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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漠三部曲”终于结集出版了。
    从《大漠祭》初版至今，已过去十二年了。
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大漠祭》们却越
来越热了。
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常有人托朋友找书。
虽然有了多种版本，仍常常供不应求。
虽没人热炒过它们，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
当然，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
那时，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
那时节，会有许多人惊叹：嘿，这可真是个宝藏啊。
呵呵。
    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2000年《大漠祭》在上海初版，2003年《猎原》在北京初版，2008年《白虎
关》在上海初版，我终于完成了“大漠三部曲”的写作。
出版历时八年，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
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历时真有些长了。
写初稿时·，我刚刚踏上文坛——只发表过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到《白虎关》出版时，我已
成了“著名作家”，按《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我完成了从一个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
“神话”。
    这一过程，我用了二十多年。
下笔时，还风华正茂；收笔时，已须发斑白。
    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委实有些长了。
    不过，我说过，这二十多年，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
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欲望多，烦恼盛，毛病不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了别人眼中的“证
悟者”、“成就者”——对这类词语，我其实并不随喜，因为我实无所证，亦无所得，更无所求，但
有人需要，就那样叫叫也没啥，就像我老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
    某次，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雪漠，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太浪费时间了，我只诵《大
悲咒》，一个月就有感觉，你得到了啥？
我说：我啥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
    所以，那“成就者”、“证悟者”之类的说法，是别人认为的雪漠。
我自己，其实就是个平常人、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
我最想做的，就是当好一个作家，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
我理解的幸福，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来打搅，能静静地禅修，静静地读书，静
静地写作，在生命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仅此而已。
幸好，到目前为止，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
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
色彩。
    我的所有修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
所以，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你觉得有意思了，就读读，没意思了，就扔了。
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权当分享而已。
倒是对我的小说，我一向聊以自慰，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正因为有了它们，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
地间的人间之乐。
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就不再是享受了，只有写作和读书，还能让我享
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
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我只想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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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的创作，还是修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
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很难说哪个更重要。
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
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去传播，去抢救。
一人之力不够，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
我当然没想到，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
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除了它真的很好，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
载的文化，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进而又
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
在这一点上，也应了老祖宗说的“善有善报”。
    其实，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不要将它们
分开。
要知道，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创作是我的修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
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我的写，才是一种真正的修。
写这“大漠三部曲”的过程，也是我从张牙舞爪，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
虽然费时太长，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那种精彩人生，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耍人”（凉州人对
“精彩人生”的一种怪味描述）。
我也有过《西夏的苍狼》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但一向无怨无悔。
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活。
    这不，此前我这样活，今后我还会这样活。
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后来出来了几年，发现我独处时，非常充实，一到人群中时，却十分孤独，总
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只好再进关房了。
像我的新书《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的封面那样，虽刚到五十岁，却常常把“死”字顶到头上，当
成一把悬着的剑，老想它随时会落下来。
因为，凉州人老说：“人上五十，夜夜防死”，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写完该写的书，做完该做
的事，不要留下啥遗憾。
于是，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其他时间，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
这一来，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挥挥手，还是到山上去吧。
山高，高到太阳里了，太阳里有个亥母洞，洞是我命中的乐曲⋯⋯念珠握在手里，木鱼在心头敲响，
黑夜是今生的袈裟，高屋是前世的岩窟。
”于是，我又成了《西夏咒》中的那个苦修的琼，除了送饭者，我又一次将红尘拒在了门外。
    书倒仍在流行着，它成了我跟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
从《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新作问世，
如《参透生死》，如《文学朝圣》，如《智慧盛宴》，如《当代妙用》，等等。
这次，“大漠三部曲”也换了面孔，初版以来，这是第三次换“婆家”了。
    从2000年至今，这三本书，有多种版本，多不统一，原因很多。
比如，读者出版集团版的《大漠祭》就将《白虎关》中的一部分选入了，因为《大漠祭》要入选“农
家书屋”，有人想叫农民们多了解一下莹儿的命运，我同意了。
本想以附录的形式，将《莹儿的轮回》选入，但正式出版时，却变成了最后一章。
这样，版本就显得乱了。
有位教授就问我：莹儿咋死了两次？
    还有很多内容，是被删节了的。
如《猎原》中的《母狼灰儿》那一章，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原稿中有，但出版时叫编辑删了，删
得当然有道理，但我总有些可惜，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章节。
这次，又恢复了。
    《大漠祭》更是这样，有许多内容，在当时出版时，编辑有些顾虑，或是为了评奖，就忍痛割爱了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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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内容非常精彩，对农民的命运和心态有十分传神的描写，这次也恢复了。
此外，还保留了村野和民间文化的内容。
在初版中，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如牌位的内容，如齐神婆给
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过，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指路经》，等等。
我想，多年之后，再找这类东西，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就留下了。
我想，就让我的作品有点毛病吧，保留一个真实的雪漠。
    《白虎关》亦然。
在原稿中，莹儿的死活一直很模糊，我没有确定她的归宿。
因为这是个悖论，死不忍心，活不可能——除非她不再是莹儿。
但《收获》某编辑约稿时，希望我写死她，就那样写了。
后来，此情节一直不为人随喜，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时，雷达老师等专家都认为她不该死，这次，我
就恢复了原稿的一些文字。
还有那“引子”，是为了推销的需要，是机心的产物，虽然也精彩，但因为损伤了整部作品，这次也
删了。
    这样一来，本次出版的版本，也算是修订版吧。
至此，距我动笔写《大漠祭》时，已过去了二十五年。
虽然期间也写了称为“灵魂三部曲”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但学界认
为最能代表雪漠的，还是“大漠三部曲”。
    当然，我自己不这样认为。
要是没有“灵魂三部曲”，雪漠也不全面。
当然，“灵魂三部曲”也同样面临了上面我谈到的那些问题。
下次有机会，我也会将它们重新修订一下。
因为初版时，为了出版方便，它们也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像初版的《西夏咒》，跟我的原作，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把张三做的事，安给了李四，我希望能还
原原作面目。
《西夏的苍狼》亦然，我甚至想重写它。
重写要看因缘，修订则是定然会做的事了。
    随着年岁的渐大，我越来越散淡了，越加喜欢离群索居，不想见人（送好书者例外），不想多事，
不想浪费一丁点的生命，就索性常住在关房里了。
那关房在岭南的森林旁，远离世俗喧嚣，触目皆是生机。
我或禅修，或读书，或写作，看看星星，望望月亮，沐浴清风，聆听雨意，耳闻鸟鸣，眼观翠色，就
显得逍遥了。
    当然，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这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呢。
    心静到了极致，一切就哗哗地远去了，除了疯长的头发和指甲外，我几乎感受不到时间了。
只觉得，世界，生命，万物，都往那看不见的远方逃了去。
真没个啥执著的了。
吃穿够了，除了“享受雪漠”外，再也没个啥值得追求的了。
就将过去的书再修订一下，权当留一个存世的版本吧。
    2013年1月6日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漠三部曲>>

内容概要

大漠祭
小说以西部平凡农民一家的苦难，呈现了当代西部农民严酷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有个叫沙湾的小村庄。
小村里，有个叫老顺的老人，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为供弟弟上学，长子憨头早早弃学去卖苦力。
二儿子猛子不是念书的料，也弃学务农。
小儿子灵官农校毕业，没考上大学，回到家乡。
因为贫困，憨头娶不起媳妇，老顺只好与邻村白福家换亲，将女儿兰兰嫁给白福，白福的妹妹莹儿则
嫁给憨头。
婚后，兰兰生了个女儿，白福重男轻女，又有赌博恶习，一不顺心就打老婆，兰兰的婚姻极为不幸。
莹儿是村里的“花儿仙子”，她爱上了富有才情的灵官。
老实的憨头十年前为救一个落水的丫头，他热身子跳进冰冷的水里，造下了难言的病，他在莹儿面前
有强烈的自卑，婚后不久又患了肝癌，家里无钱医治，结果活活疼死。
灵官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离家出走。
莹儿生下她和灵官的儿子，等待灵官回来成了她活下去的理由。

因为靠近沙漠，也因为生态被破坏，沙尘暴时时光顾村子。
风起时，沙子水一样漫来，压房屋，埋庄稼，村民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
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有重点论述，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

猎原
小说以中国西部大漠深处的盗猎与反盗猎，以及猎人和牧人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疯狂械斗的故事，描
绘了日益被风沙吞噬的中国西部猎原，对传统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表现出对中国西部生存问题强
烈的忧患意识。

在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祁连山下有一口井叫“猪肚井”，周围一带牧人和羊群活命全靠它。
水充足人和睦，水干枯相屠戮。
如今水线已到百米以下，焦渴的羊群开始喝人尿、饮牛血。
为了生存，牧人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如箭在弦发。
小说以忏悔猎杀的老猎人孟八爷和青年猎人孟子为线索，由一个盗猎事件写起，讲述了两派牧人对牧
场血肉横飞的争夺等一系列故事，剖析了西部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笔力直达人性深处，极具艺术感染
力，
雄奇的大漠风光，激烈的生存较量，奇异的瀚海游猎，沉重艰辛的生存现实，脱胎换骨似的灵魂历炼
，刻骨铭心的生活感悟，使作品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魅力。

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专家排行版，并名列第
一。
被认为是演绎和象征了人类心灵的猎原。

白虎关
小说讲述掘金潮和商业开发大潮下西部农村的遽变和农民的灵魂焦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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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漠中的牛路坡发现了金矿，人们蜂涌而来，村落随之而成为小城镇，农村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社
会变革，流传千年的信仰，传唱千年的花儿，日益被机器的噪声淹没。
旧的价值体系面临坍塌，灵魂的焦渴与现实的挤压都在叩问这片古老的土地。
小说以兰兰、莹儿、月儿三个农村女性的苦难人生和自我救赎为主线，揭示了当代农村在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产生的阵痛。

兰兰不甘心成为父辈命运的复制品而全力抗争，她跟白福离了婚，从佛教信仰中找到了灵魂的依怙；
猛子不甘被贫穷和愚昧双重绞杀，也加入了淘金队伍，一次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点送命；莹儿依然
在等候灵官归来，她想守候心中的净土，却被母亲强行嫁给屠夫，绝望之下吞金自杀；月儿为了跳出
农门，到城里打工，染上了性病，她和孟子结婚后，两人的情深却阻止不了性病的恶化，月儿只好独
自走向沙漠，在大火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项目，荣获敦煌文艺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复旦大学等高校进行专题研讨，被专家誉为“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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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
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
关》和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
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
优秀作品大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其中，《大漠祭》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雪漠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专家，香巴噶举文化传承者，已出版《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
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等大手印文化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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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漠祭》目录： 从“成为雪谟”到“享受雪漠”——“大漠三部曲”总序 雪漠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
土小说（代序） 雷达 从“名人”谈起 雪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弟弟父母及其他（初版跋） 雪漠 用汗水慰藉灵魂（再版代跋） 雪漠 《大漠祭》
的结构意图（创作谈） 雪漠 ⋯⋯ 《猎原》 《白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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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是。
就是。
丫头呢？
” “上地去了。
就来了。
攒个埂子，一点儿活。
我说我去。
她说她一会儿就干完了。
一点儿活，可能快回来了。
” 灵官妈望着亲家那两片飞动的薄薄的嘴唇，觉得有些别扭。
亲家的过分亲热和殷勤使她不舒服。
她一直觉着和亲家隔着一层，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点。
灵官妈总能觉出其中的一分假。
而假，哪怕只有一分，也总是叫人不舒服的。
而且，她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伶牙俐齿天花乱坠的婆婆面前，兰兰定然占不到啥便宜。
这使她有了一丝不快。
不过，她还是说：“那丫头不懂事。
有你亲家哩，可别惯着她。
” “哟，亲家，你还说啥哩？
”她拉着长长的声音说，“我老说，我们老啊老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了。
没啥。
他们还年轻着哩。
以后的日子长着哩。
要是惯下啥坏毛病的话，可影响一辈子哩。
你说对不对？
亲家。
” “就是。
”灵官妈应道。
心里却在冷笑。
她想，我的丫头我知道，能有啥毛病呀？
你倒是该管管你那个爹爹，但嘴里却说：“就是呀，能给娃娃们个好心，不能给个好脸。
哪个大人还不是为了娃儿们好呢？
” “着，对着哩。
”亲家端过馍馍盘子，沏了杯水。
“你先尝些馍馍，先压压饥。
” “不饿，不饿。
”灵官妈推辞道。
 “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做啥假哩？
又不是外人。
你是怕我的馍馍生着哩？
怕吃坏你的肚子，还是怕我放了老鼠药呀？
尝些，少尝些。
”说着，亲家把馍馍掰开，硬往灵官妈手里塞。
她只好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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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亲家的好面活。
” “叫亲家笑活哩。
好嘛，谈不上。
但熟是熟了。
哪像亲家你呀，做的馍馍和面包一样暄。
你那一手传给你姑娘一半就好了。
莫非你这一手绝活也是传子不传女呀？
嘻嘻。
” 刚听了亲家的话，灵官妈还很舒服。
她自然很得意自己的面食。
可仔细一想，就从亲家的话中品出了不同寻常的滋味。
她是在夸我的面活好呢，还最在骂我没有调教好姑娘？
兰兰的面活不如娘，可也差不到哪里。
差的也仅仅是年轻人懒一点，面揉得不到功夫，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连娘的一半也不如。
灵官妈一边嚼咀，一边思索，没吃出个啥味来。
于是，干笑两声，喝口水。
亲家似乎觉出了对方的不快，说：“哟，你看我这人，刀子嘴豆腐心，有啥说啥，惹亲家不高兴了。
其实，你的丫头也是我的丫头，用不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 “就是呀。
”灵官妈高兴了。
她觉出了自己的小气，“就是。
你放心管，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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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我的一生来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因为，随着长篇小说《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我写了二十年的“老顺一家”（也有人
称为“大漠三部曲”）终于画上了句号。
    二十年前的《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还仅仅是一部中篇小说。
其意图，就是想写写农民的生活。
那时，觉得父母很苦。
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为一天三两角钱的工分去拼命。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等儿子长大，享些福。
后来我长大了，他们却依然苦，更添了愁。
按爹妈的说法，“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了。
那时，我老埋怨：那些作家们，为啥不写写农民“如何活着”呢？
埋怨多了，就想，别人不写，那就我写吧。
    对早期的那部小说，我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
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梦魇一样，屡废屡写，都失败了。
    为了寻找原因，我开始大量读书，探索一些大作家成功的奥秘。
最使我惊奇的，是涅克拉索夫：他为何一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就
断言作者将来必成大作家呢？
我想，这绝非偶然，其中，定有一种必然的东西。
    苦思许久，我终于发现了其中奥秘。
一个作家，在执笔之初，甚至执笔之前，就几乎决定了其将来。
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芋，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
山芋。
作家亦然，其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
除非，他进行过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但正如我在《猎原》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发现，我没经过一个优秀作家必须经过的灵魂历练和
文学修炼，没有洗去灵魂上的污垢，自然也无法体悟生活的本质，更无法感受并描绘强有力的生活。
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玷污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
”    我决定重新练笔。
    这一过程，我后来称为“大死”。
大约有五年时间。
这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
每天凌晨三时，我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样，龇牙咧嘴，从床上爬起，先是禅修，然后走向书桌，进
行单调、乏味的练笔，实践着自己的“悟”。
那时的梦中，也在练笔。
心灵是沉重不堪又痛苦不堪。
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陪伴自己的，只有须臾也离不开的莫合烟。
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更糟糕的是，我穷困潦倒，常常没买菜的钱，一家三口，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
唯一的奢侈，便是书了。
我说服妻子，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
我明白，只有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常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
成功了，当个好作家。
失败了，活不下去，大不了回老家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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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
    修行和练笔的同时，我利用在教委工作的机会，跑遍了整个凉州。
几年过去，对这块土地的熟悉程度，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
那时，心中的《大漠祭》们也渐渐长大。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我所经历的，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我甚至按苦行僧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和每日四座、每座三小时的禅修。
为了怕饭后过饱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吃晚饭。
后来，又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烟。
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我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死”。
经过了“大死”，才有可能“大活”。
没有苦行，便没有彻悟。
    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
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
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对“成功”的执著。
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
    三十岁那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是我的生日。
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开始了完全与世隔绝的四年。
这时的创作，已进入“大活”阶段。
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寂寞，只有宁静和超然。
这时的我，不考虑发表，不考虑成功，只想完成。
而这完成，也无丝毫的执著了。
我不再写作。
我只是在生活。
执笔，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
我之所为，就是叫“他们”从笔下流出来，而我自己，则“滚出作品”。
    后来，人常问：写《大漠祭》们，吃了不少苦吧？
我说不苦。
真的不苦。
若说苦，是写它之前有苦。
写时，只有乐。
如同一个猴子，苦苦修炼时，无疑是苦的，一旦成“弼马瘟”，就只有乐了。
    再后来，连乐也无了，只有宁静。
    只是没想到，从《大漠祭》的写作，到《白虎关》的完成，竟用去了我黄金买不来的二十年生命。
    写于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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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套装共3册)》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登上
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有重点论述，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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