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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多年以来，笔者马丽华用心经营长篇纪实，对短篇散文则很少刻意为之。
非因不喜欢，实因一直在岗，少有工余之暇，以至于总体低产，以至于《马丽华散文》中的篇什来历
，多数属于“应请”之作。
例如第一辑对于西藏各侧面的书写，几乎均为报刊约稿，不妨视作文学化了的应用文，以普及西藏知
识为己任；第三辑中的序与评，也多属接受作者请托而为之——好在虽为应请但从不应景，通常一两
千字成篇，但必得通读原作，归纳要点，所以篇篇认真，言之有?，“接近满意”的心情或许由此而来
。
真正存心而作的在《马丽华散文》的第二辑，涉及画家、摄影家、音乐家、藏学家、收藏家、考古学
家、民俗学家等等，一向引为同道知音，故而自10年前主动采写，渐渐就粗具了规模，虽然远不足以
反映涉藏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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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丽华，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1976年毕业于山东临沂师院中文系，在藏工作27年，历任《西藏文学》编辑、西藏作协和西藏文联副
主席。
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3年调至北京，现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
著有涉藏题材作品共计18部，以纪实文学为主，代表作为《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三
部合集为《走过西藏》)《藏东红山脉》，以及《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老拉萨——
圣城暮色》等。
另有诗集、散文结集和长篇小说《如意高地》等。
其中多部已出版港、台版，并译为英、法文等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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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与《西藏最后的驮队》
通往西藏的未竞之旅——程?美《高山反应》代序
听廖东凡讲拉萨掌故——《拉萨掌故》序
民间珍宝的拾荒者——读《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
难忘西藏岁月——张永发《阅读西藏》序
愿望树常青——李晓林《雪域愿望树》序
百年高地
当小女子面向大高原——兼序《生命荒原》
回头看去——冯良散文集《彝娘汉老子》
小心构筑的脆薄之奇美——读麦家之《解密》
单之蔷状写《中国景色》
足迹与心迹——《走过西藏》修订版代后记
要写就写非常经验——《如意高地》创作谈
历史特写与现实底色
背倚山东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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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归记忆之乡——谈《风化成典》对于藏汉文史料的应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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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即使藏族也与别处不同。
来自吐蕃王脉传承的特别的一支，古来即被称为“工布王”统领下的“工布人”。
东距拉萨158公里的米拉山，是拉萨河与尼洋河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彼此历史和生活生产方式的分界线
。
尼洋河谷是工布人的家园，在藏东南汇入雅鲁藏布江的若干大川流中，尼洋河可谓最安静的一条。
客观说来，是由于两岸山间距较宽，使河床开阔的缘故，不时可见的中下游河心沙洲，成为该河特色
；沙洲上喜阳植物沙生槐、锦鸡儿等乔木灌木葳蕤，让我每一回沿河而走，都禁不住想到，是阳光充
满的河谷啊！
随即又会想到，尼洋河可真像工布人的性格，安详的，和平的，与世无争，是阳光工布。
工布人的服饰歌舞别具一格，连民俗的岁时祭祀也自成体系，例如以麦熟为岁首。
服饰的样式简约大气，歌舞多以后半拍突起，铿锵顿挫。
工布人的英武似乎只体现在对付丛林中的猛兽和来犯的外敌中——至今还有称颂百年前工布民兵抗击
英国侵略军的民歌流传。
一两千年里，几乎不闻工布人有何“坏”名声，相反的，倒是饱受近邻波密人的劫掠之苦——那都是
旧话了。
旧话中还有吐蕃王脉传承而来的尤为特别的另一支。
噶朗王统领下的波密土国。
山高林深处的小王朝大约从公元初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20年代末，将近2000年历史。
之所以坚守了那么久，与山川的自然屏障有关，也与格外强悍的性格有关。
其性格也好有一比，俨如东西流经波密全境的帕隆藏布及其主要支流波堆藏布、易贡藏布，最终汇入
的是大拐弯中的雅鲁藏布那样，峡深流急，倾泻而下——今日波密和墨脱两县几乎皆为波密噶朗王的
辖地。
随着江河的奔腾而下。
大峡谷的原始森林中开辟了别样人生。
原住民珞巴族，一个以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维系生存的族群，遵循着花开花落的物候历，以绳结代
文字记忆。
以对万物之灵的笃信支撑精神世界。
在更为晚近的时期里，门巴族和藏族才陆续迁居而来，于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既分而治之又和合为一：
有藏地主流的藏传佛教，有前佛教时代本土生长的苯教，有更为原始的攒动着鬼神精怪的万物有灵。
就生活方式而言，同样地在最狭窄的空间里体现了最大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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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丽华散文》：名家散文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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