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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斯
懒家长养出勤
快孩子？
你理解错了！

湿人甲
大乌山的传说：
“三狮朝天”

短尾鸦雀是2008年4月才发
现的浙江鸟类新分布记录，当时是
我第一个在四明山里拍到它的。
它已被提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山雀
身边的自然：四
明山生物多样性
一窥（动物篇）

配音：方芝萍 漫画：任山葳

乐建中
宁波闲话：
念毛经和謽謽嘶

一条山脉，又一条山脉，一条又一条峻伟的山
脉，在这片大地上相遇、交错、纠结，如殊途同归的
旧友或宿敌。

这个地方就是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说的
“世界屋脊”，传说中的“不周山”，汉史上说的“葱
岭”，跋涉者眼中的“万山之祖、万水之源”。我们
知道的几条巨大的山脉，比如喜马拉雅山、喀喇昆
仑山脉、昆仑山脉，还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
都不约而同地来此相聚，在地球表面的最高阶梯
上形成了巨大的山结。

回溯那些遥远的年代，这片偌大的“屋脊”，
是欧亚大陆上东西之间往来的必经之路。我们
常说“丝绸之路”，自中原出发，过河西走廊，进入
塔里木盆地以后，分为南北两道及些许支道，向
着不同的目的地延伸；而到了帕米尔又汇成一
道，直达石头城。塔什库尔干，翻译成汉语便是
石头城的意思。

过了石头城，长长的丝绸之路又分成南北两
道，延伸到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南亚次大陆北部
和西北部地区以及欧洲大陆等更远的地方。帕米
尔如一个巨人，站立在整条丝路上最为艰险、最为
神秘的地段，俯瞰着这条东西文化、商贸交流的飘
带蜿蜒到天尽头。

当然，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是帕米尔的路，
难走；难走的路，又恰巧可以产生人们料想不到
的故事。帕米尔是个独特的舞台，大千世界里的
许多族群、芸芸众生里的各式人等，都曾在这个
高高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各领风骚。据称，三千
年前周穆王西巡到过帕米尔；后来，中国历史上
许多著名的使者、将领、伴侣、商贾等到过帕米
尔，班超、玄奘、高仙芝，还有那位常年在外差点
模糊了国籍的马可波罗，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
故事；还有，许多曾活跃在中国史书里的民族，比
如塞种人、匈奴、突厥、吐蕃等，曾在这里搅动风
云；再有，就是历史上那些偏好巧取豪夺的帝国，
比如波斯、大食、英国、俄国等，曾在这远离世界
上所有大都市中心的边地上角逐。而今，这里是
塔吉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家园，烽烟散了的高
原，呈现着宁静详和的美丽。

在这苍苍茫茫的大地上，没有比时间更恒久
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有意义的事物。生存并且
满怀期待，总是美好的，如同这壮丽的山川。

据史书记载，曾有两个日本皇子来过唐朝，一个叫
真如亲王，另一个无姓名，只称日本王子。记载两人的
史料一个出自中国，一个出自日本。但是，查对正史，只
发现一个天皇的亲生儿子来过唐朝。那么，这两个王子
究竟为何人？二者是同一人，还是两个人？或者说，哪
个是真王子，哪个是假王子？

先看看中国史料记载的日本王子。唐人苏颚编写
的《杜阳杂编》（卷下）记载此事，大意如下：

唐宣宗大中年间（846-859），日本国王子来朝，献
宝器、音乐。王子善围棋，要求与国手对弈，宣宗皇帝命
宫中棋手顾师言出战。王子自备棋具，玉制棋盘，棋子
由冷暖玉做成，冬暖夏凉。

二人对局难解难分，至三十三手，顾师言生怕辱君
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于是，突然使出一招，谓之

“镇神头”。王子顿时瞠目缩臂，投子认输。回到住处
后，王子问接待外宾的官员：“他是贵国第几高手？”官员
答：“第三。”王子心有不甘，希望能与第一高手对决。官
员说：“你若能战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
一。刚才你败给第三，怎能见第一呢？”王子叹道：“看来
小国的第一名，还是胜不过大国的第三名啊！”其实，顾
师言是当朝第一高手。

这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不仅因为故事情
节扣人心弦，重要的是，在围棋史上还留下一招“镇神
头”的迷局，并且在当时有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
镇神头图》，今已失传。《杜阳杂编》是一部笔记体小说
集，包含一些神奇怪诞之事，其真实程度，大打折扣，不
足为信。尽管《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也记载了此事，
但其史料来源则出自《杜阳杂编》，这使得不少人认为历
史上确有其事。

然而，唐朝存续的大约三百年间，几乎不见日本国
王的儿子来朝。直到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才有一位
日本王子来过大唐，此人便是真如亲王。下面看看日本
史料记载的这位王子。

真如亲王本是平城天皇（774-824）的第三皇子，原
名为高丘（或高岳），他曾在11岁时，被立为皇太子。
810年，日本宫廷发生政变，史称“药子之乱”。受其影
响，高丘被废了皇太子之位。仅做了1年多太子的高丘
王子，遂削发为僧，皈依密教高僧空海门下，修学密宗，
法号真如，后称真如亲王，或曰头陀亲王。真如亲王实
际踏上唐土是在862年，这与顾师言同日本王子对弈的
大中年间，在时间上不相吻合，所以这两个王子应该不
是同一人。

日本贞观三年（861），真如申请入唐求法，三月，
得到天皇许可。筹划一年之久，862年乘大唐海商张
友信的船，开始了西行求法之路。

图片来源：宁波市博物馆（笔者翻拍）

李广志
日本真假王子入唐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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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明
帕米尔：寒凝山结的生机

张友信是一位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明州大商人，他
同时又是造船师，并且在日本大宰府兼任大唐通事官
职，精通日语。此次，九月三日，张友信驾船借东北风，
飞帆西进，仅用了四日三夜便到达明州境地。从九月到
十二月，亲王在明州城内停留了三个多月。

可见，史上真实的日本王子不仅来过大唐，而且已
经64岁高龄，是一位潜心修行之人，可谓有德高僧，他
的事迹是中日佛教友好交流的有力见证。他的性格与
顾师言以“镇神头”之招降服的日本王子相差甚远，史料
中未发现真如有过下棋的记
载。可以认为，善围棋的日本
王子是个虚构的人物，入唐求
法的真如亲王则是个真王子。

田雨
不需要别人懂你，
但要做好自己

成长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无
援的过程，别再为了寻求安慰，
而四处找人诉说你的痛苦，因
为旁人只看结果，也只关心结
果。你唯有做好自己，做那个
让你自己满意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