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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说玄奘西游记》马上面世在即，出版方要求我写几句话。
我也很愿意借此机会，感谢读者朋友对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的电视讲座“玄奘西游记”
，以及随后出版的图书《玄奘西游记》持续多年的喜爱和支持，这在当下并不是很常见的；同时，我
也想就现在的这本《钱说玄奘西游记》，向大家做一份交代。
    2006年、2007年之间，我在央视“百家讲坛”录制了36集的“玄奘西游记”，节目播出以后，承蒙
观众厚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2007年9月，根据电视节目编撰而成的《玄奘西游记》上下两册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30
万套，也受到读书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首发签售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签售时间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当场签出约5500本。
不少外地读者提前一两天赶到北京，栖身于中关村图书大厦附近的旅店或浴室，排出的队伍绕了图书
大厦两圈多。
当时的盛况，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
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令我铭感五内，不能或忘。
此后，在其他城市也举行过一些签售活动，场面都非常感人。
我对读者的谢意，是怎么表达都不为过分的。
    台湾繁体直排本于2007年12月由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一年不到就再版了。
我非常景仰的佛光山开山宗长、当代高僧星云大师为台湾版题写了书名，并且赐撰了推荐序言《一步
的慈悲》，我和很多读者朋友都为了这份殊胜的因缘，赞叹欢愉，充满法喜。
    2009年1月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册合订本，分两种装帧：金黄色封面本外封有星云大师题
写的书名，深褐色封面本则无。
    很多编辑朋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在各个版本的前言里都向他们表达了自己
由衷的谢意。
    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西安市佛教协会会长、大慈恩寺
方丈、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增勤大师慈悲，应我之请，为《钱说玄奘西游记》赐题了书名。
增勤大师1962年出生于甘肃省华亭县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1988年礼西安大兴善寺慧雨方丈出家学佛
，1991年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海法法师座下求受具足戒。
增勤大师从小沙弥做起，一边干活，一边精心研习佛学，先后担任大兴善寺知事、副监院、西安市佛
教协会秘书长等职务。
1995年9月，增勤由密宗祖庭大兴善寺转至唯识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任监院。
2000年11月21日，增勤法师升座为玄奘法师一千多年前创建的大慈恩寺新任方丈。
而与此同时，大慈恩寺四喜临门：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纪念日、玄奘三藏院落成典礼、玄奘项骨舍
利回故地安奉、方丈升座法会。
增勤大师来大慈恩寺后即着手整修寺宇，弘法度人，率领全寺僧众和诸多善信，历经艰辛，一座仿唐
风格的宏伟建筑玄奘三藏院已经屹立于“七层靡苍穹”的大雁塔北侧。
增勤大师还创建了“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大力倡导佛学研究，功德无量。
    对于我来说，“玄奘西游记”绝不仅仅是一个课题，我更多地是将它视作一种修行、一项可以汇聚
善愿的功德。
我愚钝不学，人微力薄，窃愿成就些微功德，回向世问有情。
    钱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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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唐代著名学者、翻译家玄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渡过流沙，越
过葱岭，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十七寒暑，走遍西域、印度各国，为交流学术、增进学养及留学归来后
授徒讲学、主持译述等相关事迹。
本书从一个学者的口中，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详细讲述了这个出使西域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旅程
的原貌，以玄奘西行旅途为主线，通过各种故事串讲，介绍唐代中外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同时，鉴于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广泛影响，作者对文学和史学做了对应观照，借此增进读者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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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
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
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
合著）、《钱文忠解读》（大陆版和台湾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大陆版和台湾版）、《
钱文忠语录：颤栗的道德底线》、《钱文忠语录：风化的传统基石》、《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
》、《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己丑草》，《庚寅草》，《班墨传奇》，《传统的再生》，
《禅话?画禅》。
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
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二百余篇。

2010年出版的《钱文忠解读》，大陆累积销量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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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纵火刺杀风波起
第三十章西行圆满归东土
第三十一章于阗事与长安乐
第三十二章会见太宗拒官位
第三十三章组织译经成典范
第三十四章弥勒信仰四真相
第三十五章玄奘晚年多风波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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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时中国人到印度，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海路，一条陆路。
海路在当时还不发达，大多数人只能走陆路。
当时走陆路从长安去印度，途经中国新疆及中亚、西亚。
由于于阗（今新疆和田县）有于阗语，焉耆（今新疆焉耆）有焉耆语，楼兰尼雅（今新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境内）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语言，无法沟通，而当时的梵文则有点像后来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
，实际上是某种通行语言，所以玄奘在长安四处找梵文老师学习梵文。
与此同时，玄奘也非常清楚，西行之路充满艰险，对西行者的体力乃至精神都有严酷的考验，因此他
也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体力上的锻炼，跑步、登高、骑马。
其次，还要尽量开始少喝水，因为他知道，西行一路都是沙漠，找水非常困难，必须要事先调整好自
己的身体状况。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玄奘西行的形象，大多是他身背一个类似登山包的形象，而并非手持锡杖。
那个登山包中便存放着他沿途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露营用具和种种琐碎的东西。
例如僧人为了防止喝水时将水中微生物一并喝进肚子造成无意间的杀生，必须随身携带过滤网。
按佛教戒律，僧人不带滤网不得离开居住地超过二十里。
而这样的滤网制作起来也并不简单，要用五尺的绢，将两头折叠，再在中间加上撑架。
终于，在玄奘二十八岁那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农历八月，长安周围霜降秋害，庄稼欠收，
眼看明年首都便将有饥荒发生。
皇帝便下了一道诏令，让聚集首都的众多人口四散各地就食，“随丰四出”，自由行走。
玄奘庆幸自己遇上了这场霜降，便混在了成群结队离开长安四处就食的队伍之中，走上了他的西行求
法之路。
《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玄奘取经经历的磨难比起唐僧只多不少，下面我们能看
到很多险象环生的故事。
当时唐朝开国不久，局势并不那么稳定，用史籍上记载的话来讲，是“国政尚新，疆界不宁”。
首先，唐朝和吐蕃（大致相当于今西藏）的关系相当紧张，吐蕃的军力非常强大，控制的地域范围也
非常广阔。
其次，唐朝和北部突厥的关系也非常微妙，突厥部落经常入塞攻略城池，掠夺人口，唐朝正准备向突
厥用兵。
同时，新开国的统治者往往担心国内的劳动人口或可以充当兵源的壮丁人口会流失到域外去，在王朝
新成立的时候都会发布“禁边令”。
各种原因导致了唐朝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国民出境，所以玄奘刚走到凉州，就遇到了一场非常严峻的考
验。
当时凉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督李大亮，自然也接到了禁止国民出境的命令。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向李大亮密报了玄奘到达凉州的消息，并称他有出境的意图。
史籍上记载的原话是：“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
”可见，当时有很多人对玄奘西行出国的真正意图是不了解的。
如若失职，唐王朝对于地方官员的问责和处罚将是非常严厉的。
因此，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李大亮不敢掉以轻心，立刻派人找来玄奘，明确要求他打消西去的念头
，并强令他往东返回长安。
玄奘仍然坚信佛祖会保佑他这个虔诚的佛家弟子完成西行求法的伟业，决计不听从李大都督的摆布，
下定决心潜往边关，从凉州再向西行，想办法找机会偷渡出境。
这样的念头想来都觉不易，要付诸实施更是谈何容易。
在这个关口，真正帮上玄奘忙的有两个人。
第一个仍然是凉州都督李大亮。
他虽然官职显赫，但因为政务、军务实在过于繁忙，因此在勒令玄奘东返之后，并没有派人将他强行
押解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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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了玄奘一个喘息的空间，在客观上起到了相助的作用，否则他西行求法的进程必将延后。
第二个就是当时河西佛教的领袖慧威法师。
慧威法师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凉州地区的佛教协会主席，他非常能够体谅玄奘一定要西行求法的决心。
他不方便亲自出面，便派了两个自己亲信弟子——慧琳和道整，给玄奘带路，悄悄护送他离开凉州。
在这个当口，有人做向导是最重要的。
有了慧威法师的关心和暗中的帮助，玄奘便悄悄地离开凉州，继续西行。
由于在凉州刚刚露出一点口风，就被李大都督勒令返回，玄奘不敢再堂而皇之地往西走，改为昼伏夜
行，白天休息，夜间赶路。
在两个同伴的掩护之下，一路向西而去，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
不幸的是，在千余年前的唐朝，政府机关已经非常有行政效率，玄奘一到瓜州，就被瓜州刺史独孤达
发现了。
独孤达发现有外来僧人到了瓜州境内，只是他并不知道来者何人以及事情原委，也不清楚玄奘的西行
打算，只把他当做一位从首都长安云游至此的高僧，欢天喜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予以接待，并布施给
他许多东西。
玄奘吃一堑长一智，不明说自己将往西行，而是在瓜州向当地人打听，切实了解往西走的路。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要潜往边关偷越出境，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
再往前走，首先就是一条大河，湍急无比，绝不可渡。
这条河就是今天的葫芦河，现在的水流不那么大，当年水量应该非常充足，回族人称它为布隆吉河，
是疏勒河的一条支流，也是西北的一条大河。
首先这条河就过不去，就算能过去，前头还有一个玉门关，类似于现在的海关，没有官方证件肯定出
不去。
就算能出去，前头还有“五烽”。
即五个以烽火台为核心的边防站，里面驻有守边将士，张弓搭箭，日夜值班，随时会捉拿偷渡出关的
人，或者索性将来人乱箭射死。
并且这五烽之间各相距100多里，途中绝无水草。
就算玄奘每次都偷水成功，连过五烽都没有被人发现而葬身箭下，前面还有八百里莫贺延碛。
“碛”就是戈壁沙漠，一直要出八百里沙漠才能到达伊吾国（伊吾相当于现在的哈密，位于新疆东部
）。
玄奘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免心中凉透，只觉前路茫茫，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印度。
在唐朝，中外交通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唐朝分为三条，分别是北道、中道和南道玄奘西行的时候，为了躲避关卡，是沿北道和中
道交叉而行的，回程则差不多是沿南道而归，因此实际上是将丝绸之路的三条道都走到了，还捎带了
一点“草原之路”。
其中的困难和艰辛，我们不难想象。
就在这个当口，天雨偏逢屋漏，玄奘的马又死了。
他屡受打击，束手无策，极其郁闷。
据历史记载，他当时无计可施，又决不愿往东归去，便逗留瓜州月余。
但就在他停留瓜州期间，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事。
凉州都督李大亮在百忙之中突然想起，不知玄奘是否听从他的勒令回到长安，便派人打听玄奘的下落
。
一打听，才发现玄奘非但没有往东回到长安，还悄悄向西而行。
李大亮考虑到自己可能要担负的责任，一气之下，立刻发下访牒，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通缉令，称：“
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
”李都督不清楚情况，还以为玄奘想要到西蕃（吐蕃）去，便下令各地守株待兔，严厉候捉。
读者诸君不要认为古代江山阻隔，通信很慢，其实唐朝的通信系统很发达，官方驿道的交通速度其实
是非常快的。
杨贵妃想吃荔枝，快马加鞭，新鲜荔枝就被新鲜地运抵长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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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通缉玄奘的访牒一路发下来，玄奘还未及得知，就先传到了瓜州刺史独孤达手中。
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独孤达先不看，访牒文书又落到“现管”的州吏李昌手中。
李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文书上没有玄奘的画像，他心里也隐约感觉到瓜州境内的这个僧人就是
通缉令上的玄奘，便拿着通缉令去找他了。
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李昌见到玄奘后，问道：“师不是此耶？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说“师父，您不是吧？
”二是说“师父，您不是吗？
”若按后一种翻译方式理解，几乎等于说玄奘就是通缉令上的人，而按前一种方式理解，则是比较善
意的。
这句问话语带双关，又滴水不漏，足见李昌这人了不得，当个中层干部是屈了他的才。
玄奘自然听出其中的话外之意，心中不由得怦然打鼓。
假如照实作答，便会被作为通缉犯遣返长安；如若不承认，又将违背“出家人不打诳语”的戒律。
身处两难境地，不敢贸然作答，只好瞪着李昌，闭口不言。
李昌这句问话如此巧妙，却得不到玄奘的回答，等于白问，一急之下，又道出一句“师须实语。
必是，弟子为师图之。
”李昌真是厉害之人，这句话又击中了玄奘的要害。
所谓“必是”，既可以理解为“您肯定是访牒上通缉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您假如真是访牒上通缉
的人”。
玄奘一看事已至此，便实话实说，说明自己违背李大都督的意思，并未东回长安，而是一路西行至瓜
州，决心西去求法，不改初衷，向李昌表明了态度。
李昌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听之下，对玄奘当然非常钦佩，便又对他说：“师实能尔者，为师毁
却文书。
”若从行政执法来看，真不好说李昌是个好干部还是坏干部，通缉令说撕就撕了；但从玄奘法师西行
求法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个大好人。
再者，按唐朝的制度，访牒发下一次后抓不到人，还会一直不停地继续下发，始终算是悬案未决。
因此，如果玄奘不尽快离开瓜州，刺史独孤达迟早会将他缉拿归案，押回给凉州都督李大亮，而如果
落到李大亮的手上，敬酒不吃吃罚酒，必将被遣回长安甚或就地关押。
身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官员，李昌很清楚这其中的轻重利害，于是又对玄奘说了4个字：“师须早去。
”玄奘从前一直在长安、洛阳、四川、荆州等地活动，都属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繁华、文化比较发达
的地区，此次他真正从偏僻的路途往西行，又打听到如此险恶的前景，马也死了，慧威法师派来陪伴
他的道整又到敦煌去了，只剩下一个慧琳。
而这个慧琳大概是名如其人，非常秀气和懦弱，玄奘看他不像能够结伴长途跋涉之人，干脆把他放回
去，孤身一人上路。
此时，两个向导一个走了、一个辞了，身后又有缉捕他的都督李大亮，如果在城市的范围内活动，被
缉拿归案是早晚的事。
玄奘已经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向前，而他恐怕连在瓜州就地买马、准备粮草的可能都没有了。
他之后将要面临的，除了来自政府缉拿的压力，还有更多比无人区更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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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予惟文忠，英年岐嶷，苦读不倦。
开电灯以继晷，恒通霄以达旦。
中西兼通，古今同娴。
刮垢磨光，探幽钩玄。
手不停披，梵书佛典。
张皇妙谛于字里，犀照真理于行间。
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士林中多有知之者。
    ——季羡林        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
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
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王元化        钱教授的著作把佛家所谓的“胜者”——拥有积极正确追求生活，勇于面对考验，
随时随地发现新的自我，不为生死、不安、恐怖所败的正念精神的人——与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使命
感、理想色彩与实践过程，结合得淋漓尽致。
    ——星云大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钱说玄奘西游记>>

编辑推荐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钱说玄奘西游记>>

名人推荐

予惟文忠，英年岐嶷，苦读不倦。
开电灯以继晷，恒通霄以达旦。
中西兼通，古今同娴。
刮垢磨光，探幽钩玄。
手不停披，梵书佛典。
张皇妙谛于字里，犀照真理于行间。
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士林中多有知之者。
——季羡林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
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
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王元化钱教授的著作把佛家所谓的“胜者”——拥有积极正确追求生活，勇于面对考验，随时随
地发现新的自我，不为生死、不安、恐怖所败的正念精神的人——与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使命感、理
想色彩与实践过程，结合得淋漓尽致。
——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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