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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

韩 国 磐

之二 矛 竺万绝几之月心布 之只处召

自 世纪初到 世纪中叶
,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
、

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
。

及至唐高

宗显庆五年 年
,

唐出兵与新罗联合
,

灭百济 总章元年 年
,

唐灭高句丽

此后 半岛逐浙为新 罗所统一
,

三国鼎立的形势结束了
。

南北朝隋唐时与百济
、

新罗

的往来频繁
,

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密切
,

兹略述之于下
。

一
、

和百济的往来

一

百济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西边
,

系由三韩中马韩的一部发展壮大而成
。

百济王室

出 自扶余族
,

故其王在中国史书 或名
“

扶余某
” ,

或简略为
“

余某
” 。

二十四史中的

《宋书》
、

《梁书》
、

《魏书》
、

《周书》
、

《南史》
、

《北史 》
、

《隋书》
、

两 《唐书》
,

以及 《通

典 》
、

《唐会要 》
、

《太平御览》
、

《册府元龟》等皆有百济的传记
。

诸史所载
,

谓有名仇

台者
,

始立国于带方郡故地
,

汉辽东太守公孙度将女儿嫁与仇台
,

其势 日盛
,

是即百

济始祖
。

而据朝鲜人金富轼所著 《三国史记》
,

百济的始祖为温柞王
,

在位 年
。

但

自温柞王以来的十多位百济王与当时中国魏晋各朝的来往关系如何
,

中国史籍未见记

载
,

不悉其详
。

直至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年
,

《册府元龟》卷九三六 《封册》才

载有双方朝贡
、

册封的往来关系
。

至义熙十二年 年
,

晋册封
“

百济王余映 应

为碘
,

详后 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
”

百此后往来 日多
。

中国史籍所

载百济王名号及继承关系也较为明晰
。

兹据 《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继袭 》将百济诸

王继承关系列之于下

余映 碘 一余毗 子庆 子牟都一子牟大一余隆 子明 余 昌 子余宣
,

据 《隋书》补 子余璋 子义慈 为唐所俘 一扶余丰 败走不知所终

而据 《三国史记 》所载
,

在余映 腆 与余毗之间
,

缺久尔辛王一代 牟都和牟大之

间
,

缺三斤王一代 余昌和余宣之间
,

缺惠王季一代
。

中国史籍所载虽缺此三代
,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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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大体与 《三国史记》相符合
。

兹即据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及南北朝隋唐诸正史

所载百济王及 《三 国史记》所载百济王作一对照表如下

中国史绮与 《三国史记》所载百济王对照表

中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等所载载 《三国史记》所载载

百百济王余句
,

晋咸安二年 年
,

封之为镇东将将 近 肖古王
,

在位三十年
。。

军军领乐浪太守
。。。

余余晖 或即王须
,

晋太元十一年 年
,

封为使使 近仇首王
,

一云讳须
,

在位十年
。。

持持节都督镇平将军百济王
。。。

枕枕枕流王
,

在位二年
。。

辰辰辰斯王
,

在位八年
。。

阿阿阿萃王
,

在位十四年
。。

余余映 碘
,

晋义熙十二年  年
,

封为使持节都都 腆支王
,

《梁书》曰映
,

在位十六年
。。

督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
。。。

久久久尔辛王
,

映长子
,

在位八年
。。

余余毗
,

宋元嘉七年 年
,

以余映爵号授之
。。

毗有王
,

久而辛王长子
,

在位二十九年
。。

庆庆
,

宋大明元年 年
,

封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

盖卤王
,

毗有王长子
,

在位立十一年
。。

牟牟都
,

齐建元二年 年
,

封为使持节都督百济济 文周王
,

或作汉州
,

盖卤王之子
,

在位四四

诸诸军事镇东大将军
。。

年
,

《三国史记 》无牟都
,

言 《册府元龟》》

所所所载可疑
。。

三三三斤王
,

或云壬乞
,

文周王长子
,

在位三三

年年年
。。

牟牟大
,

齐永明八年 年
,

封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

东城王
,

讳牟大
,

或作摩牟
,

文周王弟之之

子子子
,

在位二十三年
。。

余余隆
,

梁普通二年 年
,

封为宁东大将军百济济 武宁王斯摩
,

或云隆
,

在位二十三年
。。

王王
。。。

明明
,

梁普通五年 年
,

封为绥东将军百济王
。。

圣王明株
,

武宁王之子
,

在位三十二年
。。

余余昌
,

北齐武平元年 年
,

封为骡骑大将军带带 威德王昌
,

圣王之元子
,

在位四十五年
。。

方方郡公百济王
。。。

惠惠惠王季
,

明王第二子
,

在位二年
。。

余余宣 唯 《隋书
·

百济传》载之
。。

法王宣
,

或云孝顺
,

惠王长子
,

在位二年
。。

余余璋
,

隋时继位
,

唐武德七年 年
,

册为带方方 武王璋
,

法王之子
,

在位四十二年
。。

郡郡王百济王
。。。

义义慈
,

唐贞观十五年 年
,

册封为柱国带方郡郡 义慈王
,

武王之元子
,

在位二十年
,

为唐唐

王王百济王
。。

所俘
,

其太子隆降于唐
。

扶余丰自白江 口口

败败败走
。。

需要说明的
,

《三国史记 》所载自始祖温柞王起
,

还有多娄王
、

巳类王
、

盖娄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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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古王
、

仇首王
、

古尔王
、

责稽王
、

汾西王
、

比流王
、

契王等 王
,

以及近仇首王以

下的枕流王
、

辰斯王
、

阿萃王 王
,

共 王
,

未见于中国史籍
,

可见其时与中国关系

疏远
,

往来甚少
,

故史书缺而未载
。

其次要说明的
,

表中所列余映 腆
,

《宋书》
、

《梁书 》《南史》
、

《册府元龟》
、

《太

平御览》等均作余映
,

而梁元帝萧绎所作 《职贡图》 则作余腆
,

此图的说明中有这样

一段话

百济国使

百济
,

……义熙中其王余腆
、

宋元嘉中其王余毗
、

齐永明中其王余太
,

皆受

中国官爵
。

而 《三国史记 》则作腆支王
,

腆
、

腆同音而又形近
,

则中国诸史中的余映
,

均应为余

碘之误
。

又上表中的牟大
,

《职贡图》的说明则作余太
,

则表中所列牟都
、

牟大
,

均应

为余都
、

余大之误
。

大
、

太二字古本相通
,

《册府元龟》于 《继袭》作牟大
,

而于 《封

册 》则作牟太
,

即可明白
。

再则 《册府元龟
·

封册》载齐永明八年 年 牟太上表及南齐诏书
,

皆言牟都

为牟太祖父
,

误
。

观上表
,

牟都当即 《三国史记 》所载文周王
,

而牟太为文周王弟弟

之子
,

亦即牟太为牟都之侄
。

又 《三 国史记 》亦言东城王讳牟大
,

而不作余大
,

岂此

处 《三国史记》亦沿中国史书之误乎

于上表中亦略可见南北朝隋唐时与百济的册封关系
。

兹即就当时各方面的往来包

括册封
、

吊祭
、

通使朝贡
、

互赠方物等
,

约举史籍所载者按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年 正月
,

百济王遣使贡方物
。

六月
,

晋遣使拜百济王

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
。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年
,

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平 东 将

军百济王
。

东晋义熙十二年 年
,

以百济王映 腆 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

百济王
。

刘宋永初元年 年
,

百济王余映 碘 进号镇东大将军
。

刘宋景平二年 年
,

百济王映 碘 派遣长史张威来贡献
。

刘宋元嘉二年 年
,

宋遣使间丘恩子
、

丁敬子等慰劳百济王
,

此后
,

百济每

年遣使来献方物
。

刘宋元嘉七年 。年
,

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
,

即以余映 腆 爵号授之
。

刘宋元嘉二十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 年
,

百济王余毗上书献方物
,

表求 《易林》
、

《式占》
、

腰

图载 《文物》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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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
,

皆与之
。

刘宋大明元年  年
,

百济王毗死
,

子庆立
,

遣使求除授
。

即以庆为镇东大将

军百济王
。

刘宋大明二年  年
,

百济王庆遣使上表
,

请封其臣 人
,

并同意封之
。

刘宋大明七年 年
,

百济遣使送方物
。

刘宋泰始七年 年
,

百济遣使贡献
。

南齐建元二年 年
,

百济王牟都遣使贡献
,

诏封牟都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

事镇东大将军
。

南齐永明八年 年
,

百济王牟大上表请袭爵位
,

即派渴者仆射孙副策命牟大

为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

梁天监元年 年
,

进百济王牟大征东将军
。

梁普通二年 年
,

百济王余隆遣使奉表
,

称累破高句丽
,

复为强国
。

梁册封

余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
。

梁普通五年 年
,

余隆死
,

诏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
。

梁中大通六年 年
、

大同七年 年
,

累遣使献方物
,

并请 《涅架》等经

义
,

《毛诗》博士
,

并工匠
、

画师等
,

救并给之
。

梁太清三年 年
,

遣使贡献
。

值侯景之乱
,

见城阀荒毁
,

号拗涕泣
,

为侯景

所拘
。

景乱平后方回国
。

陈天嘉三年 年
,

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
。

陈光大元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陈太建九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陈至德二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陈至德四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北魏延兴二年 年
,

百济王余庆始遣使上表请伐高句丽
,

未允
。

五年

年
,

北魏遣使者邵安赐余庆玺书
,

遇风未达而返
。

北齐天统三年 年
,

百济遣使贡方物
。

北齐武平元年 年
,

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漂骑大将军带方郡公
,

王如

故
。

北齐武平二年 年
,

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都督东青州刺史
。

北齐武平兰年  年
,

百济遣使朝贡
。

北周建德六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北周宣政元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隋唐时
,

也曾与百济往来多次
。

隋开皇元年 年
,

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
,

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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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二年 年
,

百济遣使献方物
。

隋开皇九年 年
,

平陈之岁
,

有一战船漂至海东
,

百济王昌资送之甚厚
,

并

遣使奉表贺平陈
。

隋文帝善之
,

下诏褒美
。

隋开皇十八年 年
,

百济王昌使其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
,

并表请为攻打高丽

的
“

军导
” ,

隋文帝未允
。

隋大业三年 年
,

百济王璋遣使燕文进朝贡
。

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邻入献
,

请

讨高丽
,

场帝许之
。

隋大业七年 年
,

场帝亲征高丽
,

百济王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出兵 日期
,

场

帝派尚书起部郎席律
,

诣百济与相约定
。

隋大业十年 年
,

百济遣使朝贡
。

唐武德四年  年
,

百济王扶余璋遣使献果下马
。

唐武德七年 年
,

百济王璋又遣使奉表朝贡
,

唐高祖遣使册封璋为带方郡王

百济王
。

唐武德八年
、

九年
、

年
,

百济遣使朝贡
。

唐贞观元年 年
,

唐太宗与百济王玺书
,

调解百济与新罗的冲突
。

百济王璋

遣使奉表陈谢
。

唐贞观三年 年
,

百济遣使朝贡
。

唐贞观六年
、

九年
、

十年
、 、

年
,

百济皆遣使来朝或献方物
。

唐贞观十一年  年
,

百济王扶余璋遣太子隆来朝
,

并献铁甲
、

雕斧 太宗优

劳之
,

赐予彩帛三千段和锦袍等
。

唐贞观十三年 年
,

百济遣使贡金甲
、

雕斧
。

唐贞观十五年 年
,

百济王璋卒
,

其子义慈遣使告哀
,

太宗素服哭之
,

赠璋

光禄大夫
,

膊物二百段
。

并遣使册命义慈为柱国
,

封带方郡王百济王
。

唐贞观十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

十九年
、 、 、

年
,

百济皆遣使

献方物
。

及唐太宗亲征高丽
,

百济乘机攻占新罗许多城
,

故数年中未有使者来唐
。

唐永徽二年 年
,

百济始再遣使朝贡
,

唐高宗写信与使者带回与百济王义慈
,

要他不要攻打新罗
。

唐永徽三年 年
,

百济遣使朝贡
。

由于百济与高丽联合攻打新罗
,

唐于显庆五年 年 派苏定方进攻百济
,

俘百

济王义慈归唐
,

义慈随即病死于唐
。

百济人迎故王子扶余丰于楼国而立以为王
,

唐兵

大败扶余丰于 白江 口
,

丰败走
,

不知所终
。

百济地以后尽归于新罗
。

以上参见 《册府元龟 》《封册 》
、

《朝贡》及 《宋书 》
、

《梁书》
、

《魏书》
、

《隋书》
、

《旧唐书 》
、

《百济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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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约举
,

自东晋咸安二年至唐永徽三年
,

中国与百济来往共 次
,

东晋南北

朝时计 次
,

隋唐时计 次
。

东晋南北朝时的 次中
,

东晋南朝有 次
,

北魏
、

北

齐
、

北周只有 次
。

为什么百济与南朝的往来很多
,

而与北朝的往来却这样少呢 究

其原因
,

不外地理上的
、

政治上的和经济文化上的诸因素
。

从地理上来说
,

自百济由陆路到北朝的都城平城
、

洛阳
、

长安等地
,

必须经过高

句丽到辽东
,

经辽西入关
,

再走向以上各城市
,

长途跋涉
,

十分辛苦
。

抑且高句丽遮

断了百济到北朝的陆路
,

如北魏显祖派使者邵安往百济
, “

安等至高句丽
,

高句丽

王 琏称昔与 百济王 余庆有仇
,

不令东过
。

安等于是皆还
” 。

陆路不通
,

海上交

通却颇发达
,

由百济乘船到长江 口或钱塘江口
,

这是当时海上的一条通道
。

圆仁 《入

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一说
“

案旧例
,

自明州进发之船
,

为吹着新罗境
。

又从扬子江进

发之船
,

又着新罗
。 ”

因从唐高宗以后
,

朝鲜半岛为新罗所统一
,

故圆仁说是到达新罗
。

而在岛上三国鼎立时
,

西南部正是百济
,

也正是到扬
一

于汇 口或明州的起迄点
。

海路固

然有风涛之险
,

而比起当时的陆路还是畅通些
,

所以 占济与南朝往来比北朝多
。

从政治上来说
,

当时中国南北朝对峙
,

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
,

各有所图
,

皆望能

多结交一些与国
,

来牵制自己的对手
。

如高句丽既经常与北魏通使朝贡往夹 也经常

和南朝通使往来
。

据 《魏书
·

高句丽传》所载
,

北魏世祖拓跋煮曾经要攻打高句丽
,

为

臣下所劝止
。

其后在孝文帝元宏和孝明帝元诩时
,

几次从海上捉到高句丽派往南齐和

萧梁的使者
,

只是诏书责让之
,

别无他法
。

《册府元龟 》卷一 《强盛 》有这样一

段记载
“

南齐 东夷高丽王乐浪公高琏
,

高祖建元三年 年 遣使贡献
,

乘舶泛

海
。

尝亦通使于魏
,

然强盛
,

不受制
。

魏置诸国使邸
,

齐使第一
,

高丽次之
。 ”

次里固

然旨在说明当时高句丽的强盛
,

同时也反映出高句丽与南朝结为与国
,

通使往来
,

使

北魏无可奈何
。

百济当时既与高句丽有怨
,

至北朝的陆路被阻
,

好容易才遣使到达北

魏
,

请北魏攻打高句丽
。

北魏的回答是
“

高丽称藩先朝
,

供职 日久
,

于彼虽有 自昔之

衅
,

于国未有犯令之愈
。

卿使命始通
,

便求致伐
,

寻讨事会
,

理亦未周
” 。

这次的请

求既遭拒绝
,

以后的使命也未通
,

百济只有加强与南朝联系的一途
,

虽难得南朝兵力

之助
,

亦可取得道义上的声援
·

南朝既与北朝对峙
,

导常与百济抑且也与高句丽往来
,

多少也可以牵制北朝
。

因此
,

百济与南朝的往来较多
。

再从经济和文化来说
,

在南北朝对峙的前期
,

南朝的经济和文化比北朝发达
,

尤

其在文化方面
,

南朝的天文历法
、

诗
、

骄文
、

经学
、

佛学
、

绘画艺术
、

造船
、

纺织技

术等都各有成就和特点
。

百济和南朝的往来频繁
,

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

如宋

元嘉时
,

百济来求 《易林》
、

《式占》
、

腰弩等 梁大通时
,

百济来求 《涅架》等佛经
,

《魏书
·

百济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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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博士
、

工匠
、

画师等 宋文帝和梁武帝都同意给予
。

这两次因较大规模而有明

确记载
,

其零散的未明确记载的恐怕就难以数计了
。

于是中国文化大量和连续传入百

济
。

《太平御览》卷七八一 《百济》条说到百济行用 《元嘉历》
,

以建寅月为岁首 其

婚娶之礼
,

略同华俗 其言参诸夏 亦秦韩之遗俗 其岁时伏腊
,

同于中国 其书籍

有 《五经》
、

子
、

史 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等
。

可见百济曾经吸收了大量中华文化
·

南

朝该是百济吸收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

只是在侯景之乱后
,

南朝 日趋衰落
,

百济

和北齐
、

北周的来往才增多
。

在分析了百济和南朝来往多于北朝外
,

再来看看南北朝隋唐时双方往来的内容
。

如

上所举事例
,

虽只限于官方的往来
,

内容已很丰富
,

包括前王死而新王立时求封册
,

封

册和进爵号
,

吊祭
,

求封其臣下
,

请求经籍
、

经师
、

画师
、

工匠和器械等
,

遣使慰劳
,

请攻打别国
,

贺平陈
,

请出军助战或作军导
,

诏书调解武装冲突
,

朝贡
,

献方物等
。

这

些往来除军事方面而外
,

政治上的封册
、

朝贡等
,

经济上的献方物和 回赐
,

文化上的

交流
,

都 日益促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

促进彼此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

炎黄文化也由此

而传向邻国
,

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
。

南北朝隋唐时和百济的往来频繁
,

如上所述
,

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

增

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

在长时间的交往中
,

双方的情谊 日益深厚
。

贞观十五年

年
,

百济王扶余璋病卒
,

唐太宗素服哭吊
,

《全唐文》卷六载唐太宗 《赠百济王扶余

璋光禄大夫仍令嫡子义慈袭封诏》云

怀远之道
,

莫先于宠命 饰终之义
,

无隔于遐方
。

故柱国带方郡王百济王扶

余璋
,

栈山航海
,

远察正朔
,

献深奉青
,

克固始终
,

奄致亮陨
,

追远憨悼
,

宜加

常数
,

式表哀荣
,

可赠光禄大夫
。

令其嫡子义慈嗣位
,

授柱国
,

封带方郡王百济

王
,

使祠部郎中郑文表持节备礼册命
。

诏文情意真切
,

可见双方交谊之深
,

这是在长期往来中形成的
。

只是后来由于岛上三

国的冲突和唐朝在东北境的战略因素
,

才出兵相继灭掉百济和高句丽
。

原半岛上三国的互相攻战
,

历时已久
。

唐高祖李渊闻三国旧结怨仇
,

递相攻伐
,

曾

问新罗使者结怨的缘由
,

使者答曰
“

先是百济往伐高丽
,

诣新罗请救
,

新罗发兵大破

百济国
,

因此为怨
,

每相攻伐
。

新罗得百济王
,

杀之
,

怨由此始
。 ”

唐高祖虽拟和解之

而未收效
。

双方战斗愈烈
,

至贞观元年 年
,

唐太宗写信与百济王扶余璋
,

先称

赞百济不畏风涛险阻
,

职贡相继
,

忠诚之至 继之称新罗王金真平亦为
“

联之藩臣
,

王

之邻国
,

每闻遣师
,

征讨不息
,

阻兵安忍
,

殊乖所望
。

联 已对王侄信福及高丽
、

新罗

使人
,

具救通和
,

咸许辑睦
。

王必忘彼前怨
,

识联本怀
,

共笃邻情
,

即停兵革
” 。

但

这次调解仍无效果
。

特别唐朝要进攻高丽而与新罗联兵时
,

而百济与高丽联合进攻新

日唐书
·

百济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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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

于是唐高宗写信予百济王义慈
,

要他停止攻打新罗
,

并交还所占地
。

百济不从
。

而

唐欲灭高丽
,

如
“

先据百济
,

留兵镇守
,

制其心腹
” ,

并且
“

渐营屯田
,

积粮抚士
,

以

经略高丽
” ,

自易成功
。

职此之故
,

百济先高丽而亡
。

百济与唐朝本来情谊很好
,

而

结果如此
,

这不能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

二
、

和新罗的往来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东边
,

系 由三韩中辰韩的一部发展壮大而成
。

中国史籍

《梁书》始有 《新罗传》
,

以后 《南史》
、

匕史》
、

《隋书》
、

两 《唐书》
、

《通典》
、

《唐会

要》
、

《太平御览》
、

《册府元龟》等皆有新罗的传记
。

据中国史籍所载
,

传说秦时人避

役逃亡
,

来到这里
。

故新罗杂有华人
、

高句丽人和百济人
。

曹魏时称之为新卢
,

刘宋

时称新罗
,

‘

亦称斯罗
。

起初因国小地僻
,

未能和中国通使往来
,

萧梁时始随百济使者

通于梁朝
。

而至隋开皇时
,

册封新罗王金真平以来
,

与中国关系 日趋紧密
。

尤其是唐

高宗以后
,

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

与唐朝来往尤为频繁
。

可是自会 昌以后
,

史载缺略
,

新罗王承袭世系和通使等多付阀如
。

《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继袭 》载新罗王金真平以
‘

下世系分明
,

而到大和时金景徽以后就空缺了一大段时间
,

一下子跳到后唐同光
、

长

兴年间
,

其所载世系如下

金真平一女金善德 妹金真德 弟 金春秋 子金法敏 子金政明 子金

理洪 弟金兴光 子金承庆一子 金宪英 子金乾运一上相金良相 上相金敬

信 嫡孙金俊琶一子金重兴 相金彦异 子 金景徽 ……金朴英……金溥

这里要说明一下
,

一表明直接继承关系
,

……以下也是新罗王名
,

但非直接继承
,

而

是相隔一代或几代
。

再则金真平无子
,

才传位女儿
,

故金春秋不可能是金真德的亲弟

弟
,

而是堂侄
。

又金宪英是金承庆的同母弟
,

而非承庆之子
。

金景徽是金彦异同母弟
,

非彦异之子
。

这些皆可以 《三国史记》所载纠正之
。

因此
,

据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及

两 《唐书》所载新罗王与 《三国史记》所载新罗王作一对照表如下
:

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 》等所载

金真兴
,

北齐河清四年 (565 年)
,

封为使持节领东

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
。

《三国史记 》所载

真兴王乡麦宗
,

一作深麦夫
,

法兴王侄
,

在

位三十七年
。

真智王舍轮
,

或作金轮
,

真兴王次子
,

在

位四年
。

金真平
,

隋开皇十四年 (594 年 )
,

封为乐浪郡公新

罗王
。 真平王白净

,

真兴王太子
,

在位五十四年
。

¹ ((J 日唐书
·

刘仁轨传》
。

。

2 8

·



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

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等所载

金善德
,

唐贞观五年继位
,

贞观九年 (635年)
,

封

为拄国
、

乐浪郡王新罗王
。

金真德
,

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 年)
,

封为柱国乐浪

郡王新罗王
。

金春秋
,

唐永徽五年 (654 年)
,

封为乐浪郡王新罗

王
。

金法敏
,

唐龙朔元年 〔6 61 年)
,

封为上柱国乐浪郡

王新罗王
,

三年 (663 年)
,

又授为鸡林州都督
。

《三国史记》所载

金政明
,

唐开耀元年 (681 年)
,

承父爵位
。

金理洪
,

唐天授三年 (692 年)
,

册为新罗王鸡林州

都督
。

金兴光
,

长安二年 (702 年)
,

册为新罗王
,

袭兄将

军
、

都督等爵号
。

金承庆
,

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

册其袭父新罗王

等爵位
。

金宪英
,

天宝二年 (743 年)
,

册立为新罗王
,

袭兄

官爵
。

金乾运
,

大历二年 (767年)
,

嗣位
,

次年唐册立之
。

金 良相
,

建中四年 (783年)
,

继立
,

贞元元年 (785

年 )
,

册为新罗王
。

金敬信
,

贞元元年 (785 年)
,

以上相继位
。

金俊琶
,

贞元十四年 (798年)
,

继立
,

十六年 (800

年)
,

册立为新罗王
。

金重兴
,

或为重熙之误
,

贞元十六年 (800年)继位
,

永贞元年 (805 年)
,

册立为鸡林州刺史新罗王
。

金彦异
,

元和七年 (812年)
,

册立为新罗王
。

金景徽
,

大和五年 (831 年 )
,

册立为持节大都督鸡

林州诸军事新罗王
。

善德王德曼
,

真平王长女
,

在位十六年
。

真德王胜曼
,

真平王母弟国饭葛文王之

女
,

在位八年
。

太宗武烈王 春秋
,

真智王子伊冶龙春之

子
,

在位八年
。

文武王法敏
,

太宗王之元子
,

在位二十一

年
。

神文王政明
,

文武王长子
,

在位十二年
。

唐爵宗曾遣使封金膺廉为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

事上柱国新罗王
,

而唐史未载
。

唐嘻宗曾遣使封金最为为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

军事新罗王
,

而唐史未载
。

孝昭王理洪
,

神文王太子
,

在位十一年
。

圣德王兴光
,

神文王第二子
,

在位三十六

年
。

孝成王承庆
,

圣德王第二子
,

在位六年
。

景德王宪英
,

孝成王同母弟
,

在位二十四

年
。

惠恭王乾运
,

景德王嫡子
,

在位十六年
。

宣德王良相
,

先为乾运相
,

母为圣德王之

女
,

在位六年 (恐误)
。

元圣王敬信
,

奈勿王十二世孙
,

在位十四

年
。

昭圣王俊琶
,

元圣王太子之子
,

在位二年
。

哀庄王清明
,

昭圣王太子
,

更名重熙
,

在

位十年
。

宪德王彦异
,

昭圣王同母弟
,

相
,

在位十

八年
。

兴德王秀宗
,

后改景徽
,

宪德王同母弟
,

在

位十一年
。

嘻康王梯隆
,

元圣大王曾孙
,

在位三年
。

阂哀王金明
,

元圣大王曾孙
,

在位二年
。

神武王枯徽
,

嘻康王之从弟
,

在位半年
。

文圣王庆膺
,

神武王太子
,

在位十九年
。

宪安王谊靖
,

神武王异母弟
,

在位五年
。

景文王膺廉
,

嘻康王之孙
,

在位十五年
。

宪康王最
,

景文王太子
,

在位十二年
。

定康王晃
,

景文王第二子
,

在位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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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史籍 《册府元龟》等所载载 《三国史记》所载载

真真真圣王曼
,

宪康王女弟
,

在位十一年
。。

孝孝孝恭王晓
,

宪康王庶子
,

在位十六年
。。

神神神德王朴景晖
,

其妃为宪康王之女
,

孝恭恭

王王王无子
,

被拥立
,

在位六年
。。

后后唐同光元年
、

二年 (923
、

9
24 年)

,

新罗王金朴英英 景明王朴异英
,

神德王太子
,

在位八年
。。

遣遣使朝贡
。。。

景景景哀王朴魏膺
,

景明王同母弟
,

在位四年
。。

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
,

权知新罗王遣使来献方物
。。

敬顺王金傅
,

文圣王裔孙
。

景哀王被甄营营

处处处死
,

立金傅为王
,

在位九年
,

降于高丽丽

王王王王建
。。

据此对照表
,

从金真平 至金景徽
,

中国史书所载传袭次第和新罗王名字与 《三国史

记》所载大致相符
。

只是从金景徽以后
,

新罗王的承袭和姓名多未记载
,

这与唐朝及

新罗皆进入衰落时期有关
。

尤其唐朝
,

自武宗以后五朝未撰实录
,

史事遗落
,

、

新罗王

名字世系的失载也就是意中事了
。

而在金真兴以前
,

从其始祖赫居世到法兴王
,

计有

23 代
,

由于与中国来往很少
,

就不列举其名
。

看了对照表
,

对双方往来的时间关系可

知其大概
,

兹仍按时间顺序将双方政府间的往来介绍如下
:

前面已经说到
,

《梁书
·

新罗传》等谓新罗国小
,

以前不能自通于中国
。

梁普通年

间
,

始随百济使者到梁朝献方物
。

不过
,

《太平御览》卷七八一 《新罗》条下保存了两

条 《秦书》的材料说
:

《秦书》日
:
符坚建元十八年 (382 年)

,

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
,

国

在百济东
,

其人多美发
,

发长丈余
。

又日
:
符坚时

,

新罗国王楼寒
.,
遣使卫头朝贡

,

坚日
: “

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

同
,

何也 ?
”

答 曰
: “

亦犹中国时代变革
,

名号改易
。 ”

《通典》卷一八五 《新罗》也载
“

又 曰
”

这一段
,

其末还有
“

今焉得同
”

一句
,

该是前

秦符坚时新罗曾通使节
,

以后因故中断
,

直到梁武帝时才再通使往来
。

以下就略举双

方政府间的各种往来
,

必要之事于括号中略予说明
。

梁普通二年 (521年)
,

新罗王名募泰
,

始使使随百济献方物
。

陈光大二年 (568年)
,

新罗遣使献方物
。

陈太建二年
、

三年
、

十年 (57。
、

5 7 1

、

5
78 年 )

,

新罗遣使献方物
。

北齐河清三年 (564 年)
,

新罗遣使朝贡
。

北齐河清四年 (565年)二月
,

诏以新罗王金真兴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

罗王
。

北齐武平三年 (572 年)
,

新罗遣使朝贡
。

隋开皇十四年 (594 年)
,

新罗王金真平遣使贡方物
,

隋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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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

郡公新罗王
。

隋大业 (605一 617 年 ) 以来
,

岁遣朝贡
。

唐武德四年 (621 年)
,

新罗遣使朝贡
,

唐高祖亲劳问之
,

遣通直散骑侍郎庚文素

往使之
,

赐以玺书及画屏风
、

锦彩等
,

自此朝贡不绝
。

唐武德七年 (624 年)
,

遣使册拜金真平为柱国
,

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

其时唐高祖

李渊已知海东三国有旧怨仇
,

递相攻伐
,

曾问其使者结怨的缘故
,

拟予调解
。

唐贞观元年 (627 年)
,

六月
、

十一月
,

三年 (629 年) 二月
,

皆遣使来朝
。

唐贞观五年 (631 年 )
,

新罗遣使献女乐二人
,

唐太宗不受
,

随其使者遣还
。

是年
,

新罗王金真平卒
,

无子
,

立其女金善德为王
,

唐诏赠真平光禄大夫
,

膊物二百段
。

至

九年 (635 年)
,

唐遣使册命金善德为柱国
、

乐浪郡王新罗王
。

唐贞观六年
、

+ 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

十九年
、

二十二年 (632
、

6 4 2

、

6 4 3

、

6 4 4

、

64
5

、

64
8 年)

,

新罗皆遣使朝贡或献方物
。

贞观十七年
,

新罗遣使上言
,

为高丽
、

百济所攻袭
,

请求援助
。

唐太宗派相里玄

奖告诫高丽
。

次年
,

唐太宗将攻高丽
,

命新罗出兵应接
。

新萝曾出兵五万
,

攻占高丽

的水 口城
。

贞观二十一年 (647 年)
,

新罗王金善德卒
,

妹金真德继位
,

唐仍授与柱国
、

乐浪

郡王新罗王
。

贞观二十二年
,

金真德遣其堂侄国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
,

诏授春秋为特进
,

文

王为左武卫将军
。

春秋请到国学观看释典之礼和讲论
,

太宗因赐以所制 《温汤 》
、

《晋

祠碑》及新撰 《晋书》
。

将归国时并令三品以上官员饯行
,

甚为优礼
。

唐永徽元年 (65。年)
,

金真德大破百济之众
,

遣金法敏来告捷
。

金真德并作五言

《太平颂》以献
。

高宗甚为嘉赏
,

封金法敏为太府卿
。

永徽三年
、

四年 (652
、

6
53 年)

,

新罗皆遣使朝贡
。

永徽五年 (654 年)
,

新罗王金真德卒
,

高宗为之举哀
,

赠开府仪同三司
,

赐彩段

三百
,

命太常皿张文收持节吊祭
,

册命金春秋嗣位为新罗王
,

并授开府仪同三司
,

封

乐浪郡王 ( 《旧唐书
·

新罗传》 系此于永徽三年
,

误 )
。

永徽六年 (6 55 年)
,

百济与高丽
、

鞋鞠兵侵新罗北界
,

攻陷三十余城
,

金春秋遣

使求救
。

显庆元年 (656年)
,

新罗王金春秋遣其子右卫将军文王来朝
。

显庆五年 (660 年)
,

唐命苏定方 为熊津道大总管
,

统水陆军十万
。

并命金春秋为

蝎夷道总管
,

与苏定方共攻百济
,

俘百济王义慈
。

龙朔元年 (661 年)
,

新罗王金春秋卒
,

其子金法敏嗣位
,

唐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

上

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
。

龙朔三年 (663 年)
,

唐以新罗国为鸡林都督府
,

授金法敏为鸡林州都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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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 (674 年)
,

金法敏既纳高丽叛众
,

又封占百济故地
,

遣兵守之
。

高宗大

怒
,

诏削法敏官爵
,

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
,

发兵讨之
。

并命法敏弟金仁问代法敏

为新罗王
。

次年 (675 年)
,

刘仁轨大破新罗兵
。

于是金法敏遣使人朝请罪
,

并献方物
。

唐恢复金法敏新罗王等爵位
。

此后
,

新罗尽有百济之地及高丽南境
。

所输物产
,

为诸

蕃之最
。

开耀元年 (681 年)
,

新罗王金法敏卒
,

册立其子金政明嗣位
。

垂拱二年 (686 年)
,

金政明遣使来朝
,

因上表请 《唐礼争 一部并杂文章
,

武则天

令所司写 《吉凶要礼》
,

并于 《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
,

编成五十卷以赐之:

天授三年 (当年四月改元如意
,

九月改元长寿
,

69
2 年)

,

新罗王金政明卒
,

武则

天为之举哀
,

遣使吊祭
,

册立其子金理洪为新罗王
、

鸡林州都督 ( 《唐会要》及 《册

府元龟
·

封册 》皆载金政明卒于 长寿二年
,

此据 《旧唐书
·

新 罗传)))
。

圣历二年 (699年)
,

新罗王金理洪遣使献方物
。

长安二年 (702 年)
,

新罗王金理洪卒
,

武则天为之辍朝举哀
,

遣使立其弟金兴光

为新罗王
,

袭兄将军都督等号
。

长安三年 (7 03 年)
,

新罗遣使朝贡
。

神龙元年 (705 年) 三月
, “

新罗王金志诚遣使来朝
”

( 案应为
“

新罗王遣使金志诚

来朝
” ,

因此时新罗王为金兴光)
。

神龙二年 (rl0 6年) 四月
, “

新罗王金隆基遣使献方物
”

( 新罗王金兴光本名隆基
,

名同唐玄宗
,

先天中始改名为兴光)
。

七月
,

新罗遣使贡献
。

十月
,

新罗又遣使朝贡
。

景龙元年 (707 年)
、

三年
、

四年 (709
、

7
10 年)

,

新罗皆遣使贡献
。

景云二年 (711 年) 十二月
,

新罗遣使送方物
。

太极元年 (712 年)
,

新罗遣使朝贡
。

先天元年 (太极元年
,

八月改元先天
.
71 2 年 ) 十二月

,

二年 (713 年) 二月
、

六

月
,

新罗遣使朝贡
。

开元二年 (714年) 二月
,

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
,

留宿卫
,

赐宅及帛以宠之
。

开元二年
、

四年
、

五年之三月及五月
、

六年
、

七年
、

十年 (714
、

7 1 6

、

7 1 7

、

7 1 8

、

71
9

、

7
22 年)

,

新罗皆遣使朝贡或献方物
。

开元十一年 (723 年) 四月
,

新罗王金兴光遣使贡献
,

并上表陈谢 ( 《册府元龟
·

朝贡 》
。

案 《唐会要
·

新罗》亦载此条
,

但误作开元十二年 )
。

开元十二年 (724年)
,

新罗王金兴光遣其臣金武勋来贺正
,

赐帛五十匹
。

是年十

二月
,

金兴光又命其弟金嗣宗来朝
,

并贡方物
。

开元十四年 (726 年) 四月
,

新罗遣使金忠臣来贺正
。

同年五月
,

新罗王遣其弟金

钦质来朝
。

开元十五年
、

十六年
、

十八年 (727
、

7 2 8

、

7
30 年)

,

皆曾遣使朝贡及献方物
。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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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并曾表请派人到中国学问经教
.
玄宗许之

。

开元十八年 (730 年 ) 二月
.
新 罗国王金兴光遣侄志蒲贡献

,

授志蒲太仆卿员外置

同正员
.
留宿卫

。

开元十九年 (731 年 ) 二月
.
新罗遣其臣金志 良来贺正

.
授大仆少卿员外置

.
赐帛

六十匹
.
放还

。

开元二十年 (732 年 ) 十二月
.
新罗王金兴光遣侄志廉来朝谢恩

.
并贡献方物

.
授

志廉鸿肪少卿员外置
。

开元二十一年 (733 年)
.
渤海林蝎寇掠登州

。

时新罗王金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前 入

朝留唐
,

至此
.
令其归国发兵

.
加授金兴光开府仪同三司

、

宁海军使
.
以讨鞋鞠

。

开元二十二年 (734 年 )
.
新罗王金兴光遣其大臣金端竭丹来贺正

.
唐宴之于内殿

.

贝易物放还
。

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 正月
、

九月
.
二十四年 (736 年) 六月

.
新 罗遣使贺正或

献方物
。

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 )
.
新罗王金兴光卒

.
唐赠以 太子太保

,

派邢踌摄鸿肪少卿
.

往新罗吊祭
.
并册立兴光子金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 司新罗王

。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
、

十二月
,

新罗遣使献 方物
。

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 )
.
新罗遣大臣金元玄来贺正

。

天宝元年 (742 年 )
.
新罗王遣使来朝

。

天宝二年 (743 年 )
,

新罗王金承庆卒
.
唐命赞善大 夫魏耀往吊祭

,

并册立其弟金

宪英为新罗王
.
袭其兄官爵

。

天 宝三载 (744 年 ) 闰二月
、

四 月
、

十二月
.
四载 (745 年 ) 四 月

.
五载 (746

年) 二月
,

六载 (747 年 ) 正月
,

十四载 (755 年 ) 四月
.
新罗皆遣使贺正及献方物

。

宝应元年 (762 年 )
.
新罗遣使朝贡

。

永泰二年 (766 年 ) 三 月
.
新罗王金宪英遣使朝贡

。

大历二年 (76 7年) 二 月
.
新罗王金宪英卒

,

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
.
遣其臣金隐居

来唐请予册封
。

次年
.
唐诏以 仓部郎 中兼御史中亚归崇敬贵册书前往吊册之

.
以乾运

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
.
并册乾运母为太妃

。

大历三年 (768 年 ) 九月
.
七年 (772 年 ) 五月

,

八年 (7 73 年 ) 四 月
、

六月
.
新

罗皆遣使贺正或献方物
。

大历九年
、

十年
、

+

一

年
、

十二年 (7刊
、

7 7 5

、

7 7 6

、

7
77 年)

.
新罗每年遣使贺正

或献方物
。

建中三年 (782 年 ) 闰正月
,

新罗遣使朝贡
。

建中四年 (783 年 )
.
新罗王金乾运卒

.
无子

.
国人立其上相金良相为王

。

贞元元

年 (785 年 )
,

唐命盖埙持 节册命金 良相为检校太尉
、

都督鸡林州刺史
、

宁海军使新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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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贞元元年 (785 年 )
,

金 良相卒
,

立其上相金敬信为新罗王
,

袭良相爵位
。

贞元十四年 (798 年)
,

金敬信卒
,

其子先亡
,

立嫡孙金俊岂为新罗王
。

十六年

(800 年)
,

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承韦丹持节册命金俊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

王
。

丹行至哪州
,

闻俊岂卒
,

召丹还
。

自从贞元十六年新罗王金俊琶卒后
,

其子金重兴 (案 《旧唐书
·

顺宗纪 》
、

《三 国

史 记》
.
应作重 熙 ) 继立

。

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 (8肠 年)
,

唐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

节册立金重熙为新罗王
。

元和元年 (806年)
,

唐放宿卫新罗王子金忠献 (或作金献忠) 归本国
,

仍加试秘

书监
。

元和三年 (808 年 )
,

新罗遣使金力奇来朝
,

请将贞元十六年封 已故新 罗王金俊岂

的封册
、

为册使韦丹带回存于唐中书省者带回新罗
。

元和四年 (8 戈)9 年)
,

新罗遣使金陆珍等来朝贡
。

元和五年 (81 0 年)
,

新罗王遣其子金宪章来朝
,

献金银佛像及佛经
、

蟠等
,

上言

为顺宗柞福
‘

并贡方物
。

元和七年 (81 2 年)
.
新罗王金重熙卒

,

立其相金彦异为王
,

遣使金昌南来告哀
。

唐

命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垂崔廷持节 吊祭
、

册立金彦异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
、

持节

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
、

宁海军使
、

上柱国新罗王
。

元和十一年 (816 年)十一月
,

新罗入朝王子金士信等
,

遇恶风飘至楚州盐城县界
,

淮南节度使李郁以闻
。

是年
,

新罗饥荒
,

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
。

元和十二年 (817 年) 三月
、

十五年 (820 年) 十一月
,

新罗遣使朝贡
。

元和十五年 (82。年)
,

新罗质子试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金士信奏请充唐副使
,

转

通圣旨
‘

下告国中
。

长庆二年 (822年) 十二月
,

新罗遣使金柱弼朝贡
。

宝历元年 (825年 )
,

新罗王子金听来朝
,

兼充宿卫
。

宝历元年五月
,

新罗国王金彦异奏请放还在唐太学生崔利贞
、

金叔贞
、

朴季业等
,

其新赴朝贡金允夫
、

金立之
、

朴亮之等请留在宿卫
。

宝历二年 (826年) 十二月
,

新罗质子金允夫请准旧例
,

中使入蕃
,

便充副使
,

同

到本国译诏书
。

大和元年 (827年 ) 四月
,

新罗遣使朝贡
。

大和三年 (829年) 十二月
、

四年 (83。年) 十二月
,

新罗皆遣使朝贡
。

大和五年 (831年) 二月
,

新罗王子金能儒与僧九人入朝
。

大和五年 (831年)
,

新罗王金彦异卒
,

唐诏以其母弟金景徽 ( 《旧唐书
·

新罗

传》
、

《册府元龟
·

封册 》皆误以景徽为彦异子
。

《唐会要 》则不 书其血亲关系
,

又以 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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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卒于大 和四年
,

是 ) 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充宁海

军使新罗王
,

命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皿源寂持节前往吊祭册立
。

开成元年 (836 年)
,

新罗王子金义琼来谢恩
,

兼宿卫
,

次年四月十一 日放还蕃
,

赐

物有差
。

开成二年 (837 年 ) 十二月
,

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紫金鱼袋金允夫进状称
:
本国王

命臣入朝充质 已二十六年
,

三蒙改授试官
,

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
,

准往例皆蒙

特授正官
。

遂授武成王庙令
。

开成五年 (840 年)四月
,

唐鸿肪寺奏新罗国告衰
。

其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共 105

人并放还 (案此新罗告哀
,

应是新罗王金景徽卒
,

嘻康王佛隆嗣位)
。

会 昌元年 (841 年) 七月
,

救归国新罗官
、

前入新罗宣慰副使
、

前充充州都督府司

马赐纬鱼袋金云卿
,

可淄州长史
。

后唐同光元年 (923年) 十一月
.
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仓部侍郎金乐

、

录事参军金幼

卿朝贡
,

赐物有差
。

后唐同光二年 (924 年) 正月
,

新罗王金朴英
,

并本国泉州节度使王逢规
,

遣使朝

贡
。

后唐天成二年 (927 年) 二月
,

新罗国使兵部侍郎张芬等来朝贡
。

后唐天成二年四月
,

新罗国康州遣使林彦来朝贡¹
。

南北朝隋唐时和新罗的通使往来
,

略如上述
。

从梁普通年间到后唐长兴时
,

计在

130 次以上
;
仅在唐朝时

,

也在 120 次以上
。

所以
,

新罗是和唐朝通使往来最多的邻国

之一
,

双方关系密切
。

唐朝与新罗的往来不仅次数特别多
,

而且内容特别丰富
,

包括政治
、

外交
、

军事
、

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
,

兹先从政治和外交使节的往来谈起
。

略与百济相同
,

新罗经常在前王去世
、

新王继立时向唐告哀和请册立
,

唐朝也经

常派遣吊祭册立使节到新罗
。

《全唐诗 》中录有十多首皇甫曾
、

李益
、

权德舆
、

刘禹锡

等送别赴新罗吊祭册立使节的诗
,

预祝使者要很好地完成出使的使命
,

可见唐朝对 出

使新罗的重视
。

同时
,

新罗亦极为重视与唐朝的关系
,

每当前王去世新王嗣位时
,

一

定遣使告哀和请册封于唐朝
。

当贞元时韦丹为使
,

前往册封新罗王金俊琶时
,

中途闻

俊岂病亡
,

持封册折 回唐朝
。

事隔 8年之后
,

新罗还遣使来取封册
,

《唐会要》卷九五

《新罗》记其事说
:

(元和 ) 三年 (808 年)
,

遣使金力奇来朝
。

其年七月
,

力奇上言
: “

贞元十六

年 (800 年)
,

奉诏册臣故主金俊琶为新罗王
,

母申氏为太妃
,

妻叔 氏为王妃
。

册

¹ 以上参见 《册府元龟》《朝贡 》
、

《封册 》
、

《褒异》
、

《纳质》
,

《隋书》
、

两 《唐书 》《新罗传》
,

《唐会要
·

新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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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韦丹至中路
,

知俊琶莞
,

其册却回
,

在中书省
。

今臣还国
,

伏请授臣以 归
。 ”

救
:

金俊 岂等册
,

宜令鸿肪寺于中书省受领
。

至寺
,

宣授与金力奇
,

令贵归国
。

即此
,

可见新罗对册封之事的重视
。

朝贡
、

贺正 (祝贺元旦 ) 是政治
,

也是外交使节的往来
。

对此
,

双方也都很重视
。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褒异》条说
:

(
‘

贞观二十二年
,

6
48 年)十二月

,

新罗国其相伊赞于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
,

帝遣光禄卿柳亨持节郊劳之
。

既至
,

以春秋为特进
,

文王为左武卫将军
。

春秋仍

请改其章服
,

以从中中 (衍字) 制
。

于是内出珍服
,

赐春秋等
,

令府给其将从
。

二

十三年 (649 年 )二月癸 已
,

特进新罗金春秋还国
,

令三品已上宴饯之
,

优礼甚备
。

同书卷九七五 《褒异》条又说
:

(开元十二年
,

72
4 年) 五月辛酉

,

新罗贺正使金武勋还蕃
,

上降书谓新罗王

金兴光日
: “

卿每承正朔
,

朝贡网庭
,

言念所怀
,

深可嘉尚
。

又得所进杂物等
,

并

逾越沧波
,

跋涉草莽
,

物既精丽
,

深表卿心
。

今赐卿锦袍
、

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
,

以答诚献
,

至宜领也
” 。

新罗所派贺正及朝贡的多为宗室大臣乃至 王弟王子
,

而唐朝亦封以高官
,

以重臣之礼

待
,

并以厚礼回报之
。

可见双方在这方面郑重其事
,

这是双方睦邻友好政策所必须的
。

瓣罗常派宗室或
一

王子来朝贡贺正
,

有的即时回国
,

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
,

一称侍

子
,

宿卫于唐朝
。

前面曾述及高宗上元时
,

新罗王金法敏既纳高句丽叛众
,

又封占百

济故地
,

因此
,

高宗大怒
,

削除金法敏的王位封爵
,

而命留在唐朝的法敏的弟弟右晓

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回国为新罗王
。

因为金法敏遣使谢罪并献方物
,

高宗恢

复了法敏的爵位
,

金仁问仍回唐朝
。

这位新罗王子金仁问名义上是唐朝的宿卫大将军

员外置
,

实际就是质子
。

《册府元龟 》卷九九六 《纳质》条说
: “

唐玄宗开元二年 (71 4

年) 二月壬寅
,

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
,

留宿卫
。 ”

留宿卫就是留作质子
。

同书同卷同年

玄宗的诏书说
: “

今外蕃侍子
,

久在京国
,

虽威惠之及
,

自远毕归
,

而羁旅之志
,

重迁

斯在
。

宜命所司
,

勘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
,

量放还国
。 ”

观此
,

更明白侍子即质子
,

充质宿卫者
,

宿卫为名
,

充当质子是实
。

同书同卷又载宪宗元和元年 (806 年) 十一月

诏
, “

放宿卫新罗质子金献忠归本国
” ,

则质子与宿卫的关系益明
。

当时不仅新罗有宿

卫质子在唐
,

契丹
、

奚
、

渤海
、

高丽等皆有之
。

质子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
,

这当然是消极的
。

而唐朝对待新罗质子常予以厚赐重

赏
,

以取得好感
,

或者给予高官厚禄
,

以安其心
。

如开元时留宿卫的金志蒲被授予大

仆卿 员外置同正员
; 元和时

,

放宿卫金罗王子金献忠归国
,

加授试秘书监 ;开成时
,

新

罗质子金允夫官为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等
。

而质子当唐朝遣使至其本国时
,

可以 充当

副使
。

《册府元龟》卷九九六 《纳质》记载 了新罗质子金士信的奏言
: “

臣本国朝天二

百余载
.
尝差质子

,

宿卫网庭
,

每有天使临蕃
,

即充副使
,

转通圣旨
.
下告国中

。 ”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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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夫也曾再次充当其新罗本国的宣慰及册立副使
。

在唐诗中也有新罗质子充副使到本

国之事
,

如 《全唐诗》卷三八五张籍 《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 》一诗
,

称赞新罗质子金

少卿充副使回国的光彩
。

质子原是历史上的一种消极手段
,

而从上述情况看来
,

却又

通过质子加强了唐朝和新罗的联系及相互间的了解和情谊
。

对于这样的质子制度
,

确

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

除政治和外交使节的往来外
,

再谈谈军事
。

如前面双方往来事迹 中所举
,

唐太宗

攻打高丽
.
唐高宗灭百济

,

新罗皆曾出兵接应或相助
。

其后
,

金法敏收纳高丽叛众等
.

高宗命刘仁轨 为鸡林道大总管
,

率兵攻打新罗
,

因金法敏遣使谢罪而罢
。

及至开元时
,

唐因渤海鞋鞍掠登州
.
于是加封新罗王金兴光为宁海军使

,

使其出兵击之
。

不过
.
据

《资治通鉴 》卷二一三
.
则载开元二十年 (732 年 ) 渤海鞋鞍王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

登州
,

杀刺史韦俊
.
唐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

次年正月
,

唐又派大门艺到幽

州发兵以讨大武艺
,

而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
.
发兵击其南鄙

。

然则 《旧唐书
·

新罗传》所载
.
与 《资治通鉴》略有出入

。

只是
,

自金兴光加封为宁海军使后
,

以

后继位的新罗王
,

也都带宁海军使之职
。

另有一事
,

附述于此
,

即新罗人张保皋
、

郑年 自本国到唐朝
,

任职为徐州武宁军

小将
,

保皋年长
,

郑年呼保皋为兄
。

二人皆勇健善枪
.
年更胜一筹

,

然二人常负气相

争不让
。

以后张保皋 回到新罗
,

渴见其王说
: 一

“

遍中国以新 罗人为奴蟀
.
愿得镇清海

.

使贼不得掠人西去
。 ”

新罗王即与保皋万人镇守清海
。

故自大和后
,

海上 无弩新罗人者
。

这 时郑年失职落拓
,

客居涟水县
.
饥寒交迫

,

因言干涟水戍将冯元规
,

欲归投张保皋
。

元规劝郑年勿往
,

而郑年毅然决然归渴张保皋于清海镇
。

保皋设宴招待
,

正在极欢痛

饮时传来消息
,

新罗王被大臣所杀
,

国乱无主
。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
,

保皋立即分兵五

千
,

叫郑年率领去平定国难
。

郑年应命而往
.
诛反者

.
立王还报

。

王即 召张保皋为相
,

而以郑年代镇清海
。

唐诗人杜牧特为此而写了 《张保皋郑年传》¹
,

《新唐书
·

新罗传》

即据杜牧的传文及议论附二人事迹于传后
.
其意在于表彰二人能果断地释私怨而建大

功于国
。

而通过此二人事迹
,

可以 知道新罗宗室王子可以宿卫于唐朝宫廷
,

而新罗人

民也可投奔地方为将卒
,

且显示出新罗人中有武艺绝精者
,

徐州军中竟无人能敌
。

再谈经济方面
。

如同百济朝贡或献方物一样的予以 回赐
,

唐朝对新罗的朝贡
、

献

方物也常予以 回赐
,

如武德四年 (6 21 年)
,

新罗来朝贡
,

即
“

赐以玺书及画屏风
、

锦

彩三百段
” 。

开元
、

天宝年间这样的朝贡献物和回赐特别多
。

这实质上是一种官方贸易
.

而以朝献方式出现而 已
。

仅据两 《唐书》
、

《册府元龟》等记载
,

通过朝贡等官方贸易

由新罗进入唐朝的
,

动物有果下马等
,

海产有海豹皮等
,

金属有金
、

银
、

铜等
,

佛事

有金银佛像
、

佛经
、

蟠等
,

金属工艺品有镂鹰铃等
,

纺织品有朝霞绸
、

鱼牙绸
、

纳绸
、

¹
《全唐文 》卷七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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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等
,

药物有牛黄
、

人参等
。

唐朝回赐的器物有金银锢器物
、

金带
、

银锢带
、

银带
、

鱼

袋等
,

衣服有紫罗绣袍
、

锦袍
、

紫袍
、

绿袍等
,

纺织品有锦彩
、

彩绒
、

瑞文锦
、

五色

罗彩
、

绢
、

帛等
,

动物有白鹦鹉等许多物品
。

《唐会要
·

新罗》说新罗
“

所输物产
,

为

诸蕃之最
”
.

可见其贡献之多
。

如曾一次输金 20。。两
‘

一次贡银 2000 两
,

一次进人参

200 斤等
。

唐朝的回赠
,

曾一 次赐锦彩 3叨 段
,

又一次赐彩续 50 0 匹
,

帛2500 匹等
。

这

些贡献与回赐
,

除少数专供帝王及使者外
,

大量是作为交换的商品的
。

除朝贡
、

献方物这种官方贸易外
.
唐朝和新罗的民间经济交流也很发达

。

而经济

交流的发达
,

交通的发达是先行条件
。

《新唐书
·

地理志》载唐朝的对外交通有七条最

重要的道路
, “

一曰营州入安东道
.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

、

渤海道
。 ”

这两条道路 皆可

到新罗
,

但第一条是陆路
,

暂且不谈
,

就谈第二条海上道路
。

日本僧圆仁的 《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 》
,

谈到了由唐朝到新罗的海路有好几条
,

略述如下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¹ 卷一说
: “

案旧例
,

自明州进发之船
,

为吹着新罗境
。

又扬

子江进发之船
,

又着新罗
。 ”

这条前已在谈百济时引过
,

此处再引
,

以说明唐朝通向新

罗的南边海路
,

有由钱墉江 口明州至新罗的海道
,

所以元和末年新罗饥荒时
,

就有 170

名新罗人直到浙东求食
.
当即通过此路而达

; 又有由扬子江 口至新罗的海路
,

所以新

罗人可由此路到苏州
、

扬州
。

而新罗人崔致远由高骄幕府回国时
,

也是由扬州出长江

口的
。

扬子江 口 以北
,

则可从楚州山阳县通过淮河出海至新罗
,

亦可至 日本
。

故圆仁

被遣送还国到达山阳县时
,

新罗译语人刘慎言等帮助申请由此出海
。

《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卷四说
: “

便入山阳县
,

通状具申本意
,

日本国朝贡使 皆从此间上船
,

过海归国
。

圆仁等递到此间归国
,

请从此间过海
。

县司不肯
” 。

由于县司不准
,

圆仁未能由楚州山

阳县出海
。

楚州山阳县以北的海州
,

亦可由海上通往新罗
、

日本
。

同书同卷说到圆仁

到达海州后
,

也曾请求
“

从此发 归本国
” ,

当地县
、

州皆不准
,

并且说到新罗僧人递到

此处时
,

同样未准
。

由于武宗的禁断佛教
,

外籍僧人皆递解出境
,

按指定地点出境
,

所

以楚州
、

海州地方官不敢担风险
。

因此
.
圆仁只有从登州出海归国了

。

同书卷一说
:

“

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
,

去县百六十里
,

去州三百里
。

从此东有新罗国
,

得好风
,

两三 日得到
。 ”

当圆仁从登州赤浦渡海
,

出赤山莫邪口东行
,

第三天就望见新罗西面之

山
,

只是圆仁要回日本
,

故向东南方驶船
。

这些记载
,

说明由登州至新罗路程最近
,

顺

风则两三 日就到达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由浙东明州
、

扬子江 口
、

楚州
、

海州
、

登州等五处通

往新罗的海道
。

《新唐书
·

地理志》载贾耽所述通国外七道
,

因系指其最要者
、

故海道

只提及登州海行 入高丽 (新罗)
、

渤海道一道
,

实际上并非一道
。

因为唐朝和新罗海上路线多
,

往来频繁
,

故新罗人到唐朝的特别多
。

如新罗来唐

帅 巨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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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新罗的往来

使团为其王金重熙告哀时
.
由金 昌南率领 54 人

;开成时 一次归新罗的宿卫者及学生就

有 105 人
; 又如张保皋说

.
“

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蝉
” ,

可见南到明州
.
中经苏州

、

扬

州
、

楚州
、

海州
,

北至登州
,

各州都有新罗人
。

圆仁所在使团在楚州雇新罗人熟悉海

路者
,

一次就雇到六十余人
,

分配于九条船上
.
每船或五人

、

或六人
、

或七 人
。

又当

圆仁等行到登州的乳山时
,

有新罗人三十多人骑马或乘驴来
。

特别是登州文登县清宁

乡赤山村法花院
,

简称赤山院
,

为新罗清海镇大使张宝高 (保皋) 所建
,

在讲 《法花

经》的集会时
, “

其集会道 俗老少尊卑
.
总是新罗人

” ,

只有圆仁等是临时来的 日本人
。

由于这里的新罗人多
.
于是形成了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

、

新罗馆等
。

如楚 州有新罗坊
,

涟水县也有新罗坊
,

文登县有赤山新罗院
,

登州有新罗馆
.
青州有新罗院

。

还有管理

新罗人户的勾当新罗押衙所
,

其负责者称勾当新罗使
。

这许多新罗人中
,

有任翻译的译语人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中提到的新罗译语 人

就有金正南
、

卞卜正 长
、

道 玄
、

刘慎言等人 有许多人担任水 乒船工
.
当然更有许多人

从事交易经营
。

同书同卷就说到新罗人王清
“

为交 易诸物
,

离此过海
” .

却不幸遇到恶

风
,

漂流了三个月
。

同卷还说到圆仁因无船南行
.

“

将十七端布雇新罗人郑客车
,

载衣

物
,

傍海往密州界去
” 。

当圆仁等一行人走到
“

密州诸城县界大朱 山驻马浦
.
遇新罗人

陈忠船
,

载炭欲往楚州
,

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
” 。

于是
.
又改乘船南行

。

可见有许多新

罗人在这一带从事运输商业
。

又如 《册府元龟 》卷九九九 《互市》所载
: “

开成元年

(836 年) 六月
,

淄青节度使奏
:
新 罗

、

渤海将到熟铜
,

请不禁断
。

是月
,

京兆府奏
:
准

建中元年 (780 年) 十月六 日救
,

诸锦鼠
、

绩
、

罗
、

毅
、

绣织成
、

细绸
、

丝
、

布
、

耗牛

尾
、

真珠
、

银
、

铜
、

铁
、

奴碑等
,

并不得与蕃互市
。 ”

唐朝禁止将金
、

银
、

铜
、

铁等与

外商互市
.
而淄青节度使请求开禁

,

究竟如何
,

不悉其详
。

不过
,

从唐代宗到宪宗时
,

淄青节度使李正 己
、

李师道等一家是高丽 人
.
自李正己开始

,

就以淄青节度使兼海陆

运使
、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等职
,

以其职务之便
,

自可与新罗
、

渤海大做生意
。

《旧唐书
·

李正 己传》就说到李正 己
“

货市渤海名马
,

岁岁不绝
” 。

就是圆仁来唐后的开成五年

(840 年 )
,

青州节度仍兼押两蕃使
,

仍然具有和新罗往来的有利条件
。

在双方的经济交往中
,

除前述官府贸易的商品外
,

新罗的刀
、

剑也传入唐朝
。

如

圆仁回国前经过楚州时
.
新罗译语人刘慎言就送他 9 匹绢

,

新罗刀子 10 枚
。

这时
,

唐

朝的茶种也传入新罗
,

《三国史记》卷译
一

《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 (唐大和后期) 说
:

“

入唐回使大廉
.
持茶种子来

.
王使植地理 山

。

茶 自善德王时有之
.
至于此盛焉

。 ”

茶

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一种东方特种饮食物品
,

在唐朝就传入新罗
。

经济的交流促进 了双

方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
。

最后
,

谈谈文化方面
。

从前面所举双方往来的事件中
.
有两次较明显的 中国文化典籍传入新 罗事

:
一次

在唐太宗 贞观晚年
,

新罗王金真德派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唐朝
.
请入国学观看释典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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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论
.
于是太宗赐以所制 《温汤 》

、

《晋祠铭》和当时新编撰的 《晋书》
; 一次在武则天

垂拱时
,

新罗王金政明遣使来朝
.
上表请予 《唐礼》一部及其他文章

。

武则天令所司

写与 《吉凶要礼》
.
又采 《文馆词林》内关于规诫的文章编成五十卷予之

。

另外
,

玄宗

开元中
,

新罗王曾表请到中国学问经教
。

唐朝的太学也广泛招收边境民族和外国的学

生
,

包括新罗人在内
。

唐高宗时
,

新罗王金真德曾作 《太平颂》 献与高宗
。

所以
,

双

方的文化交流很频繁
.
中国的五经诸子和许多文史著作传入新罗

.
新罗的音乐

、

寺院

的讲经礼忏等也传入 中国
。

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
,

唐朝的京城建筑
、

职官和选举制度等都影响到新罗
。

新罗

的京城建筑
.
就受到长安和洛阳城市结构的影响

。

新罗的职官也部分采用了宰相
、

侍

中
、

司农卿等唐朝的官号
。

至于选官制度
.
如 《三国史记》 卷十 《新罗本纪》 元圣王

四年 (唐 贞元初年) 下说
:

四年春
.
始定读书三品以 出身

:
读 《春秋左氏传》

,

若 《礼记》
、

若 《文选》
,

而能通其义
,

兼明 《论语》
、

《孝经 》者为上
;
读 《曲礼》

、

《论语》
、

《孝经 》者为

中
; 读 《曲礼 》

、

《孝经》者为下 若博通 《五经》
、

《三史》
、

诸子百家书者
,

超耀

用之
。

从以 上的记载来看
,

新罗所规定的选官条件
.
是以学习中国的经史文章多少好坏为标

准
.
曾经 留学唐朝者也具备入仕资格

。

新罗文化也传入 唐朝
,

如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赤山法花院的讲说 《法花

经 》说
: “

其讲经礼忏
,

皆依新罗风俗
。 ” “

赤山院讲经仪式
:
辰时

.
打讲经钟

.
打惊众

钟讫
,

良久之会
,

大众上堂
,

方定众钟
。

讲师上堂
,

登高座间
,

大众同音称叹佛名
.
音

曲一依新罗
.
不似唐音

。 ”

新罗佛寺这种念经的音调
。

讲经程序
,

既已深入到唐朝的 乡

村间
.
不能不影响于唐朝的社会

。

在略举文化交流的互相影响后
.
想就新 罗入唐的学生和僧侣多谈几句

。

先从留学

唐朝以至考中宾 贡进士者谈起
。

凡是唐朝边境少数民族和邻国到唐朝太学学习的
.
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

,

考

中进士的称宾贡进士
,

以 区别于唐朝本国的进士
。

新罗到唐朝留学的人
.
有时一次数

人
.
有时一次十数 人或数十人

。

其中宿卫的质子同样可以入学
,

如宝历年间来唐朝贡
、

宿卫的金允夫等人就配在国子监学习
。

这些学生中也有 自费而非随使团来的
,

如崔致

远即自费来唐者
。

能考中宾贡进士的不少
.
据严耕望 《新罗留学生与僧徒 》 文中所考

证
,

金罗人考中宾贡进士可考者 26 人
。

朴真爽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一书
,

则

谓新罗人考中唐朝宾贡进士的共有 58 人
.
不过未开列这 58 人姓名

。

一般都认为金云

卿是新 罗人考中唐朝宾贡进士的第一人
.
《唐会要 》卷九五 《新罗》条记载金云卿曾为

唐朝入新罗副使
.
会昌元年 (841 年) 七月授与淄州长史

.
此 已见前引

。

前面亦
.
已说明

.

新罗宿卫质子可充入本国副使
,

金云卿既曾充入新罗宣慰副使
,

则他应是在充质子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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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宾贡进士的
。

金可纪也是新罗在唐的宾贡进士
,

据 《全唐诗》卷五0 六章孝标 《送金可纪归新

罗 》诗所言
,

金可纪是 已经
“

登唐科第
”

的宾贡进士
,

而后回新罗的
。

《太平广记》 卷

五三 《金可记》 所载
,

金可记是新罗人
.
唐宾贡进士

,

登第后隐居终南山子午谷
.
后

三年
,

航海归新罗
。

但去而复来
.
复隐干终南山

.
于大 中晚年成仙升天而去

.
实即终

老于唐朝
。

金可纪
、

金可记当为一人
。

金夷吾也是唐朝宾贡进士
,

据 《全唐诗 》卷六三八张乔 《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

国 》 诗
,

金夷吾是及第后回新 罗的
。

崔致远是乾符元年 (874 年 ) 的宾贡进士
.
他在

《桂苑笔耕序录》中说 自己十二岁时
“

离家西泛
。

当乘俘之际
.
亡父诫之 曰

:
十年不第

进士
.
则勿谓吾 儿

.
吾亦不谓有儿

” 。

故入唐六年
,

考中宾贡进士
,

时年十八
。

后入高

骄幕府
.
中和末年 回国

。

曾欲以 己所学
.
从事改革

,

而以 衰世难行其志
,

隐居而段
。

《三国史记》卷四六有 《崔致远传》
.
载其同年顾云送其回国诗

.
中有句云

: “

十二乘船

渡海来
,

文章感动中华国
;
十八横行战词苑

.
一箭射破金门策

。 ”

崔致远的学问文章如

《桂苑笔耕集》 及其他作品
.
极 为朝鲜人所赞许

,

认为是其国传世文集的
“

开 山鼻祖
,

亦是东方艺苑之本始
”

¹

。

崔彦伪是光启元年 (885 年 ) 的宾贡进士
.
徐松 《登科记考》 卷二三引 《东国通

鉴》说新罗人崔彦伪十八 岁时入唐考中宾贡进士
,

四十二 岁时回国
.
曾任瑞书院学士

等职
,

及新罗敬顺王归降高丽太祖王建后
,

又曾任太子太师
、

平章事等官
。

上举这些新罗人入唐考中宾贡进士后
,

或即仕于唐
,

或不久后归国为官
,

有少数

终老于唐翰者
,

而大 多数是 归国以望有所建树
。

《全唐诗 》卷六九一杜荀鹤 《送宾贡登

第 后归海东》
、

卷 七0 二张殡 《送友人及第归新罗 》
、

卷六三九张 乔 《送 人及第归海

东》
、

卷八三六贯休 《送新 罗人及第归 》等诗
.
这些都是宾贡及第后回新罗

,

唐朝友人

赋诗送别的
,

可惜未写出及第归国者的姓名
。

附说一句
,

这里诗题和诗句中常有
“

海

东
”

二字
,

这二字是当时对新罗的通称
。

崔致远 《桂苑笔耕集》卷二0 有 《将归海东

唆山春望》诗
,

就是他将归新罗时的诗
,

海东即指新罗
。

再说到唐朝的新罗僧侣
。

新罗最早到唐朝的名僧
,

当推释慈藏
。

《续高僧传》卷二

四 《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 记载其事
。

慈藏本姓金氏
,

少年即感世事无常
,

厌弃

繁华
,

虽贵族出身而不愿出仕
.
出家修道

。

贞观十二年 (638 年)
,

率领门人僧实等十

余人来到长安
,

先居胜光别院
.
后入终南云 际寺

。

贞观十七年 (643 年 )
.
携藏经

、

妙

像
、

蟠花等 回国
。

自此
.
新罗的

“

一代佛法
,

于是兴显
” 。

足 见慈藏由唐回国
.
是新罗

佛教兴盛的一大关键
。

慈藏回国后
.
新罗王救命他为大国统

,

住于王芬寺
,

制订了许

多法规来管理教育僧众
.
从他受戒者很多

.
因此佛教大行于新罗

。

他又曾建议改服式
,

万
_
《桂苑笔耕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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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正朔
,

于是
“

通改边服
,

一准唐仪
” ; “

每年朝集
.
位在上蕃

,

任官游践
,

并同华

夏
” 。

将唐人服饰及礼仪朝会制度传入新罗
.
又是慈藏的一大贡献

。

沙门圆胜
,

贞观初年到长安
。

他是一位律僧
,

专门来学僧律
.
故 《续高僧传》卷

二四说他
: “

来仪京辈
,

遍陶法律
” 。

他是与慈藏等同的高僧
,

同返新罗阐扬佛法
。

《续

高僧传》又说
: “

护法为心
,

与藏齐襟
.
秉维城堑

,

及同返国
,

大敞行途
,

讲开律部
,

惟其光肇
。 ”

可见圆胜还是新罗律宗的创始人
。

新罗到唐的僧侣很多
,

从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一书中也可明显看出
。

如此书卷

二说文登县赤山法花院诸僧三十余
,

皆为新 罗僧人
。

圆仁来唐时
,

就遇到四十多个新

罗僧人
,

可见新罗来唐僧人之多
。

这些新罗僧人足迹遍布唐朝各地
。

即就圆仁所言
,

登

州文登县赤山法花院所遇新罗僧最多
: ‘

扛城章敬 寺
、

慈恩寺和大荐福寺都有新罗僧人
。

崔致远 《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黔寺教溢真鉴禅师碑铭并序 》
.
记述新罗僧慧昭

.
追溢

真鉴禅师
,

于贞元二十年 (804 年) 随岁贡使团渡海至沧州
.
遇神鉴大师

,

始削发
; 元

和五年 (810 年)
,

受具足戒于篙山少林寺
; 又入京师

,

居于终南山三年
; 至大和四年

归新罗¹
。

又崔仁沱 《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溢朗空大师白月接云之塔碑铭》
,

描述新罗僧

行寂
,

溢号朗空大师
,

于咸通十一 年 (87。年
;来唐

.
居长安城 内左街宝堂寺孔雀子院

;

后游五台山花严寺
; 乾符二年 (875 年) 至成邵府

,

礼无相大师影堂
,

大师亦新罗人 ;

后 又游衡岳
,

访曹溪
;
中和五年 (885 年)

,

始归故国新罗必

这些来唐的新罗僧人
,

不仅拜访唐朝高僧以求佛法
,

也与唐朝的士人学者往来
,

故

他们回国时
,

常有唐文士或僧人赋诗送别
。

如 《全唐诗》卷
-

一八孙遨 ‘送新罗法师

回国》
、

卷三八四张籍 《赠海东僧》
、

卷八三二贯休 《送新罗僧归本国》等飞可见新罗

僧人来唐后
,

经过地方既多
,

交游也很广阔
,

不仅求得佛法至教
.
也结交到上卿名士

,

所获甚多
。

入唐的新罗学生及其考中宾贡进士者
,

以及至唐求法的僧侣
.
他们来时带着新罗

的方物和文化习气
,

回去时也会带着中华物产及儒学
、

佛学和文学艺术典籍作品
,

这

就成为当时双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力量
,

有力地促进了唐朝和新罗的文化交流
.
密切了

双方的友好关系
。

( 责任编辑
:
宋 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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