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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强健的探险家
他显然不是!西游记"中所描述的懦弱

的唐僧#而是一位意志坚定$体魄强健和精

力旺盛的强者#这样才能完成这次名传千古

的旅行

一个让许多牛人崇拜的人，只有更牛。
在西方学界地位极高的考古学家、地理

学家和探险家斯坦因，是玄奘的铁杆“粉丝”，
撇开他带走了大量敦煌文物不谈，他在 !"##

年$!"%!年中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某种程
度上是受到玄奘的感召，他最后一次怀揣《大
唐西域记》到中亚考察时已经年近 &#岁；另
一位玄奘的粉丝瑞典人斯文·赫定是世界级
的著名探险家，!'"#年 !(月!!"%) 年 ( 月，
先后 )次进入中国，曾在冬天时独自一个人
翻越大雪封山的萨雷阔勒岭，偷渡到俄国的
郎库里帕米尔和莫尔加布过了一段时间，然
后再偷偷翻越回来，只有一条右后腿绑着绷
带的瘸腿狗陪伴。

这两个傲慢的强人在帕米尔高原上追
寻玄奘东行路线时，时时向这位先行者致
敬，因为他在 !(## 多年前就已经做到了这
一切，而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这
必须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玄奘
显然具备这两点特质，与《西游记》中演绎
的唐僧全然不同。

公元 *(&年，誉满长安的佛学界年轻才
俊玄奘决定西行印度，寻求佛法正解。他要
孤身前往。出发之前，他先用种种苦难考验
了自己一番，充分的行前准备足以说明玄
奘行动力之强———周密的计划而不是冲动
的行动，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至于意志
力，他太具备了，当有人告诫他西路艰险
时，他说：“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
中途，非所悔也。”

今年，我们自西向东从霍罗格经瓦罕谷
地，过昏驮多，沿帕米尔河至大帕米尔并穿越
后，直抵雅尔特拱拜孜（+,-. /01234），经吉什
尔腊布特567478$9,2,.:至排依克山口塔吉克

斯坦一侧，全程实地复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
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考证的玄奘东归境外
帕米尔段路线。

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中，多次提到东
归穿越时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时“经危履
险”。以一般商队的速度，跟随商队的玄奘横
越帕米尔需要 %个月的时间。他在春夏之交
进入大帕米尔，天气尚寒，走完时正值初秋大
雪封山前。他在穿越“波谜罗川”即大帕米尔
时，看到的情景是“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
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碱卤，多砾石，播植不
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这与我
们所见所感别无二致。今年 '月下旬经过大
帕米尔时，天气瞬息变幻，时而阴云密布，时
而细雨洒窗，时而冰雹急袭，寒风凄劲，在翻
越海拔超过 ;)##米的吉什尔腊布特山口时，
已是满地积雪，冷得在车里还要加上羽绒服
才足以御寒。我们不禁感慨自己还能躲在越
野车的庇荫之下，玄奘则要完全肉身迎战这
些自然界的敌人。

玄奘离开石头城（现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城）后，越乌古里亚特山口至大石崖下的瓦
恰，这是一片富饶的农业区，他和商队在此休
整后继续东南行，翻越海拔高达 )###米的坎
达尔山口，前往“奔穰舍罗”。我们试图到达坎
达尔山口顶端，从海拔 %'##米处开始攀登，
上升至 ;'##米处停下。途中尽量选择突出雪
面的石头，但很多时候无从选择，只好一脚踏
进深及膝盖的雪中，踩空的失重感让人十分
不适；山坡陡峭，常有一不留神便会向后仰下
去的感觉，空气稀薄总有心脏随时停跳的担
忧。上升 !###米我们花了 ;个小时，更高的
坎达尔山口还在 !$(公里之外的天际。时间
已晚，天气突变，我们只好下行。遥想玄
奘及商队则是天亮就开始从山下攀登，
当天必须翻越山口，到下方的谷地扎营，
以我们亲身经历的危险，这
样的挑战着实不是一项容
易完成的任务。

方位感极强的地理学家

他有着远超其时代的地理意识# 根据他

的回忆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是对中亚$南亚

地理$气候$人文等最早$最为详尽的著述#成

为 !"世纪末 #$世纪初中亚地理大发现时欧

洲探险家必备的指南

有评价称《大唐西域记》“记事谨严有据”，
事实上，玄奘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地理数据达到
了同样的高度，书中精准的地理方位和详尽的
地域描述使得它在 !"世纪欧洲殖民开发、世
界东方学兴起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文献资料。
!'%;年德国学者 68,<-=.>在柏林出版了《玄
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
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以超越那个时
代的意识，记录了行走过程中的路线走向和
距离，实属罕见。《大唐西域记》写于他回国 (

年后，他能对十几年间的行程记忆如此准确，
想必是有记日记的习惯，而对方位的记录可
能是他在一开始便计划好的。

在参与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三次帕米尔路径考察中，我们均对玄奘所记载
的距离做了大致的估计，发现有些路线有惊人
的准确性。他从朅盘陁国都城“城东南行三百
余里，至大石崖”，经考证从塔什库尔干县
城———石头城旧址东南行，翻越乌古里亚特山
口至坎达尔山口，里程数为 !%#公里。在考察
中，我们数次遇到转场的牧民驴队，驴是当地最
主要的运输工具，大规模驴队载重行走的速度
每天约为 (#公里，玄奘回国是随商队行进，也
许他正是据此估算出每一段路的总里程。

侯杨方认为，国内一些研究者忽视《大唐
西域记》中地理方位与地标的线索，才会产生
对玄奘归国山口和路线的误判，如将“东南
行”归国的山口定为明铁盖山口，并立碑；现
在又要将碑移到基里克山口，这与玄奘记述
的方位是南辕北辙。即便如几十年揣着《大唐
西域记》在中亚行走的斯坦因，试图确定玄奘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时，仍然会忽略掉当
中一两个方位。所以，当他历尽艰险走到齐奇
克里克高原时，骄傲地感慨“眼前所看到的一
切，与玄奘对这里的描写是多么吻合”，并且
到死都认为这就是玄奘走过的“奔穰舍罗”
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头去看书中记载，玄奘
由石头城先是“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
再东北“行二百余里”至奔穰舍罗，而去齐奇
克里克恰恰是从石头城直接往东北方向进
发。斯文·赫定则忠实地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他
听当地人说石头城东南有一个山口，认为玄
奘由此经过，但他没有亲自走过，只是随手在
他著名的中亚地图上画了一个东南行的弧
线，但偏差甚远。

斯文·赫定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始终认为
玄奘提到的“波谜罗川”是阿富汗与塔吉克斯
坦境内的小帕米尔，“大龙池”是小帕米尔中
阿富汗境内的切克马廷湖。虽然由于签证原
因，我们没能去成阿富汗，但在霍罗格中央公
园游客中心看到的一张切克马廷湖的明信
片，给出了足够的信息。这张明信片上，两个
游客在湖边闲坐，两侧湖界则完全纳入明信
片范围中。

今年夏末秋初，我们
再一次穿行在“世界屋脊”
帕米尔高原上，这里是古
老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
玄奘当年走过的地方。

荒无人迹的高原河谷
时而阳光炽烈，时而狂飙
雨雪冰雹，海拔5000米
的山口覆盖着厚厚的积
雪，空气稀薄。

亲历险恶的高原丝
路，不禁让人重新刻画起
那唐朝和尚的形象———

他是位体魄强健的探
险家；

是位方位感极强的地
理学家；

是位热衷趣闻的唐朝
和尚；

更是位言辞犀利的率
性美男。

重绘玄奘
本报记者 姜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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