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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藏友收藏了一尊清代黄
杨木雕鱼篮观音，那鱼篮观音是三
十三观音相之一，脚踏鳌背，手提
盛鱼的竹篮或为手提鱼篮的民间
少妇形象，又称马郎妇观音。清代
黄杨木雕鱼篮观音，存世量少，其
蕴藏的文化背景深厚，值得收藏。

原来，那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
传说：观音菩萨得道之后，便化作
普通百姓，深入下层人民，对他们
进行教化。有一次，观音得知东海
之滨住着很多化外之民，不懂礼
仪，不谙教化，于是变化成一名渔
妇来到东海之滨一个小镇。正赶上
小镇的集市很热闹，便提着一只竹
篮，竹篮里装着两尾鱼，便混迹在
那一群卖鱼人当中。众人忽然看见
一个很漂亮的渔妇来卖鱼，便一拥
而上，纷纷抢着买鱼。可是渔妇却
问他们：“你们买鱼做什么用呢？”
众人都说：“当然是回去做菜吃。”
渔妇却微笑着说：“我这鱼呀，不能
卖给你们做菜，只能卖给你们放
生。”众人一听，都不愿意，谁也不
想花钱买条鱼又放了。结果渔妇站
了一天，两尾鱼都没有卖出去。第
二天早上，渔妇又来了，仍然坚持
只能卖给他们放生，结果还是没有
人愿意买。只是有个马朗的人却开
始注意渔妇，他发现那渔妇卖的还
是昨天那两尾鱼，可是那鱼离开了
水整整两天还是活蹦乱跳，实在有
点不可思议，可又实在看不出什么
名堂。

不久，金沙滩上的渔民，特别
是那些单身汉，见渔妇长得实在漂
亮，于是便纷纷跑来说亲，争着想
娶她为妻。渔妇笑着说：“你们这么
多人，叫我嫁给谁呢?这样吧，我教
你们诵经，你们谁先在一天之内学
会，我就嫁给谁。”大家一听，都觉
得可行，于是便答应了。渔妇便教
他们念诵《普门品》，结果一天之
后，有半数的人背会了。渔妇又说：

“还是不行，《普门品》只是入门
的，还不能最后分出胜负，我再教
你们念《金刚经》，谁一夜之间念
会，我就嫁给谁。”十多个人都同意
了，于是渔妇又教他们念《金刚
经》，第二天，能完全背会的，只有
三四个人。其他人只好怏怏不乐地
走了。渔妇又对剩下的几个人说：

“先别急，最后的胜负还没有分出
来，我这里还有一部大乘宝藏《法
华经》，谁能在三天之内背会，我一
定嫁给他。”结果三天之后，只有马
郎一个人背会了，于是渔妇便答应
嫁给马郎。可是新婚那天，新娘却
无缘无故地死了，而且尸体很快就
腐烂了。马郎很是难过，可又没有
办法，虽然心中奇怪，也只好将尸
体掩埋了。此后，马郎经常没事的
时候便念颂渔妇教给他的三部经，
念来念去，竟也悟出了很多道理。

观音菩萨脱身离去之后，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马郎已经开
始悟道，于是便又变成一个老和
尚，前去点化马郎，跟他谈经论道，
指点迷津。后来又告诉他，原来他
以前娶的那个渔妇是观音菩萨变
的，不信可以掘开坟墓看看。马郎
将信将疑，果真跑去掘开了坟墓，
里面真的没有尸体，却只有一副黄
金锁子骨。那老和尚说：“现在你相
信了吧。菩萨化身渔妇是为了点化
你。她既然教给你三部经书，你就
应该宣扬佛法，切莫辜负菩萨一片
度化之心，”马郎听了，连连点头，
忽然那和尚就不见了。马郎知道肯
定又是菩萨在点化他，于是回去之
后，便把自己三间草屋变成庵堂，
又塑了菩萨的神像供奉起来，仍然
是渔妇的模样，人们便称之为“鱼
篮观音”。

旧时人们供奉鱼篮观音菩萨
主要是保佑：婚姻美满，白头偕老。

在丹巴县东北，有座余脉延伸
马尔康、金川、小金三县的大山，叫
墨尔多（也叫斯巴嘉尔木）。墨尔多
不算高，丹巴县超过5000米的山有
10座，而它的主峰只有4820米。但
它却很著名，被称为涉藏地区的东
方三大神山，常有信众远涉千里前
来朝拜。

在嘉绒藏族群众心中，这座山
是神山之王，其经历和地位都是其
它神山不能相比的。相传佛祖曾在
天上看见东方的墨尔多，金光闪
耀，就预言那里必是佛法宏扬之
地。又传说很久以前，青藏高原诸
神为清理、明确众神的神权，发起
过一个以喜马拉雅为中心的山神
大会，各方都选出一定数量的山神
前来参加。会上各方山神云集之
时，突然从东方飞来一位神仙，直
到首席位置就座，毫无谦让之意，
众神不服，要与他辩经说法。经七
七四十九天的讲经辩经，他击败了
一个个对手，但众神还是不服，要与
他斗法比武，比武进行了九九八十
一天，最终还是他获胜，众神不得不
服，只得让他占首席位置。当他脱帽
向众神致意时，大家发现他是秃顶，

‘惊叹道：“墨尔多！墨尔多！”墨尔多
为“地母土地山神”，梵文中为“秃顶
闪光”之意。其实，在佛教传入涉藏
地区以前，墨尔多早已被苯教奉为
东方圣山之王、地母神的寄魂山，佛
教兴盛并吸收了苯教后，依然奉墨
尔多为四座神山之首。

据四川民族学院杨嘉铭教授
著文，有本《墨尔多神山志》，系岩
洞中发掘，为曾在墨尔多修行的高
僧所撰，是难得的藏文珍品。该书
讲到墨尔多寺丹巴境内的60座神
山，介绍了墨尔多绮丽风光和众多
胜迹：“墨尔多外貌犹如如意金珠，
蒙上一层珍贵绫绸，即使凶恶的敌
人也无可奈何。内里却俨如空行佛
绫子玛夏若坛城，如似一个蓝色宝
瓶置于地毯上，显示出圣地奇特的
加持力；而圣地的中心宛如伞盖的
骨架向四周伸延，支撑着六十五座
神山。整个神山的内外及中心部分
和形态结构为：山顶的四大圣四业
形状，分为一百个分支圣景……墨
尔多风景殊胜，山顶银白的石山如
宝石堆砌，耸立着金刚一般直插云
霄的高峰，周围的60座神山更显巍
峨庄严，山腰以下地势险峻、河流
湍急、怪石林立、树木丛生。

形成很多处集雄、奇、险、秀为
一体的奇特景观，令人’惊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令一切人工的雕凿黯
然失色。这些奇景，人们无法解释它
的形成，于是被赋予了许多宗教意
义，使神山显得越加神秘莫测。

神山的奇景有很多。在墨尔多
山腰西侧一座座小山梁中部，平地
凸起排排巨大的石塔，形若佛塔，
虽天然生成，却逼真如人工雕琢，
最高的近百米，其塔身由无数小塔
重叠而成，恰好是108座；在自生塔
附近的壁岩上，可见一头像，酷似
千手观音；在自生塔基旁一块平整
的大石上，有天然形成的苯教雍忠
图案；不远处还有手印图案及羚
羊、盘羊图像，被认为是凶神金刚，
有半伸半掩的魔鬼头形图案，有莲
花宝塔图案，有寺庙佛堂图案，有
佛塔宝顶图案，有三尊菩萨并列图
案；有杂色天然石塔，如人工用不
同石料造就而成，有护法金刚神图
案。此外还有多个溶洞，洞内岩壁
上不仅有许多美丽图案，还有天然
形成的六字真言；洞中的岩石形状
也很特别，有的像虎熊，有的像帐
篷，有的如僧人打坐……大自然为
什么会在墨尔多点化出如此众多
的精妙图案，而这些图案与藏族宗
教又密切相关？在古代，在这遥远
的荒山野岭中，这些宗教图案又怎
会被人发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
不解之谜！

在人们心中，墨尔多是神山，
那里的一景一物都有灵性，能保一
方平安吉祥，能使人获得善果和无
量功德，所以，信众们对它的朝拜
千百年从没间断。每年在墨尔多山
神诞辰日（七月初十），方圆数百里
的群众及外省来的信徒和僧人，都
会来墨尔多领略奇山神韵，都会聚
集在主峰下的墨尔多庙里祭祀墨
尔多山神。

在我心目中，山是力量的象征，
是男性的象征。山的名字也往往大气、
阳刚，如泰山、华山、恒山、衡山等。

然而，峨眉山的山名却显得有
些女性、柔美，素有“峨眉天下秀”
之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
要》中写道：“亦曰蛾眉山，以其两
山相对，如蛾眉然。”意思是峨眉山
形象美女的眉毛。还有一种说法，
峨眉山屹立在大渡河边，大渡河古
称“涐水”，“湄”指水边，故称“涐湄
山”，意思是涐水边上的山，山水相
连相恋。作为山名，后来将形容美
女眉毛形状的“蛾”和表示水名的

“涐”变成了形容山形的“峨”，“湄”
也变成“眉”了。

把一座山形比喻成美女的眉
毛形状，可见人们想象力之丰富。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峨眉派，从掌门
到弟子往往都是女性，想必金大侠
也是把峨眉武术归为柔美一派的。
但现实的情况似乎与之相反，有一
次，我游峨眉时无意中参观了峨眉
武术馆，看一众习武之人操练，动
作快速勇猛，刚性十足，并非走以
柔克刚的一路。

峨眉山的山名虽然听起来显
得柔美，但山形山势却是十足的
阳刚，十足的山的味道。峨眉山绵
延千里，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
属邛崃山余脉，东临岷江，北依青
衣江，南眺大渡河，伟岸挺拔，尽
享山川形胜，有“蜀山第一”之称。
李白诗中所写“噫吁嚱，危乎高
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用来
形容峨眉山也是可以的。明代诗
人梦观法师地在诗中直接写出了
峨眉的山高路险：“峨眉高，高插
天，百二十里云烟连，盘空鸟道千
万折，奇峰朵朵开青莲。”

比起诗人的描述，凡是徒步爬
过峨眉山的人更会有具体的感触。
三十多年前，不到三十岁的我，相
约几个朋友第一次徒步爬峨眉山。
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且从小在乡村
山路上穿行，根本没有把几十公里
长的峨眉上山之路放在眼里。然
而，实际行走，才让我们第一次领
略了什么叫爬大山，什么叫不能随
便说大话。

我们早上从清音阁出发，选择的
线路是：生态猴区——洪椿坪——九
十九道拐——九老洞——洗象池—
雷洞坪——金顶，全长接近50公里。
尽管途中有猴子嬉戏，有奇秀山林，
但在山路上的长途跋涉让我们备尝
艰辛，越到后来越艰难，乃至没有多
少心情看沿途的风景和寺庙。大约走
了十五六个小时，最终爬上了金顶。
但我们早已体力不支，即使住了一晚
上，也似乎没有恢复过来。

由于天公不作美，整个金顶云
雾缭绕，阴雨霏霏，日出是看不到的
了。等到中午，我们见天气没有好
转，看佛光无望，只好怏怏下山。虽
然买了一根竹竿拐杖作支撑，下山
也是十分艰难，最后竟然小腿生疼、
打闪。走到半路，只好一人雇了一乘
滑竿，把我们抬下山来。

下山之后，我们一行到乐山市
区住了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去瞻仰
乐山大佛。没有想到大小腿更疼，根
本无力爬上凌云山，只好作罢，站在
江边凝望而已。回去也是过了大约
一周之后，才慢慢恢复。此时，方知
巍巍峨眉山的确是一座真正的大
山。突然想起那天上山时碰到的一
位常年往返山上山下的导游，他对
当时信心满满的我们说：“峨眉山专
治嘴硬的人。”

尽管爬山比较艰难，但峨眉山
还是值得多次去的。因为峨眉山不
只是一座山，它更是一个佛教圣地，
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另外
三座是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
山、安徽的九华山。从地理位置看，
这四大佛教名山各在一方，似乎各
有领域。五台山雄踞燕代，俯南坐
北，是中国北方佛教重镇；普陀山占
东海之滨，四面环海，为南天佛国；
九华山坐于华中，是长江中下游的
佛教圣地；峨眉山挺立在长江上游
的成都平原边缘，无疑是中国西南
地区的佛教圣地。

四大佛教圣地分别是几个不同
菩萨的修行处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
道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普
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是地

藏菩萨的道场，峨眉山则是普贤菩萨
的道场。普贤是佛教传说中的人物，
传说他是印度转轮圣王的第八个儿
子，曾经“证穷法界，久成正觉”。普贤
坐骑为六牙白象，在寺院里，通常将
他塑成骑白象的力士，居释迦牟尼右
边，与居左边的文殊菩萨和释迦牟尼
一起被尊称为“华严三圣”。

峨眉山之所以被视作普贤菩萨
道场，除了一些传说外，最重要的依
据则是《华严经》的记载。该经说：“西
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
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
（普贤），与其眷属三千人，常在其中
而演说法。”既有权威的说法，又加上
昼有“佛光”、夜有“圣灯”，符合佛经
中所说的“光明相”之义，峨眉山便成
为汉传佛教信众崇仰的普贤菩萨道
场，峨眉山也被称为光明山。

今年3月，我与妻子又一次来
到峨眉山。此时，我们已是花甲之
年，对峨眉山更多的是敬畏、膜拜。
满眼见到的已不主要是山，而是满
山的寺院，满山的佛风，那种一入山
就能使人心地笃诚的“佛气”。

第一天，我们先到了大佛禅院。
大佛禅院原名大佛寺，就在峨眉山
市区东郊，是前往峨眉山祈福的第
一站。走进殿内，仿佛整个世界都安
静下来，高高的山门、九进院落、十
一重大殿无不显示出大佛禅院之

“大”。在大悲殿，有一尊巨大的观世
音菩萨铜像。据介绍，这尊铜像高
12米，千手千眼，明万历皇帝的母
亲慈圣皇太后听说后特意赐寺名

“大佛寺”。不过，原有的铜像已被毁
于1958年“大炼钢铁”之时，现在的
观音像为后来重建，用乌木制作。

在大雄宝殿外面有一棵巨大的
菩提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早
已听说的神奇树种，说它“神奇”是
因为传说释迦牟尼曾在菩提树下成
道。树下有一块石碑，刻记着它的来
历：来自尼泊尔，树龄500年，某位
成都居士供奉。我不禁想起那句著
名的禅语：“菩提本无树，明境亦非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从大佛禅院出来，我们前往报国
寺、伏虎寺。报国寺是进入峨眉山的
第一座寺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顺
治九年重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康熙帝取佛经“四恩四报”中“报
国主恩”之意，御题“报国寺”匾额。山
门口有一亭，亭内悬挂一大钟，名叫

“圣积寺铜钟”，原挂于峨眉山圣积
寺，后圣积寺废，移至此处。钟高2.8
米，直径2.4米，重12.5吨，有“巴蜀
钟王”之称。钟体刻有《阿含经》经文、
佛偈以及《洪钟疏》铭文。每当敲钟之
时，钟声清越，远播数里，回荡于山林
旷野之间，使人顿忘俗念。

出报国寺再往山里走，大约一
公里处就是伏虎寺。伏虎寺是峨眉
山最大寺庙之一，初名“神龙堂”，后
因附近虎患，寺僧建尊胜经幢以镇
压，更名“伏虎寺”；一说是因为此处
山形似虎而得名。这里有中国铜塔
之最——华严塔，有全峨眉山最大
的罗汉堂。华严塔高 5.8 米，共 14
层，塔身铸有4700余尊小佛像，塔
体镌刻《华严经》。该塔一次铸造完
成，塔身没有任何拼接痕迹，是伏虎
寺的镇寺之宝。罗汉堂高大雄伟，恢
宏庄严，殿内供奉着500尊阿罗汉，
均按照佛教传统塑造，造像生动，流
光溢彩，佛教氛围浓郁。

到了峨眉山，当然还得去金顶。
第二天，我们没有直接徒步攀

爬峨眉山，而是先开车到“零公里”
（地名），把车停好之后，再坐景区的
大巴车到雷洞坪。到了雷洞坪，还需
要步行一段大约两公里的路到接引
殿，才能坐缆车到达金顶。

彼时还在早春时节，半山以上
不时可看见一片一片的积雪。我们
行走的有些路段也还积有冰雪，踩
上去嘎嘎作响，雪水湿漉漉的，似乎
要浸到鞋子里面来。我们小心翼翼，
走一步，停一步，踩稳后再走下一
步，以免滑倒。

中间有个地方有猴子出没，游
人也在此观看、逗戏。有位带旅游团
上山的导游告诉游客们，看猴子一
定要小心，不要故意去激怒和招惹
猴子，否则会被猴子抢去手中的东
西。此时，有一名男子手里拿着装水
果的盒子，大摇大摆，边吃边走，恰
好被一个猴子瞧见。只见它飞快地

扑过来，将男子水果抢翻在地，飞快
地吃起散落在地下的水果，对众多
游客的惊愕全然不顾。

坐完缆车，也还没有直接达到
金顶，还要走上一段夹杂着冰雪的
山路才能达到，真的是如王安石所
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大约中午十二点，我们
到达峨眉山顶峰——金顶。

金顶又称金殿，是华藏寺其中
一殿，所处位置最高。华藏寺始建于
东汉，当时称普光殿，后改名为光相
寺。明代在殿后最高处营建普贤殿，
由于用黄铜掺金建成，在丽日晴空
下，金光闪烁，熠熠生辉，俗称金殿，
此山峰称金顶。

同许多寺庙一样，华藏寺也是
屡毁屡建。最近的一次重修完成于
2005 年，不仅修复了华藏寺各庙
宇，还在金殿前修建了十方普贤圣
像。此像高达48米，金碧辉煌，号称
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其体量之磅
礴，实有俯视众生的气势，让人叹为
观止，成为峨眉山最大的视觉焦点，
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不辞辛苦登临金顶主要有
两大目的：一是拜谒普贤菩萨；二是
观看峨眉绝顶四大自然奇观之一
——佛光。所谓“佛光”实际上是一
种自然景观，是太阳反射作用的结
果，跟雨后晴空中出现的彩虹一样，
但人们喜欢称之为“佛光”。遗憾的
是，我们这次也没有见到佛光，那天
的金顶仍然是云雾缭绕，不见阳光。
不过，云雾中的金顶又是另一番景
象，虽不见那万丈霞光，但闻阵阵梵
音，青松翠柏间，天地朦胧一片，更
觉佛气之重之深。

下得山来，已是傍晚。遥望峨眉
山，居然看见一轮明月挂在山间，天
虽然越来越暗，月却越来越亮。不禁
想起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
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
清溪向三峡 ，思 君 不 见 下 渝
州。”短短二十八个字，极尽
思乡思友之情。“峨眉山月”
是全诗的诗眼、诗境，是李
白的一个精神符号，也是
中国永恒的艺术形象、
经典的美学象征。这应
该是歌咏峨眉山最好
的诗，也是李白对家
乡这座名山最大的
贡献！

我 想 ，“ 峨 眉
山月”何尝不是
峨 眉 山 的 另 一
绝 世 美 景 ！能
看 到 美 轮 美
奂 的“ 峨 眉
山 月 ”，对
没 有 看 到
金顶佛光
的我们而
言，也算
是 一 种
补 偿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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