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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追求，不是逃避" 
 

慧照师，这是我来到色达后结识的头一个出家人。 （在此先说明一下，慧照──这是

这位出家人的法名，在家弟子为了表示对出家僧人的尊敬，通常都在对方的法名后面加

个"师"字，以某某师相称。） 

  

因着跟我结伴同行的一位女居士的因缘，一到色达，几经询问，我们找着了住在县城的

香根·拉马交活佛的宅第。香根活佛的前世，目前有史可查者，最早的一位是 代玛堪

钦活佛，为宗喀巴大师的首席大弟子。现在的这位香根·拉马交，已是代玛堪钦世系的

第十五世转世。 

  

香根活佛很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上海来客。他一听说我们已把行李留在车站招待所，连连

摇头，当下就叫他的一位弟子陪我们去招待所，把行李搬到他家里来。  

他的这位弟子就是来自北方某大城市的出家人慧照师。 

  

将近一米八十的个头，平刷刷一头短发，穿着紫红色藏地僧服，两臂裸露，一张脸已被

青藏高原的强烈日光晒成赭棕色。鼻梁上的一副眼镜，为这位北方汉子增添了几分文秀

气。 

  

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言谈举止，却处处显得成熟干练。 

  

他今年二月才来到五明佛学院出的家。因两年前曾在北京拜见过香根·拉马交活佛并受

过活佛加持，所以来佛学院几个月之后，经香根活佛许可，从佛学院搬来活佛家里住，

成为活佛的近伺弟子。 

  

活佛家的院子里新盖了一所莲花生大师的经堂，不久前刚刚开了光。在莲师经堂的旁

边，正在建造一所度母经堂。 

  

我到香根活佛家的下午，他们正在整理活佛原来那间经室里的东西，把有些法器、法物

搬到新落成的莲师经堂里去。慧照师是干活的主力。还有活佛的一位女弟子多 吉卓

玛，二十六岁，身体文弱，但为上师出力也不甘落后。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便帮着一

起搬。香根活佛看到我和慧照在抬一只佛龛，很高兴地对我说：你们的缘 起很好，前

几天我就在想，今天要把这屋里的东西搬过去，结果你们就正好今天赶来帮忙，这太好

了。 

  

晚上，让我跟慧照师住一个屋子。谈起五明佛学院，慧照师说，佛学院目前已常住三四

千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所佛学院，也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所佛学 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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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地到这儿来的，多是年轻人，一大半人的文化程度很高，千里迢迢跑到条件很艰苦的

青藏高原上来，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追求，而并非外界不少人误以为的是 什么失意者的

逃避。 

  

他来色达之前，在某大城市某大学办的"新技术公司"里工作。 

  

还在念初中时，他就勤于思考。人生，理想，幸福，痛苦，宇宙，地球，生命，物

质……他很想弄明白自己面对的这个世界的真谛，很想探究人生的根本意义。他跟 自

己的几个要好同学，不知有过多少次彻夜长谈，相互争论，为的是要找到一条通往真理

的道路。可是，他找不到圆满的答案，始终没法摆脱头脑中的困惑。 

  

当他进高中读书时，一股"气功热"在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一个个气功大师相继登台亮

相，一本本气功书刊占尽书市风光。他接触了气功，练上了气功，还当上了 某派气功

的辅导员。气功，功理，功法，功德，特异功能……气功开拓了他的眼界，有时使他从

一个新的角度来思索一些问题。 

  

他发觉在很多功理功法的背后，万法归宗，其实质是释、道、儒的回归。他一旦认识到

这一点，就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传统文化，一头沉浸到先人留下的永远读不完的文化典籍

中去了…… 

  

"那时，我看了不少四书五经，还有老子的《道德经》，你看，这《大学》里的一些论

述，跟老子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等等， 不也可说

是同义而异称么？'道'，这就是宇宙的真理，'止于至善'，也可说就是我的追求。中国

的传统文化确实很了不起，汉族的人际关系，至今未超越《论 语》的水平，很多方面

甚至大大地倒退了……" 

  

  农历八月，中原地区正是秋日朗朗气候宜人之时，而在海拔四千米的色达，到了夜

晚，穿两件毛衣都难御寒意。香根活佛家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令人感到暖意融

融。慧照师打开锅盖，把大蒸锅里的馒头倒出来。"你尝尝，做得怎么样？ 

"他递给我一个馒头。 

  

"嗯，很好。"我边吃边点头。北方人手艺不赖，馒头饱满而有弹性，确实做得好。 

  

他往火炉里加了些木材、干牛粪，又下了一锅。 

  

"还有《中庸》说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不仅是做人的准则，也是修

行的道理啊！"慧照师嘴里嚼着一个馒头，继续刚才的话题。"道与儒，我 觉得都很有

道理，相比之下，'道'更是基础。'逆则仙，顺则凡'，极有道理。老祖宗的这些书，当

时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对人生的认识 比以前大大深化了。不

过，我真正找到人生的答案，那还是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去某大学物理系工作时，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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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来大学传播'藏密气功'的师傅讲了宁玛派的'大圆 满'，对藏密的种种殊胜之处，印

象极深，我豁然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要寻找的东西……" 

  

那个时候，他二十多岁，他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好多。 

  

在物理系干了一年后，他进了大学化工集团公司办的"新技术公司"，任业务员，常有机

会外出。有人跑外勤跑腻了，他是如鱼得水，最好天天在外面跑。利用出差 之便，每

到一处，他必去寻访当地的寺庙，一路上的寺庙几乎都跑遍了。在安徽天长县的一个寺

庙里，他从一个老和尚那儿学到了《大悲咒》，至今受益无穷。但 是，跑的寺庙越

多，他心中的某种失望也越重，这跟他心目中想要得到的佛教大法相距太远了。  

  

九一年回到某市，偶尔结识了一个外地来的居士，从那人口中，头一次听说了"色达"这

个地方，听说了在川北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高原上，有个叫晋美彭措的大法王 办了一个

举世无双的佛学院。那位居士也是偶尔才知道那个地方的：先是去了北京的雍和宫，而

后去了五台山，接着去了峨嵋山，在四川才听人说起川北有所五明佛 学院，于是就跑

到色达去了…… 

  

慧照一听之后，也跑到北京雍和宫去了。他是个天生的组织者，鼓动了二三十个人一起

去。一到北京，他就领这批人直奔雍和宫。这座建于三百年前的喇嘛庙里，供 奉着一

座高达二十多米的檀香木弥勒佛站像，灵气袅袅，百年不散，每天都引得大批鸟儿在万

福阁顶上腾跃盘旋、喃喃拜佛。慧照他们这批人进了雍和宫后，就趴在 地上咚咚咚地

叩大头，一个个都虔诚至极。  

  

几个月后，慧照师再次进京，这一回，他是特地去中国藏系高级佛学院求见副院长却西

活佛的。却西活佛不在院里，听说外出参加什么法事活动去了。打听到活佛下 榻的宾

馆，他独自一人闯了进去。大概这也是一种缘份。却西活佛一见到慧照，就喜欢上了这

个小伙子，而慧照也是一见面就被却西活佛的神采迷住了，当下即生起 了对上师的依

止之心。他炼藏密气功已有两三个年头，此时功夫上了一个台阶，练到入定深时，呼吸

可停顿很长时间。  

  

在北京，他认识了香根·拉马交活佛。那时香根活佛正在藏系高级佛学院进修，一见这

位北方小伙子，也很有好感，用一柄莲花生大师时代传袭至今的铃杌为他作了加持，还

教了他五加行的修法。 

  

九三年，他又去北京拜访香根活佛。活佛为他卜了个卦，对他说，他可以去内 

蒙，那儿正有个大法会，他不该错过。 

  

他当下去了内蒙。那儿果然正在举办一个为时五天的时轮金刚大法会，十分殊胜。却西

活佛也在那里，一见他去，十分高兴，就把他带在自己身边。离开内蒙时，又带他一起

去了青海塔尔寺，让他参加了半个月塔尔寺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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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四年了，他静下心来，在半年时间里闭门不出，认真读了几部佛教经典，并认真

进行了修炼。他自己也感觉到，此时慧照，已非昔日那个慧照了。他不再迷 惘，不再

困惑。他已看清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而且预感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七月，有一位活佛指点他：你应该到色达去。 

  

他稍稍做了点准备，就跑到海拔四千米的青藏高原上来了。他记得很清楚，到达五明佛

学院的那一天是八月四日，学院开讲《大圆满龙钦心髓》刚好第一百天。 年底，副院

长丹真嘉措活佛和索达吉堪布要去中原北方弘法，缺个合适的先行官。佛学院里四众弟

子数千，可看来看去，这个先行官非慧照莫属。于是他领命返回内地，去天津、北京等

地，为活佛和堪布去那里的活动打前站，将一应事项安排得妥妥贴贴。 

  

九五年初，他再赴色达。冬天的青藏高原，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山风凛冽，积雪过

膝。他却不觉得冷，感到自己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在他眼里，那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

世界，正是修炼密宗"扎龙"的好场所。 

  

这次到佛学院没多久，他就出家了，佛学院副院长龙多活佛亲自为他剃度。  

  

"你到这儿出家，你家里知道吗？"我问他。 

  

"不知道。说不定，他们以为我又跑到哪儿求师拜佛去了。" 

  

"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你家里不惦记你吗？" 

  

"两年前去青海那一回，离开家里时间也挺长的。不过，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怕家里阻

拦，来之前还谈了个女朋友，那是谈给家里看的。女的大学毕业，是个工程 师，跟我

很谈得来。第三次见面，我就对她把话说明白了，二三年里，我不会回来。她说她能理

解我，也愿意今后仍跟我做个异性朋友。我要她帮我瞒住家里，我来 色达后把信先寄

给她，她再转交我家里，我家里写给我的信也由她转寄。前不久，她到日本去了……" 

  

"你不惦记你的父母吗？" 

  

"说不想是假的，我尤其牵挂我的爷爷，从小到大，待我最好了。可是，我出家修行，

正是对他们尽最大的孝心，等我修成了，以后我就可以度他们往生了……"  他告诉

我，他现在的生活，精神上物质上都很充实，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他

决心以自己的实践──套用一句现代的术语，也可说是人类高级生命科 学的实践吧，

来证实这一点。当然，要修成正果，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很可能是一桩很遥远的事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要先把"扎龙"修好，把自己身体修好， 把身体修成不怕冷、不

怕热的金刚不坏之躯，像米拉日巴那样几个月不吃不喝也不要紧，这样，才具备以后去

山野洞穴里闭关修炼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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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出家修行，是出于追求，而不是逃避。"他以一种有力的声音和一个有力的手

势，向我推出了他的结论。 

 

 

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