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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转经路（上）
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多云
内转经线路是元代佛学大师噶玛拔希活佛发现并指示给

世人的，从此，信奉藏传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都要在一生中至少
朝拜卡瓦格博一次。当然，最好是内外转经路都走完，但是，
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外转的人，一般都选择内转，有经书上说：

“在此圣地虔心行七步，无间各种罪孽顿消除。”走七步都行，
更何况内转一圈，其功德是一样的。我这是第三次踏上内转
经路，对它已经十分熟悉。

从前，认认真真内转的人一般都要走上五六天，也有《圣
地志》上说要走九天。当代人时间珍贵，哪有那么多时间耗在
路上，于是，有了内转三天，最多四天的路线图：从茶马古道重
镇德钦县城出发，首先要到巨水曲登阁拜佛取钥匙，然后朝觐
觉沃南喀扎西寺，过澜沧江朝拜荣中巴久帕姆圣地，经西当温
泉，翻越“纳宗拉”，直到雨崩村；由雨崩村上到神瀑，拜过神
瀑，回到雨崩村；翻越“纳宗拉”，经西当到明永村；从明永村参
拜“衮缅寺”，顺明永冰川上到“衮堆寺”，朝拜完后回到明永
村，沿途朝拜圣迹，回到德钦县城，内转经结束。我选择了三
天走完内转经路的方案。

外甥女婿家里有事回香格里拉了，由外甥鲁茸丁增接替
陪我内转。因为外转时已经去过曲登阁取了进山的钥匙，坐
车经南喀扎西寺直接到了坐落在澜沧江东岸、卡瓦格博对面
的“布村”，从明珠拉卡到“布村”，一路领略卡瓦格博群峰的壮
丽景色真过瘾。布村有三处胜迹：田间形如卧牛的巨石，上有
一大一小两个足迹；布村下方澜沧江边的柏树林中有白塔和
庙堂，据说此处居住着“大宝黑龙”；柏树林河沟上方水源处高
大挺秀的“拉薪学巴”（手杖柏），相传它是卡瓦格博神插在这
里的一根手杖。现在柏树林里建了一座卡瓦格博庙。

坐落在“明珠拉卡”脚下澜沧江西岸的“巴久庙”是必须去
朝拜的，它是金刚亥母的圣地，也是取得开启卡瓦格博圣地内
胜乐宫殿大门钥匙所在之地。“巴久庙”门前有一段藏文介绍：
朝拜卡瓦格博内圣地，首先要朝拜这座金刚亥母圣地——巴
久帕姆乃。此圣地是七百多年前噶玛巴希大师开启，噶玛巴·
让穹多吉、噶陀巴·杰色吾江丹批、喇嘛松饶、噶陀司徒曲吉嘉
措上师、追者多吉、巴久活佛等诸多圣者曾驻足加持此圣地。
在此修行洞的下方有大手印、中阴洞等各种天然稀有圣迹十
九处，请诸具信善男信女依次朝拜。

巴久帕姆圣地坐落在澜沧江边上，先前曾经受到诸多高
僧大德的加持。早在七百年前，就开启了圣地之门，先后受到
密乘派系噶托上师南喀嘉措、噶玛巴活佛让穹多吉、乌坚丹增
活佛、桑日喇嘛、司徒确吉嘉措、巴久活佛、明永活佛等的加
持。寺院门口右边有一天然成就的白螺和白色“阿”字符号，
路右边的巨石上有天然形成的法器金刚杵和摇铃，以及南喀
嘉措种植的稻谷和青稞粒。此处可验证你此生能否报答父母
恩情，有一个小洞，眼看很深，把手伸向里面，要是能触摸到
底，证明你能报答父母之恩，否则，就是不能报答。路的左边
石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家乡的传奇高僧崩仁波钦的脚印。
在此下方是一处大修行者的禅室。

从巴久庙往西南向上，约行二里地后，进入荣宗村，这里
有一株非常有名的香柏树，名叫“大臣命魂树”。相传是格萨
尔大王手下大臣向宛的灵魂寄托之树，向宛的故乡就在荣宗
村，他的家族至今香火不断。

我们从荣宗村折回向北到达“西当村”，公路在西当温
泉便不再延伸，由此上雨崩要步行或骑马翻越“纳宗拉”。以
前这里的山路很难走，特别是冬夏两季。上一次我是夏季来
的，道路泥泞，一步一滑，实在艰难。现在已经是宽阔的马路
了，村民说是去年新修的。比起过去，天然之别。不过，租马
上山价格也涨了一倍，像我这样的体重得租两匹马，到山头
将近600 元。跟租马的年轻人们说笑了一阵后，我们徒步上
山了。

走过外转路，内转路又算得了什么。“纳宗拉”由北向南行
横亘在澜沧江与神女峰缅茨姆之间，将缅茨姆山脚下的雨崩
村屏蔽为世外人家。从西当翻越“纳宗拉”到雨崩村至少需要
5个小时。山路在茂密的森林中向南延伸，一个多小时后，到
达第一个休息站“达真顶”（老虎经过的山岗），这里海拔2800
米，一块不太平坦的小草坝，有一条件不错的客栈。从“达真
顶”上行约一个小时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的“巴依”休息
地，此处有水。其实，“纳宗拉”上有水处不多，有水的地方都
成了行人的休息地。从“巴依”上行约一个小时，就到了“纳宗
拉”山口，这里海拔3600米。

“纳宗拉”山口五彩缤纷的经幡随风猎猎飘动，好像是在迎
接不辞辛苦前来朝拜神山的朝圣者们。由此可以见到西方亭
亭玉立、端庄雍容的神女峰缅茨姆，在她的左臂边是杰瓦仁安

（五方佛峰），著名
的雨崩神瀑就是
从“五方佛峰”下
飘洒而出，仿佛是
佛祖赐给人间的
一道洁白吉祥的
哈达；向南眺望，
山脉随着澜沧江
渐渐伸向遥远的
南方；东方可以看
到卡瓦格博的东
门守护战神“扎拉
雀尼”白马雪山。

“纳宗拉”山
口有好多客栈、小
卖部，人们有的挂
经幡，有的烧香，
有的忙着烧茶吃
午饭。一阵笑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回头一看，原来是一群妇女在拍照，她们在
拍照之前还要化妆，看谁最美呢！我们在这里挂上祝福的经
幡，点起敬神的“桑烟”，念诵祈求神灵护佑的颂辞。

吃过午饭后下山了。从“纳宗拉”山口下行约80米，路下
方有一股小溪水，这是噶玛巴大活佛开掘出来的泉水，“纳宗
拉”山口客栈的用水要从这里背上去。回到大路继续下行不
一会儿，路边岩石上有古代大修行士南喀德钦留下的深深的
足迹和一只小狗的足印。这里就是有名的“亚喇嘛南喀德钦
飞升处”。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叫南喀德钦的宁玛派师父带着
两个弟子和一只小哈巴狗，在“纳宗拉”山上修炼，因此这位师
父又被称作“亚喇嘛”，意思是“山上的喇嘛”。当师父修炼成
功后，对面的“协多吉扎”圣地的大门为他们开启了。师父便
对两个弟子说：“胜乐宫殿的大门已经为我打开了，你们发愿
跟我一起进入圣乐佛国中吧！不要贪恋世间的任何东西，拉
住我的衣服闭上眼睛就可以了。”师父带上两个弟子和小狗，
从这块岩石飞向对面多“吉扎金扎”峰。飞到半空中时，一个
弟子觉得还有一件心爱的物件没带上，就回头望了一眼，结果
从空中掉了下去摔死在河谷中。另一个弟子和小狗被师父安
全带进了胜乐金刚的宫殿。

从这里转过一道小山梁，卡瓦格博主峰的面容浮现在西
面十六罗汉峰群和“纳宗拉”山头之间的一道马鞍状山梁之
上。卡瓦格博像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浑身闪耀着银色的光
芒。在马鞍状雪山的中央有一座黑色的小山峰，仿佛依偎在
卡瓦格博宽阔的胸膛上。雨崩人说，这就是卡瓦格博与缅茨
姆的儿子布江·桑吉旺秀。

下到“纳宗拉”半山腰，这里新建了一个观景台，由此俯瞰
如诗如画的小小村落——雨崩村。它坐落在缅茨姆峰脚下，
四面环山，山顶终年积雪，但村里却是秋意深浓，五彩斑斓，美
丽迷人。雨崩分上村和下村，四周环绕着高高的雪山，“宾陀
山”从雨崩神瀑延伸下来，将上村和下村隔开。从神瀑流下来
的河水由西向东从下村边流过；从北边的冰湖流下来的河流，
经过大本营从上村由北向南流出。两条河流在下村的坝子边
汇合。下山的第一站便是上村，上村地头有一座小山丘，传说
是卡瓦格博神的粮仓。

从上村到下村，要下一道坡，过一座桥，桥下是很深的河
流，河水湍急，阴森可怖，这里就是“寒冰地狱桥”，桥东的岩石
是死主阎罗王的身像，桥西的小泉水是噶玛巴加持过的圣
水。过了“寒冰地狱桥”到西岸要上一个坡，这个坡叫做“西孙
西米拉”（生死之界），对其解释与外转经路上差不多：朝拜内
转经圣地的香客因功德很大，自己先人的亡灵会跟随着来沾
光，过了“寒冰地狱桥”后亡灵一般都得到了解脱……路边有
一株奇特的树种，被香客们挂满了哈达、经幡，仔细一看，这一
株树上还生长着8种不同的树种。

我们到雨崩下村时，来内转经的同村老乡美苏龙批一行
七人也从曲登阁下方的尼农村沿河沟徒步上到了雨崩村，这
是另一条到雨崩的线路。老乡在神山脚下相见更是泪汪汪，
我们一起住在“雪莲客栈”，客栈很舒适，三人间一个床位 30
元，房间既卫生又实惠。天黑之前，我带他们到村里和村边的
圣迹转了转……

内转经路（中）
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阴转晴
雨崩村是一个四面群山簇拥，中间有一块略微平坦的田

园山庄，上下两个自然村有20多户人家。传说，雨崩原来是一
个不被外界所知的隐匿村庄。山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常

到澜沧江边的西当
村来借粮，等青稞熟
了 的 时 候 又 来 还
粮。西当人谁也不
认识他，不知道老人
从哪儿来，人们跟踪
他，总是走着走着就
不见踪影。后来，一
个聪明的小伙子想
出了一个法子：当老
人再来借粮时，西当
人说：“这次不借给
您 青 稞 ，也 不 借 麦
子 ，就 借 给 您 小 米
吧。”他们在帮老人
扎口袋时，悄悄地在
口袋上扎了一个小
洞，小米一路流着，
村民们紧跟着，翻过

山，趟过水，到了一块巨石下前面的老人突然无影无踪了，地
上也没有了小米。众人掀开巨石，惊奇地发现下面有个村
子。雨崩这才被外人所知。原来这里与外界的交通只有一条
人马驿道，地理环境独处一隅，人烟稀少，因此有人形容说这
里是“世外桃源”。

雨崩的村名是藏语“拉崩”的谐音，意思是“经箧”，也就是
一本经书。这十多年这个曾经的隐匿村庄变化可大了，2003
年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客栈，只有一两个
小卖部，都是当地人自己经营，转山人和游客都住在老百姓家
里，喝老百姓家里的茶，吃老百姓家里的饭；村民自己赶着自
家的骡马揽生意；村里能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2012年
来的时候，村容村貌有了较大变化，老百姓都盖起了新房子，
也有人家开起了客栈，牵马人大多雇的外地人；因集中办学孩
子们到乡里上学，当地的小学校也人走屋空了。这次来变化
就更大了，当晚投宿的“雪莲客栈”的经营者竟是一个昆明人
和山后的斯农人，原来是这家雨崩人把客栈承包给外地人来
经营的；跑生意的牵马人清一色雇的都是外地人，也有来自西
藏和四川藏区的小伙子，雨崩村人却当起了老板。可想而知
旅游业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雨崩村因气候、地理环境和降雨量充沛，全村植物的生态
长势茂密而又奇异，在一些老树的主干上往往可以看到寄生
着许多其他植物，人们称为“五树同根”。村子又因为坐落在
雪山脚下，由于冰馈石、冰川、冰阶等等的演化作用，可以看到
高大的U型谷和大小各异、重若千斤乃至万吨的“漂历石”，形
成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在通往雨崩路旁的一块“漂历石”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个深黑色的石头，上面的形体纹理走向犹
如藏文字母，人们称为“石篆天书”……

雨崩村中央有一座小庙，名叫“协里崩”。庙堂不大，但
很有名气。庙内主供佛祖释迦牟尼像，还有卡瓦格博神的塑
像。所谓“协里崩”是指小庙旁边的那块圆形巨石，顶上还戴
了一顶很高的锥形“帽子”。相传，胜乐金刚怜悯末法时代的
众生，把开启100个圣地大门的钥匙放在了这块“协里崩”石
头里面，到未来某个时代，世界陷入战争和饥荒的苦难时，这
顶“帽子”会自动脱落，人们取出里面的钥匙，打开所有圣地
的大门，就可以进入到吉祥安乐的净土世界中。有句谚语
说：“不朝拜‘协里崩’的人，就像衣服没有领袖。”朝拜“协里
崩”，能消除一百劫的罪业。雨崩下村的小坝子叫“乃钦曲
香”，是卡瓦格博神的供桌。“协里崩庙”的地基高出雨崩村，
是乃钦卡瓦格博的法台，藏语称之为“曲赤崩顶”，意为“法台
坝”。

下村西北面的三角形草坪叫做“曲纽崩顶”，意为“法源宫
草坪”，前头有一座白塔，中央有一座古庙，已经修葺一新。庙
旁有三棵古柏树，名叫“格鲁派命魂树”。据说是格鲁派创始
人宗喀巴与二位弟子的命魂所系之树。一条小溪从草坪上潺
潺流过，泛着粼粼的波光。在草坪的西山脚下有一条从雨崩
神瀑流出的河流，这是汇集了108条圣水之河，河水唱颂着观
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吽”，流向东方汇入澜沧江
中，并将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温暖气流带了进来，使这块雪山环
抱的世外桃源，居然能种出玉米、大豆之类的温带作物。

在“曲纽崩顶”草坝的北面，宾陀山从雨崩神瀑顶上向下
延伸，将雨崩上下村分开，山势在“协
里崩”脚下停住。据说，这座山上有
三大佛教寺院，居住着很多得道高
僧，分布着一百零八座小寺庙，那里

叫“扎仓日”。当然了，我
们这些凡人是看不到的。
这里圣迹很多，恕不一一
详述。

我们起了个大早，一
行九个人往神瀑进发了。
走过“曲纽崩顶”草坝，一
直向上而行，不久进入狭
窄的河谷，两岸森林茂
密。还好，打着手电筒，路
也比较好走。走夜路，除
了眼前的山路，两边什么
也看不见。但我知道，这
一带的风景有独特之处，
比如，有几种树同长在一

棵树上的，有长在没有土壤的裸石上的，有一截枯树桩上又长
出一棵小树的……像一个个天然的盆景，还有河滩上转经人
垒起的一个个小石堆，让人目不暇接。

到了空行母圣地时天蒙蒙亮了，跨过三道沟，每一条沟
里流淌着清清的溪水，这三条水非同凡响：一条是文殊菩萨
圣水，饮用此水能开启人们的智慧；第二条是金刚手圣水，饮
用此水能消除人们的一切魔障；第三条是观世音菩萨的圣
水，饮用此水能使人们解脱一切苦难。经过一片开阔的牧
场，路旁有食宿点，从这里上北山，过一条小溪就到了莲花生
大师的修行洞，洞内主供莲花生大师像。据说，莲花生大师
曾在这里修持 5 天，调伏了很多妖魔鬼怪，并在卡瓦格博一
带埋下了许多珍贵的伏藏。修行洞边有一座嘛呢堆，石堆上
面插着一根很长的石柱，长方形，棱角分明。传说，噶玛巴希
大师朝拜卡瓦格博圣地时，将手中的禅杖变成石柱，并在上
面留下了赤足印。石柱上的足印就像踩在泥中一样深深地
陷入石中，五趾足弓，清晰异常。修行洞旁边有著名的中阴
狭道，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顺序进入。洞内有燃灯古佛
留下的足迹，行人要怀着虔诚的心，发下最好的心愿，匍匐爬
过中阴洞，就能消除死后过中阴道时的恐怖，顺利走向佛国
净土。不过，要顺利通过中阴道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
时候会夹在狭道中，进退两难，说明寿命或福报将尽。此时，
就要诚心向卡瓦格博神及诸佛许下赎罪祈福之愿，则能顺利
通过。在中阴道的坡顶，搭建有密密麻麻的小石头房子，这
是朝拜卡瓦格博圣地的人们发愿来世转生到佛的清净世界
中，为来世准备的居所。藏传佛教将这里视为胜乐金刚的宫
殿，莲花生大师的佛国净土“赤色铜洲”，通往西方阿弥陀佛
的极乐世界的捷径。

晨曦里山顶杰瓦仁安峰浓云笼罩，神秘莫测；山腰沟壑纵
横，云影飘浮；谷中溪流潺潺，经幡猎猎，恍如置身仙境。从莲
师修行洞下山，不一会儿就到了上瀑布的路，这一片开阔地是
从上面的几座大雪山上的无数次雪崩冲积而成的。这里生长
着茂密的高山灌木丛，但都不约而同地向下生长，似在恭敬地
迎接朝拜瀑布的香客们。路边有一块四方形的巨石，叫“嘉兴
崩”（天帝之库），下面挂满了衣物饰品，作为转经人献给圣地
的供养或纪念。“天帝之库”北面岩壁上布满了巨大的网状石
纹，这里叫“康珠玛呈榻”，即空行母的珠链和丝带，佛教信徒
把能朝拜这一稀有圣迹视为一生中最为荣耀的幸事。

从这里就要爬一座不小的坡，因为海拔很高，所以也比较
吃力。在西面离地约百米的悬崖上，有一尊庄严的天然石像，
外观很像一位菩萨安详地依山而坐，注视着前来朝拜神瀑的
人们。这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像。在神瀑附近的东面悬崖
上，有一面巨大的竖形石盘，那就是空行母给胜乐金刚会供使
用的法器——会供盘。

上到坡顶神瀑（斯纳伯曲）就在眼前，真可谓“疑是银河落
九天”。雨崩神瀑在圣山环抱之中，这是朝拜雨崩内宫各圣地
的终点。南有神女缅茨姆的百褶裙子，西有五佛冠峰与黑塔
峰耸立，神瀑从五佛冠峰延伸下来的一道数百米高的山梁上
飞泻而下。雨崩神瀑由三条流瀑组成：第一条神瀑“斯纳伯
曲”，意为“福运瀑布”；第二条神瀑“此巴美崩曲”，意为“无量
寿佛宝瓶水”；第三条神瀑金刚亥母圣水。金刚亥母圣水从岩
石中流出来。饮此圣水或以此水沐浴，则能净一切罪障，传说
发下净愿者，来生还能转生到空行净土中去呢！

瀑布悬崖上方有上下两个山洞，据说是古代藏族大译师
白若杂纳修行过的圣地。西面五方佛峰的第一峰下方有一座
兀然独立的黑石峰，叫“碓吉曲登南波”，意为镇伏黑魔塔。神
瀑底下朝圣者人山人海，人人在瀑布下顺时针转三圈，然后各
忙各的活：煨桑、挂经幡、取水、沐浴、念经、献哈达、拍照留念
……

我给老乡们留了影，他们说：“太冷了！”我就让他们先下
山，在雨崩客栈等我们，那么冷的天我全然没有冷的感觉，一
会儿仰视瀑布，一会儿观察人们，捕捉瞬间。一个小时过去
了，外甥提醒我该回了。

朝拜了雨崩神瀑后，要按原路返回，我们一边下山一边欣
赏河两岸的风景，不知不觉中回到了雨崩村。午饭后，稍事休
息，我们两拨人各自按原路返回，相约晚上住明永村。因为来
时把车停在了不同方向的西当和尼农。本来我很想顺河沟走
走旧时的内转线路，它是从澜沧江边的尼农村开始的，是古代
噶玛巴让琼多吉大师开辟的朝圣之路。据说这条古代的朝圣
路上有许多重要的圣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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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探 访 卡 瓦 格 博
——朝圣观光纪行（二）

■祁继先

每年六月，“高考”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
话题。除了高考这种选才机制外，在民国还
有着更多的选才方式，众多的大师破格为国
选才，不唯私利、甘为伯乐、甘为人梯，堪称
后世楷模。

教育家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上海
《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后，决定请梁
到北大任教。梁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说：

“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
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
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说：“我这
次到北大当校长，是下决心要把各方面的哲
学人才网罗到北大来的。你怎么可以不来
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
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24岁的只有中学
学历的梁漱溟，便到北大执教，开启了他的
治学之路，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诗人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时，在
自由来稿里选中沈从文的稿件，最多时一月
之中连用七篇，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
份提携和看重，来得及时紧要。沈从文前往
上海发展后，正逢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
长。胡适听到徐志摩推荐，便将这个只有小
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
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
习作”。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
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

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
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
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沈从
文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成了一位著名
作家。

历史学家顾颉刚，看到钱穆的《先秦诸
子系年》后，很推崇钱穆，对他说：“你不宜长
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教历史。”并举
荐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
一年后，钱穆从燕大辞职，当时胡适正邀请
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顾颉刚乘机推荐钱穆代
替自己到北大。顾在给胡的信中说：“……
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
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
实，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较好……他所
著《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
年一大著作。”胡适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
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后来钱
穆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数学家熊庆来，看到华罗庚发表在上海
《科学》杂志上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
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对这篇文章很重
视，他问周围的人：“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
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
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说，华罗庚只是一个
初中毕业，在小杂货店里帮忙的店员。熊庆
来听后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

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这年，华罗庚只有
19岁，并且得了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终身
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可是，熊庆来慧眼
识珠，坚决举荐了他。在清华，华罗庚用了
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
完的路。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
学界的注意，逐步成为了世界数学界顶尖的
学者。

历史学家陈垣，看到 21 岁的启功的的
文章和字画后，颇为欣赏，便介绍他到辅仁
大学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可当时的院长以
启功学历不达标，两次把他辞掉了。陈垣第
三次安排启功教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终于
给启功铺平了通往大学讲坛的道路。启功
曾多次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
中学生。”只是启功不负师望，博学精进，一
心教书治学，无意仕途登科，遂成为著名的
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
文物鉴定家、诗人。

这样的学界佳话，之所以在当时络绎不
绝，得利于当时灵活、不拘一格、唯才适用的
用人制度。而现在还盛传着这些佳话，皆因
其打破了当今沉闷、顽固、僵化、不切实际的
人才选用的桎梏。佳话的出现，不仅有着年
轻人对学问的执著，还有着真大师们惜才的
慧眼，更有着大学开放的心胸，这才是大师
成长的环境。

成就大师的良师
★高中梅

雨崩村雨崩村（（江初江初 摄摄））

日照金山日照金山（（江初江初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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