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一黎：第o-蒙懿主缓：喜一．戛霉

一，三≯o一．，一羔≥兰葛磐一



t编：贾汝臻羽t编：黄夏年

七塔寺人物意
次窆着淑歇强

回Z小教文化詈三版社



⑨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题词



⑨

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题词



_
t

萼
垒
越l

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⑨

当代著名文学家舒乙先生题词



⑨

广东著名书法家连登先生题词



《七塔报恩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释可祥

编委：释成峰贾汝臻释界义

释定昌黄夏年

“丛书”缡委备部分蝙委合影

左起释定昌，释界女，释Ⅳ弹，贾汝蝽

丛书系列·七塔寺人物志

主编：贾汝臻

副主编：黄夏年

撰文：黄夏年释圣凯贾汝臻

图 片：贾汝臻黄夏年释明新



作者简介

曩雾嚣蒸一蚕圈隰黼



杂志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及数十篇散文。

贾汝臻，1966年出生。甘肃靖

远人。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

系，分配至甘肃省公路局，先后从事

编写、教育、宣传工作。1992年皈依

于陕西扶风大明寺彻性太和尚座

下．蒙赐法名超臻。1998年从原单

位离职，专门从事佛教文化工作。

在兰州佛学书局编辑佛学报刊，曾任《佛学通讯》报责任编辑，《佛学文摘》杂

志责任编辑、副主编等。2002年9月至宁渡七塔禅寺，参与常住文化建设工

作，任《报恩》杂志主编，为创刊人之一。



“南参北询之流，

至者如归：禅诵梵典

之声．不绝干耳。鸿

懦白丁．无不知有七

塔之胜者”。是赞是

颂，属誉七塔寺也。

七塔寺初名东津禅

院。又名栖心寺，唐大

中年间邑人任氏舍宅

始建精蓝，由开山韧

祖心镜禅师执杖，历 戒忍大和尚在七塔寺开}佛法

代高僧辈出，宗风远振。宋、元、明以降，几度废兴；至清光绪年问，慈运长老

监座．钦赐七塔“报恩寺”额，香火大盛，始有“琳宫绀宇，烂焉一新；门廊殿

庑，灿然大观”之盛况。新中国肇始．七塔寺由愿方丈月西长老住持．古寺重

光，复继辉煌。

“号为小普陀，依旧憨灯辉宝塔；奉有大菩萨，重新法苑现珠林”。七塔

寺与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因缘殊深!据史志所载，明朝洪武年闸，朝

廷实施海禁，普陀山迁佛像于甬东栖心寺，主殿供幸观音大士宝相，该寺遂

改称“补陀寺”，此印“小普陀”之由来也。兹后七塔寺永奉观世音菩萨，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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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屡现灵异，圣迹昭著，各地善男信女，香客游人，络绎不绝，信念俗成，

- 视为渡海朝拜南海观音大士之前驿耳。“洵甬江之名蓝，震旦之祗园也”。

。 可见言之不虚。

篁 观音大士于无量劫前早成佛道，号正法明如来。为方便度化，复垂迹娑

奎 婆世界，照开六道昏蒙，烛明微尘法界，兴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倒驾慈航，

志 寻声救苦，广度群萌，有求必应，神力威猛。《华严经》载：“南方有山，名补怛

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善财五十三参之二十七参，亦为参访普陀山观

音大士。千古延续，南海普陀山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道场，即为

五洲四海信众之圣山圣地，故有“海天佛国”之盛名。

初唐王勃诗云：“云涛涌金色之山，圣阁起琉璃之界。”普陀山孤悬海中，

古时舟楫简陋，渡海朝觐殊非易事，有不能亲临观音道场瞻圣者，尚能于七

塔寺拜谒大士圣相，虔诚遥通，斯心可鉴；况大士慈光，竖穷三际，横遍十方，

随处应物济生，无机不被。

时维甲申腊月，岁序替迭之际，甬东古刹七塔禅寺新座方丈可祥大和

尚，承祖心印，仰绍先征，感应道交，发大悲心，起大悲愿，敦请海内佛学精深

之专家、学者多人，聚笔撰写七塔寺先贤人物志一书，智慧晶结，典籍焕然。

有云“道在人弘”，可祥方文此举应时契机，功在当代，利及后昆，光耀史册，

僧俗共赏，可喜可贺，亦楷亦模!

七塔缘结普陀，先贤范垂后学；山僧谨识，惶恐作序。

释迦戎忍

佛历二五四八年岁次甲申腊月于普济禅寺

髦。关溺



佛击是八本的宗教，其实践内涵

即包括7关怀众生与生命观照，个^

的修行过程应贴近生活。依正见为

导、多闻熏习，在尘劳起浮之领浯中

而能净化身心、安乐自在。穿越尘世

层层烦庙与时空相待等执取，即能引

领人心航向究竟解脱彼岸。

“佛”、“法“、“僧”三宝，是正法

久住于^间的三大磐石。太虚大师

说：“佛法宏扬本在僧。”儒家也说：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僧，本是人间

佛法的薪传者，佛浩流传于世间，依

凭历代祖师太德之崇高智慧与广大

悲愿创造人间净土，是故净化社会人

心．为僧伽之天职。关于《七塔寺人

物志》之出版，即说明前人古德之嘉言懿行，可为后代僧伽楷模之表率。

佛、法，僧为佛教之总纲，而三宝是以法为中心，佛法即生活，即于当下

之行、住、坐、卧中对于真理之体验。吾^妊由佛法熏陶，在念佛、念珐、念僧

中开启心扉，于悲、悲、喜、舍的实践与观照里证^菩提。佛法，并非只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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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教条之规范，而是特重于引导人性素质向上的提升。人性素质之提升，必

须依据流传人闻之正法为道路而运行，此即是古仙人道。释迦牟尼佛是历

史上的佛陀，正法是依释尊无所住之悲愿自然流露亲证悟之道路而流传于

世。历代祖师大德是依此道路发愿度生，吾侪亦是如此依教奉行。不论时

代如何变化，科学如何进步，唯有持续发挥此慈、悲、喜、舍无所住之悲愿，佛

法真理之慧光才能久住、照耀于世间!

藉此国家突飞猛进之时代，除了物质环境进步之外，更需要使令精神生

活领域之提升，人们整体生活素质才足以彻底改变。然而精神文明的发展，

唯有人性素质之提升，生命光辉才得以展现。佛法宏扬，必须承先启后，培

养弘法人才，净化身心，利济人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有培养后学

之远见与悲心，正法之道场即可以兴盛。宏扬佛教不但要以自我之身教、言

教为模板，更需要适应现代之知识与环境，佛法慧炬之光明才得以在这流幻

世间继续承传，人间净土即能自然实现。历代祖师大德依此悲愿弘法济世，

释尊亦是如此完成佛道。

七塔寺建立在我国宁波交通发达与人文荟萃之地域，历史悠久，高僧辈

出，七塔道场宗风由历代祖师们德行之光环照射，成为名闻返迩佛教之古

刹。七塔寺之家风，教观并重、选贤与能，发扬观世音菩萨入世之精神，此种

家风即为中国大乘佛法菩萨道之展现。佛教的事业即入世之事业，期许后

代继承门人皆能本着社会的需求，长养大众之安定乐利，互助祥和之理念，

缅怀历代祖师大德懿行、远见与抱负之感召，继续为推动人性(本具佛性)之光

辉而努力。

现任住持可祥大和尚，年青有为，德学兼优，和蔼可亲，悲愿宏深。为发

扬七塔寺祖德之潜辉，特发心撰写《七塔寺人物志>一书宏扬佛法，来书征

序。不揣己陋，敬撰数语，用表赞颂!是为序。

黪斓

释印海

于美国洛城法印寺

2004年8月28日



西凉州人释道猛，少年

时期就游历蒜赵等地，了解

各地风僖人情后，定居在寿

春。道猛是一位勤奋好学的

人，对佛教的三藏九部，大小

乘经典都有深入了解。“思入

潲微．无不镜彻”。其中对

《成实论》最下功夫，独步于

世。前来跟他学习的人接踵

不止。南北朝刘柬元嘉二十

六年(449)，道猛东游到京师

东安寺，继续开讲《成实论》。

序三

黄心川教授H像

湘东王刘或对道猛十分崇仲。刘或登位成为宋明帝后，优渥有加，赐钱三十

万支持他的讲经活动。泰始(465—471)初年，明帝为道猛在建阳门外建立

专门寺院．敕命道猛为僧团的首领。明帝对道猛说：“人能弘道，道藉人弘。

夸天得到您这样好的法师，不仅有益于苍生，而且也使整个世界有光。所以

我为您建的寺院，就命名为*皇寺吧。”兴皇寺建立后，道猛在寺里弘讲《成

实论》。每次开题之日，明帝都要临幸，公卿百官集会，四远学宾负帙齐至。

道猛神韵无忤，吐纳详审，超常发挥。明帝听7，额首称赞。他当场下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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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猛法师风道多济，是我方外的宾友。今后每月给钱三万，仆人四人，助手

_ 二十人，车及步舆各一乘。法师乘舆可以直至客省。”道猛虽获此殊荣，但是

-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所得的赏赐都用来赈施济贫，或者营造寺庙。刘

堑宋元徽三年(475)，道猛圆寂于东安寺，世寿六十五。

金 这是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高僧传》“释遒猛传”中介绍的道猛生

志平事迹。僧人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任务。宋明帝礼贤高僧，是俗人所做的

事情。然而，明帝所说的“入能弘道，道藉人弘”却很有意义，也很经典，它说

明了任何宗教都是要由人来弘扬和发展的，离开了人，则什么也谈不上了。

换句话说，宗教是人创造的，一部宗教史，就是一部人怎样创举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以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早进行的文化活动就是译经事业，正是译经的结果，

使印度的佛教理论思想渐渐地被中国人所了解，经过人们的研习与传播，佛

教最终产生了影响，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译

经依靠的是中外佛教徒的努力，同样离不开入的辛勤劳动。中国人历来尊

重有知识的入，而且一直将这些对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有志之士载入史册。

中国佛教界有重视收集历史资料的传统，《高僧传》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中外

僧人生平事迹的佛教人物志书之一。之后，历代佛教徒一直撰述了不少与

人物有关的各种史书，如禅宗的灯录，天台宗的统纪，净土宗的祖师传等等，

而一些寺院的寺志也将与寺里有关人物辑录在一起。述人是以明志，其意

就在于将所有做过贡献的人立碑作传，激励后入向他们学习，光大佛教事

业。“人能弘道，道藉人弘”其实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宁波七塔寺是四明大地的一颗明珠。这座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古刹，

充满了文化的底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七塔寺也与中国所有的寺院一样，

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因此，作为古刹，却没有非常完整的资料，虽

有寺志，却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之谜。七塔寺方丈可祥法师，关心寺院建

设，组织学者撰写《七塔寺人物志》，将历史上与七塔寺有关的僧人与居士的

事迹整理出来，这是对寺院文化建设的创举。据我所知，撰写此书的学者非

常辛苦，他们从浩瀚的史料中，爬梳整理，对许多史实作了严密的考据，提出

嘲



了自己的学术创见，最终写出了这本几十万字的巨著。我认为这是非常值

得做的一件工作。寺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但是他离不开人的作用，将与之

有关的入与事记载下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才是真正实现了“人能弘

道，道藉人弘”的理念。

是为序。

黄心川

于北京华威西里寓所

200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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