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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记》

内容概要

《玄奘西行记(章回版)》以历史为依据，从人物的本来性格和经历出发，艺术地再现了一代宗师艰苦
卓绝的求法历程，用平实的笔法，再现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旅行家、哲学家不平凡的一生。随玄奘
的行踪，读者可以看到从唐到西域再到印度的一幅长长的画卷。一百多个国家的风物民情，无数个鲜
活的人物，佛学文化的甘泉对人心的浸润，都被玄奘这五万里的行程串联起来，成为一挂凝重而美丽
的佛珠，我们现在就把这挂佛珠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Page 2



《玄奘西行记》

作者简介

玄奘（600年一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名棉，出生
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佛教法相宗创始人。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唯识宗
的创始者之一。
    幼年因家境贫困，随兄长捷法师住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三岁入选为僧。其后游历各地，参访
名师，研究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
舍论等。因感诸家各擅一宗，说法不一，故欲取得总赅三乘的瑜伽师地论来解决疑难而决心西行求法
。
    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年仅27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
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
达了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
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
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
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
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
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
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西游记
》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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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记》

书籍目录

第一回 唐僧离奇出世 玄奘平凡降生第二回 逢乱世父母早丧 说佛祖玄奘出家第三回 越秦岭成都受戒 渡
三峡荆州讲学第四回 赵州桥师徒痛别 大觉寺萌意西行第五回 领诏辞就庄严寺 占签偷渡玉门关第六回 
闯五烽吉人相助 过大碛瘦马显灵第七回 遇笃徒高昌受阻 收御弟文泰助行第八回 舍阳根弟留清白 鞭龙
马王失安宁第九回 急辩木叉显胆识 勇越凌山折人马第十回 热海忽见统叶护 西域惊逢故国人第十一回 
渡沙碛摩咄梦龙缠 过康国沙弥遭火灼第十二回 出铁门山路崎岖逢 国变行旅阻梗第十三回 游缚国玄奘
礼圣迹 图珍宝可汗殒性命第十四回 雪山迷路幸遇猎人 佛寺争留身寄汉寺第十五回 迦腻建塔镇龙王 玄
奘印像得菩提第十六回 深涧真情感强盗 洞府诚心动佛影第十七回 先圣遗踪沿途细说 储君痛史剪烛闲
谈第十八回 过铁桥忠马救手力 见贤王玄奘受礼遇第十九回 大丛林遇贼脱险 磔迦国化盗为良第二十回 
仙人一怒留曲女 弟兄合力铸大乘第二十一回 遇强盗天助玄奘 说提婆言服寺僧第二十二回 孤独园感念
善者 四门事静思释迦第二十三回 顶礼释迦寂灭处 膜拜国王施鹿林第二十四回 小寺得藏经喜出望外 伽
耶观菩提百感交集第二十五回 戒贤开讲瑜伽论 玄奘走访竹林园第二十六回 海客笑谈狮子国 玄奘折服
婆罗门第二十七回 遇挑战义服外道 逢盛会智占魁首第二十八回 谢戒日泪别天竺 携佛宝荣归帝都第二
十九回 弘福寺玄奘开译场 玉华宫太宗览佛经第三十回 创唯识呕心沥血 弘佛法鞠躬尽瘁附录玄奘年谱

Page 4



《玄奘西行记》

精彩短评

1、从历史的角度更正了西游记中的一些事实，感觉章回版还挺有意思。
2、文学作品所描述的玄奘，除了具备非常人所能及的悲天悯人、菩萨心肠之外，确实找不到其他令
人欣赏的特质。而他的好心肠却又迂腐木讷、善恶不分，宛若是个同乎流俗的乡愿、偏怜愚弱的家长
，难怪悟空不服，颇有微辞。连郭沫若都曾做诗戏云：“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西
游记》中的玄奘，形象即不高大，亦不伟岸，若将其置于现实生活中，大抵是无法生存的。故被神化
的玄奘一直得不到我的青睐，他仅仅是权高无能的代表。买此书，亦是有前因的，《百家讲坛》曾有
专家讲述历史记载的玄奘西行，其人其事，与文学作品大相庭径，但因错过了听讲，所以心中一直有
憾，越想了解有血人肉的真实玄奘，以及西在取经的真实经历。看介绍说，本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于是带着十分的期盼来阅读。真实的玄奘是什么样子的呢？书中说，把《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优点
集合起来，再把他们“神”的一面除掉，那就是真实的玄奘。的确，能通天彻地、七十二般变化的孙
悟空是不存在的，有点小聪明的猪八戒是不存在，忠心耿耿誓死护师的沙僧也不是存在的，西行之路
的真正英难只有玄奘法师，他孤身涉险，几度生死，西行五万里征途，历尽万难千苦，舍身求法，终
成后世景仰的伟人。玄奘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以凡人之躯，却以无比坚忍的意志，孜孜不倦地追求真
理，历经19年的麿难，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西行取经，这是一个艰难卓绝的过程，要有过人的意志
与胆量，才可能开始并坚持完成这一使命。玄奘对于前方的万险千难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却“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克服自身意志的障碍，这最重要也是最不易战胜的困难，其次
才是克服客观存在的艰难险阻。玄奘能克服自己的心魔，与其身世经历、以及对佛法极高的悟性有关
。唐贞观年，天下太平，世人对佛法崇信至极，玄奘及二哥深受父母影响，二哥很小就出家当了沙弥
，凭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及聪明才智，很快在佛学界小有名气。二哥对玄奘的影响极大，十多岁时一场
巨大的家庭变故，使玄奘出了家，达成他多年的愿意，从此也改了他的一生。艰苦的寺院生活并没有
压垮这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孩子，相反，他表现出对佛法无比的兴趣和极强的领悟能力，他夜以继日地
研习佛经。几年的青灯黄卷，未能挡住玄奘瞭望外面世界的目光，他与二哥辞别师友，夹杂在逃难人
群来到长安。可动荡的时局使他们在长安只能虚度时光，于是，他们又逃到蜀地受业。“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这一段经历为玄奘后来的西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二十一岁的玄奘受具足戒，他饱览
经论，过目不忘，学习更加刻苦，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成都之外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深造，玄奘独
自离开富庶安逸的成都，开始了游历讲学求学的生活，并辗转回到长安。此时，一个来自天竺的僧人
向玄奘介绍了他曾经就学的那烂陀寺，这一切让玄奘心驰神往，再加上这几年对时局、对佛学的深度
思考，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朝圣那烂陀的决心！此时的玄奘，早已名冠中国佛教，但为了求得真经，弘
扬佛法，他毅然西行，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任何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他的脚步。贞观元年，玄奘结侣
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由于是
非法“偷渡”，独闯玉门关的戈壁之行，着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九死一生。出关之后，穿越黄沙漠漠
，遇山过山、遇险闯险，几经摔死、饿死、渴死、被杀死，每一次，他凭借坚强的意志、拼命的精神
，闯过一道道鬼门关，逢凶化吉，还不忘宣扬佛法，化盗为良。一路上，玄奘还常遭遇到异教徒的挑
衅，终因拼死辩难，凭其博大精深的学识、独特深刻的见解，使众人折服，终于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
危难，抵达那烂陀寺。之后，玄奘四处讲学、遍历东、南印度，博学各宗各派的经论，并创立了自己
的佛学理论。无遮大法会上，玄奘十八天讲学雄辩，竟无一人敢于挑战，一时间，玄奘蜚名中外，受
到全印度佛学界的无上尊崇。尔后，玄奘带着大量佛学经典与若干佛像返国，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
，玄奘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进行艰苦卓绝的译经工作，还辩机写成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流
传千古。玄奘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历经麿难的。他不顾惜生命、不惧怕艰险，执着追求佛学真理，
这种舍命求法的精神，早已融入华夏民族五千年的精神文化中，为世人一代一代所颂扬。他所代表的
是一种无畏的行者精神，在与死神、与胆怯的搏斗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勇敢、无畏、智慧、
3、读了，感觉一般，起码没有想象的好吧。还有就是装订的缺页，不过跟客服联系解决了这个问题
4、拿到了书要开始看了，不错！
5、书的质量不错，还没来得及看，不知内容如何。
6、当当打折力度还是挺大的送货很快非常满意哦
7、玄奘西行的文章比较多,但我喜欢章回版,真的很值得看.本书用现代语言表述,容易看懂,没有语言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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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记》

8、今天书拿到了，感觉一般拉，里面还有破损，不知是打折理由原因啊
9、看介绍还挺不错的，有兴趣一读。
10、很简单的休闲传记，在火车上看完的。
11、有一定的可读性，但因为是全白话文，又有些作者自己的发挥，对于我来讲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
本。真是记录稀有过程的书
12、很多印度风土人情
13、这是我的语言学老师推荐的，非常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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