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1 月下旬，日本滋贺县琵琶

湖畔的三井寺内，一场阵雨刚刚停歇。

空中的彩虹同寺内的秋色相映成趣，阳

光 透 过 红 叶 ，斑 斑 驳 驳 地 洒 落 在 石 阶

上。石阶两旁，祝贺“智证大师圆珍相关

文献典籍——日中文化交流史”收录

于《世界记忆名录》的竖幅标语格外

醒目。

珍存至今的
唐朝“过所”

“智证大师圆珍相

关文献典籍”是 1100
余年前三井寺首任住

持圆珍入唐求法的

56件相关文献，其中

的 47 件收藏于三井

寺内。2023年 5月，

这批文献典籍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

成为中华文化兼容

并 蓄 和 中 日 文 化 交

流互鉴的宝贵证物。

853 年 ，圆 珍 入

唐 ，先 后 在 福 州 开 元

寺、天台山国清寺、长安

青 龙 寺 等 地 修 学 。 858
年，圆珍携大量经卷、法器

等回到日本，被尊为三井寺

第一代住持，并成为日本天台

宗寺门派创始人。在唐求法期

间，圆珍与各界人士结下深厚友

谊。圆珍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和唐朝

人士的往来信件等，成为中日文化交流

的历史见证。

56件文献中，两份“过所”格外珍贵。

这是圆珍一行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后，唐朝

政府签发给圆珍一行的通行许可证。一

份是从开元寺到长安的“越州都督府过

所”，另一份是从长安返回天台山的“尚书

省司门过所”。历经千余年，这两份来自

唐代的“过所”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三

井寺内。三井寺第 164 代住持福家俊彦

对笔者说，它们是考证圆珍在唐朝求法

详细时间和地点的珍贵史料，生动呈现

了当时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盛况。

如今，两份“过所”已被装裱成一幅手

卷。装裱方式非常简单，除加裱了一段约

5厘米的金色隔水外，上下没有添装任何

多余的材料。纸张上可见岁月的痕迹，但

清晰的墨迹、朱红的印章让人恍如梦回大

唐。细读之下，圆珍的足迹如在眼前：

853 年，圆珍经海上航行抵达福州

开元寺。 1 年后一路向北抵达越州（今

浙江绍兴）。他计划前往洛阳、长安及

五台山巡礼求法，于是向越州都督府申

请“过所”。855 年，圆珍抵达长安，在青

龙寺等地求法，并于约半年后向尚书省

司门申请“过所”，离开长安时并未原路

折返，而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地界。这符

合“过所”中提到的“不练行由”，意思是

持 有 者 旅 行 时 不 必 完 全 按 照 固 定 的

线路。

从 2023 年 11 月起，三井寺在主殿金

堂设展，向访客介绍“过所”及其背后的

文化交流故事。“过所”的等比例复制品

被精心装裱，放置在金堂内最显眼的位

置。许多游客专程来访，只为一睹“过

所”真容，与古老的大唐公文展开一场跨

越时空的奇妙对话。

珍 贵 史 料 中 的 文
化交流

在“智证大师圆珍相关文献典籍”

中，不少史料如实展现了大唐对圆珍一

行入唐求法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也

生动刻画了圆珍对大唐的深切热爱、对

中华文化的孜孜渴求。

《圆珍请传法公验奏状案》是圆珍归

国后写就的奏章，可以视为他近 5 年大

唐之行的总结报告。奏章详细介绍了圆

珍游历天台山、洛阳、长安、黄河等地的

见闻，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大唐自然景

观和人文风物的仰慕。提及自己与福州

官员林师翼“才见喜欢，犹如旧识”，与临

海县开元寺高僧知远“乍见喜欢，宛如骨

肉”……宾主和谐的画面跃然纸上。

圆珍返回日本后，始终保持着与唐

朝高僧、学者的交流。他在年近古稀时

仍一心钻研佛法，并修书向大唐僧人寻

求关于佛法的权威解释。在被称为《圆

珍疑问》的书信中，他摘引多部佛法经典

并列举疑问，文中出现“乞垂委示”“其义

如何”“唐言如何”等请求回答的表述。

书信于 882 年寄往长安友人处，现存版

本是圆珍抄录的副本。

《唐人送别诗并尺牍》则是唐人向圆

珍寄来的送别诗和书信，是 9 世纪日本

僧人与中国僧侣、海商、官吏交往的原始

资料。这些史料反映出圆珍多年来一直

同他们保持联络、交流信息，有时圆珍还

请 唐 朝 友 人 为 他 寻 经 求 法 ，并 互 赠 礼

品。其中一份台州开元寺僧人常雅写给

圆珍的书信中提到，作为对圆珍赠礼的

答谢，常雅以“天台南山角子茶”和“生黄

角子”回赠。这也成为确切记载茶叶由

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早史料。

《唐人送别诗并尺牍》的第二卷第九

封是《徐直尺牍》。徐直是唐朝时期苏州

的一名官员，圆珍前往长安途中曾在徐

直家中治病静养，归国后仍保持着书信

往来和物品馈赠，多年不断。《徐直尺牍》

正是印证这段佳话的珍贵史料。

福家俊彦表示，圆珍留下的历史文献

和典籍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希望能够以

这批文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契机，让更

多人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千 年 古 刹 的 中 国
文化气息

三井寺又名“园城寺”，始建于 7 世

纪后期，距今已有 1300 余年历史，现为

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总本山，也是日本

四大佛寺之一。行走在此地，能感受到

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位于寺院北区的

唐院，是圆珍归国后为收纳经书、法器等

修建的，唐院的东侧是藏经阁“一切经

藏”，阁楼中央是一座八角形的巨大书

架 ，收 藏 着 众 多 来 自 中 国 的 佛 教

经典。

福家俊彦说，三井寺在历史

上多次遭遇战火焚毁，包括“过

所”在内的圆珍相关文献典籍

能够保存至今，可谓“奇迹”，这

背后是代代三井寺人的崇敬

与爱护之心。

福家俊彦出生在三井寺，

自幼耳濡目染圆珍和唐朝珍

宝的故事。他倾心中国文化，

尤好唐诗和书法。在寺院茶

室中，一幅李白诗作《宣州谢

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就是福家

俊彦的亲笔。“抽刀断水水更

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

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太白

诗篇中的慷慨豪迈，一直深深感染

着他。

担任三井寺住持以来，福家俊彦

已多次前往中国，寻访圆珍入唐求法

的足迹。每次旅行的起点都是杭州，西

子湖畔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历史

人文气息令他流连忘返。他告诉笔者，

已 经 为 2024 年 的 中 国 之 旅 做 好 了 功

课。从史料中，福家俊彦发现一处曾经

为圆珍查验“过所”的关卡。“圆珍大师

从长安返回天台山时，曾经通过浮桥渡

过黄河。当时往来人马络绎不绝，两岸

有八尊铁牛作为地锚——这应该就是

如今中国山西省的蒲津渡吧？”福家俊

彦拿着资料和笔者确认，“这是曾经注

视圆珍大师渡河的铁牛，我盼望着亲眼

见到它，以寄托对圆珍大师求法之路的

追思。”

圆珍相关文献典籍绝大部分以汉文

写就。福家俊彦表示，日语中至今使用

大量源于中国的汉字，两国民众即使不

懂对方语言，也可以进行“笔谈”，这体现

出两国人文交流有着天然优势和坚实

基础。

三井寺的钟楼坐落在主殿广场的一

角。约 16 世纪时，日本仿照宋人“潇湘

八景”作“近江八景”，“三井晚钟”名列其

中，被文人墨客广为称颂。结束采访之

际，福家俊彦来到钟楼，珍而重之地敲响

古老的梵钟。“咚……”饱满浑厚的钟声

悠悠回荡，也穿越时空，回响在中日文化

交流的历史长河中。

穿越千穿越千年的中国之旅年的中国之旅
——走访三井寺走访三井寺

岳林炜岳林炜 朱玥颖朱玥颖

图 片 由 上 至 下 依

次为：

三井寺唐院一景。

三 井 寺 主 殿 金 堂

外景。

越州都督府过所。

以上图片均为三井

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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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美国作家、翻译家、汉学

家比尔·波特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他曾说：“中华传统文化

就像一座宝藏，我希望将自己找到的

珍宝分享给更多的西方人。”比尔·波

特出生于洛杉矶，在爱达荷州的山区

长大，先后求学于加州大学及哥伦比

亚大学人类学系，并在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中国文化。在学习过程中，他逐

渐迷上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巍峨山川、

哲学与诗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映照出的精神世界。于是，他背上行

囊，跨越千山万水，一路跋涉，遍游中

华名山大川，叩问传统，观照当下。他

把中国视为心灵的故乡，从丝绸之路

到茶马古道，从黄河源头到壮丽的入

海口，细致地抚摸中国文化、历史和自

然的脉络。

行路中国——

穿越历史与现代
的问道之旅

上世纪 80 年代末，比尔·波特首

次来到中国大陆，用半年时间云游于

终南山和武夷山间，回溯中国隐逸文

化的历史演变，探寻发展现状，写就了

《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

他笔下暮鼓晨钟的禅意生活、怀真抱

素的山间隐士、宁静致远的中国图景

无不引人入胜，令不少西方读者对中

华传统文化心生向往。2005 年，美国

青年制片人爱德华·伯格远赴终南山

拍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便是深受

此书启发。

在比尔·波特笔下，《黄河之旅》全

景式呈现了黄河流域这一中华文明腹

地的人文景观。这部近 20 万字的游

记详尽记述了作者由黄河入海口逆流

而 上 ，沿 途 历 经 颠 簸 与 风 雨 ，行 路

5000 公里，最终在 1991 年 5 月 25 日抵

达约古宗列盆地黄河源头的溯源旅途

和心路历程。面对奔腾不息的黄河之

水，他不禁感慨万千：“在这条河边，中

华文明从 5000 年前开始发轫；在这条

河边，中华帝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在

这条河边，中国人形成了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情感。”

在《丝绸之路》中，比尔·波特与

友人结伴由西安启程，沿古代丝绸之

路北线，从河西走廊至新疆喀什，随

后出境抵达巴基斯坦。山峦古道、长

河落日、湖泊绿洲、沙漠戈壁、石窟庙

宇，他们走过繁华，也经过荒芜，千年

丝路波澜壮阔的画卷徐徐展开。不

同于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丝绸之

路新史》以及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

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等

纯史学作品，比尔·波特采取旅行文

学视角，让读者直观感受到沿途的旖

旎风光与磅礴的文明张力，思考并探

索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此后，他

以同样的方式寻路中国，相继出版了

《彩云之南》和《江南之旅》，以亲身体

悟引领海外读者共赏茶马古道与长

江流域多姿多彩的沿途风景与文化

遗产。

为完成《寻人不遇——对中国古

代 诗 人 的 朝 圣 之 旅》，自 2012 年 起 ，

比 尔·波 特 先 后 拜 谒 36 位 中 国 古 代

诗人的故居及墓地。此次行走始于

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的洙泗书院，终于

浙 江 天 台 山 诗 僧 寒 山 子 隐 居 之 处 。

他坚信实地考察有助于了解诗人的

地域背景和当地的人情风物，进而抵

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唯有如此，“翻

译 他 们 的 诗 歌 才 会 有 生 命 力 ”。 比

尔·波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敬之心

与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从济南辛弃

疾纪念馆到西安司马村杜牧墓原址，

从湖北黄冈苏东坡纪念馆到江西庐

山白居易草堂，他凭借毅力与真诚，

让读者跟随他的脚步踏寻古代诗人

的德泽遗风，了解中华文脉的历史传

承，品味古典诗词的意境神韵。这场

寻诗之旅与李白的“今古一相接，长

歌怀旧游”可谓完美呼应。

译介经典——

超脱时间与空间
的文化之行

倘若系列游记的写作让比尔·波

特广为人知，那么译介中国古诗词与

传统典籍则是其心之所向。三十载如

一日，以“赤松”为笔名，他笔耕不辍，

相继翻译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

集》等 10 多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

国文学史辉煌灿烂，楚辞汉赋，唐风宋

韵，异彩纷呈，其中比尔·波特最钦佩

的诗人是陶渊明，后者返璞归真的生

活方式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恬静自洽，给予他内心的平和安宁，

引导他深入理解中国古典诗歌所描绘

的精神图景。

比尔·波特认为，只有穿透语言的

表象才能把握诗歌的本质，通过点滴

的感悟方能领会诗行之间的微妙变

化，阅读诗歌是一个不断发现、永无止

境的过程。翻译是另一层境界，诗人

不再孤独，而是有人与他共舞，这需要

译者在文学造诣上与诗人达到对等高

度，通过译文与他们对话，进而呈现原

作的文学境界，共同翩然进入诗歌的

本质，即“翻译绝不依赖于语言，而是

超越语言之上的文学艺术。我的翻译

是一曲与李白的探戈，或一曲与韦应

物的华尔兹，只是与我共舞的他们皆

已逝去”。

与自由轻盈的诗歌翻译不同，当

比尔·波特面对《金刚经》《楞伽经》《菩

提达摩禅法》等佛教典籍时，翻译更像

是一场严谨慎思的修行。如何在精准

表达原文的同时，尽量体现典籍微言

大义的语言风格是一大挑战。他多次

强调：“我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宗教文化

时常说，中国的儒释道是通往和谐、安

宁、幸福的三道门。儒家走的是社会

和谐，道家走的是身心和谐，佛家走的

是思想和谐。”无论选择哪一道门，中

国博大精深的哲学传统都促使人诚实

面对自我，看清人生真谛，追求道德与

精神的崇高。

比尔·波特以作者、汉学家与译者

的多重身份在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之

间往来穿梭，探寻着中国的历史变迁

与文脉传承，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

与社会发展。他是中华文化与传统精

神的问道者，也是中国当代书写与文

学经典的传播者，他将中国辉煌灿烂

的古典文学、深邃睿智的哲学传统和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如实展现在西

方读者面前。与此同时，比尔·波特也

让中国读者通过他者的目光欣赏中国

壮阔的山河与岁月，回望悠久的历史

与文化，求索和谐的现实与未来。他

用敏于观察的内心、漫长的旅行和细

腻的文字，向我们呈现出一个熟稔中

国文化的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赞叹与

向往。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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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雨霏霏中，漫步多瑙河畔的布达

佩斯，触目可见的是雨雾里沿河散布的

一座座人物塑像。出了住处门口，就是

一座名为“埃特沃什·约瑟夫”的青铜立

像。这是一位当地人所熟知的匈牙利著

名作家和政治改革家。他 1813 年出生

于布达，1871 年去世于佩斯——那时候

布达与佩斯还是隔着多瑙河的两座城

市，距今 150 多年前的 1873 年才合并在

一起。

如果对这位作家不熟，前行不远，赫

然便是诗人裴多菲像在雨中昂然而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通过这

首由左联作家殷夫翻译、鲁迅传播的著

名诗句，裴多菲一下子就拉近了布达佩

斯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

因一个人记住一座城，古今中外并

不鲜见。这甚至暗合了今天网络时代，

为了强化传播必须“具象化”“人格化”

的规律。布达佩斯更有这一特点，各种

各样的人物塑像几乎随处可见，如史诗

一般铺陈在多瑙河两岸，让人更易形象

化地了解其足可自豪的历史，增添了这

座城市的魅力，也随时随地给外来者和

当 地 人 ，带 来 诸 多 历 史 思 考 与 人 生

启示。

如 果 走 在 布 城 街 头 ，或 许 在 市 中

心 、为 纪 念 匈 牙 利 民 族 定 居 欧 洲 1000
年而建的英雄广场上象征迁欧七部落

和历代著名统治者的群像，略显刻意；

布达城堡山顶头罩光环的匈牙利第一

位国王圣伊斯特万一世，也过于威严；

面 对 多 瑙 河 的 王 宫 广 场 ，欧 仁 尼 大 公

骑 马 铜 像 高 高 耸 立 ，让 这 位 从 外 敌 手

中 收 复 布 达 城 的 军 事 首 领 ，更 显 功 不

可攀。而隐藏在伊丽莎白桥的附近小

公园里、似陷入沉思的茜茜公主雕像，

以 及 街 巷 中 不 少 外 来 者 说 不 清 来 历 、

当 地 人 耳 熟 能 详 的 众 多 塑 像 ，则 让 人

倍感亲切。

其实每一座塑像都记载了一段重

要的史实，或一个感人的故事。讴歌自

由的裴多菲塑像，诉说着产生深远历史

影 响 的 1848 年 欧 洲 革 命 ；手 擎 寓 意 胜

利的棕榈叶、在布达佩斯最高处俯瞰多

瑙河的那尊女神塑像，既记录了二战时

苏联军队攻占德军堡垒的艰苦卓绝，也

记 录 了 那 些 特 殊 历 史 时 期 的 风 云 变

幻。尽管时过境迁，布达佩斯却没有毁

掉那些含有历史意蕴的塑像，除了保留

女神像外，还把拆下的其他塑像集中存

放在一个主题公园中，让人们能够更形

象地感受和回顾那段历史。塞切尼链

子桥头的一座塑像，则记录了一个令人

感伤又励志的故事。据说当年年轻的

塞切尼接到父亲在外病重的消息，但多

瑙河上的浮冰让他无法及时过河、未能

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决心在多瑙河上

修建一座桥。这就是第一座连接布达

与佩斯的大桥，也成为两城合一的重要

推手。

雕塑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建筑相比，城市里的雕塑尤其是塑像，

尽管实用性不如前者，但却往往以栩栩

如生的外形，创作出易被世人理解、寄托

情感的景观。除了装饰功能，更可以满

足人们欣赏、启迪、教化等多种精神需

求。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我国除了

受佛教造像影响有少量塑像且多限于庙

堂，直至近代才出现真正的城市雕塑乃

至 人 物 塑 像 ，然 而 也 主 要 在 一 些 机 构

内。或许在街头也可以多一些精美的人

物塑像，未必都是千篇一律的个别古圣

先贤，有些也可以是城中名人、社区榜

样，随时可见，可学可仿。通过神态各

异、个性鲜明的塑像，可以让城市活起

来，不但让游客借以了解历史，更在潜移

默化中，塑造了城市形象和当地人的性

格，起到教化和引导作用。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塑像

可以说是“形象的历史”“无言的老师”。

在布达佩斯停留时间不长，但那些富有

艺术和历史文化内涵的塑像，却在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布城的塑像
崔士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