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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年，63歲的隱元受邀請赴日弘法。德川幕府
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賜地九萬餘坪，1661年，於京都
宇治創建萬福寺，成立黃檗宗。

    最成功的海外弘法人隱元隆琦



隱元的法系
1.師承(臨濟幻有正傳法系)

   師祖密雲圓悟

   師父費隱通容

   順治三國師，玉林通琇、木陳道忞、憨樸性聰都出於此法系

2.中國弟子

   木庵性瑫：隱元接班人，奠定萬福寺初期規模，明治天皇追諡國師。

   即非如一：黃檗廣壽派開山祖，黃檗宗第二大法系

   高泉性潡：萬福寺第五代住持，靈元上皇贈諡國師

   陳元贇：隱元俗家弟子，影響日本世俗文化深遠

3.日本弟子

   龍溪性潛：讓出妙心寺住持拜隱元為師，介紹隱元給後水尾天皇。

   鐵眼道光：刊刻《大藏經》

   鐵牛道機：圍海造田八萬石



密雲圓悟(1566-1642)

 幻有正傳弟子

 中興臨濟宗，皈依者三萬餘人，曾鑄造「千僧鍋」。

 門下有十二傳法弟子，即漢月法藏、破山海明、費隱通融、
木陳道忞、石奇通雲、石車通乘、五峰如學、朝宗通忍、
萬如通微、牧雲通門、浮石通賢、林野通奇。在僧俗兩界
都有重大影響力，為明末清初重要法系之一。



費隱通容(1593-1661)
 密雲圓悟法嗣

 崇禎六年，開法於福清黃檗山，此後主持蓮峰、金粟、
天童、徑山、維摩、堯峰、福嚴等名山。其中黃檗山，
因弟子隱元隆琦於日本開創黃檗宗，被視為該宗祖庭。

京都萬福寺開山堂  費隱通容「瞎驢眼」題匾



日本教科書上的隱元隆琦
    



福建福清  萬福寺 京都宇治  萬福寺



350年來  七位天皇御賜國師封號
1.寬文13年（1673） 後水尾法皇封「大光普照國師」
2.享保7年  （1722） 靈元法皇    封「佛慈廣鑑國師」
3.明和9年  （1772） 後桃園天皇封「徑山首出國師」
4.文政5年  （1822） 光格上皇    封「覺性圓明國師」
5.大正6年  （1917） 大正天皇    封「真空大師」
6.昭和47年（1972） 昭和天皇    封「華光大師」
7.令和4年  （2022）令和天皇    封「嚴統大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6%B0%B4%E5%B0%BE%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5%85%83%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6%A1%83%E5%9C%92%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D%E5%92%8C%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A%E4%B8%8A%E5%A4%A9%E7%9A%87


大正6年（1917）大正天皇封      「真空大師」
昭和47年（1972）昭和天皇封    「華光大師」



令和4年（2022）令和天皇封     「嚴統大師」



鏡頭下的京都萬福寺  隱元隆琦的影響



明代建築式樣
 促成日本建築技術進步



來自明代的先進雕刻技術與審美
萬福寺內 羅漢雕像 栩栩如生



開梆（魚梆），用於通知儀式、吃飯時間的敲鳴物。
由隱元帶來，為「木魚」的原形



隱元的《黃檗清規》，成為日本禪宗清
規改革修正的參考依據，擺脫形式化的
日本佛教，接受各宗派的優點，帶來新
的活力。

激發日本佛教自我革新，改變修行方式。
如

天台宗   提倡 安樂律
律宗       提倡 靈雲律
曹洞宗   提倡 禪戒會 
淨土宗   提倡 老實念佛  等





到現在仍以中國音持誦(一字一音)



關於梵唄
梵唄也是黃檗宗的特色之一。在寺院裏，每天用黃檗唐音（明代南京官話音）唱經，直接
繼承了中國明代的法式梵唄。此外，讀經多用敲鳴物，含有以4拍為基調的音樂元素。

黃檗宗誦唸心經，即用唐音
2010於日本黃檗宗萬福寺



萬福寺梵唄於
2012/2019兩度在
日本國立劇場公演



「煎茶道」的形成

隱元禪師將明代福建煮茶的方式傳入日本，體現了簡潔之美，以
及「和敬清閒」 的理念，使一般民間都能參與。

日本茶道以「抹茶」為正宗，煎茶則備受忽略。抹茶道以茶粉入
湯，注重行儀式、品賞，以及參與者的身分位階。

煎茶法逐漸影響日本上流社會，最終成為大眾的愛好, 「煎茶道」
因此形成。此後，煎茶道不斷流傳，影響日本社會各階層，形成
許多流派，傳承至今，是日本茶道的主流。





2022年在宇治舉辦第65回全日本煎茶道大會







隱元隆琦將福建素食帶到日本，發展為「普茶料理」，亦即「向普天下之
人施茶」之意 。

¥9,900円/一人

¥6,600円/一人

¥3,000円/一人



隱元隆琦將四季豆傳至日本，日本稱為「インゲンマメ」，就是「隱元
豆」。日本稱洋菜凍為「寒天」，也是隱元隆琦命名。

其他還有西瓜、蓮根、孟宗竹，也是隱元禪師傳進日本。



張琦的為明代重要繪畫名家，
其作品被隱元帶到日本，自
此佛門頂相皆以此為宗。

陳賢張琦

明代肖像畫影響日本



隱元對日本書畫的大影響

書法方面，
將他熟悉的張瑞圖帶入日本

日本幕田魁心書法家與李壯源董事長來訪，欣賞
了張瑞圖《草書王建宮詞》



書法影響：黃檗三筆

木庵

隱元

即非

神戶市立博物館

黃檗三筆

以大字取勝，
筆力渾厚。

或稱「隱木即」



隱元《行書偈語軸》

木庵《行書手卷》即非《草書憨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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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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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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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檗宗的影響

隱元大師開創黃檗宗，影響江戶文化兩百餘年，直
到今日仍是日本佛教三大宗派。

江戶文化即是黃檗文化，黃檗文化即是晚明文化。
隱元大師帶去的明代佛教、建築、雕塑、書法、篆
刻、飲食、煎茶、音樂、醫學、印刷、填海技術等，
已完美融入日本近代生活文化，影響深遠至今不衰。



木庵性瑫奉隱元之命到日本，是隱元在日本傳法的得力助手。1881年，
                                        明治天皇封「慧明國師」。

高泉性潡為京都萬福寺第五代住持，被視為黃檗中興之祖，嫺熟詩文，著作
甚豐，有「詩南源，文高泉」之譽。
                                        東山天皇封「大圓廣慧國師 」
                                 中御門天皇加封「佛智常照國師 」
日本弟子
龍溪宗潛，營黃檗山(後水尾天皇封「大宗正統禪師」)
鐵牛道機，圍海造田（靈元上皇封「大慈普應國師」）
鐵眼道光，雕版印刷（昭和天皇追封「寶藏國師」）
了翁道覚，資助佛教，應後水尾天皇之召入宮問法。
※陳元贇為俗家弟子

隱元宗門下弟子表現非常優秀



隱元的日本弟子與貴人  龍溪性潛  
讓出妙心寺住持，後赴長崎拜隱元為師

高泉性潡《龍溪禪師像贊》

 龍溪性潛(1602-1670)，京都妙心寺住持

 仰慕隱元的佛法，專程赴長崎聽他講經。禮請隱元赴京，
準備將自己的住持位子讓給隱元，但妙心寺其他僧人反
對，龍溪因此赴長崎拜隱元為師

 龍溪將隱元介紹給後水尾天皇與德川家綱將軍，才有後
來賜地宇治興建萬福寺的機緣



龍溪性潛(1602-1670)



木庵性瑫(1611-1684)

 福建泉州人。1655年赴日，初任福濟寺(泉州漳州寺)住持。是隱元赴日弘
法的得力助手，協助隱元奠定萬福寺的初步規模，1664年後繼為第二代住
持。德川家綱將軍特賜紫衣。與即非如一共同弘揚法教，時稱「二甘露
門」。

 在日弘化三十年，主持黃檗山十七年，曾四度謁往關東，五次開壇受戒，
受戒人數超過四千人，道名遠播。

 所闢建的黃檗宗道場以江戶紫雲山瑞聖寺最具規模，不僅為關東地區第一
座黃檗宗寺院。也是日後關東的黃檗宗戒場，推廣弘傳黃檗宗風不遺餘力。

東京港區瑞聖寺  木庵題匾與對聯
對聯是黃檗文化的特色之一



木庵性道瑫的日本弟子鐵牛道機(1628-1700)，圍海造田，
年產量八萬石，（靈元上皇封「大慈普應國師」）

狩野安信繪「鐵牛道機像」
(仙台市  大年寺藏)

 鐵牛是木庵赴日後最早收的日本弟子，成為木
庵的侍者與日文翻譯。 鐵牛的道號「道機」，
由木庵賜給。 木庵當年拜謁江戶幕府將軍，鐵
牛隨從前往周璇，為黃檗山萬福寺的建造，貢
獻良多。 鐵牛在萬福寺期間，同時還為曾幫助
過鐵眼的大藏經刊行事業。





京都宇治的寶藏院，是木庵性瑫弟子鐵眼道光禪師駐錫之地。
1681年，鐵眼禪師在寶藏院完成了共6,771卷《大藏經》的刊行，使得佛法更
為普及和便利流通。

日本京都有寶藏院，近年以素拉麵與大眾結緣，並以收入所得用以維護珍貴
的六萬片木刻經板。

木庵性瑫日本弟子鐵眼道光(1630-1682)的刻經事業



日本電視節目介紹鐵眼禪師的刻經事業



重要文化財「鐵眼版一切經版木收藏庫」



鐵眼刻經的成就
被編入日本小學課本





即非如一(1616-1671)
 1657年，應隱元之召請攜徒東渡日本，
最初主持長崎崇福寺(福州寺)。

 在日教化十五年，中興長崎崇福寺，協
助隱元大師開創日本黃檗宗，並於1665
年開創了廣壽山福聚寺(福岡縣北九州
市)。 即非和他的法系後來被稱為「廣
壽派」，是黃檗宗第二大宗派。



 在日本編纂《福清縣志續略》，壞念故土。

 即非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林希逸（1193-1271）
後裔，學問貫通儒釋道，在日本校勘林希逸
《老子鬳齋口義》，是江戶時期五山叢林與
日本文人學習《老子》的最重要參考書。



隱元的書記獨立性易  山口縣錦帶橋



獨立性易寫對日本富士山所見與感動的心情：

高首驚人眼，方知富士峰。
瑤臺連帝座，玉柱接天封。
雪積千秋冷，雲橫萬嶺重。
垂垂松柏下，四被翠華濃。

這樣的長條在中國的明清兩朝沒有，是在異地環境下的創新形
式

富士山是日本佛教交流史中重要的主題，木庵性瑫、慧林性機、
獨立性易等都有吟詠富士山的詩作。

53×1000cm



獨立性易少時為杭州府學秀才。年五十八（1653）東渡日本。後皈
依隱元隆琦，並於攝州(大阪)普門寺擔任書記。

1659年，移往長崎興福寺。寬文四年（1664），接受岩國藩主吉
川廣正、廣嘉父子之聘請為其診治，期間備受禮遇。此外，更因向
藩主呈示《西湖遊覽志》，促成岩國藩錦帶橋的水利興復工程。





1946年  日本郵便  「錦帶橋切手」 1951年  日本郵便  「錦帶橋切手」



與東皐心越並稱「日本篆刻元祖」



獨立性易將種痘術傳至日本。

《戴曼公痘診治用方論鎖註》為日本國會
圖書館(原帝國圖書館)藏書。由獨立性易
口述，門人池田正直筆記，四世孫池田瑞
仙撰次。

池田正直(1597-1677)向獨立學習書法與
痘科，池田家從此專業痘科，四世孫瑞仙
為治痘瘡權威。寬政年間（1789-1800）
幕府專設痘科，瑞仙被擢為醫官，乃日本
官方有痘科之始。

《扶桑遊記》王韜援引日人說法：「日本
種痘之法，相傳自戴曼公（釋獨立）。今
墓尚在黃檗山，京師醫流每逢祭日設祭，
可謂不忘本者矣」。



萬福寺第五代住持
高泉性潡(1633-1695)

 隱元七十壽（1661），福州黃檗山
高泉渡日致賀，滯日不歸。京都天
王山佛國寺開山，屢入宮中說法，
得靈元上皇皈依，亦受德川家綱將
軍禮遇。年六十三圓寂，葬於佛國
寺，勅「大圓廣慧國師」號，更加
諡「佛智常照國師」。

 文章深得隱元隆崎推崇，主編《黃
檗清規》。

 了翁道覺是其傳法弟子

高泉性潡《龍溪禪師像贊
語》



隱元之後第二位受天皇賜封國師的黃檗僧

 後水尾法皇八十聖誕日，高泉提唱，並撰
《扶桑禪林僧寶傳》進奉，法皇御覽之後，
而云「仰願禪師與朕同壽」，爾後優詔不絕；
並且得到皇子皈依嗣法，皇女亦請為之皈依
授法號，尚有大名建寺供養。



了翁道覺（1630~1707）   高泉性潡的日本弟
子

默子如定曾託夢贈了翁一味「夢中神方」，他
以此製作治萬病的靈藥「錦袋圓」，在不忍池
(今上野公園內)開設藥店交由侄子經營， 獲利
豐潤，成為江戶時代的旅遊紀念聖品。又向全
國21個神社寺院捐贈鐵眼版《大藏經》，並開
設「勸學寮」，成為日本第一個公共圖書館。







寬永寺內的了翁道覺像



默子如定   長崎眼鏡橋的建造者   
託夢賜藥方給了庵道覺
弟子逸然性融邀請隱元隆琦赴日弘法

人氣很高的眼鏡橋作為長崎的觀光名勝，是在1634年由中
國僧人默子如定建造，橋身為拱形雙圓，
因為倒映在水面如同眼鏡一般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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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子如定(1597-1657)，江西建昌府人。在揚州興福禪院出家。

崇禎五年(1632)，默子如定36歲東渡日本，將明版《大藏經》帶到長崎，
駐錫興福寺(南京寺)，繼江西同鄉真円法師為第二代住持。

之後弟子逸然性融繼任，在逸然邀請與默子的支持下，才有後來隱元隆琦
東渡日本的契機。



指導日本人建立眼鏡橋

長崎中島川時常被洪水沖毀，當時橋樑建設技術，尚未能克服
水位暴漲的困難。
將明代橋樑先進技術帶給日本人，以明代拱橋設計，最後完成
了功能與美感兼具的長崎眼鏡橋。是日本第一座石造拱橋



日本三大名橋之一的長崎「眼鏡橋」



應長崎興福寺杭州籍住持澄一道亮邀請東渡弘法  茨城祇園寺



東皐心越(1639-1695)，杭州金華府人。八歲出家於蘇州報恩寺，
十三歲往謁著名高僧覺浪道盛。

日本曹洞宗壽昌派之開山祖師

水戶光圀的佛門導師



東皐心越
《日本琴史》：「琴學盛於日本，實東皐之功也。」





孟冬念三日偶過天德禪寺(現祇園寺)心越禪師之塔

恭詣越師墳墓前，叫天打地欲驚眠，一朝挑起法灯火，照破東方万八千。
德川光圀

現
位
於
水
戶
市



日本人在東皐的故鄉浙江仙華山建有
「東皐心越記念堂」

2009年日本琴家在浙江仙華山立石建念



日本篆刻始祖



日本現存東皐心越所書寺廟牌匾位置



高崎市  少林山達摩寺
日本精神的象徵  達摩不倒翁

東臯心越傳至第九代東嶽法師，根據東臯
心越大師所繪之「一筆達摩」的樣式，創
造出「達摩不倒翁」，用來勉勵人們越過
逆境、越挫越勇。此後傳遍日本，成為日
本最具代表的首選紀念品與吉祥物。



開運達摩  東皐心越



他從杭州帶去的《韻
府古篆匯選》，後贈
送德川光圀，並被水
戶藩彰考館翻刻流傳。
這部字典因此成為日
人學習篆刻的工具書，
對中國篆刻在日本的
宏揚起了很大的作用。



隱元俗家弟子  
尾張藩家臣陳元贇



史學成就：編纂《長門國誌》
陳元贇寓日初期，曾擔任長州藩主毛利輝元的
幕臣，並為其編纂《長門國誌》。

長門即長州，其國境涵蓋現今山口縣西北部。

長門五郡



 文字

建中寺是尾張藩主德川光友為父親德川義直創建，裏面安置歷代藩主牌位。
陳元贇墓亦在其中。



名古屋  建中寺  陳元贇墓
位列尾張藩第七代藩主德川宗春之側

「大明國武林既白山陳廣學元贇」



瀨戶市  源敬公廟(德川義直墓)  陳元贇設計  被定為日本「國寶」



源敬公廟

重要文化財





陳元贇創起倒流柔術

陈元贇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東渡日本，1625
年在江戶國昌寺向浪人福野正生、三浦義辰、
磯貝次郎傳授少林拳法、明代衙門捕人術。

門徒把少林拳法同日本柔術結合，分別開創了
「福野流」、「三浦流」和「磯貝流」。這三
個流派後來形成了「起倒流柔術」(即摔法)。



李小龍

李小龍「精武門」

周星馳「新精武門」



東京港區愛宕神社  



日本素有“柔道之國”的稱號，日本更是把柔道作為國粹。

日本《國民百科大辭典》中，權威性地記載著：

「柔術原以《武備志》第九十一卷中所說的中國拳法為開始，該拳法
就是宋太祖的拳法三十二勢，在我國認為是明人陳元贇傳進來的。」



東京港區愛宕神社  〈起倒流拳法碑〉安永八年(1779)
「拳法之有傳也，自投化明人陳元贇而始」



東京港區正山寺「陳元贇先生之碑」昭和三十年(1955)全日本「古武術大會」三位主
辦人合影於「陳元贇先生之碑」拓本前



奠定日本骨學流派

傳統日本「骨學」深受明朝影響，
陳元贇把習武者必學的接骨術帶去
日本。
後來日本接骨三大流派：江戶名倉
家、大阪年梅家以及長崎吉原家，
都是在陳元贇奠定的骨學脈絡下，
發展而成的流派。



陳元贇
傳授日人燒窯製陶

源敬宮廟燒香殿  
陳元贇燒製的地板



陳元贇的陶作以茶器爲上品，被稱為「元
贇燒」，他在茶器上書畫，風格獨具，被
稱為「稀世之器」、「最上品」

名古屋的一丁目名城公園旁有「元贇燒窑
遺跡」，名古屋陶工繼承他的技術，轉相
傳授，使名古屋成為日本製陶名地。



熱海  福泉寺  陳元贇燒製的釋迦佛首

尾張藩第二代藩主
德川光友為紀念母
親而製



明代公安派文學在日本的傳播

陳元贇將明朝「公安派」文學傳入日本，被
日本學界譽為「介紹中國文化之功勞者」。

公安派文學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強調個性解放。公安派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是
從陳元贇影響僧人草山元政(1623—1668)開
始。收錄僧人草山元政和陳元贇兩人詩文的
《元元唱和集》，是具有公安派特色的一部
詩文集。

此後，日本 學者廣泛運用公安派文學的理論
來抨擊日本國內的文學復古現象。



名古屋人吃了365年的家鄉味
~~糕餅菓子的製作大師陳元贇



名古屋糕餅菓子老店「餅屋文藏」，在包裝與
網路上清楚寫著，他們的製作技術乃陳元贇傳
授，創立於萬治二年(1659)，至今365年。



朱舜水
日本的孔子



「日本的孔子」朱舜水

徐興慶主編

楊儒賓/吳國豪主編



福岡柳川  三忠苑  安東省庵墓

三忠苑庭園中的三巨石代表安東省庵、朱舜水與
德川光圀。燈座則代表長崎。

安東省庵是朱舜水在長期居住時的學生，
曾以半數收入支助朱舜水



朱舜水應德川光圀之邀至江户德川育德園
（今東京大學本鄉校區）講學十七年





朱舜水後代到墓前參拜



朱舜水教導歷史的重要
他的學生安積覺主編《大日本史》

朱舜水與歷代藩主合葬於茨城縣瑞龍山的水戶藩家墓



「日本的孔子」朱舜水         

東京後樂園

東京巨蛋也曾是朱舜水家的一部分





小石川後樂園，德川光圀時完成，
乃是以其父德川賴房園邸為基礎。

建造時參考明儒朱舜水意見，園中充
滿了中國趣味的造景，例如廬山，西
湖堤，圓月橋等。
又據「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命名後樂園。

1952，被指定為國家特別史跡，以及
國家特別名勝。
日本全境內，像後樂園這樣被雙重指
定的名勝，只有五個，
同在名單內為京都金閣寺、銀閣寺、
醍醐寺。
可見後樂園的在日本的極重要地位。









後樂園之名取自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



後樂園的著名景點「円月橋」





餘姚與松江古橋



日本「本屋大賞」得主冲方丁的暢
銷名作《光圀傳》，第604頁提到
朱舜水將拉麵介紹到日本的過程。



朱舜水煮拉麵請德川光圀
水戶德川光圀
吃到日本史上第一碗拉麵





水戶黃門四十年(長壽劇)
因為老師的名氣讓學生家喻戶曉



奈良櫻井高校的同學們
都知道朱舜水
2024.10.7
(因為教科書有教)
  



朱舜水五大實學思想影響日本

踐履論：強調實踐，「道」存在於實際生活，人的品格，也來自於
實際生活行動。
革新論：倡導仁政，皇帝不止要勤政愛民，更要「利民」，要振興
國家經濟，從而富國強民。
致用論：一是執政者要懂經濟，二是要鼓勵民營經濟。第三是要技
術創新。
社會論：普及教育，要為了造福社會而學習，不但要學道德，更要
學為人的智慧與生產的知識，還要因材施教。
尊史論：尊重歷史的事實。要有明確的歷史觀念，即強調國家統一，
尊奉正朔。

朱舜水認為，政治方面道德與法律並重，提出法律應該保護道德



介紹一家好吃的拉麵
舜水蟬(台北市浦城街59號)

老闆說
「我要恢復拉麵最初的味道」



朱舜水〈與德川光圀書〉



王陽明
思想對日本有重大影響

蔣介石說：中日兩國的差距，就在一個王陽明



1908年，留學日本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渡輪上，凡是旅行的
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在閱讀王陽明的《傳習
錄》。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
神、思索精義。」



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在日本發揚光大
 日本近世陽明學者：

 井上哲次郎
 高瀨武次郎
 中江藤樹
 熊澤蕃山
 大鹽中齋
 吉田松陰
 西鄉隆盛
 勝海舟
 安岡正篤

中江藤樹
日本陽明學開創宗師

安岡正篤
日本歷任首相的智囊



東鄉平八郎  日本海軍「軍神」
以弱勝強，殲滅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
配章：「一生低首拜陽明」

祝賀東鄉平八郎凱旋而歸的遊行
東京新橋奉迎門





袁了凡
稻盛和夫的思想導師



稻盛和夫的師父袁了凡
  《了凡四訓》主張積善改變命運

日本漢學家、陽明學者安岡正篤(1898-
1983)被譽為「歷任首相的智囊」，他建議
日本天皇、首相及貴族們將《了凡四訓》當
做「治國寶典」。

他認為《了凡四訓》是「人生所能動的偉大
的學問」。

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說：「我是嚴格
按照《了凡四訓》進行修行和從事商業管理
的。」



到現在部分小學每個月都將
《陰隲錄》的內容逐一釋解，
供學生閱讀。小說家幸田路伴
《洗心廣錄》、思想家安岡正
篤《東洋倫理概論》(立志篇)，
都介紹《了凡四訓》的內容。



馬雲三度向稻盛和夫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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