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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息的地球上，不同洲域不同角落，自古以来分布着不同
的人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聚落，各种差异的存在，使人
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元，人类文明更加多姿多彩。

各大洲各区域的文明，从其诞生之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
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中发展繁荣的。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千多年来人员
往来、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茶道文化，乃至建
筑、医学、饮食、服饰、语言文字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

发源于福建福清的黄檗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跨海向外传播、影
响海外的一个例证、一个缩影。

同名的黄檗宗，同名的万福寺，同源的文化血脉，即便在千年
之后的我们看来，也倍感亲切。

从黄檗山沿着山林中的文化古道走向闽江口，越过东海向扶
桑传播中国文化，隐元东渡的故事，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另一位高
僧。他的法名叫鉴真，是唐代律宗传人。一千多年前，他从扬州启
航，历经六次磨难，终抵日本奈良，把大唐的宗教、文学、科技、建
筑、医学等带到日本，给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大和民族，注入发展的
新动力，其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期的文化屋脊（指文化高峰）。

在李白杜甫生活的盛唐，长安无疑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化大
都市，经济昌盛，文化思想大气包容，东西兼收，万国来朝。李白的
好友晁衡，就是来自日本的遣唐使。晁衡返回日本时，恰遇台风，李
白以为晁衡遇难，写了一首七绝纪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
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虽然晁衡已平安归国，遇难是谣传，但李白这短短四行诗句，
尽诉了对日本友人跨越国籍的真挚情谊，如今读来，令人动容。

中日两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交往，到唐代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高潮。
据史书记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都随带遣唐学生

（留学生）多人来中国学习。晁衡就是随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学
生。他原名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来到中国求学，改姓
名为晁衡。卒业后长期留居中国，历任司经局校书等多种官职。

在唐朝，另一位入唐学习的日本高僧法名空海，与福建渊源颇
深。公元804年（另一说803年），空海乘舟来唐，也是遇到台风，被吹到
霞浦，在赤岸登陆，得到当地官民友好相待，后从福建赴长安。空海学
成后归国，创办了真言宗，如今仍是日本影响极广泛的佛教流派。改革
开放后，位于霞浦赤岸的空海堂，吸引了不少日本游客前来观瞻。

闽山闽海佑八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古代福建遭受之战
乱，较中原省份相对更少，因而传承保存了更多原生态的汉族传统
文化，如客家文化、闽南文化、莆仙文化和闽都文化。同时，因为向
海临风，潮达五洲，福建与世界各国各地的联系交流也更密切，在
上千年时光中，八闽之地，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出发地，
也是吸纳海外异域文明的先行受益地。厦门、泉州的骑楼建筑风
格，就颇受东南亚的影响。

回到黄檗文化，明末清初，继隐元之后，其法统继承人、祖籍晋
江的木庵禅师，于 1655 年从晋江安平港启航，东渡日本弘法，1664
年继承隐元法席，任日本万福寺住持，成为“日本黄檗宗二祖”，获
授日本天皇钦赐紫衣。

以隐元与木庵为首的黄檗禅僧和大批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
播了中国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建筑等方面，都对
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
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
可以说，隐元和木庵这两大闽籍高僧，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
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跨海文流，文明互鉴，彼此欣赏，美美与共，这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鉴真还是隐元，无论是
日本晁衡还是空海，都怀着大海一般的胸襟，虚心互学，先进文明
无私向外传播，后进文明努力追赶，形成携手奋进的风气，这是文
明之幸，更是人类之福。

历史不能忘记，人类跨越各大洲洋的交流互鉴，更应成为丰厚
的文明积淀，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

跨海交流
文明互鉴

□刘益清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资料图片）

在 福 清 ，很 多 老 百 姓 只 知 万 福 寺 出
了 一 位 东 渡 的 高 僧 隐 元 ，却 不 知 隐 元 禅
师及其弟子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入
日 本 ，对 京 都 、长 崎 、大 阪 等 地 的 饮 食 、
文 学 、书 画 、建 筑 、医 学 、刊 刻 等 产 生 了
巨大影响。

2015 年 5 月 23 日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在福建省工作
时 ，就 知 道 17 世 纪 中 国 名 僧 隐 元 大 师 东
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
仅 传 播 了 佛 学 经 义 ，还 带 去 了 先 进 文 化
和 科 学 技 术 ，对 日 本 江 户 时 期 经 济 社 会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段话深刻概括
了 黄 檗 文 化 的 具 体 内 涵 ，高 度 评 价 了 隐
元禅师作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纽带的
历史贡献。

东渡日本的黄檗寺僧即非如一在《福
清县志续略》记载，福川要道是黄檗希运禅
师度母升天的地方。福清渔溪镇黄檗山万
福寺则是日本禅黄檗宗创宗祖师隐元禅师
的出家地。

“福川古道是黄檗文化的重要载体，当
年许多人由此出海进行海丝贸易，隐元禅
师也是经此出海东渡日本传道的，很有研
究价值。”日前，文旅运营企业中青旅联科
相关负责人前往福清市福川古道考察调研
文旅康养研学项目时表示。

源于福清的黄檗文化

唐大中二年（848 年），黄檗希运来到现
今福清市渔溪镇的黄檗山万福寺出家。希
运禅师弟子义玄跟从学法 33 年，之后往河
北正定建临济院，广为弘扬希运禅师所倡
启的“般若为本、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禅宗
新法，后世称之为“临济宗”，福清黄檗山万
福寺成为临济祖源，黄檗希运的《传心法
要》及《黄檗禅师诗》成为临济宗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万福寺则是由莆田人士正干创立的。
唐朝贞元五年（789 年），正干学禅得法后回
闽，路经黄檗山，爱其山川灵秀，想起师父

“遇苦即止”的赠语，因悟“黄檗味苦”，便开
山结茅创立“般若堂”，后增辟院落，赐名

“建福禅寺”，俗称“黄檗寺”，明朝时赐额
“万福禅寺”。

明末清初，“万福禅寺”住持隐元四出
募化，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
刹。永历五年（1651 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
人，出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
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祖籍福清上迳东
林 村 。南 明 永 历 八 年（清 朝 顺 治 十 一 年 ，
1654 年），63 岁的隐元禅师在先后经过了
日本方面的三次恳请后，终于踏上东渡日
本的弘法之路。据隐元《黄檗和尚扶桑语
录》记叙：“明历元年乙未春三月福唐王、
何、林、魏诸檀越同寺主等请师住崇福寺，
于五月廿三进寺。”隐元由此开始弘法东瀛
的岁月。

永历十三年（1659 年），日本皇室赐宇
治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
制 悉 照 中 国 旧 例 ，也 取 名“ 黄 檗 山 万 福
寺 ”，建 筑 、雕 塑 一 律 按 照 福 清 万 福 寺 样
式 ，保 持 明 代 的 风 格 ，气 势 宏 伟 ，金 碧 辉
煌，寺院的造像也由来自泉州的名匠范道
生负责。此后，日本新建的禅寺都仿照万

福寺，不仅建筑式样，连装饰色彩也一样。
由此，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也成为日本黄檗山万
福寺祖庭。

“在日本指定的贸易窗口长崎，因为海
上贸易往来的缘故，有很多闽人特别是福
清人留居，寺庙文化盛行。隐元禅师东渡日
本，广受欢迎。”福清市广电局原局长陈仕
桐说。

1663 年正月十五，隐元禅师在京都黄
檗山万福寺举行开堂法会，这标志着黄檗
宗正式为日本佛教界所承认。

流播东瀛大放异彩

隐元禅师以日本的“新黄檗”为中心，
重刻出版《弘戒法仪》，制定清规戒律，整顿
禅风，倾力传法，邀请他前往各寺院讲经的
络绎不绝，皈依其门下的僧人也与日俱增，
黄檗文化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

“江户时代是日本受容并发展中国儒
学与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也是日本封建文
化发展的高峰。”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
教授王晚霞表示。日本江户时代促成这种
高峰出现，离不开隐元禅师的东渡弘法，甚
至有学者认为隐元禅师和朱舜水堪称是对
近世日本文化贡献卓著之双璧。

隐元禅师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期间，
曾经千日闭门不出，通读《大藏经》。1669
年，铁眼禅人参学日本宇治黄檗万福寺，向
隐元禅师发心发愿刊刻《大藏经》，隐元禅
师赐明版嘉兴藏供其刊刻使用。经过铁眼
禅人多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共刊刻刷印
6956 卷，雕版 6 万余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
化价值。此外，隐元禅师编撰刊刻《黄檗清
规》和《弘戒法仪》等，对日本佛教，特别是
黄檗宗和临济宗及曹洞宗产生深远影响。
自隐元禅师东渡东瀛，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禅师共有 16位应邀担任日本黄檗山万福寺
住持，前后跨度近 130年。

“隐元东渡，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停
滞 不 前 的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鲜 血
液，带来生机。在排斥与吸收的矛盾转换
过 程 中 ，推 动 日 本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进 程 。”
福 清 黄 檗 山 万 福 寺 原 住 持 悲 昇 法 师 表
示 。黄 檗 宗 最 盛 时 在 日 本 有 1100 多 座 寺
院、33 个塔头，僧俗信徒达 2500 多万人，
形成日本佛教临济、曹洞、黄檗三足鼎立
的 新 格 局 。隐 元 也 实 现 了“ 祖 道 晦 久 ，必
明于东”的初衷。

鉴于隐元禅师的卓越功绩，日本后水
尾法皇在隐元禅师圆寂前一日，特加封号

“大光普照国师”，以示尊崇。此后每隔 50
年，在隐元禅师忌日之际，日本历代皇室
都持续追谥隐元禅师，历经 6 次加封。这
种持续封号追赠，即使在日本本土的僧人
中也不多见，而在其他渡日僧人中更是绝
无仅有。

正是由于隐元及木庵等人的辛勤弘
法和大力倡道，临济宗风在日本才得到发
扬，并在日本形成了以隐元为首、木庵为
继的临济宗黄檗派，派下又分以木庵为首
的紫云派、以即非为首的广寿派、以慧林
为首的龙兴派、以龙溪为首的万松派，后
总 称 黄 檗 宗 ，成 为 日 本 佛 教 的 一 个 新 盛
宗，并一直繁衍到现代。长崎万福寺的法
席 ，自 1680 年 木 庵 退 隐 后 至 今 已 传 至 57
代，其中前 21 代（除 14、16、17、19 代外），

主要是由中国高僧担任。

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纽带

隐元禅师不仅创立了日本禅宗三大宗
派之一的黄檗宗，更传播了辉煌灿烂、经久
不衰的黄檗文化，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对外
文化传播。深入日本北九州等地，能让人直
观体会到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
历史联系。

隐元禅师还在中土时，就跟学者黄道
周，书法家张瑞图、陈贤，雕塑家范爵、范道
生等过从甚密。其本人书法造诣极高，与弟
子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并称“黄檗三笔”，并
有许多书法作品传世。以隐元为首的明末
清初僧人文人等避乱东渡东瀛，直接传播
了华夏文明，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
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
食等方面，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也使中日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印刷术。早期
东瀛刊刻刷印技术并不成熟，出于面向一
般民众普及教育的愿望，隐元禅师将雕版
印刷术广泛推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日本印刷界的主流，并形成了今日通用的
明朝体文字。

1979 年，日本黄檗宗各寺以宗议会议
长吉井鸠峰为团长，组成“古黄檗拜塔友好
访华团”，来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拜塔礼
祖，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日两国黄檗宗佛
教的友好联系。

此后，以黄檗文化为主题进行的中日
民间交流络绎不绝，日本许多黄檗宗寺庙
的僧侣和信众更是多次来福清追祖溯源。
1996 年，日本黄檗宗信徒来到东林村，捐款
160 万元建起三层楼 900 多平方米的隐元
图书馆，既寄托对隐元为日本带去中华文
化促进日本进步的谢意，也寄托对中日两
国继续文化交流的期许。

2015 年 4 月，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
立，致力整理黄檗文化资料的同时，加强同
日本的民间文化交流，先后组织开展多次
大型中日民间文化交流；2016 年 10 月，日
本也成立黄檗文化促进会，与福清方面加

强对接，在更高层面和更广领域传承弘扬
黄檗文化。

2017 年 11 月 5 日，福建师大福清分校
设立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这
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所致力于黄檗文化专
业性研究的机构。在福建师大福清分校的
黄檗文化展厅内，展出了隐元禅师及其弟
子的作品文选、流传器物、书法作品及中日
研究黄檗文化的相关书籍等。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黄檗文化与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院相关人员表示，由隐元禅师
东渡日本传播的黄檗文化，是一种植根于
中国传统又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是中日交
流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海丝文化的重要
载体。

新时代，黄檗文化有了新传承。
2021 年 11 月 6 日 ，第 二 届 国 际 黄 檗

禅论坛暨隐元禅师东渡创建京都黄檗山
万 福 寺 360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在 福 清 举 办 ，
为中日友好交流搭建互通互鉴的纽带和
桥梁。

今年 4 月 30 日，美国福建联合总会荣
誉主席李贵明前往福清寻访福川古道，挖
掘黄檗文化。上月中旬，对隐元东渡带去
的中国刊刻刷印技术特别感兴趣的福清
辉达彩印公司负责人王言平，特意拜访省
工艺美术大师毛新华，希望能重新掌握刊
刻刷印技术这项技艺，重刊一些古籍，得
到大力支持。

黄檗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也被
提上日程。今年 2 月 12 日，原国家宗教事务
局副局长蒋坚永真诚表示愿做申遗顾问。

“源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并盛行于日本的
黄檗宗信仰完全可以联合日本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毕竟黄檗宗信仰在中日宗教界都
影响巨大。”他说。

中青旅联科公司也在积极推动黄檗
文化文旅康养研学开发及福清黄檗文化
申遗事宜。“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具有较
强的动机和意愿来发掘福清文化遗产，结
合当地历史和现状，可以考虑以‘文化迁
徙、认祖归宗’作为主要思路开展前期相
关工作。”中青旅联科副总经理吴江表示，
要保护传承好黄檗文化，以点带面把文化
遗产串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