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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蹄寺風景區
古稱臨松薤谷，
它位於甘肅肅南
裕固族自治縣的
臨松山下。這裡
山頂是終年積
雪，松濤陣陣；
山中是紅花綠
草，鶯飛燕舞；
更有瀑布飛瀉，
山泉清歌。傳說
漢武帝時，有匹
天馬從敦煌騰雲

駕霧，去往長安。當馬行至臨松山時，低頭
一看，見有如此人間美景，不覺傾心，駐
「足」觀賞。當牠一隻前蹄剛剛落地，忽又
受驚，嘶鳴而去，在堅硬的山岩上留下了深
深的蹄印，從而演繹出一個山寺因之得名的
人間佳話。
其實馬蹄寺是指一個龐大的藝術石窟群。

它開鑿於懸崖峭壁之間，始於北魏，其後的
歷朝各代均有拓展新鑿。於今尚存馬蹄南
寺、北寺、上、中、下觀音洞、千佛洞、金
塔寺七處遺跡，共有石窟七十二座。馬蹄寺
石窟洞窟造型獨特，雕塑形象古拙，有着極
高的藝術價值。其中馬蹄南寺與北寺是整個
石窟群的中心與主體，習慣上的馬蹄寺就是
指這相鄰的南北二寺。南北二寺是我國為數
極少的藏、漢佛教同存共處之勝地。南寺以
山景誘人，北寺以石窟取勝。
來到馬蹄寺，彷彿置身一個佛的國度，到

處鐘磬流韻，香煙繚繞，使人明心見性，佛
性顯現。馬蹄寺不僅是佛教勝地，更是旅遊
勝地。它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連綿千

里的祁連山中，閃爍在駝鈴叮咚的絲綢古
道上。
在距南寺不遠的群山之中，有個大大的山

谷，其間有序地排布着座座蒙古包，這就是
充滿溫情的蘭花坪度假村。它遠離塵世，遠
離喧囂，儼然一派桃花源的景象。每到夏
天，山坡上、山谷裡到處都是盛開的蘭花，
那陣陣幽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在這美好的時節，四方八路的遊人潮水般

地湧來，避暑度假。這時熱情好客的裕固族
姑娘列隊站在路旁，高唱迎賓曲，向每個遊
人奉獻着熱騰騰的奶茶，敬獻上潔白的哈
達。到了夜晚，大家圍繞着熊熊的篝火，手
拉着手，肩並着肩，盡情地歌唱，恣意地舞
蹈。待得唱累了，舞累了，席地而坐，大碗
大碗地喝着舒心的青稞酒，大塊大塊地吃着
鮮嫩的手抓羊肉。人在歡快盡興之時，往往
心不設防，這時笑吟吟的裕固族姑娘會輪番
向你敬酒。豪飲之際，不覺酩酊大醉，頭一
重，身一斜，便倒在茸茸的草地，倒在蘭花
的懷中鼾聲大作。待得宿酲醒，神志清，已
是曉露濕，東方白。
在北寺的藏佛殿內，有一石井，雖是高高

的山腰，卻能鑿井見水。其水不因夏溢，不
以冬涸，終年盈盈地保持在一個水平線。其
水具有甘洌、冰冷、綿軟、晶瑩、潔淨、不
腐、潤喉、健胃八個功效，是故有「八功德
水」之美譽。傳說此水曾是匈奴單于的王后
專用飲水，這個遊牧部落的絕代佳人，常來
對井梳妝，顧影自憐。此水可解渴生津，可
養顏增白，可祛病延年。大凡遊人到此，都
要爭先恐後地痛飲一番。下山之際，還要將
隨身攜帶的瓶壺罐諸般容器裝滿，或是饋贈
未及朝山的親朋好友，或是日後自己慢慢享

用。
天馬的蹄印就在北寺的馬蹄殿內，

殿內供奉着宗喀巴的金像，只見他頭
戴高高的氈帽，神態安詳，兩隻大大
的眼睛閃着睿智。宗喀巴是十五世紀
宗教改革的領袖，是藏傳佛教黃教的
創始人。他主張學行並舉，顯密並
重。由於該教組織嚴密，戒律嚴明，
因而深得人心，在藏、蒙兩地廣為流
傳，並在西藏逐漸成為執政教派，形
成了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體系。此教
在青海、甘肅亦有着眾多廟宇及大量
信徒。
宗喀巴的廟宇雖沒有釋迦牟尼的大

雄寶殿來得寬闊高大，僅百十平米，
與普通住宅面積相彷彿；塑像亦沒有

釋迦牟尼來得巨大偉岸，僅真人高矮模樣。
這樣卻來得自然真實，顯得生活化，平民
化，使人易於接近。「一語道破」，他就是
常住世間的佛主，是藏、蒙等地佛教徒心中
的釋迦牟尼，備受人們的頂禮膜拜，享受着
旺盛的香火和無盡的禮讚。
位於北寺的三十三天洞，是一個石窟群的
總稱。它共有二十一窟，自上而下分七層排
列，呈寶塔形狀。遊人若想登臨拜佛，一覽
山景，必須攀越開鑿於山腹的通道。那通道
極度的狹窄，僅一人之寬。陡峭的石階，人
行其上，幾乎是前人踏在後者的肩上。在三
至四層之間，僅有一個高高的石洞相連通。
其間有塊半人之高的岩石，小心爬上，還須
轉體再次攀越，故此處有「鷂子翻身」之
說。此地因極度的險峻，體弱者、怯懦者只
能望而止步，徒有唏噓。
三十三天洞是馬蹄寺石窟群的藝術典範，

佛像造型生動，神態亂真。有的似在說法，
手指有示，眉眼生動；有的似在修煉，手結
契印，目如垂簾；有的似在悟道，若有所
思，若有所得。在這高接雲天的石窟，香火
卻來得出乎想像的旺盛。在每座佛像前的香
案上，都有成盒的檀香供人取用。這是僧人
理解遊人攀登之不易，故而特設的。大凡遊
人一片虔誠，艱難地攀越來此，自然逢佛進
香，見佛必拜，求平安，禱健康。求完拜
完，往功德箱塞些錢，表表心意，算是香
錢，亦叫隨喜功德。
站在絕頂的石窟，彷彿使人置身雲天。片
片白雲，唾手可得，涼爽的山風拂衣撩襟。
放眼遠望，點點雄鷹背負青天，連綿的祁連
山如浪似濤。此情此景，令人撫今追昔，思
緒萬千……

看嚴曉星編輯的《高羅佩事輯》（北
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其中
有一段蒲樂道寫的〈二女嫁一夫〉，饒
有趣味。
話說英國人蒲樂道初到中國時，認識

了荷蘭駐華大使館的高級秘書高羅佩，
頓成摯友。相交一年後，高羅佩對他
說，已向一位北京小姐求了婚，獲允，
但有條件，令他躊躇不決。蒲樂道一
問，不禁啞然。原來那位小姐說，要娶
她就要連她的妹妹也娶來作二房。蒲樂
道聽了大笑道：「老高，切勿絕望。你
的愛人必定是個心地溫和的少女。她很
愛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開。只要
你答應她一生讓妹妹跟你們同住，那不
是很好嗎？」
高羅佩連呼「妙計」，「低聲笑了半
天才止」。結婚後，老蒲問老高「成家
生活如何」，老高左顧右盼，才道：
「還好還好！」
這句答話耐人尋味，新娘的妹妹是否

真的成了老高的二房？不知。
蒲樂道（John Blofeld,1913-1987）是
個十分有趣的外國佬，他和荷蘭人高羅
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都是同屬「中國症患者」
（sinopath），而不僅僅是「中國愛好

者」（sinophile），他倆取漢名，穿華
服，說漢語，娶華女；尤其是高羅佩，
嚴曉星引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
說：
「作為個人，高氏最特異處，尚不在

其中國知識的博洽，而在其中國文化素
養的全面。一般漢學家，能讀漢字未必
能說漢語，能說漢語未必能寫中文，而
高氏不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詩
詞吟詠亦已入流；文學以外，書法、篆
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師指點。其通才絕
藝，儼然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遺風。」
高羅佩比一些中國人更中國人。不僅

如此，他貴為駐華外交官，「下筆每稱
『吾華』如何，開口即道『在我們漢朝
的時候』或『我們中國在唐朝』之
類」，視中國為己國，高羅佩對中國的
確入心入肺，比一些中國人更愛中國。
認識「高羅佩」這個名字，是看了他
的《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
考》；後來才知他還是個寫有《大唐狄
公案》的小說家。幾經艱辛，才在坊間
購得陳元來、胡明等的譯本，讀之極為
過癮。高羅佩在自序中說：
「我是從中國古代公案小說中借用了

一些情節，以中國古代著名的大法官狄
仁傑為主人公進行再創作。我在創作中
保留了中國古代公案小說的一些特點，
比如在書中寫個序或內容提要，這樣讀
者在讀全書之前就可以對主要情節有個
大體印象。有時我也模仿中國傳統的公
案小說，在一些書的每章開頭寫兩句對
偶式的小標題。此外，我還沿用了中國
公案小說在一本書中同時勘破幾個案子
的這一特別的創作手法等等。」
借用、吸收中國傳統，由此可見高羅

佩對中國認識之深。而最堪一讚的是陳
胡兩位譯者，行文甚有古典章回小說的
味道。
話說回頭，文獻記載高羅佩的夫人乃

張之洞的外孫女水世芳，其妹是誰？是
否即老蒲筆下之妹？和老高後來關係又
如何？待考。

「同年」是科舉時代同一年中榜
者的互稱，也是士人為日後的仕途
打下基礎、結成聯合關係的一種訂
盟。同年之間雖然非親非故，家鄉
亦是遠隔千里，但彼此為了共同的
目的，締結的情誼也是非常深厚。
同年互為提攜照應，資源互為利
用，是很常見的現象，堪稱古代官
場上最為穩固的關係之一。
同年之誼可以追溯到東漢末期，

陳壽的《魏志》云：「魏武與韓遂
父同歲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
時。」曹操與西涼軍閥韓遂的父親
於同一年被舉為孝廉，因了這一層
關係，雙方臨陣交兵時，依然還是
先互敘寒溫，交談良久，這才開
戰。到了唐代，開科取士成為了文
人入仕的主要途徑，同年的稱呼也
在這一時期確立。唐人李肇的《唐
國史補》曰：「俱捷謂之同年。」
同時登科的新進士始稱同年。
同年的小圈子，在人員舉薦使用
方面，有着巨大的優勢。《新唐書·
卷一六二》載：「時京兆尹元義方
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
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
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
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
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
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
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
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
謀，非天子用人意。』」
唐德宗的時候，京兆尹元義方上
疏奏劾宰相李絳徇私。李絳與許季
同有同年之誼，許季同由此在短短
數月內被提擢為少尹，元義方認為
不符合官制，遂向皇帝舉報。唐德
宗就此事詢問李絳，李絳辯解說：
「每年通過明經、秀才等科入仕的
官員大約有百人，而吏部每年分派
的職位，更是在千人以上，大家私
底下互稱同年，並沒有其他的意
思。許季同獲任少尹，是他有這個
能力，且不說我與他非親非舊，就
算我們之前有舊，也應當任用他，
要不然就是我當這個宰相的失職，
也不符合皇上您用人的意願。」見
李絳的一番大道理說得冠冕堂皇，
唐德宗也不再追究。
最見同年之間結盟力量的例子，

是晚唐時期的令狐楚與皇甫鎛。
《資治通鑒》載：「令狐楚與皇甫
鎛同年進士，故鎛引楚為相。後憲

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
皆鎛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
司戶。」令狐楚與皇甫鎛是同年進
士，皇甫鎛受寵時，極力向唐憲宗
舉薦，想讓令狐楚做宰相。後來，
皇甫鎛因為推薦方士為憲宗煉製
「神仙藥」，導致憲宗暴斃，繼位
的唐穆宗想要殺掉皇甫鎛。時任宰
相的蕭俛，與皇甫鎛、令狐楚也有
同年之誼。經過蕭俛和令狐楚的居
中周旋，皇甫鎛最後被免掉了死
罪，只是被貶崖州司戶。
明清時期，同年的稱呼又進一步

被延伸，鄉試同榜的舉人亦稱之為
同年。而且許多地方的鄉俗，以同
年之誼最為尊貴，不論同年來自天
南海北，彼此相待就如一家人。清
人昂孫的《網廬漫墨》載有一事：
清代有一舉子到京城參加會試，途
經四川某縣，借宿在一個孫姓同年
家裡。當時這位孫姓同年已經病
死，只有他的寡妻李氏在家。舉子
見李氏一身縞素，更顯面容清麗，
身段婀娜，不覺起了邪念，就試着
出言挑逗，卻被李氏用儒家大道理
教訓了一番，羞慚無地的他，遂不
敢再有冒犯之心。
過了幾年，會試登第的舉子成為

了禮部官員，到四川主持鄉試，偶
然聽人說起某縣發生了一起謀殺姦
夫的奇案，兇手名為孫李氏。主試
官暗中派人探問案情，果然是孫家
年嫂李氏所為，說是李氏先與一個
書生私通，後又喜歡上了一個屠
子，為了擺脫書生的糾纏，持刀殺
之。主試官暗想自己當年如此風流
倜儻，尚且無法勾引孫家年嫂，如
今說她為了屠子姦夫殺人，自己怎
麼也不會相信，恐怕其中有冤情，
更何況自己與孫家有同年之誼，也
不能袖手不管。於是他調來案件的
卷宗和人犯，親自審理。
公堂上，主試官讓李氏不用害
怕，如有冤情就儘管申訴出來，李
氏知道他的意思，卻拒絕改口，且
說：「小婦人也認得堂上大人，此
乃前世事。為屠夫死，心所甘
也！」案情終無可挽回。
總括來說，同年是士大夫階層為

了獲得更多的有效人脈資源，延續
仕途和聲望的一種有效結盟方式，
彼此有着一致的利益和方向，這也
正是同年之間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和
凝聚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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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一個被賦予太多定義的地方。我毫不
掩飾對它的喜愛，不是因為多年前《一米陽
光》帶來的憧憬，也不是稱作艷遇之地的旖
旎。
這裡白天的時間過得很慢，早晨起來永遠是
大好陽光，天是亙古不變的藍，你甚至感覺不
到時間的流動。坐在僻靜的小院子裡，花樹
下，懶洋洋曬太陽，在微風和恍惚的風鈴聲
中，慢慢就會睡去，做一場清甜白日夢。
有許多繁盛的花樹，在溪流邊，在院子裡，
看得讓人心生歡喜。花到了這裡，總是沾染了
太多的陽光氣息，一派天真，不知世事。連梅
花都開得熱熱鬧鬧，梨花也不再清冷，水仙變
得靈動可愛，桃花也更加嬌艷。最多的應該是
櫻桃花了，總是認錯，以為是桃花或者櫻花，
它們開得那樣好，生機勃勃。客棧的阿姨說，
五月就可以過來吃櫻桃，彷彿花謝也不再是一
件傷感的事。女傷春，士悲秋，這樣的「花事
了」情緒應該也不會存在於這裡吧？
往四方街走，一路上都是各色小店，千篇一
律，不是民族風裝飾，就是民族風服飾。倒是
記得小橋上賣水果的當地人，籃子裡鋪上綠
葉，裡面放着新鮮的草莓、芒果，帶着水珠，
顯得小巧可愛。白天的四方街總是熱鬧的，從
不知何處飄來酒吧唱歌的聲音，在人流中顯得
嘈雜，沒有美感。但是跳舞的納西族少女臉上
的笑容有一種陽光的味道，瞬間四方街的熱鬧
就被抵消了。
往獅子山觀景台走，一路都是觀景的酒吧、

水吧、客棧。我們去過兩家，一家有兩隻老闆
撿的流浪狗，不喜被人摸；另一家的露台挺
大，掛滿了風鈴，往下望就是麗江古城。坐在
那上面，吹吹風，又有一種在陽光下睡着的錯
覺。萬古樓頂上，可以拍到很美的日落，不遠
處就是玉龍雪山，淡季人很少。無聊的話還可
以去求支籤，聽大師給你叨叨一會兒，信則
信，不信也罷，感覺也挺玄乎的。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來來往往，誰也不認識

誰，卻可以放下戒備，一起喝茶聊天，不用想
太多，也不必有太多顧慮。來自四面八方的
人，有單純的遊客，忙忙碌碌地趕着去各個景
點，走馬觀花；有懷揣着心事出來散心的人，
表面看似平常，心底卻烙印着過往經歷的痕
跡。在這裡，你會遇見形形色色的人，聽到許
多或平凡或奇特的故事，這些都是很好的體
驗。
麗江起碼有1000家客棧，我有緣住到這一

家。之前在瀘沽湖夜裡太冷，一直都沒睡安
穩，到這裡第一天就睡了一個好覺。因為住的
一樓，夜裡會聽到細微的溪流聲，讓人安眠。
很早醒來，收拾妥當，打開房門，滿滿都是陽
光。客棧老闆招呼我喝早茶，阿姨很親切地問
我要不要編彩辮，心情很好就答應了。編辮子
的時候，阿姨很熱心地招呼我喝一碗粥，沒有
一點隔閡，很自然，彷彿熟識已久。
夜晚的麗江，比白天多了一份自在、狂野和
溫柔。四方街還是很熱鬧，酒吧總是躁動不
安，燈紅酒綠。大街上全是男男女女，石橋上

一群人，喝着酒，唱着歌，看起來都很快樂，
沒有煩惱。路上總是有彈着結他，拍着鼓，唱
着歌的歌手，偶爾有人圍在旁邊，聽歌，或者
跳舞。放肆不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在那
一刻我可能才真的喜歡上麗江，我看見了它與
白天不同的一面，像是濃妝女郎在夜色中起
舞，撩人心懷。凌晨兩三點，還有迎着風一路
高聲唱着歌回家的男女，也有醉在路邊不知何
處的人。這裡會給人很多遐想，做什麼都不顯
得刻意，空氣裡是酒精的溫度，微醺的花香，
還有喃喃低語的情話。
朋友說，在麗江就像看電影。其實這裡很符
合電影發生的場景，遇見，牽手，擁抱，一夜
纏綿，第二天離開，誰也不認識誰，沒有負
擔，只是被恰到好處的氣氛感染。這裡有許多
的故事，許多有故事的人，走了又來，來了又
走。而麗江一直都在那裡，看着這些人的悲
喜，溫柔包容，靜默不語。
你好，麗江。再見，麗江。

遊 蹤 ■文：宗露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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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麗江，早晨起來永遠是大好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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