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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 是属于文
学 创 作 体 栽 中 的 一 种
形态，作者通过 *寓
言* 的写作手法，借此
表 达 创 作 的 意 图 ， 让
读 者 意 会 到 寓 言 中 的
真正含义。

  
 *寓言* 总是以故

事 或 童 话 式 的 叙 述 手
法 来 表 达 其 内 容 ， 却
不 难 体 会 出 其 中 的 比
喻 或 故 事 中 的 影 射 中
心思想___启迪和激发
道德观念。

   
由于 *喻言* 中都

应 用 比 喻 与 假 托 的 方
式 作 为 故 事 内 容 的 发
展 ， 如 果 读 者 只 当 作
童 话 或 故 事 来 阅 读 ，
就 不 能 领 悟 出 其 所 隐

含的人生哲理。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著 作 中 ， 我 们 也 经 常
可 见 到 应 用 比 喻 的 方
式著述的 *成语故事* 
都 是 属 于 世 代 相 传
令 人 难 忘 的 寓 言 ， 例
如 ：*朝三暮四* ，*
拔 苗 助 长 * ， * 鹬 蚌 相
争 * ， * 杯 弓 蛇 影 * ， *
画 蛇 添 足 * ， * 刻 舟 求
剑 * ， * 叶 公 好 龙 * ， *
守 株 待 兔 * ， * 愚 公 移
山* 等故事，而且早已
列 入 书 中 记 载 ， 其 中
包 括 下 列 古 代 知 名 学
者在内 ：荀子，韩非
子 ， 庄 子 ， 墨 子 ， 愚
子 春 秋 ， 战 国 策 ， 史
记 ， 吕 氏 春 秋 ， 艾 子
外 语 ， 雪 涛 小 说 等 书

中。

专 门 研 究 （ 伊 索
寓 言 ） 的 学 者 考 据 出
首 部 编 写 成 寓 言 的 该
部 故 事 集 ， 共 收 集 了
多达 200 则寓言，但
这 部 著 作 却 又 散 失 无
踪 ， 只 留 下 民 间 口 头
留传，各别叙述。

到 了 公 元 一 世 纪
期 间 ， 另 有 一 位 名 叫 
PHAEDRUS 的作者，
他 再 开 始 用 拉 丁 文 以
易于口唱的韵文 来著
述 第 二 本 （ 寓 言 ） 分
为五卷 97 则 （另附 
3 2 则 ） 刊 行 ， 这 也 就
是 最 早 的 希 腊 文 （ 寓
言）。

进 入 公 元 第 四
世 纪 ， 才 又 有 罗 马 人 
AVIANUS 用拉丁文写
成 另 一 本 （ 寓 言 ） 内
收 42 侧故事。

因 此 ， 以 后 所 出
版 的 （ 寓 言 ） 虽 有 人
取 名 为 （ 伊 索 寓 言 ）
却 并 非 为 单 独 一 人 所
写成，只能称为 *编辑
者收集*。

   
笔 者 见 过 英 文 出

版 的 （ 伊 索 寓 言 ） 收
集有 318 则故事，而
1 9 5 5 年 在 中 国 出 版 的
（ 伊 索 寓 言 ） 是 根 据
法 国 出 版 的 希 腊 文 翻
译过来，内有故事 358
则。

在 印 度 传 播 佛 教
时 期 的 佛 经 里 ， 也 有
不 少 用 比 喻 来 宣 示 行
善 ， 敬 神 ， 处 世 等 教
诲的 （寓言）至今流
传民间。

   
还有一本在 1986

年出版的（365天寓言
故 事 ） 为 最 新 所 见 的
由英国人 特雷弗。韦
斯顿 所著的寓言集，
在 该 书 的 文 体 上 ， 却
应 用 散 文 ， 诗 歌 ， 叙
事 ， 对 话 ， 描 绘 ， 议
论 ， 抒 情 等 文 体 来 表
达 故 事 的 内 容 ， 这 和
上 述 各 种 寓 言 的 表 达
方 式 大 为 不 同 ， 也 是
最 新 所 见 的 一 种 新 寓
言书籍。（完）

寓言的含义及其源流
——沙里洪遗作选

在印度尼西亚的历
代王朝历史中，很少有
学者详细记载有关 巴
萨依 王朝的历史，后
来有历史学家从外国学
者 著 述 的 文 学 里 ， 以
及 巴萨依 遗留的一块
石碑上刻雕的文字中，
却明显提起，该王朝确
定曾经在 13 世纪年代
存在于 苏门荅腊 北部
的 亚齐省内的 司马委县 
（LHOKSEUMAWE）境
界之内。

   
司马委县的地理位

置在 亚齐县的北部，其
县境的东海岸正好是面
对着汪洋大海的 马六
甲海峡，正是处于如此
地理优势，该县得天独
厚，当地居民沿着东海
岸建立起码头，以供船
只停靠和方便运输土特

产到临近县区交易，后
来随着时代变迁，原本
只属于海上沟通的小码
头，却随着天时地利，
形成了该地区的海上王
朝，被称为 *巴萨依海
洋王朝* （KERAJAAN 
SAMUDRA PASAI）。

  
巴萨依还未建立 *

王朝* 之前，最初由当地
的两位君主分别 掌权治
理政权，直到 1285年，
其中一位君主 玛拉。西
鲁 （MALAH SILU） 由
于得到来自 埃及的商人
们支持与协助，才统一
了当地的大权，由此 宣
告建立起 *巴萨依海洋
王朝* 而这位统治者也
信奉了回教，并 宣称名
衔为 苏丹。马力。沙
勒 （SULTAN MALIK 
SALEH ）成为当时 全

印尼最早的回教王朝国
君。

   
自此之后，来自外

国的回教国家贸易商船
也逐渐增加，包括来自 
埃及，波斯，阿拉伯 以
及 印度，暹罗（泰国）
爪哇 和中国的商人，
都争相往来，并采购当
地的土特产，胡椒，棕
榈，黄金和丝绸，形成
了国际化的枢纽。

从1285--1297年，巴
萨依王朝的国势日益强
大，该王朝乘地扩展版
图，合并了比例（现在
属于亚齐地区）等邻近
国土。

有位外国来的学者 
摩洛国长老 伊努。峇杜
拉，曾在他的记载中提

及，当时的 巴萨依 国
王曾经亲率领一只商船
到中国进行群善交往，
关系密切，而中国皇帝
也派遣了信仰回教的太
监郑和回访过 峇萨依王
朝。

   
另一位游历世界的

旅行家 马可波罗，也在
其游记中记述，当地由
中国回程中，曾踏上该
王朝，见证当地居民大
多数都信奉回教，同时
见到往来商船像靠 峇萨
依码头者特别热闹。

   
1927 年 首位巴萨依

国王去世，由其王子 苏
丹。查希尔 接住，传位
至第三位君王不久，从
爪哇来的 哈庵勿禄 王朝 
（HAYAM WURUK）于 
1350 年 扩展版图 几乎全

印尼，也包 括峇萨依在
内，当时 巴萨依的国势
已呈衰退，只好成为爪
哇王朝的附庸国。

   
公 元 1 5 世 纪 ， 亚

齐 王朝 屹立起强大
的 达鲁沙兰，亚齐王
朝 （BANDA ACEH 
DARUSALAM）扩展疆
土到如今的亚齐各个区
域，也征服了 巴萨依王
朝，由此第一个 回教王
朝也从此消声匿迹，渐
渐被人淡忘。

近代才有 外国学者
在 巴萨依考查历史，发
现了一块石碑刻雕着 阿
拉伯文字，这才让人揭
开 巴萨依王朝历史的根
据，而知道该王朝首位
君王的名字与执掌政权
和去世的年代！（完）

最早建立回教王朝的巴萨依
——沙里洪遗作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