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澤庵宗彭 

江戶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建造了萬松山東

海寺，並請活躍於17世紀初的禪宗僧侶「澤庵宗彭」

擔任首任住持。澤庵宗彭於1573年出生於但馬國出石

（現今兵庫縣豐岡市），於京都及其周圍地區過著貧

苦的生活，累積修行。於1609年出任京都大德寺第

153代住持，之後因批評江戶幕府的宗教政策，於

1629年遭流放至出羽國（現今的山形縣和秋田縣）。 

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去世後，在大僧正天海等人

的努力之下，澤庵的流放之罪獲得赦免，並回到江戶。

德川家光非常信任回到江戶的澤庵，1638年家光頒布

了為澤庵興建新寺院的計畫，翌年於御殿山南方創建

東海寺，請澤庵擔任首任住持。 

澤庵除了佛教之外，更精通書法、和歌、茶道、

劍道、兵法、醫學等各種學識。茶道方面，他與千宗

旦、小堀遠州熟識；劍道方面，與柳生宗矩、宗冬父

子來往，可謂於各個領域都與名人有所深交。 

1645年，澤庵留下「夢」一字後，即離開人世。

東海寺的墓地中，安放著一塊天然大石，據傳該處即 

為小堀遠州所築的澤庵之墓。

▲澤庵宗彭的肖像 東海寺藏品 

▲澤庵宗彭之墓

▲據傳為澤庵宗彭最後的墨跡《夢》 東海寺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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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寺與澤庵 



東海寺院內 

東海寺佔地約157000平方公尺，擁有寬廣的土

地。全盛時期建造的「塔頭」於寺內多達17座，其中

還有大名家所興建的塔頭，如：信濃（現今的長野縣）

松本城主堀田正盛的臨川院、小濱藩（現今福井縣小

濱市周圍地區）藩主酒井忠勝的長松院、熊本藩（現

今熊本縣熊本市周圍地區）藩主細川光尚的妙解院、

園部藩（現今京都府南丹市周圍地區）藩主小出吉親

的雲龍院、出羽藩（現今的山形縣和秋田縣）藩主土

岐賴行的春雨庵等。此外，過橋跨越目黑川，便是鄰

近寺院發展的城區。 

東海寺因1694年3月發生於品川宿的火災不幸全

數燒毀，但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與其母桂昌院立即著

手重建。 

現今的東海寺為過去的塔頭「玄性院（原名臨川

院）」繼承其名。

▲東海寺的繪圖（1660 年，東海寺藏品） 東海寺藏品中最為古老的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