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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附近的南宋行文
价值堪比敦煌文书

在文化繁荣的日本平泉地区，
有一座中尊寺，寺中保存一些宋版
大藏经。其中，一页思溪版《法苑
珠林》上写有一段文字，其首行书：

“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
增家汇第一保”。首度发现该文的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广
志，对该文进行了断句：明州鄞县
东安（乡）右厢、州、南界、使君坊、
增家汇、第一保。

文中对于宁波地名的独特记
述一经披露，立刻引来国内学界的
瞩目，日本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
中心刘海宇教授看到此文后表示，
其价值堪比一件敦煌文书。

据李广志介绍，此书原为宋代
明州月湖东侧的吉祥院所藏，正文
总共125字，皆用楷体墨书所写。
文中详细记载了，南宋绍兴十四年
（1144）八月中秋日，“明州鄞县”俞
姓家族成员捐献给吉祥院的经过
始末。李广志认为，文中显示的鄞
县城厢地名及人名，历代史志所未
曾见。其所反映的内容，对于解读
鄞县宋代社会结构、城乡组织、宗
族社会、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采用诸
如‘花男子’‘花女子’的修辞手法，
也未曾在其他文史文献中见过，极
有可能是当时宁波地区专属的语
言特征。”李广志说。

那么，该文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呢？据李广志考据，上述珍贵的宋
版大藏经，是在南宋期间，由宋朝
商人或者是日本的入宋僧人从明
州城内吉祥院带到日本的，最后落
脚到日本东北部的平泉。

“这是一部差点湮没在历史长
河里的南宋宁波家族史，是一份宁
波与日本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文
献，同时也是珍贵的明州城厢变迁
志。”李广志总结道。

时间跨越千年，影响传承至今

甬上宋韵文化远播海外扎根发芽
两宋时期，宁波的海外

交流涉及东亚、东南亚等众
多地区。在与这些国家的交
往中，主要以民间交往为主，
包括贸易、人文、宗教等，如
果想把上述繁杂的交往类型
进行概括，则可以总结为“宋
韵”二字。

历史上宁波的“三湖”，
即月湖、东钱湖、慈湖，作为
甬上宋韵文化的重要载体，
将许多带有地域特色的宁波
文化传扬到了海外。

日本仿建东钱湖大慈寺
存留至今仍对外开放

东钱湖东岸、福泉山麓有一座著
名的宋代寺院，唤作大慈寺。起初，南
宋宰相史浩奏请该寺变为史氏宗寺，
改名“教忠报国寺”，后来史浩之子史
弥远葬慈母于此，又称“大慈教忠报国
禅寺”。

南宋年间，日本僧人道元的弟子
寒岩义尹，于宝祐元年（1253）和景定
五年（1264）两度来到明州。第一次入
宋时，寒岩义尹进入“大慈教忠报国禅
寺”学习，第二次则参学于天童、净慈
寺等寺庙，又游历浙江台州、江西、湖
南等地。咸淳三年（1267），寒岩义尹
回到日本。经过10多年的准备，1278
年，他在日本熊本仿造东钱湖的大慈
寺，开创了日本的大慈寺。“日本的大
慈寺又被称为大慈禅寺，该寺属于曹
洞宗寺院，其住持长老身着紫衣，规格
较高。”李广志说。

寒岩义尹建寺的事迹也被收录于
日方的史料中，1841年日本人八木田
政名所著《新选事迹通考》（乡荘沿革）
载：“相传：僧寒岩自宋国归朝之后，建
大慈寺住之。弘安中，散钱财，集民筑
陂塘为垦田。准异邦钱塘陂故事，为
名云。”

“从上述的文字记载中就能看到，
寒岩义尹带到日本的宋文化有很多，
除了模仿明州大慈寺开创寺院外，他
还带领当地人兴修水利、建造桥梁、仿
建宋禅宗建筑等。而他在熊本地区开
拓的水利事业，居然命名为‘钱塘’，很
明显就是借用浙江钱塘江水利之名为
之。”李广志说。

据李广志回忆，他曾于2019年前
往日本熊本实地走访调研，大慈寺不
仅保存至今，且对外开放，寺内还有关
于该寺发展的历史介绍，始建于1278
年的记录清晰可见。

“种种鲜活的实例足以见证，以宁
波‘三湖’为代表的宋韵文化，千百年
来，早已远播日本乃至大洋彼岸，扎
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李广志说。

记者 朱立奇 胡龙召

2009年7月至8月间，日
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一个
特别展，主题为“圣地宁波
——日本佛教 1300 年的源
流”，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
响。其中，《五百罗汉图》系
列佛画更是成为全球关注的
焦点。

关于《五百罗汉图》的故
事，要追溯到南宋年间宁波
东钱湖地区。这组名作主要
是由明州画师周季常和林庭
珪绘制而成，共100幅，有6
幅在日本江户时代初期遗
失，其余94幅得以留存下来。

图中的铭文显示，这些
画大部分是生活在东钱湖周
边的村民，或为祭奠先祖，或
为祈祷家族安宁所捐赠。捐
赠者居住的乡村，有“万令乡
正界”“万令乡老界”“万令乡
手界”“丰乐乡”等地，集中于
东钱湖周边区域。绘画完成
后，罗汉图被集中安置于东
钱湖旁惠安院，南宋年间，这
些画漂洋过海去往日本，辗
转落到京都的大德寺。

曾经“拥有”罗汉图的惠

安院，历史上的记载如何，如
今又在哪里？

惠安院，位于明州（宁
波）东，东钱湖西北畔，阳堂
山（青山）东麓，海拔245米。
《宝庆四明志》卷第十二载：
“惠安院，县东四十里，晋天
福三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
年（1010）赐额，常住田三百九
十八亩，山一千七十亩。”南
宋时期，惠安院又称罗汉院，
也有青山寺之名。另有史料
记载，惠安院在宋元时期，有
文人墨客齐聚于此咏诗，人
气很旺，令人惋惜的是，惠安
院今已消失。

近些年，日本学界展开
了对《五百罗汉图》的深度研
究。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东京
文化财研究所，对大德寺传
来《五百罗汉图》的铭文进行
解析，运用宏观色彩摄影、近
红外线摄影、荧光摄影等方
法，再现铭文的可视化。

在文保专家杨古城看
来，整套《五百罗汉图》是目
前世界上发现的现存数量最
多、阵容最大、制作最精美的
宋代浙东宁波地区佛教题材
作品，描绘了佛教历史事件、
佛教典故或者当时寺院僧人
的集体生活场景等内容，大
部分画作有用金泥写的铭
文，记载着当年捐献者、募捐
者、画家姓名以及作画年份
等信息。

至于《五百罗汉图》的现
状，李广志透露，大德寺现存
原图82幅、美国的波士顿美
术馆存有10幅、弗利尔博物
馆存有2幅。“总之，宋代明州
《五百罗汉图》，近来引起世
界关注，它们已经成为外国
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载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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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B 远传海外的宋代明州《五百罗汉图》
引世界侧目

2009 年奈良国立博物
馆“圣地宁波”展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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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溪版《法苑珠林》。 受访者供图 文中的印章里刻有“明州城下吉祥院”字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