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者玄奘.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行者玄奘.2》

13位ISBN编号：9787550287384

出版时间：2016-11-1

作者：昌如

页数：3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行者玄奘.2》

内容概要

*亲王马伯庸看完此书，拍掌称赞：“作者把玄奘的佛性写透了。”孟非、陈坤、严峰教授、沈浩波
⋯⋯数十位名人合十推荐，中国著名CG插画师翁子扬读后赞叹不已，主动为此书绘制精美插图！
*取经19年，唐僧到底经历了什么？翻开此书，走进高僧玄奘的传奇人生，倾听一个充满奇遇的真实故
事 ，重走那段关于苦闷、烦恼与解脱的人性之旅。佛不东来，我便西去！
*佛陀告诉人的法是什么？是无穷无尽的慈悲，是无拘无束的自在，是刚正不阿的骨气，是众生平等
的胸怀，是无与伦比的智慧，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一部关于信念与勇气的旷世奇书，囊括万千佛法、
佛理、修心智慧与人生真谛，写尽玄奘法师的一生，一个孤独行者的的求真苦旅。
近几年来最令我激动的书稿。几乎是一部佛理百科全书，内容恢弘感人。
——沈浩波
这是一本好书，必须支持。
——陈坤
这本书我在微博推过，作者把玄奘的佛性写透了。
——马伯庸
一位人皆以为熟知的高僧，一段人皆以为烂熟的历史，读完人皆有“原来如此”的感慨。一个字：太
好看了！
——孟非
有句话说，“出家乃大丈夫行径，非帝王将相所能及。”我虽俗人，自忖也还算个理事的，初闻这句
话时都不免替佛祖尴尬，出家固然可敬，但是和封疆裂土出将入相这样的人间事功相比，那在勇气上
自然不及得远吧。读《行者玄奘》才发觉这话原来确切。大丈夫讲立言立行立功，玄奘便立言---袁绍
如来，近光遗法；立功---佛不东来，我便西去；以及立行---既持，便不可破。。。佛法无边，妙义婉
转，推荐阅读。
——胡紫薇
*玄奘，俗名陈祎，出生在 关中一个官宦家庭。
大业八年，朝廷下诏在洛阳剃度十四名僧人，十一岁的陈祎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到了机会，破格剃度为
沙弥，法号玄奘。
隋末群雄并起，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洛阳饥荒蔓延，十室九空，玄奘开始负笈游学天下，广拜明师，成
为名震一时的少年高僧，同时也积累了 越来越多的困惑和疑问。
当再也无人回答他的疑问的时候，玄奘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天竺。
新兴的大唐王朝、马背上的突厥人、神秘的中亚、多种思想大碰撞的印度⋯⋯历时19年，途经56国
和110个城市，取回1335卷经文，行走5万里路，成就了人类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徒步修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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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作者简介

昌如，佛学居士，素食者。二十多年前读到《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玄奘大师
心生敬意，曾想以《慈恩传》的故事为框架写一部小说，中间中断数年，直到最近方才重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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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精彩短评

1、行者玄奘第二部
2、等了这么久，居然还是没赶上电子版的进度。急煞我也！
3、徒步西游，很伟大！
4、好书值得一读
5、给赞
6、隐藏在官方注解后不为人知的伟大
7、还你一个真实的玄奘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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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章节试读

1、《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90页

        　　沙木沙克有些着急了，抬头看看天空道：“法师，不要管他们了。再不走，就赶不上今天的
集市了！”
　　玄奘叹道：“在生死面前，金钱真的很重要吗？你们毕竟同行了一场，这是不知多少世才能修得
的缘分。现在他们遭遇不幸，好歹埋葬了，也免得他们暴尸荒野。”

2、《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33页

        玄奘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白龙的身影又魔幻般浮现在他的眼前。老胡人带着几分嘲
弄的神情看着面前脸色苍白的法师：“其实呢，在沙漠中迷了路，有骆驼血喝，有骆驼肉吃，已经是
天大的福气了。身体好的可以活下来，身体不好的，吃骆驼也没用。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吗？那
也就是说说而已，大沙漠可不会跟你说这些，那里是最讲究众生平等的地方了，法师去了就会明白，
在莫贺延碛，一个人的命绝不会比一只蝼蚁更金贵的！”玄奘没有作声，老胡人的这番话里倒有几句
禅机，他默默地思索着。那老胡人却以为他害怕了，心想，就这么一位听到吃骆驼都感到恶心，一脸
痛苦之色的小和尚，走大漠？这不是发疯了是什么？干脆我再吓他一吓，让他知难而退，平平安安的
回转，也是一桩功德。

3、《行者玄奘.2》的笔记-边城瓜州

        　“回到大人方才所说的问题。”玄奘话锋一转，又道，“《金刚经》云：‘知我说法，如筏喻
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法是一条船，能够搭载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漩涡
而到达彼岸。那些已经解脱已经上岸的阿罗汉等，自然不需要再将船背负在身上了，可是如果我们这
些还在生死海中挣扎的人，也将船只抛弃的话，我们又依靠什么来到达彼岸呢？”
　　“大师讲得真好。”独孤达由衷地钦佩道，“听大师这番话，弟子实有醍醐灌顶之感。”
　　“贫僧不过是随缘讲说。”玄奘淡淡笑道，“大人能够读经学佛，实为累生累劫之善根。”
　　说罢，他又将目光转向李昌：“这位李居士宿植慧根，悟性极佳。”

4、《行者玄奘.2》的笔记-边城瓜州

        　他冲李昌点了点头，便又将目光投向独孤达。
　　独孤达道：“弟子最近正在读《金刚经》。经中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就是说凡事不必太执
著。又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那岂不是说，佛法根本就是虚幻的，无
论法与非法，均当舍弃了？”
　　玄奘反问道：“大人可知何为执著？”
　　“达不知。”
　　玄奘又看看李昌，李昌茫然道：“执著，那不就是犯倔？”
　　独孤达“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居士说得有些道理。”玄奘笑道，“很多人执著于‘不要执著’这句话，却又不明白什么是
执著。《圆觉经》里说：‘空实无华，病者妄执’。说的就是执著。错误地认同那些本来没有的东西
，便是执著。”
　　看到独孤达和李昌都在点头，玄奘又接着说道：“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就是远离妄想执著的过
程。佛陀为我们开示了种种法门，都是为了破除这份执著。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所谓不执著便是对佛
法本身的放弃，这同样是一种妄想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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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5、《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51页

        人死后变成中阴之身，最多七七四十九，也就转世去了。六道轮回是规律也是法则，说到底人是
不自由的，活着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不死，死后的神识又岂是你想留就留的？

6、《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20页

        浩瀚的苍穹，广袤的荒漠，在它们面前，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脆弱和微不足道。然而，再
渺小、再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充满了尊严和希望，只要拂去压在生命身上那层厚厚的沙尘，总有一天，
每一个生命中最本质的佛性都会显露出来，就如同大漠之中的这一潭清水，在茫茫宇宙中闪烁着不可
思议的美丽⋯⋯

7、《行者玄奘.2》的笔记-边城瓜州

        城池不大，城门连同城内的屋舍都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着，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连绵的小雪
包，险些被他错了过去。
　　相传当年周穆王西巡时，西王母设宴款待，命仙女至天界采瓜。仙女回途路过此地时，不慎在云
端摔了一跤，失手将天界的蜜瓜掉落。从此，蜜瓜便在此地大量生长，此地遂得名瓜州。
　　从瓜州往西便是玉门关，再往西去便不再是大唐的国土了。
　　也正因为如此，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西来东往的商旅都要在此补充给养，而这里的守军
也会严密监视每一个进出者。
　　玄奘以前从未到过西域，只听说前面有沙漠有烽燧，道路复杂，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
，他站在城外的山坡上，看着城门守将依次检察过往行人的过所和公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管怎样，他都必须进城。独自走过了千里河西走廊，他的体力已严重透支，眼下的他需要休息
，需要为下一段路程准备马匹和干粮，需要向当地人打探路况，了解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样才不至于
两眼一抹黑，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8、《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39页

        大业九年，杨玄感背叛，很多僧人受到牵连，他们的罪名无非是被迫为杨玄感作斋。炀帝回到东
都后，以从乱为名，囚禁了许多当地他亲自招来的高僧，并以苦役、流放待之。宝暹大师、志宽大师
，还有其他一些高僧就是当时被流放到西蜀的，这也是后来蜀中高僧云集的一个原因。

9、《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32页

        玄奘幼读佛经，心中积累了太多的疑惑，一日不开解，便一日难以安心。因此立誓西行，期望此
生能到西方佛国，求得佛法原典，以启心中疑难，以明正法经义，以光如来遗教。

10、《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37页

        无尘长老带玄奘前往白杨沟佛寺，两人坐在马车上，隔窗相望，一路所见都是深蓝色的天空，随
风飘摇的芦苇，稀疏的胡杨树和灌木丛，漫山遍野的骆驼刺和铃铛花，果然是移步换景，如在画中。
玄奘忍不住低声赞叹道：“真是绝美的西域！”他想起在瓜州的寺院里看过的一部奇书《穆天子游记
》，那是一部有关西域的瑰丽神奇的上古史诗。他不是穆天子，但同穆天子一样站在西域这片神奇广
袤的土地上，心中当真是浮想联翩。从这时起，他将亲眼见证五万里西域大地上的文明与野蛮，权力
与战争，阴谋与爱情，浪漫与残酷。

11、《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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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凌晨时分，他被冻醒了。经过一夜时间，沙洞里的热度早被严寒驱走，冷得就像冰窟，他赶紧从
沙洞里钻了出来。寒风有如利刃般透骨而入，抬头看，群星似乎都被冻在了天上。他知道现在必须赶
路，再待下去就会被活活冻死。但赶路也是强忍痛苦，因为白天被太阳灼伤而变得有些麻木的皮肤在
夜晚的寒气中开始复苏，他真切地体验到了被千万把刀子切割的滋味。他选择在下半夜赶路还有一个
原因，那就是大漠独有的璀璨的星空。那些星星密密麻麻，组成了一条宽宽的星带，看上去就在头顶
不远的地方，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

12、《行者玄奘.2》的笔记-边城瓜州

        　“有什么不可能的？”老板瞪起了眼睛，“师父，您别不信，好多打西边来的商人都这么说，
神着呢！”
　　玄奘没再说什么，在中原人以及河西商旅的心目中，西域本都是妖魔鬼怪住的地方。当年法显大
师西行的时候就曾说过，一出玉门关，附近就有恶鬼。特别是沙漠中的妖魔鬼怪，常有迷惑行人者，
以把他们引入死亡之渊为乐事。
　　西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葱岭以西了，在很多人眼里，那根本就是个传说中的地方，百鬼夜行在
那些国度里是常有的事。
　　“再说了。”老板还在往下说，“眼下天寒地冻大雪封路，师父，您就算真的要西行，也得先在
这儿住上一段时间，等来年开了春再走。”
　　玄奘望着马棚外被践踏成泥的雪，犹豫着。
　　“噢对了。”出门前，老板又想起什么似的，转过身来，“还有啊，看你是个出家人，我还得再
提醒你一条，在西域，凡是有水的地方必有狼。”
　　玄奘回过神来，合掌道：“多谢檀越提醒。”

13、《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35页

        玄奘道：“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认真地看一看月亮的样子。其实，不仅月亮从来没有圆过，而且
，月亮最美的时候也不是圆的，而是天边那似有似无的一抹，细得你完全看不到它，那才是它最美的
时候。因为，只有那细细的一抹才让人懂得什么是黑夜，知道黑色的绝望。如果说星星的存在是为了
给天空增添一些热闹的话，月亮却不是，月亮始终是孤独的。”

14、《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8页

        玄奘深邃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许久，方点头道：“你现在明白，忍辱不是失败了吧？想当年，
佛陀经常教诲弟子要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时随地修习忍辱。佛陀自己也曾多次受到他人的辱骂和
攻击，但他忍辱如常。那些攻击过佛陀的人，现在都在哪里？哪一个能达到他的高度？可见忍辱绝不
是失败。佛陀赞叹那些虽然有能力报复，但却依然肯原谅他人的人。而你在没有能力报复的情况下，
把气撒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想从别人的气愤中找乐子。你怎么会快乐？若是这样就能快乐的话，因果
就真的不存在了。须知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心都调伏不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15、《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50页

        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的秋天，汉使傅介子来到楼兰，刺杀了亲匈奴的安归王。不久，曾
在汉朝为质的王弟尉屠耆被立为新王。尉屠耆当上国王后，带领全体楼兰人迁离了罗布尔地区，只留
下了这一片遗址⋯⋯

16、《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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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玄奘.2》

        　　”阿弥陀佛！“无尘长老合掌道，”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想这世间万有，生灭变化，一夜
之间祸从天降啊！“
　　玄奘道：”不过祸福相倚，有谁能知呢？后来天下战乱，唯蜀中丰静，这些大师反倒因祸得福。
“

17、《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4页

        学佛，关键是心念的转化，戒律便是用来约束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让我们的自性清净无染。
我们可以欺骗他人，甚至可以暂时欺骗自己，但却逃脱不了‘如是因感如是果’的规律。⋯⋯玄奘摇
了摇头，他终于理解为什么佛陀在说了大乘经典《华严经》之后，又转而去说那些小乘经典了。对什
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法，此言果然不虚。想来佛陀当时也是很无奈的吧？

18、《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8页

        佛陀经常教诲弟子要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时随地修习忍辱。佛陀自己也曾多次受到他人的辱
骂和攻击，但他忍辱如常。那些攻击过佛陀的人，现在都在哪里？哪一个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见忍
辱绝不是失败。佛陀赞叹那些虽然有能力报复，但却依然肯原谅他人的人。而你却在没有能力报复的
情况下，把气撒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想从别人的气愤中找乐子。你怎么会快乐？若诗这样就能快乐的
话，因果就真的不存在了。须知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心都调伏不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19、《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9页

        《金刚经》云，‘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法是一
条船，能够搭载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漩涡而到达彼岸。那些已经解脱已经上岸的阿罗汉等，自然不需
要再将船背负在身上，可是如果我们这些还在生死海中挣扎的人，也将船只抛弃的话，我们又依靠什
么来到达彼岸呢？

20、《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13页

        　　”那么，僧人泼水又是何意呢？“张太妃问。
　　”问得好！“玄奘执杯在手道，”佛法讲的是破执，妇人为琐事烦恼，便是执著于外物；恨自己
，便是执著于自我；放弃生气，也不过是利益权衡，便是执著于利害；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我执'。
人心便如这个杯子，执著于一念，而气就像这杯中水一样，凝聚成形；一旦破除我执，气就像这地上
水一样，随风消散了。“
　　说到这里，玄奘将杯中水顺手泼在了地上。
　　

21、《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204页

        对于一面镜子来说，拥有觉照的能力要比镜面上那些美丽的花纹重要得多，实际上，所谓花纹对
于镜子的觉照来说，只是干扰。我们的自性也是如此，她是光明的、清净的、真实不虚的，而一切外
缘都不过是虚幻的影子和遮挡光明的灰尘。如果我们执着于这些外境，就失去了真正的本性；而只要
我们依佛教导，时时擦拭自身的尘埃，回转清明，回归自我，便可知这面镜子一般，拥有完整的观照
。

22、《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49页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双手合十，默默祝祷：”仁者，我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是否还
在我的身边，既然你我有缘，我便为你至诚诵念一卷《大悲咒》，希望你能凭借此咒消障除难，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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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涂，得善遂愿，获得究竟的解脱和自在。“

23、《行者玄奘.2》的笔记-第198页

        从北魏分裂，一直到唐朝初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解决突厥问题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那就是和亲加贡钱。可是和亲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无尘老和尚说得没错，血亲尚且剑拔弩张，何
况是姻亲？而贡钱更是饮鸠止渴，反而更加助长了突厥人的贪婪。

24、《行者玄奘.2》的笔记-边城瓜州

        　“正是。”玄奘赞许地点头道，“学佛也是如此。有的人慧根天成，仅凭着一句话、一棵草、
一盏茶便能开悟，于是很多人便以为经典无用。殊不知那是因为他已于无量世中深入经海，今生所需
要的无非是一个提点，一个标记罢了。就像居士在熟悉的地方不再需要地图，只需看到一棵树、一间
土屋便知道自己回到瓜州了一样，这完全是个人的造化。可是我们多数人没有这样的造化。如果对于
佛法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有人却告诉你，不要执著于经典，不要执著于文字，这样的建议对我们毫
无益处。因为我们对佛法所开示的很多东西尚未明了，却因为一句‘不执著’，而不去研究、学习经
典，就如同一个不识路的人，却扔下了手中的地图一般，那不是很危险吗？”
　　“那样就容易误入歧途了。”李昌大声说道。
　　玄奘惊讶地看了这个小吏一眼，道：“李居士说得甚是。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
，犹如迷人，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是说我们对世界、对自身，有
错误的见解和妄执，必须放下。这才是破除执著的真义。”[2]
　　“是啊！”李昌又插口道，“我也正觉得奇怪呢，世尊要我们不执著，那又为什么要讲戒律？我
本来还在想，这倒挺好，什么都不用执著，我们对戒律也可以不必执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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