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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懿法師 2017年 12月 10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

知識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跟著玄奘大師的腳步。我們

上次講到他已經走過犍陀羅了，然後下面

再來就是摩揭陀國。 

摩揭陀國是什麼地方呢？鹿野苑、佛陀涅

槃、佛陀開悟都在這個地方，所以摩揭陀

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在印度那個時

候，釋迦牟尼佛一生所在的最多的地方就

在這裏。 

我們先看看摩揭陀國，國王叫頻毘婆羅，

這個國王你們知道是誰嗎？哪一個經典是

講到這個國王？像那個阿闍世王？哪個

經？《觀無量壽經》啊，阿闍世王把這個國王關起來嘛。 

這個國家是印度十六大國之一，在公元前 544 年這個國王他建都在王舍城，所以

王舍城也有佛陀的精舍，叫做竹林精舍，佛陀常常在那裏講法。 

佛陀涅槃不久，阿闍世王就贊助王舍城舉行第一次的結集。第一次結集是在王舍

城什麼地方？一個窟嘛，叫做七葉窟。我們等一下會有照片。後來阿闍世王的兒

子建立了城郊的華氏城，就慢慢的延續下來。又換了朝代。 

到最後亞歷山大大帝從印度河那邊上來，建立一個軍事要塞。有一個孔雀王朝就

把這個軍事要塞奪過來了。到 273 年的時候，阿育王繼位。所以摩揭陀國這個地

王舍城 竹林精舍 



方的國王都是非常的擁護佛教

的。 

摩揭陀歷史開始在頻毘娑羅（瓶

沙王）的時期，是印度的十六大

國之一。他把竹林精舍獻給佛

陀，所以僧團第一個精舍就在這

個地方，佛陀在這講很多很多

經，有《無常經》，緣起法等

等。舍利弗尊者跟目犍連尊者也

在這個地方皈依佛陀的。所以這

是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個就摩揭陀國的版圖，印度這

麼大嘛，它有十六大國，摩揭陀

國有這麼大。你看整個印度整個

國家，它就差不多在這裏，你看

這個。那個地方有很多佛陀留下

的足跡，鹿野苑還有菩提寺，我

們知道菩提迦耶，這是菩提樹，

菩提樹是佛陀悟道的地方。這是

舊的，這是菩提樹的照片。這是

大菩提寺的外觀，這裏面。這是

阿育王柱。阿育王後來他就很多

地方都弄個阿育王柱，只要佛陀

的地方，他就弄個柱子，阿育王

柱。 

這是那爛陀，現在講到那爛陀

了。那爛陀是在摩揭陀國之一，

所以玄奘大師一路走走走，那爛

陀是他最想要去的地方，他想要

到達的目的地，所以他就到了那

爛陀寺了。等一下影片會顯示

說，大受歡迎，還請他陞座，有

大隊迎接他，所以非常的隆重。 

「那爛陀」的意思是什麼呢？施捨無厭的意

思。那爛陀的歷史是全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最高的學府，人才、學風都是最好

的，所以要進去那爛陀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的，都要

經過考試。像我們要報考什麼大學，也不容易這樣子。 

喬堪祇塔（Chaukhandi），又名五比丘

迎佛塔，是一座大型的覆缽型磚塔，是佛

陀成道後從菩提迦耶前往鹿野苑，與五比

丘相遇之處 

那爛陀寺遺址 



原先這個地方是一個叫做庵摩羅長者一個花園，後來有五百個商人花了十億的金

錢，把它買了下來供養佛，讓佛在這個地方說法三個月，那買這地方的五百個商

人聽了以後都證果位了。 

佛陀涅槃以後，這個地方的國王因為懷念佛陀，造了一個寺院。這國王的兒子繼

位以後，又在這個地方的南邊又造了一個寺院。這個國王的孫子接掌以後又在東

宮又造了寺院。曾孫接掌以後又在東宮造另外一個寺院。所以就這樣一直接下

來，然後有一國王的曾孫又蓋了一個寺院，當他蓋完以後，他看到有一個聖僧從

大唐來應供，他心裏就很開心，讓他的兒子繼位，他就出家了。他兒子繼位以後

又蓋一個寺院。所以這個那爛陀寺前前後後一共有六個寺院加蓋起來，合起來成

為一個很大的一個大學。 

所以這個地方非常非常大，你看這麼大，裏面僧衆有上萬人，不只是修行大乘佛

法，連外道的典籍，因明學、聲明學、醫明學他們都研究。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很

有學問的，學習的氣氛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每一個人在那邊都很用功，都不敢

懈怠的。 

這是一種風氣，一個地方大家都是這樣，你自然就會想辦法，你就不會跟別人不

同的。在這個地方人才輩出，常常有很多人在這邊學好以後，都會到各地去弘揚

佛法。所以能夠進去這個那爛陀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看，他走這麼多地方，對不對？摩揭陀國就在下面這個地方，那爛陀就在這個

附近。他在這邊學習五年，以後他覺得不夠，他又到各個地方去學習，又學習五

年。所以他在印度花了很多功夫學習，他也跟一個小乘的大德來學習，他懂很多

很多的。 

這摩揭陀國，這是

藍毘尼，就是佛陀

誕生的地方的遺

址，都是在這附

近。這個是大菩提

寺，菩提迦耶，大

菩提寺。這個是五

比丘的塔，在鹿野

苑旁邊有個五比丘

的塔。這是鹿野

苑，這是竹林精

舍，就是王舍城竹

林精舍，你看這麼

漂亮。他這裏寫著十六個大院，每個院有六十房間，五百個樓閣，七十二個講

堂，所以以前的那個規模真是不可思議。這個就是七葉窟，就是他們第一次結集

經藏的地方，這個都是很值得去看的。 

藍毘尼園遺跡 



沒有看過，我們看看照片也不錯啊！沒有辦法去，我們看看照片也很好，可以想

一下當初那個盛況。 

這是佛陀涅

槃的地方，

這些地方都

是玄奘大師

他離開那爛

陀 寺 去 看

的，他到處

雲遊。這是

孔雀王朝遺

址，你看雕

龍 這 個 柱

子。這是佛

陀涅槃的樹，這樹不是那時候的，是後來種上去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勝跡叫靈鷲山，靈鷲山你們知道嘛，佛陀講《妙法蓮華經》、

《楞嚴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很多經都在這邊講的。不只玄奘大師去

了，法顯法師、義淨法師都去過這邊。這山下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七葉窟，就是

第一次結集的地方。這個臺，就是佛陀在那面講各種經典的臺，坐一坐，感受一

下那邊的氛圍。 

為什麼叫靈鷲？你看，這像不像一個靈鷲，像一個眼睛的樣子，非常像；這個更

像，眼睛在這裏。這是剛剛看的那個臺，佛陀在那邊講經，弟子在旁邊聽。 

 

靈鷲山 

大涅槃寺前的梭羅樹，佛陀涅槃

於梭羅雙樹之間，眼前這兩棵梭

羅樹是後來種上去的。 



這飛來峰是什麼呢？就是有一個從印度來的僧人就到了杭州的靈隱寺那邊，他發

現後面這個山很像靈鷲山的樣子，好像靈鷲山飛到這邊來一樣，所以就叫飛來

峰。樣子很像靈鷲山的樣子。 

這是祇樹給孤獨園的遺址。他們能夠找到這些遺址，比方說靈鷲山，甚至王舍

城，還有那爛陀寺，都是因為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他們依照他的書上去找

的，才找到的，所以很不可思議。因為印度人他們天生就不喜歡記載，他們只有

一些傳說，一些過去故事，沒有一些歷史的記載。只有到了阿育王那個時候，才

開始真正有了信史的記載。 

靈隱寺後山的飛來峰 

祇樹給孤獨園的遺址 



中國每一個朝代每一天發生的事情，例如今天有日蝕，也要記下來，很詳細的。

不像其他的古文明沒有記載。 

玄奘大師他除了在佛學方面的貢獻以外，文學方面的貢獻也是非常的大。後來印

度人都非常感激他。因為沒有玄奘大師、法顯大師寫的這些故事，還有他經歷的

他寫下來，後來人也不會知道有那爛陀寺，有這些事情，完全都不曉得；因為他

們印度都沒有記載。玄奘大師記載的非常詳實。法顯大師也寫一本書叫《佛國

記》。 

這是祇孤獨園，這是摩揭陀國，這個紅色點這個地方就是他從中國一直來，來到

印度所去到的地方。你看就不止到這裏，他去了很多地方，他就到各處去，甚至

到斯里蘭卡就是獅子國，就是錫蘭，這裏講錫蘭，他都甚至到這個地方。所以他

到處去看，去瞭解。他非常的想知道一些的風土人情，所以當他這個《大唐西域

記》寫出來以後，唐太宗非常高興，為什麼？因為他可以知道西域的風土人情，

他因為要拓展西域，所以他很需要知道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他去過的地方，紅色的就是他從長安出發經過的路，他回去就是綠

色的這一條路。 

這一塊就是塔里木盆地。我們在影片上有講，他決定回去的時候，戒賢法師就請

他講經，因為有人要挑戰，他就講他跟人家辯經。以後他就很有名了。剛好戒日

王就請他來主持辯經大會，十八天的辯經大會，他上面講。 

 



辯經大會，就是我的宗旨是什麼，看誰能把我講的理論推翻過來，玄奘大師說：

如果有人推翻我的理論，我把我的頭砍下了。後來十八天中，沒有一個人敢跟他

去辯論，他在印度等於是一個大師了。 

再多的榮譽、地位給他，他也是一心一意的要回中國。戒日王就勸他說：「那你走

海陸就比較快，也比較要穩。你走路都要經過雪山，比較辛苦。」但因為他答應

了高昌國王，說要回去講三年的經。所以他決定還是走陸路。 

走陸路，他就是和來的路不同了，就要瓦汗走廊，這瓦汗主要是現在的阿富汗跟

中國之間的瓦汗，這是唯一的一條路，非常的難走。這是瓦汗走廊的樣子。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帕米爾高原，那時候講的蔥嶺。他去的時候從這邊去印度，回來時

候就走這邊，就走下面這裏回來。 

這個是經過帕米爾高原了，其實他在一路上很多很多故事的。你看他的傳記《大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大唐西域記》很精彩，他很多傳言，很多故事，如

果製作成影片那會是很好看的，會很精彩的一個。所以玄奘大師他一生是非常的

精彩。 

這是他經過的山口，唯一的山口必須要走的。這個有個地方叫公主堡，這公主堡

就是在伊朗，反正中東的國家。他們跟中國聯姻，要娶一個公主去當皇后。娶親

回來的隊伍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突然間有很多強盜。他們沒有辦法，為了保護

這個公主，就讓她到山上去躲。就躲了三個月，他們都沒辦法走，就在下面保護

她。 

三個月過後，就發現那個公主懷孕了。他們嚇了一跳，說：「唉，都沒有到那裏，

人怎麼懷孕了呢？」就懷疑這些在下面守衛的。但是沒有人承認。那怎麼辦？他

們不敢回去，回去的話那個國王會砍頭的。所以他們不知道怎麼辦。那個公主的

卑女就說：「你們不要擔心這個，其實跟你們沒有關係，他是從天上來的一個神跟

公主在一起的，所以公主懷孕。」以後這個地方叫做汗日王朝，公主堡。下面這

個河就是瓦汗。 

這個就是石頭城。你看這紅色的

就是他回去的路線，藍色是他來

的。瓦汗就是在這個地方，這

塊。要經過這個，這個地方也像

這邊一樣是非常驚險的。只是說

這邊沒有死人，那邊死了蠻多人

的。這邊就沒有死人，但是也是

很辛苦的，走了一個禮拜才走

到，也是下雪很大的。經過這

邊，經過和田，然後這樣回去的

路。 

石頭城 



回去的路就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因為他回去在和田的地方呢，他就寫信給唐太

宗跟他說：很抱歉啊，他沒有經過允許就離開了到西域去。那他現在回來的，希

望唐太宗能夠諒解。唐太宗沒有怪他。他們這樣來信往返就半年，半年之後特使

就從長安過來，就告訴他要歡迎他回去。所以他回去之前，長安都已經安排好

了，列隊歡迎他。 

這個是他回去的路，前面是天山山脈，他走這邊，碎葉城，他走上面這個，這個

大青石，他經過這個。回來的話他就走這邊，阿富汗這邊走過來，崑崙山脈。 

他回來之後，這個就是慈恩寺，

後來唐太宗為他蓋了一個廟叫做

慈恩寺。唐太宗駕崩之後，他又

請求高宗蓋了這個大雁塔，這就

是後來的。 

怎麼叫大雁塔的呢？他在印度看

過這樣的一個塔，叫做雁塔或者

南雁塔，為什麼叫雁塔呢？就是

那個地方是個小乘的廟，小乘的廟吃肉啊，有一次他們就看天上有一群雁飛過

去。有一個和尚就說：「哎呀！如果你們是菩薩，你們應該知道我們現在還餓著肚

子。」就這樣子講。就有一隻雁從上面就掉下來，死了。所以廟裏面的和尚就說

這一定是菩薩來的，他來給我們吃，但是我們怎麼敢吃呢。就把他埋了。埋了之

後，就在那邊建個塔，叫做雁塔。 

為什麼到了長安變成大雁塔呢？因為只要是大乘佛法，都加個「大」字，所以叫

大雁塔。這是大雁塔名字來由。現在這個雁塔已經不見了，在印度已經看不到



了。他就是依這個樣子蓋個大雁塔。他就怕經書被火燒了，火燒了就沒有了，他

就要求用石頭來造塔。但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石材，後來就用混凝土做的。 

我們現在來看影片。 

插播一下，因為他是十個人之一嘛，所以他出門可以坐大象，就好像戒賢法師一

樣，出門坐大象。在印度坐大象是非常高的榮耀。 

以前講過，現在再講一次。 

戒賢法師在開講《瑜伽師地論》的時候，外面來了一個婆羅門，又哭又笑的，人

家問他到底什麼原因？他就很恭敬的到論師的座前，意思跟那個法師講說。他

說：「我是東印度人，我曾經到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像前發願要做國王。我做國王以

後，就可以用我國王的力量來供養佛教。結果菩薩就現身呵斥我不該有這種想

法。也有告訴我在那爛陀寺戒賢法師將為大唐法師講《瑜伽師地論》，要我過來

聽。菩薩告訴我說，你以這種聞法的因緣，將來就能見到佛了，何必當王呢！」 

他今天看到法師要為大唐僧人《講瑜伽師地論》，跟菩薩的意願完全一樣。所以他

聽了以後悲喜交集，他好開心。他講了這些以後，論師聽了就允許他入座來聽。

一般這樣的講經，不允許別人來聽的。因為蠻深奧的，而且也是幾千人來聽而

已。所以這是一個插曲。 

怎樣有沒有很感動？這個五個片段，兩個半鐘頭的影片我剪成一個鐘頭不到。不

過剪的還可以，沒有很多漏洞。但是玄奘大師的精神真的是很偉大。 

你是什麼樣的人呢？你是埋頭苦幹的人哪？還是為衆生輕命的人？還是為法忘身

的人？中華的精神，真的很不錯啊！真的，他的這種精神現在的人很少有這樣

的。他又是很聰明的一個人，看不到他缺點，完全沒有缺點。這不是乘願再來的

佛菩薩，大概很難這個樣子。他實在是很偉大。 

你們有沒有感想啊？看了這影片以後，有沒有感想？果瑜，妳有沒有感想？看了

半天，妳沒有感想嗎？ 

楊果瑜：只是感到很感動，因為自己做不到。 

趙果圓：我不明白他們是怎麼樣過的？在這個路途上這麼艱苦，雪山上怎麼過

的。天氣好還可以，天氣這麼差．．． 

懿法師：尤其第一次他一個人走入沙漠的時候，他怎麼活過來都很難。他第一次

走過天山的山脈，那地方不是死了很多的人嘛。他就講說他們有帶食物去呀，高

昌國王給他們很多東西，夠他二十年用的東西呀。但是因為高山嘛，要燒火很困

難，很難燒起來，所以死很多人。還好，他的體力很好，那個時候他年輕他挨得

過。但是因為年輕挨過了，還是有那個傷，回去了六十歲就走了。你只要受過

傷，是很難再好的，所以不容易。回來又是經過雪山，又是經過帕米爾高原。 



趙果圓：很難想像怎麼樣過！雪山下著雪，冷都冷死了，哪來的吃的，又沒有房

子住。 

懿法師：對呀！就坐在地上面。你們看他的傳記，他們那一路上又冷又濕，就坐

在地上。他們真的是為了法，完全不把自己當作一回事。以前不只是他們，商人

也是這樣過，很多商人也都是死在路上。他們一路經過，都看到死人的骨頭，來

確定路是怎麼走的。過去的人是這樣子，不像現在有 GPS 還是什麼，還可以找地

方，對不對？沒有啊！ 

趙果圓：勇氣很大啊！ 

懿法師：勇氣很大，真的是很難得。光看這個就不得了，更不要說他的功德啊！

從印度取經典的那個功德，是不可思議！真的是不可思議！聽說他往生的時候，

有人告訴他，你做了多少功德，唸不完的，他做太多都唸不完啊，他做了太多不

可思議的事情！ 

居士：一定有菩薩加被他。 

懿法師：對呀，他是發願來的嘛。 

他知道他要經過困難，所以他再要去之前，就在家裏鍛煉。因為要爬山嘛，他就

把椅子疊高這樣爬上趴下，他知道自己要過這種日子，所以他自己有鍛煉了。不

然他真的要這樣過，真是不容易。他不像將軍出身的有鍛煉，他是那種文人，完

全不一樣，就是靠意志力。 

你看那個法顯法師，他六十幾歲決定往西走，也經過玄奘大師經過的地方。他也

爬過那些高山，他八十幾歲往生的。法顯法師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比玄奘大

師還早兩百年，他東晉的時候去的嘛。所以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 

光看他們，我們要很慚愧，有沒有很慚愧？我很慚愧，真的是。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