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外图书馆 2013 年世界读书日影评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环境：现实与未来影评比赛—— 

回归本真的生命哲学与生态智慧 

——观《喜马拉雅》有感 

体裁：议论文 

投稿人信息：英文学院 1106 班（英美文学专业） 20110100031 吴雯欣 

投稿人联系方式：18826487906/617906 

 

白雪皑皑的群山、天蓝纯净的圣湖、庄严宏伟的红墙寺庙，红衣喇嘛手中转动的五彩经

幡，立于天地间，顿觉世界寥廓恢弘到极致。这里古老圣洁，仿佛是人类最初生存的地方，

沐浴其中，便有了直面生命和灵魂的大胆念想。影片《喜马拉雅》一步步地勾勒出西藏的模

样，还有在这里世代生存的民族古铜色的脸庞，透着野性、顽强、勇敢的光。 

 

牦牛奔腾，沙尘滚滚。影片开头的壮丽声势把我牵引到遥远的西藏天边。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世代扎根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多波民族，在粮食生产无法自给自足

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不得不艰难跋涉靠运盐换取粮食。老首领天尼的儿子原本是下一任头人，

不料在一次运盐途中遇难身亡，而极有可能成为下任头人的卡马被天尼误以为是蓄意陷害他

儿子的罪魁祸首。新的运盐旅程即将开启，以天尼和卡马为首的两派人发生争执。年富力强

的卡马带领自己的队伍率先启程，而固执的老首领天尼携着当喇嘛的小儿子诺布、小孙子帕

桑、儿媳帕玛以及村里其他的老弱，按照占卜的日子踏上艰难的旅途。路途漫漫，困难重重，

老首领的队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上了卡马的队伍，但暴风雪过后，老首领的生命也走到了

尽头，在喜马拉雅群山的怀抱里永远地沉睡。 

但这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讲完就被遗忘。 

 

有限与无限 

金黄的麦浪随风摇曳，老天尼问“你猜这些能够我们吃多长时间”，孙儿帕森说能吃一辈

子，而老天尼却说所有这些才够村里的人吃三个月。广阔的麦田看似无边无际，而老天尼却

能看到这些麦子不是永远吃不完的金山银山，而只有三个月的时限。地球上的资源又何尝不

是如此，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终将会有殆尽的一天。倘若人类要生存，就绝不能在一

望无际的麦田中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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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尼在灯下平静地给小孙子解释死亡，“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死后都会转世重生。”

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生离死别，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天尼将自己儿子拉赫帕

的内脏取出，秃鹫低空盘旋着，贪婪地扑向美味。喇嘛们围着鲜红的尸块载歌载舞，这是古

老的藏族特有的天葬仪式。在文明开化的现代，天葬在现代人眼中成了对生命不敬的野蛮之

举，然而藏族人民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死后将躯体供给秃鹫吞食，灵魂可以被带到天堂，

获得永生。藏族人民对灵魂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躯体本身的关心。人死后“升天”回归自然，

这大概是最自然最原始的殉葬方式了。 

在人有限的生命长河里，我们往往患得患失，现实的物质洪流携着无尽的欲望侵蚀着人

的内心，回归自然本是人类最淳朴的愿想，但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总是放不下物质世

界，毕竟有太多想得而不可得的东西了。就像《欧也妮·葛朗台》中老葛朗台奄奄一息时仍

奋力抓住神父胸前的金色十字架，在生命终结前贪念仍未到尽头，也是这最后一次无谓的挣

扎了却了他的性命。倘若我们不患得患失，珍爱生命，极尽一生让自己充实快乐，到生命的

尽头也不好生恶死，而是以一种历经百转千回的沧桑后的坦然，去面对生之须臾，敞开心扉

把自己托付给浩瀚的天地宇宙，那么生命将得到永生，在自然间留下存在过的痕迹。放眼人

类历史，每个人的生死都也只是沧海一粟，每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拼凑在一起，生命的长河千

百年来生生不息，愈发蓬勃。愚公言：“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

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人类史上不断地遭遇挫

败，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并非是个体的有限生命所能抗拒的，而是靠全人

类无限的力量在灾祸前的成城众志。 

人类有着无可比拟的智慧与坚韧。即便是天尼这样的古稀老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变

的仍是他固执坚韧的脸庞。不畏惧年老体衰，勇敢地向年轻气盛的卡马发起挑战，步履艰难

地行走于群山间，虽有怠慢但每一步都坚定有力，毫不犹疑。而人的智慧与坚韧远超乎我们

自己的想象。正如诺布所言，走最难的路。一群老弱带着牦牛走是了最艰难的“魔鬼之路”，

行动比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遇到山崖上过不去的道，人们自己用石块堆砌为桥。即便桥断

了，人们也能倚靠着崖边狭窄仅容一头牦牛的道，像帕玛拉着诺布，相互扶持着走过险崖。

自然似乎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山崩地裂、地震海啸、暴雨洪涝、灰霾污染、瘟疫爆发，多

少次，灾难像世界末日一般铺天盖地袭来。我们不能抑制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团结

一致，用智慧和坚韧去应对，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千百年来屹立不倒的是人类的团结互助

的精神和共同的生存梦想。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智慧和坚韧，开启了一次

又一次新的旅途，行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坎，生命由始自终都散发着传承下来的原始力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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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有限，但却能无限延伸。 

影片的最末，诺布将旅途的故事刻成壁画，“一个关于帕桑的故事，一个年轻头人的神的

成功”。仿佛我们又看到了生命再一次的循环和新的更替，年轻的头人在来到茂盛的生命之

树前，向前几代人一样，担负重任，开始新的生命之旅…… 

 

“天人合一” 

影片中多次出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关于出发日子，新老两派争执不下，后来老天尼

按照占卜的日子启程，而卡马对所谓的占卜却不屑一顾，率先出发，历经波折后最终老天尼

的队伍赶上了卡马的队伍。在星空底下，老天尼指着天边最亮的星，告诉小孙子帕桑，最亮

的这颗星能带他们找到小麦种植地，“你一定要找到它，从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就

跟着这颗星了”。放入火中燃烧的盐块没有噼啪声，老天尼通过这个方法预测到暴风雪不久

后就会来临，要立马出发，而卡马却认为晴朗的天空不会那么快变天，执意要休息两天再走，

因而引发了新老两派的再次争执。卡马喊叫道：“我们存活至今，要感谢的是我们自己，而

不是神”，而老天尼一派总是秉持着神圣的信仰，虔诚按照神的旨意行动。 

卡马的想法和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想法颇为一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意气风发，信仰的神就是自己，而老天尼的思想在年轻人的眼里，似乎是迂腐迷信的传统代

表。从古至今新旧冲突不断，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结果都是现代慢慢地占据主流地位，而后彻

底地将传统连根拔起，连传统的烙印也慢慢地磨灭，以至于人们逐渐迷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

中，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根。 

也许我们应该静心反思一下，在跨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前，人类已经存活了上百万年，

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体系，在一

代又一代的传承中，逐渐披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然而现代的人们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

及，已经不再对自然有所敬畏，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态悲剧，和世界末日般的灾难来袭，

我们是否应该回首重拾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呢？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

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颇为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核

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道家的主张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

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的境界；而佛家的生态智慧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通过参悟万物本真来

完成认知，并强调一种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在生活中，人们讲究“以人合天”“顺应

天时”，按四季的循环规律从事农耕，按动植物生长规律采集捕猎，还讲究“取之有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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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匮”，懂得蓄养地力，绿色耕种，护林造林。礼制虽有不尊重个人平等和自由发展的缺

陷，但却“中和有度”地保障了有限资源，通过按等级分配资源，限制资源消耗和人的私欲

膨胀，引导人们崇俭去奢，违者受舆论谴责和礼法惩治。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生态伦理思

想都没有很好地传承弘扬下去。再说古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给后世人留下来众多文化遗

产，如各式古建筑，骑楼、西关大屋、北京胡同和四合院，还有各种独具匠心的手工工艺、

表演艺术以及社会习俗其实都诗意地饱含了自然与社会的学问，今天却被追逐利益的人们随

意损毁丢弃。其实，回头看看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也不全是迂腐迷信，有时也有着惊人

的神准，就像老天尼预测到的暴风雨真的如期而至一样，经过年岁考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

理成分。如果未来的人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否也该尊重自然，尊重传统，甚至将其

上升为像信仰一般可惧可畏的东西呢？ 

人的心中若没有信仰，内心没有可敬可畏的东西，难免会胡作非为。而老天尼信仰神，

信仰他所熟识的群山，他的信仰也支撑着他走到最后，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内心

仍充满着信仰的圣洁。影片在神秘空灵的西藏音乐中落幕，老天尼与卡马争论时倔强的脸庞，

激动时厉声的喊叫，遥望群山时充满敬畏与深爱的眼神，一幕幕在我眼前仍旧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