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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茄苳旌忠廟       第三十二首籤詩故事：唐三藏 (唐僧玄奘取經)

問君此去路如何       十萬八千不是多       取得真經見我佛       即空即色念彌陀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世人皆知的。千餘年來，有多少人出家為們尼，或在家吃

齋念佛為居士，真是難以統計，但唐朝，中國出了這麼一個和尚，姓陳，法號玄奘，俗稱

唐僧，生於洛州緱氏，小說《西遊記》中的唐僧就是以他為原型。唐僧取經歷經九九八十

一難，事實上何止八十一難，他既沒有孫悟空護送，又沒有白龍馬備騎。

       玄奘自幼愛好佛學，13歲出家當了和尚。他勤奮刻苦，經常到各地聽高僧們講學，博涉

經論。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佛教各派說法不一，佛經翻譯也有許多訛謬，難得定論。為

了探求佛教的真諦，玄奘決定親自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天竺求法。　　

   公元629年，玄奘隻身一人離開長安，從涼州出玉門關，途經西域16國，歷盡千辛萬

苦，冒著生命危險，以驚人的毅力，行程5萬里，用了4年時間，到達了北天竺摩揭陀國的

那爛陀寺。玄奘在天竺期間，主要在當時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向戒賢法師學習，並

代戒賢法師為眾僧講經說法。他遍遊天竺訪問名僧。

有一次，一個婆羅門教徒寫了四十條經文，掛在那爛陀寺門口，高傲地說：“如果有人

能破我一條，我情願把頭砍下來認輸。”幾天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敢和他辯論。戒日王請

求玄奘出來駁斥那個異方教徒。玄奘叫人把掛在門口的四十條經文取下，逐條加以駁斥。

那個婆羅門教徒不得不低頭認輸，請求按約執行。玄奘以“和尚戒殺生”為由，收他做了

侍從，不久又讓他回去了。　　

   公元642年，天竺戒日王在曲女城設大法會，請玄奘講經說法。參加這次盛會的有天竺

18國的國王和各派僧侶六七千人。玄奘的講述博得了與會者的一致稱讚。戒日王又請玄奘

舉行無遮大會，會上，玄奘把自己所著的佛學著作按古天竺的習慣掛在門口，徵求質疑。

此會舉行了18天，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問難。各派僧侶一致推崇玄奘學識淵博，大乘和

小乘僧人稱他為“大乘天”。此時，唐高僧玄奘的名字響遍天竺，成為印度人們心目中的

聖人。　　

   公元643年，玄奘自天竺帶回梵本佛經657部和舍利佛像等動身回國，公元645年正月回

到長安。專門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共譯出佛經75部，1335部。這些佛經後來在印度大多

失傳，中譯本成為後人研究古代印度文學、科學的重要文獻。　　

       玄奘回國後，受到太宗的接見，太宗命他撰寫《西域記》。這部很有價值的世界名著

共分十二卷，記載了玄奘十七年西遊行跡，敘述了他所遊歷過的110個國家的見聞和28個國

家的傳聞，它是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等地古代歷史地理和考

古方面的重要資料。這部書文筆優美，嚴謹流暢，讀後猶如身臨其境。曾被翻譯為英、

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公元664年，玄奘死於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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