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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与中韩日“黄金纽带”的重光缔结①

何虎生，王超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以佛教为纽带的交流活动历来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积极推
动佛教“黄金纽带”的重新恢复与正式缔结，为中日韩三国传统友谊的修复、中日和中韩邦交正常化、战后东亚地区的稳

定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他去世后，“黄金纽带”的思想得以继承和发扬，以佛教为载体的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展开，

“黄金纽带”在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外友好往来、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等方面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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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中韩日“三国的佛教徒通过释迦佛祖的宗

旨，从古至今结成了牢固的友谊纽带。这是一条璀璨耀眼的‘黄金纽带’”［１］３４３－３４４。尤其在中日之间，

“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被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推动“黄金纽带”重辉，为新中国与日本、

韩国传统友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去世后，“黄金纽带”被继承和发扬，为东亚和

谐与世界和平持续发挥作用。

１　赵朴初努力推动战后“黄金纽带”的恢复与重光
历史上，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公元６８年东汉明帝派出使者自印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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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并邀请高僧迦叶摩腾等来华译经、兴建洛阳白马寺，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

始。中国与朝鲜比邻而居，公元３７２年，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派遣使者和僧人到高句丽送佛像和经
文，这是佛教自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开始。公元４２０－５８９年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两国
的佛教交流日益增多，主要以朝鲜半岛僧人来华求法为主，佛教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也日渐明显。公元６世纪，佛教自中国初传入日本。在圣
!

太子摄政期间（５９３－６２２）佛教更是大为兴
盛，公元６０７年圣德太子曾“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３］５２，佛教就此成为中日两国民间交往
的重要载体。直至民国时期，中日间的佛教交往仍旧非常频繁。１９２４年，太虚法师联合各界名流成立
了世界佛教联合会，是年夏召开筹备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东南亚地区佛教国家的代表很少，但是日本

却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会，使得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中日佛教会议。会后，日本代表团还参观访问

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各地佛教徒反应强烈。自佛教东传后，韩日来华求佛法之留学僧络绎不绝，中

国也不断有高僧东渡传法，中间偶有间断，但是总体上佛教作为中日韩之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和桥梁，是

没有断绝的。回顾中日韩三国一千多年的佛教文化交流之中，不仅是佛法教义的相互学习，更有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以佛教为纽带的民间交往，为东亚地区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赵朴初为恢复和重光战时被迫中断的“黄金纽带”作出了不懈努力。二战中，中韩日断了佛教交

流，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中韩之间也一度中断了外交关系。为了恢复中韩日三国历史上以佛教为纽带

的友好往来，赵朴初做了多方面努力。一是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赠送日本药师佛，开启战后中日两国

民间交往的大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多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参加
大会，日本方面也有１３人克服阻挠出席了大会。会后，为了向日本佛教界转达中国佛教徒爱好和平、渴
望友好的愿望，修复佛教这一中日两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赵朴初特意委托日本与会代表将一尊药师如

来佛坐像送给日本佛教界，佛像的东渡在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人士中引起了轰动。不久，赵朴初接到佛像

奉迎筹备委员会的回函，日本佛教界对在战争中“未能遵循佛教的和平精神挺身而出制止战争”［１］７表

示忏悔，并热切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的友谊。这一事件成为战后中日两国佛教界恢复交往的开始，

“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４］。二是赵朴初通过收集和送还战时牺牲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骸，

促成中日佛教界战后首次会晤。１９５３年２月，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红十字会和佛教联合会等诸团体成
立“中国殉难烈士慰灵委员会”，旨在唤起日本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省，并促进日中和平

友好。委员会在菅原惠庆长老等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调查、发掘在战争期间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被

害俘虏和劳工遗骸，前后经过十年时间、九次渡海，委员会送还了中国在日殉难人员遗骸。第一次护送

中国殉难人员遗骸代表团抵京的时候，团长中山理理等４名佛教代表前往广济寺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
受到了副会长赵朴初的热情接待，日本佛教徒代表与中国佛教协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

次会晤。三是赵朴初以共同纪念鉴真和尚为契机，提倡恢复两国友好传统。１９６３年，适逢鉴真大师于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圆寂１２００周年，赵朴初向日本佛教界建议由两国佛教界一同来纪念鉴真和尚，这一
建议得到了日本佛教界的积极响应。日本佛教界为此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鉴真和尚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和中日友好传统。赵朴初应邀率团赴日

出席了１０余次纪念活动，他说：“当年，鉴真大师跨越无数艰难险阻，为日本佛教的兴隆发展奉献了毕
生的精力，同时也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做出了贡献。回想起鉴真大师当年所经历的艰辛，现在横亘在

中日关系之间的障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坚信中日友好交流之门一定会重新开启。”［１］８６以佛教文

化交流为载体的“民间外交”在中日、中韩关系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起了独特作用，赵朴初功不可没。

“黄金纽带”的逐步重光和恢复，开启了新中国与日本民间友好往来的大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

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对日态度与策略上，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

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是有区别的，日本广大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民

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

本条件。”［５］２２６－２２７因此，中国政府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在中日关系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由于赵朴初的远见卓识，主动赠送日本佛教界象征慈悲、和平、友好的药师佛，倡导中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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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重建中日友好大厦的工作”［６］，使得中断数年之久的“黄金纽带”得以重光，中日两国民间的传统

友谊首先在佛教界得到了恢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通过民间交流不断发展壮大的中日友好运动已
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７］２６８。日本各类民间促进恢复邦交的组织也相继问世，在日本掀起了

一个广泛开展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由日本自民党的部分议员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共

产党的议员联合组成的超党派团体———“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和由商界、政界、文化界以及工

会、青年、妇女团体参加的“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组织相继成立，日本呼吁世界和平七人

委员川端康成等人发表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和恢复中日邦交问题致佐藤荣作首相呼吁书。虽

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下实现的”［８］１０６４，但毫无疑问，由

赵朴初为“黄金纽带”恢复所做的努力，为１９７２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群众基础”［９］。

２　赵朴初适时提出正式缔结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
在激烈变动的局势中，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１９６４～１９７２年，佐藤荣作出任战后日本的第十

任首相，也是日本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位首相推行反华政策，不断阻挠中日友好往来，并波及

到中日佛教友好团体内部。中日以“黄金纽带”为重要依托的友好交往备受考验。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初期，世界局势开始有所转变，美苏成为唯一能够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欧洲、日本专注于国内战后的

恢复与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也逐渐增强，相对稳定的三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形成。毛泽东和周恩来

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外交政策适时做出调整，因此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交高潮。１９７０
年开始，中国重新外派大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与不同国家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

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中国与２０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尤其是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美苏军备竞赛，“苏攻美守”态势发展，美国开始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加
之１９７１年，中国在世界联合国大会上合法席位和合法权利的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因
素大大刺激日本各阶层人士，他们强烈要求放弃反华政策寻求中日友好，迫使佐藤荣作于１９７２年宣布
辞去首相职务。是年９月，中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正式走向邦交正常化的道路。

赵朴初把握时机提出缔结“黄金纽带”，推动中日以佛教交流为载体的民间交往走向高潮。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是战后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堪称“蜜月期”。面对这一形势，赵朴初积极把握时机，
为推动中日传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做出了贡献。一是组织鉴真和尚塑像回国巡展，掀起中日民间友好

交往的高潮。１９８０年，经过赵朴初的不懈努力，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友好交流史上的又一件盛事“鉴真和
尚像回国巡展”终于成行。４月１９日至２５日，鉴真和尚像在扬州大明寺展出，瞻仰参观者达１８万余
人，可谓是盛况空前。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唐招提寺长老森本孝顺时高度称赞鉴真塑像回国巡展是

“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１０］。鉴真像回国掀起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高潮，中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

的改善和发展，“不仅加深了两国佛教方面的友好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化界包括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

的友好合作”［１１］。二是赵朴初正式提出并缔结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１９９３年秋，为庆祝中国佛
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暨赵朴初会长８８岁华诞，日中佛教界齐聚京都京城饭店召开“日中佛教友好交流
纪念大会”。赵朴初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中韩日三国“黄金纽带”这一新构想，他说：“中国、韩国、日本

在历史及文化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关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三国的佛教徒通过释迦佛祖的宗旨，从

古至今结成了牢固的友谊纽带。这是一条璀璨耀眼的‘黄金纽带’。今天，我们要使这条黄金纽带更加

牢固，重放光辉，为亚洲的繁荣及世界的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这便是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的正式缔

结。三是为巩固“黄金纽带”中韩日三国召开首届佛教友好交流会议。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至２３日，首届
“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日本、韩国佛教界人士５００余人，这是中国
佛教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会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致开幕词强调，我们三国佛教徒要“继承和发扬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传统，使我们之间的黄金纽带延伸

下去，扩展开来，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

德！”［１２］１３１３为强化赵朴初提出“黄金纽带”的构想，中韩日三国的佛教代表首次聚会一堂，堪称三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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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何虎生，等：赵朴初与中韩日“黄金纽带”的重光缔结

交流的划时代之举。

“黄金纽带”的缔结与巩固维护了东亚地区和谐稳定，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
国急需和平稳定的环境来进行国内建设，而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也需要进行战后的恢复发展，因此追求和

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共同目标。“黄金纽带”以佛教文化为内核，却具有超越宗

教本身的亲善性和群众性，为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做出了重大贡献。“黄金纽带”以普渡众

生、追求和平的佛教思想抚慰两国人民因战争所受伤的心灵，超越了国别；历史上，三国佛教大德互相往

来不断，法缘深厚，具有亲善的传统；东亚地区佛教信徒众多，日本有超过一半的人群信仰佛教，这使得

“黄金纽带”发挥作用具有稳固的群众基础，使得“黄金纽带”具有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可能与潜

能。“黄金纽带”的缔结“不仅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发展史上

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盛举”［１３］，它在持续增进三国人民友谊方面的作用经久不息，“无论形势如何变

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都没有中断，经受风雨洗礼，历久弥新。中韩日佛教友好

交流会议的实践证明，通过宗教交流传播和平理念，可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１４］在三国友好交往的

过程中，和平与发展的氛围在整个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亚太地区的稳定也进一步维护了世界的整体和

平，“黄金纽带”也真正做到了“为世界佛教事业的整体发展，为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作贡献”［１５］。

３　对赵朴初“黄金纽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黄金纽带”继续在三国民间交往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１日，赵朴初与世长辞。斯

人已逝，但赵朴初的遗志却一直在被中韩日三国的佛教徒们继承和发扬着。第一，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

会议持续召开，成为联结三国友谊的重要平台。在中韩日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

议大会组织机制不断成熟，交流内容不断丰富，涉及弘扬佛法、环境保护、人类和平、佛教戒律、社会发

展、宗教对话等诸多方面。三国佛教界人士在保护环境、维护和平、合作开展慈善救济事业方面也做出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已经开到第十五届，已成为三国佛教界定期举行的

重要国际会议和亚洲佛教界和平友好的盛会与平台，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了持续性的积极贡

献。第二，“黄金纽带”不仅促进中韩日三国的友好交往，也促进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民间友好往来。为

积极响应新时代建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理念的召唤，中国大陆佛教界联合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及多国佛教界人士，举办了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和谐世界，同愿同行”为

主题的三届世界佛教论坛。首届论坛上，来自全球３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００多位高僧大德、著名佛教
学者和政要都出席了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英国菲利普亲王及美日韩等国宗教领袖还纷纷发来贺函

致以诚挚的祝福。“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更是吸引了来自全世界五大洲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
高僧大德、专家学者、护法居士和社会贤达，“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更是盛况空前。

继承和发扬“黄金纽带”，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加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新世纪的到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显著变化，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友好

往来。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黄金纽带”的影响已经延伸到我国对外交往的各个层面，具有深远的文化

意义和政治作用，应当继续加以发挥。第一，继承和发扬“黄金纽带”是发挥宗教界人士积极作用的重

要方面。随着我国宗教状况的变化，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不断拓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１６］赵朴初作为佛教界的杰出领袖，毕生致力于中日韩三

国佛教友好事业，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三代领导集体对日、韩外交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为

促进中日韩友好交往和缔结“黄金纽带”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贡献，他是我国宗教界人士的榜

样和楷模。第二，“黄金纽带”是发挥宗教在对外交往方面积极作用的重要形式。历史上，中国的主要

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由国外传入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远传海外，因此在中国的对

外交流史上，以宗教为纽带的对外交往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宗教也曾为打开外交

局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当前，中国宗教界与国外宗教界，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和平等友好、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是能够全方位展开对外交流的，这样以宗教文化、宗教学术等为途径的交流，对于宣传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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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有着特殊

的积极作用。第三，“黄金纽带”是加强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亚非地区有１００多个国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千差万别，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文
明画卷。”［１７］在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中，佛教的确是一条黄金纽带，联结着众多国家的历史、现在与未

来。例如在蒙古、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都有为数不少的佛教信徒，佛教文

化已经深刻影响着各国人民的生活，这些国家的文明中也都蕴涵着佛教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受

佛教的影响，“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

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

留下了深刻影响。”因此，充分利用“黄金纽带”这一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将能够“推动不同文明相

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

和平的纽带。”［１８］

４　结语
“黄金纽带”在对外友好交往中起到了特殊的、有益的作用。当前，我们应继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推动“黄金纽带”在对外交往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我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为区域和谐关系的构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持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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