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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哈米亚语文学

宗笑飞

内容提要 ：

1 8 7 8 年 ，西班牙著名学者埃德华多 ？ 萨维德拉在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就职演

说中展示了一系列阿尔哈米亚语手稿影印件 。 在此之前 ，
这些手稿一直鲜为人知 ，它们默默地

躺在图书馆的
“

未知文献
”

袋中 ，沉睡了两个多世纪 。 它们便是滞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及其改宗

者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西班牙语文献 ， 被誉为西班牙文学的
“

新大陆
”

。 本文 旨在揭示其来龙

去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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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1 6 世纪 ，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穆并就它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辨析 。

斯林 （他们通常被称为
“

Ｍｕｄｅｊａｒｅｓ
”

）及其改萨维德拉于 1 8 8 9 年公开发表这些信息

宗者 （Ｍｏｒｉｓｃｏｓ ）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西班牙时 ，
还增加了托莱多阿尔莫纳西德和马德

语等罗曼斯语 ，
记叙其文化传统和生活境里国家图书馆发现的阿尔哈米亚语藏品 。

况 。

“

Ｍｕｄｅ
ｊ
ａｒｅｓ

”
一词源 自 阿拉伯语 ， 意为但是 ，这些信息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直至

“

庸常
”

、

“

下层
”

；
而

“

Ｍｏｒｉｓｃｏｓ
”
一词则 由摩 1 9 4 8 年学者卡尔德隆 （ ＳｅｒａｆｉｎＣａ ｌｄｅｒｏｎ ）

尔 （Ｍｏｒｏ ）转化而来 。 他们使用的这种混合将这些文献形容为 西班牙文学 的
＂

新 大

语言被称为阿尔哈米亚语 （Ａｌ
ｊ
ａｍｉａｄｏ） ，它陆

”

， 以及 1 9 5 8 年牛津大学 的哈维 （Ｌ ．Ｐ ．

来源于阿拉伯词一 ，意为
“

非阿拉伯语
”

。 Ｈａｒｖｅｙ）在博士论文 中对阿尔哈米亚语文

虽然它的大量使用是在 1 5 ， 1 6 世纪 ，但早在学进行钩沉探赜 。

公元 1 0 世纪 ，许多阿拉伯 、犹太文人缀在一哈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战后 由西

些
“

彩诗
”

 （ｍｕｗａｓｈｓｈａｈａ ）之后的缀诗
“

哈尔班牙国家高科委收集的有关文献影印件和

恰
”

便启用了这种文字 ，尽管为数不多 。 这在萨拉戈萨发现的新的文献信息 。 他所给

些阿尔哈米亚语手稿 ，

一

直被历史的尘埃出 的散落在西班牙和英 、法图书馆的阿尔

掩埋
， 直至 1 8 7 8 年 ， 著名 学者萨维德拉哈米亚语文献数量为 1 1 4 份 ，

不包括那些用

（ＥｄｕａｒｄｏＳａａｖｅｄｒａ ）在其就任西班牙皇家阿尔哈米亚语标注的阿拉伯语文献 。

语言学院院士的演说中炫示了有关文献 ，
 1 9 8 8 年 ，切恩 （ＡｎｗａｒＧ ．

Ｃｈｅ
ｊ
ｎｅ ）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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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阿尔哈米亚语文献进行 了历史性梳理 ， 班牙国家图书馆的第 5 3 5 4 号手稿 。 这些组

与 此 同 时 ， 罗 德 里 袼 斯 （ Ａｎｔｏｎｉｏ成了 萨维德拉公布的西班牙 国家图书馆收

Ｖｅｓｐｅｒｔ ｉｎ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又对这些文献进行藏的 5 1 份阿尔哈米亚语手稿 ，却并不包括

了分门别类 。 这时 ， 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 1 8 8 7 年图书馆从私人藏家手中购买的阿雷

数量已增加至 2 2 1 份 。 1 9 9 8
， 洛佩斯－莫里瓦罗 （ＭａｎｃｅｂｏｄｅＡｒ 6ｖａｌｏ ，亦即阿雷瓦罗

亚斯 （Ｃｏｎｓｕｅ ｌｏＬ 6
ｐｅｚ

－Ｍｏｒｉ ｌ ｌａｓ ） 又在维斯的年轻人） 的手稿 （ 国家图书馆第 4 9 8 7 号 ） 。

佩尔蒂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 ， 增加 了新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是皇家历史学院

的发现 ，使文献数量增加到了 2 3 5 份 。 与此馆藏 ，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第
一

部分是改宗

同 时 ， 西 班 牙 学 者 富 恩 特 斯 （ Ａ ｌｖａｒｏ者的拉丁文献 ；第二部分才是阿尔哈米亚

ＧａｌｍｅｓｄｅＦｕｅｎｔｅｓ） 和卡纳尔斯 （Ｃａｓａｓｓａｓ语文献 ，凡 1 8 卷
；第三部分为散片和残编 。

Ｃａｎａｌ ｓ）等对同时期穆斯林及其改宗者的拉它们是私人收藏家加央戈斯 （ＰａｓｃｕａｌＧａｙ
－

丁文和拉丁俗语文献进行了梳理 。ａｎｇｏｓ）于 1 8 9 6 年转让给西班牙皇家历史学

除却 由宗教裁判所等官方机构归类并院的 。 1 9 9 8 年 ，富恩特斯根据萨维德拉的

包收藏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那些夹杂在阿分类对其进行了整理 。 至于 1 8 4 1 年在伦敦

拉伯语资料中 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外 ， 绝拍卖的阿尔哈米亚语手稿 ， 部分出 自埃斯

大多数阿尔哈米亚语文献来 自非常偶然的科里亚尔图书馆 （亦为皇家图书馆 ） ，部分

发现 。 它们大都被有意藏匿于私人宅第 ， 出 自马德里皇家图书馆 ， 它们都是孔德从

显而易见是西班牙穆斯林在被迫改宗后书萨拉戈萨收集的 。 在加央戈斯转让给西班

写的 。 迄今为止 ， 最早的 一次发现是在牙皇家历史学院的手稿中就有伦敦拍卖会

1 7 1 9 年 ，人们在萨拉戈萨的
一座住宅中发的拍品 。

现了一批内容不详的
“

阿拉伯语
”

手稿 。 它除此而外 ， 西班牙 国家高科委 （ＣＳＩＣ ）

们被藏在宅第 的石柱之上 ，瓦和 良好的防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藏有希尔 （ＰａｂｌｏＧｉ ｌｙ

水处理使它们完好无损 。 用孔德 （Ｊｏｓ 6 Ａｎ－Ｇｉｌ ）
1 8 8 4 年从萨拉戈萨获得的阿尔哈米亚

ｔｏｎｉｏＣｏｎｄｅ ） 的话说 ，

“

时间会发现一切 。 语文献 。 这些文献是在萨拉戈萨
一

座古宅
……在这些隐藏的手稿中 ，破天荒地出现的地板夹层 中发现的 ， 保存完好 。 遗憾 的

了改宗者的文学 。

”
（Ｒｏｃａ：

2 7— 4 2 ）孔德将是负 责古宅修缮 的工人将其弃于垃圾堆

这些
“

破天荒
”

发现的文献献给了马德里国中 ，被玩耍的孩子毁坏殆尽 ，仅少数残存的

家图书馆的前身西班牙皇家图书馆 ， 并声被希 尔抢救并保存下来 。 1 9 1 0 年 ， 在阿

称
“

在 萨拉戈萨 没人 能读懂这些作品
”

。 辛 ？ 帕拉西奥斯等人的敦促下 ， 马德里学

（ 3 6 ）遗憾的是除了孔德致皇家图书馆的信术促进委员会买下了希尔手中的这些手稿 。

笺 ，时人对有关手稿
一无所知 。 倒是莫拉以上是大部分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的来

雷斯 （Ｊｕｓｔｏ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ｒａｌｅｓ ）发表于 1 9 6 6历与所在 ，其他出于西班牙各地的阿尔哈

年的
一篇短文援引 了 1 8 世纪皇家图书馆管米亚语文献或残编散落于西班牙皇宫图书

理员伊里亚特 （ＪｕａｎｄｅＩ ｒｉａｒｔｅ）对其中
一

份馆 、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卡斯蒂利亚－拉曼

手稿的编者按 ：

“

此书佚名 ， 无创作时间 ，用恰图书馆 （托莱多 ） 、 昆卡档案馆 、 伊西多

阿拉伯语字母拼写的卡斯蒂利亚语写成 ， 尔 ？ 德 ？ 拉斯 ？ 卡希加斯私人藏馆、 奥卡

为穆罕默德信徒的道德说教 。 最后是每周尼亚藏馆 （托莱多 ） 、萨拉戈萨皮拉尔大教

七天的祷告内容以及每年月 历和戒斋 、朝堂档案部 、萨拉戈萨皮亚斯学校图书馆、萨

觐时间……
”

（ 4 9
一 5 0 ）这是来 自 马德里西拉戈萨大学图书馆 、萨拉戈萨公证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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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萨拉戈萨阿拉贡法院档案馆 、阿拉贡博便是被迫改宗或逃离家园 。 许多犹太教堂

物馆 、加泰罗尼亚图书馆 （ 巴塞罗那 ） 、 巴塞 ．

一夜之间被改造成了 天主教堂 。 然而 ， 即

罗那大学图书馆 、 巴塞罗那城市历史档案或犹太改宗者出 人公共场所时 ， 也必须忍

馆 、莱伊达研究所 、莱伊达公共图书馆 、塔受屈辱 、 佩带明显 的标识
——

黄色百合 。

拉戈纳阿斯科博物馆 、法国 国家图书馆 、普关键是这样的惨剧并未就此终结 。 随着基

罗旺斯梅冉纳图书馆 、伦敦不列颠图书馆 、 督徒
“

光复战争
”

的节节胜利 ，那些侥幸逃

牛津大学图书馆 、剑桥大学图书馆 、瑞典乌至科尔多瓦 、格拉纳达等穆斯林 占领区的

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 犹太人仍然不能摆脱愈来愈残忍 的阴谋和

梵蒂冈 图书馆、 阿尔及尔国家图书馆 、 悉尼阳为 。 自 1 4 4 9 年至 1 4 9 1 年 ，各种大大小小

大学图书馆 、墨西哥中 央档案馆 、卡塔尔 国的迫害和杀戮从未停止 。 及至 1 4 9 1 年 ， 令

家图书馆 ，等等 。人发指的
“

托莱多事件
”

爆发 ， 该事件又被

近年 ， 《阿尔哈米亚 杂志承称作
“

瓜 尔 迪亚圣 婴事 件
”

。 瓜 尔迪亚

担了整理和研究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任（Ｇｕａｒｄ ｉａ ）原是托莱多附近的一个小镇 ， 而

务 。 该刊 自上世纪 9 0 年代初创办以来 ，发
“

瓜尔迪亚
”

有守卫之意 。 托莱多的基督徒

表 、结集了大量有关阿尔哈米亚语文献的们精心策划了
一起

“

犹太人虐杀基督徒婴

资料和信息 。 同时 ， 波多黎各大学的洛佩儿事件
”

，从而再次大兴杀戮和迫害之风 。

斯－巴拉尔特 （ＬｕｃｅＬ 6
ｐｅｚ

－Ｂａｒａｌｔ ）教授对有这样的悲剧一直由宗教裁判所延续到 1 6 世

关文献的文学元素进行了把梳 。纪 。 1 4 9 2 年格拉纳达陷落后 ，滞 留在西班

牙的穆斯林也遭受 了 同样的厄运 。 他们不
—是被迫改宗 ， 便是被驱逐 。 然而

，改宗的最

在进入阿尔哈米亚语文学之前 ， 有
一

大代价便是放弃
一

切过去以及与之相关的

个历史背景必须予 以宣达 ， 否则人们将难 一切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这正是少数被

以理解这一书写方式的产生与留传 。迫改宗却心存幻想的穆斯林后裔创造阿尔

首先是 1 4 世纪至 1 5 世纪的大屠杀和哈米亚语的历史原因 。 也正因如此 ， 西班

大驱逐 。 最初是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 。 牙当局终于在 1 5 7 0 年和 1 6 0 9 年再度掀起

1 3 9 1 年前后 ， 史称
“

残忍者
”

（或
“

勇敢者
”

） 两次大规模驱逐
“

莫里斯科
”

（穆斯林改宗

彼得的佩德罗
一

世 （ ＰｅｄｒｏＩ ，

“

Ｅ 1Ｂｒａｖｏ
＂

）者及其后裔）的高潮 。

与同父异母的恩里克二世 （Ｅｎｒ ｉｑ
ｕｅＩＩ

，史其次 ，
阿尔哈米亚语文献大都并非严

称亨利二世 ）争夺王位 ，其间发生 了
一

场内格意义上的文学 ，它们包罗万象 ，但大抵围

战 ，双方分别得到 了法 国 和英 国 的支持 。 绕着抓住文化认同的最后一根稻草——语

但战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不仅仅是政权更言和信仰
——

这一宗 旨 。 于是 ， 大批西班

迭 ，而且双方
“

莫名其妙
”

地将危机转嫁给牙穆斯林不仅一直被西方轻蔑地称作摩尔

了掌握着商业和经济命脉的犹太人 。 这便人 （他们甚至进人了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学

是 1 3 9 1 年營人听闻的反犹 、排犹和犹太人大师的作品 ）
，而且也曾作为廉价悲悯的素

大屠杀的真正原因 。 是年 6 月 ，大屠杀肇始材
——

“

理想的化身
”

， 出现在
“

黄金世纪
”

于
“

光复
”

不久的塞维利亚 ，并迅速蔓延至西班牙作家的笔下 。 后者大多被指拥有闪

托莱多 、瓦伦西亚 、 巴塞罗那等地 。 杀戮持族血统 ：譬如罗哈斯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ｄｅＲｏ
ｊ
ａｓ ） 、

续了近半年 ， 在伊比利亚半岛创造了西法德莱昂修士 （Ｆｒａｙ
ＬｕｉｓｄｅＬｅ 6ｎ ） 、圣特雷莎

底文化的犹太人及其后裔不是惨遭杀害 ，
（ ＳａｎｔａＴｅｒｅ ｓａｄｅＪｅｓｕｓ ） 、 维韦斯 （ＪｕａｎＬｕ ｉｓ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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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ｖｅｓ ） 、 巴 尔 德 斯 兄 弟 （ ｌｏｓｈｅｒｍａｎｏｓ赫里的 阿拉伯语手稿


即 《堂吉诃德 》 ，

Ｖａ ｌｄ 6 ｓ ） 、阿莱曼 （ＭａｔｅｏＡｌｅｎ＾ｎ）
，等等 ，甚他在读到

“

这位杜尔西内娅 ？ 德 ？ 托波索

至还有塞万提斯 。是拉 ？ 曼却腌猪肉 的第
一把好手

”

时 ，不禁

在洛佩斯 －巴拉尔特看来 ， 《堂吉诃德 》哈哈大笑 。 如果不是洛佩斯
－

巴拉尔特稍作

便是以描写主人公的食谱开篇的 ： 堂吉诃解释 ，我们便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笑之处 。

德
——

当然也指塞万提斯
——

生活在一个首先
，她使我们 明 白 ，杜尔西内娅是摩尔镇

痴迷于
“

污移食物
”

的 国度 。 洛佩斯－巴拉尔的杜尔西 内 娅 ， 或
“

摩尔人杜尔西 内娅
”

。

特提醒我们 ， 只有了解这
一

点 ，才能对这一 这是隐藏在这个名字背后的信息 。 更妙的

文学瑰宝进行准确而充分的解读 。 但是如是 ，杜尔西 内娅还会做腌猪肉 ，这是她竭力

果没有深厚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底蕴 ， 扮演基督徒以掩盖 自 己受人轻视的摩尔血

我们是无法感知个中奥秘的 。 在洛佩斯 －巴统的有力证据 。 唯其如此 ，那个翻译了 《堂

拉尔特看来 ，这种痴迷会使人立刻意识到吉诃德 》的摩尔人当然也是改宗 了的 ，否则

西班牙人 （堂吉诃德）的闪族特征 。 而塞万无法继续在西班牙安身立命 ，但他必须是

提斯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的 ： 堂吉诃德吃着隐藏得很深的穆斯林 ， 否则不会精通阿拉

煎腌 肉摊鸡蛋 （ ｄｕｅｌｏｓｙｑｕｅ
ｂｒａｎｔｏｓ ， 字面伯语 ，

也不会有能力将 《堂吉诃德 》从阿拉

意思为
“

悲苦与破碎
”

）
，
心有灵犀的读者便伯语译 出 。 当时 ， 这种语言在西班牙被禁

会明 白 ，这是一种戏谑 ：暗喻堂吉诃德新近数十载 。 如此会心 的大笑 （或许还掺杂着

改宗 （从伊斯兰教被迫改信天主教） ， 因为些许苦涩 ）应该是因为 同病相怜 。 他一定
＂

ｄｕｅｌｏｓ
ｙｑ

ｕｅｂｒａｎｔｏｓ
”

是改宗者们给火腿是在杜尔西 内姬的表演中看到了 自 己的处

和鸡蛋所起的别名 ，对于新基督徒来说 ，这境 。 毋庸讳言 ，他一定也是在 自 嘲 ， 同时嘲

食物确确实实难以下咽 。 在西班牙 ， 牲畜笑那个社会 。 适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白色

的头 、 尾 、爪 、 心及肝肠 内脏等也统称为恐怖肆虐 ，

“

塞万提斯堪称最为勇敢而敏锐
＂

ｄｕｅ ｌｏｓｙｑｕｅｂｒａｎｔｏｓ

”

（转意为
“

杂碎
”

） 。 的作家之一
”

，其丰富性 、深刻性由此可见

但在拉 ？ 曼却地区 ， 它却专指煎腌肉摊鸡 一斑 。 （洛佩斯－巴拉尔特 ： 3 4
—

3 5 ）

蛋。 因为腌 肉火腿是猪 肉 ， 所以对于穆斯当然 ，为了生存 ， 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得

林或改宗者而言 ，
吃这道菜不啻为悲苦 。 已改信基督教 ， 但他们并未完全屈服于压

此外 ， 乡 下人 （老基督徒 ）桑丘 ？ 潘沙一遍迫者的宗教和文化 。 前面介绍的大量阿尔

又一遍地反复念叨着他的
“

老基督教徒七哈米亚语文献证明 了这
一点 。 学者科尔梅

指厚肥膘
”

， 自 嘲地把 自 己 的臃肿 比作猪（ＦｉｄｅｌＦｉｔａ
ｙ
Ｃｏ ｌｍ 6 ）在《西班牙犹太人 ：历

獲 ，这对改宗者而言 ，也是十分恶心的 。 洛史纪实ＫＬａＥｓｐａｎａｈｅｂｒｅａ ，
ｄａ ｔｏｓ ｈｉｓ ｔｄｒｉ

－

佩斯－巴拉尔特还提醒我们 留意塞万提斯的ｃｏｓ）
—书中记载了1 5 0 1 至 1 5 2 6 年颁布的

另
一

个戏塘式暗喻 ： 堂吉诃德 ，这位聪明睿 一系列法令 ， 它们明令禁止
一

切异教活动 ，

智 、异想天开 、行为叛逆的人 ，首先是位好稍后连阿拉伯语也被禁用了 。 阿尔哈米亚

读者 ，他的诸多言行都体现了改宗者的特语文献便大都创作于此后的二三十年间 。

征 。 同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文盲桑丘 《在政教合
一 的西班牙当局强迫他们同化

潘沙却是
＂

纯洁
”

基督教的代言人 ， 他们的时 ，

一些穆斯林开始启用 由 来已久的阿尔

血液中没有掺杂
一滴异族血液 。 此外 ，人哈米亚语 ，它不仅使不懂阿拉伯语的基督

物洛伦索 （ＡｌｄｏｎｚａＬｏｒｅｎｚｏ） 的出现也颇徒无法辨识 ， 就连不懂西班牙语的穆斯林

为有趣 ：这位摩尔人翻译了哈梅特 ？ 贝 南也难以解读。 只有那些通晓两种语言的人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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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理解这种文字 。 诚然 ， 因 为是用阿拉兰文化正在西班牙无可奈何地衰亡 ， 因此

伯字母拼写的 ，有关文献的创作者仍不得必须拼力抢救 。 他说 自 己的 同胞已经渐渐

不
“

转入地下
”

， 而那些侥幸流传下来的作忘却了阿拉伯语 ， 对伟大的 《古兰经》更是

品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
“

密电码
”

。浑然不知 。 于是 ， 这位阿尔哈米亚作者给

他们上了一课 ：

二我想选择
一

些 与 阿拉伯语相 关 的阿 尔

1 9 4 8 年 ， 西班牙学者卡 尔德隆将阿尔哈米亚语来指 点 他们 ， 因 为 许 多 同 胞 总 是

哈米亚语文献比作新大陆 ，

“

它是西班牙文问 我 ： 为什 么 在阿 拉伯 语 中 有 时 说 ａ ｌｌａｈＡ

学的新大陆 ，几乎完全被岁 月 埋没 。 它的有时又说 ａｌｌａｈｕ
， 甚 至还有 ａ ｌｌａｈｉ

……要知

现身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 ， 人们无不被它 道 ， 没有 任 何后 缀 的 ａ ｌｌａｈ 是 一 种 绝 对 形

的丰饶所慑服 。

”

（Ｃａ ｌｄｅｒｏｎ ： 2 2 ）然而 ， 事实态 ；
ａｌｌａｈｕ 则 是一种 相对形态…… 比如说可

并不像卡尔德隆预计的那么乐观 ， 迄今为 怜可怜吧 。 说 ａ ｌｌ扭 1 的人 ，便是渴 望将 自 己

止 ，这些文献所传递的大抵是较为宽泛的交付给安拉 的人 ；他会直接抵达安拉 身边 ，

文化内容 ，只有极少数篇什具有文学价值 ，

而不 是寻求他 的怜惘 。 因 此 ， 那些说 ａｌｌｄｈｕ

尽管不少学者仍寄希望于更多的发现。 用的人 ， 却是在 寻求怜悯 ， 他们 通往 真主 的道

哈维的话说 ，

“

梅嫩德斯 ？ 佩拉约的假设至 路会 比较漫长 。 （洛佩斯 － 巴拉尔特 ＝ 1 5 6 ）

今有效
……

：发掘工作尚未收到预期的效他还对他们说 ，字母
’

ａｌｉｆ （ ｌ ） 、 ｂｄ
’

（
4

）

果 。

”
（ Ｐｅｌａｙ 0 ：

6 ）及 ｊ
ｉｍＣＯ是阿尔哈米亚语的

“

元音
”

（当然 ，

洛佩斯－ 巴拉尔特钩沉索隐 ，从所能掌 除了

’

ａ ｌｉｆ
，另外两个字母 已算

＾
得元音 ， 即

握的阿尔哈米亚语文献中梳理出极具文学 使在阿拉伯
，
里它们也不是元音 ） ：

“

阿尔

和历史价值的手稿。 沿着她的思路 ， 近年 哈米亚语的元音字母有 ａｌｉｆ 、
ｂｄ 和 ｊ

ｉｍ
， 如

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些手稿作了进一步整理 果没有这三个字母 ， 便无法构成阿尔哈米

与分析 ， 这些成果大多刊登在 《阿尔哈米 亚语 。 所有其他字母都是辅音
”

（洛佩

亚 》杂志上 ， 我们可 以大致将其内容分为 斯－巴拉尔特 ： 1 5 6 ）

三类 ？
而巴勒塔 （ＶｉｎｃｅｎｔＢ ａｒｌｅｔｔａ）在其文章

第一类为 《古兰经 》再叙述 、再 阐释 。

《 〈古兰经 〉 的拉长
——

阿尔哈米亚语叙事 ：

这部分手稿内容通常是 《古兰经 》部分章节
关于易司马仪献祭的圣训 》中 ，则以皇家历

的拉长和转述 。 1 5 、 1 6 世纪 ，西班牙当局 明
史学院的 ｍｓ ． ｌｌ／ 9 4 0 9 和洪达图书馆的 ｍｓ ．

令禁止使用阿拉伯语 ， 导致西班牙境 内 的
2 5 这两份手稿为例 ，对其叙述手法进行 了

阿拉伯语急速衰退 ， 以至于阿拉伯后裔 已胃船仪 （ Ｉｓ
＿

无法准确地诵读 《古 兰经 》 。 针对这种情
ｍａｉ ｌ

，易 卜拉欣 ；

＾
子 ，亦即 《圣经 》中 的以实

况 ， 当时的地下穆斯林 （Ｃｒｙｐｔｏ
－Ｍｕｓｌｉｍｓ）便

玛利 ）受梦境启本 ，决定 向真主献祭 自 己最

用阿尔哈米亚语来转述 《古兰经 》的 内容 ，

心爱儿子的典故 。 它与 《古兰＾第 3 7 章

以期保存这
一

神圣的宗教经典 。 在洛佩斯－

1 0 1 节至 1 1 3侧 内容完全相＿ ，但叙述方

巴拉尔特看来 ，最重要的几份手稿 出 自 阿
ｆＪ？？

°

雷瓦罗之手 。 后者据称
“

接受过良好的教 ？ 2 5 5 1 ？ 1ｒ 5
育

”

，

“

精通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 希腊语和
接乂梦境启尔后 ， 为真主献祭了一匹骆 9 匕 。

文

； 1

熟

ｆｍ巧 ｉｍ
① 在西班牙语中 ’孤意味着那里 ， 可引 申为

“

彼
（Ａｒｅｖａｌｏ ：

8 8 ｒ－ 8 9 ｖ ）他在作品 中指 出 ， 伊斯岸
”

，甚至
“

天堂
”

等 。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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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第二晚 ，使者仍然在梦境中降示 ， 要缪斯 （Ｍｕｅａ） 不安 ， 托 比 亚 （Ｔｏｂｉａｔ） 隐 忍 ， 于

求他继续献祭 ， 他于是献祭了
一头 牛 。 第是安拉 帮助他 们 ， 所 罗 门 和 以 撒关 心 他们

三晚 ，梦境依旧 ，他于是又献祭了
一

只羊 ，

……

（洛佩斯－

巴拉尔特 ： 1 6 4 ）

直至第四晚 ，使者才托梦易 卜拉欣 ， 要求他这些手稿除了表达悲愤之心 ， 还 以玄

将 自 己 的儿子易 司马仪献祭给真主 。 而在妙的手法勾勒了一种希望 ．

？认为穆斯林在

《古兰经 》第 3 7 章 1 0 3 节 ：

“

他俩顺从听命 ，
经历漫长的流放后 ， 终有一 日 会再次 回 到

他便让儿子侧卧在地
”

， （《古兰经韵译 》 ： 伊比利亚半岛 ， 重新统治这个地区 ，将基督

8 1 5 ） 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版又添加了 

一段易教的统领採在脚下 。

司马仪与母亲 的感人至深的对话 ：儿子问 1 5 、 1 6 世纪 ，西班牙基督教当局在驱逐

母亲为什么用枣树叶和樟脑给他洗头 ， 母穆斯林以及犹太人的同时 ， 急于抹去这两

亲回答说 ：

“

这是你父亲的命令 。

”

易司马仪种文化在半岛的最后
一丝痕迹 ， 因而将伊

便说 ：

“

既然是父命 ， 你就有足够的理 由这 斯兰教视为邪教 ， 下令烧毁 《古兰经》等所

么做 。

”

这段对话明显蕴涵着伦理道德 。 至有伊斯兰教文本。 而地下穆斯林便用阿尔

于献祭途中易司 马仪与魔鬼的对话 ，
也丰哈米亚语创作了大量手稿 ，

以守护传统 、诋

富和饱满 了许多 ：魔鬼先后变成老人、鸟和毁异教 。 许多人对 《 圣经 》进行了辨正研

大山 ，来阻止献祭 。 而在每次扫除障碍、反 究 ，程度之深之广甚至超过其对 《古兰经 》

驳成功之后 ，易司 马仪又会反复诵念
“

真主 的认知 ，堪称基督教神学大家 。

至大
”

这句箴言 。 至此 ，手稿将散乱的故事査阅西班牙国家高科委上传的所有阿

与反复的诵念糅合到
一

起 。 在《 古兰 经 》
尔哈米亚语手稿的 ＰＤＦ 版本 ， 可以发现阿

里 ，有关内容不过百字 ，而阿尔哈米亚语手尔哈米亚语的一个共同特点还在于 ，
几乎

稿则将其扩充到 了千余字 。 这也反映了 当 所有手稿都会开篇援引 《古兰经 》 ：

“

以仁慈

时地下穆斯林守护 《古兰经 》的心 志 ，从而的真主之名
”

（，Ｊ▲
） ？ 但恰恰是

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 、故事内容更加丰富 ，
这句引言 ， 使我们看到 了阿拉伯语在伊 比

其中伦理道德和教化功能不言而喻。利亚半岛的急速衰退 ， 盖因它已错误百出 。

第二类是记述穆斯林亡命天涯的悲惨这反倒成 了 阿尔哈米亚语手稿的语言特

境遇 ，
及其幻想与憧憬 。 在洛佩兹－巴拉尔征 。 在此 ，姑且转引 洛佩兹－巴拉尔特所举

特列举的阿雷瓦罗的手稿中 ， 那些富有传之例 ：

奇色彩的文字同公元 1 6 ， 1 7 世纪因世俗文普 罗 旺斯 图 书馆存放的 第 1 2 2 3 号 手稿

化和新教的崛起而退守一隅或
“

负隅顽抗
”

的 匿 名作者 （ 或抄录者 ）按照 语 音规则 转 录

的某些天主教僧侣的想象如出一辙 。 譬如了 《古兰经 》 第 一章 《开端章 》的 第
一

节 。 这

阿雷瓦罗写到 自 己在前往麦加的路上遇到节经文对于伊斯兰教 而 言 ， 犹 如 基 督徒 的

一位穆斯林老妪 ，老人对他说 ：祷文一样重 要 。 尽管其变体 已 不那 么 具有

我 的 孩子 ， 你 要坚信
——

因 为 《 古 兰 经 》 正神圣性 ， 但 它还是揭 示 出 了 这种神 圣语 言

是这样昭 示 的 ： 哭 泣是 一切 悲剧 的诱 因 ， 过的通 俗化 趋 势 。 它 被 辑 录于 通俗文本 之

去 的 （哭泣者 ）注定要让今天的 （ 哭泣者 ）来中 ，在手稿 的 第一 页上赫然写 着 ：

承受苦难
……

我还要告诉你 ， 我 的孩子 ， 所一

有 人 都 害 怕 被 抛 弃 ： 因 为 易 卜 拉 欣以替换

（Ｉｂｒａｈｉｍ
， 原文如此 ） 害 怕 ， 路加 （Ｌｕｔ

， 原 文ｆ
＾Ｊ1

1

如此 ） 惊 惧 ， 雅各 （Ｙａｃｕｂ
， 原 文如此 ） 颤抖 ，同样 的情形在马德里 国 家 图书 馆 的第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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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6 号手稿残篇 中 也 明 显存在 。 这里 我 们 5 7
＿

7 5 －

可 以看 出 它 错误地少了字母＃（ｙ ）
？ 3 ＇ Ｃａｎｄｓ

’Ｃａｓａｓｓａｓ
． 

＂
Ｌａ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ｉｓｌａｍｉｃａｃａｓｔｅＵａｎａ ．

＂

Ａ ｌ
－Ａｒｔｄａ

ｌ
ｕｓＭａｇｒｅｂ ，Ｅｓｔｕｄ ｉｏｓａｒａ ｂｅｓｅｉｓｌｄｍｉｃｏｓ 1 6

一 丨

（ 2 0 0 9
）

．

以替换 4 ． Ｃｏｌｍｅ ＊Ｆｉｔａｙ
．ＬａＥｓｐａｈａｈｅｂｒｅａ ，ｄａ ｔ

ｏｓ ｈｉ
ｓ

ｔｏｒｉｃｏｓ ．

ＱｆａＸＪ ｌｕｊｊ

厶Ｏ ｏａＪｌＭａｄｒｉｄ
：Ｅｄｉ

ｔｏｒｉａｌ Ｖｉｓｏｒ ， 1 8 9 8 ．

（下 划 线为笔者所加 ） （ 1 5 5 ）
5 ．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Ｇａ ｌｍｅ ｓｄｅ ．Ｅｓ ｔ

ｕｄｉｏｓｓｏｂｒｅｌａｌ
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ａ

．

． ．
…

《
．

一
？
一

”
—

，▲ｅｓｐａｈｏｌ
ａａｌｊａ

ｍｉａｄｏ－ｍｏｒｉｓｃａ ．Ｍａｄ ｒ
ｉ
ｄ

：Ｆｕｎｄａｃｉｏｎ

至于第二类 ， 即大量已 发现的阿尔 哈
＂

ＲａｍｏｎＭｅｎｅｎｄｅｚ Ｐｉ ｄａｌ
，2 0 0 4 ．

米亚语诗歌 ，

一

般认为较之此前丰富多彩 6 ． 
一

． Ｌｏ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 ｔｏｓａｌ
ｊａｍ ｉａｄｏ－ｍｏｒ

ｉ
ｓｃｏｓｄｅ

ｌ
ａ Ｂｉｂｌ

ｉ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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