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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共分为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与研究史；黄檗派与黄檗宗
；日本学界的研究；中国学界的研究；欧美学界的研究；明代福清黄檗山；隐元禅师复兴黄檗山；临
济宗黄檗派的形成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

作者简介

林观潮，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69年出生于福建福清东瀚镇文山村，1991年本科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04年博士
毕业于京都大谷大学佛教文化专业。
2010年出版专著《隐元隆琦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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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以上诸寺中，隐元住持黄檗山时间最长，前后两次累计达17年。
继密云圆悟、费隐通容住持黄檗山，使之成为临济宗道场之后，隐元接手再兴，重建伽蓝，弘扬临济
宗风，黄檗山万福禅寺逐渐成为东南一大丛林。
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应长崎在留唐人的恳请，隐元东渡日本弘法。
隐元于五月十日离开黄檗山南下，经莆田、泉州，六月三日进入中左所（厦门），住在仙岩，二十一
日从中左所埠头乘坐郑成功军队的贸易商船，起航前往日本长崎港，七月五日到达，六日住进长崎东
明山兴福禅寺。
 隐元在日本法化大行，先后住持四寺。
日本承应三年（1654年）七月至明历元年（1655年）八月，隐元受请住持日本肥州长崎东明山兴福禅
寺；明历元年（1655年）五月至八月，住持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明历元年（1655年）九月至宽文元
年（1661年）七月，隐元住持日本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
宽文元年（1661年）闰八月，隐元开创山城州黄檗山万福禅寺，担任住持。
宽文四年（1664年）九月，隐元退居于黄檗山内松隐堂，直至逝世。
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开创，促成了日本新兴禅宗“济家黄檗山万福禅寺派”的成立。
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明治政府基于宗教管理政策的规定，为禅宗黄檗派定名，公称为黄檗宗。
后世称之为黄檗宗，隐元也被尊为黄檗宗的开祖。
 宽文十三年（1673年）四月三日，隐元在京都黄檗山安详示寂，享年八十二岁。
时当国内清康熙十二年。
 隐元示寂前一日，日本后水尾法皇（1596—1860年）赠予封号大光普照国师。
此后，在每隔五十年的隐元远忌之时，日本皇室都追谥隐元，并成为惯例。
1722年，灵元上皇赐号佛慈广鉴国师。
1772年，后樱町上皇赐号径山首出国师。
1822年，光格上皇赐号觉性圆明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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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史论结合的形式，利用了大量一手资料，通过认
真解剖资料而做出谨慎的结论。
这种务实的考述结合的方法，对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求真求实的检验。
比如在研究中国黄檗山僧人的日本生活与弘法情况，在梳理其法脉相承等方面，作者不仅对这些僧人
做了事实的叙述，把历史进行了还原，还充分利用一些描写心理的资料，分析其内心世界。
这样的还原历史与分析心理相结合的研究，显示出一种好的学风，应该说在当前佛教研究中将会起到
一定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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