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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是
中亚地区的历史名城。撒
马尔罕历史古城是世界多
元文化交汇的大熔炉，它建
于公元前 5 世纪，6 世纪至 8
世纪、14 世纪至 17 世纪是其
辉煌发展的巅峰。它被西
方学者称为“中亚之心”和

“地球的不老容颜”。金秋
时节，笔者随着洛阳丝绸之
路考察团，来到这个神秘的
地方。

走进“中亚之心”
——撒马尔罕掠影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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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最著名的

建筑是帖木儿大帝博物馆，旁边屹立着
帖木儿骑着骏马、抬手指向西方的巨大
雕像。乌兹别克斯坦货币苏姆上，则分别
印着他的塑像和博物馆外观。

帖木儿大帝是谁？他是14世纪帖木
儿王朝的建立者，这位布衣出身的君主
开创了这片土地上最辉煌的历史。撒马
尔罕就是他的首都。从塔什干乘火车西
行，穿越一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很快就到
达撒马尔罕。

进入撒马尔罕，首先看到的是金碧
辉煌的宫殿陵寝、庄严肃穆的古清真寺
和经学院，就像走进《一千零一夜》中描
述的神话国度。用“震撼”“惊奇”这些词
都不足以描述此时的感受，只能用一个
词，叫“匪夷所思”！而这些建筑就是帖木
儿王朝时期留下的遗产。

列吉斯坦广场建筑群，是14世纪至
17世纪文化遗产区的中心。这个庞大的
建筑群由三座经学院组成，是全世界现
存最古老的经学院。那巨大的拱门、高耸
入云的宣礼塔、深蓝色的穹顶、繁复而细
密的花纹、极富想象力的造型与色彩，都
有鬼斧神工之妙。经学院外部用七彩瓷
片巧妙镶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大型瓷
雕艺术品；内部宏大的穹顶，全部用比头
发还细的金丝嵌饰，灯光照耀下非常绚
丽，仰头一望，让人瞠目结舌。

列吉斯坦广场附近是美丽的比比哈
奴姆清真寺，它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大
的清真寺，仅大门就高达35米。古尔·艾
米尔陵墓是帖木儿及其后嗣的陵墓，其
规模宏大，造型美观，色彩鲜艳，有球锥
形大圆顶。沙赫静达陵墓，是撒马尔罕的
执政者及其家属的坟墓，同样是镶嵌七
彩瓷片的大型建筑群。

离开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华美
建筑群，我们走进公元前 5 世纪
至12世纪的古城，这是一片规模
宏大的古城废墟。

到处是残垣断壁，树木、青草
在废墟上疯长。这些树木中，有一
些非常古老的桑树，正是它们见
证了丝绸之路千年的繁华与喧
嚣。这里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商
团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实力最强的
商帮。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从撒马
尔罕到罗马，都留下了粟特商团
的足迹和无数的遗迹。正因为如
此，“粟特学”已成为历史学上一
门独特的学科。

粟特人，是原居住在祁连山
以北的大月氏人，后来西逾葱岭，
占据粟特一带并在此定居。西晋

时期，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
河和锡尔河流域，出现了 9 个大
月氏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其王族
都来自大月氏昭武部，因此中国
史书称为“昭武九姓”，西方史书
称其为粟特人。

中国史书把这一时期的撒马
尔罕，称为康居、飒秣建国等。唐
朝初年，玄奘大师西行，路过这座
城市，他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飒
秣建国“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
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
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
工诸国”。玄奘大师为飒秣建国国
王讲说佛法，深得国王信服，佛教
逐渐在此传播。当时，飒秣建国受
西突厥控制。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

春，大唐大将军苏定方灭西突厥。唐
朝在西突厥故地，包括撒马尔罕地
区，设置州县府127个，长官主要由
原城主担任，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至此，中亚全境列入唐朝的版图。

公元630年，大食（阿拉伯帝
国）建立后，向波斯帝国大举进
攻。灭波斯帝国后，侵入中亚地
区。此后，唐朝与波斯余部及粟特
各国联军对大食发动了长期战
争。安史之乱后，中亚逐步被大食
控制。9世纪后期，中亚发生大起
义，赶走了大食人，相继建立了萨
法尔王朝、萨曼王朝、花剌子模沙
王朝等。撒马尔罕是这些王朝的
统治中心。13 世纪初，成吉思汗
西征，摧毁了这座古城，就是我们
看到的这片高低起伏的废墟。

著名的撒马尔罕历史博物馆
就建在粟特古城废墟上。二楼展
厅展出的多为 7 世纪至 12 世纪
的陶瓷制品。在这里，我们发现有
典型的三彩，还有烧制陶瓷的模
具，与洛阳的工艺相同。从时间上
看，这些应该是通过丝绸之路从
洛阳传过去的。

博物馆的核心是一楼的壁画
馆。展出的是1965年前苏联考古
学家在撒马尔罕一个古屋废墟中
发现的一幅大型壁画。壁画规模
宏伟，仅残存的下部就高达两米，
色彩鲜艳，场面豪华。画的是一位
公主出嫁的场景。公主身骑白象，
上有华盖，带领一群骆驼，骆驼背
上，是不同肤色的人及各种货物。

当时，前苏联考古学家巴尔托里
德、斯米尔诺娃考证后提出，这是
7 世纪的壁画，画的是一位中国
公主前来撒马尔罕，与当地统治
者和亲的场景。现在博物馆中的
介绍和解说词都是沿袭他们的观
点，并提出中亚的种桑养蚕、抽丝
织绸、种茶技术、造纸术等都是由
这位公主传来的。

博物馆的专家说，我们到现
在无法考证这位中国公主是谁，
您知道吗？我说，这位公主是唐朝
的和义公主，是唐朝宗室、洛阳告
城（今登封）县令李参之女。她嫁
的人是粟特首领阿悉烂达汗，他
率领粟特军团多次打败大食人
的进攻。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唐玄宗册封他为奉化国王。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唐玄宗
改封其为宁远国王，以撒马尔罕
为宁远国的都城，并嫁和义公主
于此。这是唐朝宗室与中亚仅有
的一次和亲。《新唐书》《旧唐书》
对此有明确记载。前苏联考古学
家对壁画的解读是正确的，但年
代的鉴定稍有偏差，应为 8 世纪
的壁画。

离开撒马尔罕，我在深思，
古代的洛阳与撒马尔罕关系十
分密切，双方有千余年的经济
文化交流史。我们双方十分有
必要传承这份友谊，结成友好
城市，共同促进新丝路经济带的
建设。

匪夷所思的
华美建筑

饱经沧桑的粟特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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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玄奘西天取经闻名天下，步后尘者，有义净三藏可
与玄奘媲美。玄奘在外18年，义净在外24年；玄奘主研法相学，
义净主研律学；玄奘循陆路而往返，义净沿海路而去回。

义净俗姓张，齐州（今山东历城）人，生于贞观九年（公元
635年）。8岁时，双亲把他送到泰山朗公谷的神通寺，托付给善
遇和慧智两位和尚。后义净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

当时，律学三大派，各说各的理，彼此矛盾。慧智让义净独立
思考，启发他西行求法，探寻究竟。义净明白，“莫纵心百氏而虚
弃一生”，决心西行求法，找到律学真谛。于是，他先云游天下，遍
寻名师，研习佛教经典，打好自身基础。其间，他曾到洛阳学《对
法》《摄论》，到长安学《俱舍》《唯识》。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义净已37岁。这年，岗州（今广东新
会）有一官吏愿资助中国僧人前往天竺求法，义净欣喜不已，即
下广州，与州官冯孝诠和10位僧友集齐，做出发前的准备。但等
到十一月，当义净准备登上波斯（今伊朗）船出海时，当初结伴的
10人中有9人打了退堂鼓。处一法师说老母多病，不便远行；弘
祎法师说他要去江宁安养；玄达等人也各有理由。只有义净不改
初衷，奋然书怀曰：“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这天，他带一门
人善行，毅然登船，舍身前行。

义净乘波斯船第一站先到“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
岛）。他在此学习“声明”，停了半年之久。此国素与中国交好，王者对
义净也很友善，除馈赠物品外，还把他送到“末罗瑜”（今占碑一带）。
而此时门人善行患病，搭商船回中国，西行只剩义净孤身一人。

义净经羯茶（今马来西亚吉打附近）等地，于公元673年年末
终于到达东天竺的南界“耽摩立底”（今他姆鲁克，在恒河支流胡格
利河沿岸）。他在这里遇到了越南僧人大乘灯禅师，并跟他学习梵语。

一年后，他们随同一个商队北上，拟往中天竺的那烂陀寺学
习。但是半路上义净患了病，“每走五里，竟需百息”，渐渐掉了
队。天快黑时，遭遇强盗，义净的行李，甚至他的衣服、腰带全部
被劫。他听说当地人常将捉到的白皮肤的人杀掉祭天，就跳入泥
坑中，遍涂形体，用树叶遮蔽下身，扶持徐行，至夜间二更，才赶
上休息的同伴。

义净到那烂陀寺后，在这里学习了10年。当时，该寺分为8
院，有僧众3500人，义净遍览佛教经典又潜心研究律学，法理精
进，出类拔萃。游学时，他对种种社会现象予以关注和思考。如他
看到有的天竺僧人投恒河自尽，或上伽耶山跳崖，有的自饿至
死，就请教权威高僧，高僧指出这些行为都属“外道”，“深乖律
典”，逝不可取。他详细考察天竺寺院生活，写下了《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传》等珍贵著作，为后人留下第一手资料。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义净开始启程回国。他沿原路又到
了室利佛逝，因当地僧人挽留，便住下来译经和著述。这一住又
是8年，只有一次，他短暂回国抵达广州，找了些墨、纸等。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五月的一天，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
在神都洛阳举行盛大仪式，欢迎义净三藏回国。当天，洛阳各大
寺院都派僧人前来迎接，他们列队举幡盖、奏歌乐在前引导，浩
浩荡荡把义净送到佛授记寺。72岁的女皇武则天亲自在上东门
外迎接义净，以示隆重，沿途围观百姓人山人海。

义净先后在东南亚、南亚30余国游历，共24年，带回经律
论近400部合50万颂；带回金刚座佛像一座，佛舍利300粒。

义净回国后在洛阳佛授记寺专心译经，先期译出的《华严
经》《金光明最胜王》等由武则天亲撰《圣教序》，标其经首。为实
践律学，义净还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在少林寺重结戒坛。这
天，义净与少林寺寺主义奘、上座智宝等共商戒法，命名为“小
戒”，洛阳有名望的高僧大德悉来参加，计有护律师、元珪禅师等
100余人，法事活动持续了30天。

唐中宗复位后，义净随中宗先后在洛阳、长安译经。中宗曾
亲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并御驾洛阳皇城西门，向群臣宣示
义净所译的新经。义净去世后，他的基塔建在洛阳龙门山北侧。

研律学义净探源
去天竺独走海路

□徐晓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