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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法 显

靳 生 禾

我国晋代高僧法显
,

是一位伟大的旅行

家和卓越的翻译家
。

然而
,

法显在历史上毕竟是以佛教人物

出现的
,

当时世俗社会中知道他的人是不多

的
,

官修史传中也不可能多说到他
。

这使他

的生平资料十分缺乏
,

其著作的研究和发扬
,

亦不能不受到局限 。
从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

一千四百余年间
,

除了北魏的哪道元
、

清代李

光廷等少数人注重法显著作的学术价值外
,

不过个别僧传为其歇衍有传 , 他的著作《 佛

国记 》 ,
则不过收录于《 大藏经 》和数家丛

书而已
。

十九世纪以来
,

随着中西交通史的

研究崛起 , 西方学者首先重视法显著作的翻

译和研究
, 中国则到民国初年始有研究法显

著作的专著
,

稍后 日本学者相继而起
,

南亚

各国学者 , 也开始注意法显著作的研究
。

法

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 他的《佛国记 》

在历史上的影响既深且拒
。

一 法显所处时代及其生平

法显大约生于公元 年 东晋咸 和 九

年
,

卒于 年 刘宋永初元年 ①
。

他生

活的时代
,

正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东晋时期
。

当时
,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巳有五个世纪
。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

史学界大致有两

种意见 一称西仅末
,

指大月氏王使伊存在长

安授浮屠经事 , 一称东汉初
,

指楚王英在洛

阳信奉了浮屠教
。

然以佛教开始传入 中国这

个范畴而论 , 似上述两说都是不确的
,

因分
它们所说的只能指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

。

中

原地区的佛教最先概 由西域传入
,

接受天竺

佛教着其先鞭而成为向中原传播的桥梁的我
国西域地区 ,

如南道的子闻 和 田 ,

如北

道的龟兹 库车
,

自远在中原之先了
。

由

此说来
,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

至迟应在迩

湿弥罗国 克什米尔 毗卢折那来于 闻建寺

传法之际
,

时 当公元前 年
,

即大致相 当
“元狩得金人 ,, 的西汉全盛时期 ②

。

早在西晋时期
,

都城洛阳一地 , 已有佛

寺 座
,

全国多至 座
,

出家僧尼达
, 住

人 ③
。

到了东晋
,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

复杂
,

斗争更加尖锐激烈
。

统治阶级需要利

用宗教麻醉劳动人民
,

大力提倡佛教
, 以维

持其经常在动摇的统治地位 , 同时 , 连年的

兵荒马乱 , 生死无常
,

也使劳动人民容易接

受神佛保枯
、

西方乐土的宣传
,

信奉佛教的

人就更多了
。

这就使佛教应运而兴
,

更迅速

地发展起来
。

于闻
、

龟兹
、

凉州 武威
、

长安 西安
、

洛阳
、

彭城 徐州 等地
,

成了传播佛教的中心
,

敦煌出现 了 佛 教 艺

术
。

法显俗姓龚
,

晋平阳郡武阳 ④人 今山

① 参贺昌群考证
,

见 《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
礼 》第

、

页
。

② 参羽溪了谛 《 西域之佛教 》第四
、

五章
。

③ 《佛祖统纪 》 。

④ 《 出三藏记集 》卷十五《 高僧传 》卷三



西临汾
。

法显有兄三人 ,

都在童年夭折了
,

父母淮恐 “ 祸以次及 ” ,

当他刚满三岁的时

候
,

就送到佛寺度为沙弥
‘

老人以为儿子有

了神佛荫庇
,

或可长大成人
。

法显出家后
,

信

奉佛教很虔诚
,

后来虽有他母亲的召唤
,

父

亲的病亡
,

叔父的威逼
,

他都不肯还俗
。

这

里可见他从小性格的倔强
、

深沉
,

一旦选定

道路
,

就不浅尝辄止
。

二十岁时
,

受了大戒
,

从此对佛教更加诚笃
,

行为也更加严谨
。

他

为人聪明正直
,

有志有恒
,

又循规蹈矩
,

史

称 “ 志行明敏
,

仪轨整肃 ” ①
。

这是他青年

时代的一幅风貌
。

法显进入中年以后
,

即东晋末叶
,

一方

面 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
,

佛教在空前发展

一方面由于佛教组织扩大
,

寺院地主阶级的

发展
,

加之佛经翻译不敷需要
,

尤其律藏未

备 , 影响到僧伽制度的建立
,

又是佛教非常

棍乱的时期
。

当时佛教界的混乱现象
, 《 魏

书
·

释老志
、

沮渠牧健传 》 、 《 晋书
·

司马

道子传多
、 《 弘明集

·

释驳论
、

慧远与桓太

尉论料简沙门书 》 、

《高僧传
·

法相传》等
,

从

不 同角度都有反映
。
《弘明集

·

释驳论 》说

今观诸沙门
· ·

⋯或垦殖田 圃
,

与农夫齐流 或商

旅博易
,

与众人竞利 或矜持医道
,

轻作寒暑 或占

相孤瘫
,

妄论吉凶 或诡道假权
,

要射时意
、

或聚畜

委积 颇养有余 或指掌空谈
,

坐食百姓 斯多皆不

称服 行多违法
。

这是道恒对当时佛教界淋漓 尽 致 的 暴

露
,

举此一例
,

可概其余了
。

这些现象
,

激起了
一

社会的强烈不满
,

也引起佛教内部有识之士

的注意
。

他们企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
,

矫正

时弊
,

扭转潮流
。

东晋佛教界最大的组织者

和宣传者道安 —
,

在襄阳致力

于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准则
。

自制三

科
,

所谓 “ 僧尼轨范
,

佛法宪章 ” ②
。

长安

的佛教首领鸿摩罗什 —
日出十

诵律
,

弗若多罗
、

昙摩流支助出十诵律 ③
。

庐山佛教大师慧远 心

—
, 又是寄

书劝友人翻译戒律 , 又是派遣门徒斑国寻求

戒律 ④
。

这些佛教界的代表人物都呼吁传译

戒律
,

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发展 的 客 规 要

求
。

法显的西行
,

正 是 体 现 了这一客观要

求
。

他在 《 佛国记 》一开始就说 “ 法显昔

在长安
,

慨律藏残缺
。

于是 ⋯⋯至天竺寻求

戒律
。 ” 这也足见他对佛教社会的现状是很

不满的
。

公元 年 晋隆安三年
,

法显 已 经

六十五岁
,

从长安出发
,

通过西域
,

越帕米

尔高原
,

从中亚到南亚
,

留 学 天 竺
,

学 梵

书梵语
,

寻求和笔录 了大量佛教经典
,

然后

纵渡孟加拉湾
,

经师子国 斯里兰卡
,

横

渡印度洋
,

过耶婆提 苏 门答腊
,

绕行南

洋 回归祖国
,

漂抵山东半岛的牢山登陆
,

再

取陆路
,

最后于 年 晋义熙九年 回到东晋

首都建康
。

这时
,

法显 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

了
,

他在外凡十五年
,

历经三十多个国家
,

行

程约四万里
。 《 佛国记 》写他旅程中经历 了

“上无飞鸟
,

下无走兽 ” 的大戈壁 “毒风雨

雪
,

飞沙砾石 ” 的葱岭 , 杳无人烟
, “ 道路

畏 白象
、

师子 ” 的迎维罗卫 , “ 大海弥漫无

边
,

不识东西 ” 的印度洋 ⋯⋯
。

同行的慧景
、

道整等十一人
,

有的半途折 回
,

有的亡殉国

外
,

有的留住不归 , 而贯彻始终
,

排除万难
,

返归祖国的
,

唯法显一人
。

所以 ,

慧皎《 高

僧传 》说 “发迹则结旅成群
,

还至则顾影灌

一
” 。

法显之行
,

历时之长久
,

行程之遥远
,

经涉之艰险 , 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

法显 回到建康
,

住道场寺
,

得到夭竺禅师

佛驮跋陀罗的合作
,

着手翻译他携 回的矢竺

佛教经典
。

他不顾毫老
,

无视终之将至
,

大

约用 了五年时间
,

进行了紧张勤苦的工作
,

即使大年盛节也不肯休息
,

终于译出塔 摩诃

僧抵众律 》 、 大般泥值经 》等六部六十三

卷
,

计一百余万言 ⑥ 他生前未及翻译的
,

后来亦 由佛驮什二求那跋陀罗和宝云等陆续

《 高僧传 》卷三
《渐备经序 》

。

《 晋书
·

鸿序罗什传 》

《 高僧传
·

慧远传 》

《 出三藏记集 》卷二
、 《开元释教录 》卷三

①②⑧④⑤



译出 ① 。 同时
,

法显写成他的游记《 佛国

记 》 。

后来
,

他又转荆州辛寺
,

已临暮年
,

不久就去世了
,

终年八十六岁
。

我们追溯法显生平的时侯
,

应该着重强

调 的一点是
,

他以六十五岁高龄
,

能有开始

一次徒步万里孤征的勇气 七十一岁尚有开

始学习外语的恒心 八十岁更有开始翻译生

涯的毅力
, 以至著有光辉成就

。

这种难能可

贵的精神
,

至今 尚能使我们感奋
,

给我们 以

鼓舞
。

二 伟大的旅行家

法显在《 佛国记 》说
,

他 足 迹 所 到
,

“ 汉之张鸯
、

甘英 皆不至
。 ” 这应有两重意

思
,

其一是他的旅行是同汉代探险家有关系

的
,

即在前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上进行的 , 其

二是他的旅行范围超越了汉代探险家
,

即发

展了前人开创的事业
。

‘

张寄于公元前 年出使西域
,

到 了大

宛 今苏联费尔干纳
、

康居 大宛西边草

原
、

大夏 当今阿富汗
,

成为打通亚洲

大陆国际路线的第一人 ②
。

甘英于公元 年

出使大秦 罗马 , 到了地中海东岸
, 以远

了西方交通路线
,

成为打通亚
、

欧国际路线

的第一人 ⑧
。

然而
,

博望侯到大夏始闻有印

度
,

而未到印度
。

甘英虽到达亚洲西部
,

但

往返均取北路
,

未达南海‘ 据历史文献
,

公

元前二世纪后叶 巳有汉使从广东下海去南洋

的记录 ④
。

公元二世纪更有中国与天竺
、

大食

等进行海上贸易的记录 ⑥ 。

但是
,

这些航行
,

即使到达印度
,

似一直沿海岸行进
,

旅程情况

均无确切记述
,

更无航海者名字
。

因此可以

说
,

法显是我国历史上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
。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 , 汉代探险家固

然均未到达印度
,

亦无关于印度的确切知识
,

后来汉
、

晋间中国最著名的游方僧人
,

最远

也不过到达印度西北边睡
。

三国时代的朱士

行
,

足迹仅达于闻 , 东晋初的康法朗西行未

闻到印度 , 后来于法兰
、

子道邃半途病卒于

中南半岛 , 法领
、

法净远适西域 , 但无游舜
地域的记述 ⑥

。

这又说明
,

法显是我国历史

上到达中印度
、

斯里兰卡
、

印度尼西亚的第

一人
。

当法显还在毗茶
、

抵疽精舍的时候
,

巴
‘

基斯坦和印度的僧俗人民就赞叹他是他们见

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⑦
。

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

拉斯
、

帕拉纳维达说到有史以来访问斯国时
中国人时

,

首举法显
,

称誉他是 “ 伟大的旅

行家 ” ⑧
。

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
·

沙勒说
“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

,

一个名字是法显
。 ” ⑨

法显这次陆海大旅行
,

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第一
,

中国旅行家的地理视野 由原来仅

限于 中亚和西亚
,

扩展到南亚和南洋了
。

第

二
,

法显之前 , 西行的人 皆取西域陆路 法

显之后
,

则多取南洋海路了
。

对 比法显前后 中

国人的交通手段
,

由原来主要是限于传统的
陆路

,

迅速地向海上交通有了飞跃地发展
。

第三
,

法显在海外的友好活动
,

为国外人士

留下了深刻印象
,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

促进

了国际友好与文化交流
。

三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法显出国旅行
,

志在寻求律藏
,《佛国记泌

有三处直接提到此事
。

他在全部旅程中
,

始

终注重的是参访佛迹
,

寻求经典
。

法显从 国

外取回的梵文经典
, 《佛国记 》具体说到 的

,

有在中天竺得到的《 摩诃僧袄众律 》 、 《 萨

婆多众律 》 、 《 杂阿毗昙心 》 、

诞经
、 《 方

等般泥通经 》
、

《摩诃僧抵阿毗昙 》 ,

计六部

有在师子国得到的弥沙塞律藏本
、

《长阿含 》
,

① 高僧传
·

佛驮什传
、

出三藏记集 》卷二
、

嘴开元释教录 》卷五上
② 嘴史记

·

大宛列传 》
、

峭汉书
·

张鸯传

③ 嘴后汉书
·

西域传
、

班超传 》
。

④ 汉书
·

地理志 》
。

⑤ 心后汉书
·

西南夷传 》

嘴高僧传 》卷四朱士行传
、

康法朗传
、

于法兰传
、

于道邃传
、

卷六慧远传

⑦ 《佛国记 》毗茶条
、

抵疽精舍条
。

⑧ 锡兰简明史
·

绪论 》

⑨ 心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居住印度尼西亚的中 国
人 》 嘴觉醒 》周刊 。弱年第 期

。



,

《 杂阿含 》
、

杂藏经 ,
计四部

。

两地所得共

十部
。

其中法显所译和 参与 合 译的
,

计有
《 大般泥道经 》 、 《 摩诃僧袄众律 》等六部

六十三卷 ① 。

这里
,

有三点尤应提及 第一
,

就上述

法显所传译佛教经典本身来说
,

这些一般是

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重要戒律经典
,

如《 长阿

含 》就是一部四十卷近百万 言 的大 律 藏 ,

《 摩诃僧抵众律 》 , 即大众律
,

为佛教戒律

五大部之一
,

成为后来中国广大佛教徒引为

立身的准则
。

《魏书
·

释老志 》说 “ 法显

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 , 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

跋陀罗辨定之
,

谓之僧抵律
,

大备于前
,

为

今沙门所持受
。 ,, 《 方等般泥值经 》 ,

即通

称 “ 六卷本大般泥道经 , ,

是当时在以建康

为中心的佛教界最早传布的大般泥道经
,

影

响很大
。

竺道生因读是经而立一阐提皆得成

佛义 , 适应了当时佛教发展的客观要求
,

却

也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攻击
,

在佛教界引起很

大的彼澜
,

直至昙无遗译出四十卷本《 大般

涅梁经 》 ,

提出了此说在天竺佛 典 中 的 根

据
,

这场风波才渐平息
,

可见此 经 影 响 之

大
。

这些都是法显传译经典在佛教史上产生

的直接影响
,

是我们评价他在中国佛教史上

的地位时
,

应予注意的
。

第二
,

佛教经典传入中国 中原 的初

期
,

几乎全部来 自西域 , 并非直接从佛教发

祥地天竺传来
。

法显之前
,

即从佛教传入中

国至南朝刘宋 北朝北魏 前
,

西域来华译

经僧 已达“ 人
,

译经 部 卷 ⑧
。

这 些

译经僧一般是大月氏人
,

或于何
、

龟兹人
,

他们依据的底本是西域各族语言的译本 ⑧ ,

世称 “梵书胡本 ” 。

它们经过辗转数译
,

对

比梵文原著
,

已有不少讹误增损
。

法显亲到

天竺
,

留学巴连弗 邑 巴特那
,

学习梵书

梵语
,
正本清源 ,

把许多梵文正本经典 丈实

则当地多系 口传 记 录 下来
,

携归中国 ,

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
,

这是以梵译汉的开始
。

法显成为中国历史上留学海外
, 以梵译汉的

第一人
。

法显在这方面的活动
,

产生了深远影响
。

显然
,

法显之前
,

中国僧人是赴西域求胡本

经典 , 法显之后
,

中国佛教界便不再重视胡

本
,

而尊信梵文正本经典了
。

从此说来
,

这

在中国佛教史上
、

在东方文化史上
,

都是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

义净说 “ 自古神州之

地
,

轻生询法之宾
,

显 法师 则 创辟荒 途
,

玄 奖法师乃中开王 正 路
。 ” ④这个评价

是恰如其分的
,

正说明此事在中国佛教史上

是一个创举
,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占有重

要地位的
。

第三
,

天竺佛教经典
,

当初原是师徒 口

授的
,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

也是如此
。

西

汉的秦景宪受月氏王使伊存教授浮屠经就是
口 授的

。

法显去天竺时
,

北天竺各国也还是
口授

,

并无文本
。

法显深入 当时的佛教中 今

—中天竺的巴连弗邑
,

把许多口 传佛典记

录下来
,

这对于丰富中国文化宝库 , 对中印

两大文化的交流
,

对东方古代文化典籍的保

存和发扬
,

都是有贡献的
。

这在佛教史上
,

在东方文化史上
,

都占有重要地位
。

这里尤

其应该指出的是
,

天竺佛典本来盛行 口授
,

以至在佛教的故乡保存下来的文字经典寥寥

无几
,

这就使法显的事业具有了特殊意义
。

此外 , 还应注意的是
,

中国不只是世界
文明古国

,

而且从上古直至十五
、

六世纪西
方殖民势力东侵以前的明朝前叶

,

在文化艺

术
、

科学技术领域
,

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

由于西方殖民者东侵
, 明朝中期以后不得不

实行 “ 海禁 , 和清朝的 “ 闭关自守 ” 一小段
时间外

,

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充分开放的
。

我们既善于发明创造
,

又勇于虚心向娜人学
习

。

法显的事业
,

从历史的一个侧面很好地

① 《出三藏记集 》上卷第二
。

② 依《宋磺砂藏经 》统计

③ 如大乘教经典的华严
、

方等
、

般若
、

法华
、

涅 粱
五大部 在法显以前全部是由西域各族语言的 译

本译成汉文的
。

④ 《大唐西城求法高僧传 》卷上



证明了这一点
。

四 《 佛日记 》的学术价值

法显回国后的第 二 年
,

即 公 元 年

晋义熙十年
,

写成他的游记
。

两年后
,

他又作过补订
,

即跋文所说 “先所略者
,

劝令详载
,

显复具叙始末
。 刀

法显的游记
,

最初以《佛游夭竺记 》之名

著录于梁僧枯《 出三藏 记集 》 。

隋费 长 房

《 历代三宝记 》称《 历游 天竺 记传 》 ,

唐

《 隋书
·

经籍志 》 以 《 法显行传 》之名著录

于史部
,

又以 《 佛国记 》之名著录于地理部
。

道宣《 大 唐 内 典 录 》 ,

智升《 开 元 释 教

录 》 ,

园照 《 贞元新定释教 目录 》 ,

均袭用
《 历游天竺记传 》。

杜佑《 通典 》为避唐中

宗讳称《 法明游天竺记 》 。

宋以来各《 大藏

经 》称《 法显传 》 。

明以来诸丛书称《 佛国

记 》 ,

还有称《 三十国记 》的
。

这说明此书

当初无正式名字
,

上述均后人所命名 , 也说

明千多年来历代撰述家对它的注意
。

汉代 自张鸯 以来
,

我国探险家辈出
。

然

张鸯
、

班超
、

甘英均未撰写游记 , 三国时代

的朱应
、

康泰奉命出使南洋 ,
前者有《 扶南

异物志 》 ,

但书 已亡佚
,

后者有《 昊时外国

传 》 ,

也只能在 《 水经注 》和 《 太平御览 》

等书散见其节文
。

法显则成为中国历史上广

游海外留有游记的第一人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西行求法的僧人著游

记者很多
,

如晋昙景有 《 外国传 》 ,

北凉法

盛有《 历 国传 》 ,

智猛有《 游行外国传 》 ,

宋昙无竭有 《 历 国传记 》 ,

宝云有《 游履外

国传记 》 ,

道普有《 游履异域传 》 ,

梁慧超

有 《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 ,

北魏道药有《 道

药传 》 ,

慧生有《 慧生行传 》 ,

宋云有《 纪

行 》 ,

等等
。

然而
,

这些书都巳亡佚 只有

法显的游记
,

完好地保存下来
。

它具有如此

独特的生命力
,

说明千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看

重和珍惜
。

《 佛国记 》 ,

全文
,

字
,

跋 文

字
,

共计
,

字
。

日本学者足 立 喜 六 说
“ 九千五百余言 , ① , 贺 昌群 先生 亦 持 此

说 ② ,

都是不确的
。

这书现存最早的版本
, 收

录于 《 宋债砂藏经 》通字函 ,

称《 法显传

抗战前 中华书局版《 辞海 》“ 大藏经 ” 条称
“ 南宋磺砂版尚存孤本

,

藏西安卧龙
、

开元

两寺 缺一百七十三 卷
,

可谓 稀世 之宝

矣
。 ” 惟近来发现太原崇善寺亦存有一部此

经
,

亦有佚卷
,

在全部 函
,

卷中现存

函 卷
。

如此说来
,

我国现存《 宋磺砂

藏经 》就远不是 “ 孤本 ” 了
。

此外
,

据 日本大

谷大学访华朋友称
,

该校也存有此经残卷
。

一千多年来
, 《 佛国记 》不仅为佛教徒

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
,

也为一般学术界所

重视
。

北魏哪道元撰《 水 经注 》 ,

就 引录

《 佛国记 》达 处 ③
。

唐宋时期
,

对法显著

作重视是不够的
,

杜佑在《 通典 》中一方面

说
“

诸家纂西域事
,

皆多引诸僧传游历 传记
, ,

所列诸书
,

首举《 佛国记 》 但他又笼统地

批评说 “ 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
,

参以他书则

纸缪
,

故多略焉
。 , 对于法显游记

,

这个批

评显然是不公允的
。

出 自佛家手笔的《 法苑

珠林 》 ,

也说 “ 法显虽外游诸国
,

传未可依
,

年月特乖殊俗
,

实为河权
。 刀 这说明法显游

记流传下来
,

是经过了历史磨难的
。《旧唐书

·

经籍志 》 、 《 新唐书
·

艺文志 》 ,

对法显游

记
,

均未著录
。

明清以降
,

对法显游记是重

视的
, 《 秘册汇函 》 、 《 津逮秘书 》 、 《 说

邪 》 、 《 学津讨原 》等丛书
,

皆编入《 佛国

记 》 。

李光廷著《 汉西域图考 》 , 以 《 佛国

记 》为重要参考书
。

民国初年
,

丁谦撰 《 佛

国记地理考证 》 ,

这是我国研究《 佛国记 》

最早的专著
。

继而南京支那 内 学院 刊 行了

《 历游天竺记传 》 ,

并作了附注
。

此后研究

《 佛国记 》的主要著作有 岑仲勉的《 佛游

天竺记考释 》 、

贺昌群的《 古代西域交通与

嘴法显传考证 》上编第二节
。

嘴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

序 》

《水经注
·

河水 卜

①②③



法显印度巡礼 》 、

阎宗临的《 佛国记笺注 》

未刊印 等
。

在国外
,

十九世纪 以来
,

随着现代地理

学
、

历史学研究的发展
,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迅速发展起来
。 《 佛国记 》成为研究中西交

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

首先为欧美学术界所

重视
,

陆续被译为法
、

英等西方文字
。

法国

的伯希和
、

德国的夏德
、

苏联的阿瓦林
、

美

国的洛克希尔等
,

在其著作中都常征引和提

到《 佛国记 》 , 《 大英百科全书 》列有 “ 法

显 , 条
,

对法显及其《佛国记 》有较详细的评

价
。 《 苏联大百科全书 》也列有 “法显 ,

条 ②
。

在东方
,

日本有倔谦德
、

羽溪了谛
、

松本文三郎
、

小野玄妙等众多学者
,

对这部

书均有直接或间接的研究
。

足立喜六参考了
《 佛国记 》的多种版本

,

汲取了各国学者研

究成果
,

有巨制《 法显传考证 》 。

近年来
,

南亚各国学者亦开始重视《 佛国记 》的研究
,

如 印度的恩
。

克 辛哈
、

阿
·

克
。

班纳吉
,

斯里

兰卡的尼古拉斯
、

帕拉纳维达
,

印度尼西亚的

甫榕
‘
沙 勒 等

,

他们编攀的南亚史书
,

莫不以

《佛国记 》为重要的原始史料
。

《佛国记 》所以

见重于世界学术界
,

其学术价值大凡有三

一 这书着重记载了中古时代西域和

夭竺的佛教发展情况
, 成为研究佛教史的重

要原始资料
。

譬如
,

据法显记载
,

我们知道

当时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

在旁

遮普和孟加拉邦很盛 在 马土腊不过刚刚发

展 , 在中央邦印度教占优势
,

佛教则很不普

及
,

而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当时还是融洽

的
。

印度学者认为
,

不利用法显和玄奖等人

提供的资料
, “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

可能的
。 ” ⑧ 《 大英百科全书 》说

,

当时在

西欧罗 马帝国正在崩溃的时候
,

法显的著作

乃是佛教在东方 —中亚细亚和印度兴旺发

达的一个有价值的证据
。

并说他的笔锋严谨

翔实
,

绝大部分的记述经得起验证 ④
。

二 中古时代
,

西域和南亚各国佛教

达于鼎盛 , 它们的文化集中地表现在佛教方

面
。

以斯里兰卡为例 , 迄今在全 岛 发 现 的
,

多处石刻铭文
,

其内容几乎全部和佛教

有关
。 《 佛国记 》记载了它们的佛事

,

也记
载了其历史

、

地理和文化
,

成为研究这些地
‘

区和国家的中古史的重要文献
。

特别是印度

等国缺乏系统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
,

西域各

国则湮灭 已久
,

传记无存
,

法显的记载就更

加可贵了
。

诸如
, 《 佛国记 》有关古都善国

的九十八个字的记载
,

反映了这个古城的地

理方位
、

社会文化
、

人 民习俗等基本情况 ,

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籍中有关都善的

唯一历史文献
。

从《 佛国记 》有关中印度的
记载

,

能够看到岌多王朝的土地制度之一斑
卜

是 当时印度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有
力佐证

。

恩
·

克 , 辛哈等认为 “ 中国的记

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

不可缺少的 ⋯⋯如法显和玄奖
,

给我们 留下

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 ” ⑥《 大英百科全

书 》则说《 佛国记 》是中国记述印度最早最
有价值的著作之一 ⑥

。
《 佛国记 》所记斯里

兰卡最早有人定居及其繁荣
,

归于这个岛国

地处国际海路要冲
,

商业贸 易发达
,

这显然

比差不多同时产生于 当地的《 岛史 》 、 《 大

史 》等历史文献主要归于神话奇迹
,

显然可

信得多
。

三 法显在书中
,

对他所经各地的行
程

、

地理特点
、

山河形状
、

航海航船等
,

常
有具体记述

。

如他对印度洋 “信风 ” 的记载
,

是我国古籍中关于信风的最古最原始的确切

记录
。

他对所乘远洋航船的具体描述
,

是我国

古籍中关于远洋航船的最古最原始的确切记

录 ⑦
。

这些都对扩大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

下转 页

① 第九卷第 ’页
。

② 第四十四卷第 页
。

⑧ 思
·

克
·

辛哈等著 度通史 》第一册第二章 ,

④ 第九卷第 页
。

⑤ 《 印度通史 》第一册第二章
。

⑥ 第九卷第“页
。

⑦ 康泰《 吴附卜国传 》极简略地提到过扶南船
,

此
书已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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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曹爽集团定为政治上的革新派是很不妥当

钓
。

和曹爽集团相对立的司马鼓集团
,

是属

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
,

他们大都在政治上

有建树
。

司 马鼓善于领兵打仗
,

他和他的兄

弟司马孚领导军 屯生产功效卓著
,

这在上文

己详
,

不再重复
。

司马鼓拔摧人树尹,

也着重

于事功
。

如 曾为 “ 屯田掌犊人” 的邓艾
,

被

司马鼓破格选用
,

后来成了广建军 屯的干员
,

魏国的著名将领
,

在灭蜀的战役中立了大功
。

“ 好立功业
,

善用兵 ” 的州泰
,

被司马鼓选

用后
, “ 至三十六 日 ,

摧为 新 城 太 守 ” ,

后来也成了魏国的名将
, “所在 有 筹 算 绩

效 ” ①
。

何晏评司马师说 “ 唯几也
,

故能

成天下之务狱 ② ,

也认为他长于政务
。

司马

隽集团中的人大多善军事
,

重视农业生产
,

不务虚名而尚实干
,

这无疑优于曹爽集团
。

综上所述 ,
一

司马璐集团与曹爽集团的斗

争并不是门阀与庶族的斗争
,

而是门阀地主

中 的事功派与浮华派之间的斗争
。

对人民
、

对

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
、

对历史
,

的发展来说
,

事功
、

派掌权要比浮华派掌权有利
。

司马鼓的

政敌王凌的儿子王广说

曹爽以骄奢失民
·

何平叔 何晏滩而 不治
·

丁
、

毕
、

桓
·

邓联有宿望
,

堵专竞于世
· ’ ’ · ’

故虽势倾

四海
,

声展天下
,

同 日斩戮
,

名士减半
,

而百姓安之

莫或之哀
,

失民故也 今 司马 滋添 ⋯报用贤能

广树胜己
,

修先朝之政令 , 副众心之所求 爽之所以

为恶者
,

彼英不必改 夙夜匪哪
,

以恤民为先 ③

吴国人张涕也说

曹操虽功盖中夏
,

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
。

玉
、

礴承之 刑繁役重 东西驱驰 无有宁岁
。

司马璐父
、

子累有大功
,

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
,

为之谋主而救其
·

疾苦
,

民心归之
,

亦已久矣
。

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
,

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

任贤使能
,

各尽其心 其本根固

矣 ④
。

这都可 以说明司马赘集团是一个较好的政治

集团
,

它消灭曹爽集团和取代业 已腐化的曹

魏政权是有进步意义的
。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

门阀地主的事功派

虽较浮华派为好
,

但在那时整个门阀地主阶

层是不是社会上的反动势力 我们认为
,

门

阀地主所役使的劳动者是世袭的农奴 —佃

客
、

部曲制
,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隶制在社会

上还严重的残存
,

以门阀地主为代表的十分

牢固的世袭农奴制度对残存的奴隶制度起有
力的肃清作用

,

那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免奴
为客

、

免奴为部曲的现象就是这种作用的表
·

现
。

因此
,

直到南北朝的前期
,

还不能说整
个门阀地主是社会上的反动势力

,

也很难说

庶族地主 比它更进步些
。

因为这种看法在称
们过去的文章中已有论述 ⑥ ,

本文就没有必毛

要再多说了
。

① 尺三国志 卷二八哎邓艾传 》注引心世语 》

② 嘴三国志 卜卷九 曹 真传 》附《何晏传 》注 引
亏魏氏春秋

。

③ 心三国志 》卷二八《王凌传 》注引嘴汉晋春秋 》
。

④ 《资治通鉴 》卷七八
,

景元四年
。

⑤ 参看郑欣 《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 》 栽齐番
书社出版《历史论丛 》第二辑

,

《关于魏晋南北朝
隋唐门阀政治的几个问题 》 载福建人 民 出 版社
出版《中国古代史论丛 》 年第一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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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通的发展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成为

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瑰宝
。

法显毕竟是一位僧人
,

十足的唯心论者
。

他的全部行止 ,
在致力于佛教事业

。

但是 ,

他活动的积极的客观效果
,

已远远超越了他

豹主观动机 这正是我们研究这位古代人物

的着眼点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导人们

对于任何历史现象
,

必须放在一定社会条件

下去看待
,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

题
。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 ①
。

如此说来
,

法显在中国历史上抑或世界厉史
上

,

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人物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第毛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