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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长期处于分裂混战之中。唐贞观年间，古
印度的戒日王逐步统一印度北部，并建立戒日帝国。玄奘西行至印
度，正是戒日王统治时期，受到了诸多礼遇。然而，随着戒日王的意
外身亡，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龙象之战……

1 . 玄奘西行受礼遇

戒日王是坦尼沙国王波罗·瓦尔那的
次子。从公元 602 年开始，他南征北战，他
统一的国土已从奔罗伐弹那延伸到比阿
斯河，并确立了戒日王在北印度的霸主地
位。后来在 612 年坦尼沙和穆里克两国正
式合并，戒日王任国王，迁都曲女城，历史
上将这一年作为戒日王朝的开端。

公元 631 年，大唐高僧玄奘游历至印
度，宣讲大乘佛教的教义，名声鹊起，引起
了戒日王的注意。戒日王特意在642年于首
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无遮大会，20多个
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婆罗门教高
级学者参加了大会，由玄奘宣讲大乘佛教
教义，与会者没人能驳倒他，因而获得了

“大乘天”的尊号。会后戒日王请玄奘骑象
巡游天下，宣讲说法，一时间在印度掀起
了“中国热”。

玄奘对戒日王也称赞不已，他记载
道：王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
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戒日王以对东土高僧的隆重礼遇表
达他的政治述求。

戒日王一统北印度之后，并没有建立
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庞大的帝国只
是个依靠武力结成的松散联盟。萨他泥湿
伐罗、卡脑季、摩揭陀、羯朱嗢祇罗国在其
直接控制之下。其余三十余个王国各有其
君主、军队，各有其官僚制度及法律制度。
它们只是屈从于戒日王的威力，承认他的
霸主地位，向他称臣纳贡。

相较之下唐王朝是一个帝国体制十
分完备的国家，在唐太宗的治理下，国力
益隆，如日中天。戒日王对此颇为心折，他
想要仿模唐帝国的政体，建立一个理想的

“印度中央集权国”。贞观十五年，他向唐
朝数度派去使者，又对玄奘着意殊宠，似
乎是想在意识形态上向唐帝国示好。

唐太宗也注意到戒日王有“向化之
意”，数度互遣使通好之后，为了进一步巩
固“中印友好关系”，他在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时任右率府长史的王玄策前往印度访
问。不想这一去变故横生，兵乱大兴。

4 .一战平定中印度

由于东印度援助了阿罗那顺，王玄
策准备乘胜追击，他的声势把尸鸠摩吓
得魂飞魄散，连忙送马万头、金银财宝若
干，向王玄策谢罪，王玄策这才罢休。王
玄策救出被俘的其他外交官员，将阿罗
那顺披枷戴锁装进囚车，带着战利品回
国述职。

王玄策凯旋，他去印度时只有三十
人随行，去泥婆罗仅以身免，他执阿罗那
顺至长安时带回了牛马大象等，以及一
万名战俘，金珠贵物不计其数。

5 .名将枯荣同雄主

王玄策不用国家一兵一卒，一
人征服印度的功绩令人惊服，可是
他并没有成为唐史中名声彪柄的英
雄，两唐书没有为他作传，对他的记
载也杂乱零星，那场横扫印度的“灭
国之战”，更是数笔略略而过。究其
原因，无非两条：

第一，单从中、印两国博弈的
层面来看，这场战争的确容易激发
起民族主义者的自豪感。但结合到
当时的地缘政治结构，这其实却是
一次失败的尝试。因为作为帝国使
者的王玄策，出使印度所执行的任
务实际上和张骞类似。是为唐帝国
在吐蕃背后的印度寻找战略盟友，
以牵制吐蕃。然而最终的结果却
是，帝国使者在吐蕃的帮助之下，
攻击了这个本该合纵连横的对象。
就唐王朝而言，这不是一场战略恰
当的战争。

第二，其实在戒日王去世之后，
印度的分裂已经不可避灭，王玄策
的灭国之战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王玄策也没有在印度建立起统一的
政权，因为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唐
朝也不可能在印度建立起类似于安
西都护府之类的统治机构，所以王
玄策之战对印度，以及唐朝的历史
进展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王玄策未能在青史留名的原
因，除了以上几点之外，还有一桩吊
诡的事件。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回到长
安后，除了献上战俘和贡品，他还带
来了一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印度和
尚。这个印度和尚吹嘘自己有二百
岁高龄，专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并
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他炼的丹药，一
定能长生不老，甚至可以在大白天
飞升到天宫里去成为仙人。

唐太宗年轻之时从来不信鬼
神，可是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
开始，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临终的6年，唐太宗的健康状况
急速下降。

晚年的唐太宗一改前期对方
术的排斥，反而企望有方士高人能
为他解除病痛，在这种心态下，他
得到王玄策献上的罗迩娑婆，居然
喜出望外，立刻命他在“金飙门”配
制仙丹。

一年之后，李世民于长安含风
殿突然崩逝，享年52岁。高宗李治知
道父亲其实死于罗迩娑婆所炼的

“胡僧药”，于是严密封锁消息，又为
防物议，仅将罗迩娑婆逐出内廷未
做任何处置。

王玄策自然也受到连累，终老
于散朝大夫位上，卒年不详。

据《国家人文历史》

唐书中将印度分为东、西、南、
北、中五部天竺，所属有几十个王
国，王玄策之师就连平了印度中，东
二部。

当他献逆王阿罗那顺于长安
时，唐太宗大喜过望，得意洋洋地教
训阿罗那顺说：“夫人耳目玩声色，
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
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

在太宗至玄宗年间，印度遣使
朝唐频繁，唐书记载：乾封三年，五
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
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
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
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
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
事赐之。

可见贞观之后，唐王朝的威摄
力已经渗透进整个印度半岛，印度人
以天朝衣冠为荣，国威兴隆至此，王
玄策对印度征战之震摄不可忽略。

2 .大唐使者惨被俘

王玄策早年事迹不详，初任融州黄
水县令。后曾在贞观十七年跟随朝散大
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护送婆罗
门国使节回国。同年十二月，到达摩伽

陀国。
贞观二十一年，右率府长史王玄策

的印度之行艰辛异常。从唐朝国都长安
到达印度可不容易，路途上至少要花费
半年之久，王玄策带领他的使节团队必
须走过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经过泥
婆罗（现尼泊尔）才能达到印度。

使团一行人卧冰尝雪，艰苦卓绝，而
刚刚到达印度，却得到惊天噩耗——— 戒
日王在洹河晨浴时突然溺水而死。

恒河是印度的“圣水河”，因为恒河
之水来源于“神山圣湖”。恒河的上游是
冈底斯山，冈底斯山的东南坡有一个大
而幽静的淡水湖，叫玛法木错湖，湖水来
源于高山融化的冰雪，所以湖水清澈见
底，平如明镜。印度教徒尊它为“圣湖”。

由于恒河水是从“神山圣湖”而来，所
以整个恒河都是“圣水”，相传上古时代印
度教大神湿婆和乌玛交媾，一次就达100
年之久，中间从不间断，众神对湿婆的生
殖能力感到惊慌，就央求湿婆把他的精液
倾泻到恒河之中，这就是恒河之水从天而
来的原因。

印度人认为恒河之水可以涤罪攘
祸，去恒河之中来个大洗浴是印度教徒
最向往和痛快不过的事情。戒日王这次
洗浴可能过于尽兴，于是就极乐登仙了。

戒日王一死，国中大乱，戒日王治下
的帝那伏国主阿罗那顺发动政变自立为
王，他驱逐了原先戒日王的王室，把持了
戒日王国的一切。阿罗那顺自知得位不
正，担心周边的强国以此为名干涉，尤其
害怕吐蕃的松赞干布。

吐蕃已经收服泥婆罗了，也就是说吐
蕃的势力已经进入印度北部，这对于阿罗
那顺政权确实是现实的威胁，而吐蕃和唐
朝的关系很好，松赞干布娶了唐文成公主
为妻，阿罗那顺对于突然来到印度的唐朝
使团猜忌万分。他怀疑唐、蕃两方要来粗
暴干涉自己的内政。于是阿罗那顺一不做
二不休，索性派兵袭击了唐朝使团。

王玄策本来带着和平友好的使命而
来，使团一行不过三十余人，这下促不及
防，骑从皆没，正使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
统统被俘。

天竺政变事发突然，远在千里之外
唐帝国最快也要数月后才能反应过来，
对于王玄策来说，最好的结局无非是成
为两国交换战俘的人员之一，然后回到
故乡终老，最终被历史的烟尘淹没。

然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王玄策
和蒋师仁趁看守不备，夺关下钥而奔，逃
出生天。

但是，他并没有向太宗汇报一切，在
中央政府的指示下正确处理这一外交事
变，而是觉得身为大唐使臣被叛臣所虏，
是人格和国格的双重羞辱，实在咽不下
这口气。于是，二人再次渡冰履雪翻过喜
马拉雅山脉，经历九死一生，回到了泥婆
罗（尼泊尔）。

龙象之战：
大唐使者借兵灭天竺

3 .借兵一万灭天竺

王玄策就以松赞干布及唐太宗的名
义向泥婆罗王借兵，经过一番如簧之舌
的东拉西扯，泥婆罗居然借给了他七千
骑兵，王玄策又命蒋师仁入吐蕃，向松赞

干布借兵，又借来一千五百兵马。
王玄策同时还檄召临近处各大唐藩

属国，以大唐讨逆之名征招人马，这次又
征来一千人，此时王玄策属下的部队已
经近一万，没有一个是唐朝人，是一支地
地道道的联合国军。

王玄策就带领这支杂七杂八的部
队杀回印度，以天降雄师之姿所向披
靡，从北向南直取阿罗那顺所在的都城
茶鎛。

阿罗那顺惊闻王玄策杀来，迅速集结
六万兵马防御，其中一部分是有印度特色
的象兵。公元前600余年，印度就开始训练

「象兵」，群象冲来，黑压压的一片，刀枪不
入，势不可挡；敌军往往惊慌失措，丢盔弃
甲，抱头鼠窜。在甘地斯河畔，阿罗那顺又
试图以象兵的强大威力，碾压掉王玄策的
联合军团。

谁知王玄策早有准备，他效仿田单
的火牛阵，征集了数十条水牛，在牛角上
缚上兵刃，尾上缚苇灌油，以火点燃。火
牛冲进象阵后，引得大象纷纷惊惧奔跑，
结果反而冲进印度军阵，把阿罗那顺军
踩得一塌糊涂。

王玄策趁势挥兵掩杀，结果包含象部
队在内的阿罗那顺军战死三千，而被追落
至水中溺毙的则有一万之数，被俘虏者至
少一万一千人，败势之惨可谓落花流水。

阿罗那顺无奈，只好收罗残部死守
茶鎛城，王玄策率兵围城，就地打造的云
梯，弩车，用上了唐军的各种攻城手段，
这一国之都城竟然三日即告城破，阿罗
那顺弃城而逃。阿罗那顺逃到了东印度，
从东印度王尸鸠摩那里搬来救兵，企图
反攻。

王玄策设分兵用计引阿罗那顺上
钩，一举全歼阿罗那顺残部，活捉阿罗那
顺。最后，阿罗那顺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
朝乾托卫城也被蒋师仁攻破，远近城邑
望风而降，阿罗那顺的部从一部分被当
做战利品带走，“余众尽坑杀，远近城邑
降五百八十所，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
万余头匹。天竺震惧”。

古印度的戒日王，在后唐书中被称
为尸罗逸多，《旧唐书》中记载：贞观十五
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
唐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得到回书
后十分吃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
诃震旦（中国人）使人至吾国乎？”皆曰：

“未之有也。”
第一次见到中华之人的戒日王对唐

太宗的诏书顶礼膜拜，又再次遣使入唐。
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
义表报使。

这次戒日王遣大臣郊迎，将整座都
城布置一新，焚香夹道以示隆重，自己率
其群臣面向东拜受唐太宗的敕书，并且
再次遣使入唐，献上火珠及郁金香、菩提
树等珍贵贡品。此时戒日王已经统一了
北印度，是一位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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