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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六二七年，唐贞观元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徒步克服了各种天险，终于抵达印度。
在供人们今天了解中世纪的中亚和印度方面，本书的贡献是旷古未有、永世不灭的。
本书是记录玄奘在西域、印度参访当时一百一十个国家及传闻二十八个国家有关的佛教史实，如风俗
、产业以及其政治等事实，是非常宝贵之资料；又记载当时诸国之距离，方位以及正确之各国原语，
是特别卓越的古代地志，更是一本有助考古学的发掘与探索之指南书。
　　　　本书是佛教史传。
略称《西域记》，别称《玄奘行传》。
唐玄奘述，辩机编撰。
12卷。
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
卷一记载了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
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
的篇幅。
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
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
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
等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
少。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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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注释]①“嚼杨”句：古代印度的口腔卫生方面，有一种嚼齿木，用来揩齿刮舌。
这种工具多用杨枝做成，故翻译中称为“嚼杨枝”。
不过，嚼齿木也不仅限于杨枝。
②旃檀：即檀香木。
郁金：草名，即郁金香。
    [译文]    他们爱整洁清新，并非出自于外力强迫。
凡要进餐，一定要先盥洗，过夜的剩菜剩饭不再食用，饮食器皿不相传递。
陶质和木质器具，用过后就丢弃，金、银、铜、铁，时常擦拭得放亮光。
进餐之后，嚼杨枝来使口腔干净。
洗澡漱口没结束，不相互接触。
每当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涤，身上涂上各种香料，是所谓檀香、郁金香等等。
君王将要沐浴，就击鼓弹奏。
祭祀和入庙叩拜，必须沐浴盥洗。
                      八、文字    详其文字，梵天所制①，原始垂则，四十七言②。
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广。
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
而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
邻境异国，习谬成训，竞趋浇俗，莫守淳风。
    至于记言书事，各有司存。
史诰总称，谓尼罗蔽茶③，唐言青藏。
善恶具举，灾祥备著。
    [注释]  ①梵天：即大梵天王，或称梵王。
初为婆罗门教的创造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为婆罗门教中三大神。
佛教兴起，设想一切世界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
大梵天是第二色界诸天的第三天，其王称大梵天王。
  ②四十七言：梵文所用四十七字母，其中元音十四个、辅音三十三个。
  ③尼罗蔽荼：是印度古代史书与官方文书的总称。
   [译文]    细究印度的文字，是大梵天王所创造，最初制定下规则，是四十七字母。
字母依据事物而组合，随着事物变化辗转运用，流变中枝派渐生，使用地域更广。
各地由于居民不同，文字微有变化，但大体而言，没有离开本源。
而中印度语言特别纯正，语调谐和雅顺，与天神语音相同，气韵清明洪亮，是人们的典范。
相邻地区及各国，对谬误习以为常，竞相趋向于浇薄庸俗，不遵循淳朴的风尚。
    至于记言记事，各有主管部门负责，史书文告，总称为尼罗蔽荼(唐朝语言称为青藏)。
善行恶事全都举列，灾祸祯祥亦均著录。
    [注释]  ①鸯窭利摩罗：又作鸯崛利摩罗等，意译为指重。
传说为侨萨罗国胜军王的宰相奇角之于，受人引诱而信邪说，以为杀人可得涅盘。
当其欲杀第一千人(亲生母亲)时，为佛陀为阻止。
    [译文]    善施长者故居旁有座大佛塔，是鸯窭利摩罗(唐朝语言称指矍。
旧称央掘摩罗，是错误的)舍弃邪见的地方。
鸯窭利摩罗，是室罗伐悉底国的恶人，残害生灵，暴行遍及城邑乡村，杀人后割取其手指，串在帽子
上做为装饰。
他将要杀死母亲，以凑足手指之数。
世尊为人悲哀怜悯，就前去引导教化他。
他远远看到世尊，暗自喜悦说：“我现在一定可以升天了。
先师有教诲，遗言是这样的，谋害佛陀杀死母亲，可以转生梵天，”就对他的母亲说：“且留下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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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性命，我先要杀害那个大和尚。
”随即拿着剑去刺世尊。
如来于是慢慢地后退，恶人指冀快步追赶，总赶不上。
世尊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怀着卑鄙的志向，抛弃为善的根本，激起邪恶的动机呢?”这时指矍听到教
诲，觉悟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就归附世尊，请求进入佛门。
他精心勤勉不懈怠，终于证得了罗汉果。
    三、逝多林给孤独园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胜林。
旧曰只陁，讹也。
是给孤独园。
胜军王大臣善施为佛建精舍。
昔为伽蓝，今已荒废。
东门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余尺，左柱镂轮相于其端，右柱刻牛形于其上，并无忧王之所建也。
室宇倾圮，唯余故基，独一砖室岿然独在，中有佛像。
昔者如来升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之后，胜军王闻出爱王刻檀佛像，乃造此像。
    善施长者仁而聪敏，积而能散，拯乏济贫，哀孤恤老，时美其德，号给孤独焉。
闻佛功德，深生尊敬，愿建精舍，请佛降临。
世尊命舍利子随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园地爽垲。
寻诣太子，具以情告。
太子戏言：“金遍乃卖。
”善施闻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随言布地。
有少未满，太子请留，曰：“佛诚良田，宜植善种。
”即于空。
地，建立精舍。
世尊即之，告阿难曰：“园地善施所买，林树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业。
自今已去，应谓此地为逝多林给孤独园。
”    [译文]    在都城南面五六里，有片逝多林(唐朝语言称胜林，旧称只陁，是错误的)，即给孤独园。
这是胜军王的大臣善施为佛所造的精舍。
从前是寺院，现在已经荒废了。
东门左右各建有石柱，高七十多尺。
左边的柱顶上镂刻着轮相，右边的柱顶上雕刻着牛形，都是无忧王所建造的。
房屋庭宇已经倒塌，只剩下旧宅基，唯独一间砖房还巍然存在。
里面有佛像。
从前如来升上三十三天，为母亲说法之后，胜军王听说出爱王雕刻了檀木佛像，就建造了这尊佛像。
    善施长者仁慈而聪明，积累财富而能散发，拯济贫穷困乏，哀怜孤独，抚恤老人，当时人赞美他的
德行，称他为给孤独。
他听说佛陀功德后，深深地产生尊敬之心，发愿造一精舍，请佛陀光临。
世尊命令舍利子随他察看地方，只有太子逝多的园地高爽。
善施长者马上到太子那里，把事情详细报告。
太子开玩笑说：“只有金币遍布才肯卖。
”善施听说后，心中毫不介意，就取出所藏金币，按太子所说铺满园地，有一小块地没铺满，太子请
他住手，说：“佛陀实在种福良田，我们应播上善行的种子。
”就在空地上建起精舍。
世尊来到这里，告诉阿难说：“园地是善施长者所买，树林是逝多太子所施，二人同心，建立这一功
业。
从今以后，应把这片地叫做逝多林给孤独园。
”                  四、如来洗病比丘处    给孤独园东北有宰堵波，是如来洗病茎刍处。
昔如来在世也，有病兹刍含苦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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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见而问曰：“汝何所苦?汝何独居?”曰：“我性疏懒，不耐看病，故今婴疾，无人瞻视。
”如来是时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
”以手拊摩，病苦皆愈。
扶出户外，更易敷蓐，亲为盥洗，改着新衣。
佛语签刍：“当自勤励。
”闻诲感恩，心悦身豫。
    [译文]    给孤独园的东北有座佛塔，这里是如来为生病的比丘洗涤的地方。
从前如来在世时，有个生病的比丘痛苦地独居一处。
世尊见到后问他说：“你为什么痛苦?为什么独自居住?”比丘回答说：“我的性格懒散，不耐烦去看
病，所以现在患病，无人照料看护。
”如来这时怀着怜悯的心情对他说：。
好男子，我现在来看护你。
”用手为他抚摸，病痛都消失了。
把他扶出室外，又替他换被褥，亲自为他洗涤，改穿新衣服。
佛陀对比丘说：“应当自己勤奋努力。
”比丘听到教诲，十分感激，心情舒畅，身体随之康复。
    十六、前正觉山及佛成道故事    伽耶迦叶波事火东，渡大河，至钵罗笈菩提山①。
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将证正觉，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觉也。
如来勤求六岁，未成正觉，后舍苦行，示受乳糜，行自东北，游目此山，有怀幽寂，欲证正觉。
自东北冈登以至顶，地既震动，山又倾摇。
山神惶惧，告菩萨曰：“此山者，非成正觉之福地也。
若止于此，入金刚定，地当震陷，山亦倾覆。
”菩萨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岩面涧，有大石室，菩萨即之，加跌坐焉，地又震动，山复倾摇。
时净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来成正觉处。
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处不远，有卑钵罗树，下有金刚座，去来诸佛咸于此座而成正觉，愿当就
彼。
”菩萨方起，室中龙曰：“斯室清胜，可以证圣，唯愿慈悲，勿有遗弃。
”菩萨既知非取证所，为遂龙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贤愚咸睹，泊于今时，或有得见，诸天前导，往菩提树。
逮乎无忧王之兴也，菩萨登山上下之迹，皆树旌表，建宰堵波，度量虽殊，灵应莫异，或花雨空中，
或光照幽谷。
每岁罢安居日，异方法俗，登彼供养，信宿乃还。
    [注释]  ①钵罗笈菩提山：山名，意译为前正觉山，或以为即今莫拉山，在伽耶城以南。
  [译文]    在伽耶迦叶波事火处以东，渡过一条大河，到达钵罗笈菩提山(唐朝语言称前正觉山，如来将
要证得正觉，先登上这座山，所以称为前正觉)。
如来勤苦修行六年，没有获得正果，后采放弃苦行，接受牧女的乳糜，从东北方向走来，观望这座山
，感到这里幽静，想在这里证得正觉。
从东北冈登到山顶，大地发生震动，山也摇晃起来。
山神恐惧，告诉菩萨说：“这座山，不是证得正觉的福地。
如果您停留在这里，进入金刚定，大地会震动陷落，山也会倒塌。
”菩萨从西南方向下山，在山半腰中，背靠岩石面对深涧处，有个大石室，菩萨走到里面，结跏趺坐
，大地又发生震动，山也摇晃起来。
这时净居天在空中高声说道：“这里不是如来成正觉的地方。
从这里向西南走十四五里，离修苦行处不远，有棵卑钵罗树，树下有金刚座，过去与将来的诸佛，都
在这个座位上证成正觉，希望您到那里去。
”菩萨正要起身，石室中的龙说：“这座石室清静幽雅，可以证成圣果，希望菩萨大慈大悲，不要遗
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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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已经知道这里不是证成正觉之地，而为满足龙的意愿，于是留下身影而离开(身影在过去，贤人
愚人都可见到，直到今天，还有人见到)，在天神的引导下，前往菩提树下。
等到无忧王兴起，菩萨登山上下的遗迹，都树立标志，建造佛塔，形制虽然不同，灵验却没有差异，
有时鲜花撤布空中，有时神光照耀幽深的山谷。
每年结束安居的日子，各地僧俗人士，都登山供养佛迹，度过一夜才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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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
家玄奘。
    玄奘(公元600年，或作602年至664年)，俗姓陈，名讳，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
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净土寺。
武德元年(618年)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
后游历至荆州、吴会、相州等地，讲学问难。
武德末年，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
在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中，他广泛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发
愿至佛教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
恰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
之间)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穿越沙碛，历尽艰辛，至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
兹，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
，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
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佛教六大圣地。
贞观四年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
随后，又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重回那烂陀寺。
他研习大小乘学说，成为当地学问最高的佛学家。
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
贞观十九年，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
玄奘历时十多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
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
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
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
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
(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
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
    回国后，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由协助译经的辩机笔录，在贞观二十
年完成噬大唐西域记》的写作。
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描述，中间不时穿插沿
途所得传闻，而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与耳闻的区别开来。
卷一所述是从阿耆尼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滥波国
至健驮逻国之事，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刺拿国，包括北、中、
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
。
用敬播在序言中的话来概括，是“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
连同附带述及的十二国，则共有一百五十国。
自然，这里所谓“国”，有些是较大的国家，有的则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附近一些领地而建立
的城邦。
如中亚境内宰利地区和睹货逻国故地的一些小国，基本上是依附突厥而无自主之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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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元六二七年，唐贞观元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徒步克服了各种天险，终于抵达印度。
在供人们今天了解中世纪的中亚和印度方面，本书的贡献是旷古未有、永世不灭的。
本书是记录玄奘在西域、印度参访当时一百一十个国家及传闻二十八个国家有关的佛教史实，如风俗
、产业以及其政治等事实，是非常宝贵之资料；又记载当时诸国之距离，方位以及正确之各国原语，
是特别卓越的古代地志，更是一本有助考古学的发掘与探索之指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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