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休的“聪明”，不是你想的那样

聪明是什么？对于中国的许
多70后80后而言，对于这个词的
最初定义，来源于一部日本动漫

《聪明的一休》。其实，一休哥在历
史上的原型高僧一休宗纯大师，
确实也是个聪明人，只不过他的
聪明，并非我们童年印象中的那
个样子。

小时候看《聪明的一休》只觉
得好玩，不过后来了解一点日本
历史却觉得这部动画拍得挺荒
诞。《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大将军，
原型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
义满；那个成天跟一休嘻嘻哈哈

的新佑卫门，其原型曾经官拜“京
都所司代兼四舍奉行”，大约相当
于今天咱中国的北京市委书记兼
国家宗教管理局局长。这么一帮
高级领导，成天啥事儿不干，陪着
一个小和尚斗心眼，还总是被耍
的很惨，古代日本统治阶级的智
商看来真是堪忧。

不过，又多了解一些之后，才
发现日本制作者之所以那么拍，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整个故事的
核心在于一休那个被讳莫如深的
身份——— 套用现在的说法，一休
是个“皇二代”，只不过，一休这个
皇二代当得比较倒霉。他出生之
前的14世纪，在日本历史上被称
为南北朝，是个掐架盛行的时代。
其掐架的大体流程是天皇的一脉
子嗣因为不甘心当幕府将军的傀

儡，带着天皇的资格认证书（三神
器）跑到南方去“另立中央”，逼着
幕府不得不在北方立一个“山寨
天皇”。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
腿，南朝不得不再次从了幕府，归
还了三神器。不过，南朝的支持者
们不甘心失败，又派了个女特务
藤原照子嫁给北朝的后小松天
皇，试图培养继承南朝遗志的“革
命接班人”。虽然此计最终败露，
不过孩子最后却生下来了，这就
是我们熟悉的一休哥。

难题交到了掌权的大将军足
利义满的手上，此人虽然在动画
中是个屡战屡败神似灰太狼的主
儿，不过人家在日本历史上却是
个曹操式的狠角色。按足利的本
心，未尝不想干掉这个“反动余
孽”，不过，人家的爹毕竟是天皇。

思量再三之后，足利把这孩子送
去当了和尚，还不允许一休和其
母亲见面，逼着一休只能对着个
放晴娃娃想妈妈，这就是那首片
尾曲的来历。

明白了一休这样悲催的身
世，你就不难理解大将军为啥三
天两头把他叫去找茬，说白了其
实就是看着他不爽而已。历史上的
一休是否真的那么机智我们不得
而知，其实也无关紧要。命运在一
休的身上负载了太多东西，一面是
幕府的猜忌和百般羞辱，另一面则
是南朝旧臣对他光复故国的期望。
即便真有一点小聪明，又怎能逃
脱命运如此沉重的枷锁呢？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引进动画
片一样，在中国放映的《一休》播
到一半就不了了之了。事实上，

《一休》是有后半部的，只不过与
之前风格迥异：一休在偷偷见到
母亲了解自己的身世后一度想投
湖自杀，却被南朝旧臣救起，再后
来，一帮人打着他的旗号谋反，被
将军镇压。历经纷乱的一休终于
大彻大悟，在动画的结尾，他作别
了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沿着一条
金光大道走向远方。这个结局孩
子们确实很难看懂，但它的确是
历史上一休宗纯大师心路历程的
真实写照：历经纷争，看破红尘，
放下一切，寂静涅槃。

一休宗纯大师，圆寂于1481

年11月21日，距今已经534年，他曾
注定是个被命运枷锁束缚的政治
工具，却一生放浪形骸。生为囚
徒，死得自由，真实的一休，不愧
是有着真正智慧的一代高僧。

本周，西班牙自治区加泰罗尼亚与其“祖国”之间的乱斗愉悦了广大看客。当地时间9日，加
泰罗尼亚议会宣告该地区不再从属于西班牙。11日，西班牙总理正式宣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决
定无效。中国人也许觉得看不懂，本就不大的西班牙，为何会有这样一片闹着要独立的辖区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泰罗尼亚与“祖国”之间的恩怨，其实已经延续上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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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祖祖国国””的的千千年年恩恩仇仇
——— 加泰罗尼亚为何不服西班牙

本报记者 王昱

地方不大，来头不小

如果你是球迷，对于巴萨和
皇马这对西班牙德比恩仇的段
子不会陌生。世界上有着分离主
义倾向的地区不少，但像加泰罗
尼亚这样，敢公然把自己的足球
俱乐部当做独立主义象征的主
儿实在不多，每当巴萨主场比赛
进行到第17分14秒，诺坎普足球
场的加泰罗尼亚球迷都会高唱
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歌曲，以纪念
1714年巴塞罗那被西班牙、法国
联军攻陷。看来巴萨的球迷历史
学得都不错。

其实，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历
史，比球迷在足球场上呈现的还
要深。从根子上说，加泰罗尼亚
与西班牙其实本非“同路人”。加
泰罗尼亚人主要是伊比利亚凯
尔特人和希腊人、罗马人的混合
后裔，不过，由于地濒地中海，加
泰罗尼亚自古就比他们地处欧
洲边缘的邻居“洋气”得多。早在
上古时代，腓尼基人就在当地建
立过贸易据点，其后，迦太基和
罗马先后在当地建立过要塞，东
部的巴塞罗那在罗马时期是贸
易重镇，后来发展成加泰罗尼亚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促使加泰罗尼亚真正确立
其地缘边界的，是罗马帝国崩溃
后发生的故事。公元801年，刚刚
崛起于法兰克地区的牛人查理
曼大帝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占领
了这片土地，并在当地设立了边
防区，封了一位巴塞罗那伯爵在
这里世代镇守。此举在欧洲中世
纪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
此之前，从直布罗陀渡海而来的
阿拉伯人已征服了西班牙全境。
加泰罗尼亚“光复”，算得上是欧
洲基督教世界开始逆袭的先声。
不过，好景不长，仅仅四十年之
后，盛极一时的查理曼帝国就被
大帝三个孙子瓜分了。被撩在比
利牛斯山南边的加泰罗尼亚顿
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被迫自己
独立打拼谋生。

联姻有喜也有悲

论出身，加泰罗尼亚的确是
高大上，但恶劣的生存环境，逼
着加泰罗尼亚人不得不寻求与
当地“草根抵抗组织”进行联姻。

1137年，巴塞罗那伯爵贝伦格尔
四世迎娶了邻近的阿拉贡王国
的继承人佩德罗尼亚公主，巴塞
罗那与阿拉贡形成共主邦联。加
泰罗尼亚借这次联姻走上了雄
起之路。

1164年，佩德罗女王与贝伦
格尔四世之子阿方索二世成为
阿拉贡国王，他同时继承了父亲
的巴塞罗那伯爵爵位，因此阿方
索就开创了阿拉贡王国的巴塞
罗那王朝，这一王朝持续了两百
多年。凭借加泰罗尼亚强大的海
军和经济力量，阿拉贡王国实力
大增，其疆域向北扩张至比利牛
斯山脉以北的部分法国地区，向
南收复了摩尔人（阿拉伯帝国后
裔）控制的瓦伦西亚，并先后占
领了科西嘉岛、撒丁岛以及意大
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并一度
控制了雅典公国。阿拉贡成为西
地中海不可一世的霸主。借由阿
拉贡王国在地中海势力的扩张，
加泰罗尼亚人充分发挥了其善
于经商的天性，其商船横行于整
个中世纪的地中海。

然而，联姻并不总是这样美
好。公元1410年，巴塞罗那王朝
的国王马丁一世去世，本着血缘
就近的原则，其外孙费尔南德一
世入主阿拉贡。与认同商业的老
国王不同，新国王的家乡卡斯蒂
利亚王国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
的国家，轻视商业，且对抢地盘
有着异常的狂热。这位国王甫一
驾到，就联手阿拉贡人打压重商
主义的加泰罗尼亚。

加泰罗尼亚的厄运到此还
没完，在被外来的“乡巴佬国王”
统治数十年后，1469年，阿拉贡
国王斐迪南二世迎娶其本家的
堂姐、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继承
人伊莎贝拉。在历史上，这桩婚
姻是西班牙完成统一的关键一
步，然而对加泰罗尼亚人来说，
这桩婚事只意味着他们与自己
讨厌的卡斯蒂利亚邻居结合得
更紧了。更悲催的是，紧随西班
牙统一而来的地理大发现，让欧
洲海上经商的中心从地中海转
向了大西洋，比加泰罗尼亚更靠
西的卡斯蒂利亚垄断了从新大
陆获得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加
泰罗尼亚靠边站了。

为何总遇“猪队友”

如此憋屈的际遇，让加泰
罗尼亚萌生了分家单过的心

思，试图寻找欧洲各政治势力
角力的缝隙寻求独立。这思路
本来不错，不过，在国际政治斗
争站队也是门技术活，而加泰
罗尼亚水平堪忧，每每总是与
输家为伍。

1640年，加泰罗尼亚爆发
“收割者起义”，宣布成立共和
国，并推举法王路易十三担任巴
塞罗那伯爵。面对白捡的一块领
土（虽然只是名义上的），路易十
三一开始乐意帮忙，派军队支持
加泰罗尼亚。可是一等西班牙军
队找上门来，路易十三就果断把
盟友卖了。1659年，在刮走西班
牙一块地皮后，法国与西班牙缔
结条约，宣布放弃对加泰罗尼亚
的支持，孤立无援的加泰罗尼亚
重归西班牙统治。

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争爆发，加泰罗尼亚加入了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室的联合阵营，然
而最终获胜的却是敌对方法国
波旁王朝。加泰罗尼亚再次被盟
友抛弃。1714年，首府巴塞罗那
被攻陷，西班牙的新国王趁势收
回了加泰罗尼亚的一切自治权：
宪法被废除，政府机构被撤销，
加泰罗尼亚语被禁止作为官方
语言，大学被关闭。加泰罗尼亚
从这时起变为西班牙王国的一
个行省。

19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又先
后两次加入王室反对派的阵营。
结果，两次战争都以加泰罗尼亚
人加入的一方落败而告终，换来
的只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对该地
区越来越严的管束。

加泰罗尼亚最后也最著名
的一次站队发生于1936年西班
牙内战中。是役，加泰罗尼亚坚
定地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方，并
与共和国政府签订协议，获得了

“战后恢复自治权”的许诺。然
而，加泰罗尼亚的诅咒再次灵
验，内战中最终得胜的是弗朗哥
政权。在战后弗朗哥独裁统治的
三十多年里，加泰罗尼亚人的所
有自治权几乎都被剥夺，还被征
收了惩罚性的税收。

弗朗哥政权结束后，加泰罗
尼亚重获了自治权。时至今日，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地
区之一，拥有750多万人口，占西
班牙总人口16%，却贡献了20%
以上的总税收。如今，拥有实力
又饱含怨念的加泰罗尼亚人又
在争取着独立。这一次，他们会
重演往日的悲剧吗？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11月9日，独立派民众在街头庆祝议会通过独立决议。

加泰罗尼亚（红色）是西班牙的一块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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