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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建造活人剑可以从建议设置活人剑的可睡斋第 48

代方丈日置默仙所写的副碑文“施德活人剑碑”上有所了解。

根据碑文讲述，建设活人剑的目的是为了表彰在日清战争结束

之时以高超的医术拯救了国难的陆军军医总监佐藤进（顺天堂

第 3 代堂主）的伟绩，以及为纪念两国的战死者以及病死者而

建造的。 

明治 28 年（1895 年），为签订日清两国之间的媾和条约，

大清国媾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来日访问。在离开谈判会场返回住

宿之处的路上，发生了李鸿章被暴徒袭击的事件，此事件震撼

了全国。当时，受天皇之命给李鸿章治疗伤病的正是佐藤。在

李鸿章的伤病就要治愈的时候，在李鸿章和佐藤之间发生下面



一段对话。这段对话被刻在活人剑台座的圆柱形石碑之上。 

此圆柱形石碑是由名的宗教家，修证义的编者大内青峦的

撰述而书写的。 

 

李鸿章对总是穿军服并佩着刀剑的佐藤问道，”医生在工

作时为什么需要刀剑呢？” 

佐藤回答说，”这是一把活人剑，我拿着它日夜和百病战

斗，百战百胜。” 

对此回答，李鸿章深受感动。 

之后，关于活人剑的这段故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佳话。佐

藤之所以能临机应变地用活人剑回答李鸿章的疑问是因为他

曾在可睡斋日置禅师的前任方丈西有穆山禅师的的手下学过

禅宗。日置禅师从这段佳话里感到活人剑和可睡斋之间缘分不

浅，于是就建议并建成了可睡斋活人剑。剑是由代表明治时代

雕刻文化的雕刻家高村光云制作的，但是在第 2 次世界大战中

这把剑被交公，只剩下剑的台座的圆柱形石碑以及作为副碑的

石碑，副碑上面刻有李鸿章赠写给佐藤的七律诗以及施德活人

剑碑文。 

在那首七律诗中，李鸿章以谈古论今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当

时的苦衷的同时，也怀着对佐藤的感谢的心情以“妙手回春”

这四个字来称赞佐藤，“妙手回春”在中国是对医生的最高评

价的称赞之词。 

今天我们迎来了活人剑再建之日，剑是由当代名手宫田亮

平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制作的，剑的设置场所移到了山门旁边的

景胜之地。另外，我们对原来设置活人剑的地方也进行了整修。 

 

2016 年（平成 28 年）3 月吉日  活人剑再建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