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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鉴真精神永存　中日友谊长青——写在《鉴真东渡》出版时　　大约一个月前，韩素真
女士的长篇电视小说《鉴真东渡》完稿时，曾打过一个电话，要我们为这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
当时没有介意，很快，一摞书稿送到我们面前，并再次叮嘱写几句。
读完书后，想到我们曾经共同为创作《鉴真东渡》电视剧打拼过的日子，激动不已。
大功终于告成了，是该说几句话。
　　我们与素真相识，是在二00一年的夏天，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大师专程来京，找我太太蒋琳，谈
起想创作一部纪念鉴真大师的电视剧。
能修是鉴真大师的第八十三代弟子，对鉴真感情笃深。
我和太太又都是扬州人，不仅敬仰鉴真，而且与能修是多年的好友，便很快答应下来，开始筹划创作
。
首先是请谁写剧本。
我找武警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陈胜利主任商量，让他推荐一位作者。
陈胜利是电视剧圈内的名导之一，他毫不犹豫地推荐韩素真，介绍说她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
创作过多部质量上乘的电视剧，而且喜欢读佛教文化的书籍，对佛教颇有感悟。
这个信息一下抓住了我。
写鉴真大师是一个严肃的佛教历史人物题材，作者对佛教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是个重要条件。
初次接触韩素真，得知她先生也是个军人，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我们坦诚地交流创作想法。
我们认为，鉴真是大唐高僧，世人熟知，必须尊重历史，比较真实地再现鉴真其人。
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历时十二年，在双目失明之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使命。
创作中必须以弘扬鉴真精神为主线。
鉴真东渡日本，除传播佛教外，还积极介绍中国的文学、医学、雕塑、绘画及建筑等，在中日人民友
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位做出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创作中必须始终抓住
这个纽带。
当然，既然是文学作品，在不损害主要人物形象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以虚构必要的人物和情节，
以反映大唐文化，烘托人物形象。
我们当时还商定暂按十二集进行创作。
这些谈来容易，做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素真的创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为了写好剧本，她作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多次到首都图书馆查阅资料。
我们也请在香港的朋友，借来大批境外出版的有关鉴真的史料和图书，供她参阅。
素真身患类风湿多年，二00二年三月，我太太带她和另一作者素萍去扬州采访时，见她双腿关节肿痛
，行走不便，很是心疼。
她却说：“虽然没写过历史剧，但是写鉴真大师是我心灵的需要。
”　　剧本写好后，我们便开始跑立项。
原以为立项不是难事。
谁知一接触，才知道佛教题材的影视作品把关是很严的，很少有人闯这个“禁区”。
我太太碰了几次壁以后，又请出了素真。
她毕竟长期在圈子里工作，对审批程序、人际关系要熟悉一些。
两位女士四处奔跑，八方游说，终于有了结果。
这里要特别感谢国务院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李培森主任，在申请制作最困难的时
候，他们坚定地为该剧开了绿灯，最终得到批准。
　　就在我们几次物色导演、联系制作合作方、筹备开拍事宜的时候，李培森主任告诉我们，根据领
导同志指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鉴真东渡》，要求我们停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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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一则了却了我们一大心愿，二则相信此剧由央视拍摄质量会更好，影响
会更大，我们毫不犹豫地让出了制作权。
于是，按照制作中心领导和专家的意见，素真又将十二集剧本进行了大的修改，充实到十六集，并在
此基础上，改写出这部长篇历史电视小说《鉴真东渡》。
与剧本相比，小说中的故事更生动，人物更丰满，史料更详尽，情节更曲折，读来更吸引人。
　　这是一幅颂扬鉴真精神的壮丽画卷。
鉴真是抱着“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去日本的。
作者以鉴真六次东渡的史实为基础，用详尽的史料，饱满的热情，忠于佛教语言的文字，集中刻画了
鉴真的崇高形象，展示了鉴真为实现既定目标，坚定信仰，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伟大精
神。
鉴真弘法事业遭受的挫折，三次来自社会的阻力，包括如海的诬告，灵佑的阻挠等等；两次来自海上
的风浪。
紧接着第一次东渡失败以后，743年，他组织了规模极大的第二次东渡。
一出扬子江口，就一再遭到台风的袭击，船只被毁，物资尽失，仅仅留得生命。
更为惨重的是第五次失败，那一次他顺江入海，遇到特大风浪，在海上飘流了几个月，最后漂到海南
岛南端的振州，辗转渡过雷州海峡，取道广西、广东、江西返回扬州，途中，日僧荣睿、弟子祥彦先
后病死，鉴真本人也积劳成疾，双目失明。
在这样的打击下，他并不消沉，五年之后，在他六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毅然第六次东渡，多年愿望终于
达成。
今天，我们重读鉴真的这些故事，心灵不能不受到极大震撼。
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有了鉴真这种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有什么困难
不能克服，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 　　这又是一部讴歌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教科书。
鉴真东渡的直接目的是弘法，而更远大的目标是缔结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作者在书中用了相当笔墨直接或间接描写了鉴真为友谊而去，为友谊而搏，为友谊而死的生动故事。
其中鉴真与日僧荣睿、普照在东渡过程结下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相依为命、并肩拼搏的友谊，是
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集中体现。
曰僧玄朗落难后，被民女吴玉兰搭救并精心照料，也甚为感人。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源远流长，特别是两国文化交流，佛教起到了很大作用。
尤其是到了唐代，随着航海技术和人文知识的进步，为两国文化交流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鉴真大师东渡日本，除了传播佛教，带去了大量大唐文化精华外，在留居日本的十年间，对于日本奈
良时期光辉灿烂的天平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是日本戒法的开山祖和天台宗的先驱。
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唐招提寺及内存的一些法物，可以代表我国盛唐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日本人民
视为国宝。
鉴真又是有名的药物学家，日本医药道奉为始祖。
通过宗教的讲传，他和他的弟子们还大大促进了汉文学的传播。
总之，通过鉴真的东渡，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敞开了，两阔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
的友谊牢同建立起来了。
中日友谊过去首先是由民间推动的，有着深厚的基础。
今天，我们仍然寄希望于两国人民，深信有更广阔的前途。
无论前进的道路有多曲折，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这是历史的结论。
　 　　感谢作者奉献给我们这部好书。
听说她的风湿痛真的好多了，这也许是鉴真大师的在天之灵对她的虔诚和辛劳的褒奖吧! 　　胥昌忠 
蒋琳 　　二○○七年二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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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唐时期，鉴真大和尚接受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率领众弟子东渡弘法。
正待启航时，如海诬陷告官，前功尽弃；买船出海触礁沉船，困守荒岛；第三、四次，又分别由僧侣
以及弟子灵佑告官阻拦而连连受挫。
第五次出海遭遇海风，船被推向天涯海角。
归途中荣睿、详彦客死他乡，曾照黯然离去，鉴真也不幸双目染疾失明。
然而，已是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仍以“不遂本愿，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携弟子们搭乘第十次遗诏
使船东渡，完成了传律弘法的誓愿。
”　　鉴真大和尚在日本传法十年，使日本佛教得以建立完备的授戒传法制度，被尊为日本律宗始祖
。
他给日本带来的唐代新的佛学专著、中国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技艺以及医学知识，为日本文化的
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鉴真大和尚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千百年来，被日本人民尊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
“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之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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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素真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
一级编剧。
曾策划编辑电视剧《咱爸咱妈》、《弘一大师》、《台湾海峡》等数百部集；创作《帕米尔医生》、
《凝视黑夜》、《风雨中国心》等电视剧本；担任《智慧风暴》、《红灯绿灯》、《老娘泪》等电视
剧制片人。
其作品多部获得国内外电视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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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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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则天垂拱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一位商人的家里。
父亲俗姓淳于，他经商有道，为人慈悲，每日里诵经拜佛是必做的功课。
据说在鉴真出生的当晚，淳于家佛堂里佛像前的供灯灯芯突然爆出灯花，霎时光芒显出七色荷花形状
，将佛堂映照得绚丽多彩。
这个吉兆让淳于家喜形于色，知道将要来世的孩子是个贵子。
　　鉴真长到三岁时果然聪慧过人，识文认字一遍就会。
虽然淳于以居士身份皈依佛教，但他知道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
身为大丈夫首先要修心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己的儿子只有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兼济天下才是根本之途。
于是鉴真被送到私塾就学，在诸子百家和孔孟之道的熏陶中慢慢长大。
可是淳于再也没有想到，他第一次带儿子到大云寺参加佛像开光法会，小鉴真就被佛像所表现出的威
严、安详的神情深深地吸引了。
他跟在父亲身后问这问那，竟然不想回家了。
智满法师见到他后，对淳于说：“你这孩子慧根深厚，将来必有大作为。
”　　自此，鉴真就迷恋上了佛法，十四岁时，正式向父亲提出要去大云寺学佛。
就这样，他走入了佛门，剃度为僧。
所以，十四岁的叶知秋跟随而来，执意出家，也让他看到了这个孩子与佛门的机缘。
回到扬州，鉴真亲自主持，为他正式剃度出家，法号祥彦，受沙弥戒。
　　就在少年跟随鉴真前往扬州的路上，在苍茫的大海上，正有四艘日本的大船正向西方大唐驶来，
他们是日本国派遣的第九次遣唐使船。
这是唐开元二十一年的夏天。
　　船在海上停停走走，已经度过六十余天了。
　　公元六、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以后，日本朝廷通过“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进入
了历史上有名的“奈良时代”。
由于皇室的提倡和扶植，日本佛教大兴。
在封建制度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不堪奴隶主贵族压迫而逃亡的部民，纷纷“私
度”，出家为僧，把寺院作为逃避课税劳役的避难所。
到八世纪初，日本佛教界僧侣滥冒，放任自流，僧纪不正，戒法不全，陷入一片混乱。
朝廷对此局面虽然以严厉法纪加以制裁，但是收效却不显著。
因此，如何使日本佛教有秩序地健康发展，成为天皇治国安邦的当务之急。
　　于是，被天皇任命为知太政管事的舍人亲王向高僧隆尊和尚讨教。
　　他说：“日本虽然想以佛教治天下，可是目前僧尼行仪堕落，纪律废弛，已经是病入膏肓。
现在看来光依靠朝廷的法令，实在是无法整顿啊！
我想，如果以佛教本身的教理教规，以佛祖释迦牟尼的戒律从内部加以整肃，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目前
混乱的局面啊！
”　　“亲王说得极是。
”隆尊说，“日本佛教的混乱，都是因为‘私度’出家为僧造成的。
按照佛教的戒律，身为比丘和比丘尼都必须受具足戒，否则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僧侣。
”　　“这个具足戒应该是怎么个授法？
”　　“按照教规，僧侣在受戒的时候，戒坛中要有三师七证。
可是日本目前没有精通律学的大德高僧，没有正规的授戒大师。
”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　　“听说大唐的佛教，无论各宗各派，都是以戒律轨范为入道之门，凡是不经过正规受戒的出家
人，都不能承认他的僧籍，也不享受僧侣的特权。
贫僧以为，日本要想尽快建立受戒制度，就应当派人到中国去延请精通律学的高僧，前来日本设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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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宣扬律学。
”　　舍人亲王点头：“我赞同大师的意见。
最近朝廷就要派出第九次遣唐使团了。
请大师负责推荐合适的人选，随船一起前往大唐学习律学，务必延请高僧来日本。
”　　隆尊也很高兴：“贫僧一定认真挑选合适的人选，请亲王放心。
”　　隆尊选中的人是大安寺的荣睿和兴福寺的普照。
　　身材高大的荣睿听了隆尊的说明后，态度热情，两眼放光。
　　“我荣睿被选拔为留学僧，感到十分地荣幸。
我愿意渡海去大唐修习佛法，报效祖国。
“　　隆尊转向清雅俊秀的普照：“普照，你呢？
“　　普照冷静地问道：“取法大唐，也是我的心愿。
只是不知道派我们去主要修习哪一派哪一宗？
”　　隆尊口气沉着地说：“佛教传到日本以来，因为戒律不完备，造成了僧侣纪律松弛，寺院乌烟
瘴气的混乱局面。
而大唐佛法兴盛，曲章齐备，宗派林立，高僧代出。
你们到了那里，首先要修习的是佛教律法。
”　　荣睿热诚地表示：“我们一定会学有所成。
”　　普照望了他一眼，也点点头。
　　隆尊提高声音说道：“我和舍人亲王派遣你们两个人去唐国，除了修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
务。
”　　荣睿和普照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稍稍前倾。
　　隆尊：“你们学成以后，要从大唐聘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传戒师到日本来讲律授戒，整
顿佛教的秩序。
”　　荣睿、普照一怔：“聘请唐僧？
”　　隆尊：“对。
朝廷欲以佛教治天下，即使耗资建造再多的佛像和寺院，而不去探求佛法真谛，整备戒律，那也毫无
意义。
更不像话的是现在许多同佛教毫不相干的人，为了逃避课役纷纷出家，品德堕落，行仪不检⋯⋯唉，
为了拯救这混乱的日本，只有以戒律来制伏诸恶了。
不管怎么样，你们也要从大唐聘请一位高明的戒师来啊。
”　　荣睿、普照点头。
　　隆尊送两位年轻僧人走出元兴寺。
　　隆尊交待道：“要聘请大德高僧来日本，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先，选聘高僧要具有慧眼，你们到唐国要多学、多问，与那里的僧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他们才
能帮你们物色最出色的高僧。
”　　荣睿、普照颇感使命重大，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隆尊说：“贫僧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　　荣睿、普照恭礼合十：“请法师和舍人亲王放心，我们一定不负使命。
”　　此时，夕阳西沉，寺院笼罩在一片玫瑰红色的晚霞之中。
　　悠悠的钟声响起，似乎在为两位青年僧人壮行。
　　公元733年四月，唐开元二十一年的春天，两位接受特殊使命的青年僧人荣睿和普照乘第九次遣唐
使船前来中国，随行的僧人还有玄朗、玄法。
所幸的是他们乘坐的第一船、第二船，在海上漂泊了三个多月，于八月先后到达了中国的苏州海岸。
遣唐使团被朝廷接到东都洛阳。
　　主洛阳东京，大福先寺在太阳的照射下。
殿宇楼栏，气势不凡。
　　荣睿、普照、玄朗、玄法被一位鸿胪寺卿（朝廷管理来唐外宾的官员）引导着走在寺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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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胪寺卿布置道：“奉朝廷敕令，诸位法师来大唐学习律法，将从定宾律师受具足戒，然后拜师
研习律学。
”　　荣睿四人高兴地答应着：“是。
”　　就在四位日本学问僧安心学律的时候，鉴真在扬州大明寺打坐时得了一个奇怪的感应。
那一天白天，祥彦一如往常般来到鉴真的禅房，手脚麻利地收拾打扫着，他擦洗到鉴真的案几旁，看
到上面有几卷书，是《法华玄义》，便情不自禁地读起来，连鉴真何时进来都没有察觉。
　　“祥彦。
”鉴真轻唤一声。
　　祥彦忙放好书卷：“师父。
”　　“祥彦，为师布置的律部四律五论都读完了吗？
”　　“读完了，师父。
可是，有些地方尚不能通晓，常被绊住。
”　　鉴真坐下，亲切地说：“前代律学大德的章疏著述，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写，观点和论述
常有分歧，要仔细辨析才能明了。
”　　“我记住了。
”祥彦说着捧起《法华玄义》说：“师父，天台宗的教理，我也是似懂非懂，还请师父指教。
”　　鉴真欣然一笑，对这个眉清目秀，聪慧刻苦的弟子，他从心眼里喜欢，他说：“学佛要精进努
力，持之以恒，只要功夫到了，自然会一通百通。
”　　也许是白天祥彦提到了天台宗，以至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也许就是一种说不明白的命运启示。
晚上，禅房里没点灯，月光照射进来，鉴真微闭双眼，端坐在蒲团上打坐。
恍兮惚兮之间，似有亮光慢慢扩展开来，他警觉地望着，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僧人从光中慢慢显身，
面容很慈祥地与他对视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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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真东渡》是一部讴歌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教科书。
鉴真东渡的直接目的是弘法，而更远大的目标是缔结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作者在书中用了相当笔墨直接或间接描写了鉴真为友谊而去，为友谊而搏，为友谊而死的生动故事。
其中鉴真与日僧荣睿、普照在东渡过程结下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相依为命、并肩拼搏的友谊，是
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集中体现。
日僧玄朗落难后，被民女吴玉兰搭救并精心照料，也甚为感人。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源远流长，特别是两国文化交流，佛教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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