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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之梦》

内容概要

《长安之梦》是陈舜臣先生的一个通俗历史随笔集，共分成3个部分：诗人的长安、西域巡礼、三藏
法师之道。汉代以来，长安就是赫奕辉煌之都，辉煌也是一种美，长安的市井可谓美极。唐代的长安
与罗马并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作者通过白居易、李白、杜甫、王维等著名诗人的诗篇，为我们展现昔
日梦幻之都的景象以及四季的变化。《长安之梦》同时收录《西域巡礼》和《三藏法师之路》：前者
浸漫着对丝绸之路的无尽感动；后者追寻万众景仰的玄奘法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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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舜臣（1924——），日籍华人，著名历史小说、历史读物作家，祖籍台湾，生于日本神户市元町，
现为日本艺术院成员。陈氏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精深，文字典雅，其作品多与中国题材有关，代表作
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秘本三国志》和《小说十八史略》等，深受中国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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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这是白居易（772&mdash;846
）的题为《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的诗。虽然置于诗首的是&ldquo;慈恩&rdquo;，但其实此处是曲江
（位于长安东南隅的池）还是西明寺都没关系，只要春色还在，只要是长安的形胜之地，哪都宜人。
这是首赞咏长安市民如何爱着季节和自然的诗。今天，春天终于结束了，倍感惋惜之余到处徘徊，却
因过于劳累而倚靠在寺门上。虽然惋惜，但却无力留住逝去的春天。紫藤花下，黄昏渐渐降临，人们
终于与春天告别。热爱季节和自然的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1644&mdash;1694），与这首诗有共鸣，
乃有&ldquo;人困欲宿时，犹见藤花开&rdquo;之句。春与长安相应。汉时长安乃繁华之都，张衡
（78&mdash;139）《两京赋》是著名的比较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赋。与洛阳的质朴相比，
长安过于华美。东汉以洛阳为首都，崇尚朴素。张衡是东汉人，称赞长安的繁华并非出于什么好意。
不过，繁华终究是美的，长安的市井可谓美极。既是形胜之地就莫问何处，但是，说到可以代表长安
形象的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非大慈恩寺莫属。即便是现在，大慈恩寺大雁塔还是西安的象征。长安一
直可谓凝缩在大慈恩寺之中呀。长安分为百十个坊，大慈恩寺即在晋昌坊（亦名进昌坊）之中，面积
占该坊的一半。隋时此处有无漏寺，唐初荒废。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即之后的高宗
，628&mdash;683）为母后祈福，选&ldquo;林泉形胜之地&rdquo;而建此寺，因此寺为母亲而建，故谓
之&ldquo;慈恩&rdquo;，正式的名称为大慈恩寺。大慈恩寺之名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自天竺取经
而归的法师玄奘藏经于此。永徽三年（652），玄奘在寺内建塔，将自天竺携来的经典藏于此，此处当
然也就成了译经事业的中心。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雁塔有7层64米。玄奘建此塔时有5层190尺（约59米）
，应是西域风格的窣堵婆。窣堵婆：是梵文Stupas的音译，原意为&ldquo;骨灰堆&rdquo;，是古代印度
人火葬后埋葬骨灰的土丘，属于墓葬建筑，但佛教的窣堵婆更起着纪念碑的作用。此处指窣堵婆式塔
。&mdash;&mdash;译者注但到武周长安年间（701&mdash;704），即建塔约半个世纪后，该塔因为损毁
严重，遂被改建为6层300尺（93米多），此后屡经变迁。大雁塔原来的形制比现在更具西域风格，的
确反映了长安的性质，长安的建造方案就是由西域出身的人拟定的。一般人未注意到，虽然都称作长
安，汉时长安与唐时长安位置是不相同的，汉时长安更靠近渭水，唐时长安是承继隋朝所建的大兴城
。隋是将长期南北分裂的中国彻底统一的强大王朝，其高祖杨坚（隋文帝，541&mdash;604）以外戚的
身份取代了北周。隋文帝确有安邦治国之能，但疑心极重。自己取代了北周，又将其皇族宇文氏赶尽
杀绝。当然，这也是为了稳固隋朝之基。像是不允许宇文氏的存在一样，隋将宇文氏北周存在过的痕
迹统统抹掉。北周的首都是长安，要将其彻底破坏，不留下过去的景象，只有把它毁坏、烧掉，甚至
掘地为池，改变地貌。结果，汉以来的长安形胜之地被彻底破坏了。毁坏旧长安的隋朝不得不营造自
己的首都，于是在旧长安东南的龙首原开始兴建新都。宇文恺奉命主掌营建新都，他与北周皇室宇文
氏并无瓜葛，系出身西域的胡人。隋建新都时正值开皇二年（582），即取代了北周的翌年。史载纳言
（宰相）苏威（534&mdash;621）建言迁都，隋文帝起初没有同意，但苏威列举种种天象作为迁都的征
兆，隋文帝终于听从。但是，起初没有同意这种说法是经过掩饰的，因为最想迁都的恰恰是隋文帝本
人。当时，旧长安多有妖异之事。因为怀疑是北周皇族渐次被杀，其魂作祟，隋文帝遂有破坏旧长安
宫殿之念，于是掘地为池，引水灌之，希望将怨魂沉于水中。大慈恩寺苏威等人还列举了长安建都
约800年以来，水咸不利健康的理由。自汉高祖刘邦（前256&mdash;前195）于高祖五年（前202）定都
长安以来，长安建都已经有784年的历史了。新都建设虽然名誉上以宰相为营新都大监，但实际上以营
新都副监宇文恺为总指挥。新都名为大兴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郡公，所以新都被命
名为大兴城。&ldquo;大兴&rdquo;之名也被用到宫、殿、门等建筑上，有希望隋朝国运永兴不衰之意
。&mdash;&mdash;译者注翌年即开皇三年，隋朝早早地迁都大兴城。虽有正月说和三月说，但无论哪
一种说法，总之都给人以太匆忙之感。不过，匆忙建成的只有皇帝的居所&mdash;&mdash;宫城，外郭
直到在迁都之年才开始动工。昔日居于南山的黑龙去渭河饮水，所经过的痕迹化作龙首山，亦名龙首
原，其实是平缓的丘陵。龙首在渭河，龙尾在樊川。最高的龙头部分高60多米，越往龙尾越低，仅
约10&mdash;20多米。根据基于考古调查而绘制的实测图，大兴城南北8.6公里，东西9.7公里，周长36.7
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然而这宽阔的地区是丘陵，因起伏很多，所以建设都城难度很大。时
有&ldquo;六坡&rdquo;一说，即城内有6条山丘，这点很像旧金山。在宇文恺的设计方案中，宫殿、中
央官府等居高处，一般居民区建在低处。若都城空间过于广阔，容易陷于平淡，所以宇文恺才力避其
短处。虽然是反常的表现手法，但却将长安的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宇文恺颇有巧思，对地形颇费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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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隋文帝、至少还有其后的隋炀帝（580&mdash;618）对宇文恺的方案很满意，所以隋炀帝在大业元
年（605）营建洛阳时，再次起用宇文恺。远征高句丽之时，宇文恺也从征。他在辽水上设浮桥，使渡
河作战获得成功。宇文恺此时官居工部尚书之职，帮助他在两天之内建桥的少府监何稠日后亦晋升工
部尚书。此外，何稠也作为负责人筹划未完成的大兴城建设。据桑原骘藏（1870&mdash;1931）的说法
，这个何稠是西域出身，因为据《隋书》记载，何稠的叔父&mdash;&mdash;曾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
学校长）的何妥出身西城。西城乃西域之误，所以何妥出身于西域，那么他的侄子何稠自然也是西域
出身。粟特商人为了经商从中亚渐次来到中国，其中有长居中国者，他们用汉姓起名。史书常
见&ldquo;昭武九姓&rdquo;昭武九姓：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
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皆氏昭武，故
称&ldquo;昭武九姓&rdquo;。&mdash;&mdash;译者注，九姓因文献不同而略有差别，即康、安、曹、
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诸姓。康姓来自撒马尔罕，何与之相近，三藏法师玄奘《大唐西域记
》中有屈霜你迦国，是碎叶（伊塞克湖附近）东北的小国。景龙四年（710）在长安的荐佛寺入寂的僧
伽大师传记中记有&ldquo;葱岭之北何国人，自言俗姓何氏&rdquo;，当时，何国人来中土当不在少数
。波斯曾向唐朝贡献金绵锦袍，何稠制作了比原物更精美的复制品，他还运用绿瓷技术成功制成了琉
璃。很多诸如此类的逸闻证明他与西域有很深的关系。统一南北的隋朝仅维持了38年就灭亡了。其致
命的原因是出兵征高句丽，力有未逮却一再蛮干。此外，须臾之间将尚能使用的有八百年历史的都城
长安毁坏，营造新的大兴城，也是过于蛮横之举。隋炀帝将前朝皇族残杀殆尽，手段过于残忍，也显
示了他的不宽容性。隋炀帝在江都（扬州）为近臣所杀，其在大兴城的孙子杨侑禅位于唐高祖李渊
（565&mdash;635）。与隋不同，唐是维持了290年的长命王朝。唐朝沿袭隋朝营建的大兴城为都城，
而没有另外建都，或许可算是长命王朝的理由之一。隋朝命名的都城&mdash;&mdash;大兴城虽蕴
有&ldquo;极大兴盛&rdquo;之意，但隋却迅速灭亡，所以唐朝没有沿用都城之名。唐初仅称&ldquo;京
城&rdquo;，天宝元年（742）改名&ldquo;西京&rdquo;，至德二载（757）称&ldquo;中京&rdquo;，上元
二年（761）复称&ldquo;西京&rdquo;，翌年称&ldquo;上都&rdquo;。都城之名虽屡经变迁，但最终也
未正式用&ldquo;长安&rdquo;之名。但人们仍然称唐的都城为长安。秦时长安乃村名，秦始皇（
前259&mdash;前210）的兄弟受封于此，升村为县。实际上唐的都城也是一都之中含有二县。中央的朱
雀街以东属万年县，以西属长安县。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如广州市由南海县和番禺县组成
。在日本的行政单位中，县比市大，或许日本人不习惯一市当中含数县的结构。总之，由于有汉长安
的印象，人们便将仅占唐都一半的长安县之名，扩展到整个都城，本文称唐都为长安，亦是沿袭这种
用法。&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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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陈舜臣其人，存在就是一个奇迹。他了解并热爱日本，甚至以印度
式的慈悲看待日本的短缺和过失；同时他又热爱中国，领受着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
。&hellip;&hellip;这种合二为一，令人惊奇。&mdash;&mdash;司马辽太郎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
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
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
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mdash;&mdash;柏杨像陈舜臣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ldquo;前无一
次古人，后无来者&rdquo;，这就是陈舜臣之所以为陈舜臣的理由。&mdash;&mdash;稻畑耕一郎要了
解中国历史，就不能不读陈舜臣作品。&mdash;&mdash;《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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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最畅销中国题材作家 陈舜臣 作品2.柏杨等名家最欣赏的作品3.在《长安之梦》这本书中，会读到一
般中国历史书中读不到的关于大唐王朝和世界之都长安的叙述，来自不同文化下的观察和领会，提出
了很多新鲜的往事人物，地理人文，山川风物，四时节候，如此丰富亲切，宛如重新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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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随笔类的,结合唐朝历史类的书看,非常好
2、半价
3、他写的《中国的历史》好看，这些单本的历史散文也各有各的好。
4、狂风吹我心，西挂长安树。是不是该去第三次了？
5、散文形式的历史演绎很具可看性。如果笔墨更多放于唐长安布局构架上会更佳。
6、有错字，编辑校稿不仔细。
7、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8、前半部说的历史上的长安，原来秦长安、隋长安、唐长安是不一样的。后半部说西域，西域的演
变、交融的历史。
9、西域卷喜欢 长安卷略读 玄奘卷未读
放下先 玄奘卷暂时不读
10、现在读偶尔会有过瘾处 感觉进入浩瀚历史中 佩服作者 希望有机会重读
11、这是日籍华人作家陈舜臣先生写的通俗历史随笔集，长安，是多个朝代的古都，它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作者在写长安之美，实则在抒怀乡之情，对故国的相思之情。
12、长安之梦是一本不错的书
13、冒着很多人不推荐的提醒我还是看了，惊喜发现其中汉晋唐西域关系的叙述相当不错 @青青陵上
竹 还是满推荐的 好多人失望的原因大概是书名很有误导性
14、如梦长安
15、准备系统的把陈舜臣的作品读一遍，越来越喜欢这位有中国血统的日本老头了，他的中国历史值
得一读，可惜他刚刚去世，但是国内的媒体报道不多，也没有做相关的专题报道。
16、不错，正在阅读。陈舜臣的书出得不是太全啊。
17、有点意思
18、1《诗人们的长安》颇可读。看时空层叠，看市井长安。繁华一梦忽吹散，故人犹忆醉中诗。2陈
舜臣思维跳跃，落笔干净。阖卷回想，似看了一段沙画表演。
19、西域诸国互相关系彼此更迭实在复杂，但想必研究起来是很有意思的。编辑粗心有不少错。我对
陈舜臣的美好印象还停留在《贺望东探案集》呢。
20、第一部份以長安為中心，主要描繪唐朝歷史文化畫卷。第二、三部份寫西域，重點圍繞政權更替
和佛教傳播兩個方面。寫的東西比較多跟雜，倒是其中一些細碎的東西給人印象深刻。
21、“佛教的足迹为何在西域消失，回鹘的喀喇汗王朝为什么改宗伊斯兰教？” 和作者一样，我也有
疑问。一个千年就是信仰的更迭，如今的新疆除了在大小石窟遗迹里，已几乎找不到佛教的踪影。渭
干河边，鸠摩罗什塑像旁，许愿再次回到这里。
22、这本书是以长安为基点，写长安城里发生的事儿（虽然我只看了前几十页...）。自己感觉脉络还
比较清晰
23、都没包装。。这是。。
24、很好的书，需细细品读
25、虽然跳来跳去，但是意境通幽～
26、陈舜臣有趣洗练的中国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个更真实细节的长安，唐朝和它的历史，有故事，有
历史，更有思考和用心的考证与推理——读来很棒的体验，可以学到东西更让人时不时恍然
27、作者不愧是水瓶座，思维极其跳跃，长安之梦最后生生写成了敦煌之梦，不过也正投我所好。终
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十多年前去新疆甘肃时，满坑满谷都是日本游客了。虽然作为历史学家其人在日本
影响极大，但我还是觉得他的历史小说写得更为出彩，不愧为田中大神的师傅。
28、前1/3很对胃口，后2/3耐着性子乱嚼了一通，没吃下多少。对陈先生的学问和海侃的本事也是十
分佩服，一个烽火台几个佛窟洋洋洒洒抖出了关于西域和玄奘的大半本书。
29、喜欢，适合静下心来慢慢读的书
30、读了很久也没有太完全明白，但真心钦佩作者。据说他是日本的柏杨，但个人觉得他更像李敖的
风格。作者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胸中有明白的历史脉络，他以古长安的街坊为暗线，以诗人诗歌为
材料，看似毫无联系地从某人某事讲到他人他事，勾勒给我们的是大唐的繁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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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淫荡荡啊荡荡，你咋现在这么水呢，你不好好卖你的书，竟胡乱搞，卖些杂七麻瓜的零食内衣内
裤避孕套！！！
32、整本侪是内亚历史 没啥大个兴趣 不过文笔还不错 
33、未必事事有考据，但叙事的方法，看得很舒服。
34、喜欢第一部分诗人们的长安，诗意且繁华的长安啊，第二三部分以玄装法师的西域取经路展开沿
丝绸之路而在长安城边的西域风光文化及历史变迁，
35、拿到后需要精心读一下。
36、还没有看，是我喜欢的风格
37、其实我对第一部分讲长安的兴趣不大，第二部分围绕着龟兹讲了西域的历史，第三部分写的是玄
奘取经路，和第二部分西域历史有些许重合。龟兹因为鸠摩罗什我最喜欢看，但也看得最多，再看就
就觉得腻歪，倒是高昌这个汉人政权怎么作死的，应该再多写一点。总之，陈老的风格就是絮絮叨叨
，但让人会折服在他将史料记载和风土人情揉搓在一起的“推理”中，不需要太严肃，权当听故事。
38、陈舜臣先生最难得的大概就是角度，以一个祖籍台湾的日本的角度去审视，去追忆长安这片热土
。其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有着别样的味道。读“诗人们的长安”尚觉轻快明丽，而后的“西
行巡礼”有如芒刺在背，悲壮且警醒。总而言之，是好书，绝对值得一看。
39、散文形式的历史演绎很具可看性
40、刚取回来，还没看，封面不错
41、平实浅切，梦里长安。
42、这书是不是没有校对= =|||
43、一段历史的复现，读来感觉到历史的悠远和深邃
44、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和具有历史传承，今天身为中国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更应
该看看
45、有点像历史随笔，可是也不如怪力乱神的笔记小说有意思。主要围绕了长安的建筑，然后讲了一
些七七八八的史料。读起来还挺容易的。说是诗人们的长安，读起来没那么有诗意的，日本俳句还说
得过去。
46、作者的西域游记吧，毕竟知识储备大，比现在的游记强太多。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喜欢敦煌
，也明白了女文青为什么喜欢鸠摩罗什。
47、太喜欢钦佩敬仰陈舜臣先生，差不多收齐了
48、三篇长文内容相互联系印证，勾勒出古代西域的风貌。
49、为了要去西安玩儿所以把书看了⋯⋯不过这种历史挂的书真不是我能看的⋯⋯
50、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无故人。以及可以肯定的是，陈先生是玄奘粉⋯⋯
51、度过陈舜臣其他作品后再读12年出版的这本 觉得毫无新意
52、很有味道的一本书，文字很好很喜欢
53、长安·洛阳，西域·大唐
54、第三章“玄奘之路”只是截取几个地点展开，而且西域那段和第二章大量重合。
55、需要静下心，细细品读
56、陈舜臣的三篇随笔。作为生在台湾的华裔日本人，他对大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很高。《诗人们的长
安》讲的是唐都长安，《西域巡礼》讲的是历史上一步步面目清晰的西域史，《三藏法师之道》讲的
则是唐玄奘取经之路。总觉得翻译的有点拘泥于文句了，上下段之间以至于上下句之间的关联都不是
很强，抑或作者本来就是这个风格吧。
57、非常有趣又平易近人
58、读了这本之后觉得讲谈社那本的翻译就有点问题了
59、长安这一块写的很好，作者研究的透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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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严杰夫对于长安的迷恋，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甚至要超过中国人。无论是充满了长安气
氛的古都奈良，亦或是佐藤武敏的《长安》，都是这种迷恋最好的证明。陈舜臣的《长安之梦》也是
浩如烟海的重构长安作品中的一种。然而，与多数描写长安的作品有所不同，陈舜臣的这本随笔集用
独特的视角，为读者还原了一座特别的长安城。与许多作家依靠想象，或是从文献中爬梳不同，陈舜
臣笔下的长安是所谓的“诗人们的长安”。陈舜臣无疑选择了一个独特却是绝佳的角度来重构唐代长
安城。有唐一代，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顶峰，更是中华诗歌的顶峰。因此，在诗歌的言辞当中架构起来
的长安，或者可能带有过于充沛的感情，然而却最能表现出大唐的气度。尽管由于是写给日本人看的
文章，我们或者会感到作者引用的许多诗句对中国人来说，大多耳熟能详，但我们依旧会为作者对于
唐诗的信手拈来而为之倾倒。毕竟，要尽量全面地重构起唐代的长安城及其兴衰成败，无疑不仅仅需
要能够背诵诗歌本身，而且还需要熟悉诗歌的作者和背后的故事。所以，陈舜臣笔下的这座长安城是
鲜活的，它不仅仅是代表了抽象的唐代历史，更是包容了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陈舜臣的长
安，是白居易“慈恩春色今朝尽”的那个长安，也是上官婉儿“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的那个长
安，还是岑参“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的那个长安；当然，陈舜臣的长安，还包括杜少陵的“江
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以及李太白的“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说完诗人
们的长安，陈舜臣的笔锋一转，将视野转向距离长安千里之外的西域。今人对于长安的想象不仅包括
了长安城的宏大，还包括了它的海纳百川。现在，我们说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国际都市，正是因为那
个时代，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外邦人士从四面八方前来这座天下之都“朝贡”。这些外邦人士除去来
自东方的日本和朝鲜，大多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而来。这条路线不仅是商业贸易的交通路线，更是
东西文化的交融路线。各个宗教教派的外国人带着普世的热情，期望给这个泱泱大国的民众带来救世
的“福音”，也有大唐的弟子带着虔诚和追问，费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前往西方以求得到真经。这
样来看，唐代的西域其实就是长安文化的外延和补充。所以，我们看到，陈舜臣在“西域巡礼”和“
三藏法师之道”两章中，更多着笔在宗教，尤其是佛教自西向东传递的那条主线上。当然，日本人对
于佛教的热情，想必同样也是陈舜臣想要探寻西域气象的一个重大原因。作为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
中国人，陈舜臣的确有着迥异于中日两国其他作家的视角，他笔下的长安城没有中国人回顾历史时惯
常的自大和夸张，也摆脱了日本人幻想唐朝时的那种顾影自怜，但他笔下的长安城毫无疑问是最近大
唐气象的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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