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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内容概要

《悲悯大地》讲述一个藏族青年摆脱世俗仇恨、历尽千心万苦最终成佛的曲折经历，在宏阔的背景下
，以史诗的笔法表现了善与恶、人与自然、人性与神性等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使悲悯的主题呈现出
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中精彩的细节、奇异的物事 ，真实地再现了当地人神共处的生活场景，使作品成
为中国本土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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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作者简介

范稳，四川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
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发表中长篇小说及文化散文四百多万字。近年来主要在藏区大地游历，执迷于
雪山峡谷和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对藏民族文化与宗教情有独钟，有多部反映藏民族现实生活及历史
文化的书籍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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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书籍目录

因卷
第一章
1 兄弟共妻
2 红狐
3 冰雹 田野调查笔记（之一）
4 爱与梦
第二章
5 魔咒
6 神谴
7 超度 田野调查笔记（之二）
8 回阳人
第三章
9 梦中之箭
10 雪崩
11 佛性 田野调查笔记（之三）
12 解脱
果卷
第四章
13 等身长头
14 刀口舔蜜
15 庄严 田野调查笔记（之四）
16 尘缘
第五章
17 杀手
18 英雄
19 母爱 田野调查笔记（之五）
20 父爱
第六章
缘卷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尾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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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章节摘录

　　云丹寺是位于澜沧江峡谷西岸一处高山台地上的红教寺庙，在它的上面是耸入云天的卡瓦格博雪
山，它是藏东一带有名的神山，在峡谷两岸一系列纵向排列的十三座雪山中，数它最高最雄伟，就像
一个伟岸的大丈夫，雄踞在天宇和大地之间。由于那个时期的天空纯净无瑕，日月的光辉在天宇间畅
通无阻，人间的尘埃也显得非常谦虚，绝不会趾高气扬地飞到天上，污染神灵宁静的领地。神山巍峨
的面容虽然经常处于云层之上，没有佛缘的人很难修到见它一面的福分，但是一旦你拜见到它，你就
会发现这雪山并不仅仅是矗立在大地上，它永远雄踞在你的心问。而寺庙的下方，则是万仞绝壁，绝
壁之下便是滔滔南去的澜沧江。夏天的时候，寺庙里的喇嘛们诵经的声音便伴随着身下澜沧江的轰鸣
，让人时常分不清澜沧江水是从喇嘛们的喉咙里奔涌而出的呢，还是喇嘛们献给神山以及诸佛的经文
，在峡谷里翻滚出了气势磅礴的波浪。太阳还没有当顶的时候，喇嘛们上午的功课已经完成，一些喇
嘛回到了自己的僧舍，一些人则坐在大殿外面的台阶上晒太阳。他们在叽叽咕咕地讨论早晨大地的异
样，有的喇嘛说他看到了大殿里的经幢在摇晃，有的喇嘛说他差一点就从蒲团上跌下来了。可是他们
都说，既然贡巴活佛一动不动地还端坐在自己的法座上，他们相信，大地之下的魔鬼翻不了身。贡巴
活佛没有参与喇嘛们的讨论，他手捻佛珠，伫立在寺庙的大门边，面向峡谷的北方，好像在等待自己
久违的客人。他看到了峡谷对岸山梁上的一行人影，他们行进的速度和他手里捻佛珠的频率一致，活
佛在心里默默地为对岸的行路者祈祷。东岸那边已经够热闹的了，祈请慈悲的佛菩萨怜悯西岸的众生
，给他们带来广阔无边的福祉吧。贡巴活佛是一个话语不多的活佛，瘦小的身材包裹在宽大的袈裟里
，但一点也遮挡不住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威严与慈悲，常年的闭关苦修生涯使他显得格外隐忍、孤独
，像一个令人尊敬的苦行僧。但这是一种高贵的孤独，是一种厌世出离的恬静，使人面对他时不得不
心生敬仰。连峡谷里的魔鬼看见他都只能躬身退去，不敢转身逃跑。因为他们也认为，纵然自己罪孽
深重，可是在贡巴活佛的慈悲面前，魔鬼也会有脱胎换骨、转世投生到三善道的希望。一支行色匆忙
的队伍终于应着贡巴活佛的祈诵，从澜沧江东岸跨江而来。那时人们的身影刚好直直的在自己脚下。
他们是两个老者和三个年轻喇嘛，以及两个赶马人。从他们浑身的征尘和脸上堆积的不同地区的风霜
以及四个季节以上的太阳印痕上看，这些人至少已经出门有一年多了。但是他们的脸上非但没有一点
疲倦之色，反而布满某种坚毅和渴望。贡巴活佛迎上前去说：“远方来的客人，峡谷的众生像旱天的
青稞苗，正等待着你们慈悲的甘露。一个气度不凡的老者躬身向贡巴活佛献了一条黄色的哈达，谦卑
地说：“啊，尊敬的上师，只有一个礼佛修行的智者，才会知道我们这乞丐一般的出门人，在破烂的
衣衫里藏有一颗慈悲的心。贡巴活佛收下了哈达，说：“大地传来了你们的脚步声，吉祥的春风带来
了你们将至的消息。尊敬的上师，请到寺庙里用茶吧。”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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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之后推出的第二部描写藏区宗教、历史及民族文化的长篇小说。该
书依然血性、刚烈、传奇、庄严；依然坚韧、虔诚、魔幻、空灵。这是一部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的作
品，也是一部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作品。　　“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
这是范稳一贯文学立场。他的这本书把目光投入到了藏族人的生活本身，投入到无处不在的神灵和宗
教，堪称一部神灵现实主义的力作。洛桑丹增最后的受难让人想起耶稣受难时的情形，或许作者向往
的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宗教精神，是一种融会了佛教和基督教精粹的精神。　　——中华读书网

Page 6



《悲悯大地》

编辑推荐

　　神秘悠久、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究竟是什么关系？一个普通藏族人如何成为信众心中的
佛？一个修大苫行的磕长头喇嘛如何修得显宗、密宗的无上佛法？一个康巴好男儿怎样才能成为人们
眼里真正的英雄？藏族人精神世界里真正的“藏三宝”到底是什么？《悲悯大地》通过两个家族近半
个世纪的恩怨情仇，形象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藏区生活的风情画，构建了一个民族和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曲折生动的情节、鲜活感人的人物、深厚壮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你诠释出雪
域佛土的人文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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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精彩短评

1、藏第三部曲之第二部
2、佛，法，僧。刀，马，枪
3、不如水乳
4、感觉：像是心灵在洗桑拿。洗礼还说不上。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值得珍惜，非常美好的画卷
，丰盈的想象。还有那些让人沉静的话语。
情况：偶然在书车发现的一本书，随手拿起的一段缘分。几天时间看完。正是大四开学保研时间，很
多事情，看完书之后突然释然。命运无常，淡然待之。
5、多年以后 终于想起这么书的名字了
6、如果我还是个人生观世界观不成熟的小孩子我也许会被深深打动，可惜我不是，而这本书就是要
告诉你'仁慈'.相信你读完还会对藏族、藏传佛教有全新的认识。作者中文系毕业，用辞藻华丽、表达
流畅，可是很多情节过于娇柔造作，让人感觉有严重的特意。
7、我期待过这个续集的故事
8、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藏三宝
9、怀着读《水乳大地》时的期待和感动而来，说实话，失望不少。
10、比第一部差得多啊
11、包装太差了，书脊磕了角，封底也折了角。
12、一次洗礼。。
13、一位朝圣者 近乎愚蠢和残忍的虔诚 舍弃自己的幸福和家人的安生 只为大众的悲悯 看淡了周身的
生死 最终为了救赎而涅槃
14、第一部完全是震撼！风情与岁月的镌刻，像永恒缓缓地流淌的冰雪融水，在大地上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记。多年回望，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必然，所有的故事只因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孕育出来，这里
生的人才会体味到这滋味。
15、依旧感动
16、一个藏人成佛史。在佛祖的慈悲还没有惠及到藏东这片隐秘的土地以前，宇宙被一个更高级的神
灵所控制。他在天空中种植星星，放牧白云，燃烧起一个永不熄灭的大火塘——太阳，让它的温暖驱
散大地上的漫长寒夜；他还把月亮配为太阳的妻子，在上面筑起闪闪发光的宫殿，让黑暗的夜晚从此
有了悠长的各声和绵绵的思念。
17、整本书有史诗的味道。
18、当时看了水乳大地以后追着看的这本悲悯大地，感觉来说没有水乳大地那边可读性那么强
19、澜沧江两岸两个家族的血性之争，引导一个人的修证成佛！范稳藏第三部曲第二部，让人对那块
神秘的土地怀着无限的崇敬与向往！宗教信仰，悲悯大地。
20、该商品不错哦~~~~~~
21、有悲悯的感觉，但故事不够曲折精彩。我更喜欢书里边的田园调查笔记，磕长头朝圣的喇嘛令我
感动
22、过于幻了 还是水乳大地好点
23、没传说的好
24、我真是很喜欢这个系列
25、算是挺有特色，文字也还可以
26、不喜欢
27、只希望读者能看到这部作品的深层含义。
28、喜欢 这种 看待 藏传 佛教 的 角度
29、抄袭佛教典故的段落很多，比如米拉日巴和无著菩萨的传记。比《水乳大地》的时候差好多
30、建议大家先看这本，再去看他之前那本《水乳大地》
31、还是挺不错的感觉,有西藏的高山峡谷的宽阔壮丽的感觉
32、在山里念完的。真的好看。
33、08年4月买，忘了
34、一个藏人的成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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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35、澜沧江两岸的两个家族，交织了半个世纪的恩仇，在佛法的悲悯之中得以化解。这本书作为范稳
藏地三部曲承上启下的一部，描写藏地的民俗，尤其是藏三宝方面，非常真实。阿扎西和达波多杰的
争斗，以佛法僧这三宝取胜而结束。这也是千年以来佛教能够在这片大地上一直生生不息的原因吧。
36、[PKU/223]I247.5/1887e
37、大量的游客涌入西南地区，无数文青跑步进入西藏寻找真谛，正真的真谛是越来越复杂的消费系
统在此地建立，佛教或其他信仰本来就跟所在地无多大关联，它是主体与意识的产物，无需奔波，只
需研读修养即可，如果想旅游，就不要打着令人尴尬的幌子。
38、两字之差 天上地下
39、不管是达波多杰还是阿拉西，他们都在追求属于自己的“藏三宝”，只是快刀、快马、快枪终究
抵不过佛、法、僧的殊胜，有时候你所追求的东西不过是平添几多的烦恼。一个藏人的成佛史，在信
仰中寻找永恒；一个英雄的寻梦路，在梦想中绽放精彩。在慈悲的洗礼下化解一切仇恨。
40、不如之前的那本好吧，感动是真心。
41、和《水乳大地》比，天渊之别
42、那个狐狸精不错。
43、延续了《水乳大地》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只是张力和广度没前者大了点。这是毕业后正儿八经地
读的第一本小说。
44、讲述一个藏族青年摆脱世俗仇恨、历尽千心万苦最终成佛的曲折经历。藏民对佛法的虔诚和尊崇
。
45、下载。属于了无新意的那种不好看，梅里和冈仁波齐也没有用。
46、西藏的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47、素来不喜阅读小说，除非它主题氛围浓厚或文字语言精妙或有我所不知的知识。可惜该书三者皆
平庸。
48、个人感觉三部中最好看的一部
49、那片神奇土地上的故事啊!
50、在震憾与感动中读完这本书。推荐给同去过梅里的朋友，却说并不喜欢，才深深感受到阅读是件
很私人的事。
51、大地系列，总算找到了

52、无语死了。最后一点直接差评，不是藏族人是不施行火葬的吗？狗屁的佛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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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大地》

精彩书评

1、如果没有看过他的第一部--《水乳大地》，我还会觉得这一本写得很精彩，可是《水乳》写得太过
博大精深了，相比《悲悯》太过单薄。因为被他的《水乳》深深吸引，冲着作者的名声就买了《悲悯
》，抱着太大的期望，结果有点小失望。这一本只能说是小说，神话小说，一个对藏文化迷恋的作者
对那个神秘民族的假想和臆断，关于其流浪的气质和隐忍的信仰。藏民族的历史即是宗教的历史，中
间还穿插了一些佛学方面的基本概念，关于生死轮回，关于因果报应。如果对于一个不甚了解的读者
，还能唬唬。Anyway，佩服作者敢去构造关于那个丰富多彩，桀骜不驯的民族的故事。
2、自认为这是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喜欢这种题材的作品，更喜欢这种语言和叙事风格。传奇、生
动、精彩、感人至深。。。。
3、那是古老神秘的土地，如同一只雄展的鹰翼落在了西南角。那里离苍天最近，空气最稀。有最充
足的阳光和雪茫茫的大地。那里活着艰难，死亡容易。那里住着纯洁坚韧的灵魂，精神是对于自然的
皈依。他们都生活在那里。他们有古铜的皮肤，那是千年以来高原血统的延续，也是日照的赐福。他
们体魄强健，从出生起就明白，要想活着就得坚强。他们的眼睛跟头顶的天一样澄澈，似乎一生都未
见着污浊，因而盛得下圣湖纳木错。无论外表还是内里，他们真正地与这片独特的自然交相融合。他
们既是牧民又是农人。茫茫的高原上跑着他们的牛羊，也立着他们的青稞。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勤劳和
勇气——不是什么民族都能站立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贫瘠土地还能如他们一般热情而有信仰地活着。
他们是奔腾的野马，也是雪线之上盛开的莲花。灵魂愈加历练愈是圣洁伟大。恶劣的生存条件没教会
他们痛恨，反而教会他们虔诚与包容。单纯的灵魂是不懂得何谓辛苦的，他们只知道，眼见的一切都
是上天的赐福。日光、高天、冰川、草原，冈日波钦、各拉丹冬，他们对自然的敬仰真实地体现在对
于自然法则的顺从，以及对有灵万物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最贫瘠的地方留有最完善的自然保护区、
最灵性的藏獒愿意终其一生保护这群人类。我们还震撼于信仰者的等身长头。额头上的黑痂是最高的
赞誉，整年的时间不过轮回之中的一瞬，多少生命就这样消逝在路上，然而于他们，这仅是今世已尽
、本心本善，善恶轮回以后，灵魂终得永生，再不论世俗喜悲。一个是原始质朴，一个是发达进步。
今日的世界被割裂成两个部分，强的一方不断吞噬着弱的一方。然而他们真的是亏弱的吗？而我们真
的是强大的吗？一切美与善的观念似乎最先源自他们的名、他们的世、和如同他们一般的信仰。那不
仅埋存在历史中，也未必消亡在现在里。我只知道，人类已经在出卖灵魂，不能再丢弃了信仰。初读
于2010年
4、P115  佛祖啊，你生于一个贪婪的家族，就必将死于贪婪。前世扎翁活佛曾经说过，人是如何活的
，就将如何死。一个人的活法决定了他的死法。P143   酒是什么呢？酒是在你的血脉里奔跑的一匹烈
马啊。你把它驯服了，就可以骑它走遍天涯，找到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你驾驭不了它，它就把你掀翻
在地，自己跑了。P143  好汉生时有雄心，死后身上一堆土。P148  你有多大命，就享多大的福。你们
汉地的那些有钱人现在是越来越不惜福了。过去穷，大家都骑马，骑自行车，吃粗粮野菜；现在有钱
了，买汽车，跑得倒是快了，一快就出事。每年都有汽车从澜沧江峡谷里的公路上飞下去，就像飞机
掉下去一样，一个活的都不会有。人生一世啊，可以贪酒，还可以贪色，但是不能不惜福啊。P153  都
吉的心也像一块扔进湖里的石头，总算沉到了湖底。他一直躺在火塘边的方榻上，在死亡的门槛边张
望人间的生离死别。P154  大地是悲悯的，当你伏身亲近大地，你会感到它给予你的慈悲。P155  一个
再罪孽深重的人，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佛菩萨的悲悯就会让他知道，生命原来是多么无常，多么虚
空啊。过去的怨憎、享乐、富贵、荣耀，也是多么的虚幻啊。而死亡，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急
急忙忙走在山道上，同顶上的一块巨石忽然滚下来了，重重地砸在你的身上，让你感到它的沉重，真
实，恐怖，不可躲避。你被大石块砸下悬崖了，你所有的想念，对这个世界的我执和我爱，都不在了
，可那死亡的石块还在。有朝一日，它还会继续往下滚，砸向另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今天你钉子自己
的仇人，实际上地狱之门已经为你洞开。杀戮并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只能让它更加堕落。P156  出
家出家，离家越远，修行越深；只要走出家门，便成就了一半的佛法。你的佛缘在拉萨。当你把你的
心俯身向大地，大地便会教给你如何发现自己的悲心和佛性。P157  一双阅尽人间沧桑的佛眼，看人生
浮沉，就如观手掌纹路一般清晰无误。一粒有慧根的种子，一旦落在佛的土地上，不管它要经历多少
风雨上，终究是要修成正果的。P157 雪山在燃烧，天空中飘来吉祥的香味，风中有美妙的仙乐，草甸
上的花儿在冬天开放，一件单薄的袈裟不会被江水冲走，这些都不算什么神迹。真正的神迹是让一个
人看到自己所行的恶业，并找到解脱烦恼的法门。P162  世界上最博大最恒久的爱，不一定非要有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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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体现，它总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对一个心志高远的人来说，爱情并不代表激情，而是
悲情。P162  生孩子对一个藏族女人来说，并不是因为是要上山打柴还是要出门远行而有丝毫的耽搁。
该来的，自自然然地就会来。P189  学习死亡，就像我们学习到了一门凫水的技能，它能让我们平安地
游过死亡之河，抵达永生的彼岸。P356  我们学佛经的人常说，如果你视自己的上师如佛，你将证得佛
果，如果你视上师如菩萨，你将成为菩萨；但是如果你视上师如凡夫，你也将永生停留在凡夫之地
。P358  当洛桑丹僧住进狗猫一样的山洞时，仁钦上师说：“这就是佛祖喜欢的山洞了。既然众生都是
平等的，人为什么不能和猫狗住同样的洞穴呢？”P364  朗姆老祖母在自己的眼泪中挣扎：“巴桑，难
道你不知道吗，女人的身子是由水做成的啊。不是泪水，是苦水。”P365 修行其实就是修心。P367  
一些蜘蛛爬到他的头上结网，洞里的各种寄生小虫在他的身上做窝。喇嘛总是很小心地不伤害到他们
。因为上师曾经告诉过他，众生都在轮回的苦海中挣扎，如果一虫不救，何以救众生？P368  佛禅并不
神秘，不过是把散乱的心带回家而已。P369  爱你的仇人，观想他眼下的苦难，把你的悲心施与他
。P374  人的愿望是一回事，命里注定的东西又是另一回事，而对命运的预感，却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
。P390  儿子的骨头在母亲期盼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变粗，母亲的骨头却在儿子的眼泪中万劫不复啦
。P391  那么面对生和死，你做到真正平等对待吗？不知死，安知生；不懂平等，安悟空性；不悟空性
，又怎能修得即身成佛的正果？P423  仁钦上师说：“法子，你哭什么呢？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
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从不庆祝上师的生日，而只庆贺上师的死亡。”P425  财富只给那些有需要而不要求
的人，而不给并不需要却贪得无厌的人。习惯说“我不需要”的人，内心里便种下了慷慨的种子。一
个慷慨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P427  既然平等和悲心是成就菩萨之因，天下还有比故乡更亲热的
土地吗？人间还有比母亲更悲悯的心吗？因此你观修心中的佛，首先要观修自己的母亲，把她当空行
母看待。此处的土地和远方的故乡，自己的母亲和众生的母亲，都是无分别的，都是你的故乡和母亲
。P430  仁钦上师说“法子，一个修行者死后有三个去处，往生西方净土，再生为人，下地狱。我祈祷
自己能下地狱去，因为这些年来，我看见地狱里苦难的众生太多啦，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5、朝圣的心路——评范稳长篇《悲悯大地》初次见到这篇小说，还是两个月前于武大图书馆。当时
为时间所限，并未细阅，只依稀记得书名。此次暑假回家，原本是想借《圣经》来看的，结果四处搜
寻未果，遂至毛老处借了这本书回家一阅。我在一个天色抑郁的阴天中一口气读完了范稳的这部新作
，之后，我便感到一种深沉的悲悯和无言的大爱。我毫不怀疑地对自己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
丝毫不比《圣经》逊色的作品。一个藏人成佛的所有细节，一个民族隐秘的沧桑碎片，被作者以高度
诗化的语言以原生态的面貌呈现出来，并以一匹黑马飞跃的姿势撞进了我的内心；于是，我深切地感
受到作者流淌在文字间汹涌的深沉的爱，对一切生命个体的悲悯。我的心为理解到这样的悲悯和爱而
幸福，而震撼，而哭泣。这部小说首先带给人的是全新以至陌生的阅读感受。长期以来读中国文学作
品的经验在范稳的文字面前，顿时像严霜打过的茄子，神情萎靡一脸茫然地悄然退去。从《三国演义
》到当代小说——譬如，题材和背景都与《悲悯大地》颇为巧合的《尘埃落定》，读者可以发现，这
些作品的作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书记官的角色，或强或弱地，社会，历史和政治都在他
们荒寒的文字大地上四面八方地蔓延着。中国作家几乎用了全部精力关注社会历史并表现出严重的无
可奈何，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社会积弊的深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们精神空间的窄小。作者坚硬冰
凉的文字质地中呈现着这个世界的残酷荒诞以及人生的悲剧虚无，但对这一切令人绝望的事实，作者
也找不到解决的良方。他们都只是一群顽皮而又绝望的孩子，以笔为刀，愤怒地行走在时代的胸膛之
上，一刀一刀地划破时代虚伪的黑幕，让你看见血淋淋的伤口；但能不能承受及如何救治，对不起，
那是读者你自己的问题。而范稳不，这是一个相对负责的作者。他所呈现给我的，是一种具有某种突
破意义的新文学模式。历史和现实在《悲悯大地》中退居为一个舞台，一个让主人公出场并尽情演出
的舞台，仅此而已。而谁都明白，一出真正优秀的戏剧是在各种舞台上都可以巡演并精彩依旧的。即
使将《悲悯大地》的故事背景置换到逝去的盛唐抑或遥远的印度，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故事本身的精彩
。作品背景魔幻般的设置带有《百年孤独》的味道，本身就拉远了故事与现实的距离。更进一步，你
甚至连主人公都可以置换，作者在书页上的题词为“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但如果将这个藏人阿拉西
换成一个普通百姓，这段旅程依旧带着眩目的魅力。这一切的根源也许都是作者选择人类灵魂作为切
入口所致。范稳将笔尖对准了人，对准了每一个个体体内深藏的灵魂，《悲悯大地》不只将社会洞穿
，而是将人类自身以及历史的游戏规则洞穿，将存在本身洞穿；不光只为人的堕落而痛恨，而是对人
性内部的混乱，无力自持感到羞愧和悲悯；不是在荒寒的揭露中透露着对某一群一族的仇恨，更多的
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投以深沉的悲悯与怜爱；不只是展现过去和当下是什么状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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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告诉人们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可以是怎样的；不只是为痛苦，仇杀和阴谋而哭泣和诅咒，而是教会
人们如何去仁慈，去理解，去宽恕，去悲悯，去爱。有基于此，作者在自己的创作谈《寻找人生的宝
贝》中写道：“也许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种宝贝和寻找这宝贝的一类人，它并不代表财富，也不意
味着荣耀，更不会属于某一个人。它只属于人的心灵，属于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精
神的东西，是信仰里的虔诚，是伤害之后的宽恕，还是仁慈，是悲悯，是爱。比如书中的那个磕长头
去拉萨朝圣，寻找佛，法，僧三宝的喇嘛。”当然，我更愿意叫这个喇嘛的原名阿拉西。很早以前，
他还只是牧场上一个天真，顽皮，聪慧的儿童，之后，这个澜沧江西岸富裕的马帮商人都吉家的大儿
子，自信，勤劳，侠义，血性。如果他不当喇嘛，他将去拉萨的一家商号当掌柜。但他，终于在贡巴
活佛的指导下成为了一名坚忍不拔的喇嘛，年轻，英武，刚毅，虔诚。一个孩子就这样在作者诗意语
言的描述中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成一个我越来越陌生的人，直到他绝然断去一头飘逸的长发，成为
一名受戒的喇嘛，从澜沧江幽深的峡谷里出发，一路磕头朝圣而去，历经六载寒暑，忍受了丧兄，丧
妻，丧女，丧母之痛，终于来到拉萨，成为一个心怀悲悯的密宗瑜伽士，成为一副烈火中庄严的尸骨
，最后，涅磐成为人们心中的佛。在阿拉西身上，我看到一颗心灵全部的成长历程，看到了一个人的
佛性可以发出怎样璀璨夺目的光芒，还看到了人类净化自身的不懈努力！从澜沧江到拉萨，阿拉西用
身体藏量着大地的长度，用额头亲吻大地的脉动。一个人只有真正伏下身躯贴近大地，才能明白自己
的卑微和渺小，就像一尊在大佛塑像上爬行的蚂蚁；才能用心聆听大地深处美妙沉静的声音，“就像
一面巨大的羊皮鼓轻轻地敲响，而余音却在雪山峡谷间涟漪般扩散” ；然后，才能有大地一般深沉广
博的悲悯。而阿拉西，用自己薄弱的身躯走完了自己的心路，成为了自己的佛。当然，这样的道理是
充满崎岖和艰苦的；但是，它仍然值得我们为之跋涉一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逐渐冷漠的
人学学会感动和悲悯，找回自己一度迷失的心。悲悯大地上蜿蜒着一段传奇的旅程，在西藏广袤的草
原上绽放着苦涩的芬芳。而我，也该擦亮自己蒙尘的镜片，继续自己朝圣的心路。
6、P39在佛祖的慈悲还没有惠及到藏东这片隐秘的土地以前，宇宙被一个更高级的神灵所控制。他在
天空中种植星星，放牧白云，燃烧起一个永不熄灭的大火塘——太阳，让它的温暖驱散大地上的漫长
寒夜；他还把月亮配为太阳的妻子，在上面筑起闪闪发光的宫殿，让黑暗的夜晚从此有了悠长的各声
和绵绵的思念。P55将军手起刀落，喇嘛人头落地。那脑袋滚下了山谷，身体却被大地吸收了，就像
泼到旱地上的水一样，眨眼就不见踪影。将军刀刃上的雪还没有擦干净，他就看见一头豹子从喇嘛脑
袋刚滚下去的山谷里冲了出来。他命令士兵向豹子射箭，可是那些射出的箭到了豹子跟前，纷纷变成
了鲜花。当一条山谷里都是鲜花时，豹子冲到了将军的队伍前。*忽然明白林芝、落绒这样花花草草
的地方，不与江南景色神似的原因了。这些地方承载了千百年来的神灵与信仰。 p143酒是在你血脉里
奔跑的一匹烈马啊。你把它驯服了，就可以骑着它走遍天涯，找到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你驾驭不了它
，它就把你掀翻在地，自己跑了。p155一个再罪孽深重的人，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佛菩萨的悲悯就
会让他知道，生命原来是多摸无常、多么虚空啊。过去的怨憎、享乐、富贵、荣耀，也是多么的虚幻
啊。而死亡，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急急忙忙地走在山道上，山顶上的一块巨石忽然滚下来了，
重重地砸在你的身上，让你感到它的沉重、真实、恐怖、不可躲避。你被大石块砸下悬崖了，你所有
的想念、对这个世界的我执和我爱，都不在了，可那死亡的石块还在。有朝一日，它还会继续往下滚
，砸向另一个要面对死亡的人。今天你杀了自己的仇人，实际上地狱之门已经为你洞开。杀戮并不能
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只能让它更加堕落。p162世界上最博大恒久的爱，不一定非要有婚姻才可以体现
，它总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对一个心志高远的人来说，爱情并不代表激情，而是悲情。在朝
圣的队伍中，她并不是为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而只是为了自己一生的爱。P425财富只给那些有需要
而不要求的人，而不给并不需要却贪得无厌的人。习惯说“我不需要”的人，内心里便种下了慷慨的
种子。一个慷慨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7、看完《悲悯大地》，给人的感觉就像作者所说的，“不知道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心灵翱翔在神界
，什么时候又活在当下。”一个具有非凡发力的磕长头的喇嘛，可以一个长头飞行2—3米，不得不说
，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在西藏这边宗教色彩浓重的国度，人们不会向一个汉人那样较真，在他们心中
，具有发力的喇嘛就是无所不能的。也许对于不了解藏族文化的人来说，《悲悯大地》就是他们了解
藏族一个很好的平台。带给人们无限的幻想，让人们领略了西藏文化的神秘。一本能够引人入胜的小
说，它的可贵之处便是能够深深地抓住读者的心，让人欲罢不能。《悲悯大地》采用两条主线的叙事
结构，让两个家族的矛盾死死地交织在一起。两个主人公的命运也死死地联系在一起，达波多杰为了
杀死阿拉西，替父报仇，去寻找英雄的藏三宝，而阿拉西受活佛点拨，为了洗脱罪孽，去寻找喇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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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三宝。两人在寻宝道路上的曲折，以及人物的命运，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去一看究竟。
8、比起第一部《水乳大地》来说写得要流畅很多。和范老师也聊过很多次，中华大地或者说云南这
块土地对民族、宗教的包容性感到非常敬畏。对少次的冲撞，最终都融入得你侬我侬，变得是身体的
一部分不可分割。这个在世界宗教里是不可见的。有时间要拜读《大地雅歌》，已经在手边了。
9、谈起佛，我一时还不可能想到喇嘛。虽说藏传佛教是佛家一种，但它与我心中的佛是有差距的，
这种差距兴许来自于我对佛的传统理解上。在中原，佛家应该与禅挂钩，入禅则定，静定。它应该追
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这似乎又与儒家或者道家的说法相同，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从中国传统思想
中将佛拉出来了，似乎他们本就是一体。佛，已经汉化了。佛还应该兼书法大家，像智永。佛还会品
茶，一叶一菩提。手捻佛珠，步步莲花。光头、袈裟、禅杖、古刹、晨钟、暮鼓。他们称之为和尚、
僧人、方丈、沙弥、贫僧，对应着凡人、施主。庙号少林、法门、雷锋、相国。个个又是武林绝世高
手。反正，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将佛与喇嘛并予一谈。而实际上，我上述所说，都只是“应该”“想当
然”，只是我意识中，佛的形象。千古僧人侠客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佛。喇嘛，记忆中应该是贬
义词，在家乡（汉藏交汇处），我们称他们“师公子”。文化使然，我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整
日里拿着那件吃饭的家伙——羊皮鼓，“当当当当”边敲边扭。喇嘛，就是噩梦，就像村里替死人的
念经“阴阳”，照样令我恐惧。这些都是我对喇嘛的浅识。本书讲述了两个家族不同的历史，着重讲
述了洛桑丹增喇嘛的成佛史。小说的叙事视域先跨出康巴，踏入征途，再获取“藏三宝”，最后两股
势力又重新回到故乡，完成涅槃超度。在叙事上，文章结构分为三卷九章，开头“缘起”，尾声“涅
槃”，中间分“因卷”“果卷”“缘卷”。从其分类便知所述之事。在阅读途中，我生怕作者会生搬
硬套的将他的信仰强加于我，甚至将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强行解释。若是这样，这本小说就建立在虚构
的基础上，上层建筑顷刻就会倒下。好在作者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平静地在讲述一个人的成佛史，
自身也带着好奇心，小心翼翼地将情节推进。行文的内容又富含哲理，又诗意十足。仿佛，西藏就是
一个介于大人与孩子间，老人与大人间的童话。到了末尾，我才腾地发觉，它像一本书，一本小时候
偶然翻阅的一本书——《圣经》。由于猛然想到这一点，我又不知怎样评价这本书的好坏了。距离合
上这本书已经将尽五个小时了，天空中泛着金黄色的光芒。我好像又看见了那个苦行僧，俯身、跪地
、前倾、再前倾、拉长、磕头、拉长。一个芝麻挪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慢的速度
阅读过，我一字一字，一词一词地看下去，生怕侵犯了这片净土。赘述一句：我以为小说中开头所说
的野猫会在行文结尾时引出贝珠的身世，但行文没有。野猫在中途就失去了玄幻色彩。对于这一点，
若是换做我，就会断然再续一章。但，作者不是我。他的信仰终究与我不同。
10、冲着“水乳大地”的水平买了这本书，觉得还行，但明显不如“水乳大地”。应该先读这本书，
再读“水乳大地”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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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悲悯大地》的笔记-第336页

        我们学佛经的人说，如果你视自己的上师如佛，你将证得佛果；如果你视上师如菩萨，你将成为
菩萨；但是如果你视上师如凡夫，你也将永生停留在凡夫之地对方永远是上师，没有高低贵贱。

2、《悲悯大地》的笔记-第465页

        后来，人们在这里为洛桑丹增喇嘛建起了一座白塔，喇嘛的尸骨就装在白塔内，一同装进塔里的
有经过活佛加持过的经书、法器、五谷、酥油、糌粑等，渴望平安的人们还把一支卡宾枪和一把珍贵
的宝刀也装在了里面，不仅仅是由于刀和枪的主人再不需要它们，而是不愿意这些曾被当作宝贝的东
西扰乱人们慈悲的心和平安的生活。人们称此塔为平安塔，他护佑着大地的和平与安宁。白塔建立起
来后，峡谷里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人们再没有动过刀枪。在藏区能在露天竖立的实物一定是有讲究的
。看似普普通通的青稞架，却可以被女人用来惩罚做错事的男人。看似到处都是的白塔，却源于各种
各样神话般的传说。雨崩村有三座这样的平安塔，每座供奉的神明不同。老乡走过时没有言语太多，
但是他却停下，虔诚地走进了一旁的寺庙。可惜这是我现在看了这些字，事后才想起来的。

3、《悲悯大地》的笔记-第218页

        面对亲兄弟的死，作为一个修行者，洛桑丹增喇嘛努力平息自己心中的伤痛，努力观想贡巴活佛
在死亡面前的庄严和慈悲。他劝阻了那些要去帮他复仇的善良人们，他对他们说：“我的上师告诉我
，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对他施予慈悲。那个杀我兄弟的人，脚上连一双好靴子都没有，今天晚
上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一处温暖的火塘，地狱之火正追逐着他的马蹄扬起的尘埃，我担心他死的时
候，身边恐怕连一个亲人都没有。这难道不是对一个恶人最好的报应吗？人心中的杀心一起，报应也
就像影子一样会跟随终生。我不愿意你们为了自己的善良和侠义而背负上杀生的罪孽。我也是动过杀
心并有罪孽在身的罪人，在朝圣的路上，我每磕一个长头，不是在为自己的来世祈福，只是在一点一
点地洗涤身上的罪孽。如果当初我能以慈悲去对待别人的杀心，以宽恕去看待别人的贪婪，我就不会
走这赎罪的朝圣之路，我的上师也不会为了我的佛缘而奉献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的弟弟也不会面对一
个杀手的马刀。生命无常啊生命无常......我们藏族人说，明天和来世何者先到，我们不会知道，可是
，可是啊......"喇嘛终于泣不成声，泪如雨下，高声向苍茫大地呼喊道：
“今后我在世界上哪里找得到这样好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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