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跡尼寺法華寺 

 

佛教在日本的傳播過程中，法華寺的創立者光明皇后（701-760）的貢獻舉足輕重。

門跡法華寺建在皇后父親、顯赫貴族藤原不比等(659‒720)的大宅第內。光明皇后的丈夫

聖武天皇（701-756）指定東大寺為「總國分寺」，光明皇后指定法華寺為「總國分尼寺」。

13世紀至 16世紀間，眾多皇室和貴族女兒均入寺為尼修行。 

「華」通「花」，法華一詞可釋義為「法之花」。光明皇后鼓勵寺中女子習花道，亦

即插花，法華寺禦流作為日本花道流派之一延續至今。光明皇后虔心向佛，不僅照看寺

中女子，更立誌兼濟世間不幸之人。她開設診所，為孤兒和殘障人士提供庇護所。傳說

她曾於寺中的「空風呂」（類似三溫暖）為上千病人洗滌汙垢。此浴室 1766 年重建，至

今仍存於寺院中。 

寺中其他重要文物還有十一面觀音像及維摩居士像，二者均為國寶。法華寺庭園以

燕子花聞名，名列國家指定史跡。寺中本堂（正殿）、南大門、鐘樓堂的建造歷史都可追

溯至 17世紀前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