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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今译》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范祥雍先生的精校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有时也参考了章巽先生的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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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今译》

精彩短评

1、印度文明课上林太爷爷推荐的，很有趣的书^^
2、谈及不少本生故事，还有释迦的身世等，也可考见佛教历史。玄奘对印度各国风土人情记录极祥
，有不少有趣的细节。关于玄奘和他的著述，比较浅近的解说，可读季羡林《佛教十五讲》。
3、已有新版的了。
4、跟着玄奘出发，走遍大唐西域，从古到今，散发着1982年的怀旧气息，摩挲着发黄的纸张，感觉怎
一个好字了得？何况是季先生的译作。有生僻字影响我的阅读，书读得艰涩也正应了西天路的艰难
5、那种追求最是震撼 
6、不錯的本子。
7、有原文对照就好了。
8、就像与玄奘一同西行一样，这一路见闻，感慨与愤慨并存。感的是路上这众生的伟大，愤的是释
教众中并无几人悟得真理。
9、传世经典，名家翻译，还不错
10、那一串的外国国名，晕了。
11、看了玄奘之路过来的，可能看的是Kindle版，没有觉得翻译的很好，里面有些，怎么说呢，不是
很顺畅的感觉。嗯，还是感受得出玄奘口述这本书的初衷。记了一些风俗人情，但大半都是各种国王
信/不信佛教的最后因果报应。想想这本书是给太宗看的也就不奇怪了。1000年以后，外国人凭借这本
书挖掘出了古印度的城邦吧，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了自己的信仰，也是玄奘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12、看了很长时间，描写各地地貌风俗的部分会感觉比较枯燥。中间刚好赶上公司十一旅游，去看了
无锡灵山大佛，看到了阿育王(书里叫无忧王)柱，看了各种与如来关联的东西。
13、外行很难处理的史料。
14、就是现在去印度走一圈也是很困难的事，真是只有心里有佛就能做成呀！本书介绍了古印度的相
关情况，重点还是释迦牟尼佛从出生到成佛的记述和对佛教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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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今译》

章节试读

1、《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61页

        墙上涂上石灰以为装饰，地面涂上牛粪认为洁净，应时的鲜花布撒其上，这是同中国不同的地方
。(印度总述)

2、《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410页

        几百年前山崖崩塌，中间有一位僧人，闭目而坐，躯体魁梧高大，身形面目枯槁，胡须头发垂了
下来，披肩盖脸。有一个打猎的人看见僧人以后告诉了国王，国王亲自前往观看，顶礼致意，都城里
的居民、士子不招而来，焚香散花，争相供养。国王说:“这是位什么人呢？怎么这样魁伟高大呢？”
有一位僧人回答说:“这位须发长得垂肩覆面、身披袈裟的人是一位进入了所谓寂灭禅定状态的、也就
是入灭心定的罗汉。对于所谓入灭心定的人，先是有期为限的。有人说，[这样的人需要]听到木鱼、
钟罄的敲击声音，有人说，他有待予日光的照晒等这样一些促使他苏醒、察觉[的信号]，才能脱出入
定[木然状态]。没有这一类信号，[他就一直]寂然不动，靠入定的力量保持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能
够永远不坏不朽。他的这副如在俗人则要靠每日进食来维持身体，一旦脱离入灭心定的状态就不免衰
谢。[因此]应该用酥油涂灌[他的身体]，使[他的身体]得到滋润。然后[才可以]敲击钟鼓，唤醒这位入
灭心定的罗汉”。国王说:“是这样吗？”于是就敲起钟罄等等。声音刚刚一响，这位罗汉便豁然张目
高视。过了很久，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容貌这样卑劣，还披着袈裟？”那位僧人回答说:“
我是僧人”。罗汉说:“是的，我的老师迦叶如来现在在什么地方？”僧人回答说:“他已经入了大涅
槃，为时已经很久了”。罗汉听到这句话以后闭上了眼睛，怅然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重新问道:“
释迦如来已然在世界上现身了吗？”比丘回答说:“圣灵降生开导世人之后，也归于圆寂了”。罗汉听
了以后重新低下了头，过了很久才抬起来，飞身到虚空之中显现出神变，化为一团烈火自焚其身，遗
骨坠落到地上，国王收起罗汉的遗骨，为他建起了一座宝塔。

3、《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59页

        原来早在大唐时，中国就被称为至那了，这样看来，所谓“日本人对我们的歧视性称呼”还有待
斟酌;四生，指三界六道有情所产生之四种类别，即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三宝，指佛、法、僧。
当初，我（玄奘）接收拘摩罗王的邀请，从摩羯陀国前往迦摩缕波国。此时戒日王正在羯朱嗢袛逻国
巡视，命令拘摩罗王说:“你应当和到那烂陀来的远客沙门，迅速来我这里参加大会。”于是，拘摩罗
王就同我一起去会见戒日王。见了面，戒日王寒喧了一番，然后问我:“从哪个国家来？到这里来打算
做什么？”我回答说:“从大唐国来，是来求法取经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哪里？路途经过哪些
地方？离这里多远？”我回答说:“在这里的东北方向，离这儿有几万里，也就是印度所说的摩诃至那
国。”戒日王又问:“曾听说摩诃至那国有位秦王天子，少年时代就聪明伶俐，成年后勇猛异常。从前
，前朝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祸纷起，百姓惨遭荼毒。而秦王天子早就胸怀大计。他大慈大悲
，拯救人类，平定天下，流风教化传遍远方，美德恩泽遍布四海。各国仰慕其功德，自称为臣，庶民
百姓感激他的养育之恩，都在演唱《秦王破阵乐》。我们听到人们对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对他的
品德给予这么高的声誉，是确有其事吗？所谓大唐国者，难道就是这里吗？”我回答说:“是的，所谓
至那，是过去王朝的称号;大唐，那是我们站在的君主的国号。以前他还没有继承王位时，被先帝封为
秦王。现在已经做了国君，所以成为天子了。在这之前的朝代，国运衰败，百姓失去君主，因而战乱
纷起，残害黎民。秦王天生抱负远大，他大发慈悲怜悯之心，威风震慑天下，消灭了一切凶恶区分的
敌人。从此，八方安宁，万国都来朝拜进贡。他爱护抚育四生，崇敬三宝，少收税，减刑罚，因而国
家财政有余，百姓没有犯法作乱的，佛的教化习染成风。这些事难以一一列举。”戒日王赞叹说:“真
是伟大的壮举啊!你们国家的百姓能有这样的福分，应该感激这位贤明而伟大的君主!”

4、《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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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今译》

        鸯窭利摩罗原是室罗伐悉底的恶人。他残害生灵，暴行遍及全国。他杀了人，还将死者的指骨取
下串起来戴在头上，作为环饰。他想要把他的母亲杀死，将她的指骨充数作环饰。世尊怀着悲悯的心
情，要对他进行化导。他远远见了世尊，暗自高兴道:“我现在一定可以转生天上了。先师曾有遗教
说:害佛杀母，可生梵天。”他便对他的母亲说道:“你老人家且等待着，待我将那个大和尚杀掉!”便
提剑去迎杀世尊。如来于是慢慢后退，恶人指鬘急忙追赶，但始终追不上。世尊对他说道:“你为什么
怀着这种卑鄙的想法，抛舍为善的根本，兴起作恶的动机呢？”这时指鬘听到教诲，觉悟到自己行为
的不对，便马上归依如来，要求听法。由于他勤奋学习，证得了罗汉果。

5、《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72页

        当初，提婆菩萨从南印度来到这个寺院时，城里住着一个外道婆罗门教徒，他高谈阔论，很有名
声，雄辩的口才，讲起来滔滔不绝。他根据名称去探求实质，反口向对方质问，把言辞使用穷尽。他
平素知道提婆菩萨知识渊博，造诣精深。他想挫败提婆的锋芒，于是从名字开始向提婆菩萨发问：“
你叫什么名字？”提婆回答：“名天。”外道问：“天是谁？”提婆答：“是我。”外道问:“我是谁
？”提婆答:“是狗。”外道问:“狗是谁？”提婆答:“是你。”外道问:“你是谁？”提婆答:“是天。
”外道问：“天是谁？”提婆答：“是我。”外道问:“我是谁？”提婆答:“是狗。”外道问:“狗是
谁？”提婆答:“是你。”外道问:“你是谁？”提婆答:“是天。”这样循环不已，外道才明白。自此
以后，婆罗门非常敬佩提婆菩萨的风趣和计谋。

6、《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73页

        外道神庙堂前有一棵大树，枝叶繁茂，密不透光。有一个吃人的鬼在树上居住，因此，树周围留
下很多人的遗骨。有人来到这祠堂里，没有不轻生舍命的。因为来人一方面害怕那些荒诞的传说，另
一方面又被神灵所引诱。从古至今，人们习惯于这种荒谬的作法，而不加以改变。近来有一个出身于
高贵家族的婆罗门子弟，他通达事理，足智多谋，办事机敏，极有才干。他来到祠中对众人说:“积习
陋俗是很难诱导的，我只有与他们共事，然后才能济度感化他们。”随后又攀登到大树上，俯身对众
亲友说:“我要死啦!过去说这里的传闻是诡妄之谈，如今才验证它是真实的。天仙伴随着舞乐在空中
接我，我就要在这个胜境中捐弃我这平庸的身躯。”说罢，立即就要纵身下跳，自寻绝命。亲友们都
劝说，他也不肯转变。于是众人便在大树周围铺满衣服，等他投身下跳，得以保全性命。婆罗门过了
很久才苏醒过来，说:“我只听见诸天神在空中召唤，这是邪神在诱引，并没有得到天的福乐呀!”

7、《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12页

        从许多国家买来了些贱人，让他们当差，侍候和尚。末田底迦涅槃以后，那些贱人自己拥立了君
长。附近诸国瞧不起这些贱种，不同他们交亲，把他们叫做讫利多。

8、《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57页

        

↓↓↓↓↓↓↓↓↓↓↓↓《大唐西域记校注》↓↓↓↓↓↓↓↓↓↓↓↓↓↓

9、《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203页

        精舍旁不远有塔，这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群雉之王救火的地方。从前这里有一大片茂林，鸟兽在
此巢居穴处。忽然狂风四起，林中大火冲天。这时有一雉鸟心怀悲悯。飞往河里把羽毛浇湿，又飞回
树林上空奋力把水洒下来。这时天帝释俯身告诉雉说:“你为什么这么愚蠢，枉费羽翼之劳？大火熊熊
，焚烧林野，岂是你小小的身躯所能扑灭的？”雉问:“这是谁在说话呀？”答道:“我是天帝释。”
雉道:“天帝释有很大的福力，想做什么都能做到，救灾拯难，易如反掌。现在不但不来相救，反而讥

Page 5



《大唐西域记今译》

问我徒劳无功，你的责任哪里去了？现在烈火方炽，不要再多说了!”于是雉又急忙飞向河水。天帝便
用双手掬水，遍洒树林。顿时火灭烟消，生物的性命赖以保全。所以现在称这里为救火塔。(雉王本生
故事)

10、《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175页

        大施场东边两河合流口，每天都有几百人投河自杀。那里的风俗认为，如果你想升天，那就在这
个地方绝食自沉，沐浴中流，洗掉自身的罪过。因此，别的国家和远地方的人都相继来到这里，绝食
七日，然后跳水溺死。就连猿猴、野鹿等动物，也成群来到河边，有的洗了洗就回去了，有的就在这
里绝食而死。正当戒日王进行大施舍的时候，有一只猕猴住在河边，它独自隐匿在河边不吃不喝。过
了几天就饿死了。所以，有些外道修苦行者，在河中立一高柱，每天天快亮的时候，便爬到柱子上边
，用一只手抓住柱子顶端，一只脚踩在柱子旁边的小木桩上，另外的一手一足则悬空外伸，大腿伸直
，挺着脖子，瞪着眼睛，看着太阳向右转动，等到日暮，接近黄昏的时候，才从柱端下来了。这样的
苦行者有数十个。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苦行，能使自己跳出轮回，有的人几十年都没有松懈停止。

11、《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22页

        我曾经听老年人说:当初这个国家的先王对佛家的佛宝、法宝、僧宝备极礼敬;他打算去云游四方，
瞻仰礼敬佛祖的圣迹，他命令自己的胞弟代他主管国事。他的弟弟受命之后，暗地里割去自己的生殖
器，以预防[谗言]。[他将割下的生殖器]用金匣密封好，献给了国王。国王问:“这是什么？”王弟回
答说:“[这件东西必须等到陛下]返驾之后，才可以打开看”。国王随即将金匣交付有关主事官吏，命
令他随军掌管好这件东西。等到国王回国后，果然有造谣生事的人[陷害王弟]，说:“国王命令他监国
，他却淫乱宫中妃妾。”国王听后大怒，就要对[弟弟]严刑惩处。王弟说:“我不敢逃避罪责，但愿君
王打开金匣看一看”。国王打开金匣一看，原来是一具被割断了的生殖器。国王说:“这奇特的东西是
什么？你想要说明什么问题？”王弟回答说:“君王当初云游四方，命令我摄理留守的事务，我害怕遭
受谗言之祸，所以用自宫的办法来表明我的心意。如今果然有了受谗言中伤的应验，愿君王明察此事
。”国王对弟弟深怀敬意，[从此兄弟间的]眷爱之情愈加深厚。王弟随意出入后庭，国王对他无所限
制。以后，王弟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一个男子，赶着五百头牛，要把这群牛赶去骟割。王弟看后久久深
思，和他同样不幸的生灵的遭际使他倍加伤感:“我现在形体已经亏损，难道不是因为前世的罪孽造成
的吗？”他随即拿出财宝赎取了这一群牛。由于慈善的力量，竟使他的男性器官又逐渐具备了。王弟
由于已经有了男性器官，便不再入宫。国王对此感到奇怪而询问他，他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国王深感
此事奇特，于是建立了一座寺庙，表彰弟弟的完美操守，使他流芳后世。(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

12、《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34页

        他们的语言和举止与其他国家相比稍有不同。基本文字由二十五个字母组成，靠这二十五个字母
组合派生[大量词汇]，用以表达一切事物。他们的文字从左向右书写，念起来也要横读。(睹货逻国故
地)

13、《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20页

        

14、《大唐西域记今译》的笔记-第63页

        人们多半赤足，很少穿鞋。把牙齿染成红色或黑色。把头发剪齐，耳上穿孔，高鼻子，大眼睛，
他们的相貌就是这样。 他们都洁身自守，没有外来压力强迫他们改变意愿。凡是吃饭，一定要先洗一
洗手。隔夜的剩饭菜，不再食用。吃饭器皿不相传递，瓦和木头器皿，用过就丢弃。金、银、铜、铁
器皿经常擦拭得锃亮。吃过饭后，口嚼杨枝来使口内洁净。洗澡漱口没有完，不相接触。每当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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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必然洗灌。身上涂各种香，所谓梅檀、郁金就是。国王将浴，必击鼓弹奏。祭祀礼拜，一定要沐
浴洗漱。(印度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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