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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梅五祖寺是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于唐永徽五年

(654)创建的道场，也是六租慧能得法受衣的圣地，被誉为“天下

祖庭”，驰名古今中外。历代朝山礼祖者无不以一临此地，瞻仰祖

容为幸；文人墨客亦以来此拜访游览为快，并留下不少题词和诗。，

篇． ．．
．．

。
．

．，禅宗于梁武帝时由南天竺佛教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传来中’

国。达摩后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他传道慧可，可传僧璨，璨传

道信。信于晚期稍变其道，但传授给五祖弘忍的禅法仍然依旧，

故此前祖道未能大昌于世。

五祖弘忍得法后，于东山开辟道场，锐意改革，大启法门，不

择根机，接引众品，遍传其道，竭力提倡顿入法界，以心传心i“时 ．

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京洛道俗称叹：黄梅 t

。东山多有得果人l”故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弘忍大师在选法

嗣问题上慧眼独识，没依世俗之见将衣法传授给执守渐悟之法
‘

的上座神秀，而传授给深得顿悟之法的行者慧能，方使禅宗之风

大昌于世，不仅光被中国，而且传播海外。自晚唐以来，中国禅宗

的传播，不仅遍及佛教各宗，而且与儒道思想交融成一体，对中 ．

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 东山法门的标帜是“即心是佛”、。见性成佛”、顿渐得法、偏4

重顿悟。这具体体现了弘忍大师对禅学的发展。他在继承道信

大师稍变禅风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使印度禅蜕变成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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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寺志

华禅立下巨大功劳。至此，带有玄学化的中国禅宗开始建立，写

下了中国禅宗史上的第一页。由此可见，五祖寺是中国式禅宗的．

发源地，五祖寺和弘忍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

如今，中共黄梅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力量，编纂出一

千三百余年以来的第一部《五祖寺志》，填补了黄梅县寺院志的

空白。在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又作了大

量工作，对修复五祖寺院进行了全面规划，逐步付诸实施，并初

见成效，使五祖寺得以顺利地收回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

对此。我作为五祖弘忍的远孙，深感荣幸．并深表谢意!

《五祖寺志》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五祖寺千百年来的历史，同

时综述了中国禅宗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过程，这对研究五祖寺史、

中国禅宗发展史、五祖弘忍的思想、唐宋以来的文化，都很有参

考价值，故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 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 昌 明

归 元 寺 方 丈

1989年5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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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创建的道场，是中

国禅宗的发祥地，历为天下名刹，现被列为全国开放的重点寺院

之一。 ·
’

禅宗自达摩西来，传至弘忍，经其改革、发展、创新，形成独

具特色的中国禅宗，世称“东山法门”。从此祖道畅盛，教分顿渐，．

宗分南北，由一灯传百千灯，由黄梅传遍全国，由国内传至海外，

得法者不可胜数。禅宗的形成、发展、演化以及所体现的佛教思

想直接渗入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取代了从魏晋

南北朝到隋唐以来的“玄学”为主的哲学思想，成为独具特点的

思想流派，对推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成为中国

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之精华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光辉

灿烂的一页。《五祖寺志》以建寺迄今一千三百多年的翔实史料

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

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一种历史现象，有其产生、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观念最初产生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

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剥削阶

级竭力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阶级压 +

迫给人们带来较自然灾害更深重的痛苦而不得解脱，便产生祸

福命运由神操纵的观念，这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

社会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

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灭，但是社会根源和人的认

I，X}飞f*_，●



4 五祖寺卷

识、心理根源依然存在。宗教依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

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

的教务活动和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是一切宗教活动场

所都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领导。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在

遵循国家的宗教政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把大家的意志和力量

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政

府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编修《五

祖寺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编写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五祖寺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和学术价值，填补了我县寺院志的空白；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按照国家的宗教政策．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修

寺院志．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这个修志界亟待解决

的新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以确凿可信的资料．纠

正了当前学术界的某些讹传；为恢复和扩大五祖寺在国内外的

知名度，促进黄梅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五祖寺志》的问世是值得

庆贺的，故欣然为之作序。． 。

黄梅县县长石大月

198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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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五祖寺，是禅宗五祖弘忍创建的道场，汉传佛教徒的祖

庭，中国禅宗的策源地，圣誉远扬，诚为中外佛子归心之圣地。

禅宗，始自释迦牟尼佛灵山会上说法．搿拈花"示众，唯摩诃

迦叶识其妙心，破颜微笑．释迦遂以“正法眼藏，实相无相一，“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心地法门付嘱迦叶。传二十八世至菩提达．

摩。．·． 一，

达摩于梁普通年间(520—526)来中国．经建邺(今南京)至

洛阳，于嵩山少林寺弘扬佛法，面壁九年．时有慧可慕道前往，

。立雪断臂”，虔心求法。达摩遂本“拈花”之旨，授以《楞伽经'。可

又本此传僧璨。璨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传法道信。信后

至黄梅双峰山另H开禅法，稍改“楞伽”宗风，劝僧俗受持《般若

经》，倡导“戒律与禅法、楞伽与般若、念佛与成佛”三结合三统一

的思想，但行的仍是“一行三昧”、。藉教悟宗”的渐悟禅法。弘忍

得信法后，来到双蜂山之东的东山，建寺纳众，极力倡导偏重顿

悟的心地法门，一时学侣云集．法门大启，世称“东山法门”。其思

想集中于《最上乘论》一书。在法嗣继承上，弘忍主张“法器成熟，·

方授深法”。于是，择定时机，命诸弟子各呈偈语，以示悟证。终

于神秀与慧能中，认定慧能深得“东山无生法门”之真谛，遂密授

衣法。。南顿北渐”、“南能北秀”二宗，自此生焉。南宗主“即心是

佛，见性成佛，以无为宗”的顿门f北宗仍本。拂坐看净，慧念自

想，极力摄心”的渐门．北宗数传即衰；南宗却盛传后世。慧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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