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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东来(代序)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的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
于是人们尊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王子的活动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代。
他在青年时代，感到婆罗门僧侣权威过高，给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便决心出家，去寻求摆脱人间
痛苦的道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获得彻底的觉悟，而成为佛陀(智者或觉悟者)。
他倡导众生自由平等，并从此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开始流行。
到阿育王时期(前273—前232)，佛教开始兴盛并形成为印度的国教。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曾派传教僧侣，分赴世界各地宣扬佛法。
北至今土库曼斯坦，南至今日斯里兰卡、缅甸，皆有佛教僧侣的足迹。
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精髓，开始向东方世界冲击。
它经过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一，众说纷纭，揣测附会者颇多。
汤用彤先生对此曾作过详细考订，成绩卓著。
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和阗地方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曾被旁遮普极西北角上的坦叉斯罗夷
为殖民地。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在秦汉之际，佛教僧侣追随殖民官吏、商入，进入塔里木盆地传教，则完全是可
能之事。
至于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具体年月，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最初传入中土，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本土之人，尚不知有所谓身毒，而对其文化精神的象征——佛教，更是毫无所知
。
那么，出使西域的张骞，是否知道佛教，《史记》、《汉书》无一字提及，故范晔修《后汉书》时，
曾断言张骞不知有佛教之事。
(一)文士传诵事实并不尽然。
张骞探险西域之时，阿育王传播佛教于中亚，已有百年以上。
当他跨入中亚之时，一定会见到印度佛教僧侣。
即使在大夏等地，没有接触到佛教僧侣，也应该在塔里木盆地见到佛教的印痕。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尼雅的汉代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一段一段
的佛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即张骞通大月氏前后留下的遗物。
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理演绎，可以看出，张骞在西域曾经接触过佛教僧侣。
只是他的使命，主要是联络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而对佛教之事，
没有写在报告中，从而给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令后人疑惑不解。
自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外使节、商队来往于这条大道上
者，络绎不绝。
佛教也随着使者、商队的到来，注入中土。
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
中国文化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取得吏民的信仰，打
开局面，扩大影响，并非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教义为一般人所接受
。
这样，迄昭、宣、元、成四帝约百余年间，到了哀帝时期，当娈童董贤受宠、饥饿之群行筹会聚击鼓
号呼的多事之秋，佛教首先引起勇于求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注目。
《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
”此事，虽不载于《汉书》，但首见于《三国志》裴注中。
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法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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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说比较可信。
秦景宪从大月氏外交使节口授《浮屠经》，无论是为了口译还是出于探索，恰好说明佛教在中国传播
，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传诵的阶段。
(二)贵族信仰佛教经过西汉末年知识分子的传诵，到东汉初，便获得宗室贵族的欢迎。
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地区招聚方士、西域沙门，祭神求福，设“伊蒲
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开布施之端。
从此，释迦牟尼进入中国的神坛，浮屠之教成了贵族的信仰。
此时，汉明帝也派蔡情等18人为使者，到印度访求佛法。
永平十年(67)从大月氏请得印度僧人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两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佛经来到洛阳。
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请迦什摩腾和竺法兰讲经，从事佛经的汉译(《魏书·释老志》)。
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之始。
这样在全国形成了洛阳、彭城两个佛教传播中心。
汉末桓灵之世政治腐败、社会危机、道德沦丧，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
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纷纷沉迷于宗教，使佛教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也应当看到，桓灵之世佛教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因素。
当时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一些对东方社会信息尚不灵通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天竺人，陆续不
断地移居中国境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热潮。
他们陆行者多留居新疆的于阗、鄯善和内地的敦煌、洛阳等地，海浮者多留居交趾等地。
这些移民中有异域的使臣、冒险的商贾、外国的贵族和好奇的游客，他们中更多的是对佛教事业虔诚
的善男信女，其中姓名卓著者，有安息国太子、精通小乘经典的僧人安世高、精通大乘经典的大月氏
沙门支娄迦谶。
他们先后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永康元年(167)相继来华，在洛阳翻译佛经。
临淮入严浮调在洛阳出家，曾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
洛阳人孟福、张莲受佛学于支娄迦谶。
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到处宣布教义。
传说安世高曾经到过荆州、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把佛教传到中国南部。
大批佛教僧侣的东来，佛经的翻译，使佛教也取得了昏君桓帝的信仰。
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166)，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释迦牟尼的偶像进入了中国皇宫。
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
到了汉灵帝时，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
，造铜浮屠像，用免除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
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这是我国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饰、佛徒的供养的开端。
据此可知，汉末佛教已深入民间，成为庶民的一种信仰。
(三)民间信仰当时信佛的沙门虽不少，但受五戒未出家的居士可能居多。
桓帝之世，安玄译《法镜经》，叙佛门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
《理惑论》也说：“今沙门耽好酒浆，或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治。
”牟子所论，虽指海上交通发达、佛教徒聚居较多的交州沙门，但蓄妻子、逐什一之利者，未必尽是
异域的教徒。
显然，汉代佛教东传，教义不明，教规杂乱，所以笮融在徐州、广陵间造佛寺，曾以酒饭布施。
也正因为时人对佛教教义没有十分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浮屠、道教无别。
方士有神奇的方术，懂医学，传教士也精通针脉诸术，以方术传教；方士有祠祀之方，浮屠作斋戒祭
祀；道言神仙久生，佛言精灵不死。
因此汉人把佛教当作道术祠祀之一，作为黄老道的支流，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静无为，“省欲去
奢”(《后汉书·襄楷传》)，与黄老道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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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英、桓帝，均并祭老子、浮屠。
“善天文阴阳之术”、读道书与浮屠家之言的襄楷上桓帝疏，杂引《老子》、佛经，劝桓帝行正道。
都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佛道无多大差异，“于黄老视为君人之术，于浮屠遂以为延诈之方”，可合而为
一。
加之那时社会上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颇为流行。
言称老子出关之后，到达西方创立佛教，教化胡人，老子成了佛教的教主。
而这时尚处于苦斗之中的佛教徒，也深知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亦步亦趋向道教靠近，只好默认佛
是老子的门徒，居于附属地位，开始汉化，用汉人的祭祀方法祀佛，如桓帝便是用中国祭器，以三牲
祭浮屠。
所以史家称其为“汉地佛教”，即汉文化系统的佛教。
抗战时期，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曾出土一陶座，陶座上身部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像，而
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陶座为钱树之座，可能象征社神。
由此可见，汉末佛教的礼拜与道教的礼拜，甚至和传统的土地崇拜——社祀活动交糅在一起。
(四)传播地域汉代佛教传入内地，除洛阳、徐州外，还传布到哪些地方？
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谜团。
过去因资料贫乏，难以找到打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精心考证，写出《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一节，
指出佛教曾流传于丹阳、襄乡、临淮、许昌、会稽、颍川、苍梧、交趾等地，这些看法给人以启迪，
发人深思。
但是不足之处是，仅限于文献资料。
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开展，佛教留下的艺术史迹陆续发现，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所刻的带项光的立佛像；1959年新疆民丰县北
尼雅汉墓中出土的蓝缬棉布上有一上身赤裸、手持鲜花、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的菩萨；1973年夏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和舍利像；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图；四川乐
山麻濠、沛子湾崖墓的坐佛像等。
这些佛像证明，至迟在汉末，佛教已在东至海，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
内，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至于佛教之最初传入中国的路线，首先由西域的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经陆上的丝绸古道而来，
这是尽人皆知的。
除了这一条路线之外，是否还有一条海上之路呢？
过去梁启超先生曾提出，佛教经海上先由南方广州一带传入。
对此说法汤用彤、翦伯赞等先生曾提出异议。
我们认为，佛教先由陆路进入中土无可怀疑，但佛教东传也有经海道之时。
如果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古印度文的佛经，证明佛教首先从西北陆路而来，那么临近
海滨的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的新发现，就是佛教来自海上的实物证据之一。
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汉书·地理志》中具体叙述了自徐闻等地到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行时间
，当然是汉人航行经历的记录。
那时汉人用北极星和铜圭表观测天气导航。
正因为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泛海船队可能把佛教从东南次大陆沿着南海之滨输送到黄海之滨，从而在
孔望山留下佛教艺术史迹，以徐州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在山东滕县、沂南留下了佛教图像。
这些史料都有力证明当时的确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佛教输入中土的新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东传，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中国边疆，公元一世纪初期从海陆
两路进入中土，获得了贵族的信仰；汉末进入民间，成为庶民百姓的宗教信仰之一，但它与道教相比
，仍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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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取得帝王的支持和信奉，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
本书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流畅的文字、精美典雅的图片，将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
宋太宗、元世祖、建文帝、雍正帝等二十五位皇帝尊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
”“女皇身边的和尚”“七迎佛骨法门寺”“促成东西佛教交流的宋太宗”“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
正皇帝”等等。
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亦产生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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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皇宫，自古以来就是太阳底下故事最多的地方。
佛教自传人中土后，首先和皇宫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佛教似乎成了皇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抹上了强烈
的政治色彩。
石勒、石虎父子与佛图澄结缘就是典型一例。
（一）乱世国君－－石勒、石虎在两晋之际，汉人纷纷南下，北方中原与巴蜀地区，内迁的匈奴、羯
、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治集团和西晋的残余势力，经过长期的混战，相继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
，中原成了“五胡”轮流出场的战乱舞台，史称“五胡十六国”。
当此之时，一些西域高僧，也随之进人中土，开拓了传教的新局面。
那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尽管四分五裂，混战不已，但有一共性，各政治集团大都扶植佛教
，后赵石勒（274－333）父子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荣德
重用僧朗。
这些名僧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使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佛典翻译、教义的研究以及佛教信仰的普及，都
较汉魏时代有较大发展，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教。
十六国时国君尊佛者首推石勒。
石勒（274－333），字世龙，是上党郡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的羯人，是后赵政权的创立者。
石勒父祖虽曾任部落小帅，但家贫，自幼为人佣耕，不识文字，当过小贩。
二十多岁时被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捕捉，掠夺至茌平（今山东阿北）为奴。
石勒为晋军所迫，召集王阳、郭敖、郭黑略等十八人劫掠为盗，号称“十八骑”。
适逢匈奴族刘渊起兵，石勒与牧率汲桑等聚众起事，攻破邺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焚烧宫室，掳掠
妇女珍宝无数。
后失败投奔刘渊（？
－310）为辅汉将军，封平晋王。
后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王，建立国号为“汉”，他受命东攻晋、赵、魏等州，攻城掠
地，杀晋太尉王衍、王浚等重臣数人，屡立战功。
不久，兼并王弥、侯脱等割据势力。
石勒在与晋军与其他少数民族割据集团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当刘渊侄刘曜（？
－329）建立前赵时，石勒与刘曜断绝君臣关系，于大兴二年（319年11月），称大将军、大单于（胡
人最高称谓）、领冀州牧，自封赵王，建立后赵国，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以张宾为大执法，
总朝政，史称“后赵”。
太和元年（329）灭前赵，占有北方大部分地区。
太和三年（331）2月称大赵天王，仍以襄国为都。
9月，即皇帝位，以次子石弘为太子，以养子石虎为单于之辅，都督禁军诸军事。
石勒建国，礼待士人，军政之暇，喜听人读《汉书》，评论古今帝王善恶。
建太学，选士人为师，讲授经史。
与此同时，核查户口，劝课农桑。
经过长期战乱，东北方较大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给庶民百姓稍事休整、恢复生产的
机会。
建平四年（333）石勒死，其子石弘即位。
石虎专权，自任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专擅朝政，无恶不作。
次年，石虎废杀石弘，称居摄赵天王，改元建武。
建武二年（335）迁都邺（今河南临漳西南）。
石虎（295－349），字季龙，是石勒养子，长期随石勒征战杀伐，性残暴，每次降城陷垒之际，常大
量坑杀或活埋降卒和庶民百姓，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石勒，特别是石虎，是以残忍滥杀而著名。
例如：永嘉四年（310），石勒攻陷白马（今河南滑县，旧滑县东），坑男女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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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元年（322），石虎击败晋将曹疑，疑出降，送襄国杀之，坑其降卒三万。
石虎即位后，大兴土木，严刑酷法，滥杀无辜。
石氏父子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民众怨愤，内乱不已。
正是在这种充满战乱、种族矛盾尖锐、弱肉强食、彼吞此并之时，宣传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之说的宗
教－－佛教，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出现了劝说屠夫慈悲戒杀、放下屠刀的高僧－－佛图澄。
（二）佛图澄与石勒、石虎结缘汉魏晋时代，一批又一批异域高僧来华，但尚未形成文化氛围，只有
少数贵族在深宫中求长寿，祈福禄，传教活动沉寂无声。
到了东晋十六国，许多西域高僧除了精通佛学、医学、天文、数学，大多还具有各种神功异能，使信
徒大增，塔庙日多，从而打破了佛教文化沉寂无声的气氛，让佛国的黄旗高高地飘扬在北方上空。
在这次活动中，西域大和尚佛图澄功不可没。
佛图澄（232－348）西域人，西晋、后赵时高僧。
本姓帛（一说天竺人，本姓湿），自幼出家，久住敦煌。
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9），已七十九岁高龄的佛图澄，不远万里涉流沙来到洛阳，欲建寺弘扬佛法，
小料遇见匈奴攻打洛阳，京城一片混乱，无奈只好潜隐草野以观时局。
次年，石勒攻掠豫州诸郡，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北），以滥杀树威，连沙门亦难以幸免。
佛图澄见状，决心以佛教感化石勒，便杖策到军门，投奔石勒部将郭黑略，郭黑略与石勒一起聚兵，
是屡建战功的“十八骑”之一。
他久仰佛图澄，今日相逢，喜出望外，受五戒，执弟子之礼。
佛图澄常辟谷，连日不食，又通道术，预言胜负，颇为郭黑略敬重。
郭黑略本是一介勇夫，忽然议论军隋，颇有见地，说得头头是道，使石勒心生疑惑，问郭黑略如何能
料事如神？
郭黑略直言相止．不是在下料事如神，我认识一老僧佛图澄，才智非凡，能念神咒，役使鬼怪，预卜
吉凶，知千里之事。
他还说将军必得天下。
近日所言军事，是他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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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佛的皇帝》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皇帝尊佛，由来已久——隋文帝发愿弘扬佛法，唐肃宗因国难崇佛，元世祖奉喇嘛为帝师，雍正皇帝
集法王人王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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