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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刚刚过去的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的祖国喜事连连。 在举国上下

欢庆 60年国庆的节日里，平安送来了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僧译经记》。 这部

长达百万字的神话小说，演绎了一代伟人玄奘取经回国之后翻译佛经的伟大

壮举。 构思奇妙，情节引人入胜，读后，使人沉浸在一种美的享受之中。 基于

此，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本小说。

大家知道，神话小说《西游记》反映的是玄奘的原型———唐僧取经的传奇

经历，而《唐僧译经记》可与《西游记》堪比为姊妹篇。 我认为，用小说的形式宣

传玄奘精神，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唐僧西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成

就了《西游记》这部饮誉世界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是利用文学创作手段来宣传佛教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也是佛教

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西天佛国印度被中国佛教徒视为精神的故乡，两国的佛

教界人士交往一直不断地游走在丝绸之路上。 玄奘是西去游学取经的最成功

者，他的生平事迹最值得称道与讴歌。 《西游记》取材于玄奘的原型，但是里面

增添了不少的文学艺术的加工，以如来佛无所不能为代表，穿插了孙悟空七

十二变，八戒的狡诈，沙和尚的朴实，衬托了唐僧的正直，甚至几近迂腐，就是

在这些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将唐僧历练的八十一难，最终变成了人间的美好

愿望。 几百年来，《西游记》一直以它的文学性和曲折故事，打动了人心，铸成

了长久的生命力，盛演不衰。 因此才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

与《西游记》不同的《唐僧译经记》是一本直接以玄奘生平事迹而进行创

作的文学著作。 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玄奘生平事迹、历史等进行认真钻

□黄心川

序 言

1



研，围绕玄奘与弟子在唐长安、洛阳、坊州宜君玉华山等地译经，并与唐代帝

王、大臣交往等方面的史实，在《唐僧译经记》中对玄奘进行了再现，对玄奘精

神与古文化精华思想进行了传播，并创作了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寓于深刻

的道理，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西游记》中的唐僧已经家喻户晓，但是玄奘却

几乎被人遗忘，很少有人知道唐僧就是玄奘，玄奘就是唐僧。 重塑玄奘，突出

他在中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再造他为中国文化所做的建树，这是

还原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 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文学创作是取自于历史的

题材，玄奘是中外国际名人，在他的身上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这是我

们今天重塑玄奘的最基本要素。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

化系统。 这个开放的系统，除了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了域外的宗教文化之外，还

有就是使用了各种方式，广为推演文化传承，其中当然包括了文学的创作。

玄奘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为盛世的大唐时代，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也在

这时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玄奘作为这一高度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人物塑

造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深入挖掘，还要有文学艺术上的丰富加工，适应当前

时代发展的变化和要求，其目的还是在于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下去，要让

后人知道历史，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有过大师级的人物。 《唐僧译经记》的玄

奘文学创作就是为了这一要求而服务的。 它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最终还是

要通过广大读者来肯定的。

作者在陕西铜川工作了几十年。 铜川市是玄奘当年译经和圆寂的地方，

他生前译经和生活的玉华寺（即玉华宫），曾经是唐初著名的四大避暑行宫，

是一个令人神往的佛教圣地。 1999年是玄奘法师圆寂 1335周年，这个数字与

玄奘毕生译经 1335 卷相巧合，也正是“1335”这一蕴含深刻数字的因缘，促成

了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隆重召开。 那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盛况空

前，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相聚铜川，共同研讨玄奘思想，会议

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是一次宣传传统文化、玄奘精神，宣传陕西，宣传铜川

的盛会，更使人们记住了玄奘译经、生活并圆寂的玉华寺。

《唐僧译经记》一书，描写了玄奘与弟子在唐长安、洛阳、坊州玉华等地的

译经故事。 在作品创作中，再现了玄奘等历史人物与玄奘生活的那个时代，着

重宣传了玄奘精神，宣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激人奋进；宣传了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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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文化精华思想，使人们通过阅读作品，得到精神升华。 作者在描写玄奘与弟子

在唐长安、洛阳、玉华等地译经时，把玄奘译经与多处名胜、玉华寺的秀丽自

然风光融为一体，使读者看到了玄奘无暇顾及盛景秀丽与皇城之繁华，孜孜

以求研究佛理的身影迸发出的光焰！ 使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陕西、河南

多处名胜，铜川这个美好的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玄奘艰苦卓绝，一意追求自

己倾心的事业的伟大精神，更加震撼每个人的心灵，激励人们为实现共同理

想，为祖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无私奉献，奋力拼搏！

是为序。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2010年 1月 18日

中国著名佛学家。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编译室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南亚研

究所副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国研究中心

副理事长等。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

学部委员、研究员，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

心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

印度龙树大学荣誉教授，山东大学、杭州大学兼职教授等。

兼任：国际印度哲学研究协会执行会员、国际梵文研究协会顾问、印度罗

黄心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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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克里希那一辨喜国际研究运动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太平洋协会中国委

员会委员、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成员、中国南亚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

学会顾问、中华外国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哲学会顾问等。

4



目录

目 录

楔 子

第 一 回 地藏鬼门点迷津 虔僧誓返译真经

第 二 回 如来旨准还东土 金刚送僧到弘福

第 三 回 法师复生惊众僧 将士护卫到洛阳

第 四 回 太宗求贤遭谢辞 法师译经得准奏

第 五 回 乡亲鸿胪探法师 风妖洛阳劫虔僧

第 六 回 终南寻师遇樵夫 风妖吃人选壮汉

第 七 回 将士丧命风王洞 妖怪作恶言有师

第 八 回 山神丧命化顽石 飞将搬兵上灵霄

第 九 回 玉帝雷音问因缘 唐僧魔洞言报应

第 十 回 飞将三引妖出洞 风神一举魔入袋

第 十一 回 学佛弘法誓践行 昏厥寮房惊众僧

第 十二 回 地藏引僧游地狱 药师赐君还魂汤

第 十三 回 药王救命还阳世 法师登门请神昉

第 十四 回 纨绔浑睛戏众僧 法师慧眼识比丘

第 十五 回 敬宗送子到弘福 洪道酗酒违寺规

第 十六 回 法师客店探洪道 敬宗替子定终身

第 十七 回 小姐进寺探情郎 公主客堂会辩机

第 十八 回 纨绔射鸦众僧怒 法师讲经洪道悟

第 十九 回 孤女求宿弘福寺 法师落陷飞凤山

第 二十 回 飞将来访遇法师 姐妹劫走虔僧身

1



第二十一回 大妹法门求飞将 五妹太白逼虔僧

第二十二回 欲配鸳鸯化泡影 观音菩萨救法师

第二十三回 梦中菩萨点迷津 巧与师父暗对证

第二十四回 洪道皈依“三不戒” 小姐喜泪两腮流

第二十五回 父子情深难分舍 洪道皈依居广福

第二十六回 法师奉诏到玉华 太宗设宴酬圣僧

第二十七回 太宗痛失房玄龄 复劝法师出佛门

第二十八回 君僧论道玉华殿 公主事发长安城

第二十九回 龙王托梦救公主 辩机断身赴黄泉

第 三十 回 法师略讲师地论 太宗应撰圣教序

第三十一回 龙王寻仇玉华宫 金龟与僧说根源

2



上卷

佛陀①言：缘起性空，宇宙万物皆出因缘，因缘聚合生，因缘分散灭。过去佛

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药师佛，现世

佛释迦牟尼佛②，也因缘聚合而生灭。有幸因缘聚合，释迦牟尼佛所创之教传入

华夏，传承至今。

据载，东汉年间，因汉明帝梦西有金神，使佛教与华夏结缘而传入。

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梦西有金神，高丈六，项背日月光明,在金銮殿飞
翔。 汉明帝问臣，朕梦何神？

大臣傅毅禀道，《周书异记》有载此神。 周昭王即位时，有一日所有江河泉

池忽然泛涨，四处井水溢出，狂风大作，大地震动。 当夜有五色光芒贯入太微，

在西方遍布青红色。西方有大圣人诞生，尊称其为佛陀。佛陀创立圣教，千年后

圣教传入华夏。周昭王即命将此事镌刻在石，埋在南郊天祠前。如以年代计，圣

教传入华夏巧是今时。 陛下梦中金人，想必是佛陀无疑。

汉明帝听罢傅毅之言道：朕梦西有金神,莫非预示西方有人要来我华夏传
播佛陀圣教？ 传教之人当从西域远来我朝，即遣使者前去迎接。

使者蔡愔、 秦景、 王遵等十八人， 奉汉明帝旨意， 西行远迎传教之人。

使臣行至大月氏国境， 巧遇天竺迦摄摩腾、 竺法兰两僧， 手牵白马驮着经像

从天竺而来。 使者迎接迦摄摩腾、 竺法兰至京， 汉明帝亲迎俩僧入住鸿胪

寺。

迦摄摩腾、竺法兰将佛像图卷轴与《四十二章经》等佛陀真经呈献给汉明

楔 子

①佛陀：梵文音译，简称佛，也作“浮屠”、“浮图”、“没驮”、“勃驮”等，意译“觉者”。 佛经说，凡
是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名为“佛”。此处是指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后来
也泛指佛经中所说的一切佛陀。
②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姓乔达摩，族属为释迦族。人们尊称其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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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汉明帝见佛像与梦见金人相像，惊喜万分。敕命临摹供奉；建造精舍，供迦

摄摩腾、竺法兰译经弘法。

一年后，精舍落成。 迦摄摩腾、竺法兰入住精舍，译经弘法。 译出《四十二

章经》、《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等经典。 白马驮经、像长途跋涉，劳累

过度而亡。 精舍取名“白马寺”，以示纪念。

迦摄摩腾、竺法兰移居白马寺译经，教人诵颂。 华夏从此以后，世代多有

志皈依佛门弘扬佛法者众，各地多有造寺。

佛教传入华夏， 功在汉明帝、 迦摄摩腾、 竺法兰等人。 佛教传承至今，

有功者难计其数。 要说建丰功伟绩居榜首， 他人难以相比者， 唯唐僧。 唐

僧何许人也？ 就是明朝吴承恩所著 《西游释厄传》 中的唐僧———佛陀二弟

子 “金蝉子”。 “金蝉子” 经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指引， 转世东土大

唐国， 降生俗人之家， 其亲生父母为子取名陈祎。 陈祎十三岁皈依佛门，

法号玄奘。

唐僧下生娑婆世界东土华夏时，华夏正处隋朝，当时僧侣中盛传兜率往

生之说。 何为兜率往生？ 佛门传未来佛———弥勒菩萨，先于释迦牟尼佛入灭，

居兜率宫内院①说法，教化天人。 世尊②曾预言授记，当弥勒菩萨天寿尽时③，因

缘聚合，下生娑婆世界④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化度九十六亿众

生。 至东晋时，僧侣始传弥勒菩萨居兜率内院说法、教化天人之说。 盛行兜率

往生，助弥勒教化天人之信仰。

据梁《高僧传》卷五、《名僧传》抄《道安传》、《僧辅传》、《昙戒传》、《道汪

传》、《僧印传》、《法盛传》等载，道安及弟子法遇等僧，立誓往生兜率，果然感

应异僧与兜率天宫伎乐现身来迎。 其后，僧辅、昙戒、道汪、僧印、法盛等，也效

法道安，发愿往生兜率天宫助弥勒。

①兜率宫内院：佛教所说的兜率天宫分内、外两院，兜率内院是即将成佛者的净土，今则为
弥勒菩萨之土。
②世尊：释迦牟尼佛名号之一。 释迦牟尼佛有名号十一个：如来、世尊、应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
③弥勒菩萨天寿尽时：人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④娑婆世界：佛教指释迦牟尼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总称。 “娑婆”，梵文音译，意译“堪
忍”， 能忍受。故又称“堪忍世界”。指释迦牟尼佛进行教化的世界，现实世界。有二义：其一，
认为此世界充满不堪忍受的苦难，众生罪孽深重。 其二，认为佛、菩萨在这个世界“堪忍”劳
累，进行教化，表明其“无畏”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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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唐僧皈依佛门不久，在一日夜中突生奇梦，梦中随兜率天人前往兜率天

宫谒见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对唐僧言：汝本是佛陀二弟子金蝉子，已有千百年

修行，积下大功德。 今世幸得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指引，转世娑婆世界

东土大唐国，皈依佛门，与佛陀幸结善缘。 为师知弟子一心皈依，怀有远绍如

来、近光遗法、兜率往生宏愿。 兜率往生者，得积下大德功，大彻大悟，方才能

了却大愿。 汝今世定能矢志不渝，弘扬佛法，奉行众善，积下无量功德，了却兜

率往生宏愿。 等待弟子终生弘扬、践行佛法，功德圆满之时，为师遣天人伎乐

前往娑婆世界东土大唐国，迎弟子升腾兜率天宫，助为师教化天人。 为师天寿

尽时，与弟子一同下生娑婆世界———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教化

众生，度一切苦厄。

唐僧梦中听罢弥勒菩萨之言，连连叩头谢恩。

唐僧梦醒，回想梦中情景，激动不已,自感弥勒菩萨慈悲,指路也！ 当即发

下宏愿：定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兜率往生，助弥勒菩萨教化天人。

唐僧为了大愿，诵悟佛法，奉行众善，终成大德。 唐僧因见国人世代传诵

之佛经多有谬误，心如火焚。 唐僧恐怕众生以讹传讹，亵渎佛陀之教，误入魔

道，发誓要往西天索取佛陀真经，精心翻译，以纠正谬误,供众生诵持。 唐僧又

幸得观音菩萨指引，领受观音菩萨所赠锡杖、袈裟，奉东土大唐国太宗皇帝旨

意，西行取经。

唐僧发誓愿道：“不得佛陀真经，决不东归一步！ ”

唐僧孤往西行取经， 艰难异常。 若无神灵加持， 绝难成事！ 观音菩萨

大发慈悲， 指引孙悟空、 猪悟能、 沙悟净、 白龙马， 拜唐僧为师， 保唐僧

西行取经。

唐僧得四大弟子护送， 爬山越岭， 昼夜兼程， 行程十万八千里， 历经

九九八十一难， 终达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如来处。 如来赐唐僧真经六百五

十七部， 其中： 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 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 上座部经、

律、 论一十四部， 大众部经、 律、 论一十五部， 三弥底部经、 律、 论一十

五部， 弥沙塞部经、 律、 论二十二部， 迦叶臂耶部经、 律、 论一十七部，

法密部经、 律、 论四十二部， 说一切有部经、 律、 论六十七部， 因明论三

十六部， 声明论一十三部。

唐僧得佛陀所赐真经，即与弟子请真经归返东土大唐国，定要将佛陀真

经，早日呈献太宗皇帝，从此教人诵悟，众生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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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与弟子请真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大唐国京城———长安①城外。

太宗皇帝得报，知唐僧取经归来，驾临“望经楼”，迎唐僧与诸弟子入城。 唐僧

将所请取佛陀真经呈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得经大喜，设宴为唐僧师徒接风洗

尘。

有词为证：

虔侣慧德崇， 堪称大雄。 度西了愿斗霜风。 万卷真经呈帝手， 弘法人

忠。 禅悟见深功， 五蕴皆空。天地万物性缘同。生众苦读知奥义， 彼岸途

通。 （浪淘沙，平水韵，一东。 ②）

宴罢，唐僧奉太宗皇帝旨意，捧真经登台诵经。 忽有香风缭绕，八大金刚

现身半空之中，召唤唐僧与其弟子复转灵山大雷音寺，谒见如来缴旨。

唐僧合十对八大金刚道， 玄奘演诵毕真经， 随之复转灵山大雷音寺，

向如来缴旨。 然， 八大金刚催促甚急， 唐僧未能了却此心愿。 八大金刚施

出法术， 香风忽起！ 唐僧与弟子连同白马随起升空， 驾香风往西天大雷音

寺而去。

八大金刚接唐僧师徒到了西天大雷音寺， 如来赞唐僧师徒西行取经， 经

千难万险，修下无量功德。 封唐僧为旃檀功德佛，封孙悟空为斗战胜佛，封猪

八戒为净坛使者菩萨，封沙和尚为金身罗汉菩萨，封白龙马为八部天龙广力

菩萨。师徒受封，叩谢如来隆恩。唐僧谢过如来，就要往生兜率，了却助弥勒菩

萨教化天人之夙愿。

话到此处，有看官要问，唐僧率弟子西行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积得

无量功德，受如来之封，吴承恩在《西游释厄传》中道明，何须赘言？ 前文有言，

唐僧怀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定要往生兜率助弥勒菩萨教化天人，可是了却宏

愿？ 请君莫急，听咱家《唐僧译经记》何说。

诗曰：

金刚不坏身，无我旷胸怀。
愿度一切苦，法弘属雄才。

①长安：今陕西西安。 《汉书》云，长安本名咸阳，汉高祖定天下将都雒邑。 因娄敬之谏，乃叹
曰：朕当长安于此，因尔名之。 见《佛祖统纪》。
②本书中自创诗、词，除注明平水韵者，其余皆用中华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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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达西境，释道为君开。
经赐成万箧，即还不徘徊。

奔程披星月，万里终究回。
遥见唐城郭，泪珠挂两腮。
卷呈唐帝手，功庆共举杯。
忽显天神唤，如来紧促催。

幸封佛陀位，圆满本当该。
欲往宫兜率，度生展干材。
地栽龙华树，与师将再来！（平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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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地藏鬼门点迷津 虔僧誓返译真经

话说唐僧受封旃檀功德佛，谢过如来，就要往生兜率天宫了却夙愿。

唐僧合十道： “佛陀， 弟子知佛陀曾预言授记， 弥勒菩萨天寿四千岁

尽时， 因缘聚合， 下生娑婆世界龙华树下成佛， 分三会说法， 度化九十六

亿众生。”

如来道：“旃檀功德佛所言为实，言此何意？ ”

唐僧道：“弟子曾有奇梦，弥勒菩萨梦中告知弟子，待弟子弘扬佛法，积下

无量功德之时，往生兜率天宫教化天人。 ”

如来道：“旃檀功德佛竟有如此奇梦！ 梦中弥勒菩萨何说？ ”

唐僧道：“弥勒菩萨梦中告知弟子，待弟子功德圆满时，差天人伎乐来迎，

往生兜率。 ”

如来道：“善哉！ 善哉！ ”

唐僧道：“弟子梦醒，思为祥梦，发下大愿，弘扬佛法，众善奉行，普度众

生，定要积下无量功德，将往生兜率助弥勒菩萨。 待弥勒菩萨天寿四千岁尽

时，因缘聚合，与弥勒菩萨同返娑婆世界，度化众生。 ”

如来道：“旃檀功德佛必定能如愿以偿！ ”

唐僧合十道：“如来，弟子此时当兜率往生，却未见弥勒菩萨差天人伎乐

来迎。 兜率天宫遥远，弟子无能、无力能达，求佛陀使法术送往。 ”

如来道：“莫急，旃檀功德佛西天取经，多有佛、菩萨相助。 如今大功告成，

往生兜率之前，该到各处拜谢诸佛、菩萨相助之恩。 何况，凡事当有始有终，不

可半途而废！ ”

唐僧道：“弟子即往各处拜谢诸佛、菩萨。 就是凡夫俗子，也当懂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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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报恩，何况佛陀弟子！ 弟子不明，还有何事，该有始有终？ ”

如来道：“旃檀功德佛不必多问，必能自悟。 ”

唐僧知道不应当追根究底，合十道：“谢佛陀指点。 ”

此时，阿难尊者①合十道：“佛陀，娑婆三千大千世界，诸佛、菩萨往各处弘

扬我佛大法， 旃檀功德佛未必知去处。 弟子引旃檀功德佛前去谢拜诸佛、菩

萨。 ”

如来道：“去吧！ 为师预知，旃檀功德佛此去拜谢诸佛、菩萨，将有菩萨强

留他另往道场教化众生！ ”

唐僧未明如来言意， 本欲请教， 又想， 如来方才有言， 凡事当有始有

终， 不可半途而废， 因不明何意， 当即请教， 如来却要我自悟， 此时再要

请教， 如来也不会明言。 唐僧想到此处， 合十向如来辞行， 随阿难尊者前

去拜谢诸佛、 菩萨。

阿难尊者引唐僧到了大雷音寺外， 道：“旃檀功德佛当初转世东土大唐

国，皈依佛门，后又西行求经，皆由观音菩萨引渡、点化。 旃檀功德佛当先去拜

谢观音菩萨才是。 ”

唐僧合十道：“尊者所言极是。 ”

阿难尊者知道，观音菩萨此时正在她当年转世东土成道、弘法道场———

大唐国京兆华原大香山寺②弘法，当引唐僧前往拜谢。

①阿难尊者，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②相传大香山寺为观音菩萨转世东土成道弘法道场。 即现陕西大香山寺，位于铜川市耀州
区北。 吴承恩著《西游记》中言，南海普陀山观音菩萨，此处却言大香山观音菩萨，人们必生
疑问，在此处略表因缘。普陀山也是观音菩萨现身说法的应化之地，然，始于唐大中年间。据
佛教史籍记载，唐朝大中年间，即公元 847—859 年，有位天竺高僧参拜，亲眼见观音菩萨现
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因此称普陀为观音显圣地。 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 916 年，日本僧
慧锷到五台山参拜文殊道场，见到观音圣像，欲请回日本供养，又恐该寺当家不肯，于是暗
中将圣像请走，随即买船东渡回国。 当船行到浙江定海舟山群岛新逻礁附近时，海中突现无
数铁莲花挡道，船绕着普陀山四周打转三天三夜，不能开出。 慧锷甚奇，急跪拜忏悔，并言，
就近建精舍，供养圣像。 船速行到潮音洞前停。 慧锷请圣像下船，登普陀山。 渔者让出茅屋，
供慧锷居住，供奉圣像。 后称茅屋为“不肯去观音院”，后经历代扩建为寺。 慧锷成为普陀山
第一代开山祖师。普陀山成为我国著名观音菩萨道场。然，唐僧取、译佛经是唐初之事，即公
元 628—664 年。而观音菩萨大香山道场传说始于符姚时，早在唐僧取经之前就有。据传，唐
僧取经回国后，在长安与玉华寺译经期间，曾多次登上大香山寺———观音菩萨道场讲经。 因
此，说唐僧译经事时，改称普陀山观音菩萨为大香山观音菩萨，不知可否，闻者自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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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赞观音菩萨曰：

观世苦集重， 频闻呼救音。

觉情极难忍， 遂起慈悲心。

弘法除愚昧， 慧播度众生。

魂飞远东土， 兴林国现睛。

投胎东宫院， 蒂落降幼婴。

凡号唤妙善， 同比倍慧聪。

七曜①穿梭快， 须臾初长成。

利名不在目， 富贵何存胸？

昼忆皈依事， 夜听佛足声。

奏求父能准， 早立古刹厅。

言请虽弱小， 惊雷顶轰鸣。

金枝何荣耀， 怎能伴禅灯？

敕命择驸马， 完婚阻往程。

绝食忌饮水， 默语胜抗争。

父怒实穷策， 母怜哭晕瞢。

使臣面公主， 宣诏震耳聋。

朕命岂可抗， 必遵更敬恭。

欲谋获旨准， 腊月岭花红！

应感天地助， 卉芳舞雪中。

得知泪似雨， 遥望白雀恒。

举步超归鸟， 迢迢达寺庭。

庄王思女迫， 反悔派追兵。

焚毁伽蓝院， 逼尼返王宫。

速逃直朝北， 脚下起尘风。

①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七个星合称七曜。

9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