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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650年前的丝绸之路上，龟兹国外的古道正驼铃悠悠。
　　初次遇到穿越而来的现代女子艾晴时，鸠摩罗什十三岁。
再次见到她时，他二十四岁，已是名扬西域的僧人。
　　对他来说，她是爱而不得的女子；对她来说，他是注定许身佛门的千古高僧。
即使早已情根深种，终究羁绊于那一颗坚定的向佛之心。
　　十六国的乱世里，他被迫离开了故乡龟兹，更被百般折辱。
她终于决心再次穿越回他身边，而这次，他们将在人前羞耻地完成他们的成人礼&hellip;&hellip;　　* *
　*　　他们之间横亘着的不仅仅是漫长的千年岁月，更有十六国时代满目苍痍的乱世纷争。
鸠摩罗什与艾晴，他们的恋情，还将遭遇怎样的磨难？
　　敬请期待《不负如来不负卿（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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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小春，职业经理人，超人气作家、编剧。
开创历史玄幻纯爱小说新派别，代表作&ldquo;不负如来不负卿&rdquo;三部曲。
　　2008年出版&ldquo;不负如来不负卿&rdquo;第一部《不负如来不负卿》一战成名，前后加印数十
次。
　　2012年炎夏，《不负如来不负卿》再版火热上市。
　　同期，&ldquo;不负如来不负卿&rdquo;第二部《不负如来不负卿&middot;蓝莲花》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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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我的小白鼠经历　　我坐在沙丘上发呆。
极目远望，尽是浩渺沙海。
几匹野骆驼在远处悠闲地晃悠，不等我靠近，就撒开蹄子跑得飞快，比家养骆驼更矫捷。
我在沙丘上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了两三个小时，四处打转，实在累得不行。
没有GPS，不辨方位，我这么乱走也无济于事。
幸好是十月的秋天，虽然干燥，但沙漠的温度还能忍受。
不过瞅瞅有些西斜的太阳，我还是禁不住心憷。
只要太阳一落下，我没有露营装备，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眯起眼恍惚一下，到现在还没有从初降落时的眩晕感中恢复。
抬起左手，看看腕上的时间穿越表，叹口气。
第三次穿越宣告失败。
不过，比起前两次，总算是有进步了，好歹能着陆。
　　给这个穿越项目当小白鼠已经一年多了。
我是历史系研究生，本来是跟着我的导师&mdash;&mdash;全国知名的历史学教授，一起给这个项目做
指导工作。
可是，那群生物学家看见我之后，硬要给我体检，并得出我的体质最适合穿越的结论。
　　原来的志愿者，试验多次却无一人穿越成功。
所以专家组解散了他们，然后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有责任有义务揭开层层历史谜团还原真相。
像这样回到古代亲历历史，有谁能做到？
成功了，我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意义之大足以载入史册。
　　我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生，人生信条便是&ldquo;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人言&rdquo;，一直
希望学术成就能有一天媲美我的老板&mdash;&mdash;也就是我的导师，大学里都时兴叫&ldquo;老
板&rdquo;。
所以我一动心，就被那群工作热情极高的专家忽悠上了试验台。
　　第一次试验，我在试验台上消失了不到半分钟就摔了下来。
身上背着的打算带过去的仪器，如碳14探测仪、经纬定位仪GPS、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DV等，全
部被高频率高辐射的振荡弄坏。
专家组得出结论：电子设备不能带。
于是，我在卧床半个月后突击训练使用了三个月手工工具，包括洛阳铲。
　　第二次试验前进了一步，我消失了半个小时。
正当所有人欢呼雀跃打算开庆功宴时，我摔在了试验室外的草坪上。
醒过来后，我回忆起在腾云驾雾中看到的城市街道和人群，应该是汉代的布局与服饰。
可是还没等我着陆，一股很大的吸力又将我抓了回来。
身上背着的各式手工工具裂成几块。
　　根据我的汇报，专家组推断时空逆转落在两千年前左右比较可行，所以我于卧床之际又温习了一
遍战国秦汉史。
　　伤还没养好，我就被抓去学习素描，画平面图和工程图，研究小组终于放弃了让我携带大型工具
的想法。
　　学了快半年制图后，试验台再次改良，变成CT机的模样。
我这次就背着随身要用的物品和一大叠素描本、铅笔上路。
临行前老板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把任何属于21世纪的白色垃圾丢在古代，会为以后的考古学家、历史
学家带来麻烦。
　　这次我腾云驾雾后终于着陆了，而且是软着陆，因为掉在沙上没有任何损伤。
可是等辨识清楚后，我发现降落在沙漠里，情况比上次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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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找到人或人类活动的参照物，我走了两三个小时都还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穿越到古代。
我只能肯定一点：我离开试验室了。
　　我没有带水、食物和药品，因为会被高辐射的穿越机污染。
改良过的THE NORTH FACE背包里只有瑞士军刀、指南针、换洗衣物、笔记本、简易考古工具、一大
叠素描本和铅笔，还有可以充作货币的碎金银等，没有一件能在这种情况下帮得上忙。
看来还是得放弃这次的试验，回去让他们继续改良，起码下回能落个有人的地方。
我叹口气，心里不是没有沮丧。
不过太阳快落山了，我得抓紧时间，否则没有足够的太阳能，这个机器便启动不了。
　　我将套在汉服里面的防辐射衣的帽子翻出，将整个头套住，手套也戴上，拉好拉链，抬起左手，
把那个超大手表形状的时光穿越表对准太阳，旋开保险杆，心中默数：1，2，3&hellip;&hellip;　　数
到10了，还是没动静。
继续数，到20，50，100&hellip;&hellip;　　不会吧，真有这么倒霉的事啊？
我扯下帽子，仔细盯那破表，没动静。
拍一拍，还是没动静。
对准太阳拼命照，继续没动静。
我脱下这破表狂甩，那个指示灯还是没变绿。
　　起风了，太阳被漫天黄沙遮住不见。
这手表靠太阳能提供能源，没阳光我就回不去。
我要命丧在不知哪个朝代的哪片沙漠了，心里的惊慌不可言喻，郁积在胸，不吐不快。
　　我指着天骂专家组，不让我带水和食物，就让我带堆死沉的钱。
可我现在的状况，钱有什么用？
早知道那个破表会坏，就算要受辐射，我也要坚持带水和吃的。
我被推进那个破机器里三次了，难道就没受过辐射吗？
与其这样渴死饿死，我宁愿被辐射过的面包噎死。
　　我吞进一口沙后结束了骂骂咧咧，无济于事的力气还是少费些好。
太阳迅速落下，没一会儿沙漠里就冷得厉害。
我的防辐射衣还能挡挡风寒，可是我又渴又饿。
我缩着身子哆哆嗦嗦地爬上最近的一座沙丘登高远望，黑暗中居然看到远处有荧荧火光，从来没见过
比这更温暖的灯火了&hellip;&hellip;　　不记得自己在夜黑风高狰狞恐怖的沙漠里走了多长时间，只记
得跌跌撞撞走进那片篝火时，我已经饿得视线模糊渴得嘴唇皲裂。
辨出篝火中有几顶帐篷，有人声，有骆驼，我两眼冒绿光冲进一顶帐篷，然后一头栽倒。
　　二 和尚和尼姑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奇怪的人中。
男男女女，面貌特征很奇怪：高鼻深目，嘴唇偏薄，圆脸短颈，皮肤细白，眼珠褐色。
男人健壮女人丰满，个个身材高大。
男女皆是齐肩短发，头发卷曲，发色褐红。
服饰更加奇特：男人穿翻领窄袖束腰式短袍，高及膝盖的靴子，身后佩剑，女人的服饰则简单得多，
及膝的长袍，右肩裸露，左肩也是窄袖，围一块棉质披巾，也着高筒靴子。
　　不禁佩服我自己，在这种又饥又渴的情况下，我还能凭几眼观察就得出很专业的服饰外貌评价。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因为我已经闻到食物的香味啦。
　　是几块饼和一碗面汤，热乎乎的，刺激得我口水横流。
我从一个年纪看上去有四十来岁的女人手上接过吃的，含糊地道了声谢，便狼吞虎咽起来。
把那些饼一扫而空，面汤也咕嘟咕嘟喝干净，胃里终于有点感觉了。
其实还想吃，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再来点，然后发现，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是正常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不是汉人，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落在了古代。
搞不好我只是乘了一趟免费飞机，落到中东或非洲的沙漠里，碰上了某个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结果
还是在21世纪。
　　正在叽叽咕咕听不懂的声音中越想越沮丧时，突然帐篷里出现了两个人，其他人立刻停止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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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色恭敬。
我能感觉出来人肯定身份不一般，可是当这两个人在我躺的毯子前站定时，我吃惊得大张着嘴，半天
合不拢。
　　来人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洋尼姑和一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小洋和尚。
这身份已经挺奇怪的了，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身上自然而高贵的气质。
只是静静地站着，就流淌出不凡的蕴华。
　　尼姑脸形跟围着我的几个女人差不多，但是皮肤更细白。
眼睛很大，眉庭开阔，一双褐色眼珠盯着我时有点无形的压力。
她体态丰盈，简单的褐红袈裟也掩不住美好的身段。
只是老觉得她的额头看上去跟常人不一样，好像被压过，扁扁的，向后倾斜，因为是光头，看上去更
显怪异。
我记得古埃及人还有古波斯人就有这种从小压前额的习俗，不过只限王室成员。
不知她是先天长的还是后天故意压的，不过这扁扁的额头无法掩盖她的美，整个人散发着成熟的韵味
。
　　再仔细打量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和尚，不由暗自赞叹，真是夺人的儒雅帅气！
也是一样的高鼻深目，却无其他人的粗糙。
整张脸犹如希腊雕塑，鲜明的轮廓立体感十足，五官的搭配恰到好处，浓长的眉毛，秀挺的鼻梁，晶
亮的浅灰眼眸镶嵌在大而深的眼眶中，纯净得如同戈壁滩上无尽的苍穹。
虽然年少，已是光华自蕴，看着我时带几分温和与几分探究。
　　他嘴唇很薄，唇形鲜明，抿起嘴来唇边扬起一弯清隽的弧度。
脸形狭长，下巴削尖，如天鹅般的颈项，线条优美修长。
跟帐中其他白皮肤的人不同，他是蜜色肌肤，宽大的僧袍罩住全身，近一米七的个头衬得身姿颀秀，
却还略显单薄。
他现在还是长身体的阶段，假以时日，应该能到一米八零以上。
　　我盯着这两个奇怪的人，脑子风驰电掣地转动。
听到他们对我开口，居然是汉语，只是非常别扭。
　　吃力地分辨出他们在问我从哪里来，为何会一个人流落到此，我一脸痛苦地仰视：&ldquo;你们可
不可以先告诉我：我在哪里，这是哪个国家啊？
&rdquo;　　那美女尼姑显然没听懂，不过少年和尚好像能理解。
他突然蹲下，纯净的俊脸在我面前迅速放大。
我盯着他雅致的五官，心跳出一个强音，倒是让我自己吓了一跳。
　　&ldquo;文叙尔，我们到，快了。
泥是汉人吗？
&rdquo;　　正为自己没来由的心跳懊恼，听得他一本正经地颠倒主谓宾，洋腔洋调的发音让
我&ldquo;扑哧&rdquo;一声笑了出来。
　　他有些尴尬，脸上飘过红晕：&ldquo;汉语，我，讲得，不好。
&rdquo;　　他转过头，跟那个美女尼姑叽叽咕咕地说话。
我赶紧憋住笑，想他刚刚提到的文叙尔，这是什么地方？
根据他的发音在脑中搜索，好像不是个汉地的名字。
　　他转过头又对我说了起来：&ldquo;泥，哪儿，去？
&rdquo;　　我试探性地问：&ldquo;长安，知道不？
&rdquo;　　看他点头，我嘘出口气。
还好，长安这个地名在这个时空已经有了。
　　&ldquo;但是&hellip;&hellip;&rdquo;他有点犹豫地看看我，&ldquo;恨远，一个人，泥？
&rdquo;　　我无奈地点头，这会儿除了长安我也想不出还能去哪里，到那里甭管怎样语言还能通。
　　&ldquo;我们，去曲子，泥，通路，可以。
&rdquo;　　他艰难地挤出一个个字，我刚想笑，又使劲儿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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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我，还能跟我沟通，已经够不容易了。
心里思忖，这&ldquo;曲子&rdquo;是啥地方？
我着陆到现在已有七八个小时了吧，却还是闹不清地理方位和历史时代。
唉，堂堂名牌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丢脸丢到家了。
　　&ldquo;泥，命紫？
&rdquo;　　&ldquo;嗯？
&rdquo;我一岔神，没领悟过来。
他又问了一遍，我才明白&ldquo;命紫&rdquo;就是名字。
　　&ldquo;哦，我叫艾晴。
&rdquo;　　我的名字老是被人取笑，从小就落个绰号：Love。
男生们总喜欢对我流里流气地喊：&ldquo;哦，My Love！
&rdquo;我跟父母抗议改名，都被他们否决。
喊得久了，也就习惯了。
叫&ldquo;爱情&rdquo;也没啥不好的，可惜被叫了那么多年，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ldquo;我叫&hellip;&hellip;&rdquo;　　他吐出一串很长的音，我记不住，扯着嘴角看他。
他很善解人意地又说了三遍。
我根据他的发音，找出对应的汉字：丘－莫－若－吉－波，真够难念的。
我拼命地背：&ldquo;丘莫若吉波，丘莫若吉波，丘莫若吉波&hellip;&hellip;&rdquo;　　他嘴角扬了又
扬，终于失声而笑。
笑声清朗明快，如山间汩汩的清泉。
想起我刚刚笑他汉语不准，这下可被他笑回来了，脸倏地有些热。
　　他只笑了一会儿，看到我尴尬的脸色，急忙收住，指着身后的美女尼姑说：&ldquo;我，木琴，吉
波。
&rdquo;　　我现在已经能适应他的口音了，自动转化为：木琴＝母亲。
　　这个美女居然是他妈妈！
佛门世家啊。
我禁不住想：看他还是少年，是不是被妈妈带进佛门的？
心里涌出一丝可惜，又赶紧甩开这不该有的想法。
&ldquo;吉波&rdquo;不知道是她的名字还是对她的尊称。
我试探性地叫她一声&ldquo;吉波&rdquo;，她有礼貌地点点头。
　　&ldquo;泥，浩浩秀洗，我们，命田，尚鲁。
&rdquo;（翻译：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上路。
）　　和尚尼姑走后，我跟那四个女人同住一顶帐篷。
虽然听不懂她们讲什么，但是都很友善。
我没好意思再要吃的，就在她们为我另铺的地毯上暖暖地躺下。
　　这样骤然闯入一个陌生环境，沟通不畅又不知身处何方。
帐篷外沙漠特有的强风呜咽而过，在静谧的寂寂深夜中如泣如诉。
我没那么坚强，一闭眼思乡情绪便溢出，流连于枕畔。
为避免因思念父母而流泪，我开始用自己最常用的催眠法。
　　脑中浮现出睡前曾打量过的四周器物，然后一一为其取专业名字：我睡的是裁绒菱形文饰地毯，
枕的是滴珠鹿纹锦，盖的是三角纹袼毛毯，喝水的容器是单耳网纹陶壶，刚刚盛饼的是泥质灰陶盆。
　　我想我还是到了古代，因为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还是很原始的。
以中原地区的陶艺水平来看，这样粗糙的工艺应该有两千年以上，不知这里如何。
　　在帐外呼啸的风声和帐里的微鼾声中，挡不住一天的疲劳困顿，裹紧身上的毯子，我终于沉沉地
睡着。
　　三 终于搞清楚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就拔营。
我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了，吃人家住人家的，所以我就想帮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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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实践能力跟理论水平不能比，又听不懂，在收拾帐篷时帮了不少倒忙。
好在那群男男女女都很和善，搞砸了也不说我。
当然，就算说了我也听不懂。
　　他们为了方便我这个多出来的人，空出了一匹骆驼，可是我的汉服袖子宽大，到脚踝的裙脚扯着
，根本上不了骆驼。
以为会穿越到秦汉，所以我就一身典型的汉代裙服。
我看着中看不中用的裙摆，对小和尚扯一个苦笑。
　　他温和地笑笑，对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通。
不一会儿就有人拿来了一身她们的服装。
我换上衣服，有点大。
没办法，谁叫这些人身型普遍大码呢？
左肩窄袖右肩裸露，袍子到膝盖，前开襟，下面是灯笼裤，及膝的高筒靴，呵呵，还挺时髦的。
汉代女子谁敢穿露肩装？
最重要的是：上下骆驼很方便。
清晨的沙漠还是很凛冽，小和尚体贴地给我拿来一块披巾。
　　数了数，这支队伍一共有近六十个人，连我在内只有五个女人。
除了那个小和尚，其余五十几个男人都是军人模样，配有重型武器&mdash;&mdash;长长的佩剑。
看他们的神态，都以那对出家的母子为中心。
　　我还真有点纳闷，就算是见过带侍从的和尚尼姑，也没见过带一小支军队的和尚尼姑。
再看他们举手投足间那股抹不去的气度，这两个人身份肯定不一般。
由于小和尚是一群人里汉语水平最高的，他的美女妈妈汉文远不如他，我就经常跟他骑行在一起探听
情况。
　　沟通虽然艰难，但还是了解了不少情况。
　　我问他知不知道中原汉人的王朝是谁当家做主。
他想了半天发出一个类似于&ldquo;qin/qing&rdquo;的音。
那就应该是秦了，肯定不可能是清。
专家组说这个穿越机只能对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产生共鸣。
　　我又问他从哪里学来的汉语，他比画了半天我明白了一部分，是两个汉人师兄在&ldquo;曲
子&rdquo;时教他的。
小和尚腼腆地说他只学了几个月，而且已经五年没讲过汉语了，所以讲得很差。
　　我吃了一惊。
他看上去怎么也不可能超过十六岁，那说明他是在十或十一岁时学的。
那么小的年龄，五年不讲，还能有现在的水平，记忆力还真是不凡。
我大学选修过德语，两年不碰，现在只记得&ldquo;lch liebe dich（我爱你）&rdquo;，让我跟德国人对
话，肯定是鸡同鸭讲。
　　由于降落在大漠里，我能联想到的地方不是西域就是蒙古。
所以我再问小和尚知不知道丝绸之路，他没听懂。
但当我解释丝绸茶叶从中原汉地卖到大食（今阿拉伯诸国）、波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时
，他就开始点头了。
他说&ldquo;曲子&rdquo;就在这条路上。
听他这么一说，我好像看到了希望之光。
　　之后我拼命回忆跟丝绸之路有关的地名：焉耆、鄯善、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楼兰、于阗（
今新疆和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乌孙（今新疆伊犁地区）、敦煌&hellip;&hellip;有些地名
他想一想，回应我一个类似的发音，有些却很茫然。
当我说到龟兹时，我突然停住。
&ldquo;曲子&rdquo;、龟兹（Qⅰū c&iacute;，今新疆库车），这两个发音很像，他该不是从丝绸之路
上文化最发达最举足轻重的国家&mdash;&mdash;龟兹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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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他，再念一遍&ldquo;龟兹&rdquo;，他想一想，点点头，指指自己。
天啊，我终于搞明白我在哪里了。
我穿越到了西域！
秦代的西域！
　　那么我碰上的这群龟兹人，就是吐火罗人。
记得读过资料说龟兹人的祖先是大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
长颅、高鼻、深目、薄唇，而且是白皮肤，是原始印欧人种。
吐火罗人在公元前一千年结束流浪生活，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一带定居下来。
我在新疆旅游时去了不少博物馆，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干尸，三千多年前的干尸依旧保存完好，脸形上
很容易看出欧洲人的特点，最有名的就是楼兰美女。
不过大概是因为龟兹位于丝绸之路要冲，各色人种杂居，混血而成的龟兹人比现在的印欧人种脸更圆
些。
　　兴奋之后我马上沮丧起来。
秦代的西域记载寥寥，只有《汉书》有《西域传》。
汉人记忆中的西域历史从汉武帝开始：张骞通西域，和亲乌孙，驻军屯田，跟匈奴你争我夺了几百年
。
不过，知道了我到的时代是秦，还是很让人期待。
我得赶紧到长安去，说不定能碰上秦末那场大动乱，见识一下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
　　我再次表达了思乡心切想赶紧回长安，小和尚沉思一下，说可以安排。
不过路途遥远，要一年才能到，并且战乱纷飞，很是凶险。
　　嗯？
已经开打啦？
那我就更不能耽搁了。
我开心地连声说&ldquo;没关系&rdquo;，他奇怪地看我，浅灰眼眸中满是诧异。
我不知该怎么跟他掰一个女生为啥对战争这么感兴趣，只有呵呵傻笑。
　　这么聊着，就近中午。
秋天正午的阳光仍是火辣，我把披巾裹住头防晒。
小和尚则把僧袍翻下，将右肩裸露出来，蜜色肌肤在阳光照耀下泛着年轻健康的亮泽。
这种露出右肩的僧服，是天竺和西域僧人的普遍装扮，后来佛教流传到中原，僧服形式就改变了。
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因为印度天热，西域又因地处沙漠戈壁，温差很大，这种早晚披上、中午露肩
的衣服，适合这里的天气。
　　然后看到他的脸渐渐绯红，眼睛飘开不再看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盯着他的僧服看了太久，不禁
讪讪。
这种样式的僧服我只在壁画里见到过，现在看到有真人穿，就下死劲儿地瞧，连礼貌都忘了。
又不能告诉他我是在研究，只好呵呵地笑着掩饰。
　　到达一小片胡杨林，我们要休整一会儿。
侍从们早就支起简易帐篷，拾来干胡杨枝烧面汤。
当热乎乎的面汤就着西域的压缩饼干&mdash;&mdash;馕下肚后，整个人舒服得直犯困。
那对母子吃完了就在帐篷里念经，膝盖上摊一卷经书。
我好奇，凑过去看，结果吃惊得跳起来。
　　那经书写在丝绸上，文字非常奇特，应该是字母文字，排列着很多像正写还有横写的8。
我虽然不认识，可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这种文字应该是失传已久的吐火罗文。
是借用印度婆罗米字母发展出来的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欧语言，到现在都还没有全部破译出来。
　　我激动得趴过去一把将小帅哥膝头的经书拿起来，嘴里喃喃若狂：&ldquo;天哪，这是吐火罗文，
吐火罗文哎！
&rdquo;要是能把这完整的经卷带回现代，那该多有研究价值啊。
　　美女尼姑皱了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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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尚起初被我吓了一跳，听了我的话奇怪地问我：&ldquo;你认识？
这是龟兹文，不叫吐火罗①。
&rdquo;　　哦，对了，&ldquo;吐火罗&rdquo;的叫法是德国人命名的，眼前的龟兹人当然不会
用&ldquo;吐火罗&rdquo;称呼自己的语言。
只不过在现代，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种叫法。
我讪笑一下，紧盯着那些像8一样扭曲的文字，为自己发现了活生生的吐火罗文雀跃不已。
　　我是研究历史的，能重听已亡佚的语言，这个历史价值有多大，简直不可估量。
为了能破译已死的文字，有多少语言学家倾其一生在残纸故堆中寻觅。
19世纪法国的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解开了几千年的谜团，结果青史留名。
而目前解读出的吐火罗文并不完整，所以如果我能读吐火罗文&hellip;&hellip;　　我一把抓住小和尚宽
大的衣袖：&ldquo;求求你，教我吐火罗，哦，不，龟兹文！
&rdquo;　　他先是一愣，然后答非所问：&ldquo;你识汉文吗？
&rdquo;　　换我发愣了：&ldquo;那当然。
&rdquo;　　他转头跟美女尼姑讲了一通。
美女尼姑看了看我，回他几句。
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讲话，让我心里越来越没底。
正在担心可能会遭到拒绝时，看见他回头对着我，浅灰眼眸中带有些许顽皮的笑意：&ldquo;我可以教
你，不过你要教我汉文。
&rdquo;　　我嘘出一口气，原来是等价交换，这样也好。
　　&ldquo;当然可以。
&rdquo;犹豫了一下，我又补充，&ldquo;不过我对佛经不熟，但是教汉字，讲《论语》、《诗经》、
《左传》、《战国策》啊还行。
&rdquo;　　我是学历史的，不是学佛学的。
佛教史还能讲点，但具体到经律论佛教三藏，我可是七窍里通了六窍&mdash;&mdash;一窍不通。
现在有点后悔，早知道穿越过来会跟僧人为伍，我就应该多做点佛学方面的功课。
　　&ldquo;不用佛经，你说的那些就可以。
&rdquo;他看起来很开心，眉梢眼底尽带着暖暖的笑。
　　突然想到，中原的佛经都是从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翻译过去的，他一个龟兹僧人，用得着向我学
汉语的佛经吗，汉僧向他学还差不多。
　　那天我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这对母子在中午那顿过后就不再进食。
古人只吃两顿饭，僧人则更为严格。
我记得僧人的确是过午不食。
向小和尚打听，他用还不熟练的汉语告诉我，戒律规定，从早上到中午这个时段可以进食，超过中午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就不能再进食。
而定这条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一位佛陀弟子在傍晚时乞食，由于光线不明，一个孕妇以为他是鬼魅
，惊吓过度而导致流产，所以佛陀才制定此戒。
但是对于生病的人，或劳动的人，为了维持体力必须要进食，所以还是可以用晚餐的。
　　我点点头，心想：佛陀时代，多半是禅坐，体力消耗不大，所以过午不食没有问题。
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都是吃晚饭的。
因为在中原，僧人大多要在田里劳动，所以修改了这条戒律。
可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因地制宜地改变戒律，也体现了佛教的灵活性，难怪能历经两千多年而不
衰。
　　观察了他们吃饭，再看他们喝水，也很有意思。
侍女们用一个网兜一样的东西，先过滤，然后才递给他们②。
我刚开始以为沙漠里取的水有杂质，盐碱味比较浓，所以要过滤一下，但看到自己喝的水却无须过滤
，便有些奇怪了。
　　他又磕磕巴巴地向我解释：僧人喝水要过滤是为了防止喝水时将水中生物一并喝进肚子，造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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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间的杀生。
所以，按戒律规定，僧人必须随身携带滤网，不带滤网不得离开居住地超过二十里。
　　他这番解释后我便立刻想起，玄奘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曾将皮囊里的水打翻，差点渴死。
而他之所以会将珍贵的水打翻，就是因为太遵守戒律，要严格过滤水。
　　晚上我坐在帐篷外的篝火边做考察笔记，将这些见证到的都记录下来。
头顶，满天星斗璀璨，在深蓝的天幕中点点闪烁。
　　在21世纪的新疆我也在深夜仰望过这干净无垢的天空，那时的我，也曾想到过古人是否如我一样
注视过同一片天。
而我现在看到的星夜，会是千年后我仰头看过的那片纯净吗？
这个问题，让我陷入沉思，却百思不得其解：是平行空间里的两个我，在同时仰望苍穹吗？
我，之于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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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丝绸之路上的漫漫黄沙，掩去了千年的风霜，却掩不去一代高僧传奇般的爱情。
另类的穿越文，没有后宫纷争，没有钩心斗角，只有乱世中的相濡以沫。
一切艰难困厄，十指交缠，我与你共度。
千后一杯清茶，翻开此书，且看这十六国纷扰，在小春笔下，徐徐展开。
　　&mdash;&mdash;网友雨儿　　圣人何为圣？
慧根早植；佛法何远播？
佛常驻心。
小春用丽凡的穿越题材带来了不平凡的经典再现，用艾晴领我们见证了一代名僧摒弃清规戒律，将大
爱大苦隐于佛、致力大乘的传奇一生。
她笔下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罗什让佛站在了我们之中，佛近，人更近。
　　&mdash;&mdash;网友烨天　　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如高僧般辽阔的胸怀，涵盖了佛法、阐学、诗
经、宗教礼仪、地域文化、人生哲理等，还有我喜欢的佛门小故事，可以说作者写得很谨慎，带着对
佛祖的崇敬，查阅了大量古籍，对吐火罗文、梵文有一定涉猎，读起来，如身临其境。
当然，最让我羡慕的是罗什和艾晴的爱情，艾晴对罗什的爱情是以数次忍受辐射和伤痕累累的身体交
换的，罗什则等了她一个又一个十年，这样的痴情、执着一如他对佛祖的赤诚。
　　&mdash;&mdash;网友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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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负如来不负卿》第一部。
　　神佛动容最美禁忌之恋。
　　丝绸之路上遗落千年的传奇爱情：　　千古高僧，现代才女，情唱西域。
　　历史玄幻纯爱第一人小春成名作。
　　千万读者潸然泪下的历史玄幻纯爱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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