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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明帝佛梦依稀，梁武帝四次出家，武则天从佛门走来，成吉思汗以佛治心，朱元璋原本是和尚，顺
治帝可曾隐身五台山⋯⋯    宫门是隐秘的，佛门是玄奥的。
朝朝代代的皇家宫苑，或出于政治厮杀的特殊需要，或由于帝王的个人偏好，总是披上仙佛的神秘光
环，以致屡有皇帝出家、后妃为尼的秘闻问世。
更有多少佛家门徒，或因迎合帝王崇佛奉仙而饱享富贵荣华，或因天子龙颜一怒贬斥佛教而命丧黄泉
⋯⋯    本书依据翔实的历史典籍和可靠的宫中秘档，沿着历史的足迹，披陈两千年帝王尊佛、用佛乃
至毁佛的秘史珍闻，探寻佛家释门对皇权和宫闱的神幻影响，从而揭示古代帝王与佛教的历史渊源与
隐秘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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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
198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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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远古帝王知佛的传说　　1.　夏初伯益知佛说　　伯益其人，相传生于夏禹时代，曾协
助大禹治水，著有《山海经》。
伯益知佛，是中国自古知佛各种传说中最早的一种。
其记述首先见于南北朝时期刘宋宗炳所著的《明佛论》：　　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
羡人。
”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笠，浮屠所兴。
”偎爰之义，亦如来犬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矣。
　　“三五”指三皇五帝，“三五之世”泛指三代以前，“浮屠”“如来”指的则是佛。
据此，夏禹时代的伯益已经知道佛的存在了。
　　唐朝的道宣在其《归正篇-佛为老师》中也说：　　余寻终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闻东逝。
故轩辕（黄帝）游华胥之国，王邵云即天竺；又陟昆仑之墟，即香山（佛教所传净浮提洲——世界的
最商中心，即昆仑山）也∥⋯一故伯益述《山海麓“申毒之国，偎人而爰之。
”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兴。
”今闻之说曰：“地殷土中。
物壤琛丽，民博仁智，俗高理学，立德厚望，何负诸夏？
古称爱人之圆。
”世挺贤之人，岂虚构哉！
　　看来，道宣对夏禹时代的伯益就已知道有佛是深信不疑的。
　　说大约四千年前的伯益已经知道佛教，实在是荒唐的。
因为当时佛陀尚未降生，中国又何来佛教？
对于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现在一般地认为是在公元前565年-前485年，虽然也有其他一些说法，
但彼此相差也都不过一二百年，就是说，佛陀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才降生。
故此，说夏禹时代的伯益知佛，当是子虚乌有的事。
　　2.周王闻知佛法说　　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年代，佛教与道教一直争论不休。
佛教徒们为了说明自己的教祖释迦牟尼比道教教祖老子资格更老，而且佛教很早以前就已传入中国，
并被帝王接纳，便故意曲解中国史书和佛经中的一些记载，编造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
于是，佛出生于周朝、周王知晓佛法的说法应运而生。
　　一种说法是，西周的第四、五代国王周昭王、周穆王时有佛降诞，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续高僧传》卷23记载：　　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
　　这榉一来，后世佛教方面的书，便把释迦牟尼的降生年代上溯到西周时代。
　　《周书异记》亦持此说：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
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泉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威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
方，尽作青红色。
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
”对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
”昭王曰：“于天下何如？
”由曰：“即时无他，一千年外声教被于此土。
”昭王即遣镌石记之，埋于南郊天祠前。
当此之时，佛初生王宫也。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
穆王不达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与相国吕侯西入，会诸侯于涂山，以禳光变。
当此之时，佛久已处世。
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
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
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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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
衰相现耳。
”　　这里，不仅记述了西方“大圣人”释迦牟尼佛的生年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灭度于周穆王五十二
年，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佛祖降诞与灭度时，山川大地所呈现的征兆，特别是具体地谈到周昭王、周
穆王对释迦牟尼的生与死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遗憾的是，据史家考证，《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从所述内容及所用语言来看，大概作于佛
教广泛流行的南北朝时期，而绝非周人所作，不足为凭。
　　唐代道宣撰著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更谈到这样一则故事：秦穆公时，在扶风获一石佛，穆
公不知此为何物，就弃放于马坊中，仙佛石像秽污受损，秦穆公因对佛不敬而身染重病。
秦穆公向侍臣由余询问来由，由余回答说：“自己曾读古书，周穆王时，有化人（幻术师）来，这就
是称之为佛神者。
”秦穆公听信了由余的话，当即在终南山筑高台作道场，敬重佛祖，不久果然病愈。
这段故事中，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是与《周书异记》中周穆王与苏由的对话相呼应的，都是强调周
穆王时已经有佛了。
　　如果说，《周书异记》中关于释迦生死的传说，是在暗示人们，西周的昭王、穆王已经知道佛教
，那么，《列子》一书则直接记述了周穆王的敬佛活动。
　　梁僧裙《弘明集后序》说：　　《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
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能变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患。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观其灵迹，乃开士（菩萨）之化；大法萌兆，已见周初；感应之渐，非起汉世⋯⋯　　唐朝道宣等
人的《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也说：　　《列子》云：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
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穆王敬之若圣。
此则佛化之初及也。
　　《列子》一书，虽称是周列御寇所作，但实际是魏晋时人的伪造。
从该书的整个内容来看，它当属于道家著作，但其中掺杂着不少佛教思想。
这里所说的“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等等，就是用道家神仙家的语言所描绘的来去自由的佛，其形象与
《庄子》中的“真人”、“至人”极为相似。
魏晋时期不少老庄学者同时崇信佛教，他们常常用老庄思想来理解佛教，用老庄的语言来叙述佛教，
因此，在《列子》中有这种描述是不足为怪的。
　　但佛教僧侣把这一记载作为周穆王敬佛的证据，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佛生于东周庄王时期。
　　此说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撰写的《后汉书》，其中谈到：“佛以癸丑七月十五寄
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此文所说的“周庄王十年”，即公元前687年，庄王是东周的第三代国王。
据此，佛的出生年代在东周初年。
　　后来的《魏书·释老志》描写的就更为详细一些了：　　释迦生时，当周庄九年。
《誊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
　　鲁庄公七年（前687年）相当于周庄王十年，而不是九年。
再往后，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及《隋书·经籍志》等书，都采用佛生于周庄王十年之说。
　　本来，在印度的佛教经典中，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年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对释迦牟尼出生时一些所
谓的祥瑞现象有些描述。
如《普曜经》说：释迦生时，“普放大光，照三千界”。
《本行经》说：“虚空无云，自然而雨”。
中国佛教僧侣依据天人感应的神学天命论，把这种神秘说法与《春秋》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
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互相附会，说正是在这天释迦诞生了。
这当然是不可信的。
　　3.燕王接见尸罗说　　战国时期的燕昭王曾经接待前来朝见的胡僧尸罗，这是后秦人王嘉在《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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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记》中的记载：　　[燕昭王七年（前305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
问其年，云：百三十岁。
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
善衔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请天神仙，巧丽特艳，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
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
　　这部《拾遗记》，本来已经散佚，到了梁代才由萧绮搜罗残简集而成书，书中记载燕昭王的事迹
，与晋代的原文已有所不同，也就是谠梁代有所窜改。
再查《晋书·王嘉传》就有：“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的评述。
由此可知，《拾遗记》所记之事，有许多是怪异的传说。
　　至于书中谈到的沐胥国，大概是从《列子·黄帝篇》的“华胥国”推衍而来的，其实古代印度并
无这一地名。
历史典籍上虽载燕昭王礼贤下士，广泛招延学者方士，但并没有关于外来僧人或“道术人”的记述。
印度在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治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印度西北地区，当然更不可能传到战国时代的
燕都。
因而，燕昭王接见外国僧人尸罗云云，也只是传说而已。
　　4.秦皇囚禁胡僧说　　佛教传说，秦始皇时，有外国沙门释利昉等一批人马带着佛教经典来汉地
传教。
秦始皇不信那一套，把他们统统关进了监狱。
不料，半夜时分，有金刚打破监狱牢笼，救走了这些人。
　　对这件事，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1载道：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
赍经来化。
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
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
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与《历代三宝记》大约相同的记述，还见于《佛祖统纪》卷35，其中谈到：　　始皇四年（前243年）
，西域沙门宣利房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
帝以其异俗囚之。
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
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
　　还有唐朝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等著述，都认为秦始皇曾经囚禁外国僧人。
　　另外，《隋书·经籍志》更有这样一段记载：　　推寻典籍，自汉已上，中国未传，或云久以流
布，遭秦之世，所以烟灭，这是说佛教在秦代已经传入，并且输入了经典，但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久以流布”的佛教经典也随之被毁。
这一传说，使得后世的佛教徒们益加主张，佛教古昔即已传人中国，秦始皇摧残了佛教。
　　那么，历史上秦始皇究竟是否接触过佛僧？
从时间上看，秦始皇从即秦王位到统一中国死在皇帝位上，是公元前246年到前210年，印度阿育王在
位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73年到前232年。
秦始皇和阿育王在位的时间大致是相同的。
　　阿育王曾派大量使者到印度各地及周边国家传教，有的经印度西北、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远达
埃及、希腊。
从中西交通方面的情况来进行考察，虽然从先秦以来中国内地与古西域之间已有某些民间往来，但是
，还没有任何可信材料能够说明当时印度已与中国发生往来。
特别是，秦始皇囚禁来华僧众一事，在南北朝以前，从未有人提及也未见片纸记述，只是到了隋唐佛
教大发展时期，才有了这一传闻并见诸于文字。
显然，秦始皇拘拿胡僧的诸类传说，是后来的佛教徒们为把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尽量往前提以抬高佛
教而特意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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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玄奥的佛光下，汉明帝佛梦依稀，梁武帝四次出家，武则天从佛门走来，成吉思汗以佛治心，
朱元璋原本是和尚，顺治帝可曾隐身五台山⋯⋯本书依据翔实的历史典籍和可靠的宫中秘档，沿着历
史的足迹，披陈两千年帝王尊佛、用佛乃至毁佛的秘史珍闻，探寻佛家释门对皇权和宫闱的神幻影响
，从而揭示古代帝王与佛教的历史渊源与隐秘真情。
　　著名学者李国荣教授的《帝王与佛教》《帝王与道教》，是研究中国古代帝王与佛道二教秘史渊
源的姊妹著作。
　　在玄奥的佛光下，汉明帝佛梦依稀，梁武帝四次出家，武则天从佛门走来，成吉思汗以佛治心，
朱元璋原本是和尚，顺治帝可曾隐身五台山⋯⋯　　在黄老仙道的踪影下，一代枭雄曹操遍招天下方
士，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始祖，宋徽宗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永乐帝情系武当山，雍正帝炼丹圆明园⋯⋯
　　《帝王与佛教》《帝王与道教》二书，依据翔实的历史典籍和可靠的宫中秘档，沿着历史的足迹
，披陈两千年帝王与佛道二教的秘史珍闻，探寻释老之教对皇权和皇室的神幻影响，从而揭示古代帝
王与佛道二教的隐秘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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