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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丝绸之路精神，舞剧《法
显》近日在京与广大观众见面。这部
舞剧是根据《佛国记》中的记载，取
其归程中真实的海上经历，以动人
的音乐、舞蹈语汇及精彩的舞台表
现来讲述一代高僧法显艰辛的求法
之路。

说起天竺取经，人们最先想起
的便是大唐玄奘，一部《西游记》使
其家喻户晓。殊不知，早在玄奘西行
的两百多年前，晋代一位名叫法显
的僧人，就已经万里迢迢穿越大漠，
从印度带回了佛法真经。法显才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天取回真经
的和尚。而且，相比于玄奘，法显的
经历更为曲折。他是以年逾六旬的
老迈之躯踏上取经之路的，归国时
走的是海路，其上岸地点就在山东
青岛的崂山南岸(古青州长广郡牢
山)。两晋及以前，崂山及周边地区没
有佛教活动记载，也无早期佛教活
动场所的遗迹，法显和尚在崂山登
陆，对崂山周边地区佛教的传播和
发展起到历史性的作用。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
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
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
人。3岁出家剃度，东晋隆安三年(公
元399年)，65岁的法显深切感到，佛经
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
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
徒无法可循，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
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
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
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这年春天，法显从长安起身，向
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
行。历经十余年，九死一生。公元411年
8月，77岁的法显从狮子国(现斯里兰
卡)搭商船经海路曲折回国，在海上遭
遇风暴，漂流到爪哇。后来又于公元
412年5月搭乘前往广州的商船，暴风
雨中商船又迷失了航向，只好随风漂
流。就在船上的粮食和淡水即将用尽
之际，他们终于看到了陆地。青岛著名
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认为，法显一行上
岸时的地点是古代长广郡不其县。自
汉代开始，将当时即墨一部分建不其
县，晋代开始为长广郡郡治所在。法显
在《佛国记》中提及崂山时用的是“牢
山南岸”，至今人们对此并无争议。但
究竟在崂山南岸的具体什么位置，则
是众说纷纭。

法显自崂山登陆后，居住在当时
的衙署(今青岛城阳境内)，由当时的
刺史李嶷陪同，翻译经文，书写经历，
一直到第二年夏，法显才离开青岛南
下建康(南京)。在青岛这一年里，法显
主要进行《佛国记》的书写，该书详细
记录了途中经历、山川方位、道路里
程、沿途见闻和各国风俗等，还有海
上航线、风信星宿等情况，对当时及
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被译
成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国版本，不
仅在佛教界和国际上受到广泛赞
誉，也为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历史
重建立下汗马功劳。法显被鲁迅誉
为“中国脊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佛国记》照亮
了印度”。

法显归国后为译经、说法而建的
第一座寺庙石佛寺遗址就在青岛崂
山沙子口，是青岛市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如今此处仍存的潮海院可为佐
证，位于沙子口街道栲栳岛村东，登
瀛湾畔。潮海院又名石佛寺、白佛寺，
传说是法显在不其县逗留其间所创
建。如今，崂山西麓的华严寺外设有
法显广场，矗立着法显的塑像，以纪
念这位横绝千古的传奇僧人。

高僧法显与崂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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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陈敬刚

留存夏礼
世袭大禹“奉祀官”

杞国虽是个不怎么起眼的
小国，却系大禹的直系后裔，而
这位治水英雄大禹正是夏朝的
建立者，因此，杞国算得上是夏
朝的“皇亲贵胄”了。这样的标
签，在带来荣光的同时，也给杞
国的悲催命运埋下了伏笔。

从商汤灭夏的那天开始，作
为没落的贵族，杞国就再没过上
一天好日子。商汤灭夏之后，将
夏桀驱逐至鸣条(今山西运城夏
县之西)，把其辅佐大臣“散亡”，
又将夏姒姓之民众迁至于杞，让
他们继续奉祀夏朝的祖先。这一
下子，杞国成了夏朝遗老遗少的
大本营。

杞国人没辜负商王的“重
托”，不仅按时祭祖，还把夏朝的
礼仪制度都延续下来，俨然成了
夏朝的“活化石”。因此，直到春
秋时期，孔子还有“夏礼吾能言
之，杞不足征也”的说法。

为了表示对前朝“吉祥物”
的友好，商朝不时抛出几根“橄
榄枝”，商王武丁就曾娶一位杞
国女子为妃。不过，据统计，武丁
光后妃就有六十多位，和杞国结
亲，恐怕象征性的意味更浓些。
即使如此，在商朝，大部分时间
里，杞国并不安宁，随着商王们
的性子，后裔多四散而去。

周朝代商，周武王故技重
施，实行“兴灭国，继绝世”的政
策，到处寻找大禹的后人。费尽
周折，终于找到了东楼公，周王
把杞国重新分封给了他，令其继
续奉祀夏朝的祖先。总之，商周
两朝，杞国成了世袭的“奉祀
官”，为大禹一脉延续香火。

千里迁徙
夺取淳于立锥乱世

到了周厉王当政的时候，天
下大乱，位于今天河南杞县一带
的杞国，正好处在周王朝与东夷
族征战的前沿阵地。倒霉的杞国
先后受到宋国、淮夷、徐国等势
力的攻打，国运多舛，国祚不宁。

杞国国君自知，无法继续在河南
地区立足，只得举国迁徙至“鲁东
北”，来到了山东新泰。可山东这
边也非净土，还没等屁股坐热，就
遭到了莒国的侵伐，引出了一场

“莒人伐杞，取牟楼”的激战。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

沉雨打萍”。进入春秋时期，一切
用刀枪说话，没人再在乎杞人是
谁的后代，更没人会同情或帮助
弱者，杞国只能自救。为了躲避
战乱，杞国人过上了“吉普赛”式
的迁徙流浪生活。

此时，山东的诸侯争霸战争
异常激烈，定陶、新泰、诸城、淳
于、缘陵……这些地方都曾经留
下过杞人的生活痕迹，有时为了
一处地方，杞人要往返争夺数次
才彻底放弃。逃难路上，惶惶如
丧家之犬，恐怕一路走走停停的
杞国人自己也闹不清到底在坚
持些什么。

打不过就跑吧。从鲁西到半
岛，杞国屡败屡战，眼看就要被
列国赶到大海里去了。好在，杞
国的坚持终于换来了上天的一
次眷顾，上天赏给了杞国一个比
它还软的“柿子”捏。

在今天山东潍坊坊子区黄
旗堡街道附近，碰到淳于国这个
对手，杞国国君估计心里早已乐
开了花。淳于国也是历史悠久的
古国，周武王的时候，淳于公分
封在此，正式建国。从那之后，淳
于国一直老实巴交地在这儿生
息繁衍，可凭这弹丸之地，淳于
国越过越穷，守着周围的大国，
时刻担惊受怕。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
经”，杞国一见世上还有比它更
弱的，立刻动了心思。于是杞国
向鲁国投怀送抱，与鲁国结盟，
想要取淳于国而代之。鲁国虽然
瞧不起弱小的杞国，但也对身边
那个没出息的淳于国看不顺眼，
于是难得献了回“爱心”，痛快出
兵，支持杞国攻下了淳于城。

面对外敌来犯，淳于国哪有
招架之力，见势不好，淳于公脚
底抹油，逃往了曹国，淳于国从
此灭亡。坐拥淳于城，鸠占鹊巢
的杞国总算有了一块立锥之地，
心里不胜欢喜。

与鲁比邻
忧患连连寝食难安

千算万算，杞国没想到，与
鲁国做邻居，并不比之前的流浪
汉生活强到哪里去。有了安身之
地，老百姓还是不能享受片刻安
居的生活。

“周之宗盟，异姓为后。”鲁
国身为周公后裔，一直以周王室
正统自居，重视礼乐，更重视血
统。在鲁国眼里，杞国是夏禹的
后裔，虽然也算先贤的后代，毕
竟和自己不一条心。此时的杞国
在山东已经生活了数百年，夏礼
加夷礼，总之就是不会用周礼。
在鲁国眼里，杞国早已和东夷无
异，哪还认它是大禹之后。

原本就骄傲自负的鲁国，自
认为有恩于杞国，更加肆无忌
惮，对其呼来喝去。寄人篱下，杞
国早已学会了忍辱负重，为求生
存，还是与鲁结好，并结为姻亲。
可这样的婚姻并没给杞国带来
几天安宁，反而成了鲁国来犯的
借口。

杞桓公娶了鲁女叔姬为妻，
可婚后叔姬行为不轨，杞桓公一
怒之下将她休掉。不料，叔姬回
到鲁国后不久就病逝了，为了

“扳回一局”，鲁国强迫杞桓公将
叔姬的尸体迎回，好生安葬在杞
国，并强词夺理地称叔姬之死是
因为杞国的缘故。面对鲁国的强
盗行径，杞桓公只得无奈屈从。

平日里，鲁国更是习惯性地
以大欺小，时不时以“朝礼不恭”
等为由欺凌杞国，甚至多次出兵
讨伐，无非就是想多敲诈点好
处。等到鲁国衰落了，杞国又不
得不忙着交好齐、晋等诸侯霸
主，继续受尽压榨。

天地虽大，却没有杞人安居
之地。也许对世代流浪、饱受战
乱之苦的杞人来说，“杞人忧
天”，更多的是无奈和悲壮。“身
亡所寄，废寝食者”，恰恰是反映
了千百年里杞人生活的真实状
态。

公元前445年，存世一千五
百多年的杞国最终在楚惠王的
进攻之下灭国。在杞国故地，至
今仍盛传着“九女冢”的传说。

相传杞国国君有九个如花
似玉的女儿，其中三女儿苡娟外
出春游，路遇歹徒，一个名叫叔
夷的年轻人勇当“护花使者”，救
下苡娟。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婚
姻。几年后，楚国大军伐杞，却对
城高墙厚的杞城毫无办法，久攻
不下，只好暂且退兵。

楚军退后，叔夷假作不解地
向妻子询问：兵强马壮的楚国为
什么打不过小国寡民的杞国？苡
娟回答不上来，叔夷便让苡娟向
杞王询问。杞王正沉浸在胜利的
喜悦中，一不小心道出了玄机：
原来，杞城是龟形城，有老龟伏
卧之功，越打越牢固，只有城西
北的龟尾部才是薄弱之处。

不料，叔夷并非赵人，而是
楚国的一名卧底。得到消息后，
楚国集中兵力攻打“乌龟尾巴”，
很快就攻下了杞城。

杞王见千年基业毁于己手，
痛悔不已，更恨女儿胳膊肘往外
拐，帮助敌国破了杞城。从此立
下规矩，女大外向，死了外葬，并
在城西建了一座大墓，把九个女
儿全部活囚其中，任其自灭。自
此，杞城西部就留下了这座九女
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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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
就是公元前841年。夏朝究竟存在与否，曾困扰中国人许久。以“杞人忧天”而闻名的杞国，作为
夏朝存在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情况。

杞国第三任国君杞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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