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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黄晓明主演的电影
《大唐玄奘》上映。在作者看来，
这部电影的失败之处，部分在于打
着还原历史的旗号，却将史实与小
说《西游记》混在一起，造成许多
事实错误。

玄奘法师伟大得毋庸置疑，但
是否意欲染指伟大，就一定能“得
其中”，至少做出一部“好”电影
来，未必。何况片子里还有很多错
误。

电影一开头，教主那魔性的主
观叙述就开始了。他自己说母亲告
诉他，他一出生母亲就将他放入篮
中顺流而下，有幸漂到一处寺庙外
被僧人所救，还说他哥哥又告诉
他，是在他十岁时将其带入寺庙中
一起修行，而教主还说自己更愿意
相信前一种说法，因为他眷恋母
亲，每次遇到困难就能梦见桃花盛
开的地方有一位好妈妈。

那么从电影一开头编剧就试图
告诉我们玄奘同志十岁之前是没有
记忆的，不然怎么会有“更愿意相
信”这种话，自己难道不记得十岁
时有没有跟哥哥一起去修行吗，有
没有很神奇？而更神奇的是他自己
都说了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
了，而他自己十岁之前是没有记忆
的，那他怎么记得母亲告诉他的事？

其实在这里主创耍了一个心
眼。所谓放入篮中顺流而下是小说
家言的“江流儿”传说，陈光蕊在江
州赴任途中为人所害，妻子忍辱生
下儿子，放入江中，任其随波漂流，
后为金山寺法明和尚拯救，取名江
流，等到年长，落发为僧，法名玄奘。
而随二哥陈素赴洛阳入寺修行才是
史实。不是玄奘自己愿意相信什么

“江流儿”传说，而是主创想让他相
信，以此为电影增加传奇感。

这种细节片中不止一处，编剧
肯定是故意要将《西游记》和史实
混在一起，比如片中出现流沙河、
火焰山，为了表现求取真经不易呼
应那第八十一难，也让玄奘的经书
掉进了水里……这样实在容易造成
误解，而且都这样了，就不要说
“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观众能真正
了解这段历史”这种话吧。

事实上玄奘并非到十岁还不知
道自己怎么入寺的小笨蛋，而是智
商超群、过目不忘的天才少年，十
三岁参加洛阳度僧，受主考官大理
寺卿郑善果赏识，破格剃度。当时郑
善果问他：“出家意何所为？”玄奘
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而出家后也并非像电影中所说
学习了几年之后“多在川陕之地讲
法”，而是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遍访明刹高师，这是他坚定西去信
念的初因，要是没有这段经历，他
也就不会意识到当时因为翻译、阐
释、注解不同导致的派别之争，正
是因为“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
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
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才
有了去寻找答案的动机。

这一段在电影中是全然省略
的，仿佛玄奘是因为讲经讲累了，
想要去找寻更高的智慧，所以才要
西去，这就将他的见识等同于“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了。

也因为此，他求取的所谓真经
在电影里就变成了求大乘，这是不
对的。求大乘是《西游记》小说的
说法，是观音菩萨提点唐三藏，让
他前往西天求取大乘真经，这个说
法略二。

第一，《西游记》小说作者是谁
暂且不论，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来
自于前代文献和各种话本、杂剧，因
此在佛学上就有些错误，比如把《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为《多心经》，
这个错误从宋代话本开始就有了，
作者没纠正，所以把小说的说法拿
来当史实是需要检验一下的。

第二，求大乘这个说法不准
确。公元1世纪，上座部和大众部
开始产生分歧，公元六十七年佛教
传入我国，这之间六百年，北传梵
文教义就主要是大乘佛法。再说佛
经翻译并非自玄奘始，他发愿去求
大乘佛法，那鸠摩罗什岂不是要哭
死（我翻译的书你都没有看吗）。

第三，“乘”也是翻译，在梵
文中原意为“道路、路径”，玄奘
去那烂陀寺求的是什么呢？是《瑜
伽师地论》“总摄三乘之道”。电
影里也说了玄奘就是要求这本书，
而这本书可不是玄奘第一个翻译
的。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
10卷和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

善戒经》9卷都是例子。
所以准确的说法不是去求大

乘，玄奘精研《俱舍》、《摄论》、《涅
槃》等经论，大小乘无不通达，但是
不能贯通。他是去求统一。

西行这个一小时的段落里面有
两处莫名其妙的改编，一处是牵着
瘦弱枣红马的老胡人变成了一个少
女，和教主眉来眼去，不知道是要
表现什么。另一处是石磐陀和玄奘
休息时，石磐陀曾经动过杀念，是
怕偷渡时玄奘被抓殃及自己，片中
这个场景发生在晒葡萄干的荫房
里，而文献中是在戈壁滩上。这么
改编是为了说明故事发生在高昌国
内？不得而知。

此外还有两处错误。在西行中
有一个年轻客商从怀里掏出装着蚕
叶和蚕的小盒子，说他是用纸将蚕
籽粘在上面带出关的，还说了一段
貌似很有哲理的话：“我的工作就
是把东西从有的地方带到没有的地
方去，就像我给你们带去你们没有
的胡椒、胡麻、胡萝卜的种子。”
他还说要去江南娶一个老婆，让她
教自己如何缫丝、纺织丝绸。

胡椒、胡麻、胡萝卜这几个名
字都出来了，种子我们还没有吗？
胡麻是张骞带回来的，胡椒可能在
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为我国所知，说
明当时就已经见过，至于胡萝卜，
是13世纪从伊朗引种的，所以问题
来了，这个客商究竟多大岁数？

至于蚕桑西传，据拜占庭历史
学家普洛科庇阿斯在《查士丁尼战
史》中记载，是几个印度和尚在赛
林达这个地方把蚕种带走的。我国
的传说是西域某国迎娶我国公主，
公主将蚕种悄悄藏在帽子里，边关
将士不好搜公主的身，才将蚕种带
出。这个传说恰好是《大唐西域
记》里写的，原文是：“王城东南
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

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
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
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
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
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

前一种比较可信，因为到了7

世纪，萨珊波斯的斜纹纬锦技术已
经传回我国了。至于娶江南老婆学
习丝织，在唐朝好像有点舍近求
远。因为当时丝织业还主要在北
方，而江南的纺织业主要是生产
布，娶江南老婆，不如娶米脂的婆
姨。

玄奘离开高昌时，晚上到马厩
去给自己的枣红马喂了一颗苹果。
当时没有苹果，这样的苹果是欧洲
品种，19世纪才传过来，在此之前
只有柰，也就是林檎，这种中国种
苹果小而圆，大概相当于今天所说
的沙果。

再说说玄奘到了天竺之后的
事。玄奘参加无遮大会是戒日王钦
点，并非是寺内选拔，而且无遮大
会不是十八天，是七十五天，“五
岁一设无遮大会”。我国也有，始
于北朝梁武帝，最著名的一次就是
六祖慧能的徒弟菏泽禅师神会发起
的顿渐之辩。

而玄奘回国时，印度僧人可不
会像电影里那样说：“我国佛教已
经式微，正需要有人将其东传，发
扬光大。”印度佛教式微是10世纪阿
富汗入侵之后的事，此时还是很繁
盛的。而且戒日王也不可能问玄奘

《秦王破阵乐》是怎么回事之后就感
慨“真乃统治万物之主”，道理很简
单，如果唐太宗真乃统治万物之
主，为什么佛陀没有降生于东土？

事实上，当时印度人拦着不让
玄奘回国，用的就是这个逻辑。玄
奘说要回国时，诸德咸来劝住，
说：“印度者，佛生之处。大圣虽
迁，遗踪具在，巡游礼赞，足豫平
生，何为至斯而更舍也？又支那国
者，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
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
往，气寒土崄，亦焉足念哉！”连
片中那位慈祥的戒贤法师也是一
样，认为东土“边方人也”。

所以这部电影实在是一厢情愿
的盲目自信。而且片子里总有些匪
夷所思的细节错误，片尾连玄奘究
竟译了多少经书都说错了，而且既
然都提到了《圣教序》，怎么不从
《圣教序》之说玄奘西游“十有九
载”，不得而知。

如果你对玄奘充满好奇，想要
了解那段历史，还是莫看这部电影
吧。
（文/张彰 来源：《东方早报》）

真的想了解玄奘的历史，
还是别看《大唐玄奘》了

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
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
位低下，而且妻妾不能擅去其
夫，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
申诉离婚。

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
书”(离婚证书)来看，当时男女
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在离婚
书末尾，有的注明给女方赡养
费。而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
父母、亲戚共同作证。唐人出
具“放妻书”的方式，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协议离婚”，尽量
好聚好散。

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不严
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
妇之道 ， 有义则 合 ， 无义则
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
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
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
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
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
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
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
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
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低
下，而且妻妾不能擅去其夫，不
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
婚。

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
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
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
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
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
妻书”(离婚证书)来看，当时男女
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
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
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
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
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
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大小不
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
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
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
女各有前程。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
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
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
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
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
境外”的条文。宋代以后，士大
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
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
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
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
的负担也很重。

(来源：《三晋都市报》）

唐代离婚讲究好聚好散

“放妻书”注明赡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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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鱼城镇全面推进计生工作
鱼城镇镇村两级计生干部走村

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全面完善工作
方案，确保顺利完成今年计生工作责
任目标。一是服务设施到位。各村建
立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室和计生公
开展版。二是宣传动员到位。各村利
用外出人员返乡农忙之际，召开村党
支部、党员会议，深入群众宣传计划
生育政策，落实外出和留守人员的各
项节育措施。三是责任明确到位。整
合全镇各部门力量，通过镇计生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户的方式，有效促进
提高计生服务水平。四是奖惩制度到
位。坚决做好奖惩严明，对达到工作
要求的村考核进行加分，对工作落实
不到位的村，对村干部、计生干部进
行诫勉谈话，并进行相应的处罚。上
述措施为确保2016年度计生工作各项
目标圆满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冯海龙 杨鹏)

清河镇举办高龄孕产妇培训班

为提高人口素质，减少婴儿出
生缺陷，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优生优
育政策，5月19日，鱼台县清河镇计
生协会举办了高龄孕产妇孕前优生
知识指导培训班。各村计生办专职
主任和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女性共计
100余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活动
是鱼台县卫计局和镇政府联合举办
的，邀请了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专
家就高龄孕产妇的孕前准备，孕期
保健和平日里应注意的事项，进行
讲解。据了解，此次是第四次大讲
堂活动，清河镇计生办从2015年11月
开始对辖区计生专职主任进行卫生
知识相关培训活动，使计生人员尽
快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通过此次
培训活动，普及了高龄孕产妇优生
优育知识，使村计生专职主任能为
再生育二孩意愿的女性提供更周到
更贴心的服务，确保高龄孕产妇生
育二孩安全。

(屈峰 袁丁)

东城街道普及健康知识
宣传卫计新政

在护士节和计生协会纪念日之
际，东营区东城街道卫生计生服务
中心在东城海河市场、胶州路等人
员密集区开展为期一周的卫生计生
知识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医护
人员免费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
发放关爱流动人口、两孩儿政策解
读、红十会字造血干细胞采集倡议
书等宣传资料，为群众普及健康知
识，宣传卫计新政，受到广大群众
的欢迎。 (李兵兵)

清河镇“三到位”做好两孩服务
鱼台县清河镇计生办通过“三到

位”扎实做好全面两孩的服务工作。
一是宣传到位。镇计生工作人员利用
广播、宣传车、发放宣传册、建立微信
交流群等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和解
读新的计生政策，并解答疑问，让全
镇群众对计生政策有更加全面的了
解。二是培训到位。多次召开镇、村两

级计生干部会议，就当前二孩政策与
全体计生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和解读，
让她们正确了解政策。三是服务到
位。组织符合再生育的夫妇参加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并全程跟踪
服务，定期把检测报告单送到参检夫
妇手中。安排技术人员做好节育器取
出工作，对符合二胎指标，准备再生
育的妇女前来取节育器的，热情接
待，服务周到，手术过程细致认真，并
向她们讲解术后注意事项。

(屈峰 袁丁)

鱼城镇开展计生协会
纪念日宣传活动

今年5月29日，是中国计生协会
成立 3 6周年纪念日，也是第 1 8个
“5 . 29会员活动日”。在5 . 29计生协
会纪念日到来之前，鱼城镇计生协
会紧紧围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以及“生育关
怀 携手健康”的活动主题，组织
协会工作人员上街开展计划生育协

会纪念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开展
生育政策咨询，解答有关优生优
育、避孕节育、奖励扶助以及两孩
生育政策问题50多个，发放新婚新
育、打击两非、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宣传资料计生宣传品共计300余份。
此次活动，为计生家庭和育龄群众
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困
难，提供了生活和生育上的服务，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倡导科
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引导广
大群众依法生育，推动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的落实。 (冯海龙 杨鹏)

探沂镇扎实开展“四查四看”活动
日前，费县探沂镇扎实开展“四

查四看”活动，提升计生人员思想凝
聚力和工作执行力。“四查四看”即查
服务态度，看是否存在作风粗暴问
题；查工作效率，看是否存在敷衍塞
责问题；查履职行为，看是否存在效
能低下问题；查廉洁自律，看是否存
在以权谋私问题。 (聂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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