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泽庵宗彭 

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建造了万松山东

海寺，并邀请17世纪初著名禅宗僧侣“泽庵宗彭”担

任首任住持。泽庵宗彭在1573年出生于但马国出石

（现在的兵库县丰冈市），在京都及其周边地区过着

贫困的生活，进行修行。1609年，泽庵宗彭出任京都

大德寺第153代住持，之后因批评江户幕府的宗教政

策，在1629年被流放到出羽国（现在的山形县和秋田

县）。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去世后，在大僧正天海等人

的尽力之下，泽庵的流放之罪获赦，回到江户。回到

江户的泽庵受到德川家光的极大信任，德川家光1638

年颁布了为泽庵兴建新寺院的计划，次年在御殿山的

南面创建东海寺，邀请泽庵担任首任住持。 

泽庵除了佛教之外，更精通书法、和歌、茶道、

剑道、兵法、医学等各种知识。茶道方面，他与千宗

旦、小堀远州熟识；剑道方面，与柳生宗矩、宗冬父

子来往，可说是在各个领域都与名人有着深交。

1645年，泽庵写下“梦”一字后，便离开了人世。

东海寺的墓地中安放着一块天然的大石，据传该处即

是小堀远州所筑的泽庵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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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寺院内 

东海寺占地约15万7000平方米，拥有广阔的土地。

寺内在全盛时期建造的“塔头”多达17座，其中还有

大名兴建的塔头，如：信浓（现在的长野县）松元城

主堀田正盛的临川院、小滨藩（现在的福井县小滨市

周边地区）藩主酒井忠胜的长松院、熊本藩（现在的

熊本县熊本市周边地区）藩主细川光尚的妙解院、园

部藩（现在的京都府南丹市周边地区）藩主小出吉亲

的云龙院、出羽藩（现在的山形县和秋田县）藩主土

岐赖行的春雨庵等。此外，过桥跨越目黑川，有一个

邻近寺院发展的城区。

东海寺在1694年3月品川宿发生的火灾中不幸全

数烧毁，但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与其母桂昌院立即对

其进行了重建。 

现在的东海寺由过去的塔头“玄性院（原名临川

院）”继承了东海寺的名称。

▲东海寺绘图（1660 年，东海寺藏品） 东海寺藏品中最为古老的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