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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天童寺禅宗文化

去年 4 月，也恰好是江南春茶
氤氲的日子里，我参加了鄞州区东
吴镇组织的关于天童寺的研讨会。
那天，我发言的题目为 《从荣西的
<吃茶养生记>追溯日本茶道文化
的渊源》，谈到自己第一次去日本
时看到的茶叶基地景象，并讲述了
荣西禅师与天童寺的故事。这些内
容当时引起央视邓建永和刘勇两位
老师的关注，他们分别是科教频道

“探索·发现”栏目的总策划、总
撰稿和编导。

于是，我就成了天童寺纪录片
摄制组的特邀嘉宾，赴日本寻访与
天童寺相关的历史文化印迹，出镜
并参与了第三集的撰稿。

2018年1月22日，我从上海浦
东机场起飞，到日本大阪与从北京
过去的央视摄制组汇合。

掠过一衣带水的海域时，我从
飞机的舷窗中俯视，岁月的前尘往
事随眼底的白云悠悠而过。

早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时，赵朴初先生给周恩来总理、中
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
人分别写信，建议开放佛教活动场
所接待外宾参拜。

1978年秋天，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赶赴宁波实地调查后返回北京汇
报。同年 11 月，国务院对浙江省
递呈的 《关于整修天童寺、阿育王
寺的报告》给予了批复。

继 1978 年受命考察天童寺之
后，1980年、1987年，赵朴初在近
十年时间内三次莅临鄞县，就是为
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化播下的菩提种
子，能够世代友好地流传下去……

翌日清晨，摄制组人员前往此
行第一站—— 宇治茶乡。

出门上车时下雨，我们说这个
时季拍茶园色彩不好，再遇上这么
个天气，真是泡汤了。没想到老天
爷恩赐，半路渐渐雨止，到达目的
地竟见阳光从云层中钻了出来。

宇治茶乡位于群山起伏的京都
府南部。那里是日本茶文化的发源
地，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史，而这里
的茶与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密切相
关。

日本茶道根源于中国古代寺
院。唐宋时代，天童寺既是佛教传播
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

荣西禅师是日本临济宗的开创
者，曾在天童寺居住五年。他在学
佛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当
地的寺院生活方式。回去以后，他
针对日本的各种流行病、常见病，
提出了饮茶疗法，并写了影响广大
的《吃茶养生记》。

《吾妻镜》 中记载，当时的幕
府将军源实朝嗜酒如命，荣西便推
荐饮茶疗法，治愈了他的热病。自
此，茶风更为兴盛。

虽然纪录片只要求主持人本色
出镜，但内涵文化知识必不可少。
临行前，我不仅梳理了天童寺的历
史脉络以及中日之间佛教文化的交
流，还特意买了日本学者的著作，
追根溯源与天童寺相关的故事。

所以，当在宇治的茶园里，面
对镜头同期声时，我就引证了日本
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在 《茶之书》
中所写的话：1191年，荣西禅师将
宋茶带回日本后，在三个地方种植
成功,其中一处位于京都附近的宇
治。此地所出产的茶叶,至今仍以
其绝佳的品质闻名于世。

后来，在京都古老的建仁寺
里，我们拍摄了“荣西禅师茶思
碑”，以及当年荣西带去种植的两
棵菩提树。

建仁寺是荣西第二次从宁波天
童寺学成归来受邀住持、成为开山
鼻祖的地方，也是日本动画片《聪明
的一休》原型僧人一休的修行之地。

建仁寺僧人浅野俊道告诉我们
说，寺院的殿堂是仿照中国百丈山
修建的，庭园融合了日本当地文化
元素。近年来中国游客增多了，大
约占了百分之三四十。

那天，在静冈滨松市松韵亭茶
道馆，我们有幸欣赏体验了一次经

典的日本茶道表演。
据了解，如今日本经常参加茶

道活动的人有五百万之多，茶室、茶
庭遍及日本各地。茶事、茶会已成为
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 日 本 茶 叶 输 出 100 周 年 之
际，日本政府在静冈县隆重召开茶
祖荣西表彰大会，并在当地公园内
建立了一座高达四点五米的荣西塑
像。

虽然在日本的拍摄时间很紧，
但在离开之前，我们还是决意前往
静冈县的牧之原公园。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见到了在
这个高坡上矗立的荣西雕像，远处
是白云下的富士山。

荣西禅师在日本被尊为“茶
祖”。

而这一切，都和中日佛教文化
交流相关，和天童寺的禅宗文化有
关。

■在永平寺美丽的雪
景中采访

永平寺，在我们这次寻访之旅
中是很重要的一站，因为它和天童
寺有着特殊的关系。

去日本前，我特意看了日本电
影 《禅》。这是以永平寺为主要背
景，讲述一代高僧道元禅师的生平
故事。

“人啊，为何逃脱不了这世上
的纷争、病痛与死亡？愿你能找到
超脱这些痛苦的道路。”这是道元
八岁那年，母亲临终留下的遗言。
后来，道元渡海来到大宋国寻求佛
法，在天童山如净禅师门下修行。

后来，道元禅师在日本临终前
喃喃自语：“我现在看到了天童山
……”

影片头尾呼应天童寺。天童寺
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庭，而曹洞宗的
大本营永平寺，它所呈现的禅宗寺
院布局，与宁波天童寺一脉相承，
故有“小天童”之称。

摄制组一行前往永平寺拍摄的
日子，刚好与一场大雪不期而遇。

途中大雪纷飞。高速公路被迫
封闭了。我们只好住在福井市。

第二天在雪花飞舞中，我们到
达永平寺的山门口，前来迎接的是
寺院讲师兼吉祥阁主任秋田修孝。
他告诉说，这里已有七八年未曾下
这样大的雪了，这使心中盼望着美
丽雪景的摄制组一行人兴奋不已。

寺院在大山环抱中，参天树木
成林。外环境与天童寺也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寺院的堂宇全部用回廊连接在
一起，全程木制地板铺置。我们进
入回廊前需换上拖鞋，永平寺的僧
人带我们参观并讲解。

我们流连在天王殿、佛殿、法
堂、道元墓。

由于大雪的缘故，大部分寺院
的画面都是透过回廊拍摄的。

这次率领我们去日本拍摄的邓
建永老师，是央视纪录片著名的总
策划、总撰稿。他主创的《河西走
廊》《金城兰州》《重生》《召唤》《新华

书店》《东方帝王谷》等一批纪录
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而邓老师对我说：“其实，自己
更在意的是《发现大熊猫》《丧钟为
谁而鸣-东京审判》《苏通大桥》《一
座城市和一座博物馆》《三探跨湖
桥》等这些原创纪录片。

有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把
控大局，使得我们在日本的拍摄举
重若轻，而又不失分寸感。

那天下午，采访永平寺小林昌
道监院，邓老师作了一番介绍后，
由我提问：

“天童寺和日本永平寺有着很
深的缘分，您能给我们讲讲其中的
故事吗？”

小林昌道监院说：“道元祖师
24岁时，到中国学习佛法，遇到了
宁波天童寺的如净禅师，使他受益
匪浅。回到日本后，他将中国的佛
教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某种意义
上来说，如果没有道元禅师，就没

有永平寺，也没有日本曹洞宗大本
山这样兴旺的现状。”

长期以来天童寺和永平寺一直
保持友好往来，我请他对此谈谈感
受和体会。

小 林 昌 道 监 院 由 衷 地 说 道 ：
“天童寺在我们心目中就像是故
乡。在日本有本寺 （亲寺） 和末寺

（子寺） 的说法，永平寺的大本家
就是天童寺。这种关系是不能分割
的，也是我们要永远去守护的，祈
愿我们之间的友好交流世代长存。”

夜宿永平寺。
移开日式门窗向外看，夜色中

寺院纷飞的雪景别有一番禅意。地
面，树枝，屋顶，白雪皑皑，给人
以超世脱俗之美。

次日清晨。天还没亮，摄制组
跟随僧人记录了永平寺的早课。

永平寺的早餐很简朴也很特别
——白粥、白芝麻加盐、腌萝卜。

我作为宁波人格外关注碟中的
小菜，因为觉得腌萝卜太符合宁波
人喜欢吃咸下饭的特性了。我边吃
边想，这会不会是传承于天童寺的
菜单呢？

后来经过求证，永平寺的典座
和日本驹泽大学总长、道元禅师研
究第一人大谷哲夫都认为，在永平
寺建寺之前，日本寺院里是没有这
样菜单的。这应该就是道元禅师从
天童寺学习佛法后传承到日本的。

这样一顿简单朴素的早餐，却
让我们穿越时空，把永平寺和 700
年前的天童寺僧侣的日常修行生活
连在了一起。

次日午后，摄制组一行在永平
寺外的小街上发现了一家宁波小
店。

这是一家经营传统工艺品的小
店，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瓷器。

店长说：“2011 年，在小店开
张半年前，我跟大本山永平寺的僧
人说，想给自己小店取名宁波。因
为我知道日本瓷器的原始工艺是从
中国传入的。”

后来新店开张时，永平寺赠送
了这幅由天童寺诚信方丈题写的

“慈悲”两字的墨宝，以表祝贺。
据了解，店主曾经随永平寺组

织的祖庭朝礼团到过宁波天童寺。

他说，原来想象中，宁波只是个古
老的港口，去了之后却令人吃惊。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比日本显得更为
广阔的现代化城市。

店长拿出照相本给我们看，自
豪地说，许多来自宁波的游客来永
平寺，都会来到小店拍照留念。

■海丝之路的活化石

纪录片 《天童寺》 分上、中、
下三集。担任 《天童寺》 制片人之
一的祝永良说：从大宁波的视野，
突出“海丝”主题，讲述“圣地宁
波、祖庭天童”的动人故事。

而我们赴日拍摄的这一集，正
是反映天童寺在宁波“海丝”史迹
中的独特地位。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
口城市之一，自唐宋以来，随着以

天童寺为代表的宁波佛教文化对海
外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建筑、书
画、青瓷等艺术也源源不断地融入
了日本。

而这次，我们在东瀛之旅中所
寻访的点，正是那些曾经通过“海
丝”之路传承过去后沉淀下来的活
化石。

东大寺，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
寺院，其中大佛殿堪称日本第一国
宝。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到日本后，
最初就是在那里驻锡的。

那天，我们到达奈良的东大寺
时，雨夹雪，天气非常寒冷。央视
年轻的编导刘鑫和摄影师杨富禄，
马不停蹄地拍摄着：东大寺的南大
门、钟楼、开山堂……

他们的焦点对着当年宁波工匠
陈和卿在东大寺留下的历史痕迹。

在中国唐朝时期，日本的光明
皇后得知武则天在洛阳建造了大佛
铜像，于是也效仿。然而，公元 1180
年的一场战火，让东大寺付之一炬。
后在复建时遇上工程难题，日方请
去宁波的陈和卿及其他能工巧匠，
历时15年完成了这项宏大工程。

仰望朴素庄重的南大门建筑，
木构件虽然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
上面“大华严寺”四个字依然醒
目。两旁的尊石狮子被保护起来
了。透过铁丝网看，栩栩如生的石
狮反映出精湛的工艺。

在京都，我们试图寻找一位深
受中国绘画艺术影响的日本画家雪
舟的踪迹。

他曾经在天童 寺 的 日 子 里 ，
把宁波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尽收
画中。明宪宗赞扬他的画是国之
奇宝，并赐封雪舟为“天童第一
座”。

雪舟的画布局灵秀，设色淡
雅，用笔刚劲，富有浓厚的现实主
义风格，是日本美术史上“宋元水
墨画派”的集大成者。而这一切和
他曾经西游中国的生活体验密不可
分。

他的名画 《山水长卷》 里的禅
意和浙东乡情，就有着明代天童寺
深深的烙印。

那天，摄制组在京都的东福寺
里，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雪舟庭园，
这是他从中国回来后仿照我们江南
庭院风格建造的，当地人也称作雪
舟寺。

在濑户，我们见到日本现存古
老的陶窑之一，并在濑户烧的当代
作坊里，看了制作陶器场景。

据记载，濑户烧的创始人就是
当年随道元一起来到中国的加藤四
郎，他将宁波的制陶技艺带到了日
本濑户。

他在中国学习了 5 年制陶技
术，回到日本后，在濑户等地烧制
一种被称为“濑户烧”的陶器。

加藤四郎曾经在一个叫“瓶窑”
的地方学习制陶技术。据日本僧人
村上博优考察，日本的濑户烧技术，
是从东吴镇的平窑村传过去的。

我们非常希望见到村上博优先
生。

自 1979 年至今，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后首批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友
人，中日友好长野县曹洞宗协会理
事长、93岁的村上博优先生已经来
宁波110多次了。

村上博优毕业于日本驹泽大学
哲学系，早年研究哲学，后专攻中
日佛教文化史。在他心里，中国古
代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源，这也是他
踏上中国土地开始“寻根之旅”的
缘起。

1995年，村上先生促成宁波市
和上田市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
市结成友好城市。

2001年，76岁的村上博优编著
了 《樵谷惟仙禅师概考》，其中对
三度入宋的日本高僧作了详细考
查。他想请与自己交往了二十多年
的宁波文化界朋友曹厚德先生题写
书名。

为此，他特地坐飞机从日本到
宁波，登门拜访曹厚德说明事由。
老朋友惊诧了：这事请人打个电
话，书名题写完寄过去不就行了？
为何劳驾这么远来跑一趟？

但村上博优不是这么想，他觉
得请人题写书名，不亲自上门不足
以表达诚意和敬意。

于是，他立等老朋友写完，取
了书法题名后，当天即回了日本。

可这次在日本，得知老人身体
欠佳，我们没见着这位宁波人民的
老朋友，只好遗憾而归。

幸运的是，村上先生为摄制组
发来一段视频。

不能再剧透了。
正如 《鄞州日报》 记者吴海霞

所报道的那样：
一座山中的寺院，在屡毁屡建

中，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故
事？宁波小镇东吴，为什么会让人
联想到三国时代？宁波当年为什么
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纪录片 《天童寺》 现已进入后
期制作阶段。这部长达 108 分钟的
片子，将探索破解天童寺在 1700
余年历史中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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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穿越千年
的寺庙，竟然成为
连接中日两国文化
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你来我往，彼
此带着虔诚。

随着改革开放
的大门打开，中日
两国佛教文化的交
往越来越密切，而
天童寺，在历史长
河的坐标中也越来
越焕发出睿智的光
芒。

今天，从中国
宁波渡海传承过去
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还好吗？

当年宁波工匠
陈和卿主持复建的
东大寺还风貌依旧
吗？

当年从中国带
去日本落地生根的
茶树馨香还绵远悠
长吗？

荣 西 、 道 元 、
雪舟，日本人是否
还记得这些人的名
字，以及他们曾经
跨海开启人生智慧
的足迹？

……
带 着 这 些 疑

问，2018 年 1 月，
摄制组一行前往日
本，试图找寻与探
访天童寺在东瀛延
绵传承的故事和历
史回波。

—— 纪 录 片
《天童寺》解说词

宇治茶乡宇治茶乡

摄制组在大雪中拍摄摄制组在大雪中拍摄

宁波工匠修建的东大寺宁波工匠修建的东大寺 永平寺附近的宁波小店永平寺附近的宁波小店采访永平寺小林昌道监院采访永平寺小林昌道监院 濑户烧当代作坊制作的陶器濑户烧当代作坊制作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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