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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佛

佛教为公元前六世纪释加牟尼始创于古印度；1我国关于佛教

的知识，早在西汉开辟西域时就已触及。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

前2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

受浮屠经。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 4年)汉明帝遣使往西域求

法，永平十年(公元6 7年)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随使至洛

阳，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从此佛教在中国内地传播。。
。

‘
，7 ’

．，

‘

第一章安徽佛教沿革‘‘
‘‘

’

～

L
。，

，

。

第一节佛教的传入安徽、 -·‘，

I，一 1，

’

一一东汉三国时期-
。

一-

⋯

佛教自何时开始传入安徽境内，确切时间难以考证。一但安

徽北方的淮河流域邻近佛教初传之地洛阳，在东汉后期受其影响

而传入，当是可能的。其时。洛阳以东，淮水以北，佛教已有流传
”

(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 8页 )据《后汉书

楚王英传》记载，治淮河之南北的楚王刘英尝。为浮屠斋戒祭祀”

。尚浮屠之仁祠”。， 。浮屠”为我国早期对佛教的一种译称。

永平十三年(公元7 0年)，楚王英因罪废徙丹阳郡泾县(今宣

城泾县)，随从南徙者数千人，佛教或由此而流播江南。 受其影

响，不久后的丹阳(今宣城)人笮融在徐州、扬州问。大起浮屠

祠。 ．．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

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如此的规模，对邻近的安徽东北

I

、



，部当火有影响。 ．

三围时期，吴国相对稳定和繁荣， 佛教在安徽境内的影响日

益增多，开始有建立佛寺记载．据《安徽通志》 (清附澍等’

修，道光十年刻本)卷四十一寺观记载：。．石溪寺，在县(全椒)、

西七十里，吴赤乌二年建”．广济寺，在府(太平府，治所今当

涂)、北采石山，，吴赤乌二年建 、古化城寺，在府(太平府． 治

所今当涂)城内向化桥礼贤巷，吴火帝(孙权)时为康里国僧会

，法师建三道场，此其一也，康僧会为西域僧人赤乌中至建．业(

今南京)孙权建建初寺以居之为江南有佛寺之始。-以j：是见于

，记载的安徽最-甲．建立的佛寺，吴赤乌二年当公元2 3 9年。

二， 两晋南北朝几寸期

到了两晋时期。佛教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两岸有了进一步传播，
‘

建立寺庙的记载明显增多。 如寿县石涧寺潜山县百丈寺宿松县’。

西林寺，泾县人安寺等。这时安徽境内也出现了几个高僧。 寿

县石涧寺的卑摩罗叉，西域厨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人。 在石涧

寺盛阐毗尼律徒云聚。又有毫州开元寺僧遵诲，． 谯郡(毫县)

人。精于《法华经》，朝廷赐号真行大师。 一 、1|

南北朝时，，由于北方动荡不安，关内兵祸频繁，名僧四敞，多趋

南朝。 。汉魏之间，两晋之际，俱有学士名僧之南渡．．．．至此

：．为第三次矣” (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 4 1面)

宋齐梁陈四代。佛教逐渐流被，以梁武j莆时最盛。 齐梁帝王多信

仰佛教，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皆盛行佛教，僧寺众多。． 札牧诗。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咏此盛况，南京继洛阳，长安

之后成为我国又一佛教中心，南京，庐山、洛阳、三 佛教中心

鼎足而立，位于其问的安徽，乃东西、r南北往来必经之J也-，佛教自
， 然地广泛流传起来，其中又以长江两岸及靠近南京的安徽东部地．

区较盛。 ．

· 一．

南朝时安徽也有不少名僧。． 。县影，道融历精于淮北”



(《续僧传》 习禅篇)，梁僧宝志，创潜山山谷寺。僧导，十岁

出家。曾参与鸠摩罗什译经，后至安徽寿县东山寺，从之学者千余

人，影响及于江南。

南朝时有不少名门望族笃信佛法。 新安(今徽州)太守张

镜，于佛法服膺之至。庐江郡何氏，自晋司空何充，宋司空何尚之，

到何尚之的孙子何点，何求，何胤，从孙何敬容，世代奉佛，交结名

僧，建立寺塔。在上至帝王。下至官绅的统治阶级推崇下．佛教开

始深入民间。 。
，

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张。佛教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两晋南北朝

时期，谯郡(今毫州)人戴逵，博才多艺工书画更因擅长塑造和

雕刻佛象而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佛象的雕塑，既审度外

来法式，又融以民族风格。在建康(今南京)瓦官寺作佛象五尊，

时称为。，瓦官寺三绝” (顾恺之的维摩壁画、狮子国玉象)之

一。在会稽灵宝寺以三年功力雕刻的佛菩萨，更大受赞誉。戴逵

作的《五天罗汉图》保留至唐代。其子戴禺页继承了戴逵的塑、 雕

技艺，。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感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f

’厥功方就谣 (《尚书敞实》)在雕塑佛象上也达到很高成就。．

时有。二戴佛象，历代独步”之称。． ．

’

．五
、

，

’{ ，

?

．

。

。 第二节 佛教在安徽的发展 ”。

～，唐宋时期’：
_

，

，．

经过南北朝的深入传播后，佛教开始形成中国自已的特色，禅

宗刃：始产生，并传入安徽。佛家崇为禅宗三祖的僧璨，三}j：要活动

在今安庆地区，曾隐于岳西县司空L【II潜山县天柱t1．I等处，并授法



互争权夺地，战乱不断，，。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瓮城砖” (

唐末池州诗人杜苟鹤《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继会昌灭佛

之后佛教又遭受了一个时期的破坏，这一时期新建的寺院，为数

极少。‘ 、

赵匡胤建立宋朝，统一全国。北宋时期， 遭受重创的佛教
；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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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新建_厂不少寺庙，大江南北，佛教气象庄严：4、 ’一

但是，宋高宗南渡(1 l 5 7年)以后，淮河南北成为宋金，宋

．元长期争战的场所，江北佛教又遭受了一一次战火的破坏。r长江以

南在偏安一隅的南宋统治下，佛教得以幸免于难。。两宋时期新建

了许多寺庙：i：要有：太湖海会寺，池州齐Il『寺r九华⋯净居寺，1巢

县丰u⋯寺等，，许多前朝建盼寺庙得到醇修，并赐名号，改变名称．，
． 延至后代。宋代除禅宗外，净土宗的影响也较广，另外，。宋代华严

宗的代表人物长水了埔，初学《楞严经》，后参滁甜}琅琊II|慧觉，遵

照慧觉“励忐扶持”华严宗的嘱咐，到陕p可住于长水(即产水)

众几一千。撰有《楞严经疏》十卷，后称作《长水疏》，，，’为宋代

华严宗重要著述。‘宋代一j：大夫信佛者众多，皖境亦然i．如欧阳修

。自致仕居颢L，‘口与沙门游，囚号六一居=}=，：名其义口《居

：{：集》’(《佛祖统记》第四瓦卷)i ‘。 i： '．

． “元代，虽然是异族入j：中原，但元朝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收

并蓄的政策，‘佛教仍得以发展∥只是时间较短，·建树不多。
¨

’+

j
。，

、 ‘
，。 j

’

●●

二．，明}占时期。’ ．，
。 。， ，-i

oj 明朝建立后；由于明太桐．朱元璋-甲．年曾流落寺院之中，对

佛教有好感，加上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为佛教Ⅳ!人发展提供

了条件： ：
，

，一 ‘‘： ．√
‘’‘

明代安徽境内寺庙的火兴可说是从修龙兴寺超。 比兴寺在

风阳，I几名皇觉寺，朱元璋时曾流寓于此．建市明朝后， 大市背

建、改名龙必寺。与此同时二：窆<肖后，许多毁废的历代寺庙在明初

得到氟建或扩建，：t要的有卓j；闩资福寺，蒙城慈氏寿，滁州琅琊J JJ

)l：化寺，以濉河南：l匕地区，朱元璋兴起之地力多。其它如安庆地

区，、皖东，皖南也有不少寺庙被修复。明朝并新建了。些寺庙，

主有：安庆迎江寺，潜⋯火枉⋯佛光寺，等。 -’

。



明亡，许多遗臣子民不愿事清，往往遁迹山林．削发为僧，：

这是明清之际佛教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一些有才华的明遗臣

深感亡国之痛，专事钻研学术．书画，不问世事”企图超脱凡尘，

摆脱内心的烦恼。明禅暗儒，为佛教增添了不少色彩。 其最典型

著名的如：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诗人兼书画家方以智。桐城人。

晚年在江西清原山佛堂讲法，门徒众多。一又如新安画派奠基人渐
’一 江。俗姓江名韬。歙县人，自称渐江僧。象方以智，江韬这类的僧

人，不很著名的还有很多，他们身毋出家，心怀故国，’表现了一种

s封建的忠君报国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清代。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大小寺庵，遍布城乡各地，众多僧尼，

，．故居大江南北。除了修复，扩建前代创建的寺庵以外，大量的小

型寺庵的建造是清代中后期的一个特点。 这从明清时期各地方

：‘’ 志书所载寺庵的前后可以看出。如明万历二十年(1 6 0 0年)

《祁门县志》仅载寺庵5 2座，而清同治十二年(1 8 7 3年)

《祁门县志》共载寺庵有l 3 4座之多， 绝大多数都是清代修

‘’建的小型寺庵。这样的寺庵居住僧尼不多，，建筑较简陋，÷在稍

大一点的村镇．或山川道路的要津，皆有分布，在名都胜邑或名

山大川，则聚集更多，如康熙《安庆府志》记载：安庆府治及怀

宁县，就有寺3 5、庵8 6。九华【1．I在清代也发展成一个大的佛

教道场，寺庵众多‘．许多高僧居此讲经说法。数以千计的寺庵，

星罗棋布于安徽大地，佛教思想深入民心，可说已成为清朝社会

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一． ，： ：、

～． ．

』 ’一
，‘

， -三．民国时期‘
， 。，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的

传播，佛教的社会影响有所削弱，但前代兴建的寺庵仍得到延续，

主要是农村中的居住几人的小寺，一些名山大寺也得基本保持以

前规模，这种情况直到抗战前。小寺小庵规模倒然不大，僧尼



也不多。但散布存广犬的农村，在义化落后，经济贫困的农民阶级

中影响较人。 以民围十七年(1 9 2 8)安徽省佛学会寺庙登

记簿中的怀宁县(含今安庆jⅣ)寺庙调查为例，共有寺庵等3

7处，僧尼1 2 0人(除迎江寺>，jr均每处约3人，最多1 4人，

少者1人，一一般都在4人以下，根据民围二十二．四，了1：年(1

9 3 4—1 9 3 6)佛教调查材料的不完伞统计，仅介肥，芜湖，

阜阳，宣城，六安，巢县等二十四个iIJ县，就有寺庵9 8 0个，

僧尼3 6 8 6人。

小的寺庵以及零散僧尼为J，能更好地扩人其影响，保护其房

地产不受冲击，在民围初年以后，相继以··方城镇的人寺为中心，

成立佛教会组织，加强了对零星寺庵 的庙产管理和僧人问的联

系。 ‘．

’

l 9 3 7年抗口战争爆发，口军烧杀抢掠，‘我省许多寺庙也

遭到疆运。在战火中，有的寺庙被彻底摧毁，荡然兀存， 有的迹

不同程度的毁坏。九华⋯也未能幸免， ⋯些著名寺庙遗敌机轰

炸，损失惨重。在口伪I与领区，一些伪佛教会组织被扶植起米，

在佛教徒中推行奴化政策。布口伪统治期问，寺庙破败。僧尼人

心涣散，佛教呈现一派萧条景象。

1 9 4 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江河口下，以及解

放战争的进行，佛教也处于不稳定状况，抗战期间的不景气未能

得到恢复，寺庵破败，僧尼组织涣散，素质不高，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建国蜘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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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民国中期安徽省佛教会组织一览表

一
。。、 。一。 j -'j √ j．

’

名 。．称 会 址 、‘ 负 责．。人
：j 一

童 ：

，安徽省佛教会 安庆藩暑街阅经楼 慧明，隐山i 舒铁荦
●

j

。。

，

，．内 一一，
．

， 黄健六等。、

怀宁县佛教会 ，桐城城内大宁寺 ：． 隆法，汤沦，马振q

潜LlJ县佛教会 潜⋯城内南街 超尘，陈子与等，”

．合肥县佛教会 ，城内明教寺 梦东，李诚安等

庐江县佛教会 ．城内金刚寺． ：济休，海宁等

r无为县佛教会．， ．城内景福寺 ， 松月．， ：

rlJ哆儿：茁卵钍凡Zi 城内城隍庙 普润，月朗等，

，。．，巢县佛教会 城内西隐寺 ．， ，证觉，月观．，刘圣铭

六安县佛教会二 西城外大悲庵 ．， 、中兴，香令，宝峰．

和县佛教会， ，南门外地藏庵．．，． ，广裕 ，，、
．? ，

口J 2；县纵石P教会 清溪镇佛慧寺 ．宏瑞 ?，-．1

’．宣城县佛教会 西门外西林寺 严峰，云严，宽成．．．
， 丁口q县佛飘云 西城外东平殿．， 脱凡 ．．

：泾县佛教会 ， 水西宝胜寺 清心程赞襄等

、旌德县佛教会 下市桥威显庙 普光 ：，一。、
南陵县佛教会 西城内香由寺 海月，惟林，王文精

贝7也{0’帅双云 城内三界庵 善青宏青，妙峰等

九华⋯佛教会 祗园寺 宽明，常宣，悟月等

石台县佛教会 城南风池寺 本僧，妙桂等

当涂县佛教会j 城内万寿寺 一渡宽，张声宏等

无剐县佛毅会‘ 城内吉祥寺 普航，．朱棠，妙青等

8
、

●

一

●

～

’

●

、



广德县佛教会

郎溪县佛教会

凤阳县佛教会

定远县佛教会

怀远县佛教会

风台县佛教会

阜阳县佛教会

霍邱县佛教会

毫县佛教会

太和县佛教会

祁q县佛教会

颍上县佛教会

蒙城县佛教会

立煌县佛教会

休宁县佛教会

筹备处

铜陵县佛教会

筹备处

寿县佛教会筹

备处

涡阳县佛教会

城内天寿寺

城内开化寺

城关炎帝庙

城内西禅寺

荆山文昌宫

城内普济庵

城关镇颍楼西院

城内福昌寺

东关外白衣庵

城隍庙西院

城内释迦寺

江口集大王庙

(今金寨县)响山寺

南乡嘉祥古寺

火通大士阁普济寺

J下阳关榻房寺

城内观音寺

心虔，戒峰，戴文田

镜衲，公训等

贯一；王玷元等

圣道，．谢冠山，云波

随宝，王自修，源宽等、

德明，王仲体，德敏

伦斋，程铸九等

佛冰，李肖峰，刘豫章

月海，胡振江等

玄亮，胡教略，陶教良

普渡，源义，能达

定慧

汪潜庐

妙珑，正霞

智德

悟全，惠德等



-————————————————————————————————————————————————一
筹备处 I I

‘ ‘

五河县佛教会 f城隍庙 I着坤 。·

’

筹备处 ．』 I ． ’I
’

+， I I

—_———————————————————————————————一_一一_
参考《海潮音》十一卷(1 9 3 0年)第七期及民国二十

三，四、五(1 9 3 4-1 9 3 6)。年佛教调查材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