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苒

归元禅寺从清初结庐湖北汉阳，至今已有近四百年

的历史，经历由盛至衰，再由衰而盛的漫长艰辛的过程。

如今，归元禅寺以荆楚巨刹之誉称名播海内外，正是国家

兴旺、社会安定的真实写照。无论正月新岁、仲秋良辰，

抑或春夏繁花似锦时节，这里都是香客接踵、游人如织。

人们为何如此慕名前来这里?我想，究其原由是归元禅

寺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使然。

探讨归元文化的精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问题，我以为这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

江泽民同志关于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要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

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的精神。联系归元禅

寺历史文化，可否概括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讲道修

德，启迪人生；造福社会，浸育众生；厚德载物，归于本元。

翻开归元禅寺历史，当明清易代而干戈扰攘、兵燹纷

纭之时，具有抗清民族意识的江南曹洞宗僧人白光和主

峰飘泊荆楚，草创汉阳归元禅寺；辛亥革命阳夏保卫战

中，归元禅寺方丈云岩率僧众参加民军，在民军失守汉阳

时，自焚献身，实践生前与寺院共存亡的誓言，而名存近

代史册；1933年日寇占领热河，归元禅寺方丈立明请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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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愿率弟子投身抗日义勇军，奔赴疆场杀敌，以雪国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归元禅寺内成了汉阳“99后方医院”

所在地，治疗从台儿庄战役等抗战前线下来的伤员，其僧

众也随汉口佛教正信会救护队奔赴抗El前线；在20世纪

．30年代湖北水患频仍，归元禅寺设立救济灾民站点，施舍

稀粥、大饼、衣物，看病送药；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归元禅寺僧众与全市人民二道欢欣鼓舞迎接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到来，在寺内设置救护子弟兵的医疗站；．1998年长

江中游出现特大洪水，昌明方丈亲率僧众奔赴抗洪救灾

一线，慰问子弟兵，并捐款救灾。由此可见当社会处于重

要时期和面临重大事件；归元禅寺僧众能自觉地顺应广

大民众的动向，参与到社会进步潮流的现实之中，这正体

现其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
．一

归元禅寺作为曹洞宗云门系的传人荆楚大地的_．个

分支，在禅学理论上有一定的生命力。它将曹洞、临济二

宗的思想融合起来，参禅与劳作并行，要求僧人一方面自

食其力，不媚流俗，同情苦难，另方面参禅悟道，‘觉悟群

迷，化恶为善6．归元禅寺在近现代佛学史上亦有●定的

建树，1922年春，太虚大师于寺内召开佛学院筹备会，由

此促成武昌佛学院的创立o ．·． ’

．_·，．

：‘近20年来，归元禅寺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后进行

了三次修葺，使旧貌换新颜d．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归元禅

寺开发佛教优秀文化旅游资源，已成功举办两届规模盛

大的归元庙会，成为我市旅游业的重要支撑j最近，又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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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人民政府支持下，正扩建归元禅寺，届时将有更多

的香客、游人来到这里，品味归元禅寺历史文化，并从中

得到启迪。

如今，由昌明大师主持的首修《归元禅寺志》正式刊

行，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读者通过这部志书可以了解归

元禅寺的丛林沿革、人物文物、诗文传奇，等等。开卷收

益，当不虚言，乐以谨序，以告读者。

品域摩
3月28日



·4· 归元禅寺志

再 二

盛世升平，编修《归元禅寺志》，天时地利人和，共襄

盛举，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矣!

归元禅寺系曹洞正传三十一世白光明祖、主峰昆祖

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披荆斩棘所创建。明祖诗云：“饥

餐莫恋金牛饭，渴饮休贪老赵茶。自有一丸方外药，消饥

止渴味无涯。”又诗云：“梅林不长伊兰木，狮窟焉能混野

狐?莫谓价高无卖处，货真定有客来沽。”昆祖偈日：“若

效孔老即堕凡，若效瞿昙则堕圣。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

他人行处行。”又偈日：“凛凛孤标别有传，脊梁坐断也徒

然。掀翻少室峰前事，面目难将石里镌。”不凡不圣平常

人，此乃二禅师禅风之精髓也。二祖继曹洞云门之法脉，

开归本归元之洞风，有史可稽，有籍可考。归元洞风在清

元禅门衰落之时，重振“禅风荆楚早”，威高南岳江左。归

元禅根深柢固，继往开来，承当无绝，即使几经兵燹，亦能

屡毁屡兴，今享盛名，禅播海外矣。

归元禅宝，缁素共仰，惜无旧志，修志志事，众望所

归。纂修《归元禅寺志》系一项荆楚佛教文化建设之浩大

一工程，丙子(1996)筹备，丁丑(1997)启动，历时五载，遵“党

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之精神，循“有则不元，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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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有，全而不漏，缺而不滥”之原则，以实事求是之科学态

度修志，以信史之硕果告慰于前人、今人、后人。编纂诸

公恪尽职守、呕心沥血，无不感佩矣o ·

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归元禅寺志》问世，

将赢得海内外读者的青睐。即使诸公敬业，殚精竭虑，亦

难免不当，恳请批评指正，以待修正，禅门幸甚矣。

喜迎千禧，是以谨序。

’昌日月
一

干僖之丰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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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j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立

场，全面地、系统地记述武汉归元禅寺的历史与现状，是

地方性、资料性的科学文献。

二、本志上限定为1658年，下限定为2000年，对于需

要追溯源流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根据武汉归元禅寺史实，结合科学分类原则

划分门类。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

统一规范的原则下，设6个分卷。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

各分卷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间

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允许各分卷作适当和必要的交

叉记述。

四、本志体例以卷为主，其中：丛林卷记述寺院园林

建筑，沿革卷记述寺院前身、创建、兴衰的历史过程，人物

卷记述对寺院历史有影响的僧俗人物，文物卷记述寺内

珍藏的法相法物和经籍字画等，诗文卷收录有关归元禅

寺和佛教的诗词文联，传奇卷收录历来口碑流传的有关

归元寺址和兴建的民间故事。卷下设篇目，并按需附有

注、解、图、表等类目。



凡例 ·7·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方志、政府

公报、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鉴于历史原因，有的资料

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缺漏时，则保持本来面貌，以待续修

时补正充实。 ．

六、本志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

统一规范书写，志中的梵文，均按丁福保编《佛学大辞

典》、刘正琰、高明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加以订正。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10

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o 1949

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历

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涉

及日伪傀儡政权、军队，则加“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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