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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佛教徒(多是居士)云集梧州， 西竺园佛
堂的香火因而一度兴盛。

日本投降后， 各地教徒纷纷返回原籍，

还有些教徒到海外各地， 由此莫下了梧州佛

教和国内各地佛教及海外教徒、侨胞友好交
往的基础。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关怀与教育下，我们联合起来，成立梧州市佛
教协会，发扬农禅传统，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虽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的折磨，我们仍坚持爱国爱教的信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共梧州市

委和’人民政府落实中共中央的宗教政策，梧
州佛教的佛事活动才得到正常开展， 我深刻

体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就难达
到富强繁荣，佛教的宗旨也难得发扬光大、

造福于人间。
编纂《梧州西竺园志》， 记述西竺园僧、伽

的历史和现状，缅怀梧州：市佛教徒所崇敬的
祖师、大师的盛德和教导，这对利乐有情净化
人生弘扬佛法、庄严国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大会的偈忝，’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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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梧州西

竺园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治、 教化、

存史”之目的。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 下限止于1994

年。按事类分章， 横排竖写，共5章16节，
6万字。

三、本志采用记、述、 志、传、 图、

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放置，

录将各章不能容缒的文献，列予书末。
四、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 人物采用

传、录、表入志。 对有影响人物，采用因嘉
系人或附录入志。

五、本志一般用语体文、 记述体，个别

佛教用语使用文言文。用第三人称记述。
六、本志历史纪年， 解放前沿用通称，

夹注公元年号；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行文中

“解放前”， “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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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捂州解放为界。
七、本志地名用今名， 使用历史地名

注今名。历史人名，地名用繁体字。
八、本志行文规范，一律以《梧州市

志》“凡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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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同治十一年(1 872年)编纂的《苍梧

县志》记载， 梧州在唐代建了两座古刹：光
孝寺与冰井寺、

光孝寺在云盖山麓(今市云盖小学及市
十四中学校址)，为唐初鄂国公尉迟恭所
建。此古刹毁于清咸丰七年(1 857年)，缘
于清梧州府在此寺址建昭忠祠， 祀沈炳垣数

员被大成义军处决的清朝官员。
冰井寺兴建于唐末， 在蚺蛇(叶琪山)

左侧冲口(今市二中后座)。 冰井寺与其附
近之冰井乃梧州八景之一(冰井泉香)。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梧州府兴学堂， 将

此寺改为冰井学堂。
‘

唐以后兴建的寺院， 尚有准提阁(，市公

安局内)、庆林寺(市桂北小学址)，古祥寺
(市建设小学)。市郊有华山寺(龙平)、弥
勒寺(长洲寺蛹)、棋山寺(长洲正阳‘)、泗
洲寺(泗洲)。 苍梧戌圩有龙化七寺、盘石



庵、观音堂。
从清末(1 905年)至民国中期(1 933年)

是梧州佛教毁灭期，缘于其时官府毁寺、庙．
兴学堂；寺、观、 庙田产归苍梧县校产保管
委员会经管，作为教育经费。

梧州佛教的复兴，肇于民国廿三年(1934
年)西竺园佛堂的兴建；接着，紫竹林在
民国廿九年(1 940年)兴建。 这两座禅院的
僧伽，均宗仰现代临济宗。 两者虽有往来，
但没有结成联合的组织。直至1954年1月12日
(农历l 2月初8日)，两僧伽才与梧州市男女居
士组成梧州市佛教协会，加入中国佛教协会。

追溯现代临济宗的佛缘渊源， 来自中国
禅宗。 禅宗始祖乃菩提达摩(达摩)，南印
度人，于梁武帝时(520年)来中国弘传禅宗
佛学。他教人安心发行、 思考教义，彻见心

性的本源。他的“安心发行”是逐步深入修
行法，又叫渐修法。 他的理论以《楞伽经》
为依据。

禅宗传至唐初慧能六祖， 禅学思想进一
步发展。他是南祥宗始祖，广东肇庆新兴县
人，俗姓卢。 其父从北方谪官至新兴县。他



生于唐延寿十五年(638年)，3岁丧父，
稍长采薪养母。成事二年(672年)·他到湖北
黄梅拜禅宗五祖为师， 得授予农钵。他返广
东韶关宝林寺说法30余年．．宗仰他的教义称
南宗。．他圆寂后， 其弟子神会北上辩胜北宗
神秀，南宗禅遂传播北方。慧能以《金刚
经‘》代替《楞伽经》。他认为“觉性本有，
烦脑本无”，称为顿悟法。他强调“见自性

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
道。”意即人人可以成佛。 他还对当时僧俗
念佛愿生西方的净土法门另有一种府法。 他

说： “人有两种，法无两般； 迷悟有殊，见

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
心。所以佛言， 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
君但行十善， 何须更愿往生?”他的禅学思
想，接受道家的清净无为与孔， 孟的性本善

等思想，发展了禅宗教义，为其时士大夫和下
层人民所接受， 莫下南禅宗中国化的基础。

南宗传至唐玄宗时的怀海， 他一方面承

继道信(四祖)’、 弘忍(五祖)所开创的农

禅并重传统， 向信徒提出“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的教导，，在《禅门规式》里．规定实



把“普清"(集众作务)激现在西竺园佛
堂嗡作“。出坡”；；意即上下协力劳动≥。另一

方面他又采录大，小乘戒律一制订禅律，称
作’《百丈清规》。在《清规》中有几项重要
规定：第一，不立佛殿， 只立法堂，表示法

超言象。按以前禅宗僧众多住在律寺，到了
道一感到在律寺不便说法，才开辟荒山另建
丛林，还没有规章制度， 到了怀海才制定禅
院清规，．此其一；第二，以兴道眼的禅僧为

化主一称长老(方丈)。长老的髓从称为侍
者，替长老管事静人称寮司； 第三，补充清
规五条注明。“报恩、报本、尊祖”等款目。
怀海制订的禅律， 表明南宗禅已吸收儒家的
忠君、孝亲思想，进一步中国化了。

唐末五代以后， 南宗禅又分出：沩仰、
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宗。 临济宗坚

持参禅和经义结合，农禅生产等传统∥对各宗
派的螂学，采兼容并蓄， 因而得到持续的发
展^成了近代汉语系佛教的大宗派，传播在
长江流域及两广、香港、 澳门等广大地区。
韶关的南华寺、。广州的六榕寺、海幢寺均宗
仰临济宗，、西丝园佛堂与上列古刹均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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