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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林
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

一

兩年前，蒙陳繼東教授惠贈新作《小栗栖香頂的清末中國體

驗—近代日中佛教交流的開端》（以下簡稱「《小栗栖》」），邇

來每有閒暇，便披閱瀏覽。在為研究生班開設的「中日關係史」課

堂上，也將此書列為宗教交流史的參考資料之一。

《小栗栖》一書是陳繼東繼《清末佛教研究—以楊文會為核

心》（山喜房佛書林出版社）的第二部日文著作。前者考察清末中

國佛學家楊文會（1837–1911）與日本佛教界的交流，論述其學說

對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後者研究日本淨土真宗僧人小栗栖香頂

（1831–1905）來華布教活動的事蹟和文化意義。雖然兩部著作所討

論的對象不同，但歷史背景相互交織、問題意識彼此呼應，讀來引

人入勝。平均超過 700 多頁的這兩部鴻篇巨制，以平實的筆法、可

靠的資料和嚴密的論證將中國和日本的兩位宗教人士在清末民初的

各種文化活動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及其歷史意義等極為清晰地展

現在讀者面前，也是近年該領域不可多得的學術成果。鑑於筆者佛

教研究的知識有限，此文謹在筆者所理解的範圍內就《小栗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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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內容、學術意義及與之相關的問題加以介紹和陳述，希望藉此

為感興趣的讀者提供有用的資訊。

二

《小栗栖》一書緣起於陳繼東以楊文會為中心對清末佛教的調查

過程。在通過偶然的機會獲得了小栗栖的相關資料後，作者首先與

語言文化史學者陳力衛教授合作編譯了《北京紀事．北京紀游》。

該書作為「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叢書中的一冊，於 2008 年由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在序篇中，陳繼東曾就關注小栗栖香頂的緣由、編

譯其遺作的動機以及小栗栖個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做

了介紹，於茲不贅。如果說前者是面向中國讀者的普及性介紹，後

者則是以研究者為對象，用更充實的資料從更廣泛的角度對該歷史

人物及其時代的深入探討。

《小栗栖》一書主要由「研究篇」與「資料篇」兩部分組成。「研

究篇」分為以下各項：

緒論

研究目的

小栗栖香頂的人物描述

小栗栖香頂的著作

《北京紀事》與《北京紀遊》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 旅行與生活的足跡—從幻想到現實

上海的衝擊

在天津的動搖與決心

首都北京的景象

作為生活者的觀察

北京語學習經歷

第二章 三國佛教共同體的構想—真宗布教與改造中國佛教

作為他者的中國佛教—《日中大叢林日課二十三問》

真宗的中國布教戰略—《支那開宗見込》

三國佛教同盟之夢—《北京護法論》

在中國傳佈親鸞的教義—《南京語說教》

結論

《小栗栖》一書的「資料篇」主要內容如下：

《北京紀事》現代日語譯文

《北京紀事》整理本

《北京紀事》影印原本

附錄：明治初期日本僧人的漢語體驗：成城大學教授   陳力衛

「研究篇」的第一章主要以遺留的資料還原和再現小栗栖在中國

的生活經歷及其見聞。資料內容顯示，小栗栖赴華學習和布教的數

年間，自始至終沒有把自己作為旅行者看待，而是栖身於北京底層

社會的市井生活之中。他長期寄居在北京最便宜的旅館以及混居於

各色人等之間的生活經驗，為他以後的在華布教設想所具的針對性

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篇」的第二章，也是《小栗栖》一書最為重要和精彩的部

分。作者通過對四種文獻：《日中大叢林日課二三問》、《支那開宗見

込》、《北京護法論》、《南京語說教》的介紹和分析，梳理和闡述了

小栗栖赴華布教的基本態度和觀念乃至不同時期之間的微妙變化。

例如，《日中大叢林日課二三問》記錄了小栗栖與北京龍泉寺住持本

然圍繞中日佛教之異同等問題的對話內容。《支那開宗見込》則主要

就如何在中國布教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見込」一詞為日語，意為

「估測，預測」。該文獻基本站在日本為文明國家，中國為落後國家

的立場，如何令處於領先地位日本佛教（淨土真宗）傳到中國，最終

實現中國佛教的真宗化做了詳細的論述。另一部文獻《北京護法論》

是針對上述構思提出的具體方案。其中顯示了小栗栖對中日佛教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