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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史资料的搜集保存与研究。相传中华民
族上古的著作，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按照传为孔子《尚
书序》的说法，里面记载了三皇五帝的“大道”，记载了夏商周的“大训”
等，则其价值，不仅在单纯的历史描述，更多的是人生哲学、社会经验
乃至安邦定国之宏图伟策。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中国重文史传统的影响，历代高僧大德，都

重视佛教历史著作的撰述。历代所传佛教史书可谓浩瀚广博，属纪传
体的，有梁代宝唱之《名僧传》、慧皎之《高僧传》等；属编年体的，有宋
代志磐之《佛祖统纪》、元代念常之《佛祖历代通载》等；近于纪事本末
体者，有宋朝赞宁之《大宋僧史略》，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佛教
与当时政权发生的联系、佛教对社会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说明，至今为大家推重。而禅宗数量众多的语录，不仅有禅师生平事迹
的记载，更多记载了他们对佛教的见地，对修行的心得，对丛林时弊的
针砭，对学人苦口婆心的接引。这样特殊的“灯录体”著作，至今仍成为
学修的宝山，也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
西园寺始建于元末，虽屡经兴废，但始终薪火相续，生生不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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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茂林律师住持西园，高标律帜，四众归心。清末广慧老和尚以三十年
之功重建西园，缁素景仰。当代高僧明开法师，“文革”中舍身护寺，史
册彪炳。当代高僧安上法师，组织才能卓越，名扬海内。这些高僧大德，
不仅学修精严，而且著述勤勉。《卍续藏经》中收录茂林律师所著《目连
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略解》、《毗尼日用录》，对研究明末清初的律学
思想，有着重要价值。明开法师不仅有《日记》存世，还留下重要手稿多
篇，为研究苏州佛教乃至当代中国佛教，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
称信史。类似的材料，西园寺还保存了很多。

1994年，西园寺就以“高标准、制度化、科学化、现代化和专业化”
作为指导原则，成立了档案室，并在 2001年，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先进
集体，被誉为佛教档案管理的模范。十多年来，我们秉承的理念，不仅
是保存文献档案，积累文化财富，更重要的是想利用文史资料的汇集，
为新时代的佛教寺院管理、僧众学修，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唐太宗
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宗教政策落实以来，佛教界虽然在寺院
的重建、人才的培养、教理的研究等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信仰建
设和学修实践等诸多方面，还需更进一步。
有鉴于此，我们将西园寺保存的相关文史资料汇集、整理、研究，

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窗口，让后学者明兴衰、知荣
辱、辨得失。对照先贤，策励后进，共同为佛教振兴发菩提心，立坚固
愿，修解脱道。以“从律仪生活中培养僧人形象，从禅定修行中增强信
心道念，从闻思经教中树立正知正见”的戒幢精神，为佛教培养内修与
外弘的龙象之才。如此，方可谓振起家风，真报佛恩也！

普 仁
2008年 11月

002



序

序

1983年我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毕业分配到西园寺，前后亲
近安老达十五年。在安老 1997年圆寂之后，我们一直想编辑安老生平
和相关资料与大家共享，回顾起来感受很深。在安老圆寂之际，他把自
己一生的学修，结合当今佛教以及西园寺道场的实际情况，在遗训中
提出了“道风、学风、家风”。我们根据老人家提出的指导思想，通过集
体智慧形成一套西园寺发展理念———“一二三育人工程”，也就是：坚
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戒为师”为根本原则的道风建设；强化二项实
践，即强化“以学导修、以修证学”为实践内容的学风建设；培养三类人
才，即培养“弘法、修证、管理三类人才”为重点的家风建设。晃然间安
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余年，这期间，在西园寺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寺院在
道风、教育、管理等方面进入全方位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基建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变化。兴建照壁、福德桥和智慧桥，恢复了历史上从正门进入
西园寺的传统；改造前花园和恢复山门殿、钟鼓楼，进入正门迎面而来
就是郁郁葱葱的青草与香樟，清净之感油然而生；对西花园改造，使得
“寺在园中，园即寺景”得到更完美的体现；研究所宿舍楼已于 2008年
10月投入使用，集教育、研究、弘法、管理、修行于一体的三宝楼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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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并投入使用，这两幢楼建筑面积总计达两万余平方米，是现代与
传统的结合，同时也完善了传统寺院的布局，又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近些年来，西园寺在各方面的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

成绩始终是在继承和落实好安老思想和精神的信念与动力下完成的。
安老童贞入道，持戒精严；淡泊名利，任劳任怨；知识渊博，重教育才；
高瞻远瞩，管理有方；心系佛教，学修有成。安老出生于辽宁绥中县，乃
书香门第，其父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明，其母也读过私塾，知书达理，由
于社会动乱和家庭变故，加上从小受到佛法的熏陶，他看清了世间的
无常，于 17岁那年依运广老和尚剃度出家，寻师问道，先后于天津、重
庆、四川、苏州等地参学和修行；即使在“文革”的困难时期，仍然坚持
自己的信仰；他一生严守戒律，精进修学。安老生活俭朴，淡泊名利，从
不计较个人得与失；生前曾对我们说“一个人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
椅子，就够了”，老人家对物质和名利看得非常的淡；明开老和尚在 20
世纪 80年代就提出让贤，安老总是恭敬谦让，直至 1994年 4月，明老
年迈体弱，力不从心，他才出任西园寺方丈。安老特别注重道风和文化
的建设，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勤奋好学，出家后又四处参学和苦
修，积累了深厚的教理知识和禅修素养。他在兼任灵岩山佛学院副院
长时，给我们讲授佛教史，他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并且善于与实际相
结合，深受学僧们的欢迎。他认为培养僧才，必须走院校的路，因此通
过多方努力，终于在 1996年 9月 1日，戒幢佛学研究所正式开学。研
究所的教育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们不能忘记安老为我们
打下的基石。安老不仅学识过人，而且具备非常强的管理与协调能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州佛教百废待兴，寺院与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为
了尽快使寺院恢复本应有的面貌，通过安老的努力，终于在 20世纪
90年代，实现僧人担任服务部主任，当时西园寺服务部有 80余名正
式职工，由此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僧人与职工之间不协调的关系。老人
家精通佛教法事仪轨，尤其是佛像开光、升座等重大法会活动，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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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担任全国性大型佛教法会的主持，其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博得
佛教界同仁的称赞，并被尊誉为“全国总知客”。安老把毕生都奉献给
了佛教事业，真正能善巧地运用“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法”，把佛法融
入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修行，在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功夫，他一生的修
行成就在生病住院直到临终之际得到非常好的体现。在当时情形下，
虽然身体承受着剧烈的苦痛，但是他丝毫不为病魔所缚，心态平静，头
脑清醒，思维敏捷。在住院期间，不仅对西园寺接班人作了明确的安
排，同时对苏州市佛教协会换届人选也做了建议，以及对自己的身后
事也做了托付。安老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正如他在遗嘱中写道“童贞
入道，身无常物，依常住而住，平生实无积蓄”，“一切衣物、日常用品等
全归常住所有，所有书籍类全部交西园寺佛学图书馆”，他用实际行动
给人们树立了榜样，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佛陀的教法，真正做到了“色身
交给常住，性命托付龙天”，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安老虽然圆寂了，但他的高尚品德与精神，

一直在影响着我，也一直在指导着西园寺道场的发展。通过十余年来
的努力，寺院在道风、教育、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过多年
筹备和兴建的三宝楼现已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安
老的精神，缅怀安老为我们作出的榜样，因缘成熟，纪华传博士发心编
著《戒幢律寺文史丛书》第二册《安上法师》一书。纪博士在武汉大学硕
士毕业后曾经参与戒幢佛学研究所教学部工作，十年来一直关心研究
所和寺院的文化建设，对西园寺有相当的了解，由纪博士来编著本书，
我感到非常地合适。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老人家的生平，记述
他平凡而又高尚的一生；其二是老人家自己写的八万多字的资料，这
些资料是他生前主持省市佛协的工作以及苏州佛教古籍善本整理和
当时的佛教概况。整理安老资料并成书出版，目的是希望西园寺全体
僧众和参与西园寺发展的各界人士都能够进一步了解安老为佛教奉
献的一生。作为西园寺僧人，应该知恩、报恩、感恩、念恩，不忘安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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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为道场、为众生精进不懈的精神，发菩提心，勇猛精进，荷担如来
家业，为佛法弘扬以及人类心灵的净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以报答安老
的恩德。是为序。

普 仁
200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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