，并又以感性的语言释放出超越个体生命意义的人文关怀，就构成了本书特有的
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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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作者简介

巴荒，本名蔡蓉，1953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
现就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油画《流》、《藏人肖像》、《穿彝装的肖像》、《风景》等作品
为中国美术馆和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国内外机构和学者收藏；曾出版有综合性艺术画册《阳光与荒
原的诱惑》、《西藏古文明之旅》。其中，油画作品《流》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奖，画册《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获“全国优秀妇女儿童书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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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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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精彩短评

1、又一本拿來閱讀課上充數的 結果直到學校圖書館歇菜了都還没還囬去 最后還被我當廢紙賣掉了 - -
2、我心中最初的西藏
3、照片很美
4、世界上本有净土 走的人多了 也就没了净土...
5、曾经有段时间，带着这本书走来走去。
6、大一
7、优美的的文字将我带回壮美的阿里⋯⋯
8、满足我对西藏的渴望
9、清晰记得，那年在芜湖的旧书店淘到这本书，阿里、古格王朝...生命中那种神秘、本质的诱惑瞬间
掳获了我。那年，青岛海边的大风多年罕见，风吹散长发，青岛大学的走廊空旷深远，口琴在楼顶吹
得人心飘荡。
10、无意中在豆瓣发现这本书，再没放下过。直击心灵。我，于西藏，于巴荒的这本书，都是缘份。
11、陪伴我走过曾经灰暗的少年时代啊
12、清净心灵
13、一定会去，也许是很多人，也可能是一个人。
14、一边看我就一边不淡定的想上路。可惜在我眼中的西藏是一年前那个西藏。不是不好好只是我也
渴望能看到那个作者眼中20年前西藏
15、一个弱小的女子，有着那么大的毅力，佩服
16、这次回家只把他扒回来了
17、书名和作者名字都很好⋯⋯
18、very nice
19、文化狂徒的激情之旅，最真实的旅行体验。我的西藏文化启蒙之书，帮我建立了自助旅行、深度
旅行之概念。巴荒的人格魅力，至今依然影响着我。非常感激。
20、高中看的。。忘记啦
21、喜欢一切关于西藏的叙述。
22、只记得我读过，却一点儿也想不起都是些神马内容了
23、不知道读了几遍```
24、阳光、荒原，我是自由的女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5、能让我缺钱时毫不犹豫就买了的书！
过后多年，仍能震撼人心！
26、看不下去，西藏文化里的宗教成分太多了提不起兴致。猜测这样一个流程可能会好点儿：先去西
藏玩，再读西藏史，最后再看散文游记。
27、高中时候读的书，居然刚刚知道原来作者是女的！话说，这个系列，以我当年的眼光，也是一本
比一本差：文化苦旅好于湮没的辉煌好于阳光与荒原。
28、这是一本很美的书。太喜欢巴荒了
29、看过那么多关于西藏的书 但唯有这本是感动的。
30、最早读的关于西藏的书.
31、年代太久远，记不清了
32、2000年
33、曾让自己抄录了好几章节的书。
34、早年藏书少的时候，这样的书要看上2礼拜，现在想来也是享受。
35、这本书承载着我对西藏所有与世俗宣传无关的爱恋。这里的西藏是真正的西藏。可是我知道，它
已经不在了。
36、朝圣西藏，与文化苦旅同系列
37、我认为关于西藏目前写得最能打动我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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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精彩书评

1、先是在央視某年的世界婦女大會專題片中看到介紹巴荒和本書,彼時尚年輕,已埋下對西藏的向往之
心,數年後終于成行.行囊中少不得這本------陽光  與荒原 的  誘惑
2、原来家里有 一时找不到 只好又在当当买了一本 发过来一看像是在水里泡过 水渍 发黄不说 页面都
粘连在一起 就申请换 当当还真不错 马上就给换了 因为不是第一次看 这次看主要是查证点资料 不过还
是高兴看到有人同样为那些东西激动
3、她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曾经以为只有三毛才能过的如此自在，却发现这头还有一个叫巴
荒的女人．追逐人生感悟生命
4、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丝毫不了解西藏，也没有对于那里怀抱有任何期望或者梦想。但是作者的文
字却仍然可以直击心灵的回响，为这样一个女子的经历和感触喝彩。
5、高中时极爱的书，正如题目那样，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深深地种在了心中，那块神秘的土地，总
像是在不断的呼喊着，召唤着。这也是我所有书籍中为数极少的关于旅行的书，但在心中的分量远不
仅是一部游记而已，淡淡的文字描述着神秘缥缈的那个地方，仅仅是阅读，已经感受到那样的冲击，
极向往的阿...
6、号称是书评。。。凑合看吧出国时候随身携带的书毕竟有限，寥寥数本左右斟酌，去掉沉重的精
装本，再去掉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最后还是放不下这一本。灰暗泛红的荒原图景在封面上静立着。
那还是无数关于西藏的书籍画册充斥书店之前的年代，从书名到装帧与后来风格时髦的那些相比，也
决不抢眼。我记得我是坐在书店的一个角落的地板上，漫无边际淘书看的时候发现它的。那正是我开
始热爱西藏的年岁，阳光下猛烈的色彩和神异的宗教，荒原上酷寒的风声和野蛮的腥味，几乎占据了
年少梦想的大半。这些念头象花朵一样不停地绽开，开成一整片无边的海洋。这时，这本书在这花海
的入口之处开启了象牙玻璃门。作者巴荒，本名蔡蓉，一个学美术的女子，面色平静，不事遮掩或表
演，这样从折页上望来。在序言里，她说：“十年之际，或者说，西藏终于要与我有一个距离了⋯⋯
在那块土地上的走，也许我是走得太急了，走得太动情了，一次就耗掉我百倍的热情和精力；两年之
中4次进进出出，停留在高原的时间加起来仅仅一年，而独自在心中解释这份西藏情结，却已经用了
整整十年。我知道，要彻底的解释它，或许这真得用上整整一生⋯⋯”我每次读到此处，都要忍不住
去猜想，是什么让她等待了十年，才写下这些文字。也许如她所说，这几次旅程，实在太深刻，太隆
重，耗尽了她的精力，但是同时，我相信除此之外，她是将草草成文的可能按捺了十年，等待，直到
能够” 解释” 它。“西藏成全了我生命力量的最大张扬，也破坏了我最为纯静的生命幻觉⋯⋯ ”它
不是一部大学生暑假结伴游览拉萨的走马观花日记，也不是一篇都市白领追赶时髦赴高原旅行的小资
情绪。与后来一切关于西藏的浮华热闹无关，和一切年少的猎奇和肤浅的炫耀无关，这本书充满了作
者对西藏，自身，及世界本质的诚挚的近乎残酷的探索。巴荒无数次在高原反应的折磨下执意前行；
这里每寸每尺土地和每一个寺庙街巷，每座神山圣湖，它们每时每刻变幻的光影，是一个如此庞大丰
盛的世界，让她不眠不休地追寻历史和文明的真相。西藏给她无限的余地和挑战，而她献出了满腔的
热情和健康。她的精神升腾，身躯损毁，从伤痛之处，艳丽壮阔的油画和摄影作品绽开成花，文字为
叶。作为一个画家，摄影家，巴荒的文字充满了图面感，情绪和思维的触角以自然的美好的姿势触碰
到常人想象的边界之外，韵律如诗似歌。虽然从大学起就在创作诗歌，后又写过很多美术评论文章，
巴荒从未将写作当作自己的谋生或名利手段。大约也正因此，她的文字深沉而清澈，没有半丝职业赶
稿员的堆砌或敷衍。她说，每写一遍西藏，就象在荒原上再次跋涉了一遭，那么地耗费精力，体力和
情绪。在荒原上跋涉不是开玩笑的，写西藏对她来说，严肃至此，动情至此，你读她所写的西藏，才
会觉得那么细密又阔大，如临其境。第一次到达拉萨，是1987年，她说:“它夏季的日照从早上7点一
直到晚上10点。 如火轮般燃烧的太阳，让我想起那使凡高的热情变得疯狂的“阿尔的阳光”，生命落
在这块高地的阳光下就像铁锤敲在铜幢上迸溅出火星。我觉得一种在绚丽的色彩 和强力的热浪中沸腾
的东西在我体内膨胀、扩张，我连同我眼前寺院的金顶、红墙、巨大的转经筒和老百姓手中的摩尼轮
，还有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 摊，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拉萨的第一个夜
晚，我梦见大地是沸腾的火池，而我在飞，在逃出一个高高的围墙，向天上那团诱人的火轮飞去；我
在火池中坠落，像一块炉铁被烧炼得通体透红，渐渐被融化⋯⋯似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伸
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她到达托林:“凝固的泥流汇集于低谷，象大树的根一样消失在深处，而大地豁开
了许多裂隙和窟窿，一股股阴气从那些黑色的豁口溢出。我才弄明白，自己正站在被岁月风坍雨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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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无数洞穴之顶。”如今东嘎那些依山而筑的空空房舍和洞穴还在，正象眼前的城垣和泥堡一样，无论
怎样风化也没能把这些人类生息的遗痕毁尽⋯⋯他们成千上万的尸骨呢？竟同归于泥土，消失无遗？
要找到一点点解答历史的线索，非得把这一座座泥山掘开不可！我真想冲着空空的山谷、空空的窑洞
，冲着这些陷塌的裂隙和窟窿大喊:人——”在古格遗址，她--“站在犹如兵马列阵围绕的数百里群山
之中，面对这在地球上伫立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历史的城堡之时，它依山叠起似峰房密布的残墙断垣
和它随一座约300 米高的土山崖直入云天的磅礴气势，它参差错落的遗宫洞穴在阳光下斑斑点点的琦
丽光彩，它被风坍雨蚀而沉入深谷无人问津的宁静和孤绝气息，如一片壮阔而凶猛、温柔而悲凉的洪
水，从遥远的历史岸边向我冲泻过来，把我淹没。我好像在这亢奋的洪浪之中奔游，欲打捞流水底下
那沉甸甸的泥沙⋯⋯”在日落后死寂的山谷中她只身栖息，一时间，觉得平静的古格城堡象被吸尽了
精血的累累白骨堆砌而成，历史的冤魂从古堡和洞穴里爬了出来，附满周围的土山，组成千军万马的
幽灵之阵，象她威逼而来—“铁矛金戈的呼啸声在山谷、在塔林、在摩尼墙下若即若离，我发觉自己
如同那座被掏空了心脏的城堡一样贫穷一样孤独一样为人类和历史遗弃， 真想大叫着拔地而起脱离这
荒凉孤绝之地⋯⋯”在日喀泽，在孔雀河，在雅砻河谷，在狮泉河，在宗山，在列城，遗迹和白骨，
传说和密闻，壁画和雕塑，风和沙。她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坟场，每一立方米的土地上都埋藏着
过去，每一立方米的空间里都游荡着冥顽的精灵，如果放逐了自己的灵魂，便可以往返十八天堂和十
八地狱，和幽灵对话。她的魔幻知觉飞升降落，欢喜和恐惧共生，迷茫和顿悟此起彼伏。她的每一个
字，都是真的，并且美，她要把使她重生也几乎葬送了她的经历，一个字一个字还原出来给你看，把
那无限的享受和和无限痛苦重现出来给你看，你看一遍觉得太真，再看，觉得太美，三看，你什么也
说不出，你的泪流下来。然后，你生出去西藏的念头，你也要以梦为马，奔驰在广袤的泥峦和荒原之
上，让阳光刺痛你的皮肤和双眸，风和沙伤害你的头发。你也要，套用她用过的形容词，去体会所有
的一切。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你，在之后的这十几年的假期里，购买机票预定吉普，从城市出发，前
往旅游圣地。甚至，你们中的几个胆大的，也到了阿里，几个衬高档相机的，也拍到了构图色彩和画
册雷同的照片，然后你们回到你们的城市，在酒吧里将这一次旅行当作谈资，制作个人主页，上载照
片游记，在公众BBS上交流心得体会，甚至出版西藏旅行笔记，生存手册，进藏必读，冠以诸如此类
的漂亮名目。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复制的。超市里的塑料碗可以，三块钱一个。而有些东西终归不
能--这让我欣慰。巴荒文字和图片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她的，它们和她的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病痛生
长在一起了，那么多个日月它们本真而自由着。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在一个西藏未成为商标的年代
，开启了那扇透明的象牙塔门，展开了一个无尽的神秘世界和充盈其中千千万万言语，色彩，文化和
历史的可能。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让我们为西藏，流了第一次泪，而这个第一次，再也不会重来。
7、反正我一直在写西藏的文人和文学作品理找不到什么感觉。以为安妮很矫情，其实这位比我父亲
还年长两岁的阿姨，也不是想象中那般深邃。渐渐地我开始抵触一种太“散”的行文方式。相比而言
，怪不得大家都会推崇余秋雨的散文。太散的散文，个人觉得它常常会伴随重复和拖沓的缺点。女人
作文，更容易患此毛病。怪不得人家说女人啰嗦，呵呵。我从来不崇拜那种挑战自然极限的勇士。比
如作者这样身体明明孱弱却数次入藏的女子，或者安妮小说《莲花》中那个陪陌生人去墨脱的谁谁。
但当然，我无意抨击他们。只是无法像大众那般生出钦佩之心而已。我总觉得，生活、人生，才是真
正的考验、真正的险境，在这场旅途之中，胜者才有权利说出“战胜”或者“征服”。至于说爬一座
山、趟一条河，显得好像拿生命开开玩笑、碰碰运气。书始终没有一一读完。寥寥感受，夜寒雪密，
孤窗下。
8、那天在特价书店里乱翻，在书架的底层发现了一排装祯精美的书，书名是《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97年版，巴荒著，文化大散文系列中的一本。早些年曾经买过其中的一本，是余
秋雨先生著的《文化苦旅》，对这套书一直心存好感，“文化苦旅”就一直带在身边的。翻看提要与
自序，原来是一名女画家早年孤身一人探访西藏的游记随笔。当下就翻得有些入迷，有种淘到宝的感
觉，居然四折出售，每本八元钱。于是把五本全数揽了回来，一本放在包里，闲静时细细品读，愈发
觉得超值，是一本让现在的驴行者感到惊叹与汗颜的书，是一本激起我对西藏无限向往，感受西藏自
然、文化、宗教、历史无限诱惑的书。一直以来，都在探问自己旅行的目的。是对自然风景的热爱、
是天性里回归自然的本能、还是其它？就象是“为什么登山”的提问，没有答案。看作者是怎么说的
：&quot;我带着一份天真和希翼，带着单纯我执著去渴求世界的单纯和执著，而我发现了自己并不了
解的更为复杂的世界；那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融着构成‘生与死’的一切因因缘缘，给人一个浓
缩的完整的人生体验~~~多年以后，我又从那个复杂的世界发现单纯”。我越走越深，我成为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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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旅行者，从阳光灿烂的‘风景’走到历史深处扑朔迷离的‘风景’，走到了人的情感和理性深处
的‘风景’”。〈自序〉原来我们要追问的旅行的目的，终要回归到人的情感和理性深处的风景。终
是一种人生体验.有时候，我们莫名有一种出走的冲动，要去到远方，甚至就这样启程。作者的话语给
了我共鸣:&quot;其实，我至今也分不清，一个行为的过程里面，有多少部分是为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
关怀，多少部分是为对文化的关注和情感的宣泻，多少部分是为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多少部分又是身
不由己的命运的驱驶和对生与死的放逐。”〈走进阿里〉我喜欢上了作者对自然的那份坦诚热爱，钦
佩她非凡的勇敢。在〈雅砻河谷寻古〉篇里，刚从严重高原反应伴急性肠胃炎发作病痛中恢复的她，
竟“无法克制内心的喜悦和冲动，跳入雅鲁藏布江这条世界海拔最高（平均海拔4500米）的大河畅游
起来，实实在在地体味了流速很快的江水那种蓬蓬勃勃阔展的气势。。。。。”在登山的途中，“我
找了一处灌木丛就地一躺，立即听到我心脏剧烈的跳声从地面返回，好像大地的脉搏在跳动，声音大
得吓人；身体全面地接触大地真有一种奇妙的感觉，犹如与大地构成了一个同一的生命体，全身的毛
孔都在一张一弛地与大地同呼吸。”〈雅砻河谷寻古〉这些行为与感受，仿佛就是我自己、我们这类
追山伴水者的作为。作者当时是一个年青的女性，体重30公斤，却在二年时间里四次进出西藏，孤身
一人探访西藏阿里一处处最荒凉残败的自然与历史风景。她居然一个人在远离人烟的阿里古格王国遗
址的小土屋里过夜！一个人爬进古格遗址被征伐者砍头抛尸300余年的尸洞探访！她也恐惧：“这真是
我一生中最恐怖的黄昏和夜晚，这恐惧到最后只有恐惧的情绪而无恐惧的内容，就象一颗被痛苦长期
围剿的灵魂，到最后只有痛不欲生的感觉而并不思考痛苦的内容是什么一样”。“这是一种来自黑夜
和死亡的启示，一种亘古以来永不消失的力量”。〈重访故城日夜〉作者一个人在荒山深谷的“守山
屋”，伴着废墟和尸洞度过黑夜的种种行为和思考，真切又深远。但体验就是收获，“当我告别黑夜
和荒野中那种秘密的恐惧，告别与我两日朝夕相处的古格城堡时，我觉得自己如同已在荒野里度过了
整整一生。。。。。”〈重访故城日夜〉这是一本探寻古西藏历史，带我走入遥远失落的古格王朝、
象雄古国的书。〈象雄古国风景线〉、〈巡游艺术和秘史〉等篇章，有着考古发掘般的精细，又有着
作者丰富的联想、飞扬的思绪。其对西藏寺院、建筑、绘画、宗教、艺术的考察与描写，没有专著的
晦涩让人困倦，让我等这些率性粗浅的行者，跟着她一起探访了另道的“历史风景”。她自己都感叹
：“你不是考古者，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人类学家，你为什么要一遍遍在这一寸寸泥峦和一步步旅
程中左看右看？你为什么还不满足，还要在一堆堆、一卷卷、一页页那艰涩难辨的一行行、一字字之
间束手无策地感叹？”〈象雄古国风景线〉〉还是那种引起共鸣的感觉，旅行中最美的都要归结到人
的风景、历史的风景。这是一本驴行西藏的向导。〈走进阿里〉、〈等待生命〉甚至全书里，那一串
串地名与行程，实在是一本西藏驴行攻略。自拉萨、浪卡子、日喀则、江孜、二十二道班、234公里桩
、措勤、改则、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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