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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采访实录摘要：
记者：隐元禅师缘何从福建东渡日本？
林观潮：隐元禅师（1592年~1673年）出

生于福建福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出家
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是唐代黄檗希运法
子义玄禅师开创的临济宗第 32代传人。隐
元是明朝晚期高僧，曾历住浙江及福建长乐、
福清等地禅寺，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长
达17年，备受僧俗敬仰。应长崎僧侣和华人
多次邀请，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隐元率
徒众 30多人，从厦门起航东渡抵达长崎，住
持兴福寺，此后又历住长崎崇福寺、摄州普门
寺（今大阪府高槻市临济宗普门寺）。日本宽
文元年（1661年），隐元于京都府宇治郡太和
山创建新寺，亦名黄檗山万福禅寺，以示不忘
故土根源。宽文十三年（1673年），隐元禅师
示寂于京都黄檗山。

隐元禅师一生在中日两国住持过7所道场，开堂说
法近30年，培养嗣法弟子23位，法孙50多名。其语录
著述丰富，仅在江户时代的刊本就有40多种传世。隐
元禅师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传承至今，对日本佛教影响
深广。

记者：黄檗文化何以在日本落地生根，对日本社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林观潮：在日本，隐元禅师被看作中国明朝渡日移
民的代表。他与黄檗宗僧人及同时代优秀明朝移民的
文化活动，促成中华文化与思想广泛影响日本，超越了
佛教层面，波及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各方
面。这样形成的综合性文化现象，在日本社会被称为黄
檗文化。它促成了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高度发展，为
19世纪的明治维新与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佛教内部，作为黄檗文化内核的黄檗宗，从禅风
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面
给日本佛教带来深刻影响。在佛教以外，黄檗文化在思
想、文学、语言、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茶道、饮
食、绘画、书法、篆刻，以及民众教育、社会事业等方面，
促进明朝文化融入江户文化，并创造出新文化。

以隐元为代表的明朝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影响，即黄
檗文化现象，持续一百多年，参与人员除了近百位僧人，
还有庞大的居士团体等明朝移民。这样壮观的文化洪
流、深刻的交流互动，在历史上可谓罕见他例，盛况空
前。隐元等黄檗宗僧人与明朝移民的著述，据初步估计，
有500种以上。记录黄檗文化的珍贵文献，主要保存于
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黄檗宗所属寺院、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及其教育机构等场所。

记者：数百年间，黄檗文化如何在中日两国薪火传
承，中日民众为挖掘、研究、保护黄檗文化做了哪些努
力？

林观潮：隐元东渡以后不久，日本社会就展开了希运
语录、隐元语录、福清黄檗山山志、京都黄檗山山志、黄檗
宗禅僧语录、南宋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
义》《列子鬳斋口义》等相关文献的编撰刊刻等活动。

明治时期后，在以严密的文献学研究做为支柱的近
代佛教文化研究风气中，日本社会展开了对黄檗文化的
广泛研究与宣扬。黄檗宗为此创办了多种刊物。1948
年，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成立黄檗文化社，并出版了创
刊号《黄檗文化》。这是现存资料中，可见的关于黄檗文
化的较早用例。此后，黄檗文化做为一般学术用语，逐

渐流传于日本学术界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逐渐重
视研究黄檗文化，产生了许多成果。

1973年，京都黄檗山文华殿举行开馆仪式，投入使
用。文华殿一名，源于中国明朝宫殿，以示不忘明朝文
化的源流。当时文华殿的功能包括保存黄檗关系的文
献、木额、柱联、绘画、墨迹等，并向社会公开展示；同时
开展黄檗文化研究。现在，每年春秋两季的“黄檗文化
特别展示会”，一年一度的“黄檗文化研究会”成为惯
例。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与黄檗宗以外，日本各地的
博物馆与文化团体，也举行各种展览会传播黄檗文化。

记者：近年来，中日社会各界如何传承弘扬黄檗文
化，搭起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桥梁？

林观潮：今天，黄檗文化已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
往共同拥有的文化符号。中日各界围绕黄檗文化，持续
开展了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交流活动。

2015年，由中日民众尤其是旅日华侨等参与组建
的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与之呼应，日本黄檗文化
促进会于2016年在东京成立。两个社团秉承共同的宗
旨，遵循道义撑持的理念，弘扬黄檗文化，传承隐元精
神，推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2017年，日本长崎聘请中
日两国学者，组成学术团队，对黄檗文化的发源地福建、
浙江等地展开调查研究。同年，黄檗文化艺术展、中日
黄檗文化交流大会相继在日本、福建举办。2019年，黄
檗文化促进会与东京亚洲太平洋观光社在东京联合举
办“中日陶瓷文化交流活动”。日本长崎县也于当年召
开“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日中研讨会”，约500名中日
人士参加。长崎县还组织新闻界20多人来福建各地探
寻黄檗文化史迹。2021年，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中
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一脉承传 黄檗文化展”在东京举
办；当年，中国还向长崎捐赠隐元禅师铜像，铜像由中国
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造，高2.05米，成为中日文化交流
的新见证。2022年，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日
本皇室再次赠加封号——严统大师。这是第七次封号，
延续了每隔50年加赠封号的传统。同年，“黄檗文华润
两邦——隐元及师友弟子的禅墨世界”书画展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日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活动在京都黄檗山
万福寺举行。

今年 4月 2日，由黄檗文化促进会、日本黄檗宗提
供支持，日本华文教育基金会、华文书院、全日本华侨华
人社团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全华联亲子深度游学(关西
篇)——读行会·京都访隐元”中日文化巡礼活动在京都
黄檗山万福寺举行，80多位华侨华人家长与孩子组成
的亲子研学团参与。

可以说，近年来持续不断的系列活动让
更多中日民众了解、亲近、传播黄檗文化，增
进彼此互信与友谊，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与
文明互鉴，促进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黄檗文化为何能够得到日本民众
广泛长久的欢迎认可？也就是说，黄檗文化
在日本留存发展的土壤和生命力在哪里？

林观潮：主要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土壤。
历代的中华文化，多层次地沉淀在日本这块
土地上，成为日本文化的根基。比如，徐福代
表的秦朝文化，鉴真代表的唐朝文化，宋末东
渡移民代表的宋朝文化等等。隐元禅师代表
的明朝文化的传播，承前启后，焕发着持久的
生命力。

记者：黄檗文化被视为一种根植于中国
传统又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它的地方特色

如何表现？
林观潮：黄檗文化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因

为是从东南地区，亦即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地传入
日本，又具有东南的地方特色。比如，在浙江刊刻的明
朝嘉兴大藏经传入日本，促进其书籍刊刻的发展，促成
其文化普及，也成为日本通行字体明朝体的基础。

记者：请谈谈中日人民共同保护弘扬黄檗文化有何
现实意义？

林观潮：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的时代趋势中，弘扬黄檗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黄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有助于增强
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

其二，黄檗文化是中华文化对外友好交流的重要见
证，是中日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事件，有助于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事业的推展。如今，中日两国社会各界共同认
为，隐元禅师是在两国都很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为中
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其三，黄檗文化有助于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注脚，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的重要载体。

其四，黄檗文化为日本华侨华人的团结合作提供了
精神典范与凝聚力。近年来，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积极参
与黄檗文化相关活动，加深了对黄檗文化的了解，从而
也增强了文化自信。

其五，黄檗文化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团结对
华友好力量，提供了稳固扎实的渠道。

我认为，黄檗文化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新
鲜的当代活力，在中日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
挖掘，大力弘扬。

受访者简介：林观潮，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大谷
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文化与对外交流、
隐元禅师与中日交流。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80多
篇，出版作品《隐元隆琦禅师》（2010年）、《临济宗黄檗
派与日本黄檗宗》（2013年）、《中日黄檗山志五本合刊》
（2018年）、《明清僧人著述流传日本的研究》（2020
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渡日明僧隐元所传黄檗
文化与中日交流的研究》（2021年）、《明清僧人著述流
传日本的考察研究》（2013年）、《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
黄檗宗的研究》（2009年）。

（本报记者 陈芝）

福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传播黄檗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花开海外，在

中日交流史上写下灿烂篇章。黄檗文化在日本传承至今，已融入日本社会

和民众生活，成为中日之间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的有力印证。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周年，本报记者专访厦门大学哲学

系副教授、佛教文化研究专家林观潮，重温隐元禅师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互鉴

的佳话，解读黄檗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历久弥新的当代活力。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福清市政府网站福清市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