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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 350 年，2022
年 2 月 25 日，日本皇室第七次为其加封
谥号“严统大师”。据黄檗文化学者林观
潮解读，“严统”意为“庄严传统”，指的是
庄重严格地传承文化道统，该用语源于
汉籍文献的出典，褒扬了隐元禅师的巨
大功绩。

1653 年（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
年），隐 元 隆 琦 的 嗣 法 本 师 费 隐 通 容

（1592—1660 年）编撰印制禅宗史书《五
灯严统》，流传于中日两国，使得“严统”
用语广为人知。隐元东渡日本后，重新刊
印《五灯严统》，作《重刊五灯严统跋并
赞》，赞扬本师费隐的功绩。日本皇室加
谥时“严统”用语的选择，也是对隐元尊
师重道的赞扬。

费隐是明末临济宗著名高僧，出生
于福清江阴里松岗村，先祖为瞻阳望族
何氏，瞻阳即今日福清市港头镇占阳村
古称。对此，《费隐通容禅师纪年录》有
载：“师讳通容，号费隐。闽之福清江阴里
何氏子。其先瞻阳望族也。”

费 隐 和 尚 自 幼 即 英 异 绝 伦 ，博 通
经论。14 岁出家于福清三宝寺，历参无
明 慧 经、湛 然 圆 澄 诸 师 。1623 年（明 天
启 三 年）参 谒 密 云 圆 悟 ，遂 顿 释 知 见 ，
并嗣其法。1630 年（明崇祯三年）七月，
在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受密云禅师付
法，为临济宗第三十一代传人。3 年之
后 ，历 主 黄 檗 山 万 福 寺、莲 峰 寺、浙 江
天 宁 寺、江 苏 超 果 寺、福 严 禅 寺、万 寿
禅 寺、维 摩 寺、尧 峰 山 兴 福 寺 等 诸 刹 ，
皆能复兴古刹、传扬圆悟之法道，大振
临 济 宗 风 。1633 年（明 崇 祯 六 年）主 黄
檗，延隐元入西堂，3 年后退隐，由隐元
隆 琦 承 继 法 嗣 。至 此 ，密 云 圆 悟、费 隐
通 容 、隐 元 隆 琦 三 代 先 后 主 持 福 清 黄
檗 山 ，同 声 唱 道 ，一 时 成 为 禅 门 盛 事 。
费隐通容法嗣计有隐元隆琦等 64 人，
门下法脉兴盛，传承至今，影响波及于
日本与东南亚。

叶向高 (1559—1627 年)，字进卿，号
台山，晚号福庐山人，别号紫云黄檗山
人。他历官三朝，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
任内阁辅臣，独相七年，首辅四载，是晚
明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始建于唐，鼎盛
于宋，衰微于元，重兴于明。明嘉靖年间，
福建沿海屡遭倭寇侵扰，1555 年黄檗山
万福寺被抢掠一空，焚毁殆尽，千年古刹
成荒野之地。1567 年，正圆禅师志图恢
复，上京请求御赐藏经，重建宝刹，无果。
1614 年，其徒孙兴寿、兴慈二僧承师遗
愿，驻京奏请，得内阁首辅叶向高举荐，
神宗万历皇帝御赐藏经、黄金、紫衣等宝
物，并赐匾“万福禅寺”，黄檗山万福寺得
以重建，寺名也沿用至今。请辞获准返乡
的叶向高捐银 400 两，建藏经阁。可以
说，没有叶向高，也就没有日盛一日的黄
檗山万福禅寺。

叶向高是今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
人 ，与 瞻 阳 村 相 邻 。据 林 秋 明《三 朝 名
相叶向高》一书所载：叶朝荣有十个子
女 ，早 夭 三 男 一 女 ，余 四 男 二 女 ，即 长
子 叶 向 高 ，次 子 叶 向 亮 ，三 子 叶 向 永 ，
四子叶向亨，长女叶默适林守定，二女
何 氏 妹 适 何 乾 斗 ，何 乾 斗 系 占 阳 何 氏
第十二世孙。因此，当时瞻阳称叶向高
为“姻舅”。

叶向高《苍霞余草》第七卷收入了
叶 向 高 所 作 的《豪 山 何 氏 族 谱 序》，文
中记述了 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

“谢 政 归 田 ”两 年 的 叶 向 高 因 其“宗 老
来 谋 于 余 ，图 修 阙 事 ”，而 亲 自 援 笔 为
其作“序”的缘由。“序”中还明确指出

“余家与何，相距咫尺，世世为婚姻”的
事实。

据 瞻 阳 村 何 氏 宗 祠 文 字 记 载 ，叶
向 高 还 为 豪 山 瞻 阳 何 氏 撰 行 序 表 字 。
瞻 阳 村 文 史 爱 好 者 何 荣 基 考 证《何 氏
族 谱》记 载 ：瞻 阳 何 氏 十 二 世 孙 何 其
执，生二子，次子懋淛，为僧号费隐。由
此可知，按辈分算，叶向高与费隐禅师
是舅甥关系。

叶向高的孙子叶益蕃、曾孙叶进晟
等，秉承先人复兴黄檗山的行愿，相继成
为黄檗山的檀越。

1629 年（明崇祯二年），叶益蕃担任
黄檗山檀越代表，与其他僧人共同发起，
邀请费隐通容的师父密云圆悟前来黄檗
寺住持。

叶进晟与隐元禅师关系密切。黄檗
山作为明朝遗民、反清志士的避难栖身
和听法问道之幽境，来往人士众多。叶
进晟“隐公久住黄檗山，山中往来人如
蚁 ”诗 句 ，可 以 想 象 当 时 情 形 。1648 年

（清顺治五年），当福建连江失守消息传
来时，身患血疾的钱肃乐以头触枕，不
日死于船中，以身殉国。钱肃乐遗体无
法归葬故乡。6 年后，叶进晟与隐元禅
师会同为钱肃乐治丧，并将其移葬福清
黄檗山。

当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后，叶进晟还
去信表达了对隐元禅师的怀念之情，隐
元禅师也复信叶进晟。

隐元、费隐

与叶向高的关系
□郑松波郑成功传世的书法遗迹，包括题刻、拓本及

手迹等多种形式，大都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份有确切证据的书法“标准
件”，以此为根据来判定其他书法作品的真伪。30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缘，一封疑似郑成功的亲笔
书信重现世间，给郑成功书法遗迹的研判带来了
一线曙光。然而 30 年来，围绕该书信作者的认定
却大相径庭，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该书信
是否为郑成功亲笔所书，关系郑成功其他传世书
法遗迹的判定，以及南明史、中日关系史等相关
议题的解读，似有进一步重审的必要。

重现世间的《得侍法教帖》

1993 年 5 月，日本京都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山色空蒙的黄檗山万福寺，中国学者陈智超先生
正在查阅隐元隆琦档案资料。寺方从库房中取出
了珍藏的五大卷轴，标签题写有《唐上诸居士书
札》《诸居士书札》以及《诸和尚书札》，这正是晚
明渡日高僧隐元隆琦的来往书信。

展开卷轴，一封封书札装裱在内，以往只见
于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翰墨跃然呈现在
了陈先生面前。出于专业的敏感，一封没有落款
出处的信札引起了陈先生的注意，只见信上用行
草书写着：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
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
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
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
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
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
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
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
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昭之。
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
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
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
念，愈以失礼为歉。专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
昚。”（陈智超等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
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
年，第 70页）

此信历来尚无正式名称，根据传统书帖以首
句命名的原则，我们将此佚名信札称作《得侍法
教帖》。陈先生看到的其实是书信的“副启”部分，

“正贴”已经遗矢，它真正的作者与“正贴”一同淹
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不过，从行文措辞和格
式上，晚明一位纵横驰骋闽海世界的风云人物隐
隐然浮出历史水面。陈先生发现，这封书信的作

者自称“本藩”，而且一反常规竟然都换行顶格
（《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
抗清斗争新史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8
期，第 1 页）；信中还说作者“拨船护送”隐元东渡
扶桑。陈先生很快意识到“作者必然是一位非同
寻常的重要人物”，种种迹象都将书信作者指向
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人物——郑成功。

现存的《隐元年谱》两种，都明确记载郑成功
派遣船只护送隐元东渡日本。通过对隐元出海
时、地的考察，陈先生认定佚名《得侍法教帖》作
者正是郑成功，以此为据，推论隐元与郑成功关
系“特殊”，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可能还肩负
着向日求援的政治使命。

《得侍法教帖》重现世间后，学界基本认同陈
先生关于书信作者的判定，但对其“亲善使者”的
说法却应者寥寥。进入新世纪，随着隐元隆琦研究
工作的推进，关于《得侍法教帖》的作者问题出现
了新的法说。林观潮先生在《隐元全集》中爬疏出

《复钦台许居士》一信，发现此信与佚名《得侍法教
帖》多有暗合之处，提出了惊人说法，认定《得侍法
教帖》作者正是许钦台（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09～216页）。

许钦台何许人也

《得侍法教帖》作者另有其人，确实是惊人之
论，为佚名书信的解读打开了新思路。林先生通
过文本细读发现，隐元《复钦台许居士》与佚名

《得侍法教帖》存在诸多关联，最直接的证据是
《复钦台许居士》中有“来谕‘弘道莫分彼此，审势
不无后先’”一句，这在《得侍法教帖》中可以找到
相同句子，两封信正是一组往复函稿；另一证据，

“若问归山何日，既涉远涛似难自由”是对佚名书
信“屈指归期，竟知何日”一句的回应。

我们先分析间接证据再考察核心证据。隐元
东渡后，国内僧俗两众都有劝归者，相关来往书
信甚多，归期问答在这些书信中俯拾皆是。林先
生对“大檀护念有素”的解读亦值得商榷，该处其
实指的是隐元日本登岸后仰赖许钦台的帮助，而
非指许氏在厦门促成其顺利东渡。核心证据“弘
道莫分彼此，审势不无后先”一句在隐元《复长崎
诸居士启》中另有出现（《隐元全集》第 5 卷），应该
是隐元原话，许钦台正是侨居长崎的护法居士。

隐元在《复钦台许居士》中说许钦台曾护持
福清黄檗祖庭，而且发挥了根本作用，希望许氏
能全始全终，继续护持祖庭。许钦台何许人也，而
能周旋于郑成功与隐元之间，这是首先需要澄清
的问题。

根据林先生研究，杨英《先王实录》和江日升
《台湾外记》两份郑成功史料并未发现相关信息，
推测许氏并非郑成功重要幕僚；另据隐元《钦台
许居士小影》所说的“名扬华夷，德泽海岛”，判断
可能是郑氏家族下属的贸易商人。

我们借助《台湾文献丛刊》数据库，检索“许
钦台”“钦台”等关键词，未见相关条目出现，可以
基本断定许氏不在郑成功军政系统当中。问题来
了，作为一个不在明郑集团中枢权力体系之内的
海商，是否有此能量护持黄檗祖庭，并使隐元对
其寄予厚望呢？

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
地作为通商口岸。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明
朝重新开放中日贸易航线，东渡长崎商贸的侨商
与日俱增，其中又以来自福建沿海的福、兴、泉、
漳四郡为主。为了适应华侨佛教信仰需求，长崎
先后兴建了三座寺院，通称“唐三寺”，其住持均
由中国僧人担任。这是隐元东渡的社会背景，其
东渡后在日弘法也需要当地侨商的支持和斡旋。

作为侨商，许钦台在长崎有其影响力；作为
明郑集团所属海商，可以向当局进言，亦极有可
能亲近郑成功。郑成功为从事对外贸易特别建立
山海并轨的五商组织，陆路五商驻地杭州，负责
采购江南生丝和药材；海路五商总部设在厦门，
是负责对外出口的派运机构（吕荣芳《郑成功的
五大商行》，《南安文史资料》第 9辑）。

郑成功时代，厦门成为东亚商贸中心，与日本
长崎往来频繁。推测许钦台是海路五商之一，经常
往来厦门、长崎之间。这样的身份就能符合隐元所
说的“名扬华夷，德泽海岛”了。许钦台有经济实力，
又有政治背景，又是虔诚的佛教徒，隐元自然对其
寄予厚望。若上述身份认定成立的话，隐元《复钦台
许居士》的书信内容才能读得通。

我们已经证明，《得侍法教帖》与《复钦台许
居士》相互暗合的所谓证据不足为凭，但仍然不
能排除《得侍法教帖》作者为许钦台的可能性。

作者·书者·读者

如何正确打开《得侍法教帖》，我们需要理清
作者、书者与读者三个层次。只有把作者与书者
分开，书信中的一些矛盾才可自圆其说。

作为现代的读者，重点是如何充分利用佚名
书信的史料价值。我们先来看《得侍法教帖》的作
者，也就是书信行文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书信
的第一人称是“本藩”，只能是自称，不可能是他
称。郑成功在（南明）隆武二年（1646 年）被授为

“招讨大将军”（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

《台湾文献丛刊·郑成功传》附录），从此对外一直
以“本藩”自称。

林先生在杨英《从征实录》和江日升《台湾外
记》中找到“本藩”为他称的例子。其实《台湾外
记》凡涉及“本藩”之处，皆为转引自郑氏三代及
耿精忠的自称，并非他称。杨英《从征实录》的确
存在以“本藩”来指代郑成功的例子，但更多是以

“藩”“藩驾”来称呼。仅此亦可看出，以“本藩”来
称呼郑成功并非当时的惯例。

《从征实录》以年月系事编辑，通过详细梳理
“本藩”的用例，我们可以发现，每条事件的开头
在涉及郑成功名讳时皆以“藩”“藩驾”来称呼，用

“本藩”的只出现在正文当中。该书是明郑户官杨
英根据郑氏六官文书档案编辑而成，因多触讳，
清代一直以抄本行世，并未刊行。以“本藩”称呼
郑成功的条目大概是转引自六官案卷而来，抑或
传抄致误。

作为郑成功下属的海路五商之一，许钦台绝
不敢僭越；作为隐元隆琦的护法居士，行文应该
谦恭有礼，而非霸气外露。《得侍法教帖》作者是
许钦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按照传统书信来往礼仪，遇到对方名讳一般
抬头（换行）顶格或空格，以示尊敬。在《得侍法教
帖》中，“本藩”一词一律换行顶格书写，如果是自
称不当如此，这该如何解释呢？可以大胆假设，

《得侍法教帖》的书写者并非郑成功本人，而是由
他人代写，“本藩”一词顶格自在情理之中。联系
到“弘道莫分彼此，审势不无后先”一语许钦台曾
经用过，不排除书写者是许钦台的可能性。这就
可以解释为何《得侍法教帖》会说作者曾在厦门
会晤过隐元，而实际上两人并未见面，代笔者其
实并不知情，或者是客套话。

无论从佚名书信自身透露的信息，还是结合
当时社会背景，《得侍法教帖》由郑成功授意而由
他人代拟的可能性最大。那么，郑成功是否有“写
信”的动机呢？这是书信作者判定中需要明确的
一个前提。作为晚明东亚世界的宗教领袖，隐元
及其僧团无疑是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在处理明
郑集团内部关系及对日关系上，都可以善加利
用，从郑成功的战略眼光看，是不可能不知道，也
不可能不重视的。

《得侍法教帖》并非出自郑成功手笔，但仍能代
表郑成功的意图。作为现代的读者，我们可以根据
书信解读晚明佛教、南明史、中日关系史等相关问
题，还可以借助书信真迹窥探晚明书法风尚。至于
书写者何人，终究文献不足征，我们还无法确切了
解真实情况，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郑成功有亲笔信吗？
——佚名《得侍法教帖》的作者与书者

□陈文庆

金山寺塔金山寺塔金山寺金山寺

金山寺原名金山塔寺，始建于宋代绍兴年
间，位于闽江下游乌龙江上，寺庙四面环水，寺
随江动，水绕寺转。原是江心的小石埠，因其形
状像石印浮于水面，故曰“小金山”。但因地处
江心，易遭洪水侵袭，现在的金山寺是 1934 年
重建的。

前殿为天后宫，供奉着妈祖娘娘，昔时洪
塘是出入闽江的要道，商贾、船民在启航出海
前，要先祭拜妈祖保佑顺风和安全。妈祖殿后
墙上的横匾“是最胜处”，为 1935 年时任国民政
府主席的林森游寺时所书。

大慈楼位于妈祖殿正后方，是金山寺的主
殿，供奉着西方三圣——代表光明与寿命的阿
弥陀佛、代表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的观世音
菩萨、智慧之光的大势至菩萨；三圣的两侧分
奉着地藏王菩萨和目犍连尊者。

大慈楼前的左厢房是怡怡斋，是古时学子
读书的地方，现在这里供奉的是伽蓝菩萨，以
感恩伽蓝菩萨护法护教的殊胜功德。大慈楼前
的右厢房借借室，是当年三一教主林兆恩的寓

居之所，林兆恩曾于此著书立说并为倭患死难
者建造普度，因普度用的器具都是向周边的村
民借来的，所居之所也被称为借借室，后又被
辟为三一教主祖殿，敬塑金身供人敬拜。

福州河流众多，先民在江河以及一些支流
畔建有不少塔，但直接位于江中的塔较少。金
山寺的金山塔主要的作用是船舶航信标志，建
于五代时期，高约十米，由 185 块白梨石砌成，
是座七级八角实心石塔。金山寺依塔而建，在
石塔建成数百年后，于宋代绍兴年间在塔的周
围修建殿堂、厢房等形成寺庙。金山寺塔也被
称为“浮塘金印”，眺望寺塔，犹如一方带柄的
金印。

金山寺前殿正门有一副对联，是宋代理学
大师朱熹讲学时所题：“日夜长浮，不用千篙争
上水；乾冲屹立，独能一柱抵中流。”上联写出
金山寺特殊的“水中寺”的建筑特色，江水绕寺
而流，远望金山寺，仿佛一条逆水而行的船，力
争上游。下联则写出金山寺屹立江中的气势。

金 山 寺 地 理 位 置 特 殊 ，空 间 有 限 ，其 古

树 名 木 按 作 用 可 分 为 两 类 ：一 类 是 景 观 植
物，南端有一棵百年榕树，不仅点缀寺院，还
起到了障景的作用，让游人自江中上岸以后
无 法 一 览 寺 庙 全 景 ，而 产 生 了“ 探 幽 ”的 心
理 。该 古 榕 树 上 世 纪 60 年 代 因 台 风 损 坏 后 ，
在 1992 年被重新种植，现已长成一棵参天大
树 ，犹 如 重 生 之 凤 ，在 夜 景 灯 光 的 投 影 中 更
加的灵光四射。

另一类是祈福植物。在金山寺位西方向有
一棵古樟树，是明代万历年间状元翁正春亲手
所植，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古樟树高 20多
米，两人合抱才可，离地 3 米高的地方又生一横
枝把两枝相连紧紧地抱在一起，似一条虬龙盘
在树上，枝干相连，人称连理树、爱情树。因它
生长在西方，沾大慈楼三圣菩萨雨露，又被称
为菩提树。学子在此树下求金榜题名，所以又
被誉为状元树。

金山寺中的水与山石相伴而生，因潮汐的
原因，每日有两个时段的水位是最低的，这时
被淹没的鼋石便会露出水面，形成天然的石

桥，从鼋石走到金山寺只需半分钟左右。时至
今日，洪塘一带的渔民相信，金山寺之所以能

“从潮升降，水涨山升而不淹没”，是因其所建
的岩石是鼋的化身。潮落鼋则下潜，潮起鼋则
上浮，即使洪水泛滥，古寺也会在鼋忠心耿耿
的守护下安然无恙。

金山寺不仅景色优美，还是福州洪塘地区
的文化摇篮，明朝名将张经、学者林龙江、状元
翁正春和吏部尚书曹学佺相继读书、著作于
此。金山寺虽因地形限制，没有巍峨的殿堂和
巨大的佛像，但却小巧精致，是福州唯一的水
中寺庙。

金山寺岸边的清水亭畔是著名的洪塘古
渡口。明万历乙未年（1595 年），洪塘乡绅在金
山寺造桥以通人，但文人墨客认为“通以桥反
损佳趣”，在翁正春的主持下，拆除了石桥。时
至今日香客想要入寺，仍需小舟引渡。江岸距
离金山寺 70 余米，船只不需用桨，有麻绳相连，
艄公双手交替拉拽麻绳，惯力带动船只前行，
远离岸边，驶近金山寺。

福州仓山金山寺
□潘慧雅 张春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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