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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日本的历史分期，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从佛教传人日本，中经奈良时期，到
平安时期结束，是古代佛教（6世纪一1192年）；从镰仓时期到室町时期，其中包括战国时期，是中世
佛教（1192—1568年）；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到江户时期结束，是近世佛教（1568—1868年）；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现在，为近代佛教。

杨曾文、高洪等编著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所论述的是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为止的日本佛教的历史，
其中经历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昭和（1926—1988年）三个时期，并涉及刚
开始不久的平成（始于1989年）时期。
因为日本近现代的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编写中把佛教置于各个
历史时期之中，并密切结合社会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历史变革来加以考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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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用行政手段将神道抬高为国教，为新政权寻找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
史料表明，明治初年政府曾努力提倡“神武创业精神”，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使神道同佛教分离，
进而达到扬神尊奉神道为国教就必须改变封建时代佛教高居于意识形态顶端的局面，代之以神道教统
摄诸宗教的至尊地位。
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则是要实行“神佛分离”，即将神道从佛教的包容中解脱出来。
日本历史上，神道曾长期与佛教融汇在一起，并且在组织上依附于佛教。
所谓“神佛一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710-794年），人们认为神是众生之一，也希望通过信
奉佛教而得到解脱。
受此影响，兴起在神社或其附近建立神宫寺，为神度僧读经，做法事。
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以后，开始形成所谓“本地垂迹”的思想，认为佛是神的本地或本体，
神是佛的显化、垂迹（化身），甚至称呼某些神为“大菩萨”，例如称九州的八幡大神是“八幡大菩
萨”。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寺院内也建立所谓“镇守神社”，把某些神作为该寺的护法善神进行奉祀。
镰仓时代形成的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两部神道”的学说，都把佛作为日本原有的神的
本地，神为佛的显现。
当时的神社事务由在神社中的“社僧”或“别当”管理。
此后虽然相继形成一些主张“神主佛从”，即以神为本体，以佛为神的显现的神道学说（如伊势神道
和唯一神道），和反对神佛融合理论的理学神道以及在维新“神佛分离”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复古神道
，但在近代以前都未曾动摇佛教神道学说的统治地位，也没有改变佛教在组织上对神社的实际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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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是东方文化集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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