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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波教授是我的老朋友，自1991年我们在北京法

源寺相识以来，联系一直没断。在交往过程中，我对他的

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

于教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菩提树>杂志上发

表过一篇文章<我信仰佛教的因缘>，谈到他信佛的经过。

他祖籍河南洛阳，自幼在家乡受过佛教的熏陶，后读梁启

超的小册子<佛教与群治的关系>而信仰佛教，又读(八大

人觉经)、(菩提心影>、<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现代学

者论宗教)、<净土十论>、<印光大师文钞菁华>等，对他影

响最大的是蔡念生居士的<人生十论>和李炳南居士的

<佛学问答>。后经<菩提树>发行人李时英介绍，皈依忏一

云法师，法名戒凌，并成为李炳南居士的受业弟子。

于居士经历丰富，知识渊博。他的老本行是医学，曾

任台湾糖业公司医务室主任、佛教菩提医院院长等职，著

有(生理卫生学>、<肺结核之预防及治疗>、<老人病之防

治>、(JC童健康与疾病>、<健康长寿新论>等十多本医学

专著。 、



于教授又是佛学家，他在佛学方面的成功之作是<向

知识分子介绍佛教>，这本书受到佛教徒的热烈欢迎，在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佛教徒

中广泛流传，一印再印。印数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宏

大，实属罕见。于教授的佛学著作，除<向>书以外，还有

(般若心经蠡测>、<简明佛学概论>、<唯识学纲要>、<释迦

牟尼与原始佛教>、(唯识三论今诠>、<唯识学十二讲>、

<历代佛门龙象传>等，他在大乘唯识佛教史方面的成果，

尤为显著。由于他在佛学领域的突出成绩，被纽约世界

宗教研究院聘为研究员，被台中慈明佛学研究所聘为教

授，又任中华慧炬佛学会中区分会会长等职。

于教授生于1927年，已近古稀之年，他这种孜孜不

倦的工作精神，令人钦佩!于教授的知识之渊博，兴趣之

广泛，令人钦佩!

四年前，于教授曾经对我讲过他编写<中国近代佛门

人物志>的设想，我听后非常赞赏，因为梁代慧皎曾撰<梁

高僧传>、唐代道宣曾撰<续高僧传>、宋代赞宁曾撰<宋高

僧传>、明代如惺曾撰<明高僧传>、近代道阶法师又请喻

谦撰<新续高僧传)六十卷，记载的高僧一直到清末的宣

统年间。这些书都’是研究佛教史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

可惜，从此以后，再没有其他<僧传>问世。于教授的<中

国近代佛门人物志>正好填补这一块空白，真是令人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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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外0我当即建议他在台湾出版后，在大陆出版，他欣然

同意，他与出版此书的慧炬出版社签约时，明确规定：“让

与人(作者于凌波)保留该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之权利。’’

中国近现代佛门人物资料，散落在旧报纸、旧杂志当

中，由于时光久远，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这些资

料很多被毁。搜集这些资料并撰写成书，困难程度，可想

而知。六十多岁高龄的于教授，不畏艰难，来往于海峡两

岸，搜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等，可谓历尽艰辛，这种治学态

度，很值得我们学>--j。

台湾慧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洋

洋三巨册，共写一百多个人，除高僧以‘外，还包括护法居

士和佛教学者，这三种人，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佛教

事业作过重要贡献。所以，这种论述更能反映中国近现

代佛教全貌，更能体现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途径。

于教授写作精神严肃认真，所记人物资料翔实，言之

成‘理，立论有据。读之，会使人于脑海中，对中国近现代

汉族地区佛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形成一个大概轮

廓。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有裨益，有助于我们了解

过去，认识现在，创造未来。<人物志>不仅帮助我们了解

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历史现实，也帮助我们了解佛教界、学

术界争论的佛教学术问题，如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

问题、关于法相唯识的区分问题、关于熊十力的<新唯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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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问题等，这些都是佛教学术界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

问题。本书对我们了解争论双方的观点，进一步探讨这

些学术问题，很有启发作用。所以，<人物志>是本雅、俗

共赏的好书。

<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来大陆出，版，我们进行了一

些删改o_首先是书名的修改，本书记载的对象，一直延续

到最近去世的巨赞、正果、十世班禅等佛教界现代人物，

称为<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就不妥了，所以我们把书名

改为(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b原书按照时间次序i把

僧人、居士、学者混合编排。我们为了突出佛教特点、根

据僧众为尊的原则，把名僧和居士分别编排，分为两篇：

<名僧篇>和<居士学者篇>，名僧在前，居士学者居后。每

篇当中，仍以时间先后为序‘。原书三册，我们编成一集，

便于读者阅读。海峡两岸政治观点不同，原书中有些反

映，我们删改了某些不适的内容。民国纪年，_律改为公

元纪年。原书的三篇序言都有不尽人意之处，故未录。

如上所述，本书分为<名僧篇>和<居士学者篇>两篇，原书

写的戴季陶、王弘愿等，放在哪一篇都不合适，故删掉未

录。又增加了十世班禅、喜饶嘉措、巨赞、正果、康寄遥、

虞愚、显荫、净如、震华等最近去世的现代佛教界重要人

物。增加的这些人物，有的是原作者于凌波教授已在刊

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有的人物，由于于凌波教授时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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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资料等原因，由大陆学者撰写，这部分稿件文末都署作

者之名，以示责任。还需说明的是，本书收录人物，以故

去者为限，健在者未录。

所以，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

志>比原版更充实一些，使本书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

面．。

中国佛教包括三大体系：广大汉族地区信仰大乘佛

教，现存经典是汉译本；西藏、内蒙等地，信仰藏传佛教，

俗称喇嘛教，现存经典是藏译本；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

纳、德宏地区，傣族、布朗族、崩龙族全民信仰上座部佛

教。阿昌族和佤族，部分居民信仰上座部佛教。上座部

佛教经典是用巴利文书写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理应反映中国近现代佛教全貌。对这三大系统佛教的名

僧、居士和学者都应当予以记载，但是由．于作者远在海峡

彼岸’，掌握资料有限，也由于语言隔阂，藏传佛教人物虽

然写到了，但显得薄弱，反映不出中国近现代藏传佛教的

全貌。对于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作者只字未提，这不

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汉地佛教的名僧、居士、学者也可

能有所遗漏。这都有待于今后有识之士予以弥补。

韩廷杰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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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禅门宗匠虚云老和尚

(1840一1959)
’

提起虚云老和尚的大名，佛门缁素四众莫不如雷贯耳，油然生

起崇敬之心。老和尚一生充满传奇，高龄120岁始圆寂。他在世

之日，就是一部活的中国佛教近现代史。我们要了解他的生平事

迹，就先自他幼年说起。 ，

老和尚俗姓萧，出家后法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虚云二字

是后来改的。他是湖南湘乡人，父亲玉堂公宦游福建，在永春州衙

任幕僚，后来受聘入泉州府署。虚云和尚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庚子岁的7月29日，诞生在泉州府署中。

原来玉堂公年逾四十无子，他的夫人颜氏在永春州的观音寺

祈子，夫妇二人夜间同梦一长须著青袍者，头顶观音跨虎而来，跃

卧榻上，二人惊起互告，颜氏遂有娠。第二年在泉州生下了虚云和

尚。据老和尚的<自述年谱>上说，他初生下来时是一个肉团，颜氏

夫人骇恸，气壅而死。第二天有卖药翁来，剖开肉团，得一男婴，这

．就是后来的虚云和尚。所以虚云自幼是由庶母王氏抚育成人的。

他幼时在泉州府衙，从师读儒书。13岁的时候，祖母逝世，他

随父送祖母及生母灵柩返湘乡安葬。家中作佛事，他见佛像经书、

三宝法物，心生欢喜。17岁时潜离家乡，想到南岳出家，道路不

熟，途中又被家人追回来。玉堂公怕他再出家，为他娶了两房妻子

——他兼祧他的叔父，所以早几年就为他订下田氏和谭氏二妻。

他婚后与二女同居而无染。19岁再度离家出走，到了福州鼓山的

涌泉寺，礼常开老人为师，达到了他的剃度出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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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群f-)客臣虚云老．和尚

出家的翌年，依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这时玉堂公仍在泉

州，曾派人四出寻访。虚云和尚怕被家人找到，便隐居在山后岩洞

中不敢露面。他在洞中礼万佛忏，修行不辍。这样在后山一住三

年，后来听说玉堂公已告老返回湘乡，他才回到寺内，担任职事。

他在鼓山寺任过水头、园头、行堂、典座一类职事，过了四年之

久，然后辞去职事，又回到后山岩洞中修苦行。在后山，居则岩穴，

食则松果，渴饮涧水，发覆肩，衣不蔽体，如此又过了数年。后来受

到一位行脚禅人的指点，便到天台山的华顶龙泉庵，参谒融镜老法

师。融镜见他蓬首垢面、衣不蔽体，问其所以，他略述在岩洞中修

行的经过。八十多岁的老法师责之日：

你的这种作为，近于外道，而非正路，枉费了十年功夫，就算你

修行有成，证到初果，亦不过是个自了汉。发菩提心，上求下化，自．

度度人。才是修行的正途。

这时老法师赠他衫裤衣履：令他剃发沐浴，留他在庵中住下+

来。他从老法师学天台教观，过了两年，老法师又命他到国清寺参

学“禅制”，到方广寺习<法华>，他也常回茅庵与老法师作伴。这样

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是年他已36岁。他到高明寺听敏曦法

师讲<法华经>完毕，辞别融镜老法师下山，行脚天涯，参访学道。

．‘他初渡海到．普陀山：，遍参各寺刹；继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

利，到杭州礼天朗和尚，到天宁寺礼清光和尚，到焦山礼大水和尚，

到金山亲近观心、新林、大定等和尚，到扬州高曼寺礼朗辉和尚。

他到焦山时，清廷名将彭玉麟督水师驻焦山，曾数度约他谈论佛法

及修行途径，对他深生敬信。
‘

、

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他二度朝礼普陀，为报亲恩，再礼五

台。是年7月1日，自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一直拜到五台

山。初开始时，有遍真、秋凝等4僧附香，渡海由宁波登陆，向北前

进，过了苏州、常州，气候渐冷，4位附香者先后退出。他一个人礼

拜前进，经南京渡江到浦口，在狮子山寺挂单过年。过了春节，再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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