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玄奘西游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玄奘西游记>>

13位ISBN编号：9787806789957

10位ISBN编号：7806789952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钱文忠

页数：3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玄奘西游记>>

前言

我谨将在《百家讲坛》上为大家讲述的三十六集《玄奘西游记》，以书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我的心情是喜悦和惶恐交加。
节目讲完了，书也出版了，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恭候大家的批评和指教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百家讲坛》实在可以说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2006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百家讲坛》执行主编王咏琴女士的电话。
她语气优雅，问我是否可以到《百家讲坛》讲一次，题目是否可以和《西游记》有关。
我和王咏琴女士素不相识，接到这个电话确实有点意外。
虽然我平时很少看电视读报纸，也基本不上网，但是，对《百家讲坛》的盛况，对主讲人阎崇年、易
中天、王立群、于丹等先生的大名以及著作，却总还是知道的；他们的著作，有的还购藏拜读过。
不过，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也会登上《百家讲坛》，成为又一名主讲人。
我并没有问王咏琴女士，她是怎么会找到我的。
11月间，我略微做了一些准备，利用一次赴京探友的机会，来到国宏宾馆参加试讲拍摄。
结束后就返回上海，并没有过多地在意结果。
很快，我又接到王咏琴女士的电话，希望我再次赴京，具体商量拍摄事宜。
这多少让我有点惊讶，但还是没有多问什么，遵嘱赶到北京，蒙《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先生、总策
划解如光先生接谈，从此开始了我和《百家讲坛》的这一份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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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奘西游记》系百家讲坛邀请的首位上海青年学者担纲讲授的长度为三十六讲的一档电视讲座节目
，先将其内容集结成册出版。
    本书讲述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唐代著名学者、翻译家玄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渡过流沙，
越过葱岭，跋涉千山万水，去到印度。
历经十七寒暑，走遍印度各国，为交流学术、增进学养及留学归来后首徒讲学、主持译述等相关事迹
。
本书从一个学者的口中，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详细讲述了这个出使西域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旅程
的原貌，以玄奘西行旅途为主线，通过各种故事串讲，介绍唐代中外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同时，作者鉴于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广泛影响，作了文学和史学的对应观照，借此增进读者的
相关知识。
    此次成书，在保留该电视节目整体内容的基础上，又根据作者的提纲增添了未有机会展现在电视上
的内容，使全书内容更为全面精准，同时文字上也有更多润色。
    《玄奘西游记》系百家讲坛邀请首位上海青年学者担纲讲授的长度为36讲的节目，所讲的内容，正
是普通百姓早已熟知的《西游记》故事的历史原型，但这个西行印度求法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
旅程的原貌到底如何，他一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和《西游记》中所描述
的场景有何异同等问题，《玄奘西游记》都能为读者一一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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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文忠，1966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无锡。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
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
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著名
佛教学家L. Schmithausen 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 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1990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
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
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
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
》、《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
、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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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星云  一步的慈悲钱文忠  玄奘与时代精神前言第一讲　玄奘身世第二讲　皈依佛门第三讲　求学之路
第四讲　潜往边关第五讲　偷渡国境第六讲　边关被擒第七讲　险象环生第八讲　身临绝境第九讲　
被困高昌第十讲　异国传奇第十一讲　龟兹辩经第十二讲　一波三折第十三讲　化敌为友第十四讲　
走进印度第十五讲　佛影谜踪第十六讲　巴国奇闻第十七讲　真假女国第十八讲　在劫难逃第十九讲
　绝处逢生第二十讲　佛陀故乡第二十一讲　情怯圣境第二十二讲　求学奇缘第二十三讲　雁塔传奇
第二十四讲　何去何从第二十五讲　宗派之争第二十六讲　论战因缘第二十七讲　双雄斗法第二十八
讲　生死决战第二十九讲　危机重重第三十讲　东归轶事第三十一讲　游子还乡第三十二讲　会见太
宗第三十三讲　魂系真经第三十四讲　弥勒真相第三十五讲　晚年风波第三十六讲　法师圆寂附录一
：    《旧唐书·玄奘传》    《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附录二：    玄奘法师年表附录三：    季羡林弟子
钱文忠：守师门安身立命  缪克构    “读书应该是天地义的”  陈美寿    “及门弟子”钱文忠揭秘季羡
林  干琛艳参考书目初版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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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玄奘身世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对玄奘身世的描写充满了传奇色彩：玄奘的父亲经历了金榜
题名、洞房花烛的喜悦，又遭遇了月黑风高、抛尸江底的惨剧，使玄奘尚未出生就开始经受磨难。
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有着怎样的身世呢？
小说中的描写是凭空杜撰，还是有所依据？
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他敢于跋涉往返十七年，远去西天取经？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但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三个徒弟不同的是，
唐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唐朝时一个伟大的僧人，俗名陈袆，号称玄奘法师，又称唐僧。
他曾跋涉十多万里，历时十七年，远赴印度取经，并著有《大唐西域记》，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
位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学家。
按照历史记载，在一千四百年前的唐朝，玄奘孤身一人远行万里，翻过雪山，穿过沙漠，到了遥远的
印度，九死一生，说他是伟大的旅行家那是毫无疑问的。
说他是伟大的翻译家呢，那就更没有争议，因为他一个人翻译或者主持翻译的佛典达到了一千三百余
卷，而且翻译佛典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他是将其从梵文：现在公认最复杂、最困难的一种语
言：翻译成中文，由金陵刻经处（今南京市内）汇集出版的玄奘译著全集多达四百册，那就远远不是
著作等身，而是超身了。
同时玄奘还做过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按照记载，他不仅把佛典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还把老子的《道德
经》和一部中国僧人用汉语撰写的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翻译成梵文。
很可惜，这两部译著我们现在无缘得见，但是有记载表明玄奘曾翻译过。
说他是伟大的佛学家，那也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他创立了法相唯识宗，是开宗立派的一位佛学大师，
更不必说他从遥远的印度，当时佛教的中心，带回了很多新的佛教理论、佛教思想。
但是很少有人称玄奘为伟大的文学家。
且不论他是不是伟大的文学家，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没有玄奘，没有玄奘西行的激发，我们今
天所拥有的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中，肯定不会有《西游记》。
所以即使我们不能说玄奘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影响的人物
。
也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对玄奘有着极高的评价。
杰出帝王唐太宗曾经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并形容他为“只千古而无对”，也就是说
千古无双，像他这样的人物千年只有这么一个。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重要的文章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
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从古以来”的这些人中，毫无疑问包括玄奘在内。
在国际上，对玄奘的评价同样也是非常崇高的。
有些学者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账，是怎么算、怎么估量都不会过分的；有些学者更明确表示，如果
没有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明代的马欢，印度的历史是无法重建的。
因为印度这个民族的文化与我们的汉民族、汉文化不太一样，他的历史观念和时间观念都和我们有很
大的区别。
玄奘俗名陈袆，又称唐僧，他跋涉十多万里，历时十七年，远赴印度取经，并著有《大唐西域记》。
玄奘的西行之路，被现代人认为是一条由信念、坚韧和智慧浇铸而成的求知之路，是一个民族胸襟开
放、海纳百川的真实写照。
享有如此赞誉的玄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要讲述他的身世，不妨将脍炙人口的小说《西游记》和大量关于玄奘的历
史记载结合起来，一起神游千年之前，万里之外，追随他的西游历程。
在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也好、猪八戒也好、沙和尚也好，连唐僧骑的这匹白龙马，来历都交待
得非常清楚，唯独这个表面上的主要人物，这个旅行团或说取经团的团长玄奘，他的身世和出身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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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交待。
直到《西游记》第十一回，讲到有三个大臣奉唐太宗之命，在全国挑选一名有德行的高僧担任当时中
土的佛教统领，最终选定了玄奘，此时《西游记》中才非常突兀地出现一段话：转托尘凡苦受磨，降
生世俗遭罗网。
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
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
作为诗歌来讲这不是一首很高明的诗，但是它传达了几点关于玄奘身世的信息。
第一，玄奘多灾多难，从降生开始就蒙难逢凶，历经磨难，遭受了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苦难。
第二，玄奘的父亲是海州陈状元，而他的外公总管朝政，是相当于丞相一级的人物。
《西游记》只在第十一回，才出现这么一段关于玄奘身世的非常突兀的话。
读者诸君也许会以为，自己看书不仔细，漏了前因，再翻回到前页，欲查明因果，但又遍查不着，因
为书中原本就没有交待。
而只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里，在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和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之间，非常独特地插进了一个附录。
这是当时整理此书的几位学者别具匠心的安排，因为他们发现，在《西游记》里对玄奘的身世和家世
都没有交待，而突然在第十一回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令人无法理解，所以就把另外一个版本西游取经
小说中的一大段内容插进来作为附录。
这个附录也有一个标题，叫“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
标题中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陈光蕊，一个是名叫“江流”的僧人。
这个附录恰恰是非常完整地记述了玄奘的父母、玄奘的出身和他所遭受的磨难，以及他报仇的整个历
程。
毫无疑问这是民间传说，与历史的真实记载有一定差距，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发端，再结合历史记载，
来了解玄奘的身世。
这个附录中提到，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魏徵提议张榜招贤，遍求天下贤才，辅佐
他创建大唐的基业。
招贤的消息传到海州，海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名叫陈萼，字光蕊，就是玄奘的生身父亲
。
海州这位陈先生看到了唐太宗招贤的榜文，回家以后就对他的母亲说，儿是读书人，想去应考，如果
侥幸考中了，可以光大门楣，封妻荫子。
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非常典型的一种信念，出身书香门第的陈母当然非常支持儿子的远大理想，于是
陈光蕊就赶到长安参加了这次考试。
按照传统民间传说的套路，不难想见，第一，陈光蕊百分之百地考中了；第二，他一定是中的状元，
一定由唐太宗御笔钦点，这就有了第十一回所谓“海州陈状元”。
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依礼节他们要骑着高头大马，
披红挂绿游街，接受众人的祝贺。
海州陈状元，也就是玄奘的生身父亲，便照例骑着高头大马，在乐队的伴奏之下游街。
当时他还是未婚之人，年轻才俊，这一游，就游出一段美好的姻缘来。
一般来说，陈状元这一路不会无目的地乱游，他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当朝丞相殷开山的相府楼下。
殷丞相家有小姐，名叫温娇，据《西游记》里讲，生得“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
”，真所谓“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这位小姐还有个小名叫“满堂娇”，也就是济济一堂的人就属她娇美。
倘若这位小姐如平素一般身处深宅大院，陈状元再怎么遛马游街也见她不着。
但那天恰好这位殷小姐在抛绣球招亲，而状元游街的消息，身为当朝丞相的父亲想必已经通知了小姐
，因此当日温娇小姐正站在彩楼上等着状元郎骑马到来。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父亲是品貌非常端正的一个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他“形长
八尺，美眉明目”。
如果按三尺为一米推算，玄奘的父亲几乎要达到两米六七，比现在的篮球运动员还要高，当然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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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因为古代尺的长度与现在的不同，但是个子高大是一定的。
见到这样俊美的状元郎，殷小姐当然内心窃喜，就瞄准陈光蕊把绣球抛了下去，陈光蕊抬头一见是殷
小姐，这桩姻缘便成了。
接着就从相府楼上下来几十个丫鬟，拉住陈光蕊的马头，将他连人带马牵到府里去，当即拜堂成婚。
洞房花烛夜，新科状元娶了丞相之女，成就一段完美的传说。
到此为止，与玄奘身世相关的信息已经出现了四个：第一，玄奘出生的年份，有说为贞观十三年，即
玄奘父母成婚之年；第二，玄奘有个奶奶，即陈光蕊之母，姓张；第三，玄奘的外公是当朝殷丞相；
第四，玄奘的母亲叫殷温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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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玄奘西游记》出版至今已经一年多了。
我在这里要对读者朋友的厚爱表示深深的感谢。
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说明，我们在生命的精神世界里拥有了互动和交流。
起码，对我来讲，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呈现在朋友们眼前的这部一卷本，和此前的两卷本相比，增加了玄奘大师的年表、权威性的传记。
书后所附的几篇采访，都是在《玄奘西游记》出版前后进行的，可以反映出我的一些感想和思考。
在这里，我要感谢采访我的记者朋友，以及刊发这些稿件的报纸杂志。
我也要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朋友，特别是沈佳茹小姐和杨英姿小姐，为新版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
2008年，《玄奘西游记》台湾版也由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
7月4日，我有幸奉星云大师之命，随侍参加赴台首航。
我参谒了佛光山在高雄的总本山，也观礼了多个佛光道场。
更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星云大师慈悲俯允，为《玄奘西游记》撰写了长序。
这真是一段殊胜的因缘。
星云大师是举世闻名的佛光山的开山宗长，当代佛教的教育家、大专家，“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和力
行者，随着大师的弘法足迹，佛光山的二百多家辉煌的道场遍布亚、欧、美、非。
我想，与鉴真大师同乡的星云大师，难道不正是玄奘的现代化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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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玄奘是代表中国人民精神的。
这种精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正确的目的，百折不挠。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玄奘身上体现得充分。
　　——季羡林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
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
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王元化值此时代，充满试炼但仍有光明希望、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我们阅读《玄奘西游记
》，必定能得到许多重要收获。
　　——星云大师文忠一定能在季羡林先生的培育下，领军于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
　　——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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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全新奉献典藏版《玄奘西游记》。
星云大师为典藏版亲自题写书名并作长序《一步的慈悲》。
钱文忠教授新撰《玄奘与时代精神》，并增补《玄奘法师年表》等重要史料文献及珍贵历史图片。
他用脚走出胸中的世界，佛法的慈悲；他的意志，就是他的信仰，他的真实；千百年前东方最伟大的
旅行家、翻译家与求道人的启蒙之旅；季羡林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英年歧嶷，苦读不倦；提示
一代高僧千古之时代精神的伟大意义；亘古信仰，慈悲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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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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