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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西藏独行记》

内容概要

1897年至1903年，日本僧侣河口慧海花了将近6年时光，进入西藏这块被严密封锁的大地。在归国后的
游记中，河口慧海除了描写旅途的艰险，以及各种法会、僧侣的生活百态、种类等级等宗教内容外，
还涵盖了当年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及社会风俗，甚或给予人类无上教训的历史、地理上
的新探险、动植物分布等新奇见闻。在近代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上，留下了大量又独特的素材，足令读
者耳目一新，也深获民族学家、欧洲探险家和西藏学者的肯定。他的文字曾以《西藏旅行记》为题在
报刊上连载，英译本《西藏三年》（Three Years in Tibet）也于1909年在印度出版后，获得民众热烈回
响，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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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河口慧海，日本僧人，为求取西藏保存的佛教未传之经典，1897至1903年进入西藏，归国后将这趟旅
程的见闻悉数记录成文，以《西藏旅行记》为题在报刊上连载，英译本《西藏三年》（Three Years in
Tibet）也于1909年在印度出版后，获得民众热烈回响，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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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涉及到西藏问题的书就很敏感，尤其还是外国人写的。
2、昨儿看一篇图伯特的故事，想起来这本书，去年夏天大概读了一半吧现在想找电子版未果。唔回
国再继续看吧
3、一个日本人用虔诚和勇气完成的西藏之旅，一定不能错过。
4、真实版日本版西游记。品味日本精英的追求信仰和颇为让人叹服的心理活动。其中对政治、医学
、地理的分析让我伸大拇指。其中也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对比，发人深思。
也是一本了解西藏的好书！
5、一些年轻俊秀的西藏僧侣的故事如此美妙
6、看看西藏习俗那些挺有趣
7、日语翻译过来有一种平和的陈述语气，看起来一点都不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河口慧海超乎寻
常人的揣度人心的技巧，他不动声色见机行事，在一百年前的寒冷艰苦的西藏，留下了一段丰富却又
曲折的故事，看他写的书好像在看唐僧的旅行日志，只要跟着看，就停不下来地为他担心，最终合上
书页的一瞬间，仿佛从精神世界里的西藏走了出来，把过往统统留下，只带走回忆。
8、本书专治各种“西藏病”。近年来一种“西藏病”流行于世，天朝患者多为文艺小清新，症状为
“没去过西藏朝圣的人生不完整”。欧美患者多为对东方文明一知半解的政客和文艺老青年如李察基
尔，典型症状是认定西藏过去民风淳朴，佛国天堂，为如今的衰落捶胸顿足，看了几部电影和被摸了
几次脑门后尤其容易自诩为西藏文化的捍卫者。
佛性之光遍及宇宙虚空，不假思索的偏听盲信犹如盲人摸象，离佛亿万里。
9、2016年3月在市图借阅，一向对游记不太感冒，最初的读书欲大约是对西藏且是100年前的西藏的好
奇，前面觉得平淡，是从圣湖巡礼开始入境，最喜欢拉萨见闻--习俗。以后还会看相关西藏和宗教的
书籍，但从日本僧人的视角来看待神秘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10、阅读，带来一份召唤，旅行则是对应一份召唤，阅读的乐趣在拓展心灵版图，旅行的乐趣在加强
心灵深度，两者相乘，互相启发，旅行开启阅读的全面感官经验，阅读沉淀旅行的时空记忆，带一本
书去旅行。藏地新年读完
11、这是一本纪传体式的喃喃自语。作者用优美的文笔记录下了自己“伟大的”独行，在100年前西藏
的见闻和感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真的很了不起。看完他的转山，感觉自己的冈仁波齐白去
了。
12、很一般。日式泡面的感觉，对佛法无介绍。游记乏味。
13、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西藏的局势和未来，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今天的一切吧
14、向往他的旅行
15、虽然名字小清新，其实是一个日本和尚花了3年时间，翻越山岭重重关卡进入西藏的求法之旅。可
以和《雪域求法记》对照来看。这种僧侣以苦行求法的梗，可以追溯到玄奘法师西行，天生具备了中
国小说中少有的个人英雄梗。此人后来又二次入藏，完成本书中与尼泊尔首相约定的交换大藏经任务
，加上滞留印度的时间，历时十一年。两次进藏让他著作等身，光是包括译本的单行本就出了41本
，75岁后他把所有的文献捐赠给东洋文库，自己也在此编纂《藏和辞典》，直至80岁去世⋯⋯我对双
鱼又改观了！
不过港真，以其成书中对西藏地理、政治、风俗物产记录的详细程度而言，被怀疑为间谍也不奇怪⋯
⋯
16、一本让你不睡觉也想看完的绝版书。徒步三千多公里，期间露宿雪山，陷入沼泽，遭遇悍匪，九
死一生，成为史上成功入藏第一个日本人。后在拉萨色拉寺就学，后凭其毅力和学识，成为了十三世
达赖喇嘛的“御医”，名声响彻整个西藏。一百年前的事历历在目，峰回路转中呈现出一个不曾看见
的纷杂西藏。
17、难以置信。
18、看到评论说，难以置信，一定不能错过，所以打算看这本书，可惜相比这个，我更喜欢西游记。
作者一路所经历的磨难确实很多很苦，可这好像没能燃起我的兴趣继续往后看。
19、译者是个资料都懒得查的外行，翻了狗屁不通的一堆东西出来。
20、时隔百多年，法师万里经行，历涉殊域，笔下风物人情，俱与血肉，今目览心见，读罢慨叹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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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亲身所历焉，不胜欢喜赞叹！
21、蛮有意思的和尚一枚，一百年前的尼泊尔和西藏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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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河口慧海极具理性和才华，对一路地理人文的描述非常详尽，带这大家了解了一个立体全面的西
藏和西藏佛教。之前经常听人说去西藏旅行，涤荡心灵。看了河口慧海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很好笑。
原来西藏和任何一个社会都一样，佛教社会内部的人也不都是得道高僧，僧侣也并非完全善类，破戒
的太多了。成为僧侣多半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到底是为了私欲。所谓的涤荡心灵，不过是
自己的无知导致的幻想而已。河口慧海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潜伏进入西藏的。一路上历尽千辛
万苦，和所有阶层的人都打过交道，下至穷苦的社会低层，上至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他接触了西藏的
所有阶层，为穷苦的僧侣和俗人提供免费的医药，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看病，并成为了财政大臣的亲密
朋友。从印度，到尼泊尔再到西藏，走的都是罕有人走的路，看到的风景都是罕有人目睹过得奇观，
经历的艰辛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最后他成功到达了拉萨，并且最终回到了日本，把他的所
见所闻和所思带给大家，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本奇书，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西藏。
2、拿着台译本的Word文档直接在上边编辑改写。前边改写程度较大，多少给人一种独立译本的感觉
。但越往后越贴近台译本，大概是改烦了，或者是因为觉得不会有人继续往下核对，于是变得越来越
大胆。这个“齐立娟”也许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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