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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的往来

桑文磁 郑玉浦

浙东名刹阿育王寺
,

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 �公元� � ��
,

迄今已有一 千七百多年历史
。

由于寺内奉安释迎牟尼真身舍利
,

故在佛教界具有特殊的地位
,

海外僧侣
,

常来朝拜
。

早在唐天宝二年 �� � � �
,

日僧荣 欲与普照
,

来华邀请鉴真大师赴 日
。

在第 三 次 渡 海

时
,

至舟山海面触礁遇险
,

得救后
,

荣锹与普照随鉴真大师驻锡阿育王寺
。

在第五次渡海失

败后
,

荣锹死于途中
,

鉴真北上
,

普照独居阿育王寺
。

至天宝十二年 �� � � �
,

鉴真第六次

东渡
,

普照始离阿育王寺
,

与之同行
。

普照虽非专诚来育王寺朝拜舍利
,

但居住久长
,

对育

王寺结下不解之缘
。

回国后
,

扩大了阿育王寺在 日本佛教界的影响
。

南宋乾通四年 �� � � � � 和淳熙十四年 �� � �了�
,

日本临济宗开山祖师荣西义
,

两 度 来

华
,

参学于阿育王
、

天台
、

天童诸山
。

回国后
,

在建仁寺创 日木临济宗
。

从此
,

阿育王寺在

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

淳熙 十六年 �� � � � �
,

日本大 日能仁禅师来华
,

师事佛照德光禅师 �阿育王寺第二十四

代住持 �
。

同年
,

重源上人来华
,

挂单育王寺
,

参礼求法
。

南宋嘉定十六年 �� � � � �
,

荣西再传弟子道元
,

遍访浙东禅宗 �包括阿育王寺 �
,

回国

后在永平寺弘传禅学
。

南宋淳佑十二年 �� � � � �
,

日僧无像静照来华
,

遍学于�折东之阿育王寺
、

天童
、

天台及

净慈诸名刹
,

达十年之久
。

元初
,

阿育王寺更蜚声海外
,

日本使者和名僧频来阿育王寺瞻仰佛舍利
。

明成化年间
,

日木著名
“画圣

” 雪舟禅师于 � � � �年到达宁波
,

虽担任
“四明 天 童 第 一

座
” 之职

,

但也常游阿育王寺
,

在他创作的 《唐山胜境》 画稿中
,

就有
“育王寺

”
名作

。

消物我与恩怨
,

笃亲故而不遗
。

量海纳 以无

满
,

谦卑逾以布衣
。 ” 《西山文集

·

史太师

与通奉贴》 曰
�
史氏在周为太史

,

佚之言论

与周召并传
,

在汉西都为戚里左将军
,

丹伏

蒲谏争有功元成间
。

追我宋中兴
,

一

而太师忠

定越王出
,

有太史之言论与将军之功
。

而忠

厚所积
,

则过之矣
。

方言柄国时
,

护公道如

命脉
,

惜人材如体肤
。

在廷诸 贤持议间有不

同
,

而包涌容养
,

亡秋毫忿疾意
。

异时复还

宰路
,

所荐进 皆海内第一流
,

不 以 异 同 为

舍
。

淳熙间入见天子
,

’

以宽大开广上心
,

其

言尤反复笃至
。

平生行事
、

大抵根本此意
。 ”

宋袁甫 《蒙斋集
·

祭史卫王文》 日
� “帅王

之生
,

数关于天
,

惟福惟量
,

其大无边
。 ”

宋宁宗亲笔书日
� “纯诚厚德元老之碑

, ”

又

命楼钥撰写史浩的神道文
。

这些评价不无溢

美
,

然而多少也从几个侧面反映了对史浩的

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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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二年 �� � � � �
,

八十三岁高龄的日僧了庵桂梧担任遣明使
,

武宗诏赐金栏架装
,

劫住阿育王寺
。

自唐朝以来
,

阿育王寺与日本佛教界
,

往来密切
,

结 下了深厚法缘
,

并寄其情感于诗词

之中
。

日遣明使 日僧了庵桂梧
,

有一首 《游育王山》诗
,

句云
� “

偶来揽胜哪峰境
,

山路行

行雪作堆
。

风揽空林饥虎啸
,

云埋老树断猿哀
。

抬头东塔又西塔
,

移步前台更后台
。

正是初来

真境界
,

腊天香散一枝梅
。 ”

育王住山释 自学有 《送真藏主返 日本》 诗云
� “早年奉使入中

州
,

诏遣东还宠握优
。

行色未曾辞上国
,

恩光先已照遐随
。

山低熊野高飞锡
,

水阔 鲸 波 稳 泛

舟
。

遥想彝王欣拜复
,

三呼万岁祝皇酞
。 ”

有清以来三百余年中
,

对海外佛教界必然亦有交往之事
,

可惜缺乏历史记 载
,

查 证 较

难
。

据阿育王寺老僧记忆
�

日本大地震后
,

其佛教界曾邀请宁波四大丛林 �育王
、

天童
、

七

塔
、

观宗寺 � 之高僧
,

赴 日本做祈祷法会
,

超度受灾亡灵
。

当时阿育王寺委派远宏法师前去

参拜 �远宏为今育王寺首座化定之师 �
,

日人用专轮接送
。

至于年月问题
,

据化 定 法 师 回

忆
,

是在民国十六年
。

据寺内启仁法师回忆
,

是在民国十四年
,

两者记忆有异
。

近十年来
,

由于政策开放
,

信教自由
, ‘

佛教进一步获得保护
,

阿育王寺迅速向荣
。

再加

空中交通 日见发达
,

海外远地
,

近若比邻
。

阿育王寺与 日本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香港
、

台

湾等地交往
,

一

较前更为频繁
,

记略如下
�

日本村上博优 �长野县曹洞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
、

南择道人
、

德莲院住职井村正信
、

松兼寺住职东隆真
、

龙源寺花团会友好访中团团长松源泰道
、

联合国第三裁军特别总会祈祷

和平会及持舍利和平使团
、

美国加州罗省普陀山观音菩萨寺释慧群
、

夏华夷州檀华寺主持泉

慧
、

菲律宾崇福寺住持元果
、

新加坡彼略观音寺住持兼香港静莲精舍住持腾超
、

法华寺主持

法藏
、

台湾法云寺住持兼妙法寺导师戒德
、

竹林寺住持佛声
、

弘法精舍宇梵会佛会辉禅等著

名高僧
,

曾一 次或多次来阿育王寺观光 参拜舍利
,

建立了友好之缘
。

就中以 日本的佛教界与

阿育王寺之关系更为密切
。

� � � �年和 �� � �年两次邀请通一方丈赴 日访问
,

备受南择道人
、

村

上博优和永平寺贯首秦惠玉等欢迎
,

陪同参拜永平寺
、

总持寺
、

东大寺
、

唐招 提 寺
、

清 水

寺
、

延历寺
,

增进了中日佛教界之友谊
。

一 九九� 年四月
,

阿育王寺副监院化通法师又应村上博优的邀请
,

访 问 日本
,

逗 留
一

卜

日
,

备受盛待
。

先后参拜永平寺
、

总持寺
、

建仁寺
、

清水寺
、

相国寺
、

东福寺
、

金阁寺
、

唐

招提寺
、

法 隆寺
、

东大寺等处
。

通过这次访问
,

又进一步沟通了两 国文化和教谊
。

海外各国和地区信奉佛教的爱国侨胞 �居士 � 更纷至沓来
,

或顶礼观光
,

或超度祈祷
,

或布施福种
,

例如香港巨商陈廷弊先生
,

系郸县云龙镇前徐村人
,

信奉佛教
“
众生平等

” “

慈

航普渡
” 之义

,

出资五十万元 �港币�
,

在阿育王寺建造净业堂
,

以供寺僧静修之用
。

自� � � 。年以来
,

短短十年之中
,

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往来之密
,

大大超过了唐
、

宋
、

元
、

明
、

清各代
。

在对外文化交流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方面
,

作出了自已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