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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侯杨方教授仍记得 2016 年 9 月到

10 月间的那次旅行。“从白沙瓦到

伊斯兰堡，看到了很多佛教遗迹。”

侯杨方对《新民周刊》记者感慨道，

“行前我知道这些地方早已伊斯兰

化起码数百年，现在那些当地人是

不信佛教的。但我发现如今生活在

当地的人们，其实都知道祖先传说

中的一些有关佛的故事，可以说是

无人不知。”

行前，侯杨方就知道巴基斯坦

有个叫乌仗那的地方。晋僧法显曾

在《佛国记》中写道此地：“传言

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

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

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

亦悉现在。”法显之后，唐僧玄奘

到过之后记录“大方石上，有如来

足蹈之迹”，从表述上看，也是看

到过佛的足迹的。侯杨方就也想找

到这佛的足迹看一看。“尽管巴基

斯坦人都知道这地方在哪里，但即

便保护我们的巴基斯坦军警也不希

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特别

提及，中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曾穿

过丝绸之路前往犍陀罗地区朝圣，以

获得佛教的原始经典。在阿什拉夫·汗

看来，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启程西

行时，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但他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伟业——

他不仅将诸多佛教典籍传回中原，更

“使得当时的中原与犍陀罗等地区在

佛教文明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从

而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样的直接联

系，哪怕经历了岁月的磨洗，甚至在

当年佛教盛行的犍陀罗地区已伊斯兰

化多年之后，仍承继了下来。如今中

国人民与巴基斯坦人民、阿富汗人民

的友谊，确实在延续着文明交汇与互

鉴的过程。古代的丝绸之路精神转化

为一种积极的令人振奋的历史符号。

2013年 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重要

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亦即倡议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

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

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去完成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

业。一个月后，习近平访问东盟时，

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2015 年 3 月 28 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如今回望古丝绸之路上的犍陀

罗地区之后，在“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的背景下，能展望怎样的未

来呢？

古国印痕今仍在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望我们前往！原因只有一个——危

险。”从中国进入巴基斯坦北部以后，

一路前行，侯杨方一行都由军警保

护，其中有一部皮卡车开道，直至

抵近佛足迹所在的唐吉尔河谷附近。

但见谷口有一处碉堡，当地部族把

守着碉堡。万里迢迢来到附近，难

道未曾见面就此别过？这岂不是太

过遗憾了？在侯杨方的一再坚持下，

军警方面增加了一倍的保护兵力后，

一行人进入了河谷。“这里真漂亮！

麦子长得好，也有不少人。”侯杨

方说，“但我确实感觉到这里的人，

与此前一路行来所遇到的巴基斯坦

人不同。”在刚进入巴基斯坦北部

的时候，侯杨方所见是当地不少人

甚至能用汉语交流，人民币能在一

定范围内流通。可这唐吉尔河谷里

的人们，眼神都是直勾勾地看着前

来的中国人。好在有军警开道。“打

开一条‘血路’，我们竟然真的看

到了佛的足迹！”侯杨方告诉记者，

“当时我的感觉是眼见为实了！法

上图：侯杨方（右二）

在巴基斯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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