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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超所记阿富汗诸地考
＊

薛克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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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界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商贸中

心。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取经，阿富汗都是必经之地。７世纪，玄奘访问了阿富汗并在《大唐

西域记》中留下宝贵的记载；８世纪，新罗国来华僧人慧超到阿富汗考察并写下了《往五天竺国

传》一书，此书记载了分散于兴都库什山山谷间诸多部落国的地理和民俗，是研究阿富汗历史

文化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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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超，又作惠超，唐时新罗国来华僧，生平不

详。其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或称《慧超往五天竺

国传》，或简称《慧超传》）湮没千余年后，其残卷于

１９０８年被法国 学 者 伯 希 和 从 敦 煌 王 道 士 手 中 买

走，现 存 巴 黎 法 国 国 家 图 书 馆。１９０９年，伯 希 和

到北京，向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公布其敦煌藏经洞

中所获，其中即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遂
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和研究。此后，日 本、德 国、
捷克等国学者纷纷予以介绍、翻译和研究。学界

由是得知，当年丝绸之路上还有慧超这样一位行

色匆匆的实践者，他给后人留下过一份弥足珍贵

的行程记录。

１９９５年，我国学者张毅（汶江）先生在前人基

础上对慧超的残卷做了全面研究和阐释，出版了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一书［１］，尽管其中难免有所

疏忽，但已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完备版本了。从张

先生的《前言》可知，目前学界关于慧超生平事迹

的研究，大约可得出如下几点推测或共识：１．他大

约生活于７００－７８２年之间；２．他大约于开元十一

年（７２３）由海路前往天竺，至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十

一月回到安西（龟兹，今库车）；３．他周游西天的行

动路线大体为：南海→东天竺→中天竺→南天竺

→西天竺→北天竺［１］（前 言Ｐ２－３）。

书中值得研究和商榷处尚多，但本文 仅 就 今

属阿富汗境内的几处地方略作考证，以抒浅见。

　　一、览波国

慧超是从建驮罗（即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

白沙瓦一带）国进入今阿富汗地区的，他进入的第

一个国家是览波国：

又从此建驮罗国 西 行 入 山，七 日 至 览 波

国。此国 无 王，有 大 首 领，亦 属 建 驮 罗 国 所

管。衣着言音，与建 驮 罗 国 相 似。亦 有 寺 有

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１］（Ｐ８７）

览波国，《大唐西域记》作滥波国，《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作蓝波，其他佛教典籍中又作岚波、

蓝婆等。中国西游者中，只有玄奘和慧超去过这

里并留下详细记载。《西域记》卷二写道（节录）：

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

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自数百年，王族绝嗣，豪

杰力竞，无大君长，近始附属迦毕试国。……

多衣白 ，所 服 鲜 饰。伽 蓝 十 余 所，僧 徒 寡

少，并 多 习 学 大 乘 法 教。天 祠 数 十，异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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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２］（Ｐ２１８）

玄奘于第一次到滥波国在６２８年，归 国 途 中

又于６４２年 再 次 到 滥 波 国［３］（Ｐ１３２、２０１），分 别 比 慧 超

早９９年和８１年。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较长，第

二次去时又有迦毕试王陪同，他所了解的情况自

然会更 细 一 些。据 学 者 们 研 究，览 波 的 梵 文 为

Ｌａｍｐａｋａ，位置在喀布尔河北岸，今阿富汗拉格曼

省 Ａｌｉｎｇａｒ 河 与 Ｋｕｎａｒ 河 之 间 的 较 狭 小

地带［２］（Ｐ２１９）。
对 比 二 人 记 载，有 一 个 共 同 点，即 那 里“无

王”。这种情况在玄奘时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到慧

超时仍然无王，但有“大首领”。这个“大首领”使

我们联想 到 唐 代 一 位 来 自 滥 波 国 的 译 经 家 李 无

谄。据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
婆罗门李无谄，北印度岚波国人，识量聪

敏，内外该通，唐、梵二言，洞晓无滞。三藏阿

你真那、菩提流志等翻译众 经，并 无 谄 度 语。
于天后代圣历三年庚子，为新罗僧明 晓 于 佛

授记寺翻经 院 译《不 空 索 陀 罗 尼 经》一 卷，
沙门波仑笔受并制序。［４］（Ｐ３６９）

由此得知，李无谄是岚波（滥波、览波）国人，婆罗

门 种 姓，精 通 梵 汉。 三 藏 法 师 阿 你 真 那

（Ｍａｎｉｃｉｎｔａ，意 译 宝 思 惟，？～７２１）和 菩 提 流 志

（Ｂｏｄｈｉｒｕｃｉ，意 译 觉 爱，？～７２７）主 译 的 佛 经，往

往由他来担任“度语”（或称“译语”，即口头传译）。
武则天时期（６８４－７０４），他在洛阳佛授记寺翻经

院工作，曾为新 罗 僧 翻 译《不 空 索 陀 罗 尼 经》一

卷，这也是他主译的唯一一部经。沙门波仑（不知

何许人）为此经写了一篇短序，称李无谄为“北天

竺岚波国 婆 罗 门 大 首 领。”［５］（Ｐ４０９）根 据《开 元 释 教

录》卷九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等记载，李
无 谄 参 与 译 经 的 时 间 大 约 是 从 武 后 长 寿 二 年

（６９３）到中宗神龙 二 年（７０６），此 后 再 无 消 息。有

可能已经去世。
今考李无谄姓名。其李姓，根 据 唐 朝 怀 柔 边

远民族的习惯做法，当为唐朝皇家赐姓，表示李无

谄归化大唐，尊贵有加。此姓既不会由他自取，亦
不似武后恩赏，而很可能是高宗所赐，但未见有关

诏 制。其 名 无 谄，梵 文 中 有 一 词，ｋｕｈａｎａ，有 谄

曲、虚诳等意，加前缀ａ予以否定，加后缀ｔａ将其

变为抽象名词，为ａｋｕｈａｎａｔａ，佛经中便将它译为

“无谄”［６］（Ｐ１０５）。无 谄 一 名 当 取 此 意，以 示 归 化 之

赤诚。
再考李无谄的头衔“婆罗门大首领”。婆罗门

是其种姓，表示他尚属居士，有的文献则指明他为

“居 士 婆 罗 门”［７］（Ｐ５７０）。但“大 首 领”之 号 颇 有 含

义。此词在 唐 宋 时 代 史 书 中 使 用 较 多，如 两《唐

书》《宋史》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二

十年，延陀部落扰乱，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

击。……其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其 可 汗 咄

摩 支 南 窜 于 荒 谷。”［８］（Ｐ２４８７）又 同 书 卷 一 百 二 十 一

《仆固怀恩传》：“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

其部落 来 降。”［８］（Ｐ３４７７）这 两 条 记 载 都 提 到“部 落”
和“大首领”。可知，唐代称部落领袖为大首领，他
们既不是国王也不称可汗。

巴基斯坦已故学者达尼先生曾提出，古 代 巴

基斯坦在中世纪时有诸多酋长，“当地称这些首领

为封君（Ｓａｍａｎｔａ），地 位 更 高 的 称 为 大 封 君（Ｍａ－
ｈａｓａｍａｎｔａ）。”［９］（Ｐ３３３）如 此 看 来，李 无 谄 或 许 曾 为

滥波国的一方酋长，获得过“大首领”（即大封君）
的称号，但却因信仰而来华翻经了。

再对比玄奘和慧超以上记载，尚有一处不同，
即玄奘说滥波国附属于迦毕试，而慧超说附属于

建驮罗。那么，玄奘时和慧超时的览波有何演变？

迦毕试和建驮罗是何关系？此见下文讨论。

　　二、罽宾国

慧超记载道：
又从此览波国西行入山，经于八日程，至

罽宾国。此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王夏在

罽宾，逐凉而坐，冬 往 建 驮 罗，趁 暖 而 住。彼

即无雪，暖而不寒。其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

冷也。［１］（Ｐ８８）

此国土人是 胡，王 及 兵 马 突 厥，衣 着、言

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无问男之与

女，并皆着 氈 布 衫 袴 及 靴，男 女 衣 服 无 有 差

别。男人 并 剪 须 发，女 人 发 在。土 地 出 驼、
骡、羊、马、驴、牛、氈布、蒲桃、大小二麦、郁金

香等。国人大敬信 三 宝，足 寺 足 僧。百 姓 家

各自造寺，供养三宝。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

寺。寺中有佛螺髻、骨舍利见在，王官百姓每

日供养。此国行小乘。亦住山里。山头无有

草木，恰似火烧山也。［１］（Ｐ９１－９２）

慧超又从览波国继续西行，进入罽宾国。据张毅

先生考证，此罽宾国即迦毕试国［１］（Ｐ８８）。考古发掘

出的大量文 物 证 明，古 代 迦 毕 试（Ｋａｐｉｓｉ）国 都 城

的遗址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６２千米的贝

格拉姆（Ｂｅｇｒａｍ）［２］（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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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超到罽宾国时，其“土人是胡”，国王和军队

都是突厥人。之前他到建驮罗国，就说那里“王及

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

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
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

国主。因 兹 国 境 突 厥 覇 王 此 国 已 北，并 住（山）
中。”［１］（Ｐ７１－７２）这 里，慧 超 提 到 了 三 个 民 族，胡、婆

罗门和突厥。其中，婆罗门和突厥都指向明确，唯
独这个胡，不知是哪个民族。

其实，玄奘当年就已经指出过。据《西 域 记》
卷一，迦毕试国“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
慑邻境，统十余国。”［２］（Ｐ１３６）可知，慧超所说的“胡”
实指窣利人，即粟特人（Ｓｏｇｄａ，Ｓｏｇｄｉａｎ）。也就是

说，在玄奘之后和慧超之前，突厥人取代了粟特人

对罽宾国和建驮罗的统治。
慧超记叙建驮罗的变迁时还提到一位突厥部

落首领“阿耶”。张毅先生认为这可能是“阿史那”
的缩写“阿那”之误。张先生的推测是对的，另有

开元十一年（７２３）所刊《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

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铭文可资佐

证，其“阿那”即阿史那，为突厥著名姓氏，详见陈

世良先生的考证［１０］（Ｐ１５４－１６３）。
我们知道，“罽宾”是一个历史遗留概念，在不

同历 史 时 期，其 具 体 指 向 不 同。如《汉 书·西 域

传》中的罽宾国，指的是今巴基斯坦北部喀布尔河

中下游地区，也包括今阿富汗喀布尔周边部分地

区。这是汉代人的概念。而《魏书·西域传》中的

罽宾国，则指今克什米尔地区。这是南北朝时国

人的概念。《隋书·西域传》中的罽宾概念又有点

混乱，有时指克什米尔，有时又说是“漕国，在葱岭

之北，汉时罽宾国也。”［１１］（Ｐ１８５７）这显然是混淆了漕

国（在今阿富汗加兹尼省一带）和曹国（在葱岭以

北，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所致。唐代，《旧唐

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国概

念又大体恢复到汉时的概念，同时又出现了一个

“箇失密”或“迦 湿 弥 罗”（克 什 米 尔）与 罽 宾 相 区

别。唐代之后，中国正史中就不再使用罽宾这个

概念了。
两《唐书》对罽宾国的记叙基本一致。《旧唐

书·西戎传》中说：
罽宾国，在 葱 岭 南，去 京 师 万 二 千 二 百

里。常役属于大月氏。其地暑湿，人皆乘象，
土 宜 秔 稻，草 木 凌 寒 不 死。其 俗 尤 信

佛法。［８］（Ｐ５３０９）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稍有差异：
罽宾，隋漕国 也，居 葱 岭 南，距 京 师 万 二

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循鲜城，常
役属大月氏。地暑 湿，人 乘 象，俗 治 浮 屠 法。
……天宝四载，册其子勃匐准 为 袭 罽 宾 及 乌

苌国王。［１２］（Ｐ６２４０－６２４１）

上引两《唐书》中的葱岭指兴都库什山，罽宾国在

葱岭南，应指今阿富汗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既包

括迦毕试国都城（Ｂｅｇｒａｍ）及其以北地区（今卡皮

萨省一带），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漕国（今阿富汗加

兹尼省一带）。不仅如此，除了上面《新唐书》中说

的罽宾王兼管乌苌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地

区）外，其监管地还包括犍陀罗地区。也就是说，
唐代的建驮罗与罽宾实为一国，应总称罽宾。由

于慧超自南向北走，先入建驮罗后入罽宾，未免先

入为主，误以为是建驮罗管辖罽宾。实际上是罽

宾国管辖犍陀罗。
此事可以得到多方证明，今仅举其二。
其一，两《唐书》均列罽宾传，与天竺、波斯、拂

菻等并列，而未有犍陀罗传。原因有二：一因罽宾

当时国土面积很大，国力相当强盛；二因罽宾与唐

朝保持着宗主关系，交往密切，尤其是高宗朝和玄

宗朝，其国王由唐朝册封。
其二，在慧超返国数年后，有僧悟空记叙了罽

宾国概况，与慧超所记相符合。据《宋高僧传》卷

三《悟空传》，唐玄宗天宝九年（７５０），罽宾国（此处

指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卡皮萨省为主的地区，但也

包括今巴基斯坦北部一些地区，详见下文）遣其大

首领萨 波 达 干（Ｓａｒｖａｄａｒｋｈａｎ）与 法 师 舍 利 越 摩

（Ｓｒｉｖａｒｍａ）来华访问，表示愿意归附大唐，请派使

节前往巡按。次年，玄宗皇帝派中使张韬光携国

书率４０余人使团西行。车奉朝（即悟空出家前的

俗名）以 左 卫 泾 州 四 门 府 别 将 的 官 职 受 命 随 行。
使团取安西路（此处指吐鲁番至库车，再至喀什噶

尔的路线），先到疏勒（喀什噶尔），次度葱山（塔什

库尔干附近的雪山），穿过瓦罕走廊，到护密国（今
阿富汗伊什卡什姆）。然后经过拘纬国（今巴基斯

坦北境之奇特拉尔）等地，到乌仗那国（今巴基斯

坦斯瓦特河谷地区）。再向南渡过喀布尔河，于天

宝十二载癸巳（７５３）二月抵达乾陀罗城（指今巴基

斯坦白沙瓦一带），此地当时是罽宾国的东都。在

此，张韬 光 一 行 受 到 国 王 的 礼 遇［１３］（Ｐ５０）。据 说 当

时的罽宾王冬天居住在今白沙瓦，夏天居住在西

都罽宾，即所谓“此即罽宾东都城也。王者冬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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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夏 处 罽 宾。”［１４］（Ｐ７１５）这 句 话 中，前 一 个“罽 宾”
指罽宾国，后 一 个“罽 宾”指 一 个 城 市，即 迦 毕 试

（Ｋａｐｉｓａ）的对音，其 地 在 贵 霜 帝 国 迦 腻 色 迦 时 代

（Ｋａｎｉｓｋａ，约１２９～１５２年在位）就是其夏都。
总之，唐代的罽宾国在喀布尔河流域，包括今

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很大一片区域。所

以，唐朝与罽宾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中

国阿富汗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国巴基

斯坦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三、谢 国

《往五天竺国传》继续写道：
又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 国，彼自

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土人是胡，王 及 兵 马

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 侄 儿，自 把 部 落

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

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

乘法。有 一 大 突 厥 首 领，名 娑 铎 干，每 年 一

回，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着、人风、土地

所出，与罽宾国相似，言音各别。［１］（Ｐ９３）

谢 国，《旧唐书》无传，《新唐 书》有 传，在 卷 二 二

一下：
谢 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

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

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
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

阿娑 你 城。多 郁 金、（兴）瞿 草。瀵 泉 灌 田。
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 人 杂 居，罽 宾 取

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初，遣使朝贡，后
遂臣罽宾。开元八年，天子册 葛 达 罗 支 颉 利

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数朝献。［１２］（Ｐ６２５３）

根据张毅先生的意见，慧超文中的社护罗萨他那

为Ｊａｖｕｌａｓｔｈａｎａ的对音；“娑铎干”中衍一“娑”字，
铎干 即 达 干（Ｔａｒｋａｎ，Ｄａｒｇｈａｎ），为 突 厥 大 臣 称

号；《新唐书》这 段 文 字 中，漕 矩 吒 为Ｊａｇｕｄａ的 音

译；帆延即下文的犯引；护时健为Ｇｕｚｇａｎａｎ的音

译；鹤 悉 那 为 Ｇａｚｎａ的 音 译，在 今 阿 富 汗 加 兹 尼

附近；阿 娑 你 城 为 Ｇｕｚａｒ，Ｇｕｓａｒｉｓｔａｎ的 音 译；诃

达 罗 支、葛 达 罗 支 均 为 诃 罗 达 支 （Ａｒｏｄｈａｄｊ）
之误［１］（Ｐ９４）。

玄奘归国途中从漕矩吒国经过，《西域记》卷

十二记载道：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

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 城，城 周 三 十 余

里，并坚峻险固也。山 川 隐 轸，畴 垄 爽 垲，谷

稼时播，宿麦滋丰。草 木 扶 疏，花 果 茂 盛，宜

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

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

烈，霜 雪 繁 多。人 性 轻 躁，情 多 诡 诈。好 学

艺，多技术，聪而不 明，日 诵 数 万 言。文 字 言

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

神，敬崇三宝。伽蓝 数 百 所，僧 徒 万 余 人，并

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

胜福，敏而好学。［２］（Ｐ９５４）

对比可知，《新 唐 书》中 部 分 资 料 采 自《西 域 记》。
玄奘在走这段路时，一直有迦毕试王陪伴，非常顺

利，所 以 《慈 恩 传》中 也 将 这 段 行 程 一 笔 带

过［１５］（Ｐ１１５）。玄奘到漕矩吒时，当地 国 王 对 玄 奘 和

迦毕试王接待殷勤，表现得体，给玄奘留下了很好

的印象，所以 受 到 玄 奘 的 大 力 赞 扬。８１年 后，慧

超到此，已经物 是 人 非，谢 国 已 被 突 厥 人 征 服，
其国王是罽宾王的侄子。

　　四、犯引国

慧超从谢 国北行，到犯引国：
又从 谢 国 北 行 七 日，至 犯 引 国。此 王

是胡，不 属 余 国，兵 马 强 多，诸 国 不 敢 来 侵。
衣着 布衫、皮 裘 毡 衫 等 类。土 地 出 羊、马、

布之属，甚 足 蒲 桃。土 地 有 雪，极 寒，住 多

依山。王 及 首 领 百 姓 等，大 敬 三 宝，足 寺 足

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 等，亦并剪于鬓

发。人风大分与罽 宾 相 似，别 异 处 多。当 土

言音，不同余国。［１］（Ｐ９５）

该国的国名在中国典籍中以多种音译出现过。最

早出现于《北史》，作范阳国，此后又见于《隋书》，
作帆延。玄奘《西域记》中称为梵衍那。其古波斯

巴列维语作Ｂａｍｉｋａｎ，梵语作Ｂａｍｉｙａｎａ。其地在

今阿富汗巴米扬省。
《西域记》卷一“梵衍那”条所记那里的地理环

境、气候、物产等都与慧超所记大体一致，只是更

详细些。尤为重要的是，玄奘还记载了王城东北

岩壁上雕凿的两尊立佛像，记载了附近寺院里的

佛涅槃卧像［２］（Ｐ１２９－１３２）。那两尊立像相距４００米，
一座高５３米，一座高３７米，属于犍陀罗艺术影响

下的杰作，世界闻名。可惜于２００１年３月被当时

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炸毁。
该国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小传，主要强

调其与唐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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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

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 南 与 罽 宾，西

南诃达罗支，与吐 火 罗 连 境。地 寒，人 穴 处。
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
贞观初，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

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蔔写凤州

都 督，管 内 五 州 诸 军 事，自 是 朝 贡

不绝。［１２］（Ｐ６２５４）

这段文字中，斯卑莫运山应指兴都库什山脉中的

一支；罗烂城又称罗匐城（Ｌａｈｕｎ，在Ｇｈｕｌｇｈｕｌａ），
高宗时被列为写凤都督府，国王蔔被封为写凤州

都督。而“蔔”又 作“匐”（Ｂｅｇ），被 称 为 突 厥 人 的

“诸官集 团”［１６］（Ｐ１６１），实 际 上 指 突 厥 贵 族 集 团，并

非一个人。这说明当时梵衍那在唐朝势力范围之

内，以唐朝为宗主国。

　　五、吐火罗国

玄奘早于慧超到达吐火罗，他称之为睹货逻。
他在《西域记》卷一写道：“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旧

曰吐火罗国，讹也）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

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
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

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

分，总役属突厥。”［２］（Ｐ１００）

根 据 玄 奘 的 记 载，初 唐 时 的 吐 火 罗

（Ｔｏｋｈａｒａ）相 当 辽 阔，东 扼 葱 岭（此 指 帕 米 尔 高

原），西邻波斯，南接兴都库什山，北边靠铁门关，
横跨在由东向西流的阿姆河（缚刍河）两岸，而且

分为２７个部落，各据山川之险。但他们总体上都

归突厥管辖。
慧超９９年之后到吐火罗国，情况已经大变：

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
王住城名为缚底耶。见今大寔（食）兵 马，在

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

住，见属大寔（食）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

宾国少 有 相 似，多 分 不 同。衣 着 皮 裘、 布

等。上至国王，下及 黎 庶，皆 以 皮 裘 为 上 服。
土地足驼、骡、羊、马、 布、蒲桃。食唯爱饼。
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 首 领 及 百 姓 等

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

等。不事 外 道。男 人 并 剪 须 发，女 人 在 发。
土地足山。［１］（Ｐ９６）

文中吐火罗国的王城“缚底耶”，有学者注曰：“又

称缚喝、缚脱拉、缚底野、拔底延城或王舍城，即阿

富汗 之 巴 尔 赫，今 称 马 扎 里 沙 里 夫。”又 注“蒲 特

山”曰：“《新唐书》作拔特山，即今阿富汗北部巴达

克山地区。”［１７］（Ｐ１１８－１１９）

很显然，慧超到达吐火罗国时，大食阿拉伯人

的势力已经进入吐火罗地区。正如彭树智先生所

说：“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为唐朝的月氏都督府，
而北部的 席 巴 尔 甘 一 带 的 胡 实 健 为 奇 沙 州 都 督

府。６５２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赫拉特。在巴米杨、
布斯特、巴尔赫、巴德吉斯、加兹尼、喀布尔、帕尔

万、戈尔巴德等许多地区的统治者和居民，对阿拉

伯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１８］（Ｐ８０）慧超说吐火

罗的王城有阿拉伯人驻军镇守，国王被逼走到蒲

特山居住，但那里仍归阿拉伯人管辖。
慧超在吐火罗国所见到“足寺足僧”的佛教虽

然只是在维持着最后的光景，但吐火罗国的佛教

毕竟辉煌过。正如张毅先生所说：“吐火罗僧侣也

有到中国弘法的。如洛阳龙门山至今还保存有景

云元年（７１０）吐火罗僧人宝隆的造像题记（原编号

３—１６８）。吐火罗高僧寂友，在天授（６９０—６９２）年
间与康法藏等合译过《无垢净光陀罗尼》，事见《高
僧传》三集卷二。”［１］（Ｐ１００）

据《宋高僧传》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九等，弥
陀山（Ｍｉｔｒａｓｈａｎｔａ，音 译 寂 友）为 吐 火 罗 国 人，自

幼出家，遍游五印度诸国，学习各种经论，而对于

《楞伽经》和《俱舍论》尤为精通。因他立志传法，
不虑远近，杖锡孤征，于武后时期（６９０－７０５）来到

汉地，与实叉难陀（Ｓｉｋｓａｎａｎｄａ，６５２－７１０）共同翻

译《大 乘 入 楞 伽 经》。又 于 天 授 中，与 沙 门 法 藏

（６４３－７１２）等共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一卷（一

说译于长安二年，即７０２年）。译毕进呈内廷。不

久辞归故里，武后以厚礼饯之。这是七八世纪中

国与阿富汗文化交流的又一实例。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吐火罗传，主要叙述

其概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吐火罗，或曰 土 豁 罗，曰 睹 货 逻，元 魏 谓

吐呼罗 者。居 葱 岭 西，乌 浒 河 之 南，古 大 夏

地。与挹怛杂处。胜 兵 十 万。国 土 著，少 女

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

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 号“叶 护”。武

德、贞观时再入献。
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

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显

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

十四州，授 王 阿 史 那 都 督。后 二 年，遣 子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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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俄又献玛瑙镫 树，高 三 尺。神 龙 元 年，王

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

间数献马、 、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

璃，乃册其君骨咄禄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
怛王。其后，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
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 为 出 师

破之。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
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挹怛国，汉 大 月 氏 之 种。……大 夏 即 吐

火罗也。嚈哒，王姓 也，后 裔 以 姓 为 国，讹 为

挹怛，亦曰挹阗。［１２］（Ｐ６２５２－６２５３）

文中“阿缓城”即伊斯兰文献中的 Ｗａｒｗａｌｉｚ，玄奘

称 之 为 “活 国”，位 置 在 今 阿 富 汗 昆 都 士 附

近［２］（９６４）。中国学者徐文堪先生说，“吐火罗问题”
是一个聚讼百年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在中国，
从季羡林先生的吐火罗语研究开始，后经几代人

的多方努力，如今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已明显加

深而且后继有人，王欣先生的《吐火罗史研究》正

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代表性著作［１９］（Ｐ３６６）。
王欣先生对上述《新唐书》引文提出己见，他

认为第一段里“古大夏地”之前是《新唐书》对吐火

罗历史沿革的大致回顾；而“与挹怛杂处”以下是

对《隋书》的沿袭，反映的是西突厥征服吐火罗斯

坦时的情况；从“其王号叶护”到第二段末，是西突

厥治下的吐火罗斯坦的情况，大致反映了唐太宗

后期至安史之乱时，吐火罗叶护政权与中原王朝

的关系［２０］（Ｐ１２２－１２３）。他 还 说：“虽 然 在 数 百 年 的 时

间里，吐火罗斯坦上的吐火罗人在不同的时期以

不同的面貌出现，其民族内涵亦不断地变化和丰

富，但其主体地位从未改变。无论汉文文献中的

睹 货 逻 国 故 地 还 是 西 方 文 献 中 的 吐 火 罗 斯 坦

（Ｔｕｋｈａｒｉｓｔａｎ），均反映出吐火罗人历史上在这一

地区活动的基本范围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

是由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吐火罗（Ｔｏｃｈａｒｉ）作

为民族称谓的意义日以下降，而逐渐更多地被后

人作为地理概念所使用。”［２０］（Ｐ１２４）

外国学者则指出：“在突厥征服以后，从 前 嚈

哒王国的所 有 领 地 都 置 于 驻 昆 都 士（Ｑｕｎｄｕｚ）的

吐火罗 斯 坦 突 厥 叶 护 统 治 之 下。汉 文 百 科 全 书

《册府元龟》列举了臣服吐火罗斯坦突厥叶护的诸

王 国：谢 （Ｚａｂｕｌｉｓｔａｎ）、罽 宾 （Ｋａｐｉｓａ－
Ｇａｎｄｈａｒａ）、 骨 吐 （Ｋｈｕｔｔａｌ）、 石 汗 那

（Ｃｈａｇａｎｉｙａｎ）、解苏（数瞒，Ｓｈｕｍａｎ）、石匿（Ｓｈｉｇ－
ｎａｎ）、挹 达（Ｂａｄｈｇｈｉｓ）、护 密（Ｗａｋｈａｎ）、护 时 健

（Ｇｏｚｇａｎ）、范延（Ｂａｍｉｙａｎ）、久越得建（Ｋｏｂａｄｉａｎ）
和勃特山（Ｂａｄａｋｈｓｈａｎ）。中国朝圣者慧超在７２３
至７２９年 间 经 过 这 些 地 方，说 在 建 驮 罗、罽 宾

（Ｋａｐｉｓａ）和谢 ，王 及 兵 马 即 是 突 厥。这 个 证 据

很清楚地显示，突厥移民 到 这 些 地 区 了。”［２１］（Ｐ３５６）

“由中国皇帝认可的吐火罗斯坦第一个突厥叶护

是阿史那王朝的乌湿波。但是，此时阿拉伯向中

亚的进军已经开始。”［２１］（Ｐ３５７）

　　六、胡蜜国

慧超走到一个叫“胡蜜”国的地方，行将进入

汉地，回归故国，又见到汉人使者出使外藩，颇感

亲切，回念途程九死一生，兴奋感慨交集，不觉泪

下千行，作五言诗二首，他写道：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

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
辞五言：

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
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平

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
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
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墁坛，

江河凌崖 。龙 门 绝 瀑 布，井 口 盘 蛇 结。伴

火上胲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蜜王，兵 马 少 弱，不 能 自 护，见 属 大

寔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疋。住居山谷，处所

狭小，百姓贫多。衣着皮裘、毡衫，王着绫绢、
布。食唯饼糗，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

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
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
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

除须发，女人在头。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木

及于百草。［１］（Ｐ１４０－１４１）

据考，此胡蜜国即《西域记》卷十二的达摩悉铁帝

国（Ｂｈａｒｍａｓｔｈｉｔｉ），中 外 学 者 一 致 认 定 为 今 阿 富

汗之瓦罕［２］（Ｐ９７５）。但 胡 蜜 与 瓦 罕，在 发 音 上 相 差

甚远，于是人们追溯其来源为《汉书·西域传上》
的休密。休密为大夏（贵 霜）五 部 翖 侯 之 一。“翖

侯，塞种或与塞种有关部落（诸如康居、乌孙等）常
见的官职名称。大夏国五翖侯治地均在吐火罗斯

坦东部山区。”休密“为托勒密《地理志》（Ⅵ，１３）所
载Ｓａｃａｒａ地区小部落Ｋｏｍｅｄａｅ之对译。”其治地

“和墨”也是“Ｋｏｍｅｄａｅ之对译。”［２２］（Ｐ１２３）慧超所记

胡蜜，其时已为大食所管。可见，此时阿拉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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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已经深入到阿富汗的若干角落了。
如今被称作“瓦罕走廊”的这条古道，曾经是

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交通的要道，也是丝绸之

路的要冲之一。当年，中国的求法者和无数的中

外使节都走过这条路，慧超是见证者之一。总之，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既是研究阿富汗８世纪历史

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８世纪中国阿富汗交通史

和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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