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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天下一块神奇的净土 
 

我头一次听说"色达"这个地名，是在两年前的秋天。 

  

那年夏季，我去山西五台山朝佛，有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四众弟子一起得到了青海

高僧夏日东活佛所作的大威德金刚灌顶。在五台山一座供奉宗喀巴大师像的密 宗道场"

十方堂"里，我结识了一位法名叫"果贤"的年轻出家人。他曾是某高等学府的英语教

师，因着在生活中遭受了某种大挫折，不久前在极度心灰意懒中遁入 了空门。回上海

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尽我所能劝慰几句，并寄去了在五台山拍的几张照片。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果贤的回信，信封上盖着伴有藏文"四川色达"的邮戳，那邮戳很特

别，比我们平时所见的至少大上两轮。他首先向我解释了没有马上回信的原 因，那是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里忙于为去藏地的一所佛学院求学作准备。而此时，他已如愿来到了

四川色达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并决定在这里呆上几年，修学藏传密宗 红教的最高大法

──大圆满等诸法。 

  

在他的信里，透溢出一股积极豁达的情愫，先前留在我印象中的那种悒郁之气已一扫而

空。信中说："当初我是带着极度厌世、对人生百般无奈的心情踏入佛门的。 但不久才

发现，我遇到了人生这么珍贵、多么难得的东西……"我为他能摆脱两个月前在五台山

时还相当低沉悲观的心绪而感到宽慰。 

  

他在信中还告诉我，在色达的这所佛学院里，除了有多达数千的藏族学员，还有几十个

汉地去的学员，学院专门安排了教师用汉语为他们上课，学法的机缘很好。  

色 达？色达在哪？我从书橱里找出一本全国地图册，翻到四川省那一页，寻找过去从

未听说过的"色达"。找来找去，喏，找着了，它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海 省，属

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领地。从地图上看，用棕色细线条表示的低等级的"一般公路"通到

这里嘎然而止，而用红色表示的铁路线，甭说，跟它更是风马牛不相 及。它的位置大

致在青藏高原东端，巴颜喀拉山南部，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 

想不到在佛教式微的今日，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还会有这么一所几千人的 

佛学院，而且学院里有藏族老师用汉语向汉人传授藏传佛教，这令我怦然心动。色达，

色达，我真想马上到这个地方走上一遭…… 

  

不过，一段奇特的遭遇，使我直到两年之后，才有机会踏上我孜孜以求的西行求法之

路。 

  

乘了两天两夜火车，又坐三天长途汽车，一路盘旋颠簸，翻过二郎山、折多山等数座高

山，历时一星期，行程七千里，终于找到了位于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处的色达喇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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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佛学院。 

  

当我看到这所佛学院的第一眼，我不能不说，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悚了。  这儿是一片

远离尘世的群山，山势辽阔，峰峦起伏。群山离最近的城镇色达县城七十多里，不通公

交车，距山脚下的一条简易公路有十来里山路。 

  

在层层叠叠群山环绕之中，以佛学院的一座大经堂为中心，四面绿草覆被的山坡上，密

密麻麻搭满了不计其数的小木屋，延绵数里，一眼望不到头。小木屋都极简 陋，墙壁

用粗糙的木板钉成，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里涂着泥巴，窗上大多没有玻璃，靠几层塑

料纸挡风遮雨…… 

  

在雄阔的群山之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在内地，你从来见不到如此晴朗明澈的天空。

这才是真正的朗朗晴空，晴空朗朗。而且，你看那天空的蓝，碧蓝碧蓝，蓝得 那么清

彻，那么晶亮，就象是刚用最洁净的银河水洗过似的。你再看那蓝天上的朵朵白云，雪

白雪白，白得出奇，白得耀眼，并且那么富于立体感和动感，当它们漂 浮在碧蓝的天

空中时，就象是活的生命体在太空中自由遨翔。 

  

透过蓝天白云，白亮白亮的阳光普照大地，放眼望去，阳光下一切景物都显得那么明明

亮亮，清清朗朗。 

  

真是不可思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会有这么多人跑到这几乎是与世隔绝的高

原山坳里来修学佛法。这真是高原上一片神奇的净土。这高原上的一草一木，这高原上

的蓝天白云，都在你心中唤起一股特别崇高的感情…… 

  

关于"色达"这个地名的来历，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蒙

古某部落的三兄弟之间，发生了争执，三兄弟没法再共处下去，有一个兄弟 便带着全

家离开部落，前往南方寻找新的安身之地。途中他遇见一个喇嘛，指点他说，你继续往

前走，走到一个有金马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安家之处。喇嘛说完就不 见了。他们来到

今日色达的地方，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大块平原，地势平缓，草木丰盛，群山中有一座山

的形状有点象一匹马，便停了下来。当他们安营扎寨时，从地 底下挖出一块状如母马

的黄金，这更使他们确信，这是神的旨意，他们从此应该在这儿生活下去。 

  

后来，人们便把这个地方称为"金母马坝"，译成汉文，就是"色达"，"色"，在藏文里是

金子的意思，"达"，藏语里是指的就是马。 

  

今日色达，在几处山腰、山脚下都发现了金砂，已引来一些淘金者在这儿竖起井架，搭

起滤槽，忙着采砂淘金。在色达县城的十字路口，耸立着一座建于八九年的高 大的金

马塑像，就是为了纪念有关色达的这一美丽的传说。这座雄姿英发的金马塑像已成为今

日色达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色达县建制于五十年代中期，当时面积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后被青海省不断往南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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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大减，四川省遂为此跟邻省打起了官司。后经国务院裁定，承认被蚕食掉 的土地

在道义上应属于四川省，但两省分界以维持现状为宜，下不为例。今日色达县面积八千

九百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六千一百平方公里大 45％，全县人口三万三 千，只及上海一

千五百万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二。 

  

地处青藏高原的色达全境，平均海拔三四千米以上，其县城所在地海拔三千八百九十

米，听说比西藏拉萨的海拔还高出几百米。 

  

五明佛学院的位置在色达县东南靠近洛若乡的一处群山之中，海拔比色达县城还稍高一

点。若非法王晋美彭措在这儿办起了这所佛学院，过去这儿是人迹罕到之地，除了偶有

出家人来此闭关修行，根本没人会跑到这里来。 

  

而此刻，我来到了这里。 

  

蓝天白云下的五明佛学院，显得那么气势庄严，又那么安祥宁谧。 

  

最初的一阵震悚过去之后，一股欢喜心在我全身弥漫开来，感到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一

种说不出的喜悦与畅快，继而，不知怎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出眼眶，浸润了 我的眼

睛。我真想俯下身去吻吻脚下的大地。啊，蓝天下一块神奇的土地，我心中的一块神圣

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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