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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佛学界后执意回国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佛教界的最高学府， 玄奘到达这里

时受到的迎接盛况和小说有得一比，那烂陀寺的僧众闻玄奘

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更有 200 余位名僧与

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的赞叹围绕下将玄奘

迎入那烂陀寺。

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

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可见他对玄奘

异常器重。 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 5年以后，又四处游学，游历

数十个国家，虚心向名师请教。 随后又回到那烂陀寺，向他的

老师戒贤汇报学习情况，受到戒贤的赞赏。

唐贞观十六年（6 4 2 年），印度戒日朝的国王在曲女城举

行了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者有 3000 名大小乘

佛教学者和外道 2000人。 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

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 此次辩论让他名震印度，并被大乘尊

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

五年一度、历时 75天的大法会。 会后，玄奘决定起程归国。

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 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

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表示，只要他留在印度，就为他造 100

座寺院。 可是，这些优厚待遇并没有动摇玄奘回国的决心。

玄奘归国的路途确实是平坦无阻的， 而且有人护送，但

不是神仙，而是由几个国家的国王以接力形式护送回国。 贞

观十九年（6 4 5 年）正月二十五，玄奘返回长安，迎接的阵仗也

是空前的，“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无论僧俗都来迎接，以至

于整个长安城的市场都停了。 玄奘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

朱雀街之南陈列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

回国后，唐太宗曾让他还俗辅政，但被大师婉言拒绝，他

的心思都在翻译带回的经书上。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 他一生共

译佛教经论 75部 1335卷， 无论是翻译数量， 还是质量， 都

是空前的。 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新译。 以前的翻译方式叫

旧译， 旧译以真谛和鸠摩罗什为代表， 旧译者多为外国人，

这些人因不精通汉语， 或者过于强调意译、 直译， 往往让

中国人难以理解。 玄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既精通

梵文， 又精通汉语， 所译经典既不失原旨， 又通顺流畅，

便于中国人阅读。

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 就是《大唐西域

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

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其他书中

所没有的，因此，这不仅让国人开阔了视野，也对印度考古界

提供了大量史料。 现在几乎所有涉及古代印度问题的书都会

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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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电视剧 2 0 1 2 版《西游记》正在热播，历史上真有位

法名玄奘的唐代高僧去印度“西天”取经，在中国佛教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有些人难免会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

中的人物混为一谈。 事实上，神话小说《西游记》虽取材于玄

奘取经的故事，然而书中描述的那位玄奘已经被神化，求法

取经情节几乎都是想象编造出来的， 至于玄奘的三位弟子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也皆属虚构。

真实的“唐僧”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但

其历程也极其惊险。

真实的玄奘生于何时、何地，目前还

没有定论。 一般认为，玄奘于隋仁寿二年

（6 0 2 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

县），出家前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

法号。

玄奘大师是佛学奇才，那么他是如何

出家的呢？《西游记》中记载，玄奘是如来

座下金蝉长老转世，踏上西天之路是命中

注定的。 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

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 相比之下，

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

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提到“少

罹穷酷”4个字，似乎暗示玄奘是因为少年

时期生活困顿才出家的。

按照《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的家境

开始还是不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

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

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法师是第四

子。母亲在玄奘 5岁时就去世了，8岁时他

的父亲又因年迈多病而辞官归故，这造成

了玄奘幼年家境困顿的局面。

13岁时玄奘出家了。成年后玄奘便云

游各地，参访名僧。 先后向慧休、道深等高

僧学习众多佛教经书，造诣日深。

那么，是谁促使玄奘西行取经？ 真实

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玄奘之前

就有很多人西行取经，这些事迹让玄奘心

生向往。 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

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经

的决心。 另外一个促使玄奘西行的重要原

因是，玄奘在学佛过程中发现，当时佛教

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

歧义不能相互统一、协调，对于佛教的发

展存在明显的隐患。

唐武德九年（6 2 6 年），玄奘在长安遇到

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

那烂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

小乘经典十万颂。 玄奘听到这个消息后，亲

自登门向这位印度高僧请教。玄奘听他说戒

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那烂陀寺讲

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

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 2 7 年），玄奘几次

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

牒），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 此

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

心寻找机会西行。 根据当时的规定，私度

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

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 2 9 年），长

安遭遇大灾， 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

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 那年，玄奘

刚好 27岁。 从这一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

充满未知的道路。

真实的玄奘具有坚定的勇气和过人的

胆识，完全和小说中胆小怕事的唐僧不同。

玄奘的西行历程虽没有九九八十一

难，却也危机重重，多次险些被抓，但他最

终都能顺利过关。

玄奘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地界时，

住了一个多月， 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

受欢迎。 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

会，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 当时为

防备颉利可汗的突厥军队侵扰，凉州都督

李大亮接到朝廷圣旨：封锁边关，禁止人

员西行。 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守

关官兵不敢自作主张开关放行，只好先行

呈报李大亮定夺。 李大亮知道玄奘的名

声，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

立即回京。

玄奘顿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也许天

无绝人之路， 凉州有一位叫慧威的和尚帮

了他。 慧威是河西一带的佛门领袖，很有权

威。 慧威得知李大亮的限令后，决定帮助玄

奘。 他派了慧琳、道整两个弟子护送玄奘偷

偷出关。 白天官兵防守甚严，无法出关，于

是他们夜半更深时找个无人处顺着绳索偷

偷出城。

玄奘在慧琳、 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

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日后到

达瓜州（今安西）。 瓜州刺史独孤达敬重佛

法，听说玄奘法师来到，热情款待。 此时凉

州都督李大亮追访玄奘的公文很快也跟

来了，他们对玄奘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一

个叫李昌的官员私下将公文拿给玄奘看，

并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 ”玄奘迟疑着

不敢作答。 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

果你就是玄奘，我为你想办法。 ”玄奘只得

如实相告。 知道实情的李昌为玄奘的行动

和精神所感动， 当着玄奘的面撕掉文书，

让他尽快动身。 离开瓜州后，他为了避开

官府的盘查，不敢公然行官道，却又必须

依傍官道，以免迷路，但随时有遇到官兵

的危险。

在到达瓜州以前，玄奘虽然也遇到了

困难，但基本上还算是一路顺利。 从瓜州

开始，直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之间的 900

里旅途，才是玄奘西行求经最为艰难的一

段。

瓜州最大的自然特点是沙漠和大

风。 玄奘告别李昌后， 情况就很不妙

了。 首先， 他来时所骑的马死了， 从凉

州来的两个僧人也相继离他而去， 再加

上前路艰难， 没有人愿意冒险给他带

路， 玄奘心里一片忧虑。

玄奘在瓜州买到一匹枣红色的马，但

苦于无人相引。 此时胡人石磐陀来请玄奘

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 有学者

认为这个石磐陀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

的化身。 石磐陀是玄奘收的第一个弟子，

而且身份是向导，这一点和孙悟空的身份

非常吻合。 自从玄奘为石磐陀剃度以后，

石磐陀这个胡人就成了一个胡僧，胡僧与

孙悟空的俗称猢狲在发音上非常接近，可

能是在流传过程当中发生了音变，也不是

不可能。 可是这胡人并非忠实的路伴，

进入沙漠后， 因为畏惧， 中途丢下玄

奘， 回去了。

无奈， 玄奘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偷

偷穿越 5 个烽燧， 进入沙漠———莫贺延

碛大沙漠。 在穿越中，他差点儿被守护的

士兵射中。 进入沙漠后，虽然没有官兵的

威胁，但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更恐怖。 沙漠

中独特的海市蜃楼现象，犹如鬼魅魔影，

时时缠绕着玄奘， 而遮天的大漠风沙不

时从他身边裹挟而过。 此时，唯一的水囊

又不幸失手掉在地上，水洒得一滴不剩。

玄奘想到了退却，并且真的退却了。 他往

回走了十多里， 但最终又折回头， 向西

而去。 在经过四天五夜滴水未尽的折磨

后，玄奘奄奄一息，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躺

在沙漠中默念观音。 对于玄奘而言，观音

只是他保持生命的精神支柱，真正帮助他

走出困境的是那匹马。 显然，这是一匹具

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老马，它把玄奘带到了

一口泉水旁边。 与英俊的白龙相比，这匹

马连原型都算不上了。就这样玄奘奇迹般

地走出了沙漠， 到达西域第一站———伊

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

番县）。

在高昌国内，玄奘再次遇到阻挠。

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到来，遣使

因生活困顿出家

西行的真正障碍来自朝廷

没有水又迷路 玄奘孤身过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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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候，并与玄奘结拜为兄弟。 他希望用盛情把眼前这位博学

的僧人留在自己的身边。 玄奘的西行路途再一次受阻，他以

绝食抗争，以表他西行的决心。 到了第四天，玄奘已经非常虚

弱了，麴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提供了丰厚物资。 临行

前，麴文泰要求玄奘从印度返国路过高昌国时，留住 3 年，还

要求他讲经一个月后才能走，玄奘一一答应。

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数达

到了 30人。 这个团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随后的一场大雪

崩和高原反应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弟子和玄奘

侥幸存活。

631年，玄奘穿越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土后，终于踏上印

度国土，看到了那烂陀寺。

有一个问题可能令众人困惑，那就是：玄奘取经所到的

国家语言都是一样的吗？ 玄奘在这些国家怎么跟人交流呢？

在神话小说中，语言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所有妖魔鬼怪、各路

神仙都说一种语言，而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么多国家

的语言玄奘都懂吗？ 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在西行路途中经过的国家，如果语言不通可以找到

侨民和商人沟通。 而他的梵文，在国内一些名师那里可

以学习，也有可能在国内拜外国僧人学习。 但玄奘对语

言的学习和佛教学习，是在印度系统完成的。

原来，在玄奘到达“西天”后，除了求取那里的佛学

经典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兼习印度古代各种

学说。《慈恩传》介绍，除了学习佛家哲学中的大小乘各

派学说外，印度古典哲学以及论理学（因明）、音韵学（声

明）、医学（医方明）、术数工艺（工巧明）等学科均在必修

之列。 而其中的声明就相当于语言学，玄奘杰出的翻译

技能就是从这里学来的。

麟德元年（6 6 4 年），一代佛学大师圆寂。在安葬玄奘

那天，有 100多万人送葬，3万多人露宿墓旁。圆寂后，大

师遗骨送往何处了，至今是个谜。

（据《现代快报》）

西行途中克服语言障碍

玄奘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