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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塔拉姆

我，一直离不开佛教所
讲的贪、嗔、痴的轮流回
顾。走在尘世的风景里经
过不少世事，下意识里无法
回避生命无常的种种提示，
所谓心向于儒释之间、身委
于经济之道。就这样，在梦
与醒的交界处，莫名的挣扎
一直伴随左右。

我很庆幸，遇到不少的
好书，心在那些字行间里飘
游，总免不了深深为人的内
在生命的高贵和伟大而感
动，赞叹那些智者，他们在
安静的位置上，去看热闹的
世界，去看热闹背后的广袤
无垠的世界，再真实地记录
那 些 优 秀 灵 魂 的 内 在 生
活。出于种种感染，不知不
觉形成爱好和习惯，时常把
点滴的感想和思绪落成文
字。一是喜欢行笔时那种
自己回到自己心里的自在
和坦然，属于最非职业化和
最个人化的写作。二是在
闲暇时为了安顿自己，让自
己有事情做，活得有意义或
似乎有意义。我当然不是
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
我清楚自己的写作基础和
水平，所以内心不以发表来
估量我的写作，更不敢以写
作来估量我的生活。

近两年里，我拥有了一
些空闲的时间，很自然地也
就完成了一些向往已久的阅
读，所看的书大概是世界文
学和佛学两部分。看了那些
曾经获奖的世界名著之后，
感觉在文字里清晰看到世间
情感激烈地百态演绎，深刻
到历历在目，才发现自己对
文字的表达艺术懂得太少！

但我仍然在用很有限的熟字
坚持表达自己在世的一些感
受，尽管写出来的不像散文
也不像诗文……看了那些
佛学书籍之后，感觉佛教里
的一切都是淡淡的，看来无
情却是大慈悲，才发现自己
对生命懂得太少！但我仍然
在继续冥想自己的前前后
后，尽管苦思的结果是出世
不能入世不甘……有一天，
我给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梯
子叫“随缘”！于是，让文字
随缘！让生命随缘！

莲花，被出家人视为得
道，被文化人誉为高洁，所以，
也被世俗人认为吉祥。在现
实里，每个人看到的莲花都一
样，一半入尘一半出世。莲的
历程是通过污泥的呵护走向
洁净的美丽！如心经所讲：是
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
净……所以，在淡泊流年和世
间百态里，为人尽力愉悦周
围，也不忘温暖自己，不必让
固执索求和刻意回避把自己
逼到落魄。既然跳不出红尘
万丈，就只能与它交好。既
然彼岸的世界，需要若干身
世才能到达，就不去浓烈相
守，选择淡淡相依，并为此先
尽可能做好今生。我来世间
是以过客的形式，尽管觉醒
一直不来惊扰我的尘世梦，
而向莲一样随缘地生存和包
容是我一直的向往，心里知
道自己与她相去甚远，还是
很想努力。所以，这段时间
心绪积累的文字，在一片安
静里，形成108篇小文，文字
内容如诸上所述的心境，有
淡然，有纠结，还有长长的祝
愿和感恩。把这些有种种关
联的所想所感穿在一起，也
就只能算一段萍客莲情吧！

萍客莲情

诗性探觅中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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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夫/文

雪域开拓智力，蓝天放飞心灵，
草原滋生审美，天珠带来神缘，
民风养成操守，在一次次阅读
大自然、体验藏文化的过程中
修炼成一颗爱美敬美的善心与
悟性。因此，其笔下就具有一
种高原的纯净与祥和，就有一
派草原的和煦与辽阔，就有一
种太阳的透明与温暖。这，可
以说是藏族女作家拥塔拉姆力
透纸背的审美基调与表现风
格。而在诗集《萍客莲情》中这
种独特的审美基调和诗性语言
的表述更为突出。

中国诗辞中不乏对莲花赞
美有加的佳词妙语，“出污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几乎老少
皆知。作为现代藏族女诗人的
拥塔拉姆也对莲花有一种独特
的情愫，并且也参透了智性的禅
意理解：莲花，被出家人视为得
道，被文化人誉为高洁，也被世
俗人认为吉祥，在现实里，每个
人看到的莲花都一样，一半入尘
一半出世。

莲的历程是通过污泥的呵
护走向纯净的美丽，如心经所
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
不净。所以，在淡泊流年和世间
百态里，为人尽力愉悦周围，也
不忘温暖自己，不必让固执索求
和刻意回避把自己逼到落魄。
既然跳不出红尘万丈，就只能与
它交好，选择淡淡相依，并为此
尽可能做好今生。她在这首诗
里更深情地写道：

萍客莲情/何时能卸下装
扮/浸泡在功德水里/与一株莲
开始清澈的对话/等待一次逢
缘的绽放/无论在佛前/还是在
红尘……

禅意浸透的诗句让我们在
阅读欣赏中知不觉地走进诗人
的意境，读罢却一时忘了放下，
甚至返复再读。其诗意所指并
非仅仅浮现于文字的表面，而令
人不得不深究其内涵。在《莲花
泪》这首诗里，诗人更是独辟蹊
径，把世人落套的“莲花情结”翻

了个面：
世人称赞她身姿的美丽/也

诅咒她身下的污泥/……请不要
说/我的母亲肮脏/我金盆中的
莲子/洁白的香藕/挺拔的箭叶/
醉人的花朵/哪一样不是出自/
母亲的妙手呵护/我不愿意/出
污泥不染而自居/我不愿意/以
忘宗背祖为荣/请把所有的赞叹
和美誉/呈送于我的母亲/离了
她的怀抱/我将是无定的浮萍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就应
该让世界从微观到宏观深刻地
认识脚下的土地和自己的民
族，这也是一个自觉的行为。
纵观手上这汇聚的“108 颗“诗
歌的珍珠，许多看似平常的意
相，在诗人的笔下都不同凡响
地折射出辉光：

有如浮云过访/抹去所有踩
出的印迹/情节就会消失/颜色
就会褪去/走出自己酿出的华
丽/张张图片/是无常的写真/不
用假装自己/此时的自己/不再
是不肯消失的人/朝夕里的合
十/便是此生全部的行囊/合上
影集/浮云飘过尘埃/可以想象/
来世的钟声（《影集》）

我向红尘静静地点头/默默
注视遥远的星空/喜欢那初见的
星空/还有花瓣上的露珠/还有
闪光的白雪/还有风儿写在沙上
的道路/……因为/凡与我们一
触而逝的/才会让我们欢乐或痛
苦/因为我们确实只爱暂时
（《原来只爱暂时》）

从这本诗集的目录上，我们
就能看出，诗人的天生秉赋加上
勤奋写作的结晶：《雨夜无梦》、

《再见》《中秋前夕宴》《叶，飘落
在手心里》《宗塔之夏》《溜溜瞬
间》……真的有“信手拈来皆诗
情“的感叹。灵感放射出的火焰
能够照亮读者的心，来自神喻的
启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已。
而作为事业有成的女诗人，相信
在康巴高原这片热土孕育下的
精神世界里，会有更高的自我超
越和更加博大的胸怀。

雪域，雪是主体世界，
《萍客莲情》以一颗冰雪般纯净
的心，用一片片雪花，构成一个
个诗句，抒发对自然、对人世的
牵绊眷念之情。

她对故土文化有着执着的
热爱和追求，并能作全面地审
视、思考，甘为民族文化宣传者
和传承人；她热衷于排列脑海中
的文字，因为排序的不同，可以
让它的意义无限。

毋庸讳言，诗人在这本诗集
中既没有故作高深的泛议，也没
有以此确立自生的道德准则来
装饰一已的形象。因为“作家不
直接担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栗原小荻一
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作家是灵
魂、命运、赋予的职业。作家不
是俗世物质生活的复印机，更不
是时刻追随物质生活的侍从。

拥塔拉姆在诗集开篇的《自
序》中就直言道白自己写诗是源
于“心动”：我，一直离不开佛教
所讲的贪、嗔、痴的轮流回顾。
走在尘世的风景里经过不少世
事，下意识里无法回避生命无常
的种种提示，所谓心向于儒释之
间，身委于经济之道，就这样，在
梦与醒的交界处，莫名的挣扎一
直伴随左右……但我继续冥想
自己的前前后后，尽管苦思的结
果是出世不能入世不甘……有
一天，我给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
梯子叫“随缘”，于是，让文学随
缘，让生命随缘。

诗 人 在 这 里 公 布 的“ 随
缘 ”，并 非 俗 人 所 理 解 的“ 认
命”，而是缘于佛教里的“一切
都是淡淡的”。

“听说过三生的轮回/却依
然/在不同的故事里/演绎着相
同的主题”；“我们活着/在无法
背弃的宿命中/等待无法违抗的
结局/既然活着/心灵需要有所
依托/惟有信念/可以改变/人生
的索然无味”（《我们活着》）。

“盼望安定的一颗心/却无
法与尘世绝缘”（《眺望》）。

诗人在其较长的诗《普陀
缘》、《九华缘》、《峨眉缘》、《五台
缘》里更是参悟有加：“禅透一点
佛法/了悟几缕佛心/尔后/继续
走天涯”。

栗原小荻在《逼近诗歌本质
的信仰》中指出：“如果我们仅是
坚持笃信诗歌是灵魂的艺术，语
言是抵达这一艺术殿堂的唯一途
径，依然还是不能证明我们的探
索档次就已经很高。”笔者在这里
的引用，并非是想定位拥塔拉姆
这本诗集艺术成就的高低，而是
竭力想探寻到诗人带着哲理和禅
意的诗性表达的终极指向。

无独有偶，我在诗人的经历
介绍中得知，她生长在雪域高
原，曾翻译过《朱倭古舞》（作家
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将
108 首古舞歌词以汉语对照的
形式加以翻译并策划出版了民
间原唱 DVD。请注意这里的

“108 首”；而在她出版的这部诗
集中也恰好收集了她创作的

“108 首”诗，这很容易让人想到
由 108 颗 佛 珠 串 联 的 佛 器 。

“108”在佛教中代表什么？108
含义即：六根（眼、耳、鼻、舌、
身、意）、六尘（色、声、香、味、
触、法）、六入 （六根所缘的六
尘的感受）=18再乘3（三世的意
思）=54 再 乘 颠 倒（2）就 等 于
108。 所以我们念佛要 108 次，
意思是把三世一切颠倒之六
根、六尘、六入通通念掉。众生
没有六根、六尘、六入和颠倒，
当然成佛啦！在这里，“108”这
个数字并非是无意的巧合，应
该是带有禅意的隐喻。另一位
川内著名的评论家李明泉先生
早在拥塔拉姆出版散文集《守
望故乡·宗塔花海见闻》（四川
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时就指
出：康巴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
了拥塔拉姆这样一大批杰出的
女性，她们从小在朱倭歌舞的
熏陶中饱汲藏族优秀传统文
化，在宗教仪式中获得慈悲情
怀和仁爱心性，神山给予启迪，

■佚名

《萍客莲情》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拥塔拉姆新作诗集，诗集收录了她不同
风格的108首诗。感觉与以前读到的诗
有些不同，从内容到风格已经发生了缓
慢的变化。我认为她的诗前期偏于婉约
抒情，体现出一种清净的禅意。后期则
有意无意地融于佛理，所谓的“随缘”，注
重于一种轮回的探索，更多写到乡愁乡
情和她对人生的体悟。

诗歌来源于生活，生活就是诗。我
自己就喜欢写些所谓带民族风格意境的
诗歌，但这种意境不是说单纯的平铺直
叙，而是通过意境的描写，表达是当时自
己一种情感甚至说一种人生态度。拥塔
拉姆的《萍客莲情》这本诗集，前20首诗，
在描绘情节的时候，透浓浓的佛家氛围，
感悟的是生命的丈量和人生苦短，展现
了豁达宽容与苍凉孤独相融合的矛盾，
透露出希望与悲情冲突的无奈。

如诗《莲》“莲/一半如尘/一半除尘/
半梦半醒地开着/遗世独立的清凉/在每
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一份属于自己
的自在/创造一片属于心灵的风景/莲开
在美丽的季节……”这是诗集的主题，正
如作者《自序》写的那样“我，一直离不开
佛教所讲的贪、嗔、痴的轮流回顾。走在
尘世的风景里经过不少世事，下意识里
无法回避生命无常的种种提示，所谓心
向于儒释之间，身委于经济之道。就这
样，在梦于醒的交界处，莫名的挣扎一直
伴随左右。”这段文字的描写也许这就是
意境吧。“随缘”，让文字、生命都如此。

“既然跳不出红尘万丈，就只能与它交
好。既然彼岸的世界，需要若干身世才
能到达，就不去浓烈相守，选择淡淡地相
依，并为此先尽可能做好今生。”正如诗

《家》“虽然伴有雷声雨点/虽然拥有酸甜
苦辣/我们仍然/坚持着曾经的若言/体
验着爱情的平静/遵守着爱情的自然/承
担着爱的责任/我们仍然/经营着一个
家。《佛与众生》这首也是“回眸间/富贵
飘在云中/功名写在纸上/生命如花也归
尘/一枚贝叶落地的刹那/红尘已在身

后/迷离的梦依然醒着/佛渡众生/缘到
了/便是终点/”。虽然作者说是随缘，但
我却更多的读到了徘徊与抗争。

诗是生活，只有对生活的热爱，才
有写不完的诗行，才有常新的激情。为
写诗而写诗成不了诗人。我也非常赞
成“无为而为”。有诗兴有感受写下来，
能发表，则发表，不能发表则罢，但同时
努力把诗写好。拥塔拉姆《萍客莲情》
中间的 60 首诗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

《文殊唐卡》《酥油灯》《月食》《折多河》
《父亲美》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可以看
出诗人是多情的，字里行间不仅是对爱
情的挚着，孤独守望月儿的浪漫，伴随
着一股乡愁，一丝情感，通过心细如发
的敏感神经变成为文字，见月缺而神
伤，看花落而悲叹。鲁迅说：“诗原为民
间物，文人占为已有，然后扼死……”拥
塔拉姆的诗恰恰是“放生”，还诗与民
间。我的家乡山岩一直流传着现唱，现
编的民间歌谣对唱形式，在广大藏区这
种现象很普遍，一是考说唱者的反应，
就是智慧；二是考对文化的掌握，涉及
传说、宗教、历史等。我在读这 80 首诗
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明显。比如《文
殊唐卡》“在唐卡的中央/文殊端庄而美
丽/亮智慧之剑在头顶/剑焰照亮我的眼
睛/智慧法相的幻化/洗尽心的愚昧/合
上双眼胸膛仍光明……”

我感觉到诗人凭着对家乡的眷恋，
对佛经的禅悟；凭着对生活、对诗歌本身
的热爱；凭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间
真善美的赞扬，不唯主义，不唯流派，坚
持个性，写出了属于一个藏族女性自己
的诗篇。比如《普陀缘》“真实地伫立莲
台下/观音幻化的无形身影/无处不在/
意境里/爱恨在疏离/悲喜在模糊/昨日
的惆怅换今日通透/过往的迷醉换此时
清醒/……”又比如《我们活着》“我们活
着/在无法背弃的宿命中/等待无法违抗
的结局/既然活着/心灵需要有所依托/
惟 有 信 念/可 以 改 变/人 生 的 索 然 无
味/”……”赞美诗者都说：诗人，痛苦中
凝成珍珠，热爱中才拥有黄金；诗人，拥
抱所有的苦难，然后去点燃艺术的灯。

读拥塔拉姆这些诗我便从中体会到一个
藏族女性的脉搏跳动，听到她对生命的
另类诠释，看到他对故乡的怀念与乡愁
挂脸。平凡中透出的一股激情，一种勤
奋，一份悟性和一片热爱之心。

一首诗就是一段回忆，作为一个感
性的诗人，所创作的诗在痛苦中在欢乐
中在追寻中才一次次升华。比如《温柔
的放手》“如果/曾为一剪彩虹/放弃过
平淡/别忘了/风雨阳光会依然……”失
落的是个人的愿望，升华的是一个诗人
对世界与人类的大爱。如如《梦忆》“每
一种难以吐露的情思/犹如幽谷中每个
渴求的灵魂/我也是命运筛子里的谷子/
只是对命运的遗产报以微笑……”我觉
得这些诗在艺术风格等表现上，特别是
后28首诗，无论是空灵的、豪迈的、委婉
含蓄的、朴实的、浪漫的、探索的、神秘
的、纯真的、孤寂的，表现出各不相同的
精神面貌和作者个人的气质。这在《旅
店》这首诗里特别明显的透出。那是无
奈、感伤、怀念、随缘。“脚下的旅程如
风/所谓归宿/也只是暂寄身躯/停留是
刹那/转身既天涯/终宿的旅店/也都是
一捧黄土”。

有时我想，作者的心思是否太过于
细腻，何不放开些。因为生活何尝是这
样的精雕细刻，它原本就是粗糙的、朴
实的。诗人的生活是参与的而不是置
身其外的，是浪漫和现实的，是理想和
须要追求更须要审美“掌握”的。也许
我原本不应当这样不知痛痒地对《萍客
莲情》进行评说。也不该有个人的冀望
或奢望，但是，如果没有了生活的真实，
没有了生活的参与，没有了激情的理想
和现实的深邃思索，我们的诗是否能再
有一个令人期盼的高潮？总不能真如
作者《自序》写的那样“有一天，我给自
己找到了一个梯子叫‘随缘’！于是让
文字随缘！让生命随缘！”如是这样我
也是“随缘”地怎么一说：十世轮回的修
为/五百年菩提树下无悔等待/任随花开
花落/雨滴刷脸/还有那雪花覆盖/只为
能感觉今生你的脉搏/听到均匀的呼吸/
让忧愁断翅/心如止水……

生活就是诗

■杨燕

我和拥塔拉姆素未谋面，但她的散文集《守望
故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炉霍的山水风情不
仅让她依恋，更吸引我对那里充满了向往。

我的阅读是以一种欣赏散文的心情进行的，
那些优美的诗句，如同散文里的精彩笔墨一样，让
我读着便觉得是一种享受。

诗集里收录的108首诗文，让我突然联想起了念
珠，也是108这个数字，108颗念珠用线串起来，表示
菩萨的殊胜功德，手持念珠随时诵念以增定力，以生
智慧。我想，拥塔拉姆的这108首诗文，也许就是她
心路历程中凝结起的心的念珠，每一颗都满是她的感
情，是她用文字对生活最好的诠释和最美的记载，拨
动每一颗，都能让心随着文字漫游、沉淀。

曾经听一位老师说起，他们那个年代对诗歌
的痴迷，那是一个诗歌盛行的年代，是一个诗歌全
民写作的年代，读诗、写诗是很多人生活中不可少
的，那时通讯不发达，人们只能从报纸、杂志等刊
物上寻找能满足内心渴望的诗歌，能读到一首好
诗，足以让他们兴奋、感动很久。如果有一首好
诗，那也肯定是口口相传，现在很多人就都还保留
着那时的诗歌手抄本。

像我们80后，成长的记忆里，就已经少了很多
诗歌的影子，读诗的人少了，有影响力的好诗更少
了，只能从别人的叙述中想象那个集体诗歌的年
代。对于诗歌，能想起的也就只有那些曾经的经典
之作，如海子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
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
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黑夜给了
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席慕容的“今
生将不再见你，只为再见的，已不是你，心中的你已
永不再现，再现的，只是些沧桑的日月和流年。”这
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
和记忆。之后，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了解和学
习，能说出名字来的现代诗人仅他们几位而已。

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这里也有一批热爱文
学的作家们，特别是近年来逐渐成熟、壮大的康巴
作家群，每一位老师和他们的作品，都值得我们认
真学习。其中也有几位写诗的老师，听一位热爱诗
歌的文学爱好者说，他们的作品深受大家喜欢。在
世人大呼“诗歌和诗人被边缘化、世俗化”的时候，
他们对诗歌的执着、坚持，让我们感动。

再说《萍客莲情》，这是一本拥有浓浓康巴气
息的诗集。《酥油灯》里，“酥油灯/驱散身边的黯
然/照在菩提树上/滴落昨夜的雪和霜痕/酥油灯/
闪动在佛龛前/照亮心地/菩提树上/可以看见盛
开的花朵”。《天生天葬》里，“当我结束春夏秋冬
时/请把我那最后的形式/也尽献于群鹰/给鹰一
份生的力量/让我承它们的翅膀/延续在蓝天/在
羽翼下/让山水消失区别”。这些闪着民族元素的
符号浸染着厚重的康巴文化，是诗，也是情。

故乡的山水通常都能给予写作者无限的灵
感。“折多山下折多水/不知欢腾了多少个千年/溶合
无数草木精汁/万年雪山盛开一路浪花/贡嘎之风在
河面舞蹈”。美丽的风景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美丽
的诗句，她用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了她看到的、感受到
的美，从她的文字中，我们又在自己的脑海里还原了
这美景，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可以用文字丰满自
己的想象，到过的人可以在文字中让记忆更加生动。

《月食》《门窗》《雨中》《叶飘落在手心里》
《旅店》《山歌》，这些都是作者在平凡生活中，
通过自己细腻的观察和一颗敏感的心捕捉到的
情思，这些在很多人看起来普通的事物，也能让
她为之心动，通过她的表达，借她的眼睛去发
现，原来这些普通事物似乎也不再普通了。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人说，“文字本身并
不自带力量，但文字作为意义的载体，承载了可以
碰出思想火花的燧石，必定会对阅读者产生作用
从而显示出其威力。”小说，散文、诗歌，只是文字
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相同
的。这些有力量的文字，是直击人心的，或让人温
暖、或让人颤栗，在与心的交流中，文字总能撩动
心灵深处那根琴弦，奏出和音。

对于写作者来说，文字是心灵最好的陪伴，就
如拥塔拉姆自己所说的，“出于种种感染，不知不觉
形成爱好和习惯，时常把点滴的感想和思绪落成文
字。一是喜欢行笔时那种自己回到自己心里的自
在和坦然，属于非职业化和最个人化的写作。二是
在闲暇时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得有
意义或似乎有意义。”就是这样，在自然状态下，最
本质的表达，是最能打动自己和读者的。

读完这本《萍客莲情》，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其中
一些句子，“没有一片雪花/因为意外落错地方”，“以
山为纸/以云为墨/请文字超越风景/把浮沉写成沉
宁”，“冬去春来/似水如烟/流年不复返/风柔雨润/
花好月圆/人生须尽欢……”读过一遍能留下深刻印
象，我想这应该是作品对读者而言最重要的吧。

诗歌理论家谢冕说过，时代呼唤着诗歌的关注
和承担，也期待着这一时代的精英通过他们个人的
领悟，概括并展示这一时代动人的脉搏和心跳。惟
有忠实于当代生活的诗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
一个诗人回避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生活，他充其量只
是一缕飘散的云翳，时代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

不仅这一本《萍客莲情》，也不仅拥塔拉姆，我
们身边更多的作者和他们的诗，保留了时代的体温
和气息，他们将会为自己，也为别人留下点什么。

108颗心的念珠拥塔拉姆，女，1969年8月出生，四
川省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在中国新
世纪之声《共和国颂歌》征文评选活动
中，以作品《艰辛育林造福后代、换来秀
色情暖人间》入编并获长篇通讯一等
奖。2007年 9月出版散文集《守望故
乡》、2009年12月出版散文集《无恙》、
2010年将108首古舞歌词以藏汉语对
照的形式加以翻译并策划出版了民间原
唱DVD《朱倭古舞》、2011年出版诗集
《亲吻雪花》和画册《郎卡杰唐卡》。其中
《亲吻雪花》荣获第五届四川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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