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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奘，究竟是不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呢?说他是，因为吴承恩正是根据玄奘到印度取经这一事实写作
小说的；说他不是，则玄奘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天上仙佛下凡。
    从玄奘取经的历史事件到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取经故事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上的玄奘有
执著的追求，有大胆的冒险精神，有不畏艰难的坚强意志；而在小说中的唐僧却以懦弱、仁慈的形象
示人。
其实，历史上的玄奘倒和孙悟空几分相似，孙悟空之勇敢、乐观、敢做敢当，正是当年玄奘的基本性
格特征。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在取经路上的那颗孤独心灵俯瞰尘世的记录。
循着他的足迹，重走取经路，探索古老文明，是一次悠远的朝圣之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唐西域记>>

作者简介

玄奘，本名陈祎，生于公元599年，河南偃师人，12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为玄奘，后世又称他唐
僧、三藏法师，佛教法相宗创始人，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公元627年，他孤身远涉印度学佛取经，19年中总行程5万里。
《大唐西域记》就是他归国后，应唐太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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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仗那国　　一、阿波逻龙泉及佛遗迹　　二．摩诃伐那寺院（唐汉语为大林寺院）　　三、萨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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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窣利地区城市    从素叶水城向西走四百多里，到达千泉(今吉尔吉斯山
脉北麓)。
干泉方圆二百多里，南面是雪山，其余为平原。
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泉水形成的池沼达干处，故而称之为千泉。
突厥可汗每年来这里避暑，里面有很多鹿，大多装饰有铃铛佩环，且已经驯服，喜欢与人亲近。
可汗比较喜欢这些鹿，并下令不得杀害它们，违者处死。
    从千泉向西走一百四十五里到达小孤城，这里的三百多户人家都是原来的大唐人，是被突厥掳掠过
来，他们集合在一起占据了这座城池，后来就一直住在这里了。
    从小孤城向西南走二百多里到达白水城，再向西南二百多里到达恭御城。
这两座城池都是土地肥沃，林木葱茏，出产丰富。
以上这几个城市均属于窜利地区。
    笯赤建国方圆一千多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盛产葡萄。
城池有一百多座，各设酋长，各设疆界，各自为政，但总称蓑赤建国。
    从笯赤建国向西走二百多里就是赭时国，继续向东南走一千多里到达柿捍国，再向西走一千多里到
达铵培利瑟那国，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制度等都与签赤建国相近。
    从笯堵利瑟那国向西北行走，进入大沙漠，没有一点水和草地，风沙弥漫。
看不清道路，只能看着大山，寻找遗骸辨别方向。
这样走了五百多里，到达飒秣建国。
    三、释迦牟尼舍眼处、太子舍象处和鬼子母的故事    迦腻色迦王寺院的东北部过河到达布色羯逻伐
底城。
释迦牟尼当国王时，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望，不知疲倦地布施，把自己的身体舍掉，在这个胜地曾经舍
掉自己的眼睛。
佛教中的。
干生舍眼。
就是释迦牟尼在当明月王的时候，为了救一个盲人，施舍出自己的双眼。
这个城池附近有一座塔，相传是佛祖感化鬼子母的地方。
鬼子母原来是五百鬼子之母，开始是恶神，吃人间的小孩，后来在佛祖感化下皈依佛门，成为爱护小
孩的慈爱之神。
还有一座纪念商莫迦菩萨的塔。
商莫迦菩萨是一切妙见菩萨转世，非常孝顺，侍奉瞎眼的父母，在这里采果子，正好遇到国王打猎，
误中毒箭。
他的至诚感动了上天，天帝给他涂上药，他的德行感动了神明，不久就复活了。
    跋虏沙城位于商莫迦菩萨遇害处东南二百多里处。
在城的北面有一座塔。
相传苏达拿太子把父王的大象施舍给婆罗门，受到谴责并被放逐。
这里是他出城门的地方。
在该城的东门外有一座寺院，这里是苏达拿太子把他的孩子们卖给婆罗门的地方。
在跋虏沙城的东北二十多里处就是弹多落迦山，苏达拿太子曾经在这里隐居。
岩石间的石室是太子和妃子坐禅的地方，树枝垂下好像帷帐，是太子休息的地方。
这儿还有婆罗门打太子的孩子的地方，孩子们流血染红了土地，至今这里的草木还带有红色。
    四、波你尼仙的故事    娑罗睹逻邑是波你尼仙的诞生地。
波你尼仙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是古印度最为杰出的梵文文法学家，他写的噬声明论》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一部完整的文法书。
在远古初期，文字繁琐而复杂。
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也不知道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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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中的长寿者降临到凡间，教导老百姓如何使用语言。
于是，文字书籍出现了。
可是，因为各路神仙不同，所教的文字也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文字，各个流派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
学者也无法详细探究，白白浪费时间。
在人寿一百年的时候，有个波你尼仙，生下来就知万物，感叹文字的繁琐，想化繁为简。
于是就到处游方问道，遇到大自在天，告诉他自己写作的想法。
大自在天赞同他的想法并保佑他。
波你尼仙受到教导，认真研究，终于将文字统一了。
他写成稿子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重视，下令全国人民普遍学习。
    在娑罗睹逻邑中有一座塔，是罗汉教化波你尼仙弟子的地方。
在如来死后将近五百年的时候，有个大罗汉从迦湿弥罗国云游化缘来到这里，他看到一个婆罗门正在
用棍子打一个孩子。
问其缘由，说是孩子学习《声明》没有进步。
大罗汉笑了起来，婆罗门很奇怪。
大罗汉解释说：。
你现在的这个孩子就是波你尼仙转世的人，他记忆力很强，所以对于这些凡文俗典不感兴趣，而且费
力不讨好。
这些东西哪里有如来圣教那样带来幸福和智慧呢?    从前，南海岸边有一棵枯树，五百蝙蝠住在树洞中
。
有一群商人停在枯树下，他们又冷又饿，于是点起了篝火，火把枯树点着了。
有一个商人在午夜颂读《阿毗达摩藏》。
那些蝙蝠虽为火困，但却喜欢颂佛经的声音而强忍着不出来，结果被烧死了。
他们因为这件事情，转世成了人并出家修行。
由于他们听到颂经的声音，所以都非常聪明而有智慧，都成了阿罗汉。
近来，迦腻色迦王同胁尊者召集五百圣贤，在迦湿弥罗国作《比婆沙论》，来了一个阿罗汉对他们说
：“那些圣贤就是枯树中的五百个蝙蝠，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优劣的不同，成就也不一样。
你的爱子，请你让他出家吧。
出家的功德，是说也说不完的。
”阿罗汉说完就消失了。
婆罗门深受启发，他听任儿子出家修道，改变了信仰。
乡里人也被感化，信了正教。
    从乌铎迦汉荼城向北走，爬山涉水，走了六百多里，到了乌仗那国。
    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一带)方圆一万多里。
东靠毗播奢河(今比阿斯河)，西邻印度河。
都城方圆二十多里。
这里适合种植晚稻，宿麦很多。
矿产有金、银、黄铜、紫铜、铁。
这里气候炎热，风暴很多。
民俗粗野，好穿耀眼的白色衣服，就是所谓的“朝霞衣”等。
这里信奉佛教的人很少，多数信奉外教。
有佛教寺院十所，外教神庙数百座。
过去这个国家有很多寺院，他们赡养贫民，施舍药物和饭菜，远游的人们都不会感到有什么不方便。
    一、奢羯罗故城及大族王兴灭的故事    奢羯萝故城是磔迦国的故都。
在几百年前，有一个叫大族的国王，他以这里为都城，统辖印度境内的各个国家。
大族王处理国事之余，想学习佛法，于是要求和尚推荐一个才德出众的人来教他。
可是，这些和尚已经看破红尘，不在乎名声了，而且学问高深的和尚也惧怕国王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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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一致推荐王府中的一个出家多年、言谈高雅、反应敏捷的老仆人去应命。
大族王看到了非常生气，说道：“我崇敬佛教，原以为僧徒里面贤明的人比比皆是，没想到你们竟然
推荐这样一个奴才和我谈论教义，看来，这佛教也没有什么可尊敬的。
”于是，他下令五印度国，赶走和尚，消灭佛法。
摩揭陀国的幼日王崇敬佛法，爱护百姓。
他听说大族王滥杀无辜，就不再向他进贡了。
大族王操练兵马，准备讨伐幼日王。
    幼日王听到这个消息，生怕打仗连累百姓，也不愿意伤害大族王的士兵，就自己离开了国家到山野
中去了，因为感激和慕名而追随他的人有好几万人，他们在一个海岛上居住下来。
    大族王把军队交给他弟弟，让他去攻打幼日王。
幼日王凭借险要地形，采用诱敌之计，活捉了大族王的弟弟。
在幼日王面前，大族王的弟弟蒙住自己的脸。
幼日王再三让他露出面孔，但他始终坚持持：“仇敌相见，没有什么好面谈的。
”幼日王列举他的罪状，要将他砍头。
幼日王的母亲博闻强记，擅长相面，就把大族王的弟弟带到自己的宫中。
    幼日王的母亲劝慰他说：“人生无常，世事变幻莫测，荣耀相耻辱也是交替出现。
现在，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拿掉衣服吧。
”大族王的弟弟况“从前我是敌国君主，现在是敌国俘虏。
我败坏了先王的家业，毁坏了宗祀，上对不起祖先在天之灵，下对不起黎民百姓，我实在无脸见人，
恨不能自尽身亡。
因此才把脸蒙起来。
。
幼日王的母亲劝慰道：“国有兴衰，命该如此。
如果你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等同视之，那么得失荣辱也就都会忘记。
如果你的心总是被事物左右，那么荣辱也就会随之而来。
你要相信因果报应，拿掉你的衣服，也许可以保全性命。
。
大族王的弟弟回答道：“我无德无才，弄得国破家亡。
但是我还是贪图性命，承蒙你的规劝，让我获得重生，理应当面感谢救命之恩。
”于是拿掉衣服，露出面孔。
幼日王的母亲说：“你自重自爱吧，应当让你善终。
”    幼日王的母亲告诉幼日五。
做君主的应当宽大为怀，珍惜众人的生命。
大族王虽然作恶多端，但福分还没有到尽头。
如果杀了这个人，人们将受十二年的饥饿灾荒。
不过，大族王虽然有兴邦复国的气度，终究不能再当大国的君主。
就让他在北方做个小国王吧。
”于是，幼日王把小女儿许配给他，厚礼相待，收集残兵败将，让他们离开了海岛。
    大族王的弟弟回到自己的国土，自立称王。
大族王失去王位，只好东躲西藏，后来逃奔迦湿弥罗国。
迦湿弥罗国厚礼相待，还分封给他土地城池。
大族王率领本封地的人用欺诈的手段杀死了迦湿弥罗国国王，自立为王。
之后，他又占领了健驮逻国，杀害了王族大臣，俘虏了九亿多士兵和黎民百姓，并捣毁寺庙和佛塔一
千六百多座。
辅佐大臣劝谏他不要杀死那些黎民百姓，愿意替他们而死。
大族王说：。
你们崇信佛法，宣传本生故事，是想把我的罪恶传给来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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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多嘴。
”于是把三亿上等家族的人带到印度河畔杀害，三亿中等家族的人扔到河里淹死，三亿下等家族的人
分给士兵做奴隶。
大族王满载而归。
过了不到一年，大族王突然死去。
死的时候，云雾昏暗，大地震动，狂风大作。
当时，得到功果的人哀叹说：“屈杀无辜，毁灭佛法，结果坠入无间地狱(地狱最底层。
所受痛苦没有间断之时)，在轮回中永世不得超生。
”    另外，在磔迦国中，有一处是世亲菩萨撰写《胜义谛论》的地方，一处是如来往北方传经化度中
停留的地方，还有几处是四佛说法、散步的地方。
    从磔迦国的新都城向东走五百多里，就到了至那仆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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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论细数历代皇帝的功绩，除庖羲氏、轩辕黄帝、唐尧、虞舜外，再也没有能够与大唐皇帝的业绩相
比的了。
我大唐统一天下，使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强盛而威震四方，周边的蛮夷都竞相听命朝拜。
我这次印度之行，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听，能够知道我大唐的功业已经超越三皇五帝。
一切生灵，都得到唐朝慈惠的仁泽所有人类，都称颂大唐治国的业绩，赞美文德的昌盛。
详看古书记载、图谱资料，没有能够与大唐相提并论的。
不把我的印度经历叙述下来，又怎么能够展现我大唐的教化所及?现在，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把这次印
度之行记述下来。
    在索诃世界(佛教三千大干世界的通名)，三千大干国土都是佛陀教化的范围。
同一日月照临四个天下，众多佛世尊都在这里下降化身，体现生与死，导引圣人和凡人。
由四种宝物组合而成的苏迷卢山(古印度泛指大雪山，此处指喜马拉雅山，唐汉语为妙高山)位于大海
中，其下由金刚制成的轮子托着(佛教认为世界自下而上为风轮、水轮和金刚轮)，是日月照临回转，
众位天神遨游住宿的地方。
七重金山、七个大海环绕在它的周围，相互间隔。
海水具有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八种功德。
七重金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中有可以住人的陆地，大概有四大洲。
东面的叫毗提诃洲，南方的称瞻部洲，西边是瞿尼洲，北方的叫拘卢洲。
金轮王统领四洲，四天下）银轮王统领东南西三洲，铜轮王统领东南二洲，铁轮王只统领瞻部洲。
因在他们继位时，上天感应，有大轮宝从天浮空而来，感应有金、银、铜、铁之不同，统领境地也就
有四，三、二、一的差异了。
    在瞻部洲的中心有一个阿那萎答多池，在香山(佛教传说中的瞻部洲最高中心）之南，大雪山之北，
方圆八百里。
池水清澈，景色秀丽。
八地菩萨(指“八部众’中的“龙众”，即水族之王)因虔诚志愿之力的缘故，化为龙王，潜入池中居
住，排放清冷水(八功德水之一)，供给瞻部洲。
所以，池的东面银牛口流出恒河，南面金象口流出印度河，西面琉璃马口流出阿姆河，北面水晶师子
口流出徙多河(现新疆境内的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它们分别绕池一周，各自注入东南海、西南海、
西北海和东北海，其中有人说徙多河潜入地下，成为地下河，又从积石山复出成为黄河的源头。
    当时没有轮王应运而生，瞻部洲有四大君主。
南方象主之地炎热潮湿，适宜象的繁殖；西方宝主之地濒临大海，财宝充溢；北方马主之地寒冷风烈
，适宜马的生长，东方人主之地，气候宜人，人口众多。
象主国家的人性情暴躁而专意求学，精通异术；宝主之地的人重财轻义，专力从事商贩牟利；马主之
地的人性情粗犷暴躁，好杀戮，过着游牧生活。
人主之地的人机敏聪颖，重仁义，车马服侍有等级。
礼仪、风俗、典章制度等以东方为最好。
心源清净、摒弃贪欲的训示，脱离生死、入于涅槃的教化，象主之国的理论最为优越。
    佛教兴于象主之国，佛法流传到东方国家时，因为翻译和方言不同而造成很多歧义。
所以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
”贵在没有错误呀。
    人们性情有刚柔的差异，语言也有发音的不同，这是因为环境和习俗不同所致。
在这方面，人主、宝主、马主之地记载还算较为详细，唯有象主之地没有详尽的说明。
为了让他们早日感受到大唐的仁泽，早日把他们真正的佛学理论传过来，我访道远游，在请教求益的
空隙，把当地的风土人情记载下来。
    自黑岭以来，都是胡人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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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是胡人的同籍，但族类群分，各自划界封疆自立。
大体是土著，建筑城郭，从事农业或畜牧，重财轻义，嫁娶没有礼制，尊卑没有次序，妇人在家庭中
占主导地位。
实行火葬，丧期没有时间。
屠宰成群的牲畜祭祀幽灵。
遇吉穿白衣，逢凶穿黑衣。
以下相同的风气和类似的习俗就不再说了，不同的制度随地叙述。
关于印度的风尚习俗，记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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