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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目中，作家平措扎西就

是 一 座 珠 穆 朗 玛 峰 ，他 有 结 实 的 双

腿，有神奇的“双笔”（藏语文写作和

汉语文写作），更有对西藏文化的赤

胆忠心。

当然，很多时候，高原上的平措

扎西用藏语文写作比汉语文写作的

平措扎西更有活力。这是应该的，高

原上的阳光、连绵不绝的山峰、高远

处 的 雪 山 ，诱 惑 他 、灌 溉 他 ，滚 烫 的

血、猛然的心跳，让他成了西藏文化

中的一座珠穆朗玛峰。

但命运如此奇妙，由于他的苦旅、

他的朝圣，由于这本《寻迹》，“汉文版”

的平措扎西可以和“藏文版”的平措扎

西平起平坐了，平措扎西为藏文化和

汉文化贡献了两座珠穆朗玛峰。

40 万字！这 40 万字的文化苦旅

是怎样的艰辛啊！全书共七章，几乎

挖 掘 了 日 喀 则 所 有 藏 文 化 的“ 富

矿”。在雕版上的岁月往事中叙述那

唐寺拥有全部手抄本的 4839 部《甘珠

尔》《丹珠尔》。朗杰扎桑在建造昂仁

曲德寺，可以等同于平措扎西的日喀

则“寻迹”。寻找也等于描绘，隔着时

空的平措扎西在和唐卡艺术史上的

钦泽和顿珠对话的时候，他们已成了

血脉相连的师兄弟了。

“当我循着历史的足迹，一步步

探寻她的深处时，我诧异于她的博大

和深厚，也迷茫于她的复杂和丰富，

我深知一支秃笔无法写尽这里的所

有，她本身就是一本无人逾越的大地

之书。”

这是平措扎西对这块土地的尊

重，这也是他写作这本书的初心。有

了这样的初心，平措扎西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如此扎实，从藏戏的

历史到藏香的制作，他记录下年楚河上激越的浪花，也记录下扎

什伦布寺嘹亮的法号，还有陈塘的万紫千红、朗萨姑娘的遭遇、写

出厚重《唯集大全》的王布东、大诗人阿旺吉扎、风雨晦暗中的乃

宁、亚东的茶马古道、作为母亲河的雅鲁藏布江……平措扎西就

像一个虔诚的转山人，怀揣着带着体温的纸笔，行走在漫漫转山

路上。

我一直在猜想，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定义平措扎西，

我猜想了很多角色，苦旅中的平措扎西，也是苦恋中的平措扎西，

当我读完《架桥的戏师》后，我顿时感悟到，平措扎西就是唐东杰

布，他的传道就是他的建塔、架桥和排戏。时光的河流湍急，遗忘

的车轮碾压，惟有虔诚的记录和书写，才能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烛

照我们的初心。

平措扎西是我在 2004 年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研班的同学，班上

有许多意气风发的作家，从高原而来的平措扎西却是非常低调

的，有了这本厚厚 40 万字的《寻迹》，平措扎西就像《为学》“蜀之

鄙”中的那个穷和尚，而我们则像那个富和尚，我们总是在梦中写

着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当我们还在高谈阔论的时候，苦恋和苦

旅的平措扎西已经抵达了南海。

西藏文学界今年又收获了一部重要

作品，这就是平措扎西的文化散文集《寻

迹》。

这些年来，西藏文学始终是在艰难

中跋涉，偶尔在中国文坛上灵光一现，随

后又沉寂、消失，难以有一股持续不断的

韧劲去闯荡和立足，难以形成群体化的

规模来创作，大多都是单打独斗，这当中

的诸多因素，难以用几句话来道清楚。

但是，真正热爱文学，想用文学为民族立

传，用文学为时代记录的人，却满怀一颗

虔诚的心，甘于寂寞，默默地用文字书

写，他们的字里行间倾注的是浓浓的痴

爱。当下的西藏文学无论如何得不景气

或寂寥，这些人却在执着地耕耘着，不受

环境影响，只为对得起自己肩负的那份

责任，只为对得起作家这个称号。平措

扎西就是其中的这样一位优秀作家。

纵观当代的西藏散文创作，作者们过

多地纠结与自我的小情感，叙写出来的作

品缺少广阔的胸襟、开放的视野、高贵的

品质，呈现出来的是对山川大地的咏叹，

是对亲情友情故土的一声隽永的叹息，这

样 的 创 作 使 西 藏 的

散 文 作 品 一 直 停 留

在 个 人 情 绪 的 抒 发

上，而无法跃升到家

国、人类这种大的情

感境界，导致很难有

优 秀 的 作 品 问 世 。

平 措 扎 西 的 文 化 散

文作品，试图从这种

更 高 的 视 野 来 审 视

民 族 历 史 、文 化 变

迁，在追忆前人伟大

功绩的同时，带着审

慎的批判眼光，对往

昔、对前人进行一个

公 正 而 客 观 的 叙

述 。 平 措 扎 西 的 文

化 散 文 集 使 我 想 起

了另外一位作家，她

就是已故的塔热·次

仁玉珍，两位作家的

散 文 作 品 有 许 多 的

共性，都是以文化散

文为主，写自己熟悉

的民族文化、历史、

地域、习俗等，但两

人 又 有 很 明 显 的 区

别，塔热·次仁玉珍

是满腔炽烈的情感，

笔端更多的是在表现，浑然天成，古朴拙

雅，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民族的那份深情

挚爱；平措扎西却是从某一个点上入手，

呈现其背后更多被尘封的岁月，是审慎

地端详、揣摩、推演，既有理性的批判，更

有扼腕叹息和深切悲悯。如果我对文学

作品的鉴赏力没有出现差错的话，这两

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可以说是当下西藏文

化散文的最高点。

《寻迹》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世俗西

藏》的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全书共分七

章，用三十五篇作品讲述了日喀则的历

史沉浮，文化演绎，为读者掀开了尘封的

历史一角，把我们驮在文字的羽翼上，飞

越时空的峡谷高山，跨过湍急的年楚河，

寻觅流逝岁月中的破碎之影像，让我们

目睹了伟人的风采，智者的锲而不舍之

精神，更是描绘出了藏民族文化的递进

轨迹。之前，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的老院

长夏玉·次仁平措对我说：“你有机会一

定要到后藏去，那里对藏民族文化产生

过深远的影响。”他还专门给我赠送了他

的研究生写的几本藏文论著。这些书对

我来讲真是开卷有益，学到和明晰了许

多曾困扰我的问题。这次又通过阅读平

措扎西的《寻迹》，更加印证了那块土地

为藏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推动历

史进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例如，萨迦贡

嘎坚参为祖国统一而不辞辛劳、唐东杰布

创建藏戏、那唐寺的觉木旦为收集全套

《甘珠尔》《丹珠尔》而鞠躬尽瘁、一心为文

化传承任劳任怨，清贫一世的智者布东确

列南杰、乃宁寺的兴衰印证了惟有国家强

大，才能保一方平安……《寻迹》的内涵极

其丰富，从当下现实生活入手，层层揭开

往昔的一幕幕，让我们对历史的沧桑，须

臾消散，唏嘘喟叹的同时，对先辈们为后

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深感自豪。这丰

盛的文化遗产不仅是藏民族的，更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

富了我国的文化多样性。《寻迹》这部文化

散文集对藏民族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

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复原了被尘封的历史

瞬间，让历史的画面凝固在文字里，成为

我们共同的记忆。甚至，它会影响到我们

的后代，让他们对那块土地产生景仰之

情。同时，它也具备了文化史料价值，对

研究藏民族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

《寻迹》的另一个品质就是作者的严

谨和对实地的调研。当下，我区许多写

作者就缺乏这样一种品质，与生活的隔

离使他们失去了根基，也就失去了立足

的大地，作品呈现出来的必然是失真和

漏洞百出，终将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化

成齑粉。记得平措扎西为了创作这部文

化散文集，在日喀则待了很长的时间，书

中也记述了他到各地去的过程，以及寻

找遗址、采访等，如果没有这些扎实的工

作，收集第一手资料，很难写出这样一部

厚实、真挚、饱满的作品来。我想一部作

品能映射出一个作家的人品、人格，也折

射出作家对读者的情怀；一部作品的昙

花一现或绵延不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作家对社会对读者的那份初心和担当。

《寻迹》让我看到了作家平措扎西的这种

担当，以及作品的旺盛生命力。

梁实秋先生曾说：“散文是没有一定

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

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

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

整个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现出来。”《寻迹》

从文风、叙事、语言构筑上也烙上了鲜明

的平措扎西风格，一如既往地在平实、素

朴、稳重中前行。

拂拭尘封岁月之人
次仁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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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游香山》

“艺苑妙品诗书画，黄岳奇观松石云”

董必武《游西樵后赠玉阶》

边增进 作

▲ 油画《秋钓》

◤ 油画《层林尽染》

◀ 国画《莹》

徐淑荣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