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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
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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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六次东渡：鉴真》为丛书之一，介绍了鉴真六次东渡的有关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六次东渡：鉴真》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
，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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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鉴真出生之日，正是唐武则天称帝之时。
武则天的母亲是隋朝宗室杨氏，而杨氏是以崇佛著称的，武则天从小就受佛教的熏染，日后又有一段
特殊的经历（太宗死后，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在儒、释、道三家中，她对释家（即佛
教的别称）情有独钟。
武则天在即位之前，就大力利用佛教，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
在这种背景下，有10个和尚伪撰四卷《大云经》，上奏武则天皇后，说她是弥勒佛下凡，能普度众生
，应该当皇帝。
武则天看后，就要求在全国颁发《大云经》，下诏在两京和诸州郡各修一所大云寺。
而扬州大云寺，恰巧在鉴真家附近。
此时佛教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
武则天刚即位，就颁布圣旨，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地位在道士、道姑之前。
鉴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就了皈依佛门、潜心钻研佛学的愿望。
到了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路经扬州，住在大云寺的道岸禅师，得知鉴真学识渊博、德行高尚且又
年轻，便乐意为他授菩萨戒，此时正逢武则天刚刚从皇位上退下来。
　　在武则天称帝时期，唐朝不仅政治经济有了进步，思想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的“开
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从景龙元年（707年）到开元元年（713年）的六年里，鉴真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
洛阳、长安两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的传人也早于扬州。
那里寺院林立，高僧云集。
他遍访名寺高僧，潜心钻研经典。
开元元年以后，他回到扬州，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因唐玄宗推行崇尚道教政
策，虽然起初并没有采取抑制佛教的措施，但无形中遏制了佛教极盛的势头，使佛教在开元、天宝时
代处于弱势。
　　尽管这样，开元盛世却使鉴真增长了许多见识。
而后唐玄宗继续推行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开放政策，当时唐朝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都居于世界先进地位，各国商人、学者、僧侣等都不断人唐学习或经商，唐朝的商人、学者、僧侣
等也纷纷出国交流。
据文献记载，开元年间，与唐朝交往的国家就有七十多个。
天宝末年，居住在京城的外国人达四千人以上。
唐朝的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鉴真的故乡扬州，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
在唐代近三百年统治中，日本正式派出的使团达19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使团人数达五百人以上的3
批均在开元、天宝年间人唐。
这种文化交流，使正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的鉴真感受到唐朝的强盛和繁荣，同时开放的文化氛围，
造就了鉴真开放、坦荡的胸襟和气魄。
在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达到鼎盛时期。
在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文化走向顶峰，诗歌、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各项艺术都有了空前发展
。
玄宗时期国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文献编撰工作。
　　总之，唐朝“开元盛世”时代，不仅为鉴真获取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佛学思想提供了基础，也培
养了他大度、开放、坚毅的性格，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天宝初年大唐开始由盛转衰，鉴真也正是在这个转折时代开始了他的东渡事业。
　　（二）唐代佛教兴盛　　鉴真东渡弘扬佛法，说明佛教自两汉传人中国，到唐代已经完成佛教的
中国化，标志着唐代佛教本土化已臻成熟，开始东传。
没有唐代佛教事业的发达和佛教思想的成熟，就没有鉴真东渡的壮举。
鉴真成长为一代佛学大师，一方面有他的天赋和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与当时佛教文化的发达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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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开放的政治，也带来了开放的宗教政策。
唐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崇的宗教不同，但对各种宗教基本上都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即使在武则天
推崇佛教、唐玄宗推崇道教的时代，其他各种宗教派别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
从初唐到中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唐代宗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宗教事业兴
旺，宗教思潮不断出现，宗教派别林立，唐代佛教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
　　其一，表现为寺庙剧增、僧徒众多。
尤其名僧辈出，如道玄、法藏、道岸等等，这些高僧对推进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名僧中有些是鉴真的老师，鉴真能够成长为一名造诣极高的传戒大师，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
　　其二，唐代佛教兴盛最有力的证明不是佛教的普及，而是佛教宗派及其判教（判教，就是判别或
判定佛所说的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学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南山律宗等。
佛教宗派的创立大大加快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从而促进了唐代佛教走向鼎盛阶段。
　　其三，唐代佛教昌盛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译经事业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水平。
伴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而来的便是对佛经原典的消化与提炼，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本土僧人自己的各类
佛学著述，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唐代佛教事业的繁荣。
高僧与汉译佛经及佛教著作的大量产生，促进了佛教宗派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影
响到国内各个地方，而且远播到朝鲜、日本。
如果没有唐代繁荣的佛教文化，就不会在日本出现人们对佛教的信奉，也不会有日本僧人来唐学习佛
法，当然更不会有鉴真东渡的历史史实，可见鉴真东渡弘扬佛法的背景正是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
　　其四，唐代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佛教艺术的繁荣。
鉴真东渡传到日本的不仅有佛教的理论与教法，还包括唐代佛教的艺术瑰宝，比如说雕塑、画像、佛
寺建筑等等。
如果没有唐代佛教艺术的精湛、发达，没有唐代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对鉴真的熏陶和启迪，也不会
有鉴真对日本文化艺术的贡献。
任继愈先生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明确指出：“佛教已成为隋唐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政治作用
不下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
”说明了隋唐时期佛教的普及和佛教文化的发达程度。
鉴真在日本的很多成就得益于大唐繁荣昌盛的佛教文化。
　　（三）鉴真的故乡——扬州　　鉴真出生于扬州，14岁在扬州的大云寺出家为僧，后游学于两京
长安和洛阳，学成后又回到扬州传播佛法。
鉴真东渡弘扬佛法，与扬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故乡扬州的文化孕育了鉴真。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确立了扬州交通枢纽的地位，也是黄河以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当时由海上来华的外国人，常把扬州当成海洋航运的终点，再转赴长安、洛阳，使它成为最大最富有
的国际贸易都市。
扬州成为对外交流的门户，这使鉴真从小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
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
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
）。
从唐人诗句“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中就反映出扬州大都会的繁荣景象。
除了经济繁荣外，扬州的自然景观也非常美，唐代的一些诗人写出了很多赞美扬州的诗篇。
扬州自六朝以来，就是佛教兴盛的城市。
城内寺院林立，更成为远近僧侣集中的佛教中心城市之一。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促使鉴真成长为一代高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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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真东渡日本，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唐天宝12年即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
陪同下，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5次东渡失败后，第6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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