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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灵隐寺与中日文化交流

骆 寄 平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
,

位于杭州飞来峰下
、

天竺山麓
。

初创于东晋
,

发展于五代
,

兴盛于南宋
,

迄今已一千

六百多年
,

是杭州最早创建的一座禅寺
。

它历史悠久
,

建筑宏伟
,

僧侣众多
,

高僧辈出
,

石刻精湛
,

景色幽

邃
,

驰名中外
,

很早就列为江南禅院
“
五山

”
之首 ( 当间禅院有五山十刹之说 )

,

是广大佛门信徒和旅游者

向往的朝拜圣地和游览胜境
。

灵隐寺与外国的佛事交流
,

也有悠久的历史
。

东晋印度高僧慧理来杭州创建寺后
,

从此
,

高僧参学
,

和

尚取经
,

中外佛门信徒友好往来不绝
。

其中特别与 日本的交往
,

尤为频繁
。

隋唐年间
,

日本派使者
、

高僧来中国留学
、

取经
,

据有文字记载不下十五次
,

其中人数较多的有三次
。

玄宗开元四年 ( 公元 7 16 年 )
,

来华五百五十七人
;

开元二十年 ( 公元 73 2年 )
,

派来五百九十四人 ; 文宗大

和八年 ( 公元 8 34 年 )
,

来华六百五十人
。

这些使者
、

学者
、

高僧
、

佛徒来中国访问
,

其中大多数都到过灵隐

寺
,

回国后把中国佛教的各宗派
,

灵隐寺的禅宗教义
,

介绍给 日本宗教界
,

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五代吴越
、

南宋时期
,

朝廷崇奉佛教
,

促使杭州佛教事业的兴盛
。

大批外国使者
、

佛徒来杭州访间
。

拜

渴灵隐寺
,

参学高僧
。

每年正月朔旦
,

大朝会后
,

朝廷总要陪同诸国使者拜佛烧香
,

游览灵隐
、

天竺一带胜

地风光
,

这时期的灵隐寺
,

规模宏大
,

居杭州四大丛林之首
,

声誉日隆
,

驰名海外
,

因此外国佛徒慕名前来

者众多
。

日本僧侣也纷纷来寺拜渴
、

求教
、

取经
、

留居
,

短则数月
,

长则三
、

五年
,

佛事兴盛
,

达到顶峰
.

宋孝宗乾道七年 ( 公元 1 1 7 1年 )
,

日本名僧觉阿与其弟子金庆来灵隐寺
,

拜瞎堂慧远方丈为师
,

在灵隐寺修

学
。

公元 n 75 年返回日本
。

离杭时
,

觉阿禅师赠慧远住持水晶降魔杆一根
,

念珠二串
,

彩扇一把
。

觉阿归国

后
,

信仰禅宗
,

当时高仓天皇得悉其高风
,

曾召入宫中
,

垂询禅宗要义
,

引起日本佛教界的极大注意
。

淳熙

十四年 ( 公元 1 1 8 7年 )
,

日本高僧明庵荣四第二次来华
,

拜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禅师为师
,

又去天台山万年

寺学禅
,

此后往宁波天童寺承续法统
,

宋孝宗赐号
“
千光法师

” 。

公元 1 1 9 1年回国
,

接受平政子
,

源赖家的

阪依
,

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
。

他在京都修建仁寺
,

为建仁寺开山祖佩 后又开镰仓寿福寺
,

大力宣扬禅风
,

为日本禅宗的倡始人
。

宁宗庆元五年 ( 公元 1 1 9 9年 )
,

日本名僧不可弃俊蕊曾来杭州灵隐寺
、

余杭径山寺取

经多年
,

回国时
,

在杭州购买大批佛经
、

书籍与儒学名著
,

回国后
,

创建京都泉涌寺
,

重兴律学
,

为旧本律宗

中兴之祖
。

宁宗嘉定十六年 ( 公元 1 2 2 3年 )
,

日本高僧道元来华
,

经灵隐寺
,

挂锡宁波天童山景德寺
,

再访

阿育王山广利寺
,

又归天童山长翁如净
,

得印可
、

衣法
、

顶相
、

嗣书等
,

受曹洞宗正肌
。

公元 1 2 2 7年回国
,

先在山城草开创兴圣寺
,

又建永平寺
。

当时磋峨天皇授予紫衣
,

封号
“
大师

” ,

立曹洞宗
,

为日本曹洞宗高

祖
.

据 《 中日文化交流史 》 载述
,

这时期 日本高僧来杭州灵隐寺渴拜的还有园尔辨园
、

无关普 门
、

寒岩义

尹
、

约翁德俭
、

荣尊
、

法心
、

了心
、

湛慧
、

湛海
、

敬念
、

觉心
、

静照
、

慧云
、

义介
、

绍明
、

帷山
、

尔 然 等

人
。

据中国史书记述
,

宋宁宗嘉定八年 ( 公元 1 2 1 5年 )
,

灵隐寺僧德明
,

从山中误采
“
奇菌

”
煮食

,

毒死十

余人
,

当时正在灵隐寺取经的 日本东京光胜寺僧定心
,

亦不幸死亡
,

此事 日史中亦有记述
。

元代中日佛事往来
,

仍络绎不绝
,

拜竭灵隐
、

天童
、

天目山等名刹的 日本国高僧
、

大德和尚众多
。

成宗

大德九年 ( 公元 1 3 0 5年 )
,

日本高僧德见法师来华参拜灵隐
、

天童
、

径山诸寺
,

正值沿海委寇焚劫宁波
,

被

嫌疑扣捕
,

送关洛阳白马氛 后释放
,

在中国住了整整四十五年
,

于公元 1 3 49年回国
。

大德十 一 年 ( 公 元

1 3 0 7年 )
,

日僧友梅幻空法师
,

历访中国名山大刹
,

拜渴灵隐寺后去湖州道场山万寿寺
,

途中疑为间谍
,

关

押于湖州狱中
,

又流放西蜀
,

后赦放
。

元文宗即位
,

请他住长安翠微寺
,

赐法号
“
宝觉真 空 禅师

” ,

公 元

·
]

_

2 8
·



1 3 2 9年回国
,

创建法号寺
,

还庄京都万寿
、

建仁诸寺修行
。

泰定三年 ( 公元 1 3 2 6年 )
,

日僧契闻法师历游灵

隐
、

净慈
、

天台山等名刹
,

参渴诸长老
。

一 日
,

游钱塘江被疑为日木细恨 捕送武昌
,

后释放
,

回国后住持

武藏的瑞应寺
、

骏河的清见寺
。

至正八年 ( 公元 1 3 4 8年 ) 和至正二十三年 ( 公元 1 3 6 3年 )
,

日本名僧无我省

吾
,

三次来杭州
,

参拜灵隐寺长老
,

历访禅风
,

后 明太祖闻其德风
,

召 见问法
,

赐 以紫衣
、

珊瑚念珠和
“
菩

萨
”
称 号

。

元代
,

前来拜渴灵隐
、

径山
、

夭日山诸寺的高僧
,

有记载的还有祖 雄
、

居 中
、

宗 己
、

元 晦
、

大

智
、

明千
、

本净
、

印元
、

天觉
、

宗然
、

园旨
、

玄素
、

慈均
、

妙在
、

道皎
、

景印
、

宗可
、

园明
、
一清

、

周 及
、

海寿等数十人
。

明
、

清时期
,

日本国佛徒来灵隐寺人数迅速增加
。

太祖洪武元年 (公元 1 3 6 8年 )
,

日本高僧中津绝海
、

良用汝

探
、

中恕如心等长老
,

先后都参渴过灵隐寺
,

并到各地名刹取经
,

蒙受明太祖的接见
。

绝海禅师公元 1 3 7 8年

归国
,

在阿波开创宝冠寺
,

后去京都住持相国寺等
。

洪武中叶时期
,

日僧权中中翼在杭州中天竺寺作藏主
,

常在灵隐寺设座讲经
,

于公元 1 3 7 3年回国
。

丙代日本僧侣 来灵隐寺参渴的同时
,

灵隐寺的大德也去日本弘法
,

频繁的交往
,

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

谊和文化交流
。

如
:

兀庵普宁 ( 公元 1 1 9 7一 1 2 7 6年 )
,

自幼出家
,

曾任灵隐寺首座
。

宋理宗景定元年 ( 公元

1 2 6 0年 )
,

东行去 日本
,

先到博多圣福寺
,

转京都东福寺
,

会见园尔法弟
,

后又住建长寺
,

倍受日本僧俗崇

敬
口

公元 1 2 6 5年留有一渴
: “

无心游此国
,

有心复宋国
。

有心无心中
,

通天路头活
。 ”

返回祖国
。

大休正念

( 公儿 1 2 1 5一 1 2 8 9年 )
,

温州永嘉人
,

在灵隐寺出家修行
。

宋度宗咸淳五年 ( 公元 1 2 6 9年 )
,

被请东渡日本
,

注持禅兴寺
,

又历住持诸大名刹
,

开创镰仓的净智寺
,

后在正规寺园寂
,

溢
“
佛海禅师

” 。

无学祖元 ( 公元

1 2 2 6一 1 2 8 6年 )
,

浙江郸县人
,

俗姓许
,

在杭州净慈寺出家
,

又向灵隐寺的石溪心月禅师参学
。

宋祥兴末年

( 公兀 1 2 7 9年 ) 八月夫 日木讲学
,

住建长寺
,

大力宣扬禅风
,

并开创园觉寺
,

为该寺开山祖师
,

谧号
“

佛光

匡{师
”

。

明极楚俊 ( 公 元 1 2 6 4一 1 3 3 8 年 )
,

浙汪宁波人
,

俗姓黄
。

出家苏州灵岩寺
,

后人灵隐寺学经
。

元文

宗天肠二年 ( 公元 1 3 2 9年 ) 与竺仙梵仙同去日本
,

受天皇召见
,

宫中问法
,

诏命住持南禅寺
、

建仁寺
,

后 去

乓库县 创建广严寺
,

影响甚广
。

竺仙梵仙 ( 公元 1 2 9 2一 1 3 4 8年 )
,

浙庄宁波人
,

号来禅子
,

在灵隐寺受戒
,

与明极楚俊同去 日本
,

住持净妙寺
、

净智寺
,

又在三浦开创无量寺
,

后又奉诏住持南禅寺
、

建长寺等
。

此外
,

灵隐寺 与 印度
、

逞岁 ( 今泰国 )
、

交阶 ( 今越南一带 )
、

真腊 ( 今柬埔寨 )
、

阁 婆 ( 今 爪 咔

带 )
、 一

只佛齐 ( 今苏门答腊东南部 )
、

高丽 ( 今朝鲜 ) 等国都有佛事往来
。

( 上接第 1 07 页 ) 变化
、

自然环境
、

经济活动
、

生活
一

诊奏的 变化
.

出现某类犯罪活动增多或减少的现象
.

我

们称之为犯罪 季节性规律
:

}11于商
!
异

,
经济发展的地 !刃队差异

,

出现沿海交通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
.

内

地交通不便的农村
、

山区经济相对不发达
,

使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相差 悬殊
,

犯罪活动呈现
一

定的区域性
,

我

们称它为犯罪的区域性规律
;
山于衬

一

会变革
、

经济发展
、

社会政策和 自然灾害带 来 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控

制力 的变化
,

乙
一

较长时期内 可以发现犯罪活动的周明性变动
,

我们称之为犯罪周期性规律
。

犯罪活动的规律

具有系统性
, `

它是 由许多子 系统组 )〕丈的
,

有以政治
、

经济
、 _

交化
、

自然灾害影响犯罪规律
,

有犯罪活动本身

固有
’

的犯罪类型
、

犯罪方式
、

犯罪手段等规律
,
就犯罪类型研究

,

有盔窃
、

抢劫
、

强奸
、

咋骗
、

凶杀等犯罪活

动规律
;
而盗窃犯罪活动

,

泛有扒窃
、 “
白闯

” 、

盗包
、

撬盗保险箱等犯罪活动规律
,

等等
。

我们发现和掌握

j
一

犯罪活动的规律
,

就能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犯罪 的对策
,

既可以有操作性
,

又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

这

就要求我们加强犯罪理论研究
。

( 作者系浙江省犯罪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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