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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拨乱反正，佛教徒的政治地

位，有显著提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他们席位。

一、市人大代表

释道法。俗名李则法，男，1931年7月27日出生。出身于

汀田镇后里村农民家庭。14岁(1945年)在大罗山灵寿寺出家。

由宗性和尚剃度落发。1952年前往五台山吉祥佛学院学习佛法，

亲近佛教大德能海法师，学习显密教典。精通《俱舍论》及大乘

经律佛法。26岁(1959年2月)在五台山由昭通戒和尚授三坛

大戒，同年任五台山吉祥寺当家。文化大革命将临之前，五台山

形势骤变，回乡隐密潜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驻锡仙岩伏虎

寺，岩下和平寺，梅头澄心寺，皈依弟子数以万计，1983年荣

膺仙岩圣寿禅寺方丈，重建仙岩寺金刚殿、千佛殿、斋堂、钟鼓

楼、放生池石栏杆、七如来等古建筑。并修建僧房、伴松居、石

经幢等古迹。二ooo年发心重造仙岩慧光塔。历任瑞安市第一

届、第二届、第三届佛教会会长，温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浙江

省佛教协会代表等职，当选瑞安市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

常务委员。道法和尚为人慈悲、慷慨，对济贫、绿化、希望工程

等慈善事业支付了巨额资金，为维护佛教权益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终生爱国爱教，深受全市佛教徒与社会有识人士爱戴与称

赞。 ．

道法和尚于2001年古历11月10日在仙岩寺园寂，世寿70

岁僧腊56年戒腊10年。于古协11月17日坐龛出殡，送丧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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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万人，塔墓在仙岩山积翠峰圣寿禅寺后山，坐北向南。

二、市政协委员

(一)释文宝，湖岭鹿木乡人，福泉寺住持，市佛教协会名

誉会长，第六届市政协委员。(详见上册143页)

(二)释继修，仙岩圣寿禅寺监院，瑞安市佛教会首届副会

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亲近虚云老和尚和能海法师，第六届市

政协委员(详见上册144页)

(三)潘贻衡。字醒尘，安阳镇九里九一村人，1935年古历

6月15日凌晨明星亮现时，在薛前里后村诞生。

青年时期，跟父亲学习中医。1979年国家公开向社会招贤

纳士、挑选人材，招聘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五年以上临床工

作经验、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人才选拔考试。经撰写论文，学

术答辩，临床实践考核，成绩优良。由浙江省卫生局、人事局、

粮食局、公安局联合发文，转于国家干部编制，任瑞安市中医学

会首届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员，由浙江省卫生局颁发中医

师职称证书。

1979年，发起抢救仙岩唐代古刹圣寿禅寺修建工程，得到

了陈春生、池凌云、徐定华等居士合作。1988年发起成立瑞安

市佛教筹备会，协助政府收回寺院教产，400座左右，并当选为

首届，第二届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第三届咨议委员会副主

任，邀聘为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

(四)陈春生．法名觉虚，自称逊田居士，1931年出生，塘

下上马村人。世界禅文化联谊会顾问，弘一大师研究会名誉理

事，国际书画学会会员，瑞安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温州市弘法利

生功德会领导小组组长、中华全国诗词学会会员、瑞安市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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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皈依圆澈法师与茗山长老，受过在家菩萨戒，及密宗大威德灌

顶。是仙居觉园佛教安养院发起人之一，1999年领众启建华严

道场，?深受十方赞叹，献身为佛教事业。80年代协助修建仙岩

寺大雄宝殿，与隆山寺重建。为人正直、诚恳、谦虚，大公无

私，诗、画、书法皆上乘。与国学大师南怀谨、书画家陆俨少、

书法家曾耕西及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林蔡明田等居士很要好。各地

寺院庵堂都有他的诗词、书法、对联、山水画的墨宝，生平传略

和作品曾入编《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

《中国书画家名人大辞典》等十余种典藉。2001年以浙江省代表

身份参加在上海召开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讨会。接近群众，

生活节俭朴素，爱国爱教，深受佛教界在家信众与上层知识界，

及正信出家人尊重与爱戴。

(五)释安海。俗名叶昌兴，男，莘塍直洛星火村人，1963

年2月25日出生，1981年由释则道师剃度出家，1986年8月在

九华山祗园寺仁德大和尚授三坛大威，1982年前往南京中国佛

学院栖霞山分院读书。宝坛讲寺住持。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

员，市佛教协会第二届、第三届副会长。20世纪90年代发心重

建宝坛寺大雄宝殿、斋堂、修复僧房，侧轩。热心弘法事业，创

办佛教四众培训班。关心社会贫困地区疾苦，支援灾区人民改善

生活，对社会慈善事业有很大贡献，2001年上五台山朝拜文殊

菩萨道场，并在五台山结夏学戒安居。

(六)释传一。俗名郑锦钗，女，1950年1月26出生，城

关镇忠义居民区人，1985年7月由释文宝剃度出家，1993年6

月在洛阳白马寺海法戒和尚授三坛大戒，未出家前在市电机厂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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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城关镇集云山麓本寂寺住持、第三届佛教协会副会长，第九

届政协委员。传一为人爽直，不畏劳苦i在佛教困难时期挺身而

出，担负种种风险与压力，在艰难处境中重建藤罗尊者道场本寂

寺，深受信众敬佩。本寂寺是唐垂拱四年创建古刹，证圣年问受

过皇帝敕赐，本寂寺匾额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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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二十世纪中国高僧大德

对瑞安佛教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四大名僧之说，四大名僧是太虚、

圆瑛、印光、弘一。他们言行、学说、形象直接影响瑞安佛教

界。此外，如意宝法王、谛闲、能海、法尊、虚云、净空、宣化

上人等对瑞安佛教都起了积极引导作用。

第一节虚云老和尚与瑞安禅宗

禅宗自达磨从印度西来为中国第一代祖师，他在嵩山少林寺

独修禅定，后人称他面壁九年。当时，有道育、慧可二僧礼见亲

近，供养四、五年，达磨见他们真诚，传授衣法为慧可。认为中

国人多是上根法器，依禅法修行，即生能出离三界。

到了唐代禅宗风行全国，单黄梅东山禅寺禅僧就有七百多

人。温州永嘉大师门下弟子禅僧数以百计。唐、宋年间瑞安所有

寺庙多称禅寺。可见当时禅宗已是独霸瑞安。自民国初年，谛闲

大师在头陀寺宏扬天台教宗，禅宗自此逐渐冷落，到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各宗门大德相继圆寂，后继无人。五十年代现代高僧虚

云老和尚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创办禅宗道场，瑞安前去参学僧

人有大罗山悉贵、继修与灵虚三人。作者于1957年前往云居山

拜访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在云居茅蓬相见，当时虚云老和尚

已119岁高龄。1958年全国大跃进。虚云老和尚圆寂，瑞安禅

宗僧人回乡。灵虚、继修都是平阳人，继修驻锡太罗山多年，因

禅学未得真传，改修净土。灵虚晚年居住东山上埠玉泉寺，几十
’

5



年夜不倒卧，可算也有功夫，2000年，灵虚由信众邀请驻锡仙

降大乘寺(后改为大悲寺)因要扩建僧房，到有关部门请求审

批。灵虚不懂当时度势。据说受到了批评，回寺后，当日夜里圆

寂。

至于在家居士大多是口头谈禅。如说食数宝，多没有真实功

夫，更有甚者以误为悟，喜谤他宗。自此，禅宗在瑞安几近绝

迹。

第二节谛闲大师弘扬天台宗遍及瑞安寺院

天台宗四十三世祖，谛闲大师，驻锡瑞安帆游头陀寺(妙智

寺今瓯海)于光绪二十五年在妙智寺闭关。出关后御赐《龙藏》

一部，迎请到头陀寺。光绪二十九年又奉旨在头陀寺传戒。此

后，瑞安所有受戒僧尼几乎全是天台宗派下。瑞安比较上规模寺

院全部被天台宗派下所管理，如仙岩圣寿禅寺，由显寿任监院，

宝坛讲寺由显培任监院，隆山禅寺由静修弘扬天台教观。天台宗

派下僧尼，遍及整个温州地区。

谛闲法师重视人才培养，创办僧伽教育。19i3年受宁波当

局之请，出任四明山观宗寺住持，募集巨金重建大殿，天王殿、

念佛堂、禅堂、藏经阁等，改名为观宗讲寺，创办观宗学社自任

主讲，培养僧才。数年之间使观宗寺成为东南一大名刹。

谛公学问渊博，道风远播，观宗学社毕业僧才，都是天台宗

法门龙象，有仁山、妙柔、j静权、宝静，妙真，可端，常惺显

荫、持松、静修等等。都是国内外弘扬天台宗有威望著名法师谛

公在社会上地位极高，归依弟子有袁世凯，黎元洪、蒋维乔、叶

恭绰、蒯若木、王一亭、黄涵之、徐蔚如等十万人，多是社会名

流。由手谛公驻锡瑞安头陀寺身价之高，培养出弟子又都是佛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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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因此民国初年天台宗在瑞安占绝对优势。瑞安所有僧人几

乎都是天台宗派下，都念诵天台宗主要典籍《妙法莲华经》，凡

是取法名上字是显达、则、了、安、万，的僧尼都是天台宗派下

嫡系。

谛公于1932年圆寂后，国内兵荒马乱，抗日烽起。由于天

台宗义理高深，传法僧人日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妙法莲华

经》，由鲁莽僧人变成商品，借度死人之名交换钱财，败坏佛门

圣洁。自此天台宗在瑞安逐渐衰落。

第三节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

太虚法师是近代佛教思想界的巨擘，一生致力佛教改革运

动，倡导人生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结识温州江心寺华山和尚具有7

革命思想人物。华山对他讲解世界形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

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社会潮流。华山并赠送太虚康有为《大

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炳麟《告佛弟子书》，谭启同《仁

学》严复译《天演论》以及世界地图。太虚又结识了革命僧栖云

与徐锡麟、秋瑾。并到日本留学，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

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太虚受以上影响，立下了整顿僧

制心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作施行，以为时

30年时间改革运动和弘法利生。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

中外他教教徒，大为震惊。

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当时虽然没有成功，但在80年代，

佛教界重新追认人生佛教重要性。瑞安市佛教协会，遵循太虚法

师人生佛教思想，开展弘法利生工作，扶贫、济苦、创办仙居觉

园佛教安养院、希望工程、佛教医院、佛教四众培训班等等，各

地佛教信众掀起筑路造桥、绿化、造林、人生临终圆满助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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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益于人生慈善事业，适应于社会，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第四节 圆瑛法师的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思想

圆瑛法师。俗生吴，福建古田人，出家后法名宏悟，号韬光

又号一吼堂主人，圆瑛法师，终生爱国爱教，九·一八事变，他

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启建护国道场，曾撰一副对联以表达他的心

情：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并积极投入抗战救亡行列，组织僧侣救护队，运载难民及战

地伤兵从事救护工作。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后，把佛教也列入迷

信团体，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掀起一阵摧残佛教寺产

兴学风潮。1929年5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

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推动下，为保护寺产热心

奔波，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

瑛被选为会长，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国民政府“寺庙管理条

例”后来国民党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十三

条，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7圆瑛法师终生旨在楞严，行归净土，著作甚多，有《楞严纲

要》、《楞严经讲义》等近20种著作，提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念佛念法念侣僧伽的三求措施。宗说兼通，辩才无碍。楞严是印

度国宝，术准出国，古德绞尽脑汁，才带到中国，瑞安佛教界研

究楞严僧伽，大都受了圆瑛法师影响，大罗山唯田法师竟不开

卷，闭着眼睛，将数以万计字数楞严经如瓶泻水背出来，仙岩寺

道法和尚以八家楞严经注释经本放在一桌，逐句研究，写出各家

注释楞严经要点。为了保存此本注解，在文革中搜查出来被游

斗。民国年间莘塍在家居士，也有研究楞严，无有师承，理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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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差错，楞严是禅宗必须修学经藉，不学楞严，不识蕴魔境界，

容易著魔。故圆瑛法师提出“三求”修学，现生增长福慧，缘尽

求生西方，适合上、中、下三根普被，契机契理，深合当前广大

信众机宜。瑞安佛教同仁，遵循圆瑛法师教导，勤修福慧，广学

多闻，积善念佛，求生净土大得利益。圆瑛法师担任中国十大丛

林方丈与历届佛教会会长，这是求福方面的印证，在求慧方面已

通达经论。辩才无碍，著作等身。求生净土，在宁波天童寺圆

寂，自知时至，满面黄光，坐椅上抬着绕佛三匝。瑞相放光决定

生西，是自己一生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的实现。愿闻者增强信心。

圆瑛法师著作很多《劝修净土法门》通俗易懂，对瑞安信众影响

很大。

第五节印光法师老实念佛法门

印光法师薄以待己，厚以待人，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1：3，·

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供养他珍美衣食，他却不受。普通物．

品，交库房供大众共享，凡有供养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矗

为人种福田。主张学佛由做人学起。应对父言慈，于子言孝，兄

友弟恭，夫妇和顺，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戒杀放生，吃素念

佛。平生不当寺院住持，不剃度弟子，认为出家乃大丈夫事。须

真发菩提心人方能担负如来家业。慨叹当今滥收徒众，使僧多鲁

莽，佛法一败涂地无法收拾。

印光法师一生提倡老实念佛法门，深入人心，称赞居士，反

对滥传戒，滥剃度，滥出家。瑞安居士中受其影响很大，他一生

爱惜饭食，不准任何人吃饭桌上掉下粒饭，每天总是用开水洗饭

碗吞下。他见到年少沙弥糟塌粮食，不知惜福，深感不安。民国

年间瑞安各地建立净土道场，念佛求生净土。主要是受印光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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