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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千秋

——序《纪山寺志》
古今

志，记事的书、文。而寺志则记载寺庙里的事物，续写释家的

家谱。为什么扯上“家谱”呢?因为皈依者出了自家门，进入佛门

修行，仍然有个家，只不过改名换姓都姓释。佛门释家一姓传承千

秋万代，发扬光大，长盛不衰。可以断言，古今中外，任何皇权都不

能世袭统治，而佛教不灭；任凭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而释姓香火久

继。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据我研究，国家和政党都消亡了，宗教

也消亡不了。什么时候宗教可以彻底消亡呢，大概只有人的主观

和客观世界完全统一的时候，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宗教如此，佛教

随之永恒。僧侣三四人以上亦称僧团，也是社会的构成部分。这

个特殊的群体，抱着出世的信念，悲心发愿，以佛祖的大光明智慧，

传给苦海众生经世致用的法宝，让人人平等，共同受益，这正是佛

教的奥妙之处。丛林春秋，云山觉路，去者已矣，来者可追。当务

之急是把寺院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成文，结集付梓，出书为志，使

之具有文献资料价值、学术研究价值、档案保存价值和史料参考价

值。

纪山寺始建于隋开皇年间，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在这漫长的

岁月里，寺庙几经兴废，人事变化多大呀!遗憾的是因昔日战乱频

繁，局势不稳，竟然没有一本寺志保存下来，无法知道详情。历史

沿革出现断层，留下不少空白。只能靠上净下心法师不辞劳苦，从

各处(远至北京图朽馆、北大图书馆、国家宗教局、中国佛协，近到省市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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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周边地区寺院，行程万里。)搜寻线索、调阅档案，查找大量的典

籍补充些微史料，大约完成时间界面上的链接。净心法师平时很

留意收集民间故事传说，剪辑书本报刊资料，并抽空撰写文章，拟

定规章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原件，为完成寺志提供了保证。若无法

师的努力，就没有这本书。从即将出版的《纪山寺志》文稿看，以

2003年之后的内容较多，主要反映寺院的建设、管理、人事和修行、

教化等方面的情况。也就是说，自从现任住持净心法师人住纪山

寺以后，寺院的事务逐渐开展，并且能够顺利地进行佛事活动，直

到香火人气两旺。我要特别提及那些详尽分类的规约，体现出日

常管理的正规化。还有对佛事活动程式的介绍，以及对佛教知识

的解释，都说明僧众对佛教的完全投入。外人如何预测一个寺庙

的前景，关键看内核，不是表象。

文稿中列入几则小故事，为寺志平添了趣味性。经过收集整

理的民间传说，有的不乏事实依据，与古刹不无瓜葛。神话传说在

文字严谨的志书中出现，早有先例，并非独一无二、绝无仅有。这

些故事传说具有地方特征和人文背景，当然能登大雅之堂，坐上席

位。关于法显和唐玄奘与纪山寺的联系，仅是一种推论。因为现

有文字记载，法显晚年在荆州一带弘法，最终圆寂于寺庙里。既然

是弘法，他就会来纪山寺。而且还有可能驻幸纪山寺。理由之一

是隋文帝为表彰父亲的功业，特诏令修建此寺。凭此一点，寺庙的

名气和地位显赫无比。再者，楚庄王曾在此建过宗祠，祭祀祖先。

纪山既有楚国后花园之称，又是王公贵族的陵园，堪为风水宝地。

其二，老衲图清静，不会在城区寺院逗留，很适合来风景宜人的龙

眉寺(纪山寺的初名)下榻暂住。如果在此羽化成仙，也有可能。

唐玄奘从小随父赴任，在江陵度过童年时期。据此推测他游

历过纪山寺，并非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我听净心法师讲，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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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法显和玄奘二位大和尚来寺院现身说法，当时的情景历历在

目。他人定时，也见过二位高僧的法身。我想，若非有缘，怎会报

梦又现身呢!纪山寺用纪山冠名，上应天时，下得地利，中有人和，

乃大吉之兆。纪山也代表地域性文化，而且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纪山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使纪山寺有了更深的蕴含。目

前，纪山寺正处于复兴阶段，必然受到圣僧的法力暗助。审阅这两

篇短文时，我也犹豫过，不便轻易表态。继而觉得短文毕竟不是学

术论文，作者可以灵活自由去写。既然二位圣僧与此地山水亲近

过，推测个实处为啥不可呢!谁若质疑谁举证，先别下定论。

《纪山寺志》初稿中仅有净心法师的简介，除此之外，再无写他

的片言只语。法师不愿意写他，也不让写他。但是，一本寺志若无

住持僧人的具体事例，要想写好，而且说没关系，只怕妙笔生花也

难办到，纵然巧舌如簧也难自圆其说。于是，补了一篇《随缘札记》

来充实欠缺。此文记录有关净心法师的一些令人感动的小事，用

哲学和道德的标准来考量，别有见解。这些小事原本具有佛教意

义，从而凸现出一个大德高僧的形象。志书不是专给谁树碑立传、

歌功颂德，而是信守真实，不虚不妄。但志书确实又造就了历史上

的很多经典人物形象，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同时，也把那些丑恶

的败类绑在耻辱柱上，使之身败名裂，千古唾骂，遗臭万年。不过，

一本志书不是给当今的人事做结论，而是如实地记录未来的历史。

一旦成文，史笔千秋。至于后人怎么评价历史事物，确实没必要考

虑。

200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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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昧是传奇

谭寿山

净心法师要出书了，闻讯甚为高兴，出书前他托人送来书稿，

嘱我作序，序是作不来的，因佛书的序太沉重了，怕浅薄了佛著，怎

奈他再三诚请，我只能说一些与他和纪山寺交往的感想，说到哪儿

算哪儿了。

说来惭愧，生为荆门人，也许是慧根太浅，加之年青时，由于文

革极左时代，与佛很难有缘，直到知天命之年，或许是久更世事有

对人生的感悟后，方觉佛的精神博大，佛门的慈悲为怀的精神高

尚。

我同净心法师虽无深交，但相识很久，初识时他清瘦面黄，文

质彬彬，不善言语，显得老诚。但从他质朴的衣着里，便一眼可以

看出他的忠厚和善良，稳重与深沉，特别是那闪动着深邃的双眼更

引人注目，给人一种慧而不露的智慧之光。后来才知到他为进佛

门深究佛法，施尽万贯家产，以戒为师，以苦为乐，以奉献为荣，虔

诚致志，一心学佛，广度众生。现今社会即是一个物欲的社会，也

是一个忙碌的社会，处处都存在着挑战或欲望的引诱，在这种环境

中，如果能做到洁身自好，能做到一个品格高尚，净化他人的人确

实不易，但净心法师做到了。于是，在一个含晦的早晨，受净心法

师之邀，我们一家来到了他主持的纪山佛寺。

一进纪山，那郁郁葱葱的起伏山峦，绵密华滋，一缕缕奇云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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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轻雾迷漫的翠峦，似如上迷造天，下漫茫地，路边修竹藤蔓，苔

藓地花，无不清灵茂盛，雾气里裹挟着时有时无的溟潆境界，云卷

云舒，清水如梦，松径似迷，真有几分仙风佛景，顿觉古意深长。这

些江汉平原特有的山体植被，透着一种空苍积翠，山意朦胧的意

境，一路竹幽林深，气柔涧静，静下来可令人听到耳边的息息声，让

我想到净心法师从繁华的都市到如此幽静的纪山，是为隐，是为

佛，兼而有之吧!

进得山门，层层叠叠地殿字楼阁的，气象非凡，香雾缭绕，佛号

悠悠，佛教气氛的浓重，使那些世外人士有了精神的皈依点，大殿

前，当你在庄严肃穆中，把香敬奉、仰望沉静、慈爱、仁善、柔温、智

慧之态的菩萨时，顿使人情绪平静、思维谐和，似乎洗涤了、改造了

心灵中种种无语的尘埃与刺激心态，善和的心感到一种澹泊清明。

在一片清静的风景里，一颗颗难以摆脱的六欲纠缠疲惫的心灵在

这里得到了依恋和寄寓。真有忘却世间烦恼事、消尽心中事非心

之感慨。难怪楚人在一千多年前就选择了在这块人文地理与自然

景观相统一的风水宝地，成了楚国的后花园。由于王公贵族都到

此建宗祠祭祀祖先，因而取名祭山。(唐朝时更名为纪山)也成了

楚庄王时代的陵园。隋文帝为表彰父亲的功业在此诏令修建寺庙

后，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名人雅士都到此朝拜。据说唐玄奘童年时

期也经常到此游玩。寺庙的建立，以佛教之义善化感应着千千万

万芸芸众生，优化人心的性灵，其德无量，香火不断。

由于净心法师对佛的虔诚、人品的高尚纯正，以致于观音显

灵，玄奘临寺，奇闻不断。纪山那种地域之灵，一种适合佛教文化

的化学气体，放射出一种生命的厚力，生命的振幅，人性的美丽，真

是人间有味是传奇。

释伽牟尼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也在大动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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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中不断整合，然而历史不论怎样变迁，甚至在如今科技发达，

信息如潮，群雄争霸的年代，宗教信仰的情结仍覆盖着整个社会，

宗教的观念缓慢地渗浸在人们的意识里。尽管学佛，不可能念一

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嗡嘛呢叭咪哞”就会

马上忘却人间的烦恼和阻止人类悲剧的发生。然而，佛对人的精

神寄托就会在本来善性的本能中透过佛学孕发光大，人格由此而

得到净化，灵魂由此而得到洗涤。宗教的产生都不过是阐释生的

意蕴和死的背景前后，为人生空无性进行各自的指点和教化。道

教以丹术养生而求羽化，求长生不老直到登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都相信天堂的神圣，认为虔诚的生命死了，洁净的灵魂可以上天堂

并由此永恒，而佛教则推崇来世的观念，认为芸芸众生因各自的善

恶造化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性直到你流转轮回，生死相

续，绵绵不断，于是就有了生命的善恶质量，有了天堂地狱分别，教

你生前行善慈悲为怀，珍惜佛缘，有一副菩萨心肠，敬仰万物，要有

怜悯之心，警示人们活着时抑恶倡善，弘扬德性，它具有安慰的力

量。

佛教就在于能使人把逼在眼前的现实厉害推远，个人的得失

看淡，狭隘的私人恩怨抛开，而得到精神的清凉，开阔与超拔，才能

用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也许这正是净心法师的入寺的初

衷和思想境界吧。人，当只有对这一生境界寻觅后，才能去林间寻

幽探胜。享受一下“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因过竹园逢僧

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淡泊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飘逸，

来洗涤一下逐渐被凡尘浸染的灵心。

每一座山，每一座寺庙，都有它丰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

种佛教宗义的诗化体现，里面蕴含着人生的哲学命题，表达了人与

自然、宇宙本为一体，人来自自然，表现于社会，复归于自然。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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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净心法师在山寺里暮鼓清灯，传经布道，虽有些寂静，但已小

再是孤寂枯坐，踽踽独行，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对人世间的爱和执

著。人生如戏场、繁华绚丽，缤纷错杂，气象万千，功名利禄使人摇

魂荡魄，公益事业使人心生向上，而真正的生命神韵总是寄寓于人

生与社会机趣理悟之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都是人生的真谛感悟。这

使我想到佛家有语，“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禅境

是人生追求自然的物态与生命精神意象、澹泊清明人生功利的目

的，将自身的生命作为一花一草，一水一石，依存在整体大自然宇

宙中，顺其自然，怡乐精神，澹泊情趣，功名利碌如花开花落，佛法

自然人心明月清朗，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心境的修炼。

人生如梦，百年光阴，转瞬而逝，但是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演释

出人生的真正价值来确实需要精神和人品。

“宁为宇宙耕耘客，不作乾坤窃禄人。”

阿弥陀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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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张良成在找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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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人大主任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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