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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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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为孔子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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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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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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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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
炳史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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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续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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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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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于 1980年到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读书，后由组织上统一安
排到西园寺依明开大和尚剃度出家，1983年毕业又被分配到西园寺
亲近明老，前后十余年。明老于 1994年圆寂，距今已十五年，回顾起来
历历在目。他老人家的持戒精严、坚强意志、做事认真、低调处事和宽
广胸怀，对我的影响和启发，可以说尽未来际，终身难忘。明老一生持
戒精严，行持严谨，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在主持
省、市佛协期间特别注重僧人的道风建设。从相关资料以及亲近明老
的过程中得知，明老在“文革”期间舍身护寺，使得西园寺 800余尊佛
像和六万多册古版经书得以保存，即便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耳朵被
打得鲜血直流，他那坚强意志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明老做事认真，
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苏州市佛协工作，80年代宗教政策落
实时又兼任江苏省佛协会长二届十年；当时苏州有二百多所寺院，为
了便于管理和给后人保留资料，明老对这些寺院都进行实地考察和登
记，现在苏州市佛协档案室可以查到他当年亲笔记录的资料。由此可
见明老对待工作认真，在任期间，在各种会议中都特别强调道风和教
育的重要性，注重僧人道德和威仪的养成。今天的苏州佛教事业欣欣
向荣，离不开明老为我们奠定的基础，因此我经常回忆起在明老身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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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滴记忆，他的一言一行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音容时常浮现在我
眼前，他一生行事低调，虽然社会各界给予他的赞美很多，但他不论是
在寺内还是外出，从不讲究排场，非常珍惜自己的福报，处事严谨，让
人感动和佩服！
西园寺培养的人才之一李尚全博士发心整理明老生平资料，作为

“戒幢律寺文史丛书”第一册推出，内容分二部分，一者生平，二者著
述。生平部分记述了明老坎坷的幼年、勤奋的青年、坚韧的中年以及奉
献的晚年，从生活和工作等各个层面展现了明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著述部分主要是收集了明老的《苏州佛教志稿》，通过《苏州佛教志
稿》，我们可以了解到近代苏州佛教的发展轨迹，这部分资料非常珍
贵，很有价值，填补了近现代苏州佛教史的空白。实际上这本书是作为
一本资料出版的，对于明老的思想研究将会逐步展开。大家通过这本
书可以了解到明老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不能再普通的贫寒子弟，由
于意志坚强、做事认真、低调处事、思想独特，从童真出家到晚年，甚至
到最后圆寂前的一刹那，他的坚定信念都没有动摇过，他对于佛教的
奉献，正如古人所讲的“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交给龙天”，一切以佛教为
重，始终都是把佛教的发展作为第一考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低
调处事，时刻以佛教的戒律要求自己，把佛教的精神融合到日常生活
中，正是这种平实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
整理明老资料并成书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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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明老一生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的
精神，尤其是把个人的学修和工作都能融合到佛教和众生中去，真正
做到自觉觉他。我们应该以明老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强化道风建
设，加快人才培养进程，做一个新时代有思想、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
勇于奉献的僧人，为契合时代，弘扬佛教，为人类心灵的升华和净化而
勇猛精进，以报答明老的恩德。是为序。

普仁
200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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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西湖孤儿 佛门僧宝

一、“自小孤苦无依，流落在庙里做小和尚”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几乎同时，此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疾速崩溃的非常

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西方文化像山洪暴发一样冲击着中国大地，对社会的

改良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革命，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革命情

结”。在以革命为主流的时代，也有人想从改良的方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

明开法师就是这样的一位立志佛教改良的当代高僧。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

之交的风雨声中，大清王朝正在走向灭亡，觉醒的志士仁人要用鲜血铸造

一个新中国的时候，他来到了人世间。综观他的一生，都在为改革中国汉传

佛教的弊端，使其与新社会相适应，奋斗了一生。

明开法师，俗名徐德贤，祖籍浙江绍兴，生于 1910 年农历正月初三日，

在杭州西湖边长大。明开法师在 1972 年 2 月 13 日写的《徐德贤的经历》中

是这样描写他的青少年生活的：

我名徐德贤，以前做和尚的名字叫做明开，现年 63 岁，原籍浙

壹 西湖孤儿 佛门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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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兴。家庭出身是工人，父亲是创烟工人，母亲是摇丝工人，舅

父是摇船工人。

1910 年，我 1 岁，由父母从绍兴带我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前住。

2 岁丧父，6 岁丧母，依舅父生活。10 岁时舅父溺死，寺内一僧（即

我的师父）怜我孤苦无依而病弱，带我到寺内做了一个时候的小

香伙，当家和尚嫌我倭小病弱，不要。到舅父工作过的那只船上依

舅父的表弟过活，也嫌我倭小病弱，不能做事，不仅讨厌，甚至打

骂，到 16 岁时坚决不要我在船上。由师父带我至寺内做小和尚，

到 17 岁（1926 年）在寺内受戒，正式做了和尚。

从明开法师的简练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与佛门非常有缘，青少年时代

是在西湖边的昭庆寺文化圈里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环境，才使明开

法师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没有踏上革命之路，而是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就

当时的社会气候而言，连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都要告别传统，走清末新

政之路，在十来年之中，保皇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分别上演了慈禧太

后流亡、还都、天足运动、选派游学、废除科举、奖励实业、派五大臣出洋、溥

仪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孙中山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鉴湖女

侠、黄花岗起义、武昌首义、清帝退位、民国诞生、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中

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这一切都是在维护传统和反传统之间进行的。民

国成立以后，政治上的保皇传统蜕变成文化保守主义，新革命传统演变成

文化自由主义，反传统文化的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强音。通过录音资

料，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听到孙中山那呼唤革命的时代声音：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强国，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地

步了呢？因为我们的国民都睡着了，我们中国人要想想法子，怎么

样来挽救。大家要醒醒，醒醒！①

① 陈晓卿：《影像中的 20世纪中国》，陈晓卿主编《百年中国（1899—1949）》，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6
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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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开法师虽然出生在鉴湖女侠的故乡，却没有响应孙中山的呼

唤，走上革命之路。这是因为，他一出生就与维护传统文化有缘。当他 1 岁

的时候，就“由父母从绍兴带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前住”。牙牙学语，就在昭庆

寺的晨钟暮鼓声中开始熏习佛法了。在“2 岁丧父，6 岁丧母”成为“西湖孤

儿”以后，开始“依舅父生活”了 4 年，到了“10 岁时舅父溺死”，昭庆寺的悟

禅大和尚怜他“孤苦无依而病弱，带到寺内做了一个时候的小香伙”，实际

上是出家当小沙弥。根据明开法师在 1972 年为苏州园林管理处填写的《职

工登记表》的记载，他当小沙弥的生活经历只有 1 年，即在 13 虚岁时。该登

记表记载如下：

明开法师的父母之所以在他刚一出生就迁徙到杭州昭庆寺前居住，这

与他们的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昭庆寺在明清以来，是西湖边的商业

中心。兹引张岱（1597—1679）在《西湖香市记》里的一段话为证：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引者按：杭州民俗以阴历二月十二日（一

说初二日或十五日）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尽于端午。山

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

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

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

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

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

外又摊，节节寸寸，凡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

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

起 止

年月 年月

1910 1921 依父母、舅父等在杭州西湖昭庆寺前住

1922 在昭庆寺做小香伙

1923 1925 在船上依舅父的表弟过生活

证明人职务地 区 和 部 门

壹 西湖孤儿 佛门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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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

酒”，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

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

弦，不胜其摇鼓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

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

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

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①

昭庆寺在西湖春三月的这种“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

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

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簪珥、牙尺剪刀，以至

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的商业氛围，为明开法师的父母和舅父

被雇佣为创烟工人、摇丝工人和摇船工人提供了衣食来源，② 他们靠出卖

劳动力来抚养明开法师。同时也说明明开法师从 1—12 岁一直生活在杭州

西湖边的昭庆寺信仰圈内，对佛法耳濡目染可谓深厚，所以当他舅父被溺

死以后，他就被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收为徒弟，做了一年照看香火的小沙

弥，后因“当家和尚嫌”他“倭小病弱”，被迫回“到舅父工作过的那只船上依

舅父的表弟过活”了 3 个年头，最终舅父的表弟还是用昭庆寺当家师同样

的理由，把他撵走了事。就在此时，还是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慈悲，再次带

他“至寺内做小和尚”。这说明明开法师与昭庆寺的因缘殊胜。从 1 岁到 16

岁，一直生活在昭庆寺蕴涵出来的佛教信仰氛围中，涵养出了他的佛教情

操，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家为僧之路，追求自己的人生

价值,成为佛门僧宝。

① 转引自张岱著、立人校订《西湖梦寻·昭庆寺》，http://www.millionbook.com//gd/z/zhangdai/xhmx/。
② 袁宏道在《昭庆寺小记》里说：“从武林门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
茶毕，即掉小舟入湖。”（转引自张岱著、立人校订：《西湖梦寻·昭庆寺》）这说明明开法师一家与他的舅父
生活在一起，他舅父摇船往来于绍兴与杭州之间，而他们一家却定居在杭州西湖畔，与昭庆寺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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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

明开法师在昭庆寺的正式出家生活，在他 1972 年所写的《徐德贤的经

历》里记载得十分清楚。他说：

到 16 岁时……由师父带我至寺内做小和尚，到 17 岁（1926

年）在寺内受戒，正式做了和尚。

又据明开法师在 1972 年填写的《职工登记表》的记载，他实际上在昭

庆寺生活了 3 个年头。该登记表记载如下：

明开法师在 16 虚岁（1925 年）时由昭庆寺的悟禅大和尚剃度为僧，并

赐法名明开，字真源。17 虚岁时在该寺受戒。19 虚岁（1928 年）时离开昭庆

寺，到“常州天宁寺学经”。

明开法师在昭庆寺的这 3 个年头里，接受了汉传佛教的传统教育，涵

养出了他的佛教性格。这是因为，昭庆寺是东南地区著名的律宗道场。张岱

在《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昭庆寺》里云：

昭庆寺，自狮子峰、屯霞石发脉，堪舆家谓之火龙。石晋元年始

创，毁于钱氏乾德五年。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天禧初，改

名昭庆。是岁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

建，廉访杨继宗监修。有湖州富民应募，挈万金来。殿宇室庐，颇极

起 止

年月 年月

1926 1927 在昭庆寺做小和尚

1928 在常州天宁寺学经书 学生

证明人职务地 区 和 部 门

壹 西湖孤儿 佛门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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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开法师：生平与著述
Mingkaifashi shengpingyuzhushu

壮丽。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乱，恐贼据为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

用堪舆家说，辟除民舍，使寺门见水，以厌火灾。隆庆三年复毁。万

历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

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

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

止。崇祯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及至清初，踵事赠华，

戒坛整肃，较之前代，尤更庄严。一说建寺时，为钱武肃王八十大

寿，寺僧圆净订缁流古朴、天香、胜莲、胜林、慈受、慈云等结莲社，

诵经放生，为王祝寿。每月朔，登坛设戒，居民行香礼佛，以昭王之

功德，因名昭庆。今以古德诸号，即为房名。①

这说明昭庆寺自“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以来，虽然时毁时建，

但它的律宗道场地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始成为杭州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汉传佛教寺院中保存下来的戒坛，规模最大

的是北京戒台寺的戒坛和泉州开元寺的甘露戒坛。此外，就是杭州昭庆寺

的戒坛。昭庆寺戒坛始于宋太平兴国元年（978）建的万寿戒坛，后经重建，

成为江南著名的戒坛。② 正如林子青所说：

明代中叶，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遂遭废弛（《百丈清规证义记》

卷七）。至万历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南山，开坛传戒，三昧

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

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的典

则。同时三峰法藏撰有《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

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弟子书玉

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这

些著作，传戒的体制乃渐备。③

① 转引自张岱著、立人校订《西湖梦寻·昭庆寺》。
② 刘继芸：《佛教知识探索》，《香港佛教》第 473期。
③ 林子清：《传戒》，《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1982年 8月，第 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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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昭庆寺是明清以来重要的律宗道场。明开法师在这样一个

佛教信仰气氛十分浓厚的寺院出家为僧，一开始就造就了他严持戒律的规

范，奠定了他高尚的僧格，成为他以后弘法护教的动力。

壹 西湖孤儿 佛门僧宝

00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