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奈良县-韩国忠清南道 探寻历史渊源之地 

第一篇  飞鸟寺 

奈良自古代就与韩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在奈良县内也能看到很多古代日韩交流的痕迹。古时从朝鲜半岛

来到日本的人被称为“渡来人”，他们带来了土器制作、农工技术、土木技术、织布技术、汉字及佛教等许多新文

化及先进的技术。尤其是从 4世纪到 7世纪期间，从高句丽、百济、新罗、伽耶来了很多渡来人。可以说渡来人对

7世纪日本飞鸟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奈良县与韩国忠清南道自 2011 年结好之后，今年迎来 1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年份。下面向您介绍能体现奈良

与韩国，尤其是与忠清南道间的历史渊源的奈良古迹吧。 

据《日本书纪》记载，飞鸟寺是于 588 年经苏我马子的提议而开始建造、并于 596 年完工的日本最早的正式的

佛教寺院。而且现在还留存着从百济派遣来的僧侣、造佛师、寺庙工人、露基博士（制造佛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瓦

博士（造瓦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人员参与建造飞鸟寺的记录。 

 

 

 

 

 

 

 

 

 

 

 

 

 

 

 

 

1987 年，飞鸟寺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的修德寺结缘成为姊妹寺庙，双方依然开展着交流活动。 

我亲眼看到飞鸟大佛后，深切感到虽历经 1400 年的时光，但大佛依旧在原地守护着奈良县飞鸟村。同时不禁感

叹建造飞鸟寺及制作飞鸟大佛的古代人技术水平之高超。     

   （奈良县国际交流员 南炫汀）      

飞鸟大佛 

修德寺（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 

照片提供方：忠清南道 
飞鸟寺入口（正门） 

飞鸟寺可以说是日本最早具有真正意义上伽蓝布局的寺庙。伽蓝布局的特

征是以塔为中心，在塔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建造金堂。这种伽蓝布局特征，

也能在韩国高句丽的清岩里寺遗址、上五里寺遗址、定陵寺以及新罗的皇龙寺

遗址看到。飞鸟寺的本尊铜铸释迦如来坐像（即飞鸟大佛）是由 “鞍作止利”

于 7世纪初制作的日本最古佛像。“鞍作止利”是出身于“渡来人”家族的造佛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