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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代女皇武则天诞辰
1400周年，文水县文史学者、县史志
研究会副会长王学礼先生，出于武
则天家乡人一份藉此献礼的热忱，
将其从 2022年以来收集的，事涉武
则天和文水县的唐代墓志铭 120方
加以点校整理并做文字解读后，结
集成《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近日，
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出版发行。山西金石研究院院长、
山西三晋报刊集团原董事长赵学文
先生撰写序言，山西省社科院原院
长李留澜先生题写书名。

文水誉称“子夏寓地，则天故
里，胡兰家乡”。从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 221）置县已逾 2240余年。武则
天的父亲武士 出生于文水县徐
村。武士 任工部尚书时的唐武德
七年（624），武则天出生于唐都长
安。此后，武则天随父亲先后辗转
于 扬 州 、豫 州 、利 州 、荆 州 等 地 生
活。古代的人特别注重籍贯和门
第，故乡对于儿时的武则天，虽然仅
仅停留于由父亲口述而来的听觉印
象，但异乡终究是他乡，武则天身体
里的武氏血脉、文水基因，使得她植
于内心的乡情、乡音和乡念，不曾因
时间的流逝、地点的变迁而有一丝
的减弱更易。

能够更好记录史上之人杰地灵、
风云激荡、世事百态的，则是当年作为
丧葬文化重要部分、与墓主深埋于地
下的墓志铭，虽历经千年尘封，出土后
其光华依然顽艳夺目。金石不朽，这
也正是墓志文在《全唐文》中占一半多
篇幅的主要原因。在氏族文化占主
导的唐代，文水因武士 、武则天父
女的丰功伟绩而彪炳千秋，令世人
瞩目。墓志铭是死者家属及后人对
死者一生的概括追述。由于石材容
量所限，墓志文极尽简练，成为了正
史的补充、历史的见证。墓志铭虽
属个人史、家族史，但背后映照的却
是民族史、王朝史。

王学礼先生寻访搜觅、呕心沥
血，历时两年把墓志铭的历史记忆
碎片集中起来，尽可能清晰地看到
一方地域、一个时代的历史概貌，编
著成《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时间
聚焦在唐代，区域集中于文水，重点
放在了女皇，以一个县出一本墓志
汇编，容量宏大厚重，篇篇剖析解
读，在全国县级范围内是罕见的。
该书所收共 120方墓志，涉及政治、
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家庭、宗教、
艺术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了文水一
域的风土人情、士族谱系、官府生态
和大唐风云，有着非常的史料和研
究价值。

《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以各地
最新发掘的墓志为追寻目标，收集武

则天武氏近亲及其后裔、族人的墓志共 32方，收集武则天子女及其后人、
朝中大臣、身边近臣、宦官御医以及高宗李姓后人的墓志共31方。这样量
级的武则天家族墓志，在一本书中以一个主题汇集实属稀有。这些武氏
墓志，对于史学界廓清历史迷雾，全方位、多角度认识武则天、研究武则天
以及研究文水唐代史，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他值得收录推荐的墓志，
有文水籍人、唐朝大臣李 后人及相关的墓志文9篇，武三思、武元衡、贺知
章、王昌龄、李景让、李景庄等名相名臣撰写（书丹）的墓志文 8篇，还有会
昌年间勒石的、曾任文水县令的吕翁归墓志《大唐故京兆府法曹参军东
平吕府君（翁归）墓志铭》等。这些墓志，不论从文学还是史学考察，都是
传世的散文名篇、千古美文，搜求不易，值得赏读。《大唐墓志说文水》一
书浩繁近 55万字，用功扎实，史料丰富，为国内的武则天研究，填注了新
材料、新思考、新方法、新体例。

客观来讲，编撰《大唐墓志说文水》这样厚重之书，本是需要一个
团队历时几年才可完成的繁重任务。但是，为在 2024年纪念武则天
诞辰 1400周年献礼，王学礼先生硬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赶在 2024年
底付梓出版，其治学敬业之精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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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萨诃因缘传奇》随想
□ 闫卫星

和康亚军相识、相交近 20 年，
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从诗歌、散
文、文学评论到小说的写作，体现了
他对多种体裁写作的探索和努力。
康亚军用近两年的时间，创作完成
了 30 万字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刘萨诃因缘传奇》，由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翻阅书籍，犹如一部细
腻雕琢的历史长卷，把一代高僧刘
萨诃的传奇故事缓缓展开在读者面
前，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历史的
厚重与文学的瑰丽。

刘萨诃，山西离石人，《高僧传》
有：“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
西河离石人。”的记载。

刘萨诃是十六国时期最重要的
僧侣之一，是丝路精神的开拓者和先
行者、是敦煌莫高窟的主要奠基人之
一、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性人
物。作为当时时代背景下的精神导
师，刘萨诃带领民众在共同的信仰生
活中探寻民族融合之路，帮助当地民
众发展生产，促进了当时北方各民族
的团结融合，提升了当地民众道德伦
理水平和精神信仰，对社会发展进步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萨诃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
传奇色彩，他的经历被写进敦煌遗
书，他的故事在黄河两岸、长江下游
和河西走廊流传至今。

叙事艺术的匠心独运

《刘萨诃因缘传奇》采用了传统
章回体的叙事结构。每一回精心布
置，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勾连，共同
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故事的连
贯性和层次感，也让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仿佛穿越时空，与主人公刘萨
诃一同经历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人
生旅程。

该书巧妙地运用了大故事中嵌
套小故事的叙事手法，使得整个故
事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康亚
军通过细腻入微的笔触，将刘萨诃
的成长历程、修行经历以及弘扬佛
法的种种艰辛与成就一一展现在读
者面前。这些故事相互交织，相互
映衬，共同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富
有想象力的文学世界。同时，这种
叙事手法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
容，使得故事更加饱满、立体，充满
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吸引力。

《刘萨诃因缘传奇》中的人物形
象，尤其是主角刘萨诃，被刻画得栩
栩如生，仿佛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来
到了读者的面前。刘萨诃的形象经
历了从放荡不羁的富家子弟到心怀
慈悲的佛教信徒，再到推动佛教中
国化的高僧大德的转变。这一转变
过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哲理的思
考，他的每一次抉择、每一次坚持都
深深触动着读者的心灵。

除了主角刘萨诃之外，小说中
的其他人物也各具特色，如智慧超
群 的 法 显 、慈 悲 为 怀 的 观 音 菩 萨
等。他们或成为刘萨诃修行路上
的引路人，或成为他弘扬佛法时的
得力助手，共同为这部小说增添了
无尽的色彩与深度。这些人物形
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还承

载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
成为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康 亚 军 在 语 言 运 用 上 将 文 言
文与白话文相结合，既保留了古典
文学的雅致韵味，又兼顾了现代读
者的阅读习惯。这种文白相间的
语言风格让人在品味文字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
与满足。此外，小说中穿插的诗词
歌赋更是锦上添花，镶嵌在字里行
间，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和艺术感染力。

这种语言风格不仅使得小说更
加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也赋予了
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
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够领
略到古典文学的魅力所在，也能够
感受到现代文学的创新与活力。这
种古今交融的语言风格无疑是作者
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刻理解和
准确把握的体现。

小说通过对刘萨诃修行历程和
心路历程的深入描绘，不仅展现了
佛教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所
在，也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

写佛教人物，难免涉及到佛教
信仰和佛学理论，它不仅是刘萨诃
信仰的基石也是他行为处事的指
南。作者通过刘萨诃的修行历 程
和 心 路 历 程 ，展 示 了 佛 教 思 想 如
何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方式。

此外小说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
时期历史风貌和文化交融的深入挖
掘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精神。那是一段中国历史
上黑暗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凋敝、
军事纷争，在小说中都有生动的演
绎。作者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融合，展现了佛教文化在中国
社会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这种
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小
说的思想内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重新审视自我、认识世界的视角和
平台。

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刘萨诃因缘传奇》展现的刘萨
诃的坚定信仰、慈悲为怀以及不屈
不挠的精神品质，提醒我们，内心的
宁静与信仰的力量才是人生最宝贵
的财富。

同时，小说中对佛教思想的深
入剖析和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挖掘，
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
我、认识世界的视角和平台。它让
我们意识到，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
社会进步，都需要有信仰的支撑和
文化的滋养。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
和尊重历史与文化时，才能更好地
面对未来和挑战。

《刘萨诃因缘传奇》以及吕梁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另外一本《刘
萨诃研究史料辑录》，还有前期白
礼昌编写的《圣僧慧达行迹研究》
等，也为今年山西电视台拍摄刘萨
诃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灵
感源泉。

这些图书所展现的丰富历史背
景和深刻佛教思想为纪录片的制作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
纪录片通过影像的方式将小说中的
故事和人物更加直观地呈现给观
众，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感受
到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这种文学
与影视的跨界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化
传播的形式和渠道，也促进了文化
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刘萨诃文化的意义

《刘萨诃因缘传奇》的创作过程
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作者通过查找
古籍资料、去敦煌莫高窟、宁波阿育
王寺等地收集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熬夜至深
夜甚至因过度劳累而身体不适。但
这都没有阻挡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
创作的执着追求。正是这种顽强的
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以及社会的支
持，才使得《刘萨诃因缘传奇》这部
30 万字的文学作品得以问世，填补
了一代高僧刘萨诃长篇故事的空
白，为吕梁文学事业增添了新的长
篇作品。

作 者 不 仅 是 对 文 学 艺 术 的 追
求，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传
承。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
究，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风貌、
社会变迁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
展，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刘萨诃的事迹和成就，不仅是
他个人的荣耀，更是吕梁的骄傲。
他的故事和精神，深深烙印在吕梁
大地上。2018 年，在吕梁优秀传统
文化研究会大力支持下，以康亚军
整理的刘萨诃民间故事文本成功申
报为吕梁市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2020年 10月 14日，由离石区委
统战部、吕梁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
联合主办的两晋高僧刘萨诃与丝绸
之路学术研讨会在离石区举行。来
自南京、云南、成都等地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历史、民俗、文旅、宗教领域
的专家学者 20余人参加。

研讨会上，离石区相关领导指
出，关于对刘萨诃的研究，涉及宗
教信仰、民族、民俗、文学、艺术等
诸多方面，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极
为 复 杂 且 极 具 价 值 的 学 术 宝 库 。
作为高僧的家乡，我们更应该深入
挖掘、认真研究探讨刘萨诃为实现
宗教中国化过程中作出的非凡业
绩和突出贡献，解读刘萨诃文化形
成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深入挖掘
刘萨诃宝贵的精神及文化遗产资
源，丰富彰显其价值，为不断充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打造离石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人物新名片
而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