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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生平事蹟玄奘的生平事蹟玄奘的生平事蹟玄奘的生平事蹟和和和和取經路線取經路線取經路線取經路線 

 

公元 600 年，玄奘出生在河南洛陽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原名

陳褘。玄奘 5 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10 歲的時候，父親

去世，10 歲的陳褘被僧人哥哥帶入白馬寺（白馬寺：中國最

早的寺院）。 

公元 612 年，在一次全國性考試來選擇 27 名剃度的僧人中，

陳褘從數百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成為了當年 27 名僧人中年

齡最小的一位，法號─玄奘。 

玄奘剃度時年僅 13 歲。 在佛學中，最高榮譽就是「三藏法

師」，這名稱是指遍通經律論的學者。玄奘獲得「三藏法師」的稱號那一年，年僅 24

歲。 

公元 626 年冬，玄奘向當時唐政府申請出國留學，唐太宗並沒有理會一次次的請求。

公元 627 年秋，27 歲的玄奘混入逃難的災民中偷渡出關，從這一天開始，他踏上了一

條充滿未知數的取經之路。 

取經之路艱辛又危險。有一次，他為躲避追捕，迷路在戈壁沙漠中。顯然這是一件非

常可怕的事情，更不幸的是，他的最後一個水囊也被打翻。茫茫戈壁中，玄奘四天五

夜滴水未盡，奄奄一息。於是，這位虔誠的佛教徒躺在沙漠中默念觀音。對於玄奘而

言，觀音只是他保持生命的精神支柱，真正幫助他走出困境的是匹棗紅色的瘦馬。這

是一匹具有豐富旅行經驗的老馬，它把玄奘帶到了一口泉水旁邊，走出戈壁。 

後來，玄奘來到今天的哈密境內高昌國，高昌王鞠文泰與玄奘結拜，此時他的身份不

再是一個偷渡出境的和尚，而是高昌王的御弟。高昌王與玄奘的結拜，他希望用盛情

把眼前這位博學的僧人留在自己的身邊，但玄奘不想，又無力與反抗。於是，玄奘以



絕食抗爭，以表他西行的決心。到了第 4 天，玄奘已經非常虛弱了，鞠文泰只好同意

放玄奘走，而且提供了難以想像的豐厚物資。 

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經團隊，總數達到了 30 人。實際上這個團隊只是一個臨時組

合，因隨後的一場大雪崩和高原反應奪去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只有兩個弟子和玄奘僥

倖存活。 公元 630 年夏，玄奘穿越了中原無數小國，終於踏上印度國土，就是他取得

真經的西天—印度的那爛陀寺。 

玄奘到達那爛陀寺的時候是公元 630 年，這是他

離開長安的第五年，那爛陀寺故址在今印度比哈

爾邦巴特那縣的巴爾貢村。當時，那爛陀寺是印

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世界佛教中心，「僧徒主客常

有萬人」。公元 5 世紀，笈多國王在這裡興建了佛

教學院，不僅教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經文，

還教授婆羅門教、吠陀文獻、哲學、天文學等科

目。玄奘到來的時候，正是那爛陀寺藏書最豐富

的時期，玄奘在這裡閱讀，通曉了各類經論。但

他仍不滿足，曾離開那爛陀寺，在印度諸國雲遊

六年，最後又回到寺裏，成為客座教授，為全寺

僧眾宣講《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等經典。 

據說當時有一婆羅門教徒自恃才學過人，竟然向

那爛陀寺叫板，宣稱寺中無人能駁倒他的觀點。為了維護那爛陀寺的佛學地位，玄奘

挺身而出，與那個婆羅門辯論。不過半晌，婆羅門徒就低頭認輸。圍觀的天竺人看到

矮鼻子、小眼睛的中國和尚能講一口流利的梵語，一下子就敬佩了三分。到了玄奘隨

口旁徵博引時，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玄奘從此名聲大震。公元 642 年的曲女城佛教

辯論會為玄奘帶來了更大榮譽，但他謝絕了各國的邀請，毅然攜帶著 675部佛經起程

回中國。 

玄奘歸來一共帶回佛舍利 150粒、佛像 7尊、經論 657部，並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

作。玄奘及其弟子翻譯出典 75部（1335卷），譯典著作有《大般若經》《心經》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述他西遊親身經歷的 110 個國家及傳聞的 28個國家的山川、

地邑、物產、習俗等。《西遊記》即以玄奘取經事蹟為原型。 

 

玄奘被世界人民譽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其愛國及護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貢

獻，被中國著名近代作家魯迅譽為「中華民族的脊樑」，世界和平使者。他不畏生死

的精神，西行取佛經，體現了大乘佛法菩薩，渡化眾生的真實事蹟。他的足跡遍佈印

度，影響遠至日本、韓國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與精神如今已是中國、亞洲乃至世

界人民的共同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