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龍王寺 

 

海龍王寺建於飛鳥時代（552-645），供奉佛教護法天神毗沙門天。朝中權貴藤原不

比等（659-720）繞寺建造宅第，形成合圍。公元 731 年，其女光明皇后（701-760）更

寺名為「海龍王寺」。 

據早期相關文獻記載，8 世紀的佛僧玄昉對該寺歷史影響深遠。玄昉作為留學僧，

奉敕渡海入唐學佛求經。歸國途中，所乘船只遭遇風暴，玄昉不斷念誦《海龍王經》等

經文終得以脫險，攜帶 5000 卷珍貴佛經平安返回海龍王寺。他出任寺院住持，並在此

創立日本首所寫經場，寺院名稱也由《海龍王經》而來。此後千余年，海龍王寺逐步衰

落，經歷應仁之亂（1467-1477）、慶長地震（1614）以及 1870 年代的廢佛毀寺運動等

多次破壞後幸存至今。 

最近一次對海龍王寺的翻修復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寺中存有多件國家重要文

化財產，包括十一面觀音像和五重塔。許多遠渡重洋或出國留學者行前都要來寺祈求平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