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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大寺的创建和烧毁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到鼎

盛时期，稳定的社会、繁荣的经济、

璀璨且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华夏文化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士前来商贸、

求学，近邻的日本是其中最为渴求

隋唐文化的国家之一。从公元七世

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

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

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

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

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

前盛举，而东大寺的创建则和遣唐

使有着密切的关联。隋唐时期，中

国在各地纷纷建立寺院，如武则天

时期的大云寺、唐中宗时期的龙兴

寺以及唐玄宗时期的开元寺。遣唐

使回国后，日本在天平十三年（741

年）效仿这一做法在各地建立国分

寺和国分尼寺，金钟寺更名金光明

寺，为日本的国分寺，东大寺也由

此创建。而东大寺的寺号可考的最

初史料记载是日本天平二十年（748

年）。同时，日本还效仿武则天在

洛阳造大佛铜像及在龙门奉先寺雕

刻大佛石像的做法于天平十五年

（743 年）在东大寺铸造大佛，并

于天平胜宝四年（752 年）举行了

大佛开眼供养法会。公元 753 年，

鉴真大师历尽艰辛东渡日本，在大

佛殿前临时建造的戒坛向圣武太上

皇等僧俗授戒。

东大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

天皇施封的五千户及数国的租税。

但是，随着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为

了补充财源，开始在大和 ( 奈良 )、

伊贺 ( 三重 )、摄津 ( 兵库、大阪交

界处 )、山城 ( 京都 )、北陆道等地

经营庄园。平安时代（794-1192年）

末期，东大寺与权力巨大的平家一

门在经营庄园方面不断产生摩擦。

治承四年（1180 年），反对平氏政

权的源氏政权代表人物源赖政起兵。

12 月，平重衡遵从其父平清盛的命

令讨伐在南都（今奈良）反对平氏

的据点东大寺和兴福寺。28 日，由

于进入夜战，平重衡军队点火。东

大寺大佛殿等主要寺院被烧毁，作

为日本佛法象征的卢舍那佛也难逃

一劫。根据日本史书《吾妻镜》记

载东大寺烧毁的情况：“南都东大

寺与兴福寺已下堂塔坊舍悉以为平

家烧失……火焰及大佛殿之间，不

堪周章投身烧死者三人，两寺之间

不意烧死者百余人之由。”

《重源上人坐像》，现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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