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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僧东来》

前言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
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
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
（Eurasian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
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
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
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
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
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
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
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
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
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
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
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
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
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
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
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
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
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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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由尚永琪著。胡僧东来传教，有陆路和海路，海路
一般是从扶南(今柬埔寨)或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转道而来；而陆路则是越过帕米尔高原，
通过丝绸之路南道、北道或中道，经过和田、库车、伊宁等地，辗转到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东向中
原或江南。
负笈东来的胡僧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
翻译家和传播人》描绘了背负经卷、疾步前行的西域胡僧，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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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传道中原的安息国僧人    安息就是西亚古国帕提亚王国，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公元前4世纪曾被马
其顿亚历山大占领，公元前3世纪独立，建阿萨息斯王朝。米特拉达悌一世对外扩张，占领整个伊朗
高原及两河流域，一跃成为西亚大国。初都尼萨，后西迁至赫卡顿比勒和忒息丰，为丝绸之路必经之
地。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行抵安息西境。国势强盛时，东与贵霜、西与罗马
帝国抗衡。2世纪末转衰，226年为波斯萨桑王朝所取代。    遥远的地方总是令人向往，甘英曾到达的
安息，因为是中原与大秦等更远的地域交往的中介，且从此国传来幻术、安息雀等神奇的物品和技术
而在中原留下玄幻色彩，所以唐代传奇中也总把安息描写成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如《集仙传》中的《
太真夫人》就有太真夫人与具有安息背景的仙人安期共同“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
及也”的神异传说。    安息靠近古印度北部地区，该地区是说一切有部的学术中心，所以安息国在很
长时间内流行小乘佛教。东汉汉桓帝到汉灵帝年间，有来自安息的僧人安世高和安玄到洛阳传道译经
；此外，在三国时期还有安法贤、昙帝等来自安息的僧人；而南朝陈、隋、唐间的著名高僧、中国佛
教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其祖上也是安息人。    来到东方的安息国僧人被译为姓“安”，是帕提亚帝国
中一个族名阿萨克(Arsak)的音译。就东汉时期的著名安息僧人安世高而言，当时在中原的西域人既不
称呼他为“安清”，也不称呼他为“安世高”，而是直接就呼之为“安”。    2.1  东汉末年的译经家安
世高    安世高是东汉末僧人，他是有史记载以来，最早以汉文系统翻译佛经的著名译经家。据《出三
藏记集》卷13、《高僧传》卷1等载，安世高名叫安清，本为安息国太子，故号“安侯”。后来让国与
其叔叔，出家为僧。博通三藏，尤精阿毗昙学。汉桓帝(147—167)初年来汉地译经，先后译出《阴持
人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39部经典。汉灵帝(168—189年在位)
末年，因避战乱而到江南，后来在会稽被斗殴者误伤而亡，在江南各处留下许多传说。    安世高幼年
的时候就以孝行见称，并且勤奋好学，对于当时的经典知识和七曜五行医方异术，都非常精通。尤其
令人称异的是，他居然精通鸟兽之声。据说有一次在路上，当一群燕子飞过时，安世高听懂了燕子的
叽叽喳喳，说前面有人来迎接他们，果然不久就见到了迎接他们的人。他的这项能力令当时的人都非
常惊奇，当然这只是传说。    安世高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四处游方弘化，遍历西域诸国。147年左右到
达洛阳后，用了不长时间，他就学会了汉语言，开始佛经的翻译。可以想见，在当时印度文化与汉文
化交流的初级阶段，粗通汉语的安世高所翻译的佛经，水平肯定有限，但是僧史文献中赞扬安世高翻
译的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达到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的水平，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安
世高的翻译，开创之功至伟。    安世高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些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涉及他的来
世今生的很多方面，在江南地区流传较广。    刚来到中原的时候，安世高就宣称他在前世就是个出家
僧人。有一个与其同修的僧人性格暴怒，总是同供养人和施主闹别扭。虽然安世高对他规劝有加，但
这个修道者就是改不了这个坏毛病。就这样磕磕碰碰地一起修道20余年之后，前世的安世高乃与同学
辞别道：“我要到东方的广州去，你在明解佛经与学习精勤方面都不比我差，但是性格过于暴躁易怒
，这就决定你来世会成为那种具有丑恶外貌的动物。我如果来世成道了，一定会去度化你，让你脱离
那受惩罚的丑恶形貌。”    据说在洛阳译经结束的安世高，在汉灵帝末年乃振锡江南，说是要到庐山
去度化他前世的那个同学，果然在一座庙中遇到一条大蟒蛇，正是他那个性格暴躁的前世同修者，安
世高便度化他脱离了蛇形(图2—1)。    后来，安世高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游方时，正值市中有乱，相打
者误击中安世高的头部，他顿时毙命。    安世高在洛阳译经、在广州和会稽传教的时期，正是佛教传
人中国的滥觞期，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佛也是一种神仙而已，所以对于佛理的理解自然就非常浅薄
。安世高所传的主要是小乘经典，既包括一些禅修的方法或概念，也包括对佛经某些基本概念的分类
和解释。    2.2  “骑都尉"安玄、安法贤与昙帝    在安世高之后在东汉都城洛阳翻译佛经、传播佛教的
安息人最著名的有安玄。    安玄是来自安息国的佛教居士，而不是出家僧人。东汉灵帝末年，安玄到
洛阳经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立下了功勋，被东汉朝廷封赐为“骑都尉”。在汉代职官系统中，骑都
尉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是掌监羽林骑的官员，由此可见这个安玄立的可能是军功，而“骑都尉”
可能也只是个虚的封号，而不会是实职。    安玄这个人性情温和，待人恭敬，在经商之外，把传播佛
教、翻译佛经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显然，刚到洛阳的时候他主要也是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等慢慢语
言熟练、文字稍通之后，他就开始同在洛阳的那些佛教沙门一起讲经论义。    跟安玄在一起讲经论义
的沙门，根据记载可能主要有3位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和支亮，2位康居人：康孟详和康巨，3位印
度人：竺佛朔、竺大力和昙果。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位中原人士、安世高的弟子严佛调，严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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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淮人，他是当时在洛阳的出家僧人，这是不容易的，在当时的华夏地域，能剃发易服出家为僧的
犹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同翻译出《法镜经》，当时由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
受，译出的经文无论在佛理的表达还是词语的音译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翻译水平。所以当时
译经沙门中传颂说，王子安世高、骑都尉安玄与严佛调三人传译的佛经，是别人无法超越的。这个严
佛调当时还撰写了《十慧》，流传于世。安世高对他的这个弟子严佛调非常欣赏，认为由严佛调合作
翻译出来的佛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    当然，跟安玄同时在洛阳活动的这些印度、康居、大月氏
等地的高僧们，他们也相互合作，译出了很多经典。如支曜译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康巨译《问地
狱事经》，康孟详与竺大力译出《中本起》及《修行本起》。    到三国时期，有两位来自安息国的沙
门安法贤和昙帝。安法贤。三国时期僧人，据《开元录》卷1载，他本为西域人，魏时来汉地，译出
《昙摩迦经》(为《华严经·入法界品》的部分初译)、《大般涅椠经》的一部分。昙帝(Dharmasatya)
，三国时期安息国僧人，据《高僧传》卷1载，其人善律学，魏正元年(254—255)中来洛阳，译出《昙
无德羯磨》。    P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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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僧东来》

后记

这本书是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汉唐时期来华西域胡僧研究”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该课题是希
望在考察各类来华西域胡僧的基础上，就西域胡僧与佛教发展的关系作出探索。本书只是对来自西域
国家的传教僧人的基本状况作了归类和简单介绍，但是，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我们对汉唐之际来华传
教胡僧的概貌有一个具体形象的了解。    为了这个课题，近两年一直在学习、积累资料。由于僧史文
献的杂乱和记载方面的神性思维，要将之非常合适地作出解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基本
想法是，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好几千年岁月里，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从上层建筑到烦琐世俗
，甚至在卑微的生活中，神性思维都如影随形。现代生活不需要过多的神性思维，事实上过去的历史
也证明了，过头的神性思维不但束缚了个体的自由，而且在很多方面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阻力
甚至破坏。然而，那些曾经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生存时段中发挥过作用的神性思维及其结果，大量地保
留在古代的各类文献之中。要研究古代史或宗教史，就无法避开它们。这些西域胡僧在传教的过程中
，自觉不自觉地制造了很多具有魔幻色彩的神异事迹，如何解读这些故事或者说编出来的传奇，我在
这本书中作了一些尝试。    生活清苦、衣衫褴褛地在黄沙弥漫的古道上一步一步前行的西域僧人们，
面临着柔弱的人之肉身根本上不堪抵抗的风雨雪雹、高山冰河、盗贼劫匪及狼虫虎豹的威胁。有的僧
人在这样的路途上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目的就是到东方大国传播佛教，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近乎
无坚不摧的金刚身躯。于是皮肤黝黑干枯的他们，向人们诉说着如何腾云驾雾日行千里躲避权势者追
捕的神奇经历，描述如何听懂了路途上飞过的大雁叽叽喳喳的语言，如何掉到了冰冷的河水中又如何
被龙王请去做客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濒临死亡时得到了菩萨的救助。    用现代工具武装起来的人们尽可
以嘲笑这些似乎荒唐的说法，然而正是这些荒唐的说法，支撑着我们的祖先顽强地生存下来，支持着
那些勇敢的先哲们为传播思想而不惜生死。读到刘放桐先生的一句话：“把人类历史视为上帝救世的
过程，实际上表明人作为弱小的有缺陷的存在物的这样一种需要和自觉：只有通达于作为人和世界造
物主并因而眷顾着人和万物的绝对价值，人才能超越自身攀升到完满的永恒的境界，获得价值和意义
。”我想把这句话献给那些用美妙的神奇传说支撑柔弱的“肉身”传道的西域贤者们，在艰辛、乏味
、残酷的冷兵器时代，开阔的思想和温暖的神话给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自信和愉悦，我们才一代代地
变得越来越趋向那温暖、阳光的人，而免于沉沦为本能食利的动物。    作为一个部头近乎巨大的学术
杂志的编辑，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无休无止的错别字纠正的工作中，颇有筋疲力尽的感觉。人生的时
间是个固定总量，在这儿花费多了，在那儿就会减少，所以总是挤占家庭的时间，用来研究和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讲究的做法，所以要感谢我的妻子晏宗杰的辛苦。    2500多年前的灵山法会上，大
梵天贡献金婆罗花，释迦牟尼佛不发一语而拈花示众，诸菩萨弟子皆默然而立，唯有大迦叶心会佛意
，破颜微笑。自此，以心心相印为特征的“实相无相，不立文字”的禅法就流传于世间。    面对这个
日益宽容、开放、多元的全球化世界，面对一花一草，我们何不放下一切该放下的，温暖一切该温暖
的，心心相印，破颜一笑呢？    2012年4月9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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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僧东来》

编辑推荐

《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由尚永琪著，介绍了古代中印两国佛教交流史。当
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
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
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
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
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
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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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僧东来》

精彩短评

1、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西域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该书详细介
绍了自汉代以来，由西域往来内地的高僧大德如何将佛经传入中原，其中的各种传奇，是今人无法想
象的。而这些僧人的到来，也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把这种外来文化中国化，并使之发扬光大。书中
引用了很多《高僧传》的内容，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2、翻文翻半个月不如看这一本书知道得多⋯⋯
3、很系统的梳理，极个别地方内容有重复
4、胡无人 汉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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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僧东来》

章节试读

1、《胡僧东来》的笔记-第179页

        文献中能记载的外来僧人数量毕竟有限，况且在当时的僧人管理制度下，那些没有进入官方管理
的寺院之中的外来僧人，其社会地位其实是比较低的。如《宋高僧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位“天竺亡
名”僧，其人未详何印度 人也。相貌恶陋，缠乾陀色缦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于长安。王公贵
戚之家斋僧，此僧往往不请自来，因为当时斋僧请僧人的规矩是“僧必历寺，连名请至”，所以没寺
院可属的僧人往往不受重视，甚至还会被歧视。
出自《宋高僧传》卷19《唐西域亡名》

2、《胡僧东来》的笔记-第174页

        但是，释极量刚刚将《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翻译完毕，中印度国王派
出追捕他的使者就到了广州。原来中印度国王为释极量“擅出经本”而大怒，派人来追捕他回国，不
得已，释极量泛舶西归，至于回去后有何遭遇则不得而知。
恩，估计直接追捕的原因不是擅出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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