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格里拉，連神都嚮往的地方。這片神秘的
天堂之地，雪域高原的深處，寺廟可謂是神靈
的殿堂，能與靈魂直接對話的地方。
從東竹林寺繼續隨着原茶馬古道的蜿蜒山路
爬升，很快就能到達德欽的另一個藏傳佛教名
寺——塔巴林寺。「塔巴林」意為「修行解脫
之園」，是一座尼姑寺，因坐落於書松村，當
地人習慣稱其為書松尼姑寺。塔巴林寺是滇藏
地區出家女眾最多的寺院，也是雲南唯一的藏
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出家女眾寺院，在雲南
境內外享有盛名。
尼姑是對女性出家人的一種通稱。據史料記
載，中國第一位削髮受戒的尼姑是洛陽竹林寺的
淨檢。淨檢俗姓仲，名令儀，今江蘇徐州人。其
父仲誕曾任甘肅武威太守。淨檢少時勤奮好學，
稍長尤擅琴、書法和繪畫，是位多才多藝的女
子。西晉建興年間（公元313至317年），淨檢
受十戒成為中國第一位僧尼，並在洛陽建立了第
一座眾尼寺廟——竹林寺。她70歲時圓寂。
塔巴林寺坐落在奔子欄書松村西南面的一處半
山腰的陡坡上。山腰上有一個小山村，叫農仁村
（屬書松大村）。尼姑寺的所有建築朝東而坐，
右邊是田野和村舍，左邊是蒼翠的原始森林。站
在寺院的院子裏放眼望去，雄奇的山川盡收眼
底。據說這座尼姑寺是噶丹．東竹林寺第三世扎
塘活佛吉尊洛桑丹曲巴桑倡導興建的。扎塘活佛
是東竹林寺的九大世襲活佛之一。第三世扎塘活
佛用從內地千辛萬苦購來的手工織的蠟染藍布，
才交換到修建寺院的地基。過去藏區的布匹很稀
缺、很昂貴，因為要靠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千里迢
迢從內地運來。這個地基正好在今迪慶州德欽
縣、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和中甸（今香格里拉
市）三縣交界地區。寺院修建於清朝乾隆36年
（公元1771年），因為主持由東竹林寺扎塘活
佛擔任，故尼姑寺實際為東竹林寺屬寺。
新中國成立前寺院尼姑最多時有90人，到
1955年還有85人。1966年文革開始，寺廟被破
壞，尼姑們回鄉生產勞動。1986年，十世班禪額
爾德尼．確吉堅贊視察迪慶途經奔子欄時，對恢
復重建塔巴林寺提出了建議。1987年，政府即批
准尼姑寺搬遷至東竹林寺舊址恢復重建，舊址留
下的一座大殿和一些設施供尼姑寺使用。政府還

支持重建經堂並恢復宗教活動，並將塔巴林寺公
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尼姑陸續回寺，生
活條件也不斷改善。1997年尼姑發展到56人。
現今寺院的建築多半都是新的，寬敞的大殿廣
場，古老的大殿和嶄新的建築，整個寺院協調安
靜，乾淨整潔，給人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寺院
古樸的大殿是東竹林寺留下的，面闊5間，進深
5間，共有16根大柱，大殿周圍建築為尼舍。大
殿正中塑有一層樓高的宗喀巴師徒三尊像。四壁
繪有清代壁畫，這些壁畫用礦物質顏料繪製，雖
然歷經了兩百多年的歷史歲月，但仍然色彩艷
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較高的文物和藝術
欣賞價值。新建的經樓坐北向南，東、南、西三
面附樓與主樓相連，形成別具一格的藏式四合院
建築。四面都是教室和靜室（修行室），中間的
院子頂部用陽光板封閉，形成一個通光的中庭
（天井）。主殿二層正中供奉着釋迦牟尼佛等泥
塑塗金佛像，兩側經櫥藏有藏傳佛教經典著作。
尼姑們經常在靜室或天井裏辯經，她們擊掌高聲
問答，有時還很激烈，在二樓上看尼姑們在天井
中辯經的場面很有意思。
原來的寺院管委會主任陳蓮曲珠15歲就來到

這個尼姑寺出家，在寺院已有30年。陳蓮曲珠
是德欽縣拖頂鄉人，她3歲時父親當選為拖頂鄉
鄉長，但不久父親就因病去世。15歲時，已出
家的二哥送她到尼姑寺削髮為尼。當時的寺院
裏僧舍破舊，尼姑們衣食貧乏，一個青稞饅頭
大家輪着啃，很多時候都吃不飽飯。農仁村的
老百姓經常去寺院布施接濟。因此寺院十分重
視同信眾和周邊群眾的關係，尼姑們常去周邊
村子為村民唸經祈福，也給村民教授藏文、宣
講佛教教義和國家宗教政策。寺院還以藏醫藏
藥為主嘗試性地開展以寺養寺活動，不少尼姑
學習掌握了一些手藝技能，不僅解決了寺內的
日常所需，還能為信眾和群眾提供服務。
據陳蓮曲珠介紹，現在寺裏共有120多位尼

姑，年紀最小的有20歲，最大的有80多歲。寺
裏尼姑大多來自迪慶州本地，也有來自西藏和四
川等外地人。她們大多漢語藏語都會說，但是漢
字寫不好，藏文也只會寫自己的名字。現在尼姑
們日常生活都有保障，家裏特別困難的寺院還能
給補貼。寺院的主持至今仍由東竹林寺的扎塘活

佛擔任。寺裏現有1名堪姆（相當堪布），2名
翁則（經師），1名執法尼。「堪姆」是擔任講
法的女性傳法法師，她們在佛教理論和實踐上都
要達到精通程度。寺院有嚴格的僧籍管理制度、
僧尼剃度和學經制度。據了解，德欽縣境內的藏
傳佛教格魯派和寧瑪派都有尼姑，有入寺尼姑和
居家尼姑之分，入寺尼姑按寺院的教規教義管
理，居家尼姑「終生不留髮、不嫁人」。塔巴林
寺裏的尼姑均為入寺尼姑。
寺院十分注重尼姑的經典研修，要求尼姑們不

僅要精通藏文，學習《大藏經》等佛學經典，還
要學習漢語和英語。尼姑們除了遵守教規教義
外，還要遵守寺廟制定的眾多規章制度。要求尼
姑們不看不利於修行的電視、錄像，不可以去婚
禮歌舞場所；衣着要傳統，處世要特別講忍讓。
外出需結對，不能單獨出門。尼姑們通常都是早
上6點左右起床，從早上6點到晚上9點，排滿
了各類學習課程和修行任務，天天年年如此。
寺院裏每天最重要的集體宗教活動是下午在大

經堂集體唸經。唸經時間快到時，一個尼姑拿起
鼓槌擊鼓傳音，預告誦經馬上就要開始，尼姑們
開始進入大經堂。幾分鐘後第二次鼓聲響起，所
有尼姑都趕緊進入大經堂。第三次鼓聲過後才來
的人會受罰，要對着佛像磕很多頭。所有尼姑都
落坐齊整，領誦的尼姑開口誦經，其他尼姑都跟
着誦，悠揚頓挫的女聲特別好聽。大經堂共有四
扇木門，除了兩扇開着，其餘的都拉上氈幔。午
後的陽光透進門口，照射在正誦經尼姑們絳紅色
的僧袍上，也照射在她們閉目修心的面龐上。
大殿外面院子裏，各種花卉爭相開放，花朵

在陽光下顯得更為動人。山風吹過，陣陣花香
混合着從大殿飄出來的檀香撲鼻而來。幽深的
藍天上，悠悠白雲飄過。有身着絳紅色袈裟的
尼姑，在寺院旁邊的核桃林中閉目念誦。小聲
問一位來自外地的尼姑，為何來到這樣偏遠的
山區出家。她不假思索地答稱，如今社會假大
空甚囂塵上，貪嗔癡登峰造極，煩燥抑鬱。遊
學時發現此地有返璞歸真的環境，與世無爭的
心情，所以來這裏求個清淨也。

針針情長

豆棚閒話

很喜歡現代京劇《平原作戰》表現軍民情長的幾段唱腔，如
趙永剛所唱《好媽媽疼愛咱像親娘一樣》的「老玉米做乾糧粒
粒辛苦，紫花布縫軍裝針針情長」。唱腔深情感人，詞搭配得
工整形象。遇有即興演唱，我必選此而歌，傾注了情誼，感動
了自己，也感動了聽者，便知好的藝術作品必以情動人，那麼
人世間凡傾注了深情的物事，也必感人動人。
冬風漸起天已涼，最是寒衣掛心上。如今備個寒衣還是比較

方便的，去商場購置一件羽絨服便解決問題，可在從前，備寒
衣卻是件煩瑣的事，物資匱乏、經濟拮据、再加上家庭多子
女，為父母者真是傷透腦筋。我記得每年天尚未轉涼，母親就
皺起眉頭，思慮着如何讓我等兄弟姐妹都暖和地度過冷天。不
是說每年都給兒女添置新的寒衣麼？但孩子長身體委實是快，
哥姐的新棉衣隔年只能給弟妹穿，於是哥姐必得添置新衣。幸
虧母親手巧，大抵不必去裁縫店，自己便能替每個兒女都備上
暖和的寒衣——昏黃的燈光下，母親幾乎夜夜不輟地勞作着，
無論衣褲鞋帽還是手套圍巾都出自她那雙日見枯瘦的手。母親
白天要勞作絲廠外發的加工活賺些生活費，晚上幾乎就一頭扎
進了為兒女備寒衣的活計中去，每每半夜我惺忪睜眼，隔壁母
親房間板縫裏燈光依舊亮着，遂心痛着，卻不敢驚擾她，只巴
望她早點歇息就寢。但母親珍惜着每一滴時光，眼見櫃子上寒
衣越堆越高，臉上乃綻開花般的笑容。
天冷有寒衣御寒，到了年夜歲畢還得有新衣過年。母親仍一

個不少地為兒女們準備新衣，她總是胸有成竹，為每個兒女做
上一件新的罩衫，如是所花財力人力不多，卻是個個喜氣洋
洋。記得有一年，實在來不及為我備新罩衫，我從姐夫帶來的
他的父親的遺物中選了一件綢緞上衣穿上，聊以對付過去。母

親對這事一直放在心上，晚年病重時提起，仍唏噓致歉不已。
母親為兒女置備寒衣只限於棉衣棉褲，毛線衣是置備不起
的，所以我印象中冬天只有棉衣裹着裌衣，空空蕩蕩的，很難
抵禦刺骨的寒風，有時上學下學遇到朔風呼嘯便倒着行走，一
次倒着走終於被積雪滑倒，跌斷了手臂骨，母親陪着我去徐鶴
鳴傷科治療。徐郎中技高心慈，收了很少的費用把我的手治癒
了。不一日，洞庭西山的姑媽來城裏，看到我和二哥冷得瑟瑟
發抖，立即替我們哥倆去百貨公司買了厚實的毛褲，讓我永遠
感恩在心。母親真的無能為力啊，為彌補這方面的缺失，她積
攢了少許毛線，為孩子們織了絨線手套，也算是聊勝於無吧。
及至我得以堂然穿上幸福的絨線衫，是在上高中時，山西工

作的二姐買了當地純羊毛絨線，一針一針織成後託人捎來。那
會兒我穿上毛衣真是備感舒服，恨不得經常有體育課，得以讓
新毛衣亮相呢。我尋思，身穿西山姑媽的毛褲、山西二姐的毛
衣，西北風能奈我何？
再後來，我結婚成家後，身上的毛線衣就有了時常翻新的條

件，那是妻子經常給我織的呢。妻子本來不善此活，婚後就認
真研習了起來，特意買了《絨線編結大全》，研習起了各種針
法，什麼平針、水草花針、元寶針、魚骨針……好在我倆有的
是空暇，未婚時，她和閨蜜們研習刺繡活兒，繡啊繡的，繡出
了多少枕套，繡出了自己的嫁妝；婚後就織啊織的，編結出了
一家人的毛線衣褲，溫暖了全家，我每枕着她繡的枕套、穿上
她織的毛衣，叨唸着：針針情長、親情綿長。
歲月流逝，現在的人們不大穿自家編織的毛衣了，商場裏各
種羊毛衫、羊絨衣有的是，可我仍喜歡穿親人編織的毛衣，因
為親人編織的毛衣都一針針編織進了無可替代的脈脈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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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新年肇始，總會收到一兩張明信片，或舊雨故知，
或有過合作的媒體朋友，雖然只是幾句很簡單的問候語，
卻讓人極感溫暖安慰。就像張愛玲在《半生緣》裏說的，
人到了一定年紀會萌生一種寂寞之感，「覺得睜開眼來，
全是依靠他的人，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依靠的」。明信片
會讓人知道，自己於茫茫人海裏還被人掛念，上面寫的內
容是次要的，關鍵是寄送的心意，以及手寫的溫度。
平心而論，明信片並不是完美的信息傳遞載體，相比普
通信件，明信片在郵遞環節毫無私密性可言，凡經手人都
能看到上面的內容。過去郵路也常受到交通狀況和業務發
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寄往偏遠地區或寄出，不僅傳遞時間
長，還常有送錯地方或失蹤的情況。除了重要信息不能用
明信片遞送，人們也無法像普通信件那樣毫無顧忌地暢所
欲言，傾吐所有的心事，不管內心的情感有多麼強烈，敘
述也須恰如其分，語句多幽微隱晦。所以明信片的價值，
只有在特定的群體間才能獲得最大認同。
不過，也正因如此，明信片又構成了另外一種旨趣，其
重點是創造了一個親暱的敘述對象，對方既隨時恭候，又
擅長聆聽和解讀。除了可用明信片向親朋好友傳達心意，
不少人還會寄給自己，記錄自己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的經
歷和特殊心情。時隔多年後回過頭再看，就像開啟了一扇
通往昔年記憶的大門，那些被定格在文字和圖像裏的人生
片段，會再次甦醒復活，重新變得趣味盎然起來。
明信片同時也是一種藝術設計品，上面的圖片多為名勝
古蹟、地標性建築，或優美的自然環境，還有一些酒店旅
館也會定製自己的限定明信片。網絡前時代，人們從這些
明信片可以認識到一些國家地區的風土民情、文化藝術、
地理歷史。加上明信片貼有郵票或蓋有不同的郵戳，具有
一定的收藏價值，既可娛人也可自娛。1996年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每
到年末就會「閉關」數天，讓朋友不要來家裏打擾她，因
為她看不上批量印刷的明信片，要自己親手製作。
辛波絲卡從雜誌和報紙剪裁下大量圖片和字句，按照自
己的審美，拼貼組合到一起，製成具有鮮明「辛氏」印記
的明信片，作為新年賀卡寄給朋友。她這一可愛而浪漫的
習慣，堅持了40餘年不綴。她70歲時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自
己剪貼製作明信片的興趣愛好，緣於人生中第一張明信片
是父母寫給她的，於是她給自己也設定了一個目標，要把
收到明信片後感恩被人掛念的暖心感覺，與他人分享，以
此彰顯用心維繫友情的重要性。其中滋味和感受，或許對
於已習慣了網絡信息交流的今人來說，已很難再領會身受
了。

◆青 絲

明信片
◆良 心

茶馬古道尼姑寺

家鄉的野生柿子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七律．大寒
施學概（伯天）鞠躬

紫氣陽和九宇愔，
飄香瑞雪稔豐臨。
循環日月時移序，
旋轉乾坤地獻琛。
世態剛風舒眼底，
年光隱舍邈雲岑。
瑤章一曲迎春暖，
龍種錚錚雄魄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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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被大山環抱，坐落在山凹裏。孩童時期，逢星期六
日及寒暑假期，我們都要到山上去砍柴，因為那個年代村民用
的燃料都是以木柴為主，大山是木柴的寶藏。一場綿綿的秋雨
過後，山裏像被濯洗過一般輪廓分明，格外清新。深秋的大山
霧氣繚繞，紅葉飄逸，呈現出一片自然的美。我對山上的一草
一木一花一石了然於胸。
野生柿子樹的位置，在記憶中依然清晰。眼前浮現出零零散

散幾棵碩大的野生柿樹，它經歷過無數風霜雪雨的洗滌，滄桑
樹幹上的葉子微黃，青青的柿子綴滿枝頭，像晶晶閃亮的「滿
天星」。我摘一隻柿子放在嘴裏，一股濃濃的澀味直亂味蕾，
讓人難以忘懷。
生長在大山裏的柿子樹，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有人把柿子帶

進山裏吃，廢棄的果實生長的；另一種則是野獸、飛鳥吃果實
時遺留的。不去追尋緣由，看着大大的樹幹，便知道它生長的
年份已有點久。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野果給了我們樂趣，給了
我們希望。別看小小的果實，它可是給我們解饞充飢的好東
西，也算是鄉親們的救命「稻草」。
在小山村的一些山溝樹林裏有很多野生柿子樹，及其他野生

果子樹，每當果實成熟的時候，我都會約上幾個夥伴去山上採
摘，然後帶回家分享給弟妹們。野柿子和種植的柿子有些不
同，種植的柿子果實比較大。野柿子果實較小。

現在小山村裏的野柿子沒人願摘，是因為目前生活水平提高
了，山中路途也比較遠，還有山中的野柿子樹枝比較脆弱，一
般人不敢輕易攀爬，如果用樹枝將野柿子敲下來，很容易導致
野柿子摔壞，不易保存。野柿子可以泡酒，柿子中含有豐富的
糖分、果膠和維生素，有清熱和潤腸的作用，是慢性支氣管
炎、高血壓、動脈硬化患者的保健食品。柿子含有大量的單寧
酸，它會影響身體對鐵質的吸收，不宜多吃。
山林裏有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特別是由樹葉、雜草腐爛生
成的有機肥，還有礦物質土壤，植被覆蓋性大，自然肥力高，
適合果樹的生長。但因為四周樹木高大，光照相對較少。在山
林裏結出的柿子果實格外結實，但普遍偏小，果核也多。
柿子在小山村裏比較常見，是一種很普通的果子，而且粗
生，現在農村人吃的柿子都是以種植的為主，很多村民的房前
屋後都會種上一些容易打理的果樹，其中就有柿子樹。種植的
柿子一般都是比較大，而且味道和口感都很好。現在的農村人
都瞧不上野柿子，因為很多種植的柿子都吃不完，又怎麼會去
山上摘小的野柿子吃呢？小山村裏的柿子雖紅滿枝頭，生活得
到充分改善的村民，對它沒有了興趣。
秋染柿紅，滿樹紅果，隨風輕搖，樹被披上一層耀眼的色

彩，瀰漫着濃濃的果香，那是小山村裏最亮麗、最醉人的一道
風景。

◆張武昌

生活點滴 ◆吳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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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的故鄉

詩詞偶拾
◆ 俞慧軍

臘月的故鄉恰似一幅素雅的水墨畫
晨曦中的暨陽湖南岸

簇簇山茶依然迎寒綻放，像火焰
美麗是一種頑強的抗爭

山茶不懼寒霜，與臘梅相互依偎
暗香浮動的湖岸，薄霧繚繞

湖水微瀾，鷺鳥點水，蘆葦搖曳
臘月的故鄉，在冉冉升起的暖陽裏

定格歲尾年首的百媚千嬌

我認識的香山主峰，像一個隱士
只能默念每一朵梅花的名字

一些像臘梅一樣詩意遼闊的詞語
適合寫意，梅嶺敞開廣袤的胸懷
接納晨昏裏的一場雨或一場雪

幸福須用一生堅守，一年又一年
直至甜蜜日子的美麗抵達

人們沐光而行，默默許下心願
我想像，每一朵梅花都是春的使者

夜色闌珊，港城老街華燈璀璨
天地之間，燈火中的城廓絢麗多姿

分明是青春之城的浪漫告白
護城河的噴泉，恰如金龍吐珠

泉溪騰空，雲霧繚繞，如夢似幻
疑似點點星辰飄落凡塵

人聲鼎沸，霓虹閃爍的絢爛中
一張張喜悅的臉龐，彷彿綻放着

一朵朵溫馨的迎春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