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巡礼探险家 求道者 能海大师 

  

能海宽的肖像 

能海宽的肖像 

被称为明治时期的三藏法师的能海宽，为取得禁书《藏文大藏经》，将其译为

世界通用语的英文版； 统括世界５亿佛教徒则设立世界宗教会议所，及设立佛

教大学，在酝酿这样的宏伟计划下，而横渡中国 大陆————从上海出发，沿长江

溯流而上，跋涉约一万二千公里，途径三峡、重庆、里塘、巴塘、成 都、西安、

兰州、青海、贵州、云南、丽江、中甸等，欲迈向西藏。然而在明治３４年４

月１８日给南 条文雄博士寄出一封书简后，在云南的一个深山处便从此下落不

明，成了不归的人。他虽未踏至圣地拉萨，但作为日本人，最早两次进入西藏

管辖下的四川巴塘和青海丹葛尔。而且所 幸的是，在巡礼旅行中，留下了许多

纪行记录、探险记录、佛典译作、日记和出纳记录等（都收录于 《能海宽著作

集》全１５卷里），这些有可能成为今后研究西域方面的重要文献。他作为西藏

巡礼探险家、佛教哲学家，明治元年５月１８日出生于金城町长田净莲寺。他

历经京都 普通教校、大学林文学寮（二者为今龙谷大学前身）、庆应义塾（今

庆应大学前身），于明治２６年７ 月毕业于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 

 聖地ラサまでは辿り着けなかったが、邦人として、最も早く西蔵領へ2回(四

川省巴塘・青海省タンガル)も初入国した。幸いにも、巡礼旅行中の紀行記録・

探検記録・仏典翻訳・日記・出納記録など（『能海寛著作集』全１５巻に収載）

が沢山残っているので、今後、西域研究をする上で重要な文献となり得る。 

 チベット巡礼探検家・仏教哲学者。明治元年５月１８日、浜田市金城町長 

庆应大学前身），于明治２６年７月毕业于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在京都 

普通教校就学期间，即从明治２１年１０月起就创立 ECS(English Composing Society:英文会），英译佛教典

籍，刊行在周刊物“NEW BUDDHIST”(《新佛教徒》)上，催生新教徒运动。在庆应义塾期间，发行月刊“Wisdom 

& Mercy”(《智慧与慈悲》)。更在明治３１年传承至境野哲海，于是新佛教徒运动得以极大的发展。著书有《世

界佛教徒》，译作有《般若心经》（梵藏汉英对照）、《西藏苯教》等。 

 

另外，能海宽资料３０００件之中，相关历史资料３５７件被指定为浜田市文物。 

 

“灭十字经”《藏文大藏经》 

 

随从游显甫(明治３２年) 

 

能海宽的部分将来品 

 

传牌（旅行证件） 

 

坚戈林庙（素描） 

 

能海宽的故乡：天顶山净莲寺 

 

 哲学馆毕业纪念（M26.7.7） 

 

 

翰林（骨笛） 

 

《智慧与慈悲》 

 

剑斗神（西藏佛像） 

 

英文杂志《智慧与慈悲》 

和英文日记《春秋日记》 

能海宽的肖像 



 

 

 

 

 

 

 

 

 

 

 

 

 

 

 

 

 

 

 

 

 

 

 

 

 

 

 

 

 

 

 

 

 

 

 

 

 

 

 

 

 

 

 

 

 

 

 

 

 

 

 

能海宽为佛教开国而指向西藏布达拉宫 

 

能海宽表彰碑及歌碑 

 

天顶山净莲寺与能海宽纪念树（市级天然纪念文物） 

 

   因生前的业绩而获得的称号 

 

《世界佛教徒》 

 

能海宽编纂的《图书馆目录》 

 
 

能海宽主办 ECS 会时的印章 

 
《能海宽著作集》共 15 卷、别卷（计 18 册） 

翻译的《金刚经》 

 

 

能海宽的自画像（素描）。 

还有比叡山、身延山、富士山、

稻田的故乡，伊豆七岛等的纪

行文，以及日记。 

 

紀行文・日記が多数あ 

 

 
 

能海宽之中国大陆旅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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