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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玄奘是闻名中外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
他不惧艰险，跋涉西域，远赴古印度取经的壮举妇孺皆知；他著述的《大唐西域记》和主持翻译的佛
教经典，成为留给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他创宗立说，宣扬圣教，成为唐代的开宗佛学大师。
唐太宗曾经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当代鲁迅先生曾经说“有合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人们都对玄奘有着极高的评价，但据今考证，专门著书写玄奘大师的人却不多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对玄奘大师本不陌生，尤其是来到河南省偃师市工作后，对玄奘给予了更多关注。
近日，董煜煜先生将他撰写的《玄奘大师与玄奘故里》一书送给我。
细读之下，使我又多了一层对玄奘大师的崇敬。
　　公元600年，玄奘诞生在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之东南凤凰谷谷东陈村（今名陈河村）
。
玄奘5岁丧母，10岁丧父，13岁在净土寺出家。
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满怀豪情，矢志西行，西出玉门关，穿过沙漠，翻越雪山，过二十四国，九死
一生到达印度国，历时17年，行程5万里，最终载誉而归，带回了大批的佛教理论和经典。
玄奘西行之路被当代人视为是一条由信念和坚韧铸成的求知之路。
自645年玄奘西行回国到664年玄奘圆寂的19年问，他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翻译和传播佛教事业。
这期间，玄奘共译出经律论75部，1335卷，共计1335万字，由金陵刻经处（今南京市）汇集出版的玄
奘译著全集多达400册。
正如书中提到的，法师始终问道，至死方休，当其绝笔之时，距圆寂仅一月，其奋斗精神足以教育百
世，震撼千古，凝先德之风范，作后进之楷模。
今天，我们不仅要细品玄奘坚定信念、不屈不挠的人生壮举，更要把玄奘文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
要内容，不断研究出新的成果，始终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
　　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是玄奘出生和出家前居住的地方，对于探究幼年玄奘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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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奘大师与玄奘故里》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收集的资料极为丰富，有来自玄奘及其弟子
的译经、撰述；有同时代或后人的记录或评论，以及民间的流传的传说、故事等。
作者把这些丰富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去伪存真，对玄奘波澜壮阔的一生做了抒情式的描绘，从玄奘
的出生、孤僧万里行、翻越大雪山、巡礼五印度、留学那烂陀等经历中描述了他在印度次大陆的活动
和艰苦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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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章 载誉归故国　　一、厚重异国情　　贞观十六年（642年）五月，玄奘参与无遮大会罢，
带着深切的感受，向戒日王辞行，戒日王依依不合，要求他多留十几天，鸠摩罗王快人快语，说：“
法师如果愿意住在我国，我愿意为法师建造一百所伽蓝。
”因为他知道玄奘已注意到他的国家一所伽蓝也没有。
　　玄奘认为既已学成，理应弘扬佛法于东土，因此一一加以婉拒，他们也就不再强留。
戒日王并表示，若计划循海路归国，他可派专使护送。
玄奘说：“来印度的途中，曾与高昌王有约在先，不能辜负他的盛情，所以仍决定循陆路回去。
”“那您需要多少路费？
”“不必！
不必！
”“哪有这种事？
”于是两位国王争相赠送路费及礼物，但都被玄奘辞谢，只接受一件鸠摩罗王送的曷刺厘帔。
据说是一种用山羊或骆驼身上较细的毛织的衣服，也有人说是鹿毛织成，防雨效果很好。
　　出发的那天，众人依依不合，珍重告别，两王及诸众饯送数十里呜咽而别。
在曲女城大会时，戒日王发现玄奘把回国所带的佛像经典委托北印度乌地多王的卫队代为运载。
他原来要面送玄奘的东西均被拒绝，就利用这个机会，准备了一头大象，金币三千，银币一万，速交
乌地多王，请他找机会转交给玄奘，供法师作盘费。
　　玄奘带着佛像经典，随北印度王乌地多的军马踏上归途。
　　此刻玄奘想到，在他初来时，对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人民还感到神秘、新奇；在印度的十几年，他
逐渐认识了印度文化，打开了佛教的知识宝库，熟悉了印度各地风俗民情，结识了为数众多的学者和
朋友，印度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要离开它，又怎能不令他依依难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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