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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書作者河上麻由子，主要研究古代東亞世界的佛教文化交流，特別聚

焦在「佛教朝貢」的探討，該議題成為近年來學界探討古代東亞世界跨國佛

教文化交流的熱門議題。 

河上先生在 2002 年畢業於北海道大學文學部人文科學科，2008 年在九

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府博士後期課程單位取得退學後，獲得九州大學的文

學博士學位。現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1是日本學界相當受到矚目的

年輕學者。 

本書是近年來日本學界在古代東亞世界中的佛教文化交流的議題上，非

常重要的一本專著，在日本學術界廣泛受到引用和討論。除了古代東亞世界

的佛教交流外，河上先生也關注古代東亞世界中的佛教和中國、日本王權之

間彼此的互動和影響。簡要地說，河上先生的研究特色有以下兩點：第一，

將佛教放置在古代東亞世界的交流進行詮釋和理解。第二，主張佛教和古代

國家的政治運作相當密切，探討中國王權、日本王權和佛教之間的互動和聯

繫。本書是河上先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同時也是日本學界最新的觀點和學

術成果，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1 本文於 2012 年完稿，河上麻由子於 2013 年取得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研究院人文科學系

人文社會學領域助教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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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東亞世界的佛教交流，第二部分討論

唐代的皇帝與日本天皇受菩薩戒。在這兩大部分外，序論置於全書之首，有

提綱挈領之效；書末是結論，總結全書各章主旨和核心觀點。以下，針對本

書略作陳述和介紹。  

序論是本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清晰地點出全書的問題意識、學術觀

點。河上先生強調她受到石母田正先生研究的啓發，重視以下三大視角：一、

東亞世界對外交涉中的佛教史。二、以統治思想來掌握、理解佛教。三、放

在天皇制的問題下來思考（頁 3-4）。另外，河上先生也受到上川通夫先生看

法的影響，認為佛教擁有國際性質，並且佛教和古代東亞世界的政治結構密

不可分，主張日本古代的佛教歷史應該放置在對外政治和朝鮮半島的政治演

變中思索和掌握。本書深深受到上述兩位先生觀點的啟發和影響，特別重視

古代東亞世界跨國的對外交流與佛教之間的關係，並且將佛教放置在東亞政

治史來進行討論和詮釋。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先生除了承繼日本東亞史的學

術觀點外，更強調佛教並不只是在東亞世界中傳佈和交流，她主張要以中國

為中心來看待中國和其周邊國家的佛教交流和互動（頁 4-5）。簡單地說，河

上先生嘗試從東亞世界的國際交流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和詮釋日本的

古代佛教史（頁 10）。在佛教與古代國際交流史的研究方面，河上先生根據

中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文字史料，探討中國天子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文書中

的「佛教朝貢」，構成了本書的第一部分；在佛教與政治史的研究上，則聚

焦在唐代王權、日本王權受菩薩戒所可能衍生的政治意涵和意義，以上則構

成了本書的第二部分。透過序論，我們可以正確地、清楚地掌握河上先生的

問題意識和學術觀點。 

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在探討東亞的佛教與對外交涉議題，由四章所構

成。第一章探討中國南北朝至隋代時期的佛教和中國對外的交流，在該章

中，作者提出「佛教朝貢」的概念，所謂的「佛教朝貢」可根據對外交涉的

文書中的修辭、內容，定義分為三大類：稱讚中國天子為佛教聖王為主的「崇

拜型」、進獻給中國天子佛教文物（佛經、佛像等）的「貢獻型」、請求中國

天子贈送佛教相關經疏、佛像的「請求型」（頁 18）。作者發現，中國在南朝

時期，佛教朝貢相當興盛，這可能和中國南方新王朝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有

關。另外，在中國北朝到隋代，仍舊可以發現若干佛教朝貢的歷史記錄，但

是數量上不如南朝的記載。最後，作者推測隋代的佛教在對外交涉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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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到南朝崇拜型的佛教朝貢影響（頁 53）。 

在第二章，作者聚焦在中國南朝的佛教朝貢的探討，以南海諸國的上表

文為核心討論。透過分析南海諸國和中國交流的上表文，作者認為南海國家

製作這些上表文的目的，可能有利於這些國家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以此來

維持和發展雙邊的貿易，並且獲得中國的回賜品。另外，上表文的製作亦有

可能是扶南的僧人所為，尤其南海商人與扶南地區的僧人關係可能相當密

切。最後，作者強調中國國內的崇佛政策，必須注意到周邊國家的崇佛政策

的影響，以及佛教在國際關係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三章，聚焦在中國南北朝至隋代的皇帝受菩薩戒的討論。在整理、爬

梳梁朝、陳朝、北朝和隋代天子受菩薩戒的歷史紀錄後，作者認為梁武帝受

菩薩戒的做法可能影響到南北朝至隋代幾位君王接受菩薩戒。作者認為隋文

帝、隋煬帝受菩薩戒，也可能是受到梁武帝的作法的影響，隋代王權可能出

於當時流行皇帝受菩薩戒、嚮往梁朝的文化、試圖統治南方等等因素，選擇

受菩薩戒。 

第四章是日本學界的熱門議題，探討遣隋使與佛教。本章透過分析日本

和中國的交涉文書，認為日本致書給隋國的文字可能援用《金光明經》的「天

子」定義，將日本天皇定義為「正法治世」的國王。另外，作者透過南朝外

交國書的佛教朝貢的研究，認為倭國遣使入隋也可能是想藉由佛教朝貢的

「崇拜型」來取得隋文帝的歡心（頁 132-133）。簡要地說，作者認為古代倭

國試圖透過佛教與古代東亞世界中以中國為中心的隋國建立關係，因此在

日、中的外交文書上，使用佛教朝貢的文字。 

第二部分主要討論中國唐代皇帝受菩薩戒的歷史現象，構成了第二部分

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是東亞世界中唐帝國的佛教對外交涉的討論，最

後，第五章探討日本八世紀天皇受菩薩戒的歷史意義。 

第一章聚焦在唐太宗到唐高宗時期皇帝受菩薩戒的歷史意義。作者認

為，唐代皇帝接受菩薩戒，除了祈求個人的功德外，也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

來探討該課題（頁 150）。他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作者認為唐太

宗的菩薩戒可能是自誓受戒，換言之，是皇帝本人自己替自己受菩薩戒，並

非由僧人替他受戒。第二，皇帝受菩薩戒成為菩薩天子或菩薩皇帝，在當時

被視為佛教聖王，是實現理想政治的君王，在佛教世界中擁有非常特殊和崇

高的地位。第三，佛教僧團勢力期盼出現一位護持佛教的聖王，他們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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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樣的目的，積極向唐代皇室接近，並且替王者傳授菩薩戒。本章透過上

述三點，探討唐太宗至唐高宗前皇室受菩薩戒的歷史現象，他認為在該時期

是採皇帝、皇太子皆受菩薩戒的模式，但是在李承乾被廢除太子之位後，這

樣的模式停止，故定義為第一期。 

第二章則探討武后、唐中宗、唐睿宗受菩薩戒所可能蘊含的歷史意義。

作者認為武則天受菩薩戒，可能受到唐太宗時期佛教界提倡的理想聖王觀念

有關，也就是皇帝皆受菩薩戒可以實現理想的政治，他認為武后朝的君臣可

能繼承了唐代前期的認識。在唐中宗的探討上，作者強調中宗受菩薩戒，除

了自身的佛教信仰外，也透過菩薩戒的取得，強調繼承、延續武后政權的意

識形態，並且透過菩薩戒皇帝的身分，來爭取、掌握人心。最後，在睿宗的

討論上，則強調睿宗施行寺院整理令引來了唐代佛教界的反感，睿宗透過南

山律宗僧人文綱接受菩薩戒，以強調自身是崇佛的君王，並且以此來迴避當

時佛教界的對立。上述這段期間，作者強調唐代帝位傳承的不穩定，此時皇

帝受菩薩戒可能擁有政治用意，作者定義為第二期。 

第三章則探討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接受密教灌頂與菩薩戒

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在唐玄宗至肅宗時期，他們的佛教信仰比較淡，較期

待佛教在政治上的效果（頁 192）。首先，作者探討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

皆受唐代密教僧人不空的灌頂，作者舉出上述君王接受的灌頂主要是轉輪王

灌頂，以此取得佛教界最高君王的地位，加強王權的權威，以安定政權不穩

定的唐王朝（頁 192-194）。第二，唐代宗時期，除了接受不空的灌頂外，也

接受菩薩戒，作者強調該時期佛教發展和當時的政治鬥爭關係密切，唐代宗

接受菩薩戒增強自身的影響力，透過尊崇佛教來對抗當時反對的政治勢力

（頁 196）。最後，在唐德宗時期，由即位起初反佛到接受佛教菩薩戒，作者

推測可能是出於帝王試圖掌握人心有關。 

綜合上述三章，作者認為唐代皇帝接受菩薩戒，除了期許生病康復的私人

祈願目的之外，有以下三個核心目的：第一，宣示皇帝本人就是救濟眾生的菩

薩，以爭取、掌握人心。第二，取得崇佛人士、佛教界的支持，並且以菩薩戒

皇帝的身分來聯繫、溝通、維持彼此的關係。第三，皇位繼承的正當性，尤其

強調皇帝傳位後，後任君王繼承、延續上任君王的統治意識形態。綜而言之，

作者強調唐代的王法和佛法之間彼此不是單純的對立關係，唐代王者接受菩薩

戒，是建構王法與佛法協調關係的重要關鍵，值得考慮和注意（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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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探討唐代的佛教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交流。透過唐代的史料，作

者認為唐代延續中國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朝貢，許多文字史料上皆使用佛教

的修辭來稱許中國的天子。特別的是，該時期出現新的佛教朝貢的模式，作

者定義為「僧侶使節型」，也就是唐代僧人亦扮演中國對外交流的外交使節

（頁 240-242）。在唐代，佛教在中國對外的國際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唐代

的佛教與對外交流也可以視為中國南北朝至隋代時期「佛教朝貢」的延續。 

第五章是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議題，探討聖武、孝謙、稱德朝時期佛教的

政治意義，以日本天皇招請唐代律宗僧人鑑真替其受戒為核心討論。作者強

調，日本天皇聘請鑑真來到日本，除了日本天皇想要透過戒律來整頓日本國

內佛教的目的外，也是日本模仿唐國為崇佛國的表現，推測古代日本王者透

過佛教來和中國唐政權進行對外交涉，以建立彼此良好的關係。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唐代王者受菩薩戒與政權繼承的模式也可能影響到孝謙、稱德朝，

推測孝謙天皇受菩薩戒，可能受到武則天以佛教作為政權即位正當性的影

響，孝謙天皇可能是基於模仿武則天的作法，因此選擇聘請鑑真作為他的菩

薩戒師（頁 274-275）。 

全書的最後是本書的結論，總結本書兩大部分及各章的主旨，非常值得

一讀。簡要地說，可以分為以下三點陳述：第一，作者再次強調佛教放置在

古代東亞世界的歷史意義和詮釋，不論是中古中國還是古代日本時期的佛

教，除了國別史的佛教研究視野外，應該重視佛教在東亞國際之間交流、互

動的歷史現象。第二，佛教不只是宗教或信仰而已，應放置在古代東亞政治

結構中進行理解和詮釋；換言之，佛教也擁有政治意義和功能的面向，這部

分不應該被低估或忽略。實際上，除了儒教之外，佛教可能也在古代東亞世

界中扮演另外一種政治和外交學說，被中、日王者所運用。第三，佛教和東

亞各國內部政治發展的關係可能相當密切，尤其是中國南北朝至隋唐和古代

的日本，王者可能透過佛教建構政權統治的合理性，並與國內佛教勢力締結

彼此的關係，尤其王者透過接受菩薩戒，以此身分作為佛教聖王，並且來和

國內的崇佛人士、佛教勢力取得聯繫和妥協。上述三點，是河上先生的卓見，

也是本書的核心觀點。 

本書是河上先生的第一本專著，也是近年來日本學界探討古代東亞世界

佛教文化交流、佛教與王權互動的最新研究，非常值得重視。事實上，古代

東亞世界的研究自西嶋定生的提倡後，學界多數的研究多聚焦在冊封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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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和儒教相關的研究上，佛教雖然是西嶋先生所定義的東亞世界中的

四大要素，然而，以古代東亞世界的視角來探討佛教的研究至今仍舊相當稀

少，這正是河上先生研究的可貴之處，填補了國際學界在此議題研究的空

白，對於學術界在此議題的研究上非常有貢獻。 

相當可貴的是，河上先生運用新視角賦予傳統文獻文字史料上新的詮

釋。我們可以發現本書使用的史料，並非是新出的史料，相反地，多數是出

現在中國正史和官方文書的記載。此外，河上先生運用佛教的經、疏，放置

在中國對外交流和古代東亞的結構中進行探討，這樣的做法，相當新穎且擁

有創意，得出的結論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本書在議題的選定、內容的陳述、文章的結構等方面都相當出色，然而，

在章節的安排上比較可惜的是以下兩點：第一，本書的第一部分是遣隋使與

佛教，探討古代東亞世界的佛教與對外交流，但在第三章安排討論隋代佛教

的系譜──以菩薩戒為核心討論，和第一部分主旨無關，而與第二部分皇帝

受菩薩戒的政治意義的討論關係比較密切。第二，第二部分的主旨是討論唐

代皇帝與日本天皇受菩薩戒的意義，然而，在第四章探討唐代的佛教與對外

交流，也和該部分主旨無關，反而和第一部分關係比較明確。 

以下，針對全書的學說，在此提出幾項或可商榷之處。首先，是關於「佛

教朝貢」一詞，「佛教朝貢」是河上先生非常重要的觀點，並且賦予三種類

型的定義。然而，佛教在國際之間的交流，是否可以以「朝貢」一詞來定義？

在中國南北朝的佛教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君王和周邊王者的往來，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君臣關係，位於印度、東南亞地區的王者也沒有和

中國天子締結君臣關係和取得將軍號，這樣的情況異於朝鮮半島的高句麗、

百濟、新羅和日本的倭國，上述諸國的國王皆取得中國天子的冊封和將軍

號。因此，在古代東北亞的國際交流互動上，確實是佛教和儒教冊封體制並

行的情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印度、東南亞的王權和中國締結關係如同東

北亞的情況。筆者以為，在佛教知識中，世界上是諸國並立的情況，國王（國

主）是佛教認知的世界上政治的最高統治者，護持佛法的國王被視為正法國

王或者轉輪聖王，會對外推動佛教的傳佈。因此，東南亞地區的王者向中國

南朝天子的佛教交流，使用「朝貢」的觀念並非完全妥當。若以「佛教朝貢」

的觀點來論述，很容易讓人以為佛教與中國天子對外的冊封關係疊合在一

起。然而，佛教作為中國的外來文化，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佛教僧團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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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仍舊很強，尤其在南朝更是如此。因此，佛教在中國的對外交流上，是

否有可能是獨立於中國的天子冊封體制之外，成為中國王者和周邊國家互動

的另外一種模式？換言之，中國在面對域外政權時，由於印度、東南亞的王

權信仰佛教，中國南朝的王權也信仰佛教後，兩地區的王權是基於佛教知識

來彼此交流，因此，佛教只是在王權彼此之間跨國交流，並不構成朝貢關係。 

另外，在唐代皇帝受菩薩戒的史料討論上，可能有商榷之處。作者在第

二部分第二章的陳述中，認為唐中宗曾經受過五次的菩薩戒，對此筆者感到

疑惑。在頁 174-180 中，作者曾舉出五段唐中宗受菩薩戒的史料來證明這樣

的說法，然而，筆者發現，除了在 174 頁的史料中明確提及唐中宗受菩薩戒

之外，其他四條史料並沒有書寫皇帝受菩薩戒，反而多是僧人被請為「戒

師」、「菩薩戒師」、「受戒師」的記載。作者將僧人被皇帝請為「戒師」的記

載，視為皇帝本人受了五次菩薩戒，筆者持不同的觀點，認為比較大的可能

性是皇帝邀請某些高僧替國內的僧人甚或俗人受戒，我們知道，唐代王權緊

密管控著佛教僧團的發展，尤其在僧人數量上有非常嚴格的管制。民眾要成

為僧人，必須受戒；僧人受了僧戒後，可能再受菩薩戒，屆時君王聘請國內

的高僧替僧眾授菩薩戒，使得僧人取得出家菩薩僧的身分。簡要地說，筆者

以為唐代皇帝聘請高僧擔任菩薩戒師，不意味著君王要再次接受菩薩戒，受

戒的對象可能是國內需要接受菩薩戒的僧眾或者俗人。 

本書是古代東亞世界和佛教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專著，日本學者長

期耕耘佛教史的研究，國際學界舉目共睹。日本學界一直擁有良好的佛教歷

史學術研究的傳統，不只將佛教單單視為宗教、信仰或哲學而已，更重視將

佛教放置在歷史的時空中進行詮釋和討論；河上先生繼承了日本學術研究的

傳統，值得稱許。另外，日本學界在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上，一直相當重視古

代日本和朝鮮半島、中國的交流，並且認為這影響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形成和

確立；其中，佛教在日本古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一直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

焦點之一。河上先生除了繼承日本學界研究佛教史的傳統外，也承繼日本古

代史的學術觀點，並且更放大到中國對周邊域外的交流，這樣的視角已經超

越「東亞世界」，而是採取更大的區域範圍來探討佛教的跨國交流現象。簡

單地說，河上先生關心的議題不只是佛教史、日本史、東亞史，而是有機地

將佛教歷史、古代日本史、中國中古史放置在東亞世界中進行詮釋和討論，

這樣的視角、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