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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尊重和保护宗教

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

期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

由”。信仰宗教的公民受国家法律保护。

广德寺为川中佛教胜地，自唐克幽(无住)祥t

师开山阐教后，高僧辈出，．影响深远。曾获封建

帝王十一次敕封，榜为“西来第一禅林”，誉遍

祖国西南。考寺兴废，其极盛时期，僧众达千

余，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近百年来，战乱

频繁，寺宇受损，僧众逐减。新中国建立后，寺

僧更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寺中僧侣

全部被迫离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金会后，

经过拨乱反正， “左”的思想得到克服，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得到认真贯彻。遂宁市人民政府一九

八五年十一月一日(乙丑年九月十九日)发布公

告，正式开放广德、灵泉两座佛教寺庙。原广德

寺东法堂住持释长念及其他僧人相继返寺，近三

年来，在住持长念的领导下，佛事活动、殿堂维

修、寺庙管理等方面，有条不紊，成绩卓著。这

是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积极努力、真诚奉献的
‘ ：．

硕果。

近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广德寺，闻名遐迩，不

仅弘扬佛法深远，而且寺内还存有不少珍贵文

物，诸如宋碑、宋塔、宋赐玉印，明代圣旨坊、

明赐玉印、缅甸玉佛等，还有九千余平方米的

建筑群，历为人们所向往和赞誉，它吸引着四面

八方的信众和游人，年逾百万，对遂宁的经济、

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

响。但其盛衰、高僧懿行、名人题咏、建筑文物

等记载，存者甚少，且一鳞半爪，又分散于历代

史志之中，既难于探索，又不易窥其全貌，是以

住持释长念，首倡撰写《广德寺志》。这一倡

议，是盛世修志的时代要求，也是祖述历史，传播



文化遗产，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的大事。因而得到

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韭于一九八六年十二

月四日成立《广德寺志》编纂委员会。由释长念

任总编，许伯文任主编，谢果成、胡光翰任副主

编，吴恭全、刘世同任协编，积极地开展工作，

经过近三年的采访、探索、整理、编纂，史料翔．

实的《广德寺志》终于问世了。它是广德寺有史

以来盛衰兴替的真实记录。

《广德寺志》正文共八章。第一章，沿革，概

述广德寺历史；第二章，简介寺内殿、堂、亭、

坊；第三章，叙述寺内佛教组织及佛事活动；第四

章，高僧传、高僧简介；第五章，文献及资料；第六

章，文物、匾对及题咏；第七章，杂记及传说；第八

章，大事记。全志在内容上，严格遵循“求真可信”

的原则，选出翔实材料以记之；在结构上，以章

带节，节下列目，使纲目清晰；在文字上，力求

简明扼要，朴实无华。对个别费解词汇加以注

释，方便读者，使其易懂。但由于资料缺乏，且

限于水平不高，本志中难免有挂一漏十，记述不

当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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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四川省佛教协会、

新都宝光寺、遂宁市政协、遂宁市人民政府民族

宗教事务处、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档案局、市图

书馆、川I北教育学院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在此，
’

特致谢意。



序
长j念

余出身贫寒．父母先后见背，伶仃孤苦，不

减李密。忆幼年尝游广德，层峦叠嶂，古柏苍

苍，庙宇巍峨，佛像庄严，金碧炫目，光辉灿

烂，心仪法门广大，龙象超然，顿生出尘之感，

立求解脱之心，行年十六，礼广德寺海舟师剃

度，四易寒暑，往新都宝光寺受“具足戒”后，

就学于宝光佛学院三年，继至重庆汉藏教理院学

>--j一年半，乃因广德常住命余回寺任监院而辍

学。经历四载，庶务纷繁，我因盛年，须求上

进，即前往成都大慈寺，依圣钦老和尚参学禅定

十载有余，欲往大江南北参学十方，回广德探

望，而全庙僧众坚留余任住持，年余即解放。建

国之初，离寺入城，租售图书，虽身入市廛，而

心犹佛子，忽忽三十余午，．转瞬已逝，绵绵千秋



万代，佛法常兴：

、粤双林息影，鹿苑初转法轮i白马驮经，大

乘流传中夏，慧远结社，始建净土莲宗，达摩面

壁。乃传心要禅法，吉藏立三论，智频兴法华、

玄奘树法相，道宣传律仪，法藏宏华严，不空设

密坛，上述诸祖，莫不由众生根器接引而登上

乘。唯我禅宗五传’弘忍而至智诜嗣法，处寂、

无相承继，无住延续，卓锡石佛，敕建禅林，赠

号克幽，乃至法全再兴禅林。宋敕广利。唐宋十一

次赐封，高僧辈出，法门延祚。降至明代，赐名

广德，无际演教京师，乐岩宏宗蜀地，丛林隆盛，

宗风丕振，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常住僧

侣千有余人，殿堂宏伟，亭阁鳞次，石级台阶，

幽径欣登，宝树成行，奇花遍布，席尚书述其全

貌，杨少卿记其美迹，其他骚人题咏，墨客挥

毫，成为当时之名胜也。明末战乱，遍地荆棘，

庙宇破残，僧人无存。清康熙年间，各地僧侣随

移民来遂，插占广德，其法系乃有临济、曹洞，

将寺分为东、西、上三堂，各建殿堂，，一§衍宗

风，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寺内常驻军队，佛事



活动受到干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文革’’动
●

乱，佛像法器文物摧毁殆尽，千年名胜古刹，濒

临湮没。

。．1，一九八五年，遂宁市委、。市政府，。落实宗教

政策，开放广德、灵泉．僧侣回南，见于四壁皆
空，遍地凌夷，抚今思昔，百感俱生，恢复名胜

古刹，任重事繁，余既平庸，恐难蒇事，商诸现

前道友及护法居士，精诚团结，共同勉力为之。“

窃自思维， “佛法今欲灭，-o裁当。勤。护祷毒。由是

毅然奋起，发恢复名胜毒剂蕊坚心，一’承祖师铷业

道场之遗志，立、即着手维修墩堂，塑造佛像∥购

置经典法器，佛事话动j谨?寮规囊∥文明建设，

均遵法纪。并三堂为一体0碧畦每薹囊制：i爨箩众为

一堂，共同虔修。唯惜本寺千余年：来，j几经兴

替，高僧事迹，法系源流⋯无从稽考。当兹盛世

修志时机，继绝举废，．实为急务；是一以请示上

级，协商僧众，一致赞同编写《广德寺志》％乃

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邀请党政领导和各界硕

彦成立编纂委员会，聘请许伯文居士、谢果成、

胡光翰先生为正副主编，余亦至成都、，北碚等地

： 7 ．



搜集史料，并得社会贤达，海外侨胞，同道大

德，协力支持，几经核实、修正、补充，首创《广德

寺志》终于问世。余年已耋耄，才疏学浅．兼之

资料残缺，人力不足，遗漏错误之处难免，敬祈

指正。

偈日：广德寺志，盛世创编。以续正法，以

利人问。爱国爱教，净律农禅。承先启后，永固

福田。

住持释长念间经



序 二

冉永辉‘

遂州广德寺，肇迹初唐。大历；年(7：67)，

东川节度使杜济礼迎禅宗大师克幽(无住)来寺驻

锡。克幽大师德隆望重，精通禅理，讲经说法，

从者云集。禅林兴盛，遐迩闻名。其后‘兵戈频

仍，屡遭毁废。终以名山灵地，情系僧俗，，千余

年来废而复兴者再，每兴又倍盛于从前。古柏崔

巍，禅房谧静；殿阁层起，法相庄严。历唐、

宋、明三朝1_一度敕封一遂成国内知名古刹之
一。明代极盛，僧众千佘主领川、滇、黔三省
三百余山，尊为“西来第一禅林”。史、志、

传、论 代不绝书，轶闻神话，灿然可观，实

乃蜀中一大文化积存。降及近代，国内各界，海

外名流，或朝山礼佛，或游览风光，摩肩接踵，

年逾百万。每年二月香会，士女如云，．寺内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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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缭绕，寺外则百货杂陈，t由京教活动扩及物资

交流，j对遂宁之政治、留!济所益良多。余幼年所

睹之热闹场面，：至今犹宛然在。目。惜十年浩劫，

交物破坏殆尽，兹逢盛世，政治昌明，宗教政策

落实，政府支持修葺开放．|。：使近二千三百年之名

胜古刹，逐渐恢复旧观。．僧假善信，’，可以正常开

展佛事活动，：远近游客，亦可乘兴登临，流连胜

境。美哉盛世!。‘、 。，

。。：i：

．， 广德寺住持长念，为弘扬佛法，+导入向善，

使历史文化遗产免于湮没，发宏誓愿，提出纂修

《卢德寺志》设想。得中共遂宁市委、市人民政

府、。市政协支持，得市民族塞教处、市地方志办

公室‘指导，‘组织编委，聘请许伯文、谢果成、胡

光翰三君主其事。；阅寒暑i．功告厥成，属序于

余。志文广征博采，考核翔实，足可征信：洵为

广德寺之重要文献，二”亦《遂宁市志》不可缺少之

组成部份。．以人类学观之，宗教乃历史文化现

象。我国《宪法》有宗教自由之规定j对宗教之

信仰与否均属人民自由，但作为历史文化，信教

者与不信教者，俱当尊重珍惜。寺志之修，诚为



善举。就宗教而言，擞典不惑其祖；就群众而

言，薰陶原有多方_．不揣谫陋，是为之序。

公元·九八八年花朝节



序 三

李剑华

我老家三台，幼年常见络绎不绝的人群涌向

数百里外的遂宁，有的去瞻仰“西来玉佛”，有

的抬着巨烛，敲着锣鼓到广德、灵泉两寺进香，

同时还听到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即对广德、

灵泉和遂宁风物无限向往。及长，专程游览，两

寺庙宇的宏伟壮丽，山林的幽深灵秀，玉佛的玲

珑剔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十年代中期

调来遂宁工作，与这里的旖旎风光更是结下了不

解之缘。．三十年来，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广

德、灵泉面目全非，十年动乱，更遭浩劫。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宗教政策，

中共遂宁市委和遂宁市人民政府决定开放广德、

灵泉两寺，扩建两地风景区为公园。广德寺住持

释长念不畏艰难，毅然担负起中兴的重任，在市



委统战部、市府民族宗教事务处的具体领导下，

在市人大、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市文化局、．

文管所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广德

寺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广德寺创于唐，盛于明，近一千三百年来因

灭佛、战乱，几度被毁，终因其影响久远，民信

笃深，高僧辈出，地‘方赞助，又逐渐恢复、光

大，乃至最盛时期僧众达千入，主领川、滇、黔三

省三百余山，得朝廷十一次敕封；成为“西来第

一禅林”，每年游人逾百万。现在广德寺又处于

劫后恢复时期，历史的重演，预示了广德寺光辉

灿烂的前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将以更加雄伟

瑰丽的崭新面貌，为丰富人们的生活和正常开展

宗教活动，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自己的历史上写

下为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光辉篇章。

为了记录恢复广德寺的盛举，韭使其过去的

，页i-,-t史不致湮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政

协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在市宗教处和市志办的

指导下，由住持释长念主持，许伯文、谢果成、

胡光翰三同志分任正副主编，历尽艰辛，三阅寒



暑，修成了《广德寺志》，为广德寺过去的文献

填补了一项空白，为广德寺的建设和遂宁市风景

名胜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作为地方志工作者，遂宁又是我的第二故

乡，目睹广德寺废而复兴，玉佛残而复全，首部

《广德寺志》编成，欣慰之情，难以言表，特写

小序，以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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