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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淨土真宗的歷史背景 

日本平安時代（782～1191）。鎌倉時代（1192～1333）。 

在平安時代末年，法然受唐代淨土宗善導教說的啟示而歸入專修念佛，並

教導貴族與庶民去歸依阿彌陀佛、崇信他力往生。法然門人親鸞，在法然教團

被彈壓之際，被流放至越後，獲赦後，在關東繼續布教及思索，徹底弘揚他力

信仰。以法然為祖師的宗派，稱為淨土宗；以親鸞為始祖的宗派，名為淨土真

宗。～《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源空，亦名法然上人（1133～1212），十三歲登比叡山，學天臺教。後又

遊歷諸方，參訪碩學，頗有才學之譽。仁安三年（1168）以後，隱居比叡山之

黑谷，尋覓出離之要道，披閱源信的《往生要集》，又見善導的《觀無量壽經

疏》中所說：「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但能念念不

捨，是名正定之業。」因而皈命，專修念佛。是年源空四十三歲，後人即以之

為淨土宗的開教之年（1175）。 

自此之後，源空即下比叡山，大弘專修念佛之教，發展極為迅速。在平安

時代的淨土行者，尚修其他諸法，源空則排除一切雜行，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

佛，此為淨土教之純化及簡化。六十五歲時，嘗受關白九條兼實之請，著有《選

擇本願念佛集》二卷，說明他的宗教思想。 

源空的新宗既能受到眾多人們的歡迎，其他各宗包括南都及北嶺（比叡山）

的徒眾，即起而反對。比叡山一派於元久元年（1204）集議制止專修念佛之流

行；南都方面則以源空輕忽佛戒，好謗他宗，排斥餘行的理由，於元久二年向

朝廷奏請糾彈。故到建永二年（1207），朝廷即宣令取締，並處源空師徒於重

刑：計判死刑者四人，流刑者源空等八人。至建曆元年（1211），源空蒙赦歸

京都，住於東山大谷，但他已是七十九歲的人了，第二年即示寂於彼。在他死

後，他的自由教團，雖仍屢受舊派的迫害摧殘，然他畢竟是成功了。寬元二年

（1244）賜號通明國師，元祿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東山天皇諡號圓光大師。

滅後五百年，又由中御門天皇賜號東漸大師。  

源空的門下很多，並且各自成派立宗。例如：聖光房辨長上人開出淨土宗

鎮西派，善慧證空上人開出淨土宗西山派，皆空房隆寬律師開出長樂寺流，覺

明房長西上人開出九品寺流，成覺房幸西上人倡導一念義，尤其又有親鸞聖人

開出了淨土真宗的新興宗教。由西山流又分出了一遍上人所創的時宗。 

淨土宗、淨土真宗、時宗，乃由源空系下分張設教的三大流，迄今仍為日

本佛教最大的宗派者，也唯源空系下的門流而已，可見源空之對日本佛教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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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大了。 

源空寂後二十七年，一遍（1239～1289）出世，七歲即學佛典，十五歲出

家，其後登比叡山學天臺，因感與末法時機相應的唯一法門，乃是念佛，遂投

聖達門下，取名智真，改學淨土教達十二年之久（1252～1263）。聖達是西山

流祖證空的弟子。又結草庵閉門稱名者三年，以有證得，出而遊行全國，廣弘

念佛之義趣。隨身所帶者為本尊彌陀及其正依之淨土三部經。就其偏重而言，

恰與源空、親鸞，各得其一：源空以《觀無量壽經》為中心，親鸞以《大無量

壽經》為中心，智真則以《阿彌陀經》為中心。以《阿彌陀經》中的「臨命終

時」之句，一遍自呼其同修道侶為「時眾」，因號其派為時宗。他的時眾在他

死後，均能繼承其遺風，以度遊化生活為原則。後來有了寺院，乃呼其住持為

遊行上人，以表不忘其創祖不住寺院的精神。 

親鸞（1173～1262 年），號為善信房，又稱愚禿。初為比叡山常行堂的

堂僧，建仁元年二十九歲時，依源空之教專修念佛。承元元年（1207）朝廷宣

令禁止念佛，與源空同被判處流刑，配於越後國。在那裡先後住了五年，其間

沈思默察，深有感悟。鑑於平安時代，有一位沙彌空也，弘揚念佛，而他自己

則因於流放期間蓄妻而成了非僧非俗，故稱愚禿。他於獲赦之後，移住於關東，

以常陸為其中心，弘通念佛，凡二十年。 

親鸞的代表作是《淨土真實教行證文類》六卷。自五十二歲起，經過不斷

的修訂，到七十五歲時，始告大成。一般人以為源空與親鸞的宗教思想，都很

平易淺近，實則，他們在實踐方面固然極為平易，是所謂易行道。但其宗教的

體系，絕不平易，乃係經過信解行證的思想歷程而產生的。所以，如果缺乏準

備的知識，要想理解親鸞的這部大作，殊不容易。 

淨土真宗及日蓮宗，是日本的特產，可謂是日本自己的佛教，正像禪宗是

中國文化的佛教產物。所謂是新宗派的新風氣，由於念佛的民眾化，遂使貴族

佛教推展而成為民眾的信仰；由於街頭傳道，乃至勸人隨處念佛及唱經題的結

果，佛教的中心，遂由寺院開放，而普及於全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於新宗的源空、親鸞、一遍、日蓮等主張婦女同樣可得信仰的救濟，遂

一反從來重男輕女，乃至凡為靈山聖境，都列為女人的禁地的思想；道元對輕

視女性，亦評為「此唯誑惑世間至愚之人」。 

～聖嚴《日韓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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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鸞（1173～1262）：日本淨土真宗之開祖。又名綽空、善信。京都人，

日野有範之子。四歲喪父，與弟同由伯父范綱收養。八歲時，母親死去，悲慟

不已，逐漸有出離塵俗之志。九歲出家，登比叡山，任為堂僧，並修習惠心流

之教學。二十九歲離開叡山，到南都研究三論、法相諸宗之學，又至京都六角

堂「參籠」（日本式的閉關）修行百日，後聞說「法然源空」弘揚念佛易行法

門，乃至吉水拜謁法然，並成為法然之弟子。不久，得法然許可，娶藤原兼實

之女玉日為妻，此即為真宗「帶妻制」之起源。承元元年（1207），朝廷下旨

禁止專修念佛，法然之教團被迫解散，法然亦被流放至土佐國（高知縣），親

鸞則被流放至越後國（新潟縣）。「親鸞」之名，即被流放至越後國後才取的。

在流放之前，他名為「善信」。在越後的數年間，親鸞過著非僧非俗的生活，

並自稱「愚禿親鸞」。 

建曆元年（1211）十一月，親鸞遇赦。建保二年（1214）春，他偕妻子到

常陸國（茨城縣），此後二十年間，主要是向關東地區的農民宣揚本願他力信

仰。寬熹三年（1231），在臥病之時，突然體悟到自力之不可恃，以及即使是

信仰彌陀本願或稱念彌陀名號，也都是彌陀誓願之力所賜。由此全新的體驗，

他乃發展出「惡人正機」及「諸佛等同」的教理。由於他在關東佈教二十年，

終於使信仰本願他力的眾人，形成一個以他為中心的集團。 

文曆二年（1235），由於鎌倉幕府對念佛者的取締愈來愈嚴，因此親鸞又

偕其妻女回到京都。其妻女中，除么女覺信尼之外，其餘都在建長八年（1256）

之前，歸回家鄉越後國。此後的親鸞，生活極為拮据，日常所需皆仰其弟子接

濟。但在此困窘時刻，他完成了十部以上的著作（《教行信證》大致是在關東

時代完成的，而《三帖和讚》、《淨土文類聚鈔》、《愚禿鈔》等書則是在此

期間內陸續完成）。在這段期間，精神生活方面，他雖然安於本願他力的信仰，

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卻屢遭不幸。由於其長子善鸞提倡異說，他不得不與之斷

絕親子之情，而么女覺信尼婚後生育二子即成為寡婦，他也不得不代為照顧。

弘長二年十月，親鸞染恙，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九十。遺骨葬於東山大

谷。明治九年（1876）諡「見真大師」號。親鸞一生有二妻四子三女。他在東

北傳法時，其元配玉日於京都逝世，乃再娶三善為教之女為妻。此女即惠信尼，

曾為親鸞生下三男三女。～《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