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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求法的故事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很近是因为，先贤们留下的传奇已

经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否认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壮

举总是令人赞叹的。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弹。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这是义净三藏留下的诗篇，每次看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总是默默无声在

雪山和荒漠间跋涉的身影，想到的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

骨为幖帜”的艰辛旅程。

不过他们的心路似乎离我们太远了。媒体上时有各类重走西行路的报

导，但是在工具理性的视角下，这个过程被描述成装备简陋的探险之旅，而

其文化背景则被整合到一种注意力经济的商业运作之中；即使有些学者进行

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是来自一种西方人文地理式的关怀。我当然无意对这

些行为做什么评判，但这一切和求法朝圣者心中的信念与梦想是多么不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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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实际上以上任何一种理解都根本不可能触发任何一次西行，他们不想

在身体方面挑战自我，也不想做科学考察，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关键词是圣

地、戒律和佛教经论。

我其实很向往走近那些用时光和信仰编织的旅程，只是多年来对这个

时代的了解，让我对这种可能性存有很大的疑虑，所以这次的印度之行开始

之前，我也是颇为犹豫的。幸运的是在法师的鼓励下，我最终得以成行。在

追随佛陀足迹的同时，我封闭的心也渐渐打开。和各国佛子的交流让我渐渐

的放松下来，历史与现实引发的感动也让心变得柔软，我渐渐发现法显、玄

奘、义净这些伟大的名字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有真诚、尊重和信

任，我们依然可以和他们对话，那些美丽的佛传故事就是交流的时空。而当

我了解到上个世纪早些时候的战乱年代里，那些中国法师来到万里之遥的印

度朝圣求法、艰苦建寺的故事时，我更明白这个充满幸福感的向往的源流其

实从未中断，一直存留在每一个想用脚步丈量圣地有多远的人心中。

这本书的写作也就是这些感动的延续，佛教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突破生

活中和头脑里的窠臼和樊篱，而伴随着精彩故事的朝圣之旅则让这一过程变

得轻松美妙，希望这本小书不仅仅能让人了解圣地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更能穿越时空去体味生命的丰富与信仰的可贵。既然这本书的完成是以上这

些缘起的结果，最后就让我依佛教的传统来以这本书做一个供养和回向吧。

首先把这部书献给慈悲伟大的佛陀。虽然和龙树菩萨、马鸣菩萨那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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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灿烂的文字相比，我的赞美与思索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既然佛陀在世

时对任何虔诚的供养都一视同仁，我也不必因自卑而错过这个机会。无论是

朝圣者还是旅行者，因为佛陀曾经示现的生命历程而来到这些佛教胜迹，无

论感怀历史、瞻礼圣迹、或者倾诉自己的愿望，他们都得到了他们生活中的

珍宝：智慧、慈爱和恭敬。纵然那些胜迹历尽沧桑，已不再有昔日的辉煌，

可是佛陀慈悲的光芒仍然照射着这个世间，为每个真诚的祈祷者开启内心的

宝藏。愿这本小书能折射出些许的光彩，成为大家进一步了解佛法的缘起。

我也愿意把它献给那些西行求法朝圣的历代前贤，虽然时隔千载，我们

可以很方便的来到这些胜迹，可是我深知，如果没有心灵深处的万水千山，

我们面对胜迹也只能是如盲对暗，匆匆空过。历代先贤所传承的信心与愿望

是每一个后来者心中的珍宝和无尽的力量源泉。而我愿将本书这微小的水

滴，投入到这清净传承的洪流之中，如果说本书还有些许动人之处的话，实

非我力所致，只是这传承力量的显现。

我要特别的把这本书献给我尊贵的佛法教授师。从生命质变的角度来

看，上师的恩德是根本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无论这次的旅行还是书稿的完成

不过只是验证了藏传佛教一个古老的说法，一切悉地从上师处来。

最后献给我的父母和所有支持鼓励我完成这次朝圣之旅的朋友，我带去

了你们的每一个祝福，为你们真诚的祈愿，我相信在佛陀的加被下，一切清

净美好的愿望必将实现，如悉达多太子之名——一切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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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德满都醒来

到达加德满都的时候，正是中午，鲜亮的阳

光和清新的空气、远处的雪山和街边戏耍的孩童，

让人一下子从昏昏沉沉的旅途中醒来，丝毫没有初

到异域的慌张。加德满都的建筑随和内敛、质朴大

方，因为没有高层建筑，站在五六层的楼顶，就可

以看到大半个城市了。一排排不假外饰的楼房毫不

落寞，充满生机，整个城市错落有致的充实着加德

满都山谷。四面是绵延的青山，向北更远处是一列

巍峨峻拔的雪山，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向东北望

去，可以看到世界之巅——珠穆朗玛。

或许你的目光会忽然停留在城边的一座小山坡

上的白塔，在那里，你会和一双大眼睛四目相对，

而他俯视加都已逾千年了。

加德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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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放光——斯瓦扬布

过去的加德满都山谷是一个大湖，古佛毗婆尸佛在加德满都留下一段莲

藕，慢慢的，莲藕上长出了一朵大莲花。莲花开时，中国五台山的文殊师利

菩萨来了，举起象征智慧的金刚王宝剑，劈开山谷，湖水流入恒河，露出一

片丰饶的土地，这就是加德满都。

文殊菩萨的弟子代代相传，在莲花所在的位置上起塔，白塔的四面留

下了四对大眼睛，凝望四方，奕奕有神，千年不变。他的名字是斯瓦扬布

(Swayambhunath)——自体放光。

尼泊尔人和印度人的历史观念同样淡漠，你若是想考证出这塔究竟建

于何年何月，肯定是白费心机。在当地人的传说中，释迦佛来过这里，释迦

佛的弟子来过这里，莲花生大士和阿底峡尊者来过这里，甚至中国的玄奘大

师也来过这里！这个塔的存在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自然，和加德满都的山、

水、人都早已融为一体，又何须考证呢。

大眼睛是智慧之眼，那个像问号一样的鼻子被解释成尼泊尔数字

“1”，万物和谐一体。法师说，自体放光这个名字非常吉祥，这预示着这

次朝圣将会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大家都很欢喜。自性的光明啊，就像那些

禅宗的古德所说，每日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我们却毫不知悉，依旧沉溺

在业流之中。《金刚顶经》言：“善男子心自性光明。犹如遍修功用。随作

随获。亦如素衣染色。随染随成。”自体放光的眼睛这样的凝望加德满都山

谷不知多少年，而这片土地的人民依旧过着他们平凡的生活，自性的光明也

如素衣染色，隐没在他们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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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斯瓦扬布寺范围并不大，建在加德满都山谷西部的一个小山丘

上。沿着360级台阶拾级而上，看着那注视自己的大眼睛，念头也就渐渐收

回，开始观察自己的内心。风和日丽的加德满都，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路

边的群猴围着游客跳上跳下讨食吃，晒太阳的老狗当街而卧，毫不避人。不

一会儿，看见一个硕大的金刚杵横在塔前，才一动念，已在塔下了。白塔是

典型的覆钵式佛塔，像一个倒扣着的白色大钵，上面是金箔包裹着的正方形

宝箧，宝箧的四壁就是那四对大眼睛了。再向上是十三层的相轮，相轮顶部

悬着一个铜制的华盖，垂下的华幔和风马旗迎风飘摆，上面状如小塔的镀金

塔刹在阳光下烁烁放光。

白塔底层的四面，是五方佛的佛龛和雕像，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

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属于印度佛教晚期密宗造像的风格，颇有

神采。中央象征法界体性智的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答案就在那金色的宝箧

上了，那四对大眼睛正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象征。塔身四周是转经筒，一

些藏民和尼泊尔人绕塔时转经祈福。塔的两边是两座锥形尖塔，称为锡克哈

拉，据说是国王和王后为祈福而建，形制颇似菩提迦耶的金刚宝座塔，但要

小得多。白塔四周有很多一米来高的小塔，据说是原来的寺僧和当地信徒的

骨灰塔。

斯瓦扬布为佛教遗迹是无疑的了，可是佛教于印度自12世纪由式微而绝

迹已八百余年，尼泊尔由于偏于北地，这个过程稍晚，但在14到15世纪之间

马拉王朝国王贾亚斯提提·马拉当政期间，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被迫与印

度教融合而逐渐销声匿迹，只有一些藏传佛教的传承存在于北部山区。这个

寺庙多年以来一直是由尼泊尔的印度教徒管理的。白天他们像对待印度教的

神祗一样对佛像礼敬有加，献上香米花烛，当然也会依印度教的传统而把佛

龛里蹭上很多红色颜料，而每当夜幕降临，会有一人一手摇铃，一手举着灯

火在寺庙的各处神龛间巡行。尼泊尔人对这寺庙似乎如同自家后院，很亲切

又很随便。但也正是这种宗教带来的泰定和随和，使得这个佛教寺院经历了

李查维王朝、马拉王朝、沙阿王朝这些印度教王朝的千年风雨，而今风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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