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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之一。海丝之路，

不仅仅是商品物质的贸易之路，也是思想文化藉以交流融

汇的通道。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特别是对日本的文化交流

中，宁波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

是日本文化界将宁波誉为“圣地”的主要原因。

今年是“日本留学生”希玄道元入宋求法800周年。南

宋嘉定十六年 （1223年） 四月，道元登陆南宋庆元府，闻

道于东吴天童寺，接受恩师如净衣拂，回归日本，传灯续

焰，开山立派，创立了日本佛教禅宗的曹洞宗。

今年也是王阳明与日本高僧了庵桂悟在宁波府城会晤

510周年。中日学界公认，日本阳明学源头可追溯至作为朝

贡使团正使的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这次接触。

由宁波财经学院阳明文化研究所和人文学院主办、以

“道元禅师入宋求法”和“了庵桂悟与王阳明会晤”两个历

史事件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于近日召开，甬上文化专家经过

反复考证，为大家还原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两段佳话。

宁波市三江口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
书“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
立于 1998 年，背面分别刻有相同内容的
中、日文碑铭。南宋期间，日本僧人道元
在此上岸，入宋求法 4 年多，他的事迹成
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的象征。

时间回溯到 1980 年秋，日本曹洞宗
大本山永平寺住持秦彗玉带领众僧来天童
寺参拜祖庭，在寺内竖立了“日本道元禅
师得法灵迹碑”，所用石材为宁波梅园
石，正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题写碑额和碑颂。

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港是始发港之
一。作为文化输出的一部分，佛教禅宗
从宁波出发传到了日本。

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所编的
《“千帆海舶风”——海上丝绸之路·宁
波史迹选》 记载：东吴赤乌年间，西域僧
那罗延结庐五磊山，是为宁波佛教之滥
觞。唐代，日僧最澄自明州去台州求法，
又由明州把天台宗传入日本。入宋至元，
四明三江，梵刹林立，天童育王，雪窦延
庆，法席隆盛，门徒骈集。高丽僧宝云义
通、僧统义天等，日本僧千光荣西、希玄

道元等，踏足四明，巡礼挂锡，参谒耆
宿，问道学法。也有无学祖元、明极楚俊
等四明高僧东渡传法，将中国的禅宗在日
本发扬光大。

“道元”们在宁波所习者，有心法戒
律 、 禅 诗 梵 音 、 书 法 雕 刻 等 ， 涉 猎 颇
多。南宋时，宁波府城的车桥石板巷内
画肆林立。一位名叫陆信忠的佛画师，
绘有一幅绢本设色的 《释迦涅槃图》，作
品描绘了释迦在跋堤河边的婆罗双树之
间 圆 寂 的 情 景 。 此 画 后 被 日 本 僧 人 求
得，泛鲸波以东去，藏诸梵刹，被视为
国珍。

另据专家考证，四明山茶叶也曾随
日 本 高 僧 荣 西 禅 师 漂 洋 而 去 ， 成 为

“ 禅 茶 一 味 ” 之 源 。 宁 波 之 于 “ 海 丝 ”
的 历 史 贡 献 ， 体 现 为 佛 教 文 化 、 建
筑 、 书 画 、 陶 瓷 、 饮 食 等 经 由 宁 波 传
往海外。

问道寻踪
宁波城市记忆中的宁波城市记忆中的““道元道元””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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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
路史迹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

“海丝”的重要节点城市，我市的保国
寺、天童寺、永丰库、上林湖越窑等 4 处
史迹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戴光中
认为：“天童寺之所以能入选，就是因为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佛教禅宗传入日本，
开枝散叶，影响深远。”

宁波财经学院教师李明考证了日本僧
人来天童寺求法的次数：南宋有 16 次，
元代有 13 次，明代有 3 次。“他们或一人
或组团来访，其间，又有 11 位中国僧人
赴日弘法、传教，书写了中日之间禅宗文
化交流的佳话。”

宁波财经学院阳明文化研究所所长陈
利权介绍，宁波天童寺是日本佛教曹洞宗
的祖庭，但日本曹洞宗经过自身的发展，
又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播美国、印度和欧洲
等地。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

斯就是日本曹洞禅风的忠实追随者。
这一切，得从道元入宋求法讲起。
日本道元禅师 （1200 年-1253 年），

号希玄，日本京都人。南宋嘉定十六年
（1223 年） 四月，道元禅师随法兄明全
（日本临济宗创立者荣西的高足） 入宋求
法，漂洋过海来到宁波。

道元登陆宁波后，历游天童、阿育
王、径山等著名寺院，后回天童寺拜谒曹
洞宗第十三代祖、新任住持如净。如净是
曹洞宗默照禅传人、一代宗师。道元拜如
净为师后，随侍 3 个年头，日夜勤参苦
究，终于省悟得道，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世
正统法嗣。

1227 年 秋 ， 道 元 返 回 日 本 。 此 后 ，
他在日本创立了曹洞宗，并且不负如净厚
望，归国后依照天童寺所遵循的 《禅苑清
规》，制定了 《永平清规》，明确指出：

“从规典礼，一则太白！”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宁波

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恒武对 《禅苑清

规》 与 《永平清规》 进行比较考证后推
定，作为宋代内容最丰、体系最全的成文
禅林清规，《禅苑清规》 在 12 世纪至 13 世
纪为中国禅寺广泛使用。道元归国后，在
引录和参鉴 《禅苑清规》 的基础上所撰的

《永平清规》，主要应用于日本曹洞教团的
禅寺，其体系之完备、内容之周详，在
13 世纪日本禅林清规中首屈一指。

《永平清规》 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
曹洞宗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也使日本禅宗更向宋地禅林寺院的方向发
展，并日趋完善与规范，这是道元对日本
佛教文化的又一贡献。

1244 年，道元建立大佛寺，两年后
改名为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大本
山。永平寺又称“小天童”，它的建筑格
局与天童寺一脉相承。

如今，日本曹洞宗已成为日本佛教第
一大宗派，拥有寺庙 1.5 万座、信徒近
800 万人。

在日本禅宗史上，道元是与荣西并称
的大师。他们分别在日本开创的曹洞禅、
临济禅，作为日本禅的主流，源远流长，
并行发展至今。

从明治三十四年 （1901 年） 起，日
本曹洞宗开始向美国、印度和欧洲等地派
遣学僧、传导师，宣传和传播日本曹洞
宗。

钟磬留香
天童寺何以成为日本禅宗祖庭天童寺何以成为日本禅宗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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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元 入 宋 求 法 已 经 整 整 过 去 了
800 年，通过曹洞宗这一纽带，把宁波
和日本、美国及欧洲联系在了一起。今
后，宁波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学术论坛上，陈利权抛出
了这个问题。

陈利权认为，禅宗文化和阳明文化
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
于地方乃至“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
独到的文化意义。而宁波作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禅宗文化和阳明文
化也从这里走向东亚、东南亚甚至欧美
国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交流
的一部分。

“中日文化界彼此之间传递的那份
虔诚与敬意，至今没有停歇。”陈利权
说，原中日友好长野县曹洞宗协会理事
长村上博优 120 次来宁波考察，与曹厚
德、杨古城等宁波文化人士交往密切。
村上博优曾说过，在他心里，中国古代
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源，为此他开启了终
其后半生的文化“寻根之旅”。他还促
成宁波和日本长野县上田这两座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结成友好城市。

“这不就是当代的‘道元’吗？这样的
故事，宁波该怎么去讲述和传播？”陈利
权感慨，人类文明正是在你来我往中交
流、互鉴、进步，并最终造福于人类自身。

陈利权认为，天童寺是一个缩影，
象征了一个民族如何以开放姿态输出精
神成果并被认可。而日本在把禅宗文化
向美国及西方传播方面不但先行一步，
而且也相当成功，由此增强了日本的文
化软实力，其经验非常值得中国研究和
学习借鉴。“我认为最为主要的还是人
才。比如，在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方面，宁波能否培养今天的‘道
元’？”陈利权说。

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师陈颖杰
认为，两宋时期的宁波，在中
日佛教交流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许多珍贵文物都承
载着“宁波记忆”，传承了“两宋文
化”。通过研究日本中世史可以发现，
宁波 （明州、庆元） 始终是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如何更好地丰富‘中日文化交流
窗口’这一城市标志的内涵，通过文化
赋能，更高水平地向外介绍和传播宁波
的文化，这将是我今后的研究课题。”
陈颖杰说。

在做好阳明心学思想的阐释与传播
方面，陈艳建议，重新定位宁波在阳明
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且整合阳明文化
所涉及的地方资源，形成联动。

陈艳提出大胆设想：“依托港城优
势与对外交流平台，宁波能否建设成
为中国阳明文化对外传播中心？能否
将王阳明为了庵作序的五月既望 （农
历五月十六） 列为阳明文化对外传播
纪念日？”

宁波财经学院影视学院的艾发光介
绍了日本拍摄的电影 《道元东游记》

（又称 《禅》），这部两个小时的片子，
反映了道元禅师的一生，其中很重要的
部分就是道元入宋求法，他认为这很值
得宁波借鉴。陈艳进一步支招：“我们
也可以大胆运用当代传播手法，邀请擅
长历史文化题材的国内著名作家，创作
一个适应当下传播特点的优秀剧本，和
国内外知名导演合作拍一部‘阳明’大
片；或者邀请优秀的文化类视频内容创
作团队，制作行读纪录片，投放到各大
平台，以此更好地传播阳明文化。”

陈利权也建议，宁波可以尝试联系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请他来甬拍
摄纪录片 《道元与宁波》，以进
一 步 提 升 宁 波 的 国际
影响力。

古韵今声
将将““圣地圣地””宁波的魅力宁波的魅力发扬光大发扬光大

位于余姚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
居中，展示了一件王阳明所作的 《送
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这件书法
作品的原件，现藏于日本大东急纪念
文库。

以此件文物为关键线索，结合中
日两国相关文献史料，宁波财经学院
的陈艳博士考证还原了 510 年前的一
幕 历 史 场 景 ： 明 朝 正 德 七 年 （1512
年） 腊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太仆
寺少卿，赴任途中便道省亲，于正德
八年 （1513 年） 二月回到余姚。这年
的四五月间，王阳明听闻日本贡使团
正使了庵桂悟正在宁波，便从余姚到
宁波，会晤寓居于宁波府安远驿嘉宾
馆的了庵桂悟。此后，王阳明听闻了
庵桂悟即将归国，便于五月十六日撰
写 《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 相
赠。

陈艳认为，浙江市舶司安远驿内
设 的 嘉 宾 馆 （今 海 曙 区 中 山 公 园 西
北），就是阳明心学传往日本的原点和
见证：“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的会晤尽管
短暂，但意义非凡，它不仅仅是源远
流 长 的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的 精 彩 一
页，更是阳明文化东传日本并开始对
外传播的起点。”

我国著名学者朱谦之曾说，“日本
阳明学开创于中江藤树，而追溯其始
于禅僧了庵桂悟。”

日本著名阳明学研究专家冈田武
彦指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
悟开始。”

“ 相 比 浙 江 绍 兴 、 贵 州 修 文 、 江
西 赣 州 、 广 西 南 宁 、 广 东 河 源 等 王
阳 明 行 迹 地 而 言 ， 宁 波 在 阳 明 文 化
国际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陈
艳说。

蓝田种玉
阳明文化东传始于阳明文化东传始于510510年前一次会晤年前一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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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银凤

2022 年，宁波美术馆“‘宋韵流长翰
墨胜缘’——天童禅风与东亚禅宗金石墨
迹展”上展出的“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
碑”碑铭拓片。 （黄银凤 摄）

王阳明《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受访者提供） 位于宁波中山公园的王阳明塑像。（受访者提供）

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一景。（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