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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 行 求 法 第 一 人 法 显

引　子

法显（337—420），俗姓龚，东晋平阳武郡人（今山西

省襄垣县）。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第一人，早于唐代高僧玄

奘西行求法 230 年，是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在中

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为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做出

了历史性贡献。本书即据法显所著《佛国记》（又称《法显

传》）对法显不平凡的求法历程和文化贡献做一概括介绍。

一、皈依佛门

南朝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法显俗姓龚，

是平阳郡武阳人（即今山西省襄垣县）。法显原本有三个兄

长，都是在长到七八岁的时候不幸夭折了。他的父亲很怕

这个孩子也会保不住，就在法显三岁的时候让他出家作了

小沙弥。法显在家住了几年以后，生了一场重病，几乎丧

命，家人情急之下，将他送回庙里，说来也怪，只在庙中过

了一夜法显的病就奇迹般地痊愈，经过了这次波折，法显

此后就不肯再回家。他的母亲思子心切，甚至在自己房前

建了一座小屋子，以排解自己对儿子的思念之情。法显 10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的叔叔命令他还俗照顾自己孤独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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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的寡母，法显拒绝了，他说 ：“我当初也不是因为父亲还

在才出家的。就是因为自己要摆脱尘世（生老病死的痛苦）

才出家的啊。”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尽管法显对母亲的去

世悲痛欲绝，可在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他随即就返回了

寺院。南朝梁代僧祐所作《出三藏记集》里还记载了法显

刈稻退贼的事迹。法显有一次和几十个沙弥一起在田里收

割稻子，赶上了有流民要抢夺寺院所属的稻谷。那些小和

尚看到有强盗都很害怕，纷纷逃走，只有法显依然留在田

里劳作，他对那些流民说 ：“诸位想要稻谷，就随意拿一些

吧。不过诸位过去从不行善施舍，这才导致了今日的饥饿

困苦。现在你们又来强取他人的东西，我恐怕你们的来世

比今生过得还要艰难。我只是从心里为诸位的将来感到担

心，所以才这样告诫你们的。”法显很郑重地说完这些话就

回寺院去了。那些流民听了法显的话，居然放下了抢夺的

粮食离开了。寺院的僧众数百人都对法显临危不惧、慷慨

直言的气魄敬佩不已。法显在 20 岁的时候受大戒，正式出

家。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由于他意志坚定、仪容端正、举

止磊落，深受信众尊敬。

二、西行经历

法显西行天竺求取佛经的缘由，根据《佛国记》的记

载，是因法显在长安修行时，所习经卷均为天竺高僧或西

域高僧通过口耳相传传法再转译成汉语，多有谬误 ；同时，

也由于佛教在中原日益普及，僧侣及寺院的数量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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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缺乏相应的戒律来加以规范，于是法显决定与慧景、道

整、慧应、慧嵬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僧人一同出发，于后秦

弘始元年（399）从长安经由西域去往天竺求取佛经戒律，

而这一年，法显已经 64 岁高龄了。

法显西行所经历的地区和国家依时序分三个阶段来

叙述 ：

第一个阶段是长安至西域（乾归国、耨檀国、张掖、

敦煌、鄯善国、焉夷国、于阗、子合国、竭叉国等共 9 个地

区和国家）。

法显等人离开长安后，翻越陇山，到达乾归国，并在

这里依据佛教戒律进行了西行求法路上的第一次夏坐。乾

归国是十六国时期西秦鲜卑政权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今

甘肃兰州市西）。所谓“夏坐”，是印度佛教要求僧侣们在

每年的雨季，都要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完成了夏坐后，

法显与众人一起继续西行来到耨檀国，也就是河西鲜卑南

凉的都城（今青海西宁市）。离开耨檀国后，这支取经的队

伍越过养楼山（今甘肃祁连山）到达北凉都城张掖，凉王

段业对法显等人的到来非常欢迎，他们接受了凉王的慷慨

布施，还在张掖结识了志趣相投的智严、慧简、僧绍、宝云、

僧景等人，他们一同在张掖进行了第二次夏坐。离开张掖

后法显诸人来到敦煌，太守李暠为这些僧人不辞劳苦西行

求法的虔诚信仰所感动，为他们补充了旅行所需给养，帮

助他们越过了茫茫沙海到达鄯善国，也就是传说中的楼兰

古国（故址在新疆若羌县）。他们在鄯善停留了一个多月

后重新上路，向着西北方向行进了 15 天，来到焉夷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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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焉耆县）。法显诸僧在这里休整停留两个多月，得到了

当地贵族的资助，才得以继续西行。这此后，法显等人用

一个月又五天的时间度过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于阗

（今新疆和阗县）。当时的于阗国举国信奉佛法，民众生活

富足，法显诸人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住在瞿摩帝寺，并

瞻仰了当地为庆祝佛陀诞辰而举行长达半月的法像巡游的

盛况。离开于阗国后，法显等人西行将近一个月后到达子

合国（今新疆叶城县），在子合国停留半月后，法显一行向

南走了四天后进入葱岭山（即帕米尔高原），在于麾国（今

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夏坐。第三次夏坐完成后，他们一

行来到竭叉国。这是法显等人在西域的最后一站，他们在

这里观看了纪念佛陀圆寂的五年功德会，还瞻仰了石造的

佛唾壶。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认为竭叉国就是疏勒国，也就

是今天新疆的喀什噶尔地区，但也有学者认为竭叉国在今

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第二个阶段是由西域到古印度（包括陀历国、乌苌国、

宿呵多国、犍陀卫国、弗楼沙国、竺刹尸罗国、那竭国、罗

夷国、跋那国、毗荼国、摩头罗国、僧伽施国、罽饶夷城、

沙祇大国、拘萨罗国、迦维罗卫城、蓝莫国、拘夷那竭城、

毗舍离国、摩竭提国、伽耶城、迦尸国、拘睒弥、瞻波大国、

多摩梨帝国等共 25 个国家和地区）。

法显等人翻越常年积雪、飞沙走石的葱岭山到达北天

竺后，他们首先来到的国家是北印度古国陀历，陀历国故

地在今天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的达迪斯坦（Dardistan）附

近，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季羡林等学者认为其故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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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的僧侣所习

佛法都是小乘。此地有一尊著名的木雕弥勒像，相传是一

位能工巧匠三上兜率天仔细观察弥勒的身形神态后雕刻而

成，很受当地国王景仰，香火旺盛。

法显等人度过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其故址在今巴基斯

坦西北边境省斯瓦特县）附近。这里盛行小乘佛法，有 500

所寺庙。传说佛陀曾经到过北天竺，就是指这里。此地还

遗留有释迦牟尼佛的足迹以及佛陀晒衣石、佛陀超度恶龙

处等古迹。法显等人在乌苌国完成了第四次夏坐。

法显一行离开乌苌国后继续南下，来到宿呵多国，季

羡林等学者认为其故地应在今天巴基斯坦斯瓦特河两岸地

区。这里佛法盛行，有如来佛陀割肉饲鸽处，信徒们为此

专门立塔纪念，塔上以金银装饰，华美异常。从宿呵多国

向东走五天就到达犍陀卫国（故地在今天印度西北斯瓦特

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地带）。这里是古印度阿育王子法益实

施统治的地方，国中尊奉小乘佛法。据说佛陀曾经在这里

以眼施人，国人立高塔以为纪念，同样以金银装饰。

自犍陀卫国向东走七天，便是竺刹尸罗国（故地在今

天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相传

佛陀为菩萨时，曾在这里以头施人，舍身饲虎，其遗迹处

都建立了遍饰宝物的高塔。

从犍陀卫国向南走四天，便是弗楼沙国（故地在今天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白沙瓦）。公元 2 世纪初，崇尚佛教

的贵霜帝国伽腻色伽王曾在此建都，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之

一。这里有一座 40 余丈高的佛塔，传说是伽腻色伽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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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佛陀的启示后所建。著名的佛钵也保存在此地。月氏

王曾经率兵攻打弗楼沙国，为的就是要占有佛钵，但不知

为何月氏王在得到佛钵后竟然无法将其运走，先是用大象

来运，大象竟然卧地不起，用四轮大车来运，大车也不能

前进，月氏王这才明白自己与佛钵无缘，感到非常愧疚。

只得在原地修建了一座佛塔寺院，供养佛钵。

与法显同行的宝云和僧景二人留在了弗楼沙，他们打

算在供养过佛钵后，便要由此地返回中土，慧景、慧达、道

整三人则已经先行去往那竭国，不料慧景在那竭国突然生

病，只好由道整留下照顾他，慧达自己从那竭国返回到弗

楼沙，与宝云和僧景一同返回中国。而慧应在佛钵寺圆寂。

这样一来，法显便只得只身一人前往那竭国去瞻仰佛骨了。

由弗楼沙国向西走十六由延（由延，古印度计程单位

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说法，由延指“圣王一日

单行”。“由延”所涵盖的距离长度并不固定，分别有四十里、

三十里、十六里等说。也有说法，认为由延就是由旬，指公

牛挂轭行走一日的路程，大致相当于 11.2 公里）就可以到

达那竭国的醯（音 xī）罗城。醯罗城的本意就是“佛顶骨

城”（在今天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城南、喀布尔河的南岸

名叫醯达村的地方）。城中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座精舍使

用了紫金、白银、琉璃、水晶、砗磲（音 chē qú，热带海域

中的一种大型贝壳，质地坚硬、白皙如玉）、珊瑚、琥珀等

七宝来装饰，华美异常。国王担心有人觊觎佛骨，因而从

国中贵族中选取了八位守门人。这八个人每人手中都掌有

一印，每天的清晨精舍大门都由这八个人同时开启，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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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由这八人同时以印封门。醯罗城的佛顶骨精舍非常著

名。法显之后，到过这里瞻仰佛骨的中国高僧还有南朝的

宋云和法勇、唐初新罗（今朝鲜）僧人慧超等，唐初玄奘法

师西行取经也曾到过这里。

从醯罗城向北走一由延，法显、慧景和道整三人来到

那竭国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城中有菩萨用五

枝花供养定光佛的遗迹，有供养佛齿的宝塔，在距离城的

东北方向一由延的地方还筑有一座精舍，供养着佛锡杖。

城西则有供养佛陀穿过的僧伽梨（比丘三衣之一，也称大

衣、重衣、九条衣）的精舍，城南有佛陀身影幻现之处，在

其西留有佛陀与弟子所建之塔，后人在此处建立寺院，内

有僧侣 700 多人，还有许多尊罗汉和辟支佛像，佛塔竟多

达千余座。

法显、慧景、道整三人在这里度过了冬天，然后向

南翻越小雪山（其准确位置，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即今

贾拉拉巴德城以南的沙费德岭 ；其二则认为即今阿富汗

的苏纳曼山脉分支），雪山常年积雪，经夏不融，气候严

寒，时有暴风，而山路则崎岖难行，同行的慧景就在这

次翻越雪山的路上圆寂了，这令法显感到非常难过和遗

憾。他和道整二人勉力向前，终于翻过了雪山，到达罗夷

国（英国学者 Smauel Beal 认为，自阿富汗东部苏莱曼山

（Solimqni hill）到印度河之间的主要部落，统称为罗哈尼人

（Lohanis），罗夷国应在此范围内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罗

夷国在今巴基斯坦的勒吉地区）。这里有 3000 僧侣，崇信

大小乘佛学，法显和道整在这里夏坐安居，这已经是法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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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西行的第五年了。

从罗夷国南下走了十天，他们到达跋那国（即今巴基

斯坦北部之邦努 Bannu）。跋那国信奉小乘佛学，国中有

3000 小乘僧侣。离开跋那国向东走三天，道整和法显再一

次度过印度河，到达毗荼国（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旁遮普

省），这里佛法兴盛，大乘、小乘佛法都有。

离开毗荼国后，法显和道整二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行

进，沿路经过了很多寺院，他们走了大约八十由延的路程

后，就进入了中天竺。最先到达的是摩头罗国（即今印度

北方邦的马图拉），遥蒲那河流经此地，在河的两岸分布着

20 多所寺院，有大约三千僧侣，佛法兴盛。

从摩头罗国向东南行走十八由延，他们到达了僧伽

施国（即今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卡巴德），玄奘《大唐西域

记》所载的劫比他即是此地。这里佛教遗迹颇多，有佛陀

上忉（音 dāo）利天（梵文又称 Trayastrmsa—Deva，意译为

三十三天，为欲界的第二层天，在须弥山顶）为母亲祈祷

之处。传说佛陀从忉利天下来的时候，地上出现了三道阶

梯，有各路诸神陪伴于旁。这三道阶梯在佛陀回到人间后

就沉入地下，地面上只留下了七个台阶。后来阿育王在这

七个台阶之上建起了精舍，塑立佛像。传说佛陀从天上归

来后全身芳香，即使世人随时洗浴都无此香味。后人在此

专门建立了沐浴所用的浴室。这里有僧尼大约千人，兼奉

大乘、小乘佛法。此外还建有一座供奉白耳龙的精舍，传

说这条龙保佑了僧伽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由白耳龙寺

向北五十由延的地方有一座火境寺（据说火境原本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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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鬼，后被佛陀度化，为了纪念这件事，后人便在此地建

立寺院），寺内建有佛塔，常有良善的鬼神洒扫清洁，居然

无须人工清理。另有一座寺院，大约有六七百僧侣，传说

当初是辟支佛修行的地方。法显在白耳龙精舍进行了夏坐，

这是他西行第六次夏坐。

第六次夏坐完成后，法显由此向东南行走了七由延的

路程，到达罽（音 jì）饶夷城（即今印度北方邦的卡瑙季

城），此地玄奘《大唐西域记》也有记载。这里有两座寺院，

尊奉小乘佛法。罽饶夷城依傍恒河，在城西有佛陀讲经说

法处，佛陀说人生无常、痛苦、虚空，人的肉体就像水里的

泡沫一样短暂，不能长久。后人就在此地建立了佛塔以示

纪念。距离此地三由延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名叫呵梨，佛

陀曾在这里讲经、说法、行坐之处，后人也专门建起了宝塔。

从罽饶夷城向东南走十由延，法显他们到达沙祇大国

（关于此国故址所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沙祇大”就是古代

印度北部拘萨罗国的首都，位于今天印度北方邦中部法扎

巴德以东约六公里的哥格拉河旁的阿约底），这里有佛陀

咀嚼杨树枝条并将剩余枝条插入土里，居然生根发芽最终

长成大树的传说（古代印度人通过咀嚼杨树嫩枝即“齿木”

来清洁口腔和牙齿，佛教将“齿木净齿”列入戒律）。后人

在佛陀所经之处也都建立高塔以纪念。

离开沙祇大国，法显和道整继续向北走了八由延后，

他们到达了拘萨罗国的舍卫城（今印度北方邦北部的赛特

马赫特）。这里有很多著名的佛教遗迹 ：如大爱道（大爱道

比丘尼，音译作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是圣母摩耶夫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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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妹妹，佛陀的姨母）曾住过的精舍、须达长者（须达长

者，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他为“苏达多”，是波斯匿王

的大臣，乐善好施，慈济贫穷孤寡的人，又被称为给孤独

长者）井壁、鸯掘魔（鸯掘魔的意思是手指头项链，他的本

名是阿伊沙卡，出身为婆罗门。阿伊沙卡先是在怛剎尸罗

接受教育，表现很好，他的老师听信了别人出于嫉妒而对

他的诬告，非常恶毒地要阿伊沙卡杀一千个人作为对自己

的回报。阿伊沙卡砍下受害者的手指挂在树上，但这些指

头却老是被乌鸦和秃鹰吃掉，所以阿伊沙卡就把指头做成

了项链。后来国王知道了阿伊沙卡的暴行之后，就下令逮

捕他。阿伊沙卡的母亲玛塔妮听到国王的命令后，四处寻

找自己的儿子打算拼死也要拯救他，于是她来到了疲惫不

堪、精神恍惚的阿伊沙卡歇息的树林。这时，阿伊沙卡脖

子上的项链已经有九百九十九根手指头，就在这万分危急

的时刻，佛陀赶来警醒并拯救了罪孽深重的阿伊沙卡，避

免阿伊沙卡犯下更加罪孽深重的弑母的罪行。从此阿伊沙

卡彻底放弃了过去的恶行，潜心修行，皈依佛陀，并在涅

槃后成为阿罗汉）得道、般泥洹（即涅槃、圆寂）、烧身处。

法显和道整又来到须达精舍（即祇洹精舍）瞻仰，这

里有 98 座寺院，佛陀曾经在此居住了 25 年，法显想起自

己和同学十余人志同道合前来天竺取经，一路之上经历了

千辛万苦，有人中途折返，有人病故于途中，而自己终于

可以瞻仰佛陀曾住过的精舍，万般感慨。

距离须达精舍西北方向 4 里的地方有片树林，传说这

里原来有 500 位盲人，佛陀为其日夜祈祷，终于使这些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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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睛复明，他们万分狂喜，纷纷丢弃了过去使用的手杖，

这些手杖插入泥土便慢慢长成了棵棵小树，进而长成了一

片林子，名曰得眼林。

由舍卫城向东一由延，就到达迦维罗卫城（此城的位

置，主要观点有二 ：一是位于尼泊尔南部的提劳拉柯特，

此地据塔赖首府陶里伐以北两英里 ；二是位于今印度北方

邦东北部巴斯提区北部的比普拉瓦。以上两种意见都有考

古发掘的成果作依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了这个

地方。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有很多佛陀少年时的

生活遗迹。法显到这里的时候，这座城已经非常荒凉，成

为白象、狮子成群出没的地方。

从佛陀诞生处向东行走五由延的距离，就到了蓝莫国

（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蓝莫国王为佛舍利建立了宝塔，

名为蓝莫塔，据说当初这里一片荒芜，没有僧侣扫塔，只

有象群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一位僧人放弃大

戒来到此地作沙弥，并教化蓝莫国王为舍利塔建立寺院守

护，后来仍以沙弥为寺院住持。

由蓝莫国继续向东行进十二由延，法显他们到达了拘

夷那竭城，也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拘广那

揭罗国（此城的故址，季羡林、章巽等学者认为可能在今

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的巴伐沙格

托）。这里是佛陀最后得道、涅槃的地方。城中虽然人烟稀

少，只有一些僧侣和民众居住，但这里也有许多佛陀遗迹，

例如佛陀圆寂后，弟子与信众用金棺盛殓供奉之处 ；佛陀

肉身火化后，前来参加葬礼的 8 位国王共分佛陀舍利之处



12 山 西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等，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宝塔和寺院。

距离这里东南方向十二由延的地方，还有一处佛教遗

迹，那就是犁车族人一路追随佛陀而被佛陀以一道鸿沟阻

挡的地方，佛陀在圆寂前将自己所用的钵盂赠予梨车人，

后人在这里建起一座石柱，柱上刻有铭文以纪念这件事。

从梨车人追随佛陀涅槃之地向东走五由延的距离，法

显和道整到达了毗舍离国，也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

记载的犬舍厘国（其都城故址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北部木

札法普尔地区的巴沙尔）。毗舍离国是古代印度的大国，位

于恒河中游的交通中心，这里有很多佛陀遗迹。例如佛陀

曾经住过的重阁精舍、佛陀大弟子阿难的半身塔、庵婆罗

女为佛陀所立高塔、庵婆罗女皈依佛法后布施给佛陀的园

林以及“佛陀放弓仗塔”（《大唐西域记》称为“千子见父

母处”，《长阿含经》称为“多子塔”）。

从毗舍离城外后人为纪念佛陀涅槃而建立的宝塔继

续向东行走四由延，道整和法显所到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五

河合口，这里有纪念阿难圆寂的宝塔。传说阿难从摩竭提

国前往毗舍离国，想在毗舍离国涅槃。国王阿阇世王听说

后，立即亲自带领将士追赶挽留阿难，一直追到河边。就

在这时，毗舍离国的梨车人也已经听说了阿难要来的消息，

来到河边等候迎接。阿难不愿让摩竭提国国王和梨车人之

间因此而互相怨恨，于是他就在河中圆寂，二位国王各自

得到阿难的半身舍利，各自在本国为阿难半身舍利修建了

宝塔。

法显和道整渡过恒河向南行进了一由延后，他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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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竭提国的巴连弗邑（故址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

那）。这里是阿育王统治时期的都城，民众富庶，崇信佛教，

每年庆祝佛诞行像之时，百姓倾城而出。

从巴连弗邑城南阿育王所建的佛舍利塔向东南行走

九由延的路程，有一座叫小孤石的山。山顶有一石窟是佛

陀曾经待过的地方，传说天帝释带着乐神在这里为佛陀演

奏过音乐，还向佛陀提出了 42 个问题，佛陀将答案都一一

用指头画在石壁上，这些遗迹在法显到达的时候都还存在。

从小孤石上向西南行进一由延，法显和道整来到了那

罗村，这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生活过的地方，后

来他又回到这里圆寂，后人在此地建有宝塔纪念他。

从那罗村向西行走一由延，法显和道整来到了王舍新

城（故址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西南的拉杰吉尔）。这座新城

是摩竭提国王阿阇世王建造的新都城，城中建有两座佛寺，

还有阿阇世王得到一分佛舍利后回国所修建的佛舍利塔。

距离新城南面四里的地方，是王舍旧城，这是阿阇世王的

父亲芊沙王所建都城，城中有很多佛教遗迹。有舍利弗、

目连最初遇见马胜比丘（佛陀得道后所度的五位比丘尼之

一）之处，有耆那教（耆那本意为胜利者或修行完成的人，

是古代印度宗教信仰之一，主张禁欲、反对祭祀杀生）信

徒挖掘火坑、将食物投毒打算谋害佛陀之处，有阿阇世王

企图用灌醉发狂的野象谋害佛陀之处，还有城中信众建立

精舍请佛陀居住并供养 1250 位弟子之处等等。

由旧城进入山谷之后，沿着向东南方向向上攀登 15

里，可以到达著名的灵鹫山山顶。在山顶附近有一处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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