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明州（庆元）佛教的海外传播与渡日禅僧无学祖元 

宁波博物馆 莫意达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明

州（庆元府）作为面向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主要贸易港口发展的

鼎盛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唐代已经成为主要贸易

港口的明州逐渐代替登州成为高丽、日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

两宋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两浙、明州市舶司的设立，使得宁波

与东北亚的商贸往来达到了顶峰。经济的往来必然带动文化的交

流，“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陈寅

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繁荣的宋代文化从明州港出

发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群岛，推动了上述地区社会的发展。其

中，佛教文化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之一。 

在这一时期，虽然中日两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

由于两国商人和僧侣通过海路频繁地往来，宋元文化对日本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德行高洁、学养丰富的中国禅僧东渡

日本，他们在弘扬禅风的同时，积极传播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直接参与镰仓文化的创建，其功不可没”。在这些众多

的僧人中，宋末元初的庆元府高僧无学祖元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之一，对日本的禅宗乃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无学祖元渡日前明州与日本的佛教交流。 

明州历史上素有“东南佛国”的称号。三国孙权时，西域

僧人那罗延在慈溪五磊山结庐礼佛，这是宁波佛教的兴起。到



唐宋时期，佛教在宁波大为盛行，城内有七塔寺、延庆寺等，

鄞县有天童寺、阿育王寺、金峨寺等，慈溪有保国寺、普济

寺、永明寺、五磊寺等，镇海有宝陀寺、瑞岩寺、灵峰寺等，

奉化有雪窦寺、岳林寺、净慈寺等。特别是在宋代，阿育王寺

和天童寺为禅宗五山之二，雪窦寺属禅宗十刹之一。就名僧而

言，禅宗五门之一的云门宗雪窦重显在北宋仁宗时期主持雪窦

寺近30余年，人称“四明尊者”的天台宗名僧四明知礼主持延

庆寺讲席，临济宗高僧大慧宗杲主持阿育王寺，提出“默照

禅”的名僧正觉主持天童寺，等等。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步繁荣和明州港在海外贸易中地位

的逐步提升，明州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繁荣，高僧一度

成为往来海船上的常客，而经卷、佛像、佛画等也成为上船上

的主要物品之一。 

日本仁安三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27岁的荣西禅师搭

乘商船从日本的博多出发，海行一周后在明州甬江东渡门外登

陆。在明州城，荣西与早一年来天童的日本僧人重源相遇，并

结伴朝拜天台、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荣西

带着佛教经义章疏30余部以及在明州收集的书籍返回日本，他

的包袱里还有创始了日本茶文化的茶籽。这是荣西第一次来到

中国。日本闻之三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怀抱这前往印

度瞻仰佛迹的理想，荣西第二次来到中国。由于“关塞不

通”，荣西转而到天台山万年寺向虚庵怀敞学习临济宗黄龙派



禅法，之后又跟随怀敞禅师到天童寺，宋孝宗赐号“千光法

师”。在中国居住五年后，荣西返回日本，先后在博多、镰

仓、京都等地建立众多寺院，弘扬临济宗禅法。可以说，日本

禅宗的繁盛正是始于这位入宋参学并首创日本临济宗的荣西禅

师。 

荣西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被尊为日本曹洞宗高祖的道元禅

师。道元曾在千光荣西及其弟子明全门下学习临济宗禅法。在

24岁那年，道元跟随明全入宋求法，并在天童寺“了却一生参

学大事”，而为他印可的是当时天童寺的主持如净禅师。在天

童寺参禅两年后的南宋宝庆三年，道元返回日本。临别，如净

禅师赠送了曹洞宗开山鼻祖洞山良介的《宝镜三昧》和《五位

显决》，并以一言相告：“汝以异域人，授之表信。归国布

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

谷，接得一个半个，勿令吾宗致断。”返回日本后，道元提倡

“自管打坐”的默照禅风，举扬曹洞法门，创立了日本曹洞

宗。同时，天童寺也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1980年，日本曹

洞宗朝礼天童寺，并在寺内树立了“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

碑”。 

在日本僧人来到中国的同时，也有众多中国僧人东渡日

本，其中不乏兰溪道隆等久负盛名且有着大师风范的高僧大

德。兰溪道隆曾随无准师范学习禅法，之后寄寓天童寺。宋理

宗淳祐六年，道隆禅师应日本入宋僧人明观智镜的邀请东渡日



本。日本执政北条时赖为道隆禅师创建了建长禅寺，道隆作建

长寺钟铭，署名曰：“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嵯峨天皇特

下诏谒见。道隆禅师在日本穿法长达32年，是第一位到日本传

授禅法的中国禅师。日本宏安六年（南宋祥兴元年）七月，道

隆禅师在建长禅寺圆寂，敕赠“大觉禅师”。 

在僧人往来的同时，佛经也源源不断地流传到日本。被成

为“入唐八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

珍、宗睿等来到中国后带回去了大量的佛教经卷。其中，最澄

大师从明州入唐且经由明州港带去了众多的佛经。根据《日本

国求法僧最澄目录》记载，“总合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其

中，“向台州求得法门，都合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向

越府取本写取经并念诵法门，都合一百二部一百一十五卷”，包

括《五佛顶转轮王经》五卷、《大轮金刚陀罗尼经》一卷……

《无量寿如来瑜伽仪轨》一卷、《普贤行愿赞》一卷……《陀罗

尼启请文》一卷。这份目录下面有当时的明州刺史郑审则亲笔

所写的后叙，最末一页有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等的署名。此

外，宋代千光荣西第一次来中国带去了天台佛经等30余部，第

二次则带去了禅宗南宗的经典《六祖坛经》，道元禅师带去了曹

洞宗典籍《宝镜三昧》和《五位显决》。这些还是有这史料记

载的，而未有历史记录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除了来到中国带去佛经以外，前往海外的僧人、商人也将

众多的佛教经卷带到了日本等地，如唐代商人张蒙临行前受商



人李达的托付，将日本所缺的佛经120卷运往日本并转交给曾经

来到中国的僧人圆珍。 

随着明州佛教的兴盛，佛教主题的佛画大受欢迎。在宋

代，明州城内的车轿街、石板巷一带就有许多民间职业画家开

设的画坊，大量制作一定程式的佛画。这些不出名的画家所画

的以罗汉、十王为题材的佛教绘画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重

要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并被众多日本的寺院所

珍藏，成为日本的国宝。 

《佛涅槃图》以佛陀释迦摩尼涅槃为主题，题款为“庆元

府车轿石板巷陆信忠笔”。题有“庆元府车轿石板巷陆信忠

笔”还有十幅的《十王图》、十六幅的《十六罗汉图》等。

“大宗明州车轿西金处士”有《十王图》和《十六罗汉图》，

“四明普悦”有《阿弥陀三尊像》，“四明赵琼”有《十六罗

汉图》和《诸尊集会图》。这些佛画现在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

立博物馆、相国寺、大德寺、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众多的博物

馆和寺院，成为重要的藏品。 

明州佛教的繁荣和明州与日本之间佛教交往的空前鼎盛使

得以天童寺等著名寺院为代表的明州成为日本社会的“圣

地”，这也使得宋末元初无学祖元东渡日本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东渡之前的无学祖元。 

无学祖元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出生于庆元付鄞县翔凤乡

（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咸祥镇一带），俗姓许，为当地大族。



嘉熙二年（1238），祖元在临安府净慈寺随住持北涧居简受具足

戒，法讳“子元”，后自称“祖元”。北涧居简为阿育王寺佛照德

光法嗣，是无学祖元的第一位师僧。 

嘉熙三年（1239）年，祖元第一次登临径山参谒住持无准师

范，不久后返回净慈寺。淳祐二年（1242），祖元再次登临径山跟

随师范参学直至淳祐九年（1249）师范示寂。无准师范先后游历

阿育王寺、灵隐寺、秀峰寺、华藏寺等，并在明州清凉寺、雪窦

寺、阿育王寺任住持，并于绍定五年（1232）住持临安府径山寺。

其禅学思想“三教圣人，同一舌头。各开门户，鞠其旨归，则了

无二致”，具有明显的儒佛道三教融合的趋向。而其说法“机用

迅驶，如击石火、闪电光”，有着比较明显的临济宗禅风。面对前

来问道的祖元，无准师范令其参研赵州从念的“狗子无佛性”长

达五六年。在东渡日本后，祖元曾对弟子谈及无准师范，“记得

少年间在无准师室中，或开口，或不开口，者老汉不知如何，将

竹篦连打至打我，思量我前世必与他有冤家”。 

淳祐九年（1249）到景定三年（1262）间，祖元在临安、明

州两地游历，参谒诸多高僧大德。淳祐九年（1249），祖元赴灵隐

寺参谒住持石溪心月。淳祐十年（1250），赴阿育王寺参谒临济

宗高僧偃溪广闻，淳祐十一年（1251），再次登临径山参谒石溪

心月，同年返回净慈寺担任藏主一职。次年，祖元再次挂搭灵隐，

多次参请隐居鹫峰庵的虚堂智愚。此后，祖元前往明州大慈寺参

谒物初大观，并先后在大慈寺担任“职司清扫厕所”的“净头”



和“居一座之首位而为众僧之表仪”的“首座”。景定三年（1262），

祖元应慈溪知县罗季庄邀请住持白云庵长达七年。咸淳五年

（1269），祖元住持台州真如寺，“唱导七年，道誉籍籍”。 

德佑元年（1275），南宋长江防线崩溃，祖元避难到温州的

能仁寺，而次年二月，临安即告沦陷。景炎二年（1277），当时已

经 52 岁的祖元来到天童寺，担任首座，并多次上堂说法。 

三、祖元东渡始末。 

日本弘安元年（1278）七月，即南宋景炎三年、元至正十五

年，建长寺住持明州僧人兰溪道隆圆寂。十二月，当时的幕府执

政北条时宗遣无及德诠、杰翁宗英携请帖入宋，“诱引俊杰禅伯

归来本国”。 

兰溪道隆是中国禅僧东渡日本之第一人。宋淳祐六年（1246），

当时挂锡明州天童寺的兰溪道隆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应宣等离

开天童寺，搭乘从明州港出发去日本的商船。作为首位赴日传禅

的高僧，兰溪道隆获得了日本朝野对禅宗的支持，推动了禅宗在

日本的繁荣，其开创“大觉派”是日本禅宗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

禅宗流派，其本人被元代赴日禅僧一山一宁称为“此土（指日本）

禅宗之初祖”。而被北条时宗派遣入宋的无及德诠是兰溪道隆最

为杰出的四大弟子之一，杰翁宗英亦是道隆弟子，且曾入宋求法。 

元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无及德诠、杰翁宗英抵达天童

寺。天童寺在当时不仅是五山之一，更在日本佛教界有着无可替

代的威望，不仅有日本僧人如唐时期的学问僧最澄、日本禅宗的



创立者千光荣西、日本曹洞宗的希玄道元等日僧朝拜并来天童寺

参学佛法，也有兰溪道隆等这样在日本名重一时天童高僧。因此，

无及德诠两人将“俊杰禅伯”候选人定在了天童寺。 

对于日本的邀请，当时天童寺住持且同位无准师范弟子的环

溪惟一推荐了无学祖元，并授予祖元以师范的法衣。对于惟一的

推荐，无学祖元披衣上堂说法，并作颂：“世路艰难别故人，相看

握手不知频。今朝宿鹭亭前客，明日扶桑国里云。” 

元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南宋灭亡的那

年，无学祖元在日本僧人无及德诠、杰翁宗英的陪同下，携环溪

惟一弟子镜堂觉圆、弟子梵光和一镜等人，离别天童。六月二日，

祖元登舟离岸。当月抵达日本大宰府，八月抵达镰仓。 

四、东渡后的无学祖元。 

弘安二年（1279）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无学祖元抵达日本

后不久，幕府下达了任命祖元为建长寺住持的文书。建长寺是日

本建长五年（1253）年由当时的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创建，开山祖

就是首位赴日的天童禅僧兰溪道隆，也是日本最早宣扬宋朝专修

禅的禅宗寺院。 

八月二十一日，祖元入院，仪式严格按照宋朝禅宗寺院的规

定。而祖元开堂演法之时，“万众云臻，欢声雷动”，幕府执政北

条时宗“钦承法诲，执弟子礼”。 

弘安五年（1282），北条时宗在镰仓开创圆觉寺，并请祖元

为开山住持。在住持圆觉寺期间，祖元还主持建造华严塔，“亲



以佛舍利三粒、袈裟一顶藏于塔心”。 

弘安七年（1284）四月，北条时宗去世，祖元叹息“哲人云

亡，金汤吾法道者谁欤”，并于同年十二月离开圆觉寺，返回建

长寺。 

弘安九年（1286）九月，无学祖元在建长寺示寂，葬于建长

寺后山山麓的祖元塔头正续庵内，伏见天皇敕谥号“佛光国师”。

对于祖元的去世，大休正念认为“法门寥寂”，无象静照则感叹

“宗社梁折矣，少林遗芳尽矣，有志衲子哀恨何已”。 

在日本住持建长寺、圆觉寺的七年间，无学祖元通过上堂、

小参、普说、入室等多种形式进行禅法教学，大力弘扬禅风。其

禅法既有临济宗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也有其独特的活泼细腻的

“老婆禅”，结合自身的经历、运用比喻演说禅法，耐心细致地

解答问题，给予学禅人具体明确的指导；其结合华严、法华乃至

儒家的思想则增强了禅宗在日本僧俗中的影响力；其对禅宗“不

着文字”的“文字禅”采取因势利导的做法无形中推动了日本禅

林文化的发展，开创的佛光派成为日本五山文化的主导力量；其

宣扬的宋朝禅风在其弟子的传承下发展迅速，开创的佛光派称为

日本禅宗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禅宗流派，且在之后分出“规庵派”、

“佛国派”等众多流派。 

目前，日本圆觉寺藏有《无学祖元像》、《无学祖元顶相画》，

北天院藏有《无学祖元坐像》，京都慈照院藏有《祖元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