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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台缩微景观，位于丽江狮子山北麓、丽江会
堂以东、纳西清明上河图大型浮雕墙西侧。一眼望
去，只不过是一些梯田伏的台地而已，并不觉有奇特
之处，或许疑窦顿生：何以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与新城交接地带置此一景？

真正的白水台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白地村委会。让我们先抄录一首
在名为“白水台”这个地方的台顶泉源处，于明嘉靖
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丽江土知府木高朝觐时题写
的摩崖石刻作为我们思路的路标：

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
云波雪浪三千垄，玉梗银丘数万塍。
曲曲冏留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
长江永作心田玉，羡此高人了上乘。
这首形色兼备、声情并茂、溯本叙源的诗，不仅

极为生动地描绘了白水台的景观，如见其状，如闻其
声，而且在恍惚间让我们在题诗的落款中与处于公
元第一个千年前的一行僧高人相会：他就是被纳西
东巴奉为神明的祖师丁巴什罗。他在这片圣地——
白水台东面山上的“什罗埃可”（什罗灵洞）修行、授
徒，用象形文字书写东巴经书，成为神奇智慧的祖
师。于是，白地——白水台的所在地成了历代纳西
族东巴朝圣之处，功成者在什罗灵洞举行仪式册封，
成为真正的东巴，因而有“不到白地，不成东巴”之
说。山石嶙峋，近似锥形的这个灵洞便充满了神秘
的色彩，眼看洞壁上朝圣者写的已模糊不清的象形
文字，不禁弥漫升腾起一种难以言状的冲动，一种恍
若隔世的生命灵性，映耀着天国的快乐，似乎已融入
古老历史的精神宣言之中遨游，参与了岁月悠悠的
文化绵延，数以万计的最古老朴素的东巴经书便在
我们的思绪中漂浮，那源于清澈明净境界的原始宗
教犹如白水台的那股清流注入宽广的金沙江，离开
大自然的闭塞局限，汇集发展，积淀而成为璀璨的东
巴文化这颗明珠，这犹如丽江文笔山上的灵洞，成为
藏传佛教徒赴鸡足山途中必经的驿站一样。

缘于此，白地不仅是纳西族东巴文化孕育成长
的重要摇篮之一，而且是个富集纳西文化的宝库，不
仅有众多的东巴经书，有制作书写东巴经的特种手
工纸的传人，而且每年仲春二月初八，附近村民“不
计百里而来，献酒献茶，不约千人而聚”（光绪《中甸
府志》）进行隆重的祭天活动，在白水台野炊欢饮，歌
舞狂欢，相沿成俗。这一切，都是纳西先民创造的文
化风采的一种演示，是推进东巴文化发展的一种社
会动力。

传统显示，胜景是诞生圣地的母胎。不论东巴
祖师在此诞生而成为东巴的圣地，也不论民众祭天

之俗绵延的游春盛会，如果寻其诱因，都不可否认地
生发于白水台的自然奇景，从文化的角度唤醒了纳
西先人创造的灵感，故把那渊源古老的追求人与宇
宙同一的生命理想、人与自然谐趣共生的审美精神
的延续以东巴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高层次的综合
性载体编织而成的古老民族文化奠基于此，所以，也
就如下述的鬼斧神工自然造化的白水台一样神奇，
让人惊叹不已：白水台处于称作“般盘之”的山谷中
（般盘，包谷与麦芽熬制成的一种饴糖，初成古铜色，
经趁热反复拉扯而成白色，丝缕毕现，形色悦目；之，
可译作美丽或好看，也可译作街；都与此台地相切
合）。从地层深处涌出的含有碳酸氢钙的泉水从山
上顺坡而下，经阳光空气作用析出白色沉淀物，历经
悠长岁月逐层覆盖地表而形成梯田状层叠曲折、蔚
为壮观的奇异景观。当地居民和东巴把这一台地视
为圣地，是“吕姆”（龙王）的属地，是进行“术古”仪式
的地方。流淌着的泉水更加变得晶莹透亮，如琼酿
玉液，披挂而下，看上去就像一层蓝白相间的玻璃覆
盖在层叠垒就的一块块巨型银砚之上；在苍翠青幽
的群山映衬下，台地更显洁白如玉；在和煦的阳光照
耀下，大小有别的泉瀑更加晶莹耀眼；台地有的像已
犁耙平整等待种植的梯形水淹稻田，有的岬角像弥
勒佛之肚突凸而出，有的钟乳石笋相连而悬成可容
身的洞穴；近看，台岸留存着涟漪波纹荡漾的永久模
型，记录着台地的履历；远观，整个台地则像一块叠
层制作的奶油色的大蛋糕，又像一巨型凝脂玉雕的
工艺杰作。由此，很自然地相信许多充满诗情画意
的传说。

如果我们将这种人与自然谐趣共生的民族审美
精神再作一些深入，姑且根据纳西族源于古羌南迁
说的观点，是否可以作如下形象的阐述：

白水台上面的发源泉流，流量虽不是很大。创
造力却不凡，这犹如纳西族在河湟初始的繁衍生息，
虽人少力薄，却前程无量。泉水顺坡而下，随着岁月
的流逝，沉积物逐渐增多，一些地方的泉华台地逐渐
升高，迫使水流放弃原来的台地流向，而寻找另一方
向的出路，继而又形成新的台地，遂使整个小山形成
许多连续不断的梯级状奇异台地，是为大自然永恒
的作品，这犹如纳西族自西北向南迁徙，从川西而滇
西北，此处无以立足，再迁彼地重新开始，辗转流传，
不断酝酿，不断创造，不断传播自己的形象和文化创
造，最终造就了纳西族自身及其文化大观。台地奇
观塑造者为其中的泉华沉淀物，包括无以计数的像
鱼卵一样在泉流中滚动的“豆石”（鲕粒岩），但最终
并不显现它们的存在，而是消失在整座小山的台地
之中，这犹如纳西族发展历程中存在过的千千万万

的个人或家庭，包括能人智者，它们是铸造民族自身
及其文化的细胞，它们出过力，展示过智慧和创造，
却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得了无踪影，然而，离开了它
们，何为今日的文化遗产？此乃所谓民众及其创造
行为也。逝者如斯，来者可鉴，历史不过如此耳！

既然如此，那我们采取消极的人生态度？然而，
纳西先人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也没有传下这种习惯，
这是根脉不绝的民族精神！君不见那股经历了创造
而自洁晶莹的溪流最终欢快地注入了金沙江，成了
长江这条母亲河之中的一分子，直奔大海而去，这犹
如纳西族经过历史的不断洗礼，造就了坚韧不拔、自
强不息而又宽容博大的民族性格，成了中华民族之
林中的一员，而为世界所注目。

正基于此，在遭受举世瞩目的“2·3”大地震劫难
之中，墙垮了，屋塌了，但在全国各民族人民及国际
社会的无私支援下，丽江人民犹如震不倒的玉龙雪
山，并没有被灾难压垮，反而弘扬了“丽江精神”，创
造了“丽江速度”，在短短三年之中完成了空前规模
的恢复重建工作。古城并没有因此劫难而消失，反
而恢复建设成了真正的人间仙境，进入了“世界文化
遗产”的行列。如果追根溯源，就像白水台源于有这
股含碳酸氢钙的泉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
祖宗的创造和智慧。那么，我们在享受这种创造遗
产的同时，又能留给后人什么呢？

“创古”的思路由此而生：借着震后恢复重建的
历史机遇，在古城“整旧如旧”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
列的“创古”项目，如东大街的仿古建筑，石牌坊和木
府的重建，万古楼和浮雕墙的创建，香格里大道通衢
等等，白水台的缩微景观也是其中之一。

很自然地，后来者将以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的“遗
迹”评头论足，就像我们今天叙说老祖宗的遗产。所
以，我们面对缩微的白水台，只能客观地说，它并不
尽如人意——东侧现以门为饰的洞口实在是最适宜
于造就与此相配套的模拟“什罗灵洞”的理想之处；
人工的模仿再造，总觉眼高手低，不论形色，不论韵
味，实在难以匹敌大自然精妙绝伦的创造；它仅仅体
现了一种象征性点缀示意，作为一件走向包含民族
文化源脉景点的路标，便于按图索骥，身临其境，饱
览体味一番，促进对纳西族有较全面的了解——过
去，纳西人与各族民众一起，在包容、同化、融合之
中，使丽江古城“活”着走到了今天，走向了世界，那
么，它们今后将如何面对丽江古城保护、开拓、发展，
我们相信……

（按：此“白水台”缩微景观后来已拆除，但实景
很值得一游。）

仙迹奇景存古碑
★杨式龙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
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宋代才女朱
淑真的《春怨》仅上阙词，就使用了五个

“独”字，这在惜字如金的诗词中是极为
罕见的。文人多愁善感，女人心细如
发，身兼两重身份的女词人婚姻不幸，
借助诗词来抒发孤独情有可原。但人
是社会动物，试问谁又能够忍受得了茕
茕孑立的日子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说，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孤独的人并不
可耻。人这一辈子，取悦谁，都不如取
悦自己；怎么活，都不如为自己而活。
我们应该学会和孤独和谐相处，并试着
享受孤独带给我们的美好。

作家阿 Sam（夏天鸿）认为，我们害
怕孤独，有时候又迷恋着孤独，因为它
像是一位老朋友，总会等着你把所有的
心事、情绪都留在那里，不被任何人看
到。夏天鸿是个生活美学家，提倡以旅
行的方式生活。他最新出版的《孤独远
行》一书，包括《趁夜幕未降临》等五部
分，收录了《去冰岛，做一个幸福的人》
等 25 篇安静的文字，有散文、小说，也
有摄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跟我们一
起探讨孤独远行的无限可能。夏天鸿
想告诉大家，孤独是人类生活永恒的命
题。既然无法回避孤独，我们就要学会
与孤独和谐相处，让孤独融入精彩的人
生中。

作为一个喜欢满世界跑的生活美
学家，夏天鸿曾躺在非洲草原上凝视着
灿烂的星空；在地中海最深的蔚蓝中潜
泳；坐在咖啡馆里和外面的忙碌场景分
裂成两个世界；被一群群的陌生人所包
围着；在机场、火车站或巴士站之间移
动，由一个尚未熟悉的目的地赶赴下一
个陌生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天
鸿都是带着行李箱飞来飞去，里面装满
了尽可能熟悉的衣服、味道，当然还有
音乐。短暂停留、打包，再继续前往下
一个目的地，这样的日子，频繁、琐碎。

有时候充满了激情，有时候心力交瘁，
在机场喝一杯，又或者黄昏独自面对海
洋。

人们为什么喜欢旅行，因为我们可
以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和风
景。特别是我们在旅行中，还会有所感
悟，这些思想的火花才是难能可贵的。
夏天鸿的孤独远行，其价值也就在这
里。譬如他在《去冰岛，做一个幸福的
人》中谈到，“也许，这就像是人生，虽然
你并不知道未来的样子，可依旧坚持自
己的想法往前走，因为没有回头路也不
可能再来一次，除了走还是走，带着这
样的想法，慢慢地可以看到它真实的模
样。”在一次次的孤独远行中，夏天鸿学
会了享受孤独。他说当你真正感受到
孤独的时候，就是面对自己的时刻，在
纷扰喧嚣的世界里，有孤独的片刻，会
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原来一切不是想象
中的那么可怕。

时光从未辜负过我们，总是有一些
人在路上奔忙。其实，人生何尝不是一
场孤独的远行，许许多多的陌生人走进
过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同学、恋人、同
事。大浪淘沙，有些人最终变成了朋
友，有些人则成了路人，而最终我们都
将孤独终老，离开这个世界。生活不
易，除了柴米油盐，鸡零狗碎，还得面对
人生的孤独。其实，孤独并不可怕也不
可耻，我们不妨轻松面对孤独，与孤独
和谐相处。

学会享受孤独
——读《孤独远行》

★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