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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前言

认识普林快二十年了，但是几年前我写的文章中，有三条关于他的信息居然被我搞错了两个。那是我
在中戏院刊上发表的题为《自言自语二十年》的一篇散论，其中谈到了我在大学期间，所了解和结识
的一些先锋戏剧的实验者，在文章中我是这样提到普林的：“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温普林在北京的
某个高校教书，不甘寂寞，编排了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很前卫的表现和表演。剧名是《第十二夜》
。”几年之后，普林和他太太读了此文并无感谢之意。“你怎么能凭普林的一口辽宁话，就说他是毕
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呢？人家可是中央美院出来的呢！”——普林的太太盘诘之中透出对自己先生学历
尊严的捍卫感。普林也说：“我是想上鲁美，可是连考三年也没混进去。只好进京了。再有，我导的
那出莎士比亚的戏不是浪漫的《第十二夜》，而是沉重的《雅典的泰门》，是探讨金钱本质的。”如
此，一篇推介文章竟因细节不准，弄得我还得对普林表示歉意——文责理应自负⋯⋯和普林真正的交
往，是在1986年的拉萨，那时西藏刚刚恢复了中断了二十六年的“雪顿节”，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编
导，去拍摄专题片，普林正作为西藏迷或者是迷西藏的“小狂人”，率领一帮小兄弟，在西藏“盲流
”般地云游。当时正是一个内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们重新发现西藏的狂热高潮，各路的神头鬼脸都好
像挖宝淘金似的涌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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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内容概要

《苦修者的圣地》使我们这些愚笨的人把他和那些到处传介西藏、解说西藏、还有贩卖西藏的人很容
易地分辨开来了，那些大喊；西藏，我梦想的家园的人，却在藏族人津津有味吃生肉时极力掩盖他的
厌恶和鄙视，那些流着泪和藏族同胞拥抱后赶紧在泉水中不停洗手的人，还有那么多挂着廉价照相机
让乞丐在街头摆造型的大师们，面对如此宁静、宽容的眼神时，已汗颜津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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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作者简介

温普林
男.满族。1957年6月出生，现供职于北京风马旗文化传播公司，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1986年任教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1987年辞职并成为自由职业者，以拍摄影片、编书、编画册，为
业、为生、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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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上青朴
桑耶寺存有一只似妖似神道行很深的狗
半夜我们才爬到青朴，反正咱们很潇洒，碰到什么都是运气
青朴的圣迹让你的脑袋永远处于飞翔状态，这不比《西游记》好玩？
蹭吃蹭喝又蹭洗越蹭越近乎，越蹭粘乎，勾兑上迷糊小姐
老二在珠峰碰上了他前世的“阿佳拉”
没完没了地讲青朴，讲着讲着就讲出凡心来了
过么点儿原始投资就逮了我这么大一个特务，人民群众一定乐坏了

第二章 二上青朴
小君美不停地对我们说，香港的影星黄蓉为什么要自杀，她太可怜了？！
一个长者坐过二十年监狱，出了监狱又重新把自己放进大自然的一个洞里
男子汉大丈夫，多娶个把媳妇算得了什么

第三章 三上青朴
巴依老爷诞生了！从此再没有人提起他原来的名字
九年来她每一天都是如此毫无变化，三年对她来讲就像三天一样短
在我们俗人看来，丹增和德钦因为恋情而厌世。因为厌世而出家，出了家又不影响恋情，这感觉多好
我不得不承认尼玛对我的震动和诱惑真正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我不是智者，不能俯瞰我这条生命的河流

第四章 四上青朴
大昭寺就像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魔筒
丹增拉几乎快要成了青朴乡的乡长
君美找不到了，尼玛永远地消失了，就连她住过的小屋也找不到了
哪怕逃到地老天荒，心要是不安，还是同样的没有安宁
巴竹桑布活佛之妻卓玛才泽
双目失明的修行者
修行者白玛曲珍
桑耶寺民管会主任达娃次仁
尼姑丹增曲珍
老年彦行者丹增桑布
一行去青朴的朝佛者

作者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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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章节摘录

插图：老二在外面认识了哪个朋友一高兴，就跟人家走了，也不跟我们说。最多的时候一消失就消失
一个月，二十多天的，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来了份电报，王爷笑嘻嘻地给
我拿回来，一看，上面写着“登上珠峰，已到樟木”。老二牛逼，一个人就登珠峰去了。我要认识了
哪个朋友，消失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消息都在王爷那儿汇总就完了，彼此都知道还在就成。那段
时期我们哥俩基本就这样生活。在拉萨通过王爷认识了俩姑娘，她们当时是成都电子什么公司在那儿
推销藏文打字机的。那种打字机藏文、汉文、英文都能打，她们在王爷那儿做广告。这俩女孩也寂寞
得很，管王爷借录像带看，王爷常带朋友到她们那儿去洗澡。那时候洗澡跟现在洗澡的概念不一样。
现在的洗澡基本跟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以及所有伟大文明最辉煌的时候的洗澡是一个概念。吃饭、泡
妞、桑拿，全套服务一条龙。一个人几乎可以在洗澡室里过一辈子，太幸福了。我记得我姥爷八十岁
的时候在北京呆着没事，总笑咪咪地眯着小眼，给我们回忆当年他在沈阳如何风光，如何做买卖的事
儿。“那时候呀，我没什么工作可做，当老板的嘛。我就每天陪客人洗澡。”我们特不理解，真傻，
天天洗澡干吗呢！不怕洗秃辘皮了又臭又闷的。现在才明白，我姥爷多么幸福，躺在那儿，咪着小眼
儿，回忆当年怎么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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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后记

从小就喜欢《山海经》、《西游记》、徐霞客、马可·波罗。长大后放弃了大学里教书的差事，选择
了盲流生涯。人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东瞧瞧西转转也就过去了。盲流比一般正常人活得还能丰富
一点儿。老了的时候可以跟孙子们牛逼一把，假装见多识广，阅人无数。李媚逼着我把西藏十年的经
历如实招来，我只好一边交待，一边飞翔，飞着飞着就飞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据说马可·波罗晚
年，他的孩子们劝他承认他讲述的故事不过都是他想象出来的。结果老马同志两眼望着虚空中的东方
，喃喃自语：我所讲述的，还不到我所经历的一半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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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编辑推荐

《藏地密码之苦修者的圣地》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的可贵在于没有硬扛一个解读西藏
文化的使命，只是以一个自由人的心灵去面对一个充满真情人间。每次翻阅风马旗，都像自己正坐在
一位外表“嬉皮”内心坦诚而有勇气的敢说真话的朋友面前，注视着他那无不忧郁和伤感的双眼，倾
听他满怀悲情和善良的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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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精彩短评

1、这绝对是好书！顶！
2、风马旗系列
3、只一句，世上无净土。
4、书里边既有对话又有听的故事
5、关于青浦   朝圣者    使人安静    很向往
6、今生的苦苦修行只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死亡？
7、购于香格里拉南卡名典书屋 青朴成了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
8、"我不是智者,不能俯看我这条生命的河流",但我会继续走下去
9、单纯质朴的道破本真的感受
10、比何马的那个好，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西藏人民的生活
11、带你走进神秘的宗教
12、零二年在青岛第一次见到温普林的“风马旗”三书，读后觉得好看，一种不同其它有关藏地述说
的另类情趣。后来这套书被一位热爱西藏的朋友借阅，便不再属于自己了。作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
与作者有着相近体验的人，看着“风马旗”文字会很自然地“飞翔”起来。西藏的魅力在那一方独特
的山川人文，更在踏入者的内心——你要什么它就给你什么，反之，西藏与你风马牛不相及。温普林
是独特的，所以有独特的风马旗三书。也许，跟着文字飞翔是容易的，而跟着温普林曾经的脚步飞翔
却很难。。。但青朴毕竟依然在那里，且充满诱惑。向往青浦，只因为向往一种精神。
13、希望今年去西藏的时候也能找到自己的信仰。
14、这本书是王勇买的
15、正如克里希那穆提对于快乐的描述——当你意识到快乐时，它就消失了
人的一生很短暂
16、对西藏人对待宗教的虔诚感到很震惊
17、以俗观雅，从凡起圣
18、遇到什么，都是缘。很喜欢青朴这个地名。
19、“哪怕逃到地老天荒，心要是不安，还是同样的没有安宁。”看温普林的书，越发的理解这些文
字不是刻意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是对心灵的梳理，是自我对话，是对以朝佛形式进行修行
的一种记录和记忆，是对藏民族的初浅的理解，是叩问自己。无论如何，我喜欢这种真诚和勇气。
20、青朴。
21、有人推荐去青朴，去之前在西藏图书馆偶然读到这本书，也去之前是对青朴的全部了解。
22、一直好喜欢西藏，它的神秘、它的习俗、它的风景。以前也看过一些关于西藏的书，但很多都是
作为旅游介绍书风格写的。我都是读了一半就不愿读下去了。但这本书不一样，至少它的风格很对我
的口味。温普林的书有一种朴实的感觉，对于一个地方的喜爱，只有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才能打动人
。而他的作品做到了。他只是在记述着他在西藏遇到的、见到的点滴，却让人感受到了西藏独特的美
丽，一种宗教信仰与原始、现代交错的美丽。作品有一些淡然的感觉，却自有魅力之处。我看了作者
的两本书，《苦修者的圣地》和《茫茫转经路》，都很喜欢。天葬师的形象、老人转山带着的信仰、
西藏尼姑的世俗之情......个人觉得，要了解西藏，温普林的书值得一读。
23、一般，不推荐买
24、不错的书。
25、我去到哪里都不激动，除了青朴
26、20130803
27、是和菜头还是王小峰说过，你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写作，这就是最好的文字。我一直在暗暗的拿
这话跟看过的书互相检验，这本书就是一个绝好的正面例子。
28、一部以对话叙述出作者到达 青蒲 以及作者的真诚换来与修行者的缘分
29、从西藏回来后,在自家书架发现了这本书,才拿来一翻,觉得很好看,又买了两本送一起游西藏的朋友,
生动的语言,调侃的味道,有别于那些正而八经的书,让人轻松,同时,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重新审
视自己,值得一读.
30、看完以后超级想去西藏~一去就要住上几年。

Page 9



《苦修者的圣地》

我看的是《藏地密码之苦修者的圣地》
31、我明白我应该管理欲望，但精神和物质一定要剥离吗？
32、西藏，亲切又神秘。亲切是因为她是祖国母亲的最重要的儿子之一，神秘，一是因为太遥远，今
生我也许也无缘去朝圣，二是因为他们那神秘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虔诚地区
朝拜、皈依。是真的心中有佛，还是逃避生活？《藏地密码之苦修者的圣地》用通俗、活泼的语言，
为我揭开了神秘西藏的一角。青朴、桑耶寺、苦修洞等也走进了我的思想。
33、这一本写的有些黄，应该是在性压抑的情况下写的。
34、 另一本《空谷幽兰》
35、sobad,andangry
36、这是本游记啊！
37、070527
38、很容易联想起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但本书问答部分更加清晰。只有喝茶那一刻，而不是从
语言描述中，才能知道茶的滋味，希望有缘能在青朴山的石洞里住一晚。
39、一个搞前卫艺术的人，在西藏仍然带着虔敬的心，不装逼。好！
40、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1、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令人感动
42、还想再次回到青朴。。
43、向往的地方。
44、老大的纪录片都找不到了，特别想看。
45、不错，我喜欢
46、山南。青朴。
47、作者几次去西藏 我只去过一次 今后必将再去
48、2010-125
49、十分喜欢温先生的语言，以及其蕴含其中的思考。
50、坦诚 质朴 西藏圣地 青朴中的修行者 雅鲁藏布江陪在身边 宗教信仰 
51、更象记事文学，仅仅是记事文学、流浪日记，工作感悟。
52、西藏之旅梦想成真!
53、青朴——苦修着的圣地。彪悍的信仰，无需要解释。
54、有缘读过这本书，既朴实又深刻。。
55、温普林 母狗样的眼睛  我爱上这男的了
56、青朴，桑耶寺！四上青朴，那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对那片净土终将被世人俗人所玷污的无力感
！
57、因为我们本身的原因为西藏附上种种不同的含义，这本书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语句。但那种字里行
间的感情是我们没去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58、喜爱温先生全部有关藏地的图书。人情风貌，真实自然。不神秘。真真切切的一群人，清清净净
的一片土。谢了。
59、在出发前发现了这三册关于西藏的纪实小说，真是应时应景！书中所描述的青朴修行地也将成为
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草原、雪山、圣迹、传说，一个个细节都已了然于胸，只等待亲眼的见证，亲
手的触碰。
60、温普林写西藏的，喜欢他的视角
61、06年看过的书，10年完成的圣地之旅。刚翻旧日志，看到山的名字，没想到就是书里说的地方。
算缘定么？呵呵
62、夜 青朴 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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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者的圣地》

精彩书评

1、先读的是温普林的那一本讲活佛的书，文字简单而朴实，让人体会到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西藏，
他们兄弟俩能够在八十年代便舍弃一切，在西藏流浪，和当地人们一起生活，不去考虑明天去哪里，
也不去追求世俗的的物质，光是这样子的生活，便让我们及其的羡慕。我们现在没有拥有什么，但是
还是放不下这看似有其实跟本禁不住风吹雨打的保障生活。然后就特别想把这一个系列的书都读完，
手里有其他的书，但总是惦记着把这剩下的两本书都看完。去看看那个年代的西藏和我们现在去的有
何不同，现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那个阳光灿烂的时代里汲取一些想法，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开朗
。偶然之间去图书馆居然搜到了这两本书，那个隔板其实我肯定不止一次的路过，但是都是匆匆而过
，经过一番的询问，很顺利的就借出了这两本书。欣喜不已，在这个炎热的天里，回到那个叫做青朴
的地方，感受那些苦修者的生活。我们有太多的不舍，肯定做不了那样子的洒脱，但是我们是可以的
针对我们每一件单独的事情的时候，可换一种想法，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更简单一点，不会那么的纠结
和不安。
2、不知道是怎样的因缘，我读到了温普林，温老大的《苦修者的圣地》。也许是我跟作者在某些方
面有着共同或类似的价值观，也许是我跟作者一样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当然，生命的意义这个主题，
作者在书中并未明提，但我想一定涉及到或有暗示，否则我怎么看完了他的书就想思考这个问题。本
书主要讲述了很多作者年轻流浪时对藏族人民结下的缘分。他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真正融入过藏文化
的汉族作家，所以我得写点读后感，毕竟这样的人才也难发现。其实也没办法，读完了这本书，里面
的情节，也就是作者当年在青朴圣地所经历过的和遇到过的人事物都在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
仿佛当年我也在场。虽然本人的阅历非常有限，但作为一个藏族人，我完全能体会得出其中的悲欢离
合！桑耶青朴修行圣地，我也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以导游的身份带一个英国人徒步旅行时
。到山脚时，他感慨了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说“如果人间真有天堂，一定是在这里”。可是当时我
的修行不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次是今年跟父亲去朝拜，一到那里，我也几乎梦游到温
老大第一次去的那天早晨所悟到的情景，真的好想一个人在那里打坐几天，把尘世的烦恼都洗得一干
二净。当我读到文中大师们一个个修成正果时，欢喜得快流出眼泪，可是到后来丹增和德庆怎么都下
山经营了？难道现代文明的诱惑就那么大吗？多年苦修的定功在哪里？还是为了更多的责任？其实想
想现在的自己也何尝不是一样，对现实社会当中的种种产生厌恶，但是为了家庭，为了责任离不开身
来追求自己一直向往的真正的清净。
3、我跟顾小姐说过，我很爱上海的青浦区，我觉得这名字太好听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是因为这
本书。我在图书馆六楼最不起眼的位置看到它，边上摆着《徐霞客游记》。往上三排的黄金位置，是
《丽江的柔软时光》，挺唏嘘的。不厚的小书，讲了在青朴山的故事。吃东西，碰见的人，禁声，一
起修行，还有对于青藏铁路的修建会打破藏民对于时间的自我节奏。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一个词，拿捏
。所谓四两拨千斤。你知道这故事的重量是要担起来的，可是他轻而易举地端了起来。他是个画画的
，他是个拍电影的，他是个写字的。可不炫耀不张狂，一两句话带过挺值得装逼的事儿，当收则收，
当放则放。不是有点情绪就抒发地跟十天没说话似的。你说童真的人可爱么？在山上，看见有鸡，大
老远，挺怯的，温先生琢磨着这鸡可能听不懂汉语，所以这鸡对他们挺戒备。当写到“在晨雾中雅鲁
藏布江闪亮在天际之间，飘过的云雾层层叠叠，云海茫茫，鸟鸣与诵经声起起伏伏，真不知人间天上
！”我觉得头发荏子在拱出头顶，畅快。也写到转山，但不像谢旺霖那本。一来是，谢的那本是第二
人称，而且写得比较日记体，可同温先生一比，算严肃了。温先生写得像调情，绝不是贬义，就是嬉
皮笑脸还让人欲罢不能的。而且这本书最科普的地方，挺完善地简介了莲花生大师，后来再看他的资
料的时候，才知道，大师在藏传佛教信仰极为崇高，藏人尊称为第二佛。回到嬉皮笑脸，温先生跟文
物贩子跟修行高僧跟漂亮的小尼姑跟瞎了眼的老太太蹭吃蹭喝套近乎，是真他妈可爱。后来从山南过
江，回到桑耶寺，我以为紧接着该科普了。没，人家去珠峰了，迷了路，雪崩，连滚带爬地跑了回来
。没实现登珠峰的愿望。一般人写这段恨不能写个几千字，自我的心里洞悉，当时的情势严峻。可温
先生一百个字都没，跟一条短消息似的。如果你一生三次前往青朴朝圣，那么死后就免检了。因为你
用你的虔诚之心证明了你对神佛的坚信。这样的人当然进入天国，哪怕这一辈子干点坏事，也能一笔
勾销。我看到这的时候挺动容。哪怕就我所知，那些去过墨脱，等在梅里，转山到雨崩，背了几斤葡
萄酒回来的人，也很少有第二遍了。我们最多把这种生活当做一种冒险的旅程，而不是信仰。苦瓜说
，03年藏历羊年的时候，去转山，大转的人特多，我想说这里面又有几个是温先生这种人。我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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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彻大悟的人，我们没法判断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的最好的程序里生活。这跟彻悟者透彻
自己的人生是两回事。我们没法在高空中俯瞰着自己的命运，命运总在拐弯，每十年、甚至更短的时
间里，生活的转变就会超出想象之外。温先生说，他对对市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两个字一直很轻蔑，经
常开玩笑，“那个傻逼，以为他成功了呢！”我觉得很多人看到此也会由衷地CNM一下。书的最后，
是这样一段话，直接拿过来做结尾了。据说马可波罗晚年，他的孩子们劝他承认他讲述的故事不过都
是他想象出来的。结果老马同志两眼望着虚空中的东方，喃喃自语：我所讲述的，还不到我所经历的
一半儿呢！
4、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不是他的文字有多么的华丽，是那种质朴，是平实的文字里能感觉到你在
和一位在最艰苦的自由者去对他虔诚的西藏在对话。其实自己对西藏尤为的感兴趣，是种神秘，和对
雪域高原的向往，西藏是虔诚的象征，他的神性更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本书是在读书馆一气呵成
看完的，之后就是长长的叹气声，和冥想般的思考。。。。。。接触温普林是导师推荐的，导师就是
一位虔诚的西藏信徒，他的动色的描绘，让我身未动，心已远。蓝天，诵经，跪拜，灵魂安放在西藏
是一种骄傲吧，曾经我的导师和温氏兄弟一样为自由而歌，为自由而流浪，他们是朋友，导师那里的
存货太多，一次，他兴奋之极的给我看了温普林的天葬台，那是在中国大陆禁播的，并且这份记录片
在国外曾多次拿到大奖，震撼，心境，苍鹰吞噬了人的躯体，那份灵魂得到解脱，正是因为看了这份
纪录片我对西藏无比的向往，对温氏兄弟无比钦佩，！西藏是属于高高的精神平台，精神的诱惑趋势
无数人要到西藏去看一看，找到心灵净化的释放，一个人渴求一份自由，这在今天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也只有自由才让心灵去打开，去西藏索要一把钥匙，宗教的虔诚让我们洗去内心的焦灼，放下而不
弃！这本书里青朴就是能给你这样自省的圣地，以至于兄弟二人多次前往，是他们在青朴安放了太多
的感情，和对信徒者无比敬仰，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他们是斩不断凡心的，过不了在洞穴面壁
念佛的生活，中断外界的一切，因为他们是眼界早已打开，外面的世界那份精彩无疑是温普林放不下
的，只有那里的人们才独有这份境修。文章中提到禁声，禁止声音是修行的一种，是渡化的过程，我
就认为很好，此处无声胜有声吗，不语，更是一种提修的大境界，是思语的悟净。空化身心，佛语说
，声音对一个人从精神到灵魂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声音的不发，其实也是心灵在真切的对话。没有
什么可以阻挡朝圣者的路途，喜欢许巍的蓝莲花，似乎莲花更是一种理想，用什么方式去看下一个方
向呢，就是需要一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吧，长江的源头在西藏，九曲长江，它的梦
想还是要回到大海，似乎人和江的道理是一样的吧，人们满怀激情般的出发，一路上，不知道要转多
少个碗汇合多少各种各样的小路，也许，有的为一种风情吸引就不在赶路，但是怀揣梦想的人，道路
是多么的崎岖，心中的平坦伫立在心中，他都会奔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直到看到大海！温在人生的
低谷颠沛流离到西藏，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因，之后的结果现在他可谓是大乘，在黑暗中他找到平常，
找到解脱，找到信仰！苦难是一种财富，坚持过后你就找到明亮的路，在艰苦的境遇下获得的宁静，
快乐要我们用心去珍藏，这将是我们有生之年的华彩乐章，为清贫而唱，为在生活中我们还没有被麻
木而唱，这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5、苦修者的圣地   少有的真诚温普林的话语  看似不修边幅、放荡不羁，实际是少有的坦诚书  引发我
很多思考  也有很多共鸣是要天然的快乐  还是努力的快乐？是要对生命本质的追求  还是对世俗成功的
追求？我也在想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有一种选择  去西藏  去青扑  去苦修者的圣地  在潮湿不见阳光的石
洞里  面壁趺跌而坐  修行  每日所食仅够果腹  闲情时看看山  看看水  看看蓝天 看看远处的寺庙、人烟
，随手一招  鸟儿便会落在上面  而不是惊恐的看到我就跑开   和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可以交流  可以融洽
的生活在一起  与山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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