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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赏 析

贪痴渡：朱士行与猪八戒的轮回往事
□ 尼雅居士

第一章 长安奇谭·玄夜收妖

贞观三年的长安城笼罩在梅雨季
的潮气中。亥时三刻，化生寺后山的
竹林传来一阵瓦罐碎裂声。“师父！那
猪妖又偷吃供品了！”沙僧提着禅杖冲
进禅房，却见玄奘正对着案上一卷褪
色佛经出神。经卷边角隐约可见“朱
士行译”四个朱砂小字。“让他吃吧。”
玄奘轻抚经卷裂缝，“这卷《放光般若
经》当年险被于阗国王焚毁，是朱居士
拼死护下。你看这道裂痕——”他指
尖划过经页中央的褐斑，“实非虫蛀，
而是人血。”

惊雷乍响。猪妖的嚎叫混着雨声
刺入耳膜：“秃驴！有本事别念紧箍
咒！”孙悟空一脚踹开柴房木门，金箍
棒抵住猪妖咽喉：“再骂师父一句，老
孙把你剁成臊子！”青面獠牙的猪妖忽
然抽动鼻子。它盯着玄奘手中经卷，
混沌瞳孔闪过一丝清明：“这味道……
像在哪儿闻过……”

玄奘示意悟空退下，将经卷置于
猪妖面前：“三百年前，有位法号‘八
戒’的僧人，他的血浸透了这部经书。”

猪妖浑身一颤。零碎画面掠过脑
海：大漠孤烟、箭矢破空、沙粒混着血
腥味灌入喉管……它抱头嘶吼：“疼！
脑壳要裂开了！”从今日起，你便叫“八
戒”。玄奘咬破指尖，在猪妖额头画下
卍字符，“前世因，今生果，你终会懂
的。”

雨幕中，观音虚影浮现在檐角：
“金蝉子，你可知强启轮回记忆的后
果？”“菩萨，真正的佛法不在西天。”
玄奘望向啃食供果的猪妖，“而在渡尽
八苦的途中。”

第二章 三国秘辛·血染驼铃

建兴十八年，于阗国都城外三十里
的胡杨林。朱士行撕下袈裟裹住渗血的
左腿，身后追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法师何必固执？”于阗国师摩诃
延那立在沙丘上，九环锡杖叮当作响，

“小乘佛法才是正统，您私带大乘经卷
出关，不怕遭天谴吗！”朱士行将《放光
般若经》塞入掏空的胡杨树干，合掌长
笑：“天谴？若漫天诸佛见不得众生开
悟，这佛不成也罢！”

箭雨倾泻而下。一支鸣镝箭穿透
他右肩时，朱士行突然想起四十年前

洛阳白马寺的黄昏。他跪在戒坛前，
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将剃刀按在他头
顶：“汉地沙门皆称‘道人’，今日始有
真正比丘。赐汝法号‘八戒’，可持
否？”“持戒如护目，宁死不敢违。”“若
有一日，戒律与佛法相悖呢？”

年轻的朱士行答不上来。此刻利
箭穿胸，他反而懂了——当摩诃延那
的锡杖砸向他天灵盖时，朱士行蘸血
在经卷末页写下：“戒为舟筏，渡妄成
真；若堕贪痴，来世为豕。”

流沙开始沸腾。摩诃延那惊恐后
退：“你疯了？竟用佛血发动禁咒！”

“不是禁咒，是宏愿。”朱士行坠入深渊
前最后微笑，“待贫僧来世为畜，方知
众生皆可渡。”地底传来龙吟。三百匹
骆驼组成的商队途经此处时，驼工们
看见沙海裂开猩红沟壑，一具白骨握
紧经卷浮出地面。

第三章 天界因果·星河倒错

朱士行的魂魄飘到忘川河畔时，
正逢孟婆舀起一勺热汤。“且慢！”地藏
菩萨的狮吼震散迷雾，“此人发过血
誓，需经特殊轮回。”

森罗殿内，阎罗王翻开生死簿皱眉：
“朱士行寿数本该八十，现年五十七岁横
死……这如何判？”“他强开‘血舍利’禁
术，魂魄已染贪痴。”“地藏菩萨的宝珠映
出朱士行灵台黑气，按天道须堕入畜生
道，但他身负传经功德……”

“报——！”鬼差踉跄闯入，“天河
出事了！天蓬元帅醉酒调戏嫦娥，被
纠察灵官撞个正着！”

九重天上一片混乱。天蓬撞翻酒
坛跌下云头，腰间太上老君亲赐的护
命金丹随之坠落。朱士行魂魄被金光
吸引，竟与天蓬一缕浊魂纠缠着坠入轮
回井。“糟糕！人魂与仙魂绞在一起了！”
阎罗王急挥判官笔，“快拦住他们！”地藏
王菩萨却含笑合掌：“善哉，朱士行执着
于法，天蓬沉溺于欲，恰如阴阳双鱼。且
看二魂相冲能否化出圆满。”

高老庄的母猪产崽当夜，农户看
见北斗七星坠入猪圈。那头额头带白
斑的小猪崽睁开眼时，左瞳闪过天蓬
的紫微星芒，右瞳现出朱士行的金色
卍字。

第四章 取经笑谈·梵音惊梦

五庄观的人参果宴上，八戒又偷
喝了半坛素酒。

“呆子！”孙悟空一把揪住他耳朵，
“昨日偷吃供果，今日又犯酒戒！”

“轻点儿！”八戒扑腾着嚷嚷，“俺
老猪做噩梦了！梦里有个光头在沙漠
里边跑边吐血，嘴里念叨‘戒为舟筏’
什么的……”悟空突然松手。八戒跌
坐在地，听见猴子难得严肃的声音：

“你刚才念的，是《放光般若经》序文。”
夜半，八戒蹲在藏经阁翻找经

书。油灯下《放光般若经》的“朱士行
译”四字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观自
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
无意识诵出经文，背后突然传来玄奘
的声音：“你终于想起来了。”

“师父！”八戒吓得经卷落地，“俺、
俺就是随便念念……”

玄奘拾起经卷，指尖拂过那道血
痕：“当年朱士行临终前，用血在经书
夹层写了《八戒注疏》。”烛火爆了个灯
花。泛黄纸页间浮现密密麻麻的血
字：“……所谓不饮酒戒，非禁琼浆，乃
止心瘾；所谓不淫邪戒，非绝情欲，乃
破执念……”

八戒突然头痛欲裂。记忆如潮水
涌来：于阗国的箭雨、流沙中的窒息
感、忘川河畔的紫微星芒……他抱住
脑袋嘶吼：“俺到底是谁？！”

“你是天蓬元帅，是朱士行，也是
八戒。”玄奘将手掌按在他灵台，“更是
你自己。”

第五章 灵山顿悟·因果圆满

大雷音寺的晨钟响起时，八戒的
钉耙掉在台阶上。如来眉心的毫光笼
罩他全身，三百世记忆在金光中流转。

他看见自己作为朱士行跪在戒坛
前，却为传法破戒杀人；看见自己作为
天蓬执掌天河，却因情欲毁掉仙途；

他看见高老庄的母猪舔舐小猪崽
额头的卍字胎记；

最后看见玄奘在雨夜为他取名
时，背后浮现地藏王菩萨的微笑……

“原来如此。”八戒伏地大哭，“俺
老猪偷吃、好色、贪生怕死，不是错投
猪胎——是俺自己选的路！”

观音玉净瓶中的柳枝轻拂过他头
顶：“朱士行当年发愿‘来世为豕以渡
贪痴’，天蓬一缕浊魂应劫入世。二者
相融，方成今日净坛使者。”

阿难尊者捧来金身罗汉冠，八戒
却连连后退：“俺可受不住清规戒律！”

“谁要你守戒？”如来洪声大笑，
“净坛使者，你的功德正在这‘不戒’之
中——吃尽众生供奉，方知供奉皆虚；
历遍红尘欲望，才晓欲望本空。”

八戒挠着肚皮走向供桌时，忽然
转身大喊：“师父！下辈子俺要是当和
尚，能叫‘九戒’不？”

满殿神佛哄笑中，唐僧合掌轻叹：
“原来你早就是‘九戒’——朱士行八
戒加天蓬的情戒，方才渡尽而成佛。”

尾声·月光菩萨

千年后的中秋夜，五台山文殊
院。小沙弥指着壁画惊呼：“师父快
看！月光菩萨座下的野猪在发光！”老
住持抬头，见壁画中獠牙青面的猪妖
正化作金身法相。月光透过窗棂洒在
题字上：

“是八戒，非八戒，无非八戒；似有
情，似无情，终归有情。”

风过回廊，仿佛有人拖着钉耙哼
唱：“人生在世全凭馋，酒肉穿肠佛祖
欢……”

歌声渐远处，一僧一猴的虚影踏
月而去。

朱士行和猪八戒是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两位人物，二者之间并无直接
关联，但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他们的
区别与联系：

朱士行是严肃的佛教历史人物，
代表早期汉传佛教的求法精神。他是
河南许昌人，法号“八戒”，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地高僧。他是
西行求法的先驱者之一，曾远赴西域
于阗（今新疆和田）寻求大乘佛经，带
回并翻译《放光般若经》，推动佛教在
中原的传播。

而猪八戒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明
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虚构角色，
原型为道教神话中的“天蓬元帅”，因
触犯天条被贬下凡，投胎为猪妖，后随
唐僧取经。特点是贪吃好色、憨厚幽
默，法号“悟能”，唐僧为其取名“八
戒”，寓意约束其欲望（与佛教“八关斋
戒”相关）。

他们最直接的联系点是“八戒”之
名：朱士行的法号“八戒”与猪八戒的
法号相同，均源自佛教戒律。但朱士
行是真实历史人物，其法号体现修行
精神；而猪八戒的“八戒”是作者吴承
恩对角色性格的讽刺性命名。

朱士行是历史上西行求法的真实
僧人，其事迹有可能会间接影响了《西
游记》中玄奘取经故事的创作，但猪八
戒作为虚构角色，与朱士行并无直接
渊源。本文因“朱”与“猪”同音，或“八
戒”之名，将二者结合进行文学创作，
无历史依据。

注：

本文为架空历史与佛教神话的
再创作文本，部分设定考据如下：

朱士行：中国首位受具足戒的汉
僧（公元 203-282 年），史载其遣弟子
送《放光般若经》回中原，自身终老于
阗。文中“血咒堕豕”为文学虚构，但
其“舍身求法”精神与《高僧传》记载相
通。

于阗国教争：公元3世纪于阗曾长
期盛行小乘佛教，大乘经典传入时确
有激烈冲突，详见《洛阳伽蓝记》卷
五。

卍字符：梵文“svastika”，佛陀三十
二相之一，文中玄奘以血画符，暗合密
宗“以妄止妄”的灌顶仪轨。

天蓬与净坛使者：道教“天蓬元
帅”最早见于《道法会元》，与佛教净坛
使者的糅合，体现明代《西游记》的佛
道融合特征，本文延展其“欲海渡舟”
象征。

血舍利禁术：取材自敦煌写本
S.2659《大乘无染血施经》，该经提及

“以血为誓可证阿罗汉果”，后被正统
佛典视为伪经。

济癫禅意：结尾“酒肉穿肠”化用
南宋道济禅师（济公）偈语，原句为“酒
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强调心性超
越形式戒律。

月光菩萨：佛教二十四诸天之一，
常持月轮象征清凉智慧。文中“野猪
化金身”设计，暗喻《圆觉经》“一切障
碍即究竟觉”的顿悟观。

引子引子：：洛阳白马寺的戒坛前洛阳白马寺的戒坛前，，我摩挲着唐代碑刻上的我摩挲着唐代碑刻上的““朱士朱士

行行””三字三字，，檐角风铃惊起一群灰鸽檐角风铃惊起一群灰鸽。。它们振翅掠过藏经阁的琉璃它们振翅掠过藏经阁的琉璃

瓦瓦，，倒影正落在倒影正落在《《西游记西游记》》插图本里猪八戒偷吃人参果的滑稽画插图本里猪八戒偷吃人参果的滑稽画

面上……面上……

这篇文章以独特的轮回叙事重
构了《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将历
史人物朱士行与神话角色天蓬元帅
的命运交织，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想象
力与哲学思辨。以下从多维度评析
其艺术特色：

一、叙事结构的时空交响
文章采用非线性的三重时空嵌

套：
1. 唐代取经线（玄奘收徒）
2. 三国求法线（朱士行护经）
3. 天界因果线（天蓬堕凡）
时空碎片如佛经残页般交错浮

现，最终在灵山顿悟章节汇聚成完整
的因果链。这种结构暗合佛教“三世
因果”观，使轮回主题获得叙事形式
的支撑。藏经阁琉璃瓦倒影、血渍经
卷等意象成为勾连时空的密钥，体现

了作者精妙的空间蒙太奇手法。
二、人物塑造的解构与重构
猪八戒的形象被赋予三重人格：
朱士行的持戒者执念（理性超我）
天蓬元帅的情欲本能（感性本我）
猪妖的动物性存在（生物原我）
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角色建构，突

破了传统神话角色的扁平化塑造。
特别在五庄观偷经场景中，八戒无意
识诵经的细节，将人格分裂表现为身
体记忆的觉醒，使荒诞行为获得悲剧
深度。

三、佛教哲学的当代阐释
文章对佛教戒律进行存在主义

式解构：
1. 戒律悖论：朱士行“破戒护法”

与天蓬“犯戒证道”构成辩证双生，质
疑绝对教条主义

2. 渡劫观革新：将西天取经重构
为“自我认知”之旅（玄奘“佛法在途
中”的论断颠覆传统修行观）

3. 果报机制创新：提出“主动堕

劫”的修行理念（朱士行发愿为豕），
赋予轮回积极意义

四、语言美学的跨界融合
文本呈现出三种美学特质的碰

撞：
1. 唐传奇的志怪笔法（如“沙海

裂开猩红沟壑”的魔幻场景）
2. 宋话本的白描技巧（人物对话

间暗藏机锋）
3. 现代主义意识流（八戒记忆碎

片式的闪回）
这种杂糅风格在“孟婆汤-天河

金丹-北斗坠猪圈”的超现实场景中
达到和谐，创造出现代玄怪文学的新
范式。

五、文化符号的隐喻系统
文章构建了多层象征网络：
血渍经卷：知识传承的暴力性
九环锡杖：宗教权威的压制
人参果：永生诱惑与认知困境
月光菩萨：动物性向神性的转化

可能

这些符号在轮回中不断增值意
义，如朱士行血书“来世为豕”的预
言，最终在月光菩萨壁画中升华为超
越性意象。

六、思想实验的价值
文章实质是场佛学思想实验：
1. 特修斯之船悖论：当人、仙、妖

魂魄混杂，身份认同如何确立？
2. 电车难题变体：为护大乘经卷

破杀戒是否正当？
3. 缸中脑猜想：记忆灌输能否创

造新人格？
这些哲学追问使文本超越通俗

文学范畴，具备智性写作的特质。
此文堪称新神话写作的典范之

作，将类型文学推向哲学高度。其价
值不仅在于故事创新，更在于为传统
文化符号注入现代性思考，证明经典
IP 仍存在巨大的阐释空间。当八戒
笑问“能叫九戒不”时，我们看到的不
仅是角色觉醒，更是中国幻想文学突
破类型边界的可能。 小迪

在我国西陲帕米尔高原，新疆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
县”）文工团享有盛誉，承担着传承优
秀文化、艺术创作与演出、文化交流
与合作的任务。

塔县文工团在春分、端午、中秋等
重要时节参演大型活动，常态化开展系
列旅游演出。此外，团队还坚持送文艺
进乡村、进社区等，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25岁的阿曼古丽·瓦比克是塔县
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在家人的支
持下，有舞蹈基础的她于2019年通过

考核，加入团队，站上梦寐以求的舞台。
阿曼古丽说：“跳舞是我所爱，特

别喜欢舞台上快乐自在的感觉。”得
益于团队的帮助，经过长期训练和演
出实践，阿曼古丽逐渐形成自己的表
演风格，舞风现代与传统兼具。

近年来，塔县旅游蓬勃发展。每
年三月至十月，塔县文工团的工作以
旅游演出为主。阿曼古丽和同事们
翩跹起舞，展示家乡丰富的文旅资
源、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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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歌越山海，乡音唱中国。
3月31日，农历“三月三”，2025年“四季村歌”活动

在广西南宁拉开帷幕。来自19个省区市的“村歌”团
队齐聚南宁民歌湖畔，展现“村歌”蓬勃的生命力。

这场活动将陆续在贵州、宁夏、浙江、青海、云南、
安徽等地开展，每月围绕不同主题举行各具特色的“村
歌”活动，一幅多姿多彩的民族音乐画卷在中国大地徐
徐展开。

“村歌”，萌生于乡野沃土间，跨越千年，是劳动人
民最浪漫的告白。

草原牧歌悠远壮阔、沂蒙小调清新质朴、陕北民歌
真挚热烈、江南小曲舒缓婉转……一首首经典“村歌”，
从历史长河中悠然而来，鸣奏着关注生活、礼赞人民、
热爱家乡的美丽和声。

“村歌”源源不断的文化生命力源自何处？
歌海泛舟叙真情——

“村歌”的魅力来自鲜活的生活。活动上，陕西延
安市安塞区民间艺术培训中心主任王建宁带领信天游
演唱组合唱响《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听众的心绪带
到了黄土高坡千沟万壑。

“陕北民歌讲究的就是接地气，反映老百姓的心声。”
王建宁说，正是得益于朴实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当
地人都爱将自己的生活编成民歌，抒发最真挚的情感。

无穷的“村歌”瀚海里，流传下的一首首经典歌曲
无一不是连着人们的生活、家园的建设、文化的传承。

“四季村歌”现场，当旋律响起，歌手和观众都因共通的
情感，在舞台上下合唱不断、声浪不绝。

古韵新声织锦章——
“村歌”是群众生活的真实映照，随着时代变迁的

浪潮除旧布新。
广西柳州市的鱼峰歌圩，日日歌声不息，是不少山

歌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从“清唱街”到“山歌台”，传
统与新潮在此交汇碰撞。

在“清唱街”，众多爱好山歌的群众三五成群围坐
在一起，用传统吟唱的方式对唱山歌，一唱一和间细数
岁月流淌。不远处的歌台上，众多年轻的山歌手“装备
齐全”，麦克风、音响、声卡等各式声乐器材一应俱全，
而通过数十部手机的网络直播，已将欢快的歌声通过

“云端”传至四海，触达到更多观者。
歌作桥联心岸——

“村歌”轮番唱响，“南腔北调”。相同的是，歌者将它唱活唱响的心愿。
“我们将尝试将更多本民族的传统乐器和其他地区的乐器相结合。”青海

西宁市文化馆群星合唱团领队黄海宁说。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文化馆鸿雁传奇组合队长陈宏斌说：“现场听到贵州高

腔、广西山歌，很多特点值得我们吸纳借鉴。”
看似偏安一隅“村歌”，绝不孤芳自赏，交流互鉴激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唱响千年“村歌”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融入华夏儿女的血

脉基因。
“村歌”响起的地方，是家的方向，是希望的田野，是古老的过往，也是未来

和远方。 新华社记者 杨驰 王楚然 朱丽莉
据新华社南宁3月31日电

南宋《种松碑》为千年蜀道翠云廊再添生态文化新证
据新华社成都3月31日电 （记者

张旭东 童芳）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
局获悉，文物部门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复核中，确认广元剑阁县一块南宋《种
松碑》是目前已知古蜀道翠云廊护路植
树的最早碑刻证据，这块 800 多年前的
石碑不仅有力解答了翠云廊古柏的由

来，更为千年古蜀道再添生态文化新证。
记者在剑阁县武连镇觉苑寺看到，

这块碑放置在寺内观音殿内，碑高约
170厘米、宽89厘米、厚11厘米。虽经岁
月侵蚀，碑文大多已漫漶不清，但“种松
碑”及“庆元丁巳治路种松”等关键铭文
依然清晰可辨。这块碑成为800多年前

官民共植、护路守绿的最新实证。
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王绍

强介绍，这块南宋《种松碑》，亦称《治路
种松碑》。根据残存碑文与史料记载，

《种松碑》故事得以重现：南宋庆元丁巳
年（1197年），武连县知县何琰率官民整
治古蜀道，并于道旁广植松柏。之后何

琰命人记录此事，并引用“县路翠，武功
贵；县路青，武功荣”的古语（“武连”此前
曾称“武功”），刻碑立于县衙前，以此告
诫后人勤加栽培保护蜀道树木。

千百年来蜀道沿线均有植树护路的
传统，最早可追溯至秦朝，意在植树表
道、以树计里。作为古蜀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历代保护之下，翠云廊生机盎
然、茂盛苍翠，翠云廊剑阁段现存古树名
木7803株，其中古柏7778株。

这些苍劲挺拔的古树，既是自然奇
观，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

在新疆塔县提孜那甫乡赛马场，阿曼古丽·瓦比克（左）和同事们参与春季
旅游活动演出（3月23日摄）。

后记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石榴云/新疆日报讯 3月31日，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
果揭晓！根据投票结果，新疆喀什莫
尔寺遗址等20个项目入围终评。

莫尔寺遗址是目前新疆发现最
早的佛教遗址之一，始建于公元3世
纪，到10世纪后逐渐废弃，也是目前
发现位于我国最西部、保存最好的泥
土建筑佛塔。

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方
向的莫尔村，目前留存两座佛塔，一
座圆形，一座方形。考古队员在遗址
上清理出形制完整的佛寺建筑群遗
存，还发掘出上万件石膏佛像残片，
分属于佛像的各个部位，不但有犍陀
罗风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
特征，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各
地文化的影响发生着演变。

此外遗址还发现了石磨、陶器、
“唐开元通宝”钱币、圆形方孔无字小
铜钱、木质建筑构件、棉麻丝等织物
残片。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揭
示了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和盛
行的过程，实证了新疆一直是多民族
聚居、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
地区的历史史实。

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佛像面部
残片（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