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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隐元禅师东渡日本365周年
中日黄檗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黄檗文化，泛指在八世纪的唐代中期正干禅

师开山肇始，发源于福建福清黄檗山，具有世界

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它扎根于华夏文明

的深厚大地之中，以唐代断际希运禅师、明代隐

元隆琦禅师为杰出代表，以佛教文化为内核，涵

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丰富内容。

明朝 1637年至于南明 1654 年之间，隐元禅

师住持并振兴了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出临

济宗黄檗派。1654 年 6月，他从福建厦门东渡长

崎。1661年 5月，创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成

立黄檗宗。隐元禅师开出的临济宗黄檗派与黄

檗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佛教界，波及日本江户

时代（1603-1868）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

十七世纪在日本的黄檗文化现象。黄檗文化在

佛教方面，在思想、文学、语言、建筑、雕塑、印刷、

音乐、医学、茶道、饮食，在绘画、书法、篆刻等方

面，表现出明清文化融入江户时代文化，并创造

出新文化的特征。其影响持续至今，并且波及朝

鲜半岛、东南亚以及欧美诸国。

在黄檗文化中，隐元禅师是明末具有世界性

影响的一代文化伟人。因其弘法功绩，生前受日

本皇室封为大光普照国师，在日本民众中至今享

有崇高声誉。可以这么认为，在中国以福建为重

心之一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中，隐元禅师与

其所代表的黄檗文化，在推动与日本民间的友好

交流中，推动与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民间友

好交流中，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

厦门佛教与日本黄檗宗有着不解之缘，双方

情谊源远流长。2019 年 6 月 21 日，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华诞，纪念隐元禅师东

渡弘法 365 周年，中日法师于虎溪祖庭共祈福。

福建省民宗厅一处调研员黄廷荣，厦门市慈

善总会会长杨金兴，厦门市海沧区委副书记曹

放等领导到会指导。来自海内外的诸山长老、专

家学者、护法善信共襄盛会。

上午 9时，圣辉大和尚、近藤博道长老、则悟

大和尚、荒木将旭长老、杨金兴、松尾法道长老、

戒文大和尚、苏人登、黄廷荣、定恒大和尚、纪华

传、黄夏年、法源法师、普端法师、百田成玉、林文

清、曹放、陈自平、陈晓梅、陈秀卿等为“隐元禅师

东渡之地纪念碑”揭幕。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佛教协会会长 、

长沙古麓山寺方丈、虎溪岩寺法主圣辉大和尚

代表虎溪岩寺常住，向厦门市慈善总会捐赠 500

万元善款，将虎溪岩寺慈善基金增资到 2000 万

元。厦门市慈善总会会长杨金兴接牌并向虎溪

岩寺颁发荣誉牌匾，向圣辉大和尚颁发第四届

理事会荣誉会长牌匾。

厦门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张友福对虎溪

岩寺一直秉承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

济世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希望虎溪岩寺通过

各项慈善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了

解慈善，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发扬“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互助友爱精神，奉献一片慈爱之心，

让那些相对贫困的家庭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让

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祈福法会上，圣辉大和尚

致欢迎辞。他表示隐元禅师一

生弘法兴教，为佛教事业鞠躬

尽瘁，为中日佛教的传承与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两国

人民的爱戴与敬仰。近些年，

虎溪岩寺积极参与中日黄檗

宗交流往来活动，寻访大师足

迹、续接两国宗脉法谊。双方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

精神，共同纪念隐元禅师，并

以大师的精神为指引，继续为

两国的和平友谊而砥砺前行。

戒文大和尚表示中日两

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亚

洲汉语文化圈内最具影响力

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有重要

影响力的国家。他希望中日

两国黄檗法系要加强交流互

动，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黄

檗法系开展多元文化交流互

鉴、促进黄檗法系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提高黄檗文化在

社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松尾法道长老对虎溪岩

寺建立“隐元禅师东渡之地纪

念碑”表示祝贺。隐元禅师对

日本佛教、日本文化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建立隐

元禅师东渡日本的纪念碑，更

多人可以到虎溪岩寺瞻礼，学

习隐元禅师的精神。

近藤博道长老认为此次

纪念活动非常有意义。他表

示近几年中日黄檗文化交流

越来越频繁。他相信中日友

好交流定在佛教文化交流中

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祝愿

本次大会可以进一步加深中

日双方的理解与友情，构筑

和平、美好的未来。

厦门市民宗局副局长苏

人登引用习总书记在联合国

教科文总部讲到的“文明交

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表示厦门是一带一路重

要支点城市，佛教历史和文

化非常厚重，一定要讲好中

国的佛教故事，增进与世界

各国人民的友谊，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灵耀法师代表福建省佛

教协会赠送礼品后，则悟大

和尚代表福建省佛教协会致

辞。他表示：厦门佛教与日本

黄檗宗有着不解之缘，法谊

源远流长。虎溪岩寺在圣辉

大和尚、净心大和尚的住持

下，广开法筵、共续胜缘，传

承着中日佛教教徒之间的法

谊、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他

希望虎溪岩寺能继续为中日

佛教文化交流带来新契机，

让文化成为交流的载体，促

进中国佛教与中日民间友好

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上午 10时，圣辉大和尚、

则悟大和尚、戒文大和尚、定

恒大和尚、界象大和尚、法云

大和尚、忠明大和尚、灵耀大

和尚、能元大和尚、世澄大和

尚、仁慈大和尚、明德大和尚、

弘来大和尚共同为祈福法会

主法。随后，日本代表近藤博

道长老诵经祈福。

江户初期，日本刚刚结

束几百年的战国时期，德川

幕府统一了日本，日本社会

民心颓废，民族士气低落，文

化发展停滞，因各种原因进

行闭关锁国，但对唐人（中国

人)没有封锁。这个时期中国

的明王朝覆灭，作为汉族人

的王朝被满族人摧毁，并有

民族和文化灭失之虞，一大

批明朝精英人士在福建进行

了南明十八年的抵抗失败

后，纷纷避难于安南(越南)和

日本。这些代表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国度的精英人士，将

文化、科学技术、生产力等等

东渐或外溢到日本和东南

亚，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无论从思想、体

制、民族精神、科学技术、医学

医药、社会伦理道德、礼仪规

制等都受到东渡汉族人的影

响，明朝的各种手工艺人传播

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日

本室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

及民族素养的提升。僧侣寺院

都成了日本社会民间传播知

识和伦理道德的讲坛。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期，

也正是明朝灭亡和南明时期。

大批的明朝的精英人士受隐

元禅师的接引皈依佛门。隐元

禅师的禅法，是包融儒释道和

民间先进的思想和信仰，知儒

而入佛，入佛而通儒，以中国

的文化基因“孝文化”、“忠精

神”，提炼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以禅宗的思想“真修践行，无

畏而勇往直前”精神，在江户

时期为日本奠定了明治维新

的坚实基础。

6 月 21日下午，“佛教文

化交流与传播视域下的隐元

禅师与虎溪岩寺”研讨会举

行。来自中国与日本的二十

余位学者就《虎溪岩寺志》编

修进行深入的探讨。

净心法师首先致辞。他表

示，历史的演进、法脉的延续

将虎溪岩寺、黄檗宗、隐元禅

师、中日友好等具有深刻意义

和丰富内涵的“坐标”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筹办此次研讨会

正是为了深入挖掘虎溪岩寺

的历史文化价值、梳理黄檗宗

在东亚佛教文化视野下的脉

络理路，从而更好地发扬和继

承祖制，促进中日两国人民文

化与情感交流。

研讨会上，黄夏年发表

题为《海上丝绸之路视阙下

的厦门黄檗宗虎溪岩寺派》

一文。他认为，福建自古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和出发

地，泉州港一直是历史上最

重要的海港，因此而获得了

“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名。

勤劳的福建人民为了生活，

将大海作为自己的家园，从

此出发到世界各国进行贸易

与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就

是通过这条重要的海丝之路

而走向世界，同时也将域外

的文化迎进了中国。

纪华传发表《清代福建临

济宗喝云派、虎溪派探源》一

文。佛教与中国文化发生交

流，是一项互动的活动。在佛

教初传时期，一直到了唐代，

都是外来的佛教对中国的影

响为主，但是到了唐代之后，

佛教的中国化逐渐完成，中国

佛教开始向外输出，特别是向

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越南等

国传播，开启了中国佛教传播

的新时代。隐元隆琦法师在明

清之际将中国佛教传到了日

本，特别是黄檗宗传到日本之

后，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宗

派，这是近几百年来中外佛教

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因为在此之后，中国的佛教基

本上没有再向日本等东亚国

家传布，所以隐元禅师是古代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最

后的高峰。

虎溪岩寺举行祈福法会

与研讨会，旨在更好地发扬和

继承祖制、衍续宗风，纪念祖

德在中日佛教界中所留下的

情感记忆和历史遗产。中日两

国一衣带水、法乳交融，中日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日友好

交流有助于两国人民情感记

忆的交流和回溯，丰富东亚佛

教文明的形式和内容。

（部分内容来源自《菩萨

在线》通讯员李蕴雨、施琪、

邓彬；厦门虎溪岩寺；以及

《厦门日报》等）

中日友好虎溪祖庭共祈福

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海上丝绸之路与黄檗文化

阴本报记者 林硕

圣辉大和尚致欢迎辞

松尾法道长老致辞

中日诸山长老为“隐元禅师东渡之地纪念碑”揭幕 圣辉大和尚向厦门市慈善总会捐赠 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