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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文化交流：义净法师对
羯荼的访问*

王邦维

摘 要：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地区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代有关南

海交通的记载，就有可能涉及这一地区。南北朝时代及以后，交往更

加密切。唐初的僧人义净，从海路前往印度求法，来回都曾在一个称

作“羯荼”的国家停留。羯荼位于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义净对羯荼

的访问和记载，为了解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

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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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有关义净及其著作的研究，已经有 40 多年。有关义净的学术

研讨会，在中国已经召开过三次，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我很高兴。

古代中国与马来半岛地区的交流源远流长。古代生活在中国大陆

的居民，很早—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早，但一定很早—就从中国

大陆出发，乘船沿中南半岛南行，到达了今天的马来半岛地区，乃至

更远的印度。居住在马来半岛的居民，也同样有很早乘船到达中国的

记录。古代罗马以及古代波斯，再后来更有阿拉伯的商人乘船来到中

国，航行也要经过马来半岛。

*　 本 文 为 2024 年 7 月 11 日 在 马 来 西 亚 吉 隆 坡 召 开 的“The History of Kadah Tua from the Written 

Records of Yi-Jing”国际会议上的视频发言稿。感谢会议组织者的邀请，也祝贺会议的召开。但

我同时也要表示歉意，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未能到会，只能提交书面发言。借此机会，一并

感谢《跨文化对话》辑刊邀约和发表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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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的有可能与马来半岛相关的，是《汉

书》卷二八《地理志》中有关南海交通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一些海

路可到达的地方，包括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等，

其中有的可能位于今天的马来半岛上。

《汉书》讲的是公元前及公元初的情况。汉代以后，中国出使南海

诸国的使人，还有做海路贸易的中外商人逐渐增多，其中最著名的是

三国孙吴黄武五年即公元226 年，由交州刺史吕岱派出康泰和朱应出

使扶南等国。扶南在今天的中南半岛的南部。

再往后，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王朝与南海的国家往来更多。

与马来半岛相关的，是隋大业三年即公元 607 年，隋炀帝派出的常骏

等人出使南海中的赤土等国。赤土国的位置，依我的看法，应该在今

天的马来半岛中端一带。

相关的这些外交活动，在中国的史籍中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不过，在“南海”的海路上来往的，除了外交使节和从事贸易的

商人外，还有一类人，那就是搭乘商船，到西方，也就是到印度求法

的佛教的僧人。他们的活动，是古代中国与这一地区交往的历史中重

要的一部分。以马来半岛而论，历史上到过马来半岛的中国人中，最

著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佛教僧人义净法师。

义净，唐代人，生于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 635 年。他的出生地

在齐州，即今天山东的济南。义净幼年出家，成年后正式受戒，成为

一位虔诚的佛教僧人。今天济南市的长清区，建有一座“义净寺”，就

是为了纪念他。义净寺的主持常净法师今天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唐咸亨二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公元 671 年 12 月，义净从广州出发，

乘坐波斯商人的商船南行。二十天后，他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

（Śrīvijaya）。室利佛逝是当时南海中的大国，位置在今天苏门答腊岛的

巨港一带。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梵语。六个月后，室利佛

逝国的国王为他提供支持，他搭乘“王舶”，也就是国王的船只，沿海

岸西行，到达末罗瑜国，末罗瑜国也在苏门答腊岛上。他在末罗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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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两个月，重新上船，转向北行，到达了羯荼国。这时大约是在公

元 672 年 9 月末。

各方面的材料都表明，羯荼国就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州，羯荼

国是义净西行求法途中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义净在羯荼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咸亨三年的十二月，即

公 历 673 年 1 月 的 中 下 旬， 继 续 乘 坐“ 王 舶 ”， 往 西 北 方 向 航 行。

十 多 天 后， 他 乘 坐 的 船 只 到 达“ 裸 人 国 ”， 即 今 天 的 尼 科 巴 群 岛

（NicobarIslands）附近。从尼科巴群岛，再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终于

在咸亨四年的二月八日，也就是公元673年的3月1日，到达了东印度的

耽摩立底国（Tāmralipti），这里是当时东印度最重要的一处海港城市。

义净在印度求法，前后停留了十二年，主要是学习佛教和朝拜圣

迹。唐垂拱元年，也就是公元685 年的冬天，他离开印度，返回中国。

返回的途中，他又一次在羯荼作了停留，这次时间更长，九个月。

离开羯荼后，义净再回到室利佛逝，在室利佛逝再作停留，最后

在唐长寿二年，即公元 693 年，回到了中国的广州，两年后，证圣元

年，即公元 695 年的夏天，他终于回到了首都洛阳。此后就一直在洛

阳和长安两地翻译佛经和弘传佛教，直至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七日，

即公元 713 年 2 月 16 日病逝于长安。

除了翻译了一百余部佛经外，义净自己又撰写了几部著作，其中

最重要的有两部，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另一部是《南海寄

归内法传》。这两部书，对于今天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的交往，对

于佛教史的研究，都非常重要，因此一百多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和研究。从 19 世纪末到现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传》在欧洲出版过一种法文全译本、一种英文节译本，在印度出版过

一种英文全译本，在日本出版过两种日文译本。至于《南海寄归内法

传》，则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过一个英文全译本，前些年在美国又出版

过一种新的英文译本，在日本先出版过一个日文译本，前些年又出版

过一种新的更详细的日文译本，足见两部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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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部书，我在1982 年和 1987 年也陆续完成了我的研究，研究

成果就是 1988 年出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和 1995 年出版的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两部书。

义净到达和访问过的羯荼国，是我们今天会议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因此我在这里再谈一下羯荼国。

上面说了，义净访问羯荼，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去印度的途

中，具体的时间根据我的考证，是在唐咸亨三年的九月初到咸亨三年

的十二月中下旬，即公元 672 年 9 月末至 673 年 1 月中下旬。他在羯荼，

第一次停留的时间大约有四个月。

第二次在从印度返回的途中，具体时间是垂拱二年春初至十月，

即公元 686 年 1 月底至 10 月下旬。第二次停留大约有九个月。

两次停留，加在一起，大概有十三个月或者十三个月多一点。在

义净从中国到印度，又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整个长途行程中，这个时间

不算短。他在羯荼停留这么久，不仅仅是因为要等候季风，应该还有

更多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做一些推想，得到结论至少有三点。

第一点，当时的羯荼，不仅地处海路要道，是今天的孟加拉湾西

岸的一个重要交通港口，而且自身经济相对也比较发达，比较繁荣。

因此南来北往的各种人，包括商人，包括求法的佛教僧人，不仅中国

人，还有“北方胡”，大多都要在这里停留。

第二点，羯荼国那时有着活跃的对外贸易活动，在羯荼的停留的

有一般的商船，也有“王舶”。所谓“王舶”，其实就是商船，只是不

属于商人，而是属于国王。国王也从事贸易，说明海上贸易可以获得

大的利益。上面提到的“王舶”，从义净书中的上下文看，属于室利佛

逝国王。羯荼国的国王是不是同样也有自己的“王舶”呢？

第三点，在当时的羯荼，佛教很有影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在

此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不然义净和其他中国求法僧不会在这里作较

长时间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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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在马来西亚的吉打州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 Bujang 

Valley 的发现，有港口的遗址，有各种民居的遗址，有中国来的陶器

和瓷器的碎片，还有大量的佛像和佛教的文物，都能证实我上面的这

些结论。

除了义净，访问过羯荼，我们今天知道名字的中国僧人还有：来

自荆州的法振、乘如以及乘悟，来自荆州江陵的无行，来自洛阳的智

弘。法振不幸去世在羯荼国。他们与义净同一时代，义净把他们的名

字和经历记录了下来。当然，义净之后，或者是义净法师不知道的到

过羯荼的中国人也许还有，只是没有留下名字。

对于羯荼，义净在他的两种书中没有做更多的专门的记载，但我

们从他书中对整个南海地区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他讲到的，既有佛教，

也有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记载涉及的地区，包括古代

的羯荼。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个例子是铁的交易。义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讲，

他乘坐的船，到达“裸人国”，即今天的尼科巴群岛，那里的居民生产

很落后，只能用芭蕉和藤器竹器跟过往的商船做交易。岛上居民最喜

欢交易的，不是别的东西，是铁，因为岛上完全不生产铁。过往的商

船上不仅有一般的商品，也带有一些用作交易的铁。这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商船上用作交易的铁，来自什么地方？是来自附近不远的马来

半岛，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附近什么地方有铁矿并且能够冶炼出金属

铁？这些问题我没做过仔细的调查，不过我知道，十多年前在 Bujang 

Valley 的 Sungai Batu 发现了古代冶铁的遗址。根据我读过的相关的几

篇考古报告，Sungai Batu 古代的冶铁遗址看来似乎可以跟义净在这里

提到的情况联系起来。这方面的情况，值得做更多的研究。

与羯荼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都值得研究。我的感觉是，如

果我们把义净的记载与最近几十年在吉打州各处考古发现充分地结合

起来，做更仔细的研究，一定会增加我们对古代吉打州历史的了解。

当然，我看到的讲吉打州考古的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义净和义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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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这体现了义净的书的价值。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羯荼，义净还提到一个名叫“郎迦戍”

（Langkasuka）的国家。郎迦戍即其他书里提到的“狼牙修”。义净讲，

中国的僧人义朗、义辉以及道琳都曾经到过这里。郎迦戍也是当时一

个重要的国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马来半岛的中北部，这也与马来西

亚有关。

以上所讲，都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什么

呢？它们说明，历史上中国曾经与古代马来半岛的居民有过很多友好

的交往。义净著作中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记载，其中涉及羯荼的部分，

是有关今天马来西亚的吉打州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很珍贵，很重要，

值得重视，值得做更多的研究。在中国与马来半岛上的古国羯荼友好

交往的历史上，义净法师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感谢马来西亚国家团结部和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组织了这么一

个会议，讨论这么一个有意义也有意思的题目。今年是中国和马来西

亚建交五十周年，五十年间，中马两国的文化交往和友谊大大增加，

值得称赞，值得庆祝。这次会议，对此就是很好的一个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