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为法忘躯的唐三藏      

                           曾载槟城光华日报元旦特刊  

    唐僧或唐三藏，都是华族人士用来尊称唐玄奘法师的，因他是盛唐时 代一位名倾中外的高僧。梁

任公也曾说他是中国一千五百年前一个最早最 神圣的留学生。唐代佛学鼎盛，八宗竞彩，如百花齐

放，百鸟争鸣，修养 到家、明心见性的宗匠，不知凡几，单就禅宗来说，就有一二百人之多； 但其

他高僧都未以唐僧或唐三藏见称，唯玄奘法师赢此一德号是何道理呢 ？这因奘公具不世之才，作出

众之事，为佛教不惜生命取经弘法，也为大 唐的中华文化作了有力的宣传，故能获此光荣的头衔，

为同时代的高僧大 德所不及。  

一、书香世代信佛家庭 

 

玄奘在俗姓陈名 ，河南偃师（洛州）人，生隋隋文帝仁寿二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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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六?二年），是汉代太守陈仲弓的後裔，後来迁到河南。高祖陈湛，北 魏清河太守。曾祖陈山，北

魏征东将军，南阳郡开国公。祖康，北齐国子 博士。父惠、早通经术，拜江陵县令。世代书香，都

是朝廷命官。他共有 兄弟四人，二兄陈素，早岁出家，法名长捷，住洛阳净土寺。玄奘雁行排 四，

赋性聪颖，仪表非凡，幼承庭训，八岁即从父受业，勤学不懈。尝听 父讲书至孔融避席故事，忽然

站立起来。父询其故，答以孔融见长辈避席 ，今父为儿解经，儿岂敢安坐？父甚嘉许。且其幼时别

具素质，不与顽童 为伍，不听邪言媚语，不看不正当的小书，可谓宿根深厚，不同凡响。 

二、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隋唐时代，佛法盛行，政府规定度僧出家的考试制度，甚为严格，凡 欲出家学佛，皆由政府统一办

理招考，凡经考试合格，才录取为僧，名叫 「度僧」，不似今人学佛，随随便便可以出家，造成佛

门的衰败。隋炀帝 大业十年，政府布告度僧廿七人。那时玄奘只有十三岁，不合度僧之规定 年



龄，不得进入考场，他很失望，徘徊考场不去。主考官大理卿郑善果， 也是一个佛教信徒，闻知此

事，召来相见，觉其年少而温文秀雅，仪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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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问他为何要出家？答以「志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年纪虽轻，口 气很大，令考官惊赞不

已，就特准出家；并对旁人说：「诵业易成，风骨难 得，若度此子，必成佛门大器」！於是他就跟

随二哥长捷法师，在净土寺 学习佛教教理与律仪礼法，记忆特强，慧解过人，深得佛门师友的爱敬

和 器重。 隋代末年，因炀帝昏迷无道，国事紊乱不堪，唐室起来夺取政权，军 队已占领长安，人

心惶惶，都倾向新的王朝，洛阳的僧侣，纷纷逃往四川 天府，玄奘兄弟亦於兵荒马乱中离乡别井，

由长安道入西蜀。到唐朝武德 五年（六二二），奘师年届二十，就在成都受戒，成为合法的比丘

僧。其 时唐高祖李渊已一统天下，国家恢复了安宁，奘师就由四川东下，经三峡 ，历游湖南、湖

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沿途讲经弘法，随後又回到 长安，已很有名声，成为佛教的知名学

者。  

   

三、冒险过关始长征  

    玄奘法师修养佛法的工夫高深，所以对世间的物欲，极其淡薄，然而 对佛经的求知欲，却很坚

强，遇到译本上的疑问，他非要把它弄清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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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华译的摄大乘论、俱舍论、成实论、 婆沙等多种译本，内容 有出入处，感到无所适

从，故决意西行求取梵文的正本。还有一个愿望， 是唯识学重要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那时未

来中国，他要寻求梵文 ，译成华文，後来终於达成他那高尚的目标。  

    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奘公打定主意，要首途西发；可是当 时唐朝开国不久，与

西域诸国尚无多大的邦交，恐或被侵，故在中国西北 大门的玉门关，防守森严，如非奉旨出国，射

杀勿论。奘公曾两次上表请 求出国取经，都未获准，如此除了偷渡，别无良法。其时荒年，他就孤

身 混入难民群中出去，由西安经秦州、兰州，而到凉州，找到一个孔武有力 的胡人石盘陀（即西

游记脱化的孙悟空）作向导，昼睡夜行，偷渡了玉门 关。不过石盘陀出关後，不堪沿途跋涉之苦，

坚辞回去，并指示关外尚有 几处防守的堡垒，要他谨慎行程，但行未多久，被哨兵发觉，扣留问

话， 恰巧哨兵亦是佛弟子，听奘公道出取经的来意，便放走了他。为了赶路， 又是披星戴月，走



了三日三夜，尚未走过八百里的戈壁沙漠地带，已是人 疲马倒，乾渴到昏晕睡去。忽被寒风吹醒，

人马又蹒跚前行，幸而看见泉 水，重遇救星。这一段在沙漠中艰苦的路程，在西域记里有这样的描

写：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草木不生，人烟绝迹。时而飞沙卷石，时而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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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蒸。无饮无食，昏去醒来。时而枯骨折剑，战场遗迹；时而凶恶恐怖， 鬼魅形象」。足见在沙漠

中是九死一生，幸尚能存。  

    经过这片沙漠，才到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亦是虔诚佛徒，见奘公到 ，知为求经，如获至

宝，供养说法，认作异姓兄弟，强留不肯放走，并以 「如不肯留下，决将之送回中国」来威胁他。

奘公乃绝食抗议，终於使对 方感动，准许放人。还派二三十人护送，盛治行装，赏赐许多马匹财

宝， 并亲为修书知照各国当道，通容优待。於是奘公就顺著天山南麓西行，通 过神秘的西域高

原，经土耳其、阿富汗，才到达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 即今之克什米尔），又碰到艰难的路程，

要翻过终年白雪皑皑的高山险岭 ，踱过一片没有人烟的大沙漠，牵著白马在严寒的冰山上穿过一条

羊肠小 径，稍一不慎，就会滑下千丈的深渊，粉身碎骨，同行的商客，不时有冻 僵在冰山上，或

滑下深渊，葬身冰窖。奘公游记上说：连他自己亦不敢向 渊底注视，因下面有数不清的千年不化的

僵冻尸首。就这样爬行七日七夜 ，踱过冰山雪岭，再前进，就可入到印度的境内。  

 

四、先学小乘後弘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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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奘公在贞观三年到达印度西北，进入加湿弥罗，犍陀罗等处，原来都 是弘盛小乘佛法的教区。他

在中国时已对小乘佛教的俱舍论，成实论素有 研究，趁此时缘，便从小乘论师研究小乘经典。又为

知己知彼，向婆罗门 学者，研究吠驮哲学，又专心学习梵文，以为研究梵典之工具。在此地住 了一

二年，便从西印沿?东下中印度。  

    在?过渡，遇到一批强盗打劫，看到他生得眉清目秀，仪表非凡， 要杀他祭天神，以表敬徼福。正

当危急之际，突起狂飙，天昏地暗，雷电 交加，飞沙走石，吓得强盗面无人色，以为触犯天怒，不

敢下手。继而询 悉原因，知是大唐三藏来西天取经，於是跪地求悔，改邪归正。这消息很 快地不胫

而走，使奘公的名声，远近传闻，深为印度人所崇敬。  

    中印度有一座著名的那烂陀寺，是全印佛教最高的学府，住众有一万 三数千人，其中知名学者高

僧甚多。住持戒贤论师，年高百岁， 更是全印佛教领袖，尤其是唯识学的泰斗，智德虽高，而身患

奇疾，时 时会痛到他欲生不想，欲死不得！一夕梦见三位圣者，一是黄金色的文殊 ，一是白银色的



观音，一是水晶色的弥勒。水晶色的弥勒告诉他，说他前 世曾在此地做国王，因伤杀太多，致招此

痛疾，劝他不必寻死，不久中国 有僧来印求法，可尽量将唯识学传授给他，使大法流传中土，其业

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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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除，痛疾也即消失。自此他常盼奘公早来，後来果然来到，证明梦中 事是真实的，使他非常欢

喜，就将唯识学、瑜伽论、因明学等尽量传授给 他。又使他出外参访明师数年，回到那烂陀，就命

他在寺公开教授大乘经 论，升为全寺十大论师之一。并以梵文著「会宗论」，阐明他对空有诤议 的

看法，由於对中观瑜伽之学研究极有心得，见解超越，非同凡辈，所以 能使戒贤上座和其他知名的

宗教学者，都非常地崇敬和赞佩。  

五、曲女大会名震五印 

 

    这时的印度，是戒日王当朝，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文治武功出众，统一印度，为全印各邦的

监主，亦是虔诚的佛弟子，敬佩奘公的德誉，特请他到钵罗伽耶地方作公开的讲学，并要发扬大

乘，和小乘学者辩论，他就写成一部一千六百颂的「破恶见论」，破斥小乘的我见，发挥大乘佛教

的精义，驳得那些小乘学者哑口无言，深获戒日王和群众的赞佩！ 

    奘公将要回国之前，戒日王又再度邀他在首都曲女城举行无遮的辩论大会，并邀集全印各国的

国王和宗教学者，参加问难辩论，而以奘公为论主。应召而来的共有十八国的国王和大臣宫宾，及

宗教学者三千多人。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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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撰述一个「真唯识量」发扬大乘教义，高声宣读；另写一份高悬在会场 门墙外，说明如有任何人

能驳倒他论量中的一字，他愿以头颅相谢。经过 十八天，始终没有一人出来非难，论战好比打战，

已打得一个全胜。光荣 的声誉，使全场的学者和各国的国王，都衷心的钦佩；而戒日王更感兴奋 ，

举起奘公的袈裟角，向大会高声的宣布：「支那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 论，是大乘天，无人可

及」！就请奘公骑大象游行出众，声誉之隆，如日 中天，多国国王皆归依座下，成了全印宗教学者

最高的权威！  

    奘公来印之初，是由中国出关，从天山南麓向西走的，归程则采取由 北道回国，即越过帕米尔高

原，经疏勒，过于阗，在于阗写成一本奏章， 寄呈唐太宗皇帝，陈述他出国求经的经过，请恕犯禁

之罪。太宗非常欢喜 ，即复旨请他来京，还要派文武百官，郊迎十里。至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 长

安，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太宗在洛阳召见，慰谕有加，并请他把西行 的所见所闻写成一书，方便

後世阅读。这就是後来奘公口讲，由门人辩机 撰述的「大唐三藏西域记」，在这世界上，早已译成



八国文字，现在正流 通整个世界，成为研究印度地理历史的最宝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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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持译场尽瘁而终 

 

    唐太宗是一个最爱才的皇帝，见奘公具有不世的才华，屡劝他还俗作官，常随左右，襄助国

事；而奘公不但是有才华，更是有骨气，有原则的人，深知出家为神圣纯洁的工作，才冒著生命的

危险西行取经，那里还有世间富贵利禄的观念，所以在洛京见过太宗回长安，就奉旨住弘福寺，组

织「译经道场」，自任译主，并奉旨召集全国僧伽的精英，为续佛慧命，从事艰钜的译经工作。在

唐代以前，已有鸠摩罗什等法师做译经的工作，但他们多采「意译」，与梵典原文不免有所出入，

而奘公为了要不失真，另用一种新的「直译」的方法，曾下了一番艰苦的工作。他一面译经，一面

先圈读预译的梵文经典，并对大众用授课的方式讲解一番，旨在栽植後进，训练人材。当时名德如

窥基、慧旺、普光、法泰、圆测等都出自奘公的门下，亦有许多私淑的弟子。他为中印文化的交

流，也曾将老子道德经译为梵文；又糅合了护法、安惠等十大论师有关唯识学的作品，成为「成唯

识论」，成了唯识宗的不朽名著，是更大的贡献。 

    奘公自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开始译经，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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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十九年的悠悠岁月中，共计译出经典七十四大部，都一千三百三十 六卷，共数千万言，而

以最後译出的大般若经六百卷，为最大宗的译品。 时已六十五岁，精力渐衰，自知寿元将尽，乃告

徒众说：译经事已终，吾 生涯亦尽，若无常後，汝等宜安置吾於山谷僻处，勿近宫寺，不净之身， 

宜须屏远」。  

    至德麟元年（六六四），二月圆寂，耗讯传至宫中，高宗悲恸，三日 不朝，对从臣说：

「朕失了国宝」，直至现在，中日等国得其遗骨，视如 瑰宝，争相起塔供养。其一生为法忘躯，坚

苦卓绝之精神，实值得永远的 怀念，永?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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