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向奘公「脱帽致敬」 

 

    玄奘法师生在中国唐太宗时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他一生虔诚、勇敢、奋斗、沉毅、牺

牲、忍耐，智慧的历程，是一首热血盈溢，至情流露的诗歌，是一篇富於人生哲理的文章，是一个动人心

魄的故事。「唐僧取经」的戏剧和小说脍炙人口。「大唐西域记」译成七国文字，成为世界地理史的宝

典。一千三百三十六卷的译经，成为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瑰宝。不但中国人提起玄奘法师的名字肃然

起敬，就是欧美各国的贤达学者，亦莫不敬仰此一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绝後的尊者。如法国有一个绰号老虎

的总理克里蒙梭，生平倔强无比，晚年在他著作中，极力恭推奘公，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令他脱帽致敬

的，就是玄奘法师。 

    我们中国人最崇拜历史人物，而其值得崇拜的真价是在三不朽，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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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有其一二，已值得崇拜，何况三者 俱全。现在玄奘法师，就是具足

三不朽的人物。溯他在俗姓陈名 ，十四 岁时受知於考试官大理卿郑善果，政府度僧时，玄奘法师年龄不

足，得其 特予批准出家，随其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研究佛学，当时已有「昔 闻荀氏八龙，今见陈

门双骥」之美誉。後游长安法常、僧辩两师之门，两 师皆叹为奇才，认为是「释门千里驹」。嗣感佛经来

自印度，译讲立说之 人，每执己见，文语殊异，莫衷一是，乃有「陋博望之非遥，嗤法显之为 局」，及

「欲穷香象之文，将罄龙宫之目」，因早萌西游求经之宏愿。在 贞观三年，决意西行，不辞劳瘁，跋涉修

途，苦难多经，志行逾坚。在吴 承恩写的西游记中，说其遭遇到九九八十一难，虽属小说家夸大其事以逗 

引读者的趣味，但有真实性的危难亦不少：如偷渡到伊吾国时，经过五重 国防关堡的第一堡，几乎被哨兵

用箭射死，国王麴文泰强留供养，绝食三 日，奄奄一息，在沙漠上饥渴困苦昏迷不醒，死去再生，在?上

遇盗选 美谢神，欲杀为祭品等等，都是在极危险中渡过难关。既到摩竭陀国，便 进入那烂陀寺大学研究

法相唯识学，成为全印佛学权威、门下学徒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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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贤论师的十大首座弟子之一，并尝代戒师为该大学首席教授。贞观十六 年，戒日王邀之在曲城开辩论大

会，召集五印名家学者数万人，奘公立宗 树义，十八天无人敢辩，而思如泉涌，发挥精义，在座听聚，无

不惊服， 奉为「中国的大乘天」。贞观十九年回国，唐太宗之朝臣数万，郊近十里 并敕赐弘福寺为译经

讲说之道场，至德麟元年示寂，世寿六十三岁，高宗 大恸，三日不朝，叹为「朕失了一件国宝」！其在印

度除了研究佛学，还 兼宣传中国文化，以扬大唐之国威。当戒日王问到中国情形，他曾答以「 秦王天纵

令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 爱育四生，崇敬三宝。薄赋敛，省刑罚，

而国用有余，氓俗无宄。风猷大 化，难以备举」。於是使英明勇武的戒日王，遣使入贡。奘公无异做了一 

任外交大使办妥了一桩得意的国民外交。故说奘公具足三不朽，还不专指 他在佛教文化史上的功绩，就在

国民外交上的成就，亦非普通一般的外交 官所可比拟的，盖以学识和德化服人，两者兼而有之，实非易

事。  

    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以发扬固有道德文化见称的有周公孔孟老庄， 以写作历史传记见称的有班固、

司马迁；以出使西域宣扬国威见称的有班 超、张寨；可是玄奘法师身冒艰险、万里孤征，构通中印文化，

泽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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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其学业和事功上的成就，於班马、班张之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人早有论列。就是至圣孔子

吧，亦有人说过奘公之成就不在其下。因奘 公在宗教界，是一个悲天愍人的伟大的宗教家，在哲学界，是

一个博大精 深的思想家，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构通中印文化学术的权威者；在史地界 ，他是一个深谙各

国语言民情，采风记俗的旅行家，在留学史上，他是我国 最早，也是最伟大的留学生的鼻祖，留学生的圣

人。所以他的成就是多方 面的，不过以佛学家的身分见著，其他的优点都被掩盖去了。 

    人生的生命是有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肉体的生命是有为法，生灭无 常，终归於尽；而精神的生命是

无为法，法身永?智德长春。奘么生在 盛唐之世，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他的精神慧命，当然是永久常

在，就 是他的肉体灵骨的舍利，也还成为世人永远崇仰的对象！本来一个人死了 ，一切精华都已完了，

留下几根臭骨头，还有什 稀奇呢？可是玄奘法师 的骸骨就不同了，世人不但觉得宝贵，而且还有不信宗

教、不拜偶像的唯 物主美者亦要争抢去供养，这不是奇闻吗？结果还是台湾得到胜利，才由 日本手中把

法师的灵骨用隆重的仪式迎接回来，并在山明水秀的日月潭建 设玄奘寺供养。从前唐代的韩昌黎，为了

「谏迎佛骨表」，受到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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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奏九重天，夕眨潮阳路八千」的折磨，就因为未明灵骨受供养的价值； 毕竟现在是文明时代，人民的知

识思想、文化水准提高了，知道奘公三分 之一的头盖骨，不但是佛教之光，亦是中华民国之光，中华民族

的历史文 化之光，争著供养，视同国宝，深知其中的真价所在。 考 

    奘师示寂後，其遗骸最初在 东（近长安）建塔奉安。继又迁往樊 川（在长安之南），毁於黄巢之

乱。宋仁宗时，可政大师再由终南山紫阁 寺得到奘师顶骨，携归金陵，葬在天禧寺附近，太平天国时再被

毁，淹没 已久。抗建期间，南京失陷，日人高森隆介为金陵兵工厂长，欲建神社， 在厂附近小丘，掘得

一大石箱石盖，刊有「玄奘法师顶骨」及「弟子文庆 文德建立」字样，奘公灵骨即在其中。高森氏为佛教

徒，特请考古专家监 别，认为确实，乃集名流高德举行大典，拜祭供奉。并闻当时将头盖骨锯 开三份，

一份奉安於南京玄武山塔下，一份由白坚迎回北平供养。另一份 曲日本慈恩寺建一个十三层塔奉安（即今

送回台湾的一份）。此头顶骨本 是整个完整的，为分别供养，而被锯开为三份，假使我当时在座，必反对 

此种作法，将整个圣顶骨分化，不但容易损坏，亦难於保存长久。不过此 事已过去，不提也罢，现在最重

要的工作，是玄奘塔寺建成之後，应要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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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间玄奘大学，与当年玄奘公留学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先後辉映，为教造 材，讲习义学，才是真正纪念奘

公的意义与价值。台湾是佛教徒 集之地 ，基督教徒能筹建一间东海大学，难道我们佛教徒在佛教盛行的

区域，反 熟视无睹而不奋起吗？   

                                                            在槟城三慧讲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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