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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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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 于公元 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

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 ) ) ) 镰

仓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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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 5世纪的印度, 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

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

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 ) ) ) 艺术宗教 ) ) ) 学派宗教 ) ) ) 信仰

宗教的发展阶段后, 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

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 ) ) ) 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

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 /公传0和 /私传 0两种。所谓 /公传0

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 /私传 0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

/公传0,在奈良时代成书的5日本书纪6、5元兴寺伽蓝缘起6

和5上官圣德法王帝说6中均有记载, 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

同, 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 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 即 6世纪中

叶传入日本; 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

入日本。另据 12世纪皇圆 5扶桑略记6载, 继体天皇十六年

( 522), /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 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

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 安置本尊, 归依礼拜 0¹。这是

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

宗教 ) ) ) 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

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

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 ) ) ) 神道教不同, 佛教的根本义蕴

/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 即以为人

生的意义是苦 ,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

痛苦0º。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 世事皆 /空0、放弃

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

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

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 朝廷正处在内忧外

患之中, 国内, 豪族势力尾大不掉, 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

帝国崛起, 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 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

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

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 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

化, 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

是, 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 ( 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

的5宪法十七条6。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 /笃敬三宝 0。他不

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 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

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 /笃敬三宝0, 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

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

颇高的佛学家 ,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 还亲

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5三经义疏6。在他的

推动和影响下 , /朝廷内外佛风渐盛 ,出家造寺成为时尚0»。

然而, 在这一时期, 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

教教义, 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 毋宁

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 /国神 0相异的 /他神 0、/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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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0,是 /以消灾祈福的巫术而传播的 0¼。因此, 这一时期

的佛教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与民族宗教并无区别的巫术仪式,

可以称之为 /巫术宗教0。

二、佛教的持续发展

在日本文化史上,一般把推古、舒明、皇极三朝称为飞鸟

时代, 而把从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 /白凤时代 0

( 645) 710年 )。在这一时期, 佛教不仅在日本社会稳固立

足, 而且在朝廷的扶持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在随后的

奈良朝迎来鼎盛时期。

公元 645年,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

革, 史称 /大化革新0。改革不仅彻底清除了以苏我氏为代表

的守旧势力, 还废除了长期制约社会发展的部民制 ,实行了

取效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改革任

命留学隋唐的僧旻法师、高向玄理为国博士 (国家政策的最

高顾问 ),并将佛教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至此, 佛教终以

/国教0的名义稳固地立足于日本社会。

大化革新将日本从氏姓制的奴隶社会带入了律令制的

封建社会, 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天皇制中央集权, 朝廷将 /镇

护国家0的期望寄托于佛教, 对弘扬佛教倾注了异乎寻常的

热情。政府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通过建造大陆式

的壮丽伽蓝、制作精巧的佛像和佛具、绘制精美的寺院壁画

等行动, 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皈依。在律令制度呵护下继续

发展的白凤佛教, 由于具有 /镇护国家0的政治色彩,在思想

上并未出现值得一观的东西, /但在艺术领域却营造出古代

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至今仍被人们叹为观止 0½。因此, 这一

时期的佛教以其浓郁的艺术氛围而被称为 /艺术宗教0或

/寺院宗教0。

和铜三年 ( 710) , 都城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 (奈良 ), 日

本由此进入 /奈良时代0 ( 710) 794年 )。奈良时代依托前代

构建的律令制度基架 ,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物质和精

神文化。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与扶持下, 佛教持续发展, 终于

在圣武天皇时 ( 724) 749年 )迎来了兴盛的顶点。

这一时期, 日本与唐朝频繁往来, 大量的汉译佛经和章

疏被渡来僧和留学僧传入日本。与此同时, 奈良也出现了专

事研究某部 (或几部 )佛教经典的学僧团体 ) ) ) /众 0。以寺

为单位的 /众0, 在朝廷支持下经过横向统合, 扩大为超越寺

院的 /宗0, 形成了盛极一时的 /南都六宗 0, 即三论宗、成实

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 /南都六宗之制的建立,

说明朝廷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统治阶层的视线从眩目的伽蓝

表象, 投向深奥艰涩的佛典内蕴0¾。然而, 律令制度下的佛

教, 始终难以摆脱与政治的关联。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佛

教界, 僧侣非但不能自由布道, 且具有准官僚身份, 其行动受

到法令的严厉约束。这就决定了从大陆传去的南都六宗 /只

能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 是学僧们的书斋学问, 与现实生活

的信仰几无关系0¿。此外,由于唐代佛教界 /兼学0风气的

折射, 奈良佛教 /一寺一人兼习数宗的现象0极为普遍, 这一

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当时仅被视为一种高深的学问, 同时也说

明了奈良佛教宗派意识的淡薄。因此, 严格地说, 奈良佛教

充其量是一种 /学派宗教0, 还称不上是 /信仰宗教0。

通观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宗派的创立大都是对中国佛教

宗派的照搬和模仿,创新和改造极少。

三、佛教的日本化

随着都城由平城京迁移至平安京 (京都 ), 日本进入了历

史上的平安时代 ( 794) 1184年 )。为了继续使佛教发挥 /镇

护国家0的作用,迁都前后的光仁、桓武二皇对佛教界进行了

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其中, /改革度僧制度, 鼓励佛学研

究0这一措施对日本佛教由学派宗教向信仰宗教的转变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 从中国刚刚传入的两个重视教

义理论和修行实践的佛教宗派 ) ) ) 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朝

廷的重视, 并迅速崛起。

由最澄和空海分别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真言宗虽然均传

自中国, 但为迎合当时的日本国情都有创新和改造。天台宗

经最澄传入日本后, 除宣传天台宗的教旨外, 又大力提倡持

戒守律, 还与密、禅二宗混合,完成了 /圆、密、禅、戒0的 /四宗

相承0。据此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已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翻

版。空海的真言宗在印度、中国密教的基础上创立,提倡 /三

密成佛说0,即若能完成 /手密 0、/口密 0、/意密0三密, 则可

即身成佛。真言宗 /教名即强调咒语 (真言 )的灵力, 与标榜

山林修行可获特异功能的修验道融合, 已非唐土密教旧

观0À。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已愈来愈明显地呈现

出日本化的特征。

由于受本土文化的影响, 日本天台宗、真言宗都带有咒

术、祈祷的特征,并且有许多事相与民族传统信仰的神道教

仪式暗合, 因此, 这一时期的佛教还明显地呈现出 /神佛调

和0的倾向。平安时代中期由佛教产生的 /本地垂迹说0, 具

有浓郁的神道教色彩,进一步加快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日益日本化的平安佛教虽然完成了由 /学派宗教0到

/信仰宗教0的转变, 但其始终以贵族阶层为护法母体, 从未

广泛深入到民众中去,依然没有脱出 /现世佛教0的巢窠。

四、民族佛教的形成

平安时代末期以及随后的整个镰仓时代 ( 1192) 1333

年 ) ,战乱连连、天灾不断,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处在对现

世的极度不安之中, 渴望得到灵魂上的救赎。然而, 在此之

前的佛教无一例外地仅仅面向贵族, 且教义十分艰涩深奥,

难以成为武士阶层以及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在这一背景

下, 镰仓新佛教应运而生。

所谓 /镰仓新佛教0, 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从旧佛教

天台宗中脱颖而出的新兴教派, 如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

日莲宗等。二是从中国传入的禅宗诸派, 如临济宗、曹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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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兴教派的创始人均为因关心民众疾苦而奔走于民间

传教的僧侣, 与前代的高僧大佛不同, 从未到中国求法镀金。

然而, 正是这些扎根于日本社会底层、专心一意拯救民众灵

魂的草根僧侣, 使得 /佛教在传入日本七百年后,首次成为日

本人自己的信仰0Á。另一方面, 早在 7世纪便已从中国传

入日本的禅宗, 此时也因入宋禅僧荣西、道元的积极宣传而

兴起, 构成了镰仓新佛教的另一半。禅宗为中国土生土长的

佛教宗派之一, 是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

物。由于倡导 /道在日用 0、/不立文字0等简洁明快的修行

方式, 并大力宣扬 /兴禅护国 0的思想, 迎合了武士阶层的口

味, 受到幕府、皇室、贵族的信奉, 成为整个中世时期的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

由禅宗、净土宗等新兴教派共同构成的镰仓新佛教具有

与以往旧佛教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由以往的 /现世佛教0转

变为凭个人信仰获得救赎的 /出世佛教0, 佛教开始发挥原有

职能, 朝着深化信仰的方向发展; 信徒不再拘囿于贵族阶层,

扩大到地方的广大民众; 注重实践, 主张专修念佛、一味打坐

的简易修行方式; 推崇精神信仰, 轻视理论及造寺建佛之类

的外在行为。

佛教和神道教在这一时期继续交流和融合,也成为促进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一大重要因素。如前所述, 平安中期兴起

的 /本地垂迹0思想在本时期直接催生出天台宗的 /山王神

道0和真言宗的 /两部神道 0。此外,各个新兴教派也先后提

出自己的神道学说。

至此, 随着镰仓新佛教的日渐兴盛, 日本民族佛教的格

局得以确立。佛教也在传入日本七个多世纪后,深入到日本

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 与日本以神道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

生活习俗逐渐融合, 完成了漫长的本土化历程。

五、日本佛教本土化的特色

由以上论述可知, 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体, 在对

中国佛教的改造和创新中成长起来的。因此, 日本佛教具有

独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 )鲜明的护国主义

纵观日本佛教的发展历史, 无论是佛教初传时期的 /崇

佛0与 /排佛0之争, 还是后期发展阶段以佛教 /镇护国家 0的

政府行为, 佛教始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进入镰仓时代,

新兴的佛教宗派一反前代的 /现世佛教0, 努力宣传出世主

义, 从表面上看, 此时的佛教似乎已经远离政治, 其实不然。

开创日本禅宗的荣西著5兴禅护国论6,阐明禅宗 /专护国家

利众生0,使镰仓新佛教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护国主义倾向。

(二 ) /神佛调和0的特性

初传时期, 佛教曾遭遇到本土信仰神道教的短暂排斥,

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日益发展, 两者之间开始友好相

处、相互调和。从奈良时期 /神上佛下 0的 /神悦佛法 0、/神

前念佛0到平安时期 /神下佛上0的 /本地垂迹说 0, 佛教和神

道教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交汇融合过程。日本佛教

这种 /神佛调和0的特性, 不仅促进了神道内部的统一和发

展, 也进一步加快了自身的本土化进程。

(三 )教义、教理及修行方式的简化

/与印度、中国的佛教相比, 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

不发达, 注重内心的信念、修行方法简单便成为日本佛教的

特点0Â。这一特点始终贯穿在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阶段。

在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直接移植于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之所

以难以在民众间普及开来,除了其 /政治宗教 0的现世性特征

外, 佛教教理和教义的繁琐深奥以及修行方式的复杂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由主张 /顿悟成佛0的禅宗与主张 /专心念佛0

的镰仓新教派构成的镰仓民族佛教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流

行并普及, 可以说与其浅显易懂的教理、简易明快的修行方

法有直接的关联。

(四 )世俗化倾向

大化革新后,佛教获得了 /国教0的地位, 僧侣也被允许

参与政事, 获得了准官僚的身份; 奈良中后期,寺院的政治、

经济势力急剧扩张, /僧侣犹如身披袈裟的公务员, 关心朝廷

大事有余, 留意宗教事务不足0 �lv , 这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

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进入平安后期以及镰仓时代的日本社

会, 由于战事与天灾的不断发生, 整个佛教界再度陷入戒律

松弛、争权夺利的世俗化状态之中。这一时期产生的镰仓新

佛教不但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倾向, 反倒迎合当时的

社会需要, 用简易的教义吸引民众, 主张无须念佛、无须固守

传统戒律的修行方法,进一步加重了佛教的世俗化倾向。

综上所述 ,佛教在传入日本后, 历经巫术宗教 ) ) ) 艺术

宗教 ) ) ) 学派宗教 ) ) ) 信仰宗教等几个发展阶段,终于在镰

仓时代, 以独具特色的日本民族佛教的诞生为标志, 完成了

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在漫长的本土化历程中 ,佛教作为日本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不仅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

系, 更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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