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序 言

玄奘（６００年～６６４年）历史上确有其人。

他是河南缑（ｇｏｕ勾）氏县人，原名陈祎（ｙｉ），

１３岁被朝廷破格录取为僧， 取僧名为玄奘。

由于精通佛教经、律、论（三藏），学界尊称为

三藏法师。 又因他是大唐皇帝李世民御笔褒

扬的高僧， 民间直呼为唐僧。 他在中外交通

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佛教史、中国翻译

史上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后世有佛学家、宗

教活动家、探险家、翻译家之称。 今天他的事

迹已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被后世敬仰。

玄奘遥遥 ５万里远行印度取回佛经 ６５７

部，再行翻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 ２７岁

以前在国内求学，２８岁出国，２９岁到达印度，

在印度取经留学 １５年，归国途中两年，回国

时 ４６岁，定居长安译经 １９年，终年 ６５岁。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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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一生所干有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这些著作都出自唐代僧

人之手，对玄奘事迹做了许多考证和弥补。在今天看来，虽然

并没有突破宗教宣扬的神秘色彩，也存在着年代不详、事件

说法不一、地名需要确切考证等问题，但仍不失为研究玄奘

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以后，由于佛教渐趋衰落，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学相

结合， 原来史学意义上的玄奘研究转向了文学创作的轨道，

取经故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大题材，一大批描写玄

奘事迹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这种变化大大加速了玄奘人物

形象的艺术化过程，而玄奘的真实事迹却完全淹没在虚构夸

张的文学氛围中了。

从唐人传奇小说《独异志》开始，玄奘的事迹就已经开始

变形走样。到了宋元明三代，出现了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

诗话》，金人院本《唐三藏》，元人杂剧《大唐三藏西天取经》，

发展到明代小说《西游记》，都把玄奘虚构神化，并附会出孙

悟空、八戒、沙僧和许多神魔妖怪的形象。从而使人们对历史

上的玄奘又有了文学化的解读方法。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其影响之大、流

传之广，超过了它以前所有描写玄奘的书籍。 也许正是由于

这个缘故，现在大多数人们脑海中的玄奘，恐怕更多的是来

自《西游记》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玄奘去世 １３００多年后的

今天，人们打开电视机看到的仍是神化世界的玄奘。 褪去古

典文学作品附加在玄奘身上的神化色彩，抛开古代僧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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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宗教宣扬的主题，恢复历史上玄奘的本来面貌，便是写

作出版这本书的根本动因。

本书是一部以人物传记形式写作的通俗读物。 依《大唐

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史料依据，吸收了现代

玄奘研究成果，采用记实文学的笔法，描述了玄奘艰辛而又

辉煌的人生经历，对相关的佛教知识、历史地理知识作了必

要的介绍。书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如：玄奘出国时在西

北边关地带的惊险场面，西行路上与新疆高昌王的关系以及

西突厥王统叶护可汗对玄奘的帮助，在印度与戒日王、鸠摩

罗王以及戒贤大师等的交往，归国后与太宗、高宗皇帝的接

触，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 １３００年前中国僧人取经活动的全

面认识和理解。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本书适应广大

文史爱好者阅读，也可作为中西部历史人物研究成果或旅游

文化开发产品，向中外游人介绍阅读。 玄奘是一个在佛教信

仰区的东方民族中具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他创立的中国佛教

唯识宗，由他的弟子传到日本、朝鲜，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唯识

宗一脉。印度博物馆至今还保留着玄奘负笈取经的图像和其

他遗物。 从长安到印度玄奘当年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至今还

保留着各种纪念性的文物遗址。 玄奘事迹的介绍，对于加强

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

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书中也引用一些传说故事，具有宗教色彩或梦境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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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之类内容，与严格的“人物传记”写作要求有一定距离，但

为资料所限，在此特作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 宁夏固原师范学院的南距荣先生，

陈刚、王婷、武淑莲老师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哈若蕙副社长、

沈斌女士给予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２００１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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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玄奘

第一章 出国以前

公元 ６００年，即中国的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玄奘出生在河

南洛阳缑氏镇陈河村的陈家大院①。 这位文化伟人的出世，时距

大唐开国只剩 １８年，而距他出国取经还有 ２７年。

玄奘出生后先在陈河村度过了 １０岁的童年。 １１岁到 １７岁

在洛阳净土寺做习经沙弥 ７年。 其间因年小聪慧被朝廷破格录

取为僧。 １８岁时离开洛阳去成都学经 ４年，由普通沙弥转升为

具有独立开学资格的比丘，穿上了红棉袈裟。２３岁离开成都，为

继续深造，往湖北、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游学 ５年，２８岁

从长安起程出国，于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年）年底到达新疆哈密。这

是一段需要首先交代的历史。

① 玄奘出生年：概有公元 ５９６年、６００年、６０２年之说。 本书以道宣《续高
僧传》卷 ４《玄奘传》为据，采用 ６００年之说。 此说为现代书籍比较流行
的一种说法。 001



历史上的玄奘

故居家世

玄奘的故居洛阳缑氏镇陈河村，坐落在少林寺西北的凤凰

谷，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村庄。 村子正中央有个陈家

大院，这是玄奘祖上留下的业绩。 玄奘曾在这里住了 １０年。

陈家大院呈长方形，分前后两院，青瓦白墙，朱门红柱，沿

隋唐风格建筑。 院内有口著名的陈家古井，其水甘淳甜美，从井

中吊水时曾吊出过金鱼。 每到大旱之年，村子里的水井都干枯

了，而陈家古井仍水源清旺。 玄奘去世后的几百年间，村子里几

乎家家都有水井，但人们都乐意到陈家古井挑水。 这不仅仅是

因为陈家古井的水味确实甜美，而是因为挑水的人心中都有个

底谱：玄奘从小饮此井水，智慧早开，终成一代伟人。 有此传说，

人们乐意舍近求远，去分享那曾开玄奘智慧的井水资源。

陈家古井旁有棵古槐树与皂角树相抱而生，甚是奇特。 高

高的树荫之下把整个古井笼罩起来，井口附近格外凉爽。 陈家

大院的正南，又有一片花园，村里人都叫陈家花园，面积很大。

当年奇花异果，香飘满村。

如今的陈家大院还存在，不过是经过整修复原的，已成为

国内旅游胜地之一。 每年都有国外友人来访，走进陈家大门，醒

目的匾额上书“玄奘故居”四字，是北大教授、文学泰斗季羡林

亲笔题写。 这里珍藏着“印度戒曰王赠给玄奘的红泥封印”，属

国家级珍贵文物。 还有来自尼泊尔、印度等国的金光佛像与赠

送的玄奘塑像，价值连城。故居新设唐代壁画多幅。这些文物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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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陈家大院的古井、花园连成一体，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伟

人诞生之地的文化底蕴和令人神往的历史。

玄奘出身于名门望族、儒学世家，其远祖可上溯到汉代陈

仲弓。《后汉书》记载，陈仲弓担任过许昌地方官吏，每遇灾荒年

景，便开仓赈济，减免税收，在地方有很高声望。 有一年，家乡闹

灾荒，有一小偷天不亮潜进陈府，趴在屋梁上，伺机行窃。 陈仲

弓发现后，并不声张，与平时一样整理寝室。 然后传唤他的儿孙

到跟前，严肃地说：“人，并不是生来就是恶人，只因积习成性，

才变成恶人。我们屋梁上的那位君子就是这样。 ”那位梁上君子

大吃一惊，慌忙溜了下来，叩头请求宽恕。 陈仲弓缓和地说：“看

你的相貌并不像恶人，今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不想惩罚你，

送你一些东西， 希望你能改邪归正， 让你善良的本性早点复

苏。 ”说完之后，便让家人拿来两匹上好的绫绢，送给这位梁上

君子变卖应急。

汉灵帝中平四年（１８７年），陈仲弓以 ８４岁高龄去世。 丧事

期间，前来祭奠的有三万多人，自愿披麻戴孝者数百人。 家乡人

们立碑纪念他的德行，朝廷闻之，追谥他为“文苑先生”。

祖上的风范德行，影响到陈氏家族的门风。 玄奘的祖上四

代为官，都有清官的声名。

高祖陈谌，做过北魏时的清河太守。 曾祖陈钦，北魏时上党

（今山西长治县）太守，征东将军，封南阳郡开国公。 祖父陈康，

以学优出任北齐，历任国子博士，又任礼部侍郎，封地河南，以

后定居缑氏镇。陈家大院就是祖父陈康留下来的。其父陈惠，美

眉长须，身高八尺，擅长文史，平时好儒士打扮，做过隋朝江陵、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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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玄奘

陈留两地县令。 由于淡泊名利，做了几年的县令便退隐在家，过

着且耕且读的生活，朝廷屡次召他为官，他都借口谢绝。

其父辞官还乡后，仍住陈家大院。 此时玄奘已经出世，家道

开始中落。 玄奘兄姐四人，他为最小。 长兄幼年夭折，次兄陈素

早年出家做了和尚，一个姐姐也老早出嫁。 玄奘 ５岁时，母亲

也离开人世。

玄奘 ８ 岁时，在家父指导下始读《孝经》，后读《论语》《礼

记》等儒家经典。 他聪明好学，记忆力极强，读书常有过目不忘

之能。 小小年纪，在陈河村已经有了“神童”之称。

一次父亲给他讲解《孝经》，讲到“曾子僻席”一句时，玄奘

由坐而立，起身整衣，父亲觉得奇怪，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曾

子听老师讲书都要僻席，何况我现在是听父亲的家训，怎能安

坐如故呢？ ”父亲听了暗想，此子果然有些灵气，只是不知将来

有何作为。

后来父亲仔细观察玄奘言行举止，见他性情温厚，待人诚

恳。 与同龄孩子相比，并不贪玩，读书时，能静下心来，专心致

志。只要拿起书本，一坐就是几个时辰。看着陈祎懂事好学的样

子，其父心里十分高兴，村里人也常在他跟前夸奖陈祎。 但一想

到孩子的将来，他不由得又担心起来。

妻子宋氏逝世前曾对他说：“此子真有些奇处。 我曾做有一

梦，梦见祎儿身穿白衣，飘乎而去，问他要去何处？ 他回答说，要

西寻佛法。 莫非祎儿与其二哥一样，也与佛门有缘吗？ ”后来玄

奘投身佛门，母亲的梦果然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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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洛阳

玄奘 １０岁时，父亲陈惠去世。 陈河村的乡亲们为其父料理

丧事。 已出家数年的二哥陈素，听到家父谢世，从洛阳净土寺赶

回家中，与村里请来的和尚一起为亡父赶做道场。 办完丧事，陈

素眼见弟弟稚嫩的脸蛋上透出悲苦的神色。 为弟弟日后的生活

及学业着想，陈素带着他离开陈河村，前往洛阳城净土寺暂先

安身。

在洛阳净土寺当和尚的陈素，僧名长捷，人称长捷法师。 其

长相很像父亲，面目清秀，身材修长，风采俊逸，又博通经史，熟

读老庄，口才极好。 听净土寺讲经的百姓都喜欢听长捷法师讲

经说法，遇到讲经活动，净土寺同辈僧人中都推他为讲经首座。

来到洛阳后，玄奘与二哥同住净土寺。 吃斋饭，住禅房，听

佛经，耳濡目染，学习完全转向佛经方面。 一年后玄奘便能背诵

出《维摩经》和《法华经》，并按照佛教戒律要求自己。

三年后，玄奘 １３岁，适逢朝廷在洛阳度僧，招考僧人。 隋炀

帝下诏，在全国各大寺院招考僧人，洛阳寺院录取名额 ２７人。

朝廷派大理寺卿郑善果负责洛阳度僧之事。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 ４００余年，佛学在中国的地位虽然

不及儒学正统，但在民间已有长足的发展。 人们习经学佛与上

私塾一样习以为常。 朝廷出资兴建佛教寺院，誊写佛经，允许人

民出家为僧，许多政策导向也促进了佛学的繁荣。 由于朝廷度

僧要经过考试，录取相当严格，才学水平及年龄都有一定的要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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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以能考上僧人，还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洛阳度僧的考点设在大理寺公门。 大理寺门前熙熙攘攘，

争着看门口张贴着本次度僧考试的告示，排队注册报名的人也

十分拥挤。 听到消息的玄奘，兴致勃勃，急于报考。 他想只要与

佛门有缘，自然就能出家，所以没有来得及跟二哥打招呼，便随

着报考的人群来到大理寺门前。

看了告示，才知道报考年龄有限，１４岁以下不予报考。玄奘

当时 １３岁，不够报名资格，非常失望，但又不忍心离去，只好站

在报名队伍的外边，看着报考者一个个登记注册，然后进入大

理寺公门应试。

从清晨到晌午，玄奘一直在大理寺门前徘徊，眼看应考的

人走出考场，纷纷离去，玄奘仍怏怏然在门口踱来踱去。 正巧此

次洛阳度僧的考官郑善果从公门走出， 此人素有知士之鉴，官

拜大理寺卿，他见玄奘一人踱步于公门之前，闷闷不乐，一副若

有所思的样子，估计与度僧考试有关，便上前问道：

“你也想出家吗？ ”

玄奘回答道：

“是的，可惜年龄不够啊！ ”

郑善果又问：

“小小年纪，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 ”

他从容不迫地说：

“远绍如来，近光佛法。 ”继承释迦牟尼的事业，发扬佛教的

教理。

郑善果听了，深嘉其志，心想，这次报名的人，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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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算盘，大多是为了逃避兵役、徭役，有的仅仅是为了混碗饭

吃，真正虔诚的信徒并不多见，此人小小年纪，出语不凡，抱负

远大。 又仔细观之，见玄奘天庭饱满，眉目疏朗，器宇轩昂，便

有意破格录取。

郑善果把玄奘领进大理寺考场，兴致勃勃地向同僚推荐玄

奘。 他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人，必为佛门伟器。 ”随

从办事的官员见玄奘已有 ３年的佛学基础，便随声附和同意破

格录取。 就这样，１３岁的陈祎正式剃度为僧，法名玄奘。 此后玄

奘的成就也果然被郑善果所言中。

玄奘被录取后，又在净土寺习经 ５年，仍和二哥长捷法师

住在一起。 他在该寺先随慧景法师学《涅槃经》，后随慧严法师

学《大乘论》。 他听过一遍佛经，再复读一遍，便能一句不漏地背

诵出来。 净土寺沙弥中，他年龄最小，同辈的僧众想试探他的真

才实学，在大师讲完经论之后，让他登台复述。 他先背诵一遍经

文，再串讲一遍经义。 背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切合佛经诵读

音韵；分析义理，更是畅达明快，曲尽奥妙。 年轻的小和尚都赞

叹他有过人的天赋。 他的师傅慧景、慧严法师当着众僧的面说：

“净土寺的破格僧确实是个可造之才。 ”

游学秦蜀

冬去春来，时光如梭。 在净土寺专心学习、攻读佛经的玄奘

已经 １８岁了。 经书外面的红尘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隋亡唐

兴已成定势，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天下大乱。 隋王朝为了缓解国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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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矛盾，虽然采取了兴佛度僧等措施，但这无法阻止农民造反

的浪潮。义军越战越强，越聚越多。隋炀帝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年），

瓦岗军围攻洛阳，１１月，太原留守李渊乘势起兵攻取长安。次年

３月，隋炀帝在江都游玩，被部下宇文化所杀。 ５月，唐高宗李渊

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 杨家天下分崩离析了。

这时的洛阳城已是兵荒马乱。 城外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与

瓦岗军展开决战，城内大街小巷住满了难民。 净土寺敞开寺门，

搭棚造饭，煮了大锅稀粥救济难民。 玄奘站在屋檐下，看着那些

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舍饭，再也不

能静下心来翻阅经卷，他默默地为难民们祈祷，愿佛祖保佑他

们早日脱离苦难。

夜晚，玄奘与二哥久久不能入睡，街上的嘈杂声和难民的

哀鸣声不时传入僧房。 玄奘对二哥说：“这洛阳城恐怕是住不下

去了。 别的不说，城外粮仓已经失陷，城内粮食一天比一天紧

张，一连几个晚上都有盗匪来寺中骚扰。 这净土寺已不是修学

的清静之地了。 ”二哥长捷说：“是啊，我也正在盘算此事。 眼下

城中百姓四处逃散，城内四个讲经场所都已空废，寺院大和尚

多去四川等地云游。 这洛阳城指日可破，兵血将至。 阿弥陀佛！

我们还是另寻清净之地吧。 ”

二人主意已定，于唐高祖武德元年（６１８年）随着逃难的人

群离开洛阳，前往长安。 到长安后，刚刚建立的唐王朝戎马仓

皇，百废待兴，还来不及恢复战争的创伤，所见寺院断壁残墙，

一片荒废，偌大一座长安城竟没有一处开讲佛学的场所。 弟兄

二人听说大觉寺有位道行高深、 深谙毗云之学的道基法师，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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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大觉寺，跟随道基法师习经数月。 后离开长安，经子午谷入

汉川（今陕西省西南郑县），前往成都。 在汉川路遇净土寺空、景

二法师，他们也准备去成都，在这里滞留讲学。 乱世之秋，他乡

遇故友，彼此都十分感慨。 玄奘弟兄二人在这里听空、景二法师

讲经数月，然后结伴而行同往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一块平原上，是一座历史古城。 周文

王时，这里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 战国时，秦国蜀

守李冰在成都附近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这里

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汉代时，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

十六”，人口仅次于古都长安。 三国时这里是蜀汉政权的都城，

与魏都洛阳、吴都建业齐名，成为名都。 隋唐交替之际以及唐代

开国之初，李渊父子先消灭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后击溃王

世充和窦建德的联盟，收复河南河北，又平定了长江中下游地

区。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四川很少受到战争的侵害。加之天府

之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人民生活向来相对安定，所以各地学

者高僧都闻风云游这里。

６１８年底，玄奘一行四人到达成都。 当时称为益州，果然是

一片太平景象。 这里不仅商业繁华，而且学术气氛极为活跃，城

中佛寺道场都开讲座，是一个难得的清静之地。 空、景二位法师

往四川各地游学去了，玄奘弟兄二人住进了成都空慧寺。

空慧寺高僧云集，大多是为避战乱云游到此的。 成都当地

一些著名高僧常在这里聚集讲学， 玄奘认识了不少佛学大师。

其中道基、 道振、 宝仙等人是当时中国佛学界名望很高的人

物，他们常驻空慧寺，对玄奘的学业、人品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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