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为唐著名高僧玄奘口述，门人辩机笔受编集而成。

全书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游历见闻录，

其中包括了新疆至南印度140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提供大量印度史料。此本为南宋绍

兴2年（1132）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刊本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并非以玄奘旅行的路线，而按地区排列，记录新疆至印度

沿途所见国家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政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教育、刑法、

礼仪、赋税、人文风俗描述下来，，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但记事谨严有据，

文笔简洁流畅。其中也穿插听到传闻而没有亲自到过的国家，用“行”和“至”两字

区分。此书由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完

成。据专家表示，“玄奘用脚步量出的里程，竟准确到一里不差，使斯坦因感佩到五

体投地的地步”。

卷第一，讲述阿耆尼国（焉耆）、屈支国（龟兹）、跋禄迦国、赭时国、飒秣建国、

弭秣贺国、劫布呾那国、喝捍国、捕喝国、伐地国、货利习弥伽国、羯霜那国、睹货

逻国、呾蜜国、赤鄂衍那国、忽露摩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珂咄罗国、拘谜陀国、

缚伽浪国、纥露悉泯健国、忽懔国、缚喝国、锐秣陀国、胡寔健国、呾剌健国、揭职

国、梵衍那国、迦毕试国等三十四国。

卷第二，先对印度进行总的描述，更改旧译名“身毒”和“天竺”为“印度”，这个

译名一直沿用至今。然后讲述滥波国、那揭罗曷国、健驮逻国等三个国家（今阿富汗

境内）。

卷第三，叙述北印度八国：乌仗那国、钵露罗国、呾叉始罗国、僧诃捕罗国、乌剌尸

国、迦湿弥罗国、半笯嗟国、遏罗阇补罗国。

卷第四，叙述十五国，北印度五国：磔迦国、至那仆底国、阇烂达罗国、屈露多国、

设多图卢国。中印度十国：波理夜呾罗国、秣菟罗国、萨他泥湿伐罗国、窣禄勤那国、

秣底补罗国、婆啰吸摩补罗国、瞿毗霜那国、垩酰掣呾罗国、毗罗删那国、劫比他国。

卷第五，叙述中印度六国：羯若鞠阇国、阿逾陀国、阿耶穆佉国、钵逻耶伽国、憍赏

弥国、鞞索迦国。

卷第六，叙述中印度四国：室罗伐悉底国、劫比罗伐窣堵国、蓝摩国、拘尸那揭罗国。

卷第七，叙述中印度五国：婆罗痆斯国、战主国（龙藏这两个国家列在第六卷）、吠

舍厘国、弗栗恃国和尼波罗国。

https://old.shuge.org/ebook/da-tang-xi-yu-ji/


卷第八：摩揭陀国上

卷第九：摩揭陀国下

卷第十：十七国，中印度四国：伊烂拏钵伐多国、瞻波国、羯朱嗢只罗国、奔那伐弹

那国。东印度八国：迦摩缕波国、三摩呾咤国、耽摩栗底国、羯罗拏苏伐剌那国、乌

荼国、恭御陀国、羯棱伽国、憍萨罗国、

南印度五国：案达罗国、驮那羯磔迦国、珠利耶国、达罗毗荼国、秣罗矩咤国。

卷第十一：二十三国：僧伽罗国（虽非印度之国路次附出）。南印度：恭建那补罗国、

摩诃剌他国、跋禄羯占婆国、摩腊婆国、阿咤厘国、契咤国、伐腊毗国、阿难陀补罗

国、苏剌他国、瞿折罗国、邬阇衍那国、掷枳陀国、摩酰湿伐罗补罗国。西印度：信

度国、茂罗三部卢国、钵伐多国、阿点婆翅罗国、狼揭罗国。波剌斯国（虽非印度之

国路次附出旧曰波斯）西印度：臂多势罗国、阿舆荼国、伐剌挐国。

卷第十二讲述了从帕米尔，经南疆和阗、罗布泊所过二十二国：漕矩咤国、弗栗恃萨

傥那国（睹货逻故国）：安呾罗缚国、阔悉多国、活国、瞢揵国、阿利尼国、曷逻胡

国、讫栗瑟摩国、钵利曷国、呬摩呾罗国、钵铎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拿国、达摩

悉铁帝国（都城“昏驮多”，即现在的汉杜德Khamdadh，位于瓦罕山谷中潘扎水南岸

冲积扇上）。尸弃尼国、商弥国、朅盘陁国（都城石头城即今塔什库尔干县城）、乌

铩国（即为莎车绿洲）、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

全书讲述了所亲自经过的110个国家，听到传闻的28个国家，以及附带提及的12个国家。

（参见维基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

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

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

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

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

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晚近以来，印度那烂

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

《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玄奘(公元599年--  664年)，唐代著名高僧，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

人。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唐高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

三大翻译家，法相宗创始人。

辩机，根据《大唐西域记》卷末《记赞》所载，辩机十五岁时随道岳大师于大总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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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曾抄写大量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以佛法修为高深、文学程度高及擅于撰文著

称。辩机二十六岁时成为唐贞观十九年所成立的译经场之九大缀文之一。一生中最大

的成就是协助从印度取梵文经书至中国的高僧唐玄奘抄写佛经及书撰其亲身经历《大

唐西域记》。当年有此殊荣者全中国不满三十位，他以二十六岁之姿挤入其中，可见

其才华超群。正当贡献达到高峰，由于曾经与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阳公主通奸淫乱，幽

会偷情，并和高阳公主生下一子一女，被朝廷察觉，于唐贞观二十三年被皇帝下诏处

以腰斩，死时年方三十左右。

思溪圆觉禅院（于思溪圆觉禅院）刻板，由南宋湖州路王永从兄弟一家舍资刊刻。又

称湖州本、浙本或南宋本。圆觉禅院改名为资福禅院。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

资福禅院遭到蒙古军伯颜破坏，寺院、经坊以及经板全部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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