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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雪在夜晚悄悄地来，我
突然萌生了去隆务寺走一走的念头。

隆务寺坐落于隆务镇西山脚下，
这里大大小小的经堂、佛殿星罗棋布，
错落有致，是一处由数十座经堂、佛殿
及无数的僧舍组成的宗教建筑群，是
我省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以及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雪中的隆务寺圣洁、宁静。
走在寺院的每一条小径上，那些

土黄色的墙、砖红色的瓦，古典而富有
民族特色的窗，无不给人以神秘、端
庄、肃穆和寂静的感觉，那些偶尔从身
旁匆匆而过的穿着绛红色僧袍的喇嘛
们，熟悉又陌生。间或你会听到鸽子
和鸟咕咕咕、喳喳喳的声音，间或也会

看到信众们拎着桑烟袋三三俩俩地走
进 大 经 堂 以 及 吉 祥 天 母 殿 叩 拜 的
身影。

我从寺院的这些小径上小心翼翼
地走过，我站在山坡上抬头仰望眼前
这宏大的庙宇，同时也在仰望着这座
寺院的历史，我抬头，仿佛可以感受到
这座寺院几百年来的风雨历程都悄然
地定格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时刻。据史
料记载，隆务寺最早建于公元 1301 年
左右，初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公
元 1462 年，名僧三木旦仁钦重建隆务
寺。公元 1630 年，夏日仓一世雅杰蔼
丹嘉措（被认为是三木旦仁钦转世）主
持隆务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尊崇，在
几百年的香火缭绕中，这里人烟渐盛，

逐渐成为了安多地区格鲁派大型寺院
之一。每一个来到隆务寺朝拜的人，
如今都可以在这里看到门楣上悬挂着
的“西域胜境”的匾额，可以在这里尽
情领略藏地的独特风采。

不能不提到隆务寺的大经堂，寺
院中央的大经堂是全寺最大也是最古
老的建筑，让我想起在年少时，在正月
里随着大孩子们去隆务寺观景的场
面。我们绕着寺院的大经堂一圈一圈
地走着，我们带着一种虔敬和神秘的
心情走进大经堂，看到许多根雕刻着
花纹的红色巨柱，我们跟着虔诚的信
众绕着堂内四壁悄声地行走，四面的
墙壁上是大幅的间唐以及堆绣，色彩
艳丽的幡幢和柱裙从堂顶直垂下来，

将大经堂装点得富丽堂皇。走到大经
堂正中间，你会看到这里供奉着藏传
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佛教理论家宗
喀巴大师高达 12 米的镀金佛像，佛像
以及周围嵌满了珠宝玉石，显得雍容
华贵，光芒璀璨。我们总是带着敬畏
的心情走过这些佛像和唐卡，我们屏
气敛息，甚至不敢大声地说话。这座
大经堂高大雄伟又带有特殊的神秘气
息，是寺院里为数不多的地道的藏式
古典建筑之一。

大经堂前面是一个近 1 万平方米
的大院子，多年以前的黄土地已经被
一块又一块的石子平铺起来，这里是
寺院举行重大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大经堂建筑在石基上，从经堂两侧拾

阶而上，经过一堵堵赭红色或者土黄色挺拔
而厚实的墙，便可以到达寺院内的其他任何
殿堂。我曾经在燃灯节的晚上来到隆务寺，
无数的人们带着美好的心愿来到这里，在大
经堂的院子里点燃蜡烛和酥油灯，为家人和
宗喀巴大师虔诚地祈祷。我把那些主人走后
被风吹灭的蜡烛重新点起来，看着它们在风
里燃尽。酥油灯火闪闪烁烁，照耀着人们的
脸庞，和平和安宁的景象可以让人在这个瞬
间忘却许多的琐碎烦恼，在明明灭灭的灯火
中，各色人影来来去去，于是我们的心也变得
干净和安宁起来。

在寺院辩经场旁边的一处空地上，三个
年幼的小喇嘛正在雪中用竹竿拍打着氆氇毯
子，他们年龄还小，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样

子，不经意间就把洗氆氇的工作变成了一次
雪中开心的玩耍，左抻右拽的十分有趣。

“你们光着胳膊冷不冷啊？”我问。
“不冷，我们已经习惯了”其中一个小喇

嘛欢快地回答，同时凑过来要看我照相机里
拍摄的他们正在拍打氆氇的照片。

太阳出来了，太阳停驻在卓玛广场对面
的东山顶上，像一枚灿烂的小橘子绽放出明
亮的光芒，太阳让雪中的隆务寺一下子变得
形象和生动起来，甚至有了些奇幻的景致。

在隆务寺对面的卓玛广场上，是一个又一
个弯腰叩首的背影，在寺院正门两侧红色的转
经长廊上，是一双又一双自如地拂过转经筒的
手。这红色的转经筒，被千百人的手一遍一遍
地摸过，甚至有了些光滑和油腻的痕迹，在白

雪的映照下，转经筒红得热烈而奔放。这些
手，分属于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有的青筋外露
布满沧桑，有的柔软细嫩宛若葱管，透过这些
手，我仿佛可以看到那些走过转经筒的人们，
他们的曾经，他们有着怎样的沧桑经历。

这就是隆务寺，我们每年最少要去一次
的地方，去了便可以不由自主感受到内心的
平静和安宁的地方。在无数人年复一年的虔
诚叩拜中，多少的往日时光就这样在混沌中
流逝着，唯一不变的就是这历经百年的宏伟
建筑，一如既往地展现着它的神秘、古朴和
厚重。

隆务寺，这是个神秘的所在，藏族群众们
安放心灵和信仰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地走
过它的青石板的路，无数次地在这里的广场

上流连又流连，无数次地跟着那些前来磕头
烧香的信徒们转经，去体味他们的幸福以及
快乐。我看到过无数个不知名的身着绛红色
袈裟的喇嘛，他们在这些小径上，从我的身边
不紧不慢地穿过然后走远。这座建于六百年
前的建筑，总是会带给我无限的想象空间，它
在小城的边缘独立地存在着，给了这里的民
众们以精神上的信仰和支撑。

突然想起多年前，我陪一位朋友来到隆
务寺，在寺院大经堂的院子里，朋友取出一支
烟，问旁边正在洒扫的喇嘛说：我可以抽烟
吗？喇嘛抬头温和地笑笑说：你自己看吧！
朋友不好意思地把烟掐灭。

现在想来，喇嘛的回答是多么地精妙啊，
无声地彰显出修行者博大的包容情怀。

隆务寺大门

隆务寺卓玛广场隆务寺卓玛广场

梵烟缭绕隆务寺绿树掩映中的隆务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