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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恒河之畔到渭水之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
界文化名人录》里，中国只有两位入
榜，一位是玄奘，一位是孔子。陕西
最近有7处文化遗产点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其

中两处就和玄奘有关，一处是大雁
塔，一处是兴教寺塔，这都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骄傲，也足以说明玄奘法师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始建于公元648年的大慈恩寺，
就是玄奘法师当年翻译佛经的地方。

1000多年前，唐代高僧玄奘到
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
国，在西安传经。作为国内为数不多
依然保存着玄奘文化遗迹的古寺，大
慈恩寺见证了中印绵延千年的文化交
流。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大慈恩寺
方丈增勤法师告诉记者：“648 年，
唐太宗李世民恭请玄奘法师入驻大慈
恩寺，译经弘法长达11年。玄奘法
师是从长安到西域印度求法。佛教缘
于印度，盛于中国。当时中国佛教的
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他到印度求法的
过程是完善中国佛法的过程，佛教从
印度传入中国，在长安完成了佛教中
国化，对整个世界佛教的发展产生了
极其重要的影响。”

增勤法师说，在去往西域的路
上，玄奘法师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
播到了中亚一代。“玄奘法师西行求
法，历尽艰辛，不单是单纯地学习佛
法，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到了中亚一带，影响是很深远的。”

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是为了保
存玄奘法师由印度带回长安的经卷和
佛像而修建。大雁塔是在印度佛塔的
基础上，融合了中国建筑特点而建成
的佛塔。

增勤法师说：“当时印度还没有
造纸术，没有纸张，所有经文都写在
贝叶上，玄奘法师带回经文，现在留
下来的就是8片贝叶经，这是在中国
保存最早的。它们见证玄奘法师求法
的过程，同时也是缅怀玄奘法师的信
物。”

2007 年，中印文化交流项目

——玄奘纪念堂在印度比哈尔邦的那
烂陀竣工。增勤法师也参与并见证了
玄奘纪念堂的建设。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大慈
恩寺接待了印度总理莫迪。

莫迪给大慈恩寺留下了热情洋溢
的题词：“印度的本质特性在于其精
神文化。高僧玄奘通过佛陀的方式将

和平、友爱和奉献精神传播给世界大
部分地区。每一个印度人都认为高僧
玄奘是一位伟大的修行者。我非常荣
幸，玄奘提到的阿难陀补罗国，也就
是今天的瓦德拉嘎，是我出生的地
方。根据玄奘的记载，那个地方在当
时已经是佛教僧人的研修中心，今天
我们已经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佛教遗
址。在玄奘的理解中，古吉拉特是狮
子的土地，我认为这真正代表了印度
的形象。印度和中国是两个精神遗产
非常丰厚的国家，能够给世界传递和
平友爱的思想。”

玄奘，法相宗创始人，历经艰辛
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
前后17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
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
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
佛经的工作。

大雁塔保存的文物中，其中最值
得一提的要数贝叶经，即刻写在贝多
罗树叶上的经卷。玄奘沿着丝绸古道
取回的657部真经均为贝叶经。现在
塔里供奉着两片长约40厘米、宽约7
厘米的贝叶经，上面刻写着密密麻麻
的梵文，据说现在全世界认识该文字
的学者不足10位，非常罕见。

中国密宗的跨国传奇

作为唐密宗的祖庭——大兴善
寺，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了，
位于今天西安城南约2.5公里的小寨
兴善寺西街。记者看到，如今的大兴
善寺已修缮一新。

据佛教历史记载，正纯密教传入
中国并形成密宗，其创始人则是著名
的“开元三大士”印度僧人善无畏、
金刚智和不空。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传入《金刚
顶经》，由不空译出，从而把密教输
入中国，形成了真言宗。

同为中国佛教密宗纪念地的西安
青龙寺，见证了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
佳话。

位于西安市东南乐游原上的青龙
寺，始建于隋而盛于唐。历史上曾有
诸多外国僧人来此求法，日本的“入
唐八家”中有6人入青龙寺学习。其
中，空海在唐期间广泛学习中国文
化、艺术、科技等知识，归国后创立
日本真言宗。

空海谥号“弘法大师”，是日本
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和博学家。在现今
的日本，“大师”一词多专指空海。
日本有句老话，“弘法夺‘大师’之
名，秀吉夺‘太阁’之名，玄奘夺
‘三藏’之名”，可见空海在日本文化
中的地位。

青龙寺遗址博物馆于 4年前建
成，负责人李玉禄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该馆坐落于青龙寺遗址园区的一
幢3层仿唐建筑“古原楼”内。陈列
有百余件从青龙寺遗址出土的建筑构
件、经像法器等实物，辅以与空海、
惠果等中日高僧相关的文献资料，通
过文物、史料的相互映证，展示中

日、中外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
公元804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

年，一艘遣唐使船在福州赤岸镇着
陆。空海正是这艘船上留学僧中的一
员。次年 2月，空海进入长安西明
寺，正式开始了求学之旅。

在入唐之前，空海刚刚得度，成
为正式的僧侣。与之前的遣唐僧不同
的是，空海入唐认定了要修习密教的
目标。此时长安城里最著名的密教修
行者，是不空的弟子惠果。惠果将从
不空处学来的金刚界法体系，与从善
无畏弟子处学来的胎藏界法体系相结
合，首创了两部融合的密教及两界曼
荼罗。所谓曼荼罗，中文译作“坛
城”，以图像的形式将佛菩萨排列起
来，借此反映密教的世界观，修行者
以曼荼罗作为观想和修持的对象。

在长安四处寻访名师之后，次年
5月，空海进入长安东南的青龙寺，
拜见了惠果。此时的惠果已经 60

岁，与空海一见面，他就认定了空海
的才能。进入惠果门下后，空海在6
月受胎藏法灌顶，7月受金刚界法灌
顶，8月受传法灌顶，入门仅仅3个
月，就成为惠果直接的传法弟子。惠
果的弟子当时超过千人，其中受了两
部大法的只有空海和义明二人，另外
胎藏法和金刚界法各还有两名弟子受
法。从入门到毕业如此迅速，只能说
是一个奇迹。4个月后，惠果就圆寂
了。

空海提前结束了在长安的学习，
回到了日本。归国后，空海进入京都
西北的高雄山修行，而后逐渐崭露头
角，后来又开创高野山，并进入东
寺，奠定了日本真言宗的基础。

延喜七年（公元907年），空海
被追谥为弘法大师。在日本各地流传
的空海传说越来越多，甚至后来的人
认为空海并未入灭，而是长久地禅定
在高野山中。空海当初在四国岛修行
走过的路线，也在民众间广泛地流行
开来，被称作“四国遍路”。巡礼者
头戴竹笠，穿着写有“南无大师遍照
金刚（空海的灌顶名）”字样的服

装，沿途翻山越岭，礼拜 88 处灵
场，与西藏盛行的转山颇为类似。

千古留芳的西域翻译巨匠

西临太水，南望秦岭山脉。草堂
寺坐北向南，高大的山门上方挂着赵
朴初先生所书“草堂寺”金字横匾。
步入院内，松柏、翠竹扶疏，浓荫遮
地，花草吐香。

中国佛教三论宗祖庭——草堂
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
场”。

在草堂寺，最吸引记者眼球的是
鸠摩罗什舍利塔。

鸠摩罗什舍利塔，俗称“八宝玉
石塔”，高 2.46 米，为灰、白、砖
青、墨黑、乳黄、淡黄、浅蓝、赭紫
八色西域贡玉雕凿，属佛教塔林里唯
一的一款天宫型制。其塔下层为须围
山，周边突起16峰，峰间有佛造像4
尊，伏狮像5组；山内为沸香海，波
涛汹涌，正中间涌起水柱，柱上托三
层云台；台上置八边形宝龛，龛南侧
浮雕龛门，正北侧题刻塔铭，正东侧
有权邦彦题诗，其它各面浮雕窗棂。
宝龛上侧置四边形屋盖，屋檐下为四
组飞天献果图案。

2001年 6月 25日，鸠摩罗什舍
利塔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鸠摩罗什，后秦僧人、佛学家、
哲学家和翻译家。父鸠摩罗炎出身天
竺望族，弃宰相之位周游列国学道，
后去龟兹，与龟兹王妹结合生罗什。
罗什自幼天资超凡，相貌出众，混
血，半岁会说话，3岁能认字，5岁
开始博览群书，7岁随母出家，每天
能背诵三万六千偈颂，初学小乘经
典。9岁随母赴罽宾（今克什米尔地
区），从槃头达多诵读
杂藏、阿含等经。

12岁时，罗什与母
返龟兹途中，在疏勒驻
留年余，修习阿毗昙及
六足论，从大乘僧人、
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
诵读《中论》《百论》
和《十二门论》，复从
佛陀耶舍授读《十诵
律》等。后佛陀耶舍一
直和他合作翻译佛经。
罗什回龟兹后，广习大
乘经论，讲经说法，成
为中观大师。时槃头达
多从罽宾到龟兹，罗什
晓以大乘宗义，使之垂
信。博读大小乘经，名
扬西域 30 多国。罗什
名声大震西域周边各
国。鸠摩罗什不仅相貌
倜傥，而且字如其人，
文笔也是潇洒清秀，堪
称一流。为争夺这位高
僧，前秦后秦发动了两
次战争。

据《出三藏记集》

载，鸠摩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
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
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
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
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
《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
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
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重点在般若
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
观派论书，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
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老
幼皆宜接受，无论是老大妈、小沙
弥，还是达官贵人，其经文几乎家家
有一本，从其译本出现，流传至今，
经历1600多年而不衰，其家喻户晓
的流行程度有目共睹，在中国译经和
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秦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鸠
摩罗什圆寂于草堂古刹（西安草堂
寺）。临终前曾嘱其弟子，应以其著
译而不以其生活行事为准绳。罗什大
师圆寂前与众僧道别时曾说：“愿凡
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
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
焚身之后，舌不燋烂。”

大师圆寂后，荼毗后舌根不烂，
舌舍利运往凉州鸠摩罗什寺（今甘肃
武威）供奉。

鸠摩罗什不仅是佛典翻译的巨
匠，他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流年
不驻渭河水，在古稀之年，他圆寂于
长安大寺。泰戈尔有句名言：“使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这句话正是鸠摩罗什一生的真实写
照。

他被称为中国佛教八宗之祖，没
有他，就没有中国大乘佛教。他是震
铄古今的超级学霸，他的成就空前绝
后。

隋唐期间，长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在长安，教佛宗派的形成和祖庭寺院的产
生，标志着“印度化佛教”完成了“中国化佛
教”的历史进程，成就了佛教在中国以长安为中
心的“第二故乡”的重要地位。

佛教成功融入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汉语系佛教八个宗
派，包括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禅
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中国佛教大乘八宗同时兴盛于隋唐盛世，大

乘八宗虽是“中国化佛教”，其根本依据不离开佛
说教法，都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经典依据。

隋唐时期形成的大乘八宗中，六个宗派的祖
庭都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区域内，只有天台宗
和禅宗在长安没有明确的祖庭，即便如此，天台
宗和禅宗在其宗派形成过程中，也与长安地区有
了不解之缘。
“祖庭”语出《礼记》：“祖于庭，葬于墓。”

本是祭奠祖宗的祖庙中庭，后用“祖庭”犹言祖
奠，即送殡前举行的祭奠。随着佛教的发展，祖

庭成为佛教宗派祖师布教传法之处。后亦指佛教
宗派形成、祖师常住、弘法归葬的寺院。

印度佛教对外传播有南传和北传之别，北传
是传播到中国，再由中国传播到日、韩等国。佛
教传入中国后，长安成为佛教弘传的锁钥之地，
宗派思想的创造，先在长安产生，也在长安聚
集，成为主导中国佛教的中枢。长安是中国佛教
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国佛教僧才凝聚、经典翻
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文化交流的五大中心。

这里不论是皇家寺院还是宗派祖庭，不论是高
僧大德还是护法名流，寺院林立，高僧云集，宗派荟
萃，思想活跃。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义净等
高僧，长期在这里从事宗教活动，翻译佛家经典，许
多佛教经典在印度早已失传，在中国却得以保存。
玄奘大师被鲁迅誉为“民族的脊梁”。

长安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沟通中西，
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成为汉传系佛教孕育
发展的摇篮，并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求法
僧从长安出发西去印度，而传法僧则从长安出发
东去日、韩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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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每次到西安，都会在第一时间里，来到大雁塔的

所在地大慈恩寺瞻仰，因为这里是中国汉传佛教法相宗的祖庭。

看到大雁塔，我也会同所有的西安人一样，想起了一个高僧

——玄奘。

2006年10月15日，数千僧人和居士聚集在大慈恩寺里的大雁

塔下，举行世界和平祈福纳祥活动。

虽然寺院里处处是人，但在这一刻，突然静极，仿佛一切的

杂音被过滤净尽。在这静里，盛装在金碧辉煌小塔内的玄奘舍

利，由21个人拱卫，沿着铺了猩红地毯的甬路，被缓缓敬到玄奘

铜像之下。

立时，诵祷之声柔然而起，在静的幕布上留下一路颤颤的心

动。梵音缭绕之中，大德高僧匍匐在地，久久地匍匐在地，然

后，跪拜，再匍匐，再跪拜。

这样的景象，在这一年的11月16日，中国的“玄奘之路”考

察团到达菩提伽耶寺时，在释迦牟尼成正觉的地方，在印度南方

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寺，再次呈现。

菩提伽耶寺的旮旮旯旯里，只要能容得下，人们就匍匐下

来，对着菩提之树，礼拜，再礼拜；虔敬，再虔敬。

两地相距万里，却在述说着同样的虔诚和敬仰。

所不同的是，在菩提伽耶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礼拜的是

释迦牟尼，而在大慈恩寺，人们虔敬的是玄奘。

□采访手记

祖庭文化灿烂多彩
陆培法

大慈恩寺内大雁塔

惠果传法空海像（西安青龙寺空海惠果纪念堂前）

华严寺全景

罗什舍利塔

大慈恩寺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