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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家乡安福严田走来。那里的古樟虬枝横溢，盘根
错节，像沉吟的哲人。小小年纪的他，时常抚摸古樟斑驳的
树皮，仰望古樟直刺青穹的伟岸身驱，思考天地万物之理。

11岁时，他便出家当了小沙弥，24岁时，慕名前往广东
韶关曹溪山南华寺，拜六祖惠能为师。

他修炼15载，终成六祖首座弟子。
六祖临终前，对他说：“我自从接受五祖弘

忍的袈裟以来，遭遇种种磨难，现只得将袈裟
留下以镇山门，而你应该走出山门，将禅法分
化弘扬，勿使之断绝。”

于是，他于唐开元二年 （714年） 从南华寺
出发，风尘仆仆回到吉州青原山净居寺开辟法
堂，广弘顿悟之禅法。

青原山林密鸟鸣、瀑泉飞流的幽美环境，
让正逢盛年的他心旷神怡，激情满怀，开始对
禅学、禅宗、禅文化，进行比较系统并贴近实
际的研究、弘扬。

他在寺庙大殿思考，在林间小径思考，在
与香客的交谈中思考：“如何才能将佛教从少数
人的学问修行，转向更多人的道德修行呢？”

他且行且思。终于有一天他“顿悟”：“客
观世界及其变化，均为心之幻觉，由心所定。
心即为佛，而佛性乃人皆有之秉性。人，须发

扬自身佛性，勿心外求佛。”
这就是禅宗著名的“本性是佛”的观点，

比佛教原先的修行方法更为直接便当。以此引
导社会，凡有劣迹的坏人皆可“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

他在净居寺弘法 28 载，极力推崇六祖禅
法，走大众化、生活化道路，使佛教更具中国
本土特色。禅宗所称的“五宗七家”，属他开
创的青原派繁衍的就占三家。

“山原七祖开，地以名贤重”。他且行且思，思有所得，
终于使青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祖关”，成为“山川第一江西
景”，成为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

他，就是行思，被后世尊为“禅宗七祖”。
（本报记者 陆培法整理）

中国佛教的禅宗在六祖惠能以后，改变了一
脉单传的状况，尤其是在唐宋时期，呈现出了一
脉多传的繁盛局面。惠能门下，分出湖南的南岳
怀让和江西吉州的青原行思两系。怀
让住南岳衡山，创南岳系；行思住江
西吉州，创青原系。怀让一系后又分
化出临济和沩仰两家；行思一系，则
分化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合称
五家。宋代临济一家又分化出杨岐和
黄龙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曹洞宗在国际上影响力非常大。
宋代时，曹洞宗传入日本，衍成日本
禅宗三系中之显学——曹洞禅，到今
天，据称已有1000万信徒。

曹洞宗还传入韩国。新罗 （古朝
鲜） 僧人利严 （870-936） 师从晚唐曹
洞宗著名禅师道膺，回国后于海州建
须弥山广照寺，创韩国曹洞宗须弥山
派；另一高丽僧人庆甫 （869-948） 则
从匡仁法师处学禅，归国后大力弘
传。

在法眼宗方面，唐末五代时的永

明延寿法师，有30多位高丽弟子，将此宗佛法传
于朝鲜、韩国，直至泰国。而云门宗、临济宗，
更是远播欧美。

禅风越千年 祖庭重开颜
——访江西省青原山净居寺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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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山是一方被禅化的圣土，是一座
被教化的名山，是一脉被净化的山水。

1300多年前，唐朝初年，自从一位名叫行
思的行者，随手折下一株荆树倒栽于此地，这
块被点化了的土地便有了灵气，这座并不张
显的山便有了仁智的名气。之后，行思在曹溪
南华寺耳濡目染，得六祖惠能真传。

15年后，当行思返回青原山时，那株

小荆树竟然枝繁叶茂，碧叶滴翠。行思大
喜，即开山创寺，广收僧徒，力弘佛法，
四方僧众云集，遂成禅宗青原系。行思被
尊为七祖，青原山净居寺被誉为“江西七
祖家”。

今年初夏的一个晴日，本报记者来到
青原山净居寺，专访了现任江西省佛教协
会副会长、青原山净居寺方丈妙安大和尚。

在净居寺的庭院，一方古碑上刻着四个醒目的大
字：“曹溪宗派”。妙安法师介绍，这四个字是500多年
前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写下的，有力地印证了净居寺
是历史上曹溪宗的祖庭。曹溪宗则是对从青原系分化
出来的曹洞、云门、法眼三家的统称。

净居寺虽历经沧桑，几经颓毁，但香火一直延续。
从1984年开始，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佛教界四众弟子
大力支持对该寺进行修复。净居寺重建了钟楼、鼓楼、
客堂、祖堂、禅堂及山门等。特别是近几年来，净居寺

先后翻建了毗卢阁，修建了青原塔院，对大雄宝殿和
天王殿等殿堂进行了全面整修，对古代碑刻进行了保
护，拓宽了殿前广场，完善了基础设施。2011年以来，
净居寺筹款 2000多万元推进了青原塔院主体工程建
设；完成了祖师殿、伽蓝殿、功德堂、大寮禅房等重建
维修建设，争取到了“三宗禅堂”建设用地，并通过了
规划和设计。

2013年，净居寺成功举办了以“行思路、行思禅、行
思赞”为主题的纪念青原行思诞辰1340周年庆典活动。
这年11月9日，又成功举行了“三宗禅堂”奠基法会。

妙安法师说，净居寺这些年来一系列史无前例的
大建设，标志着净居寺新时代已宗风大振，法务昌隆。

①七祖道场 重现辉煌

妙安法师介绍，由怀海禅师确立的“百丈清
规”，是禅宗从中国佛教文化实际出发，对佛教沙
门设立佛图户制度作出的大胆调整。“百丈清规”
不依赖于当时律宗的“佛图使人”与“僧坊使人”
制度，在历代祖师基础上，完善制定了符合禅宗
佛教文化的清规，如“唯树法堂”、“农禅并重普
请”、“普茶”等内容。

历史上，历代净居寺住持都身体力行实践百
丈清规。维信禅师、笑峰禅师、药地大智禅师等是
净居寺整肃寺规寺纪的带头人。他们严格执行百
丈清规，如带领众僧上山砍柴、种茶，下田种粮种
菜，带头参加普请，使净居寺能自给自足，僧人静
心学禅。

如今，在净居寺的院内院外，仍可以看到一
块块的菜地，长着蔬菜水果，一年四季的品种不
同，这些菜地由僧人和居士栽种，供应给寺里的
厨房。

1990 年，释体光法师住持青原山净居寺祖
庭。体光法师以古稀高龄，身体力行，质朴地继承
了中国佛教禅宗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上承佛祖
之旨，下导四众之觉，兴丛林，立教规，力弘农禅
并重的祖训，恒持八关斋戒，半月诵戒布萨，潜心
习禅，奋力农事，使寺院僧众自食其力。

体光法师一生以戒为师，各种规矩娴熟，坚
持终年一领百衲衣、过午不食的修行风格，多年
用功于禅修，颇有心得。他化导僧俗，谆谆不倦，
受其感召教化者，遍及海内外，使祖庭重辉，道风
远播。

2013年1月26日 （农历腊月十五），是体光
法师圆寂9周年纪念日。净居寺隆重举行“体光
老和尚全身舍利塔祭祀法会”，僧众齐声恭诵，
用虔诚的唱念寄托对体光法师的深切缅怀和无
尽感恩。

在妙安法师的引导下，我这次专程拜谒了
体光老和尚的全身舍利塔。木鱼声声，佛号悠
悠。我想，这座处在青原塔院最高处的全身舍
利塔，会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禅宗大师的风
范，励志觉人。

土地革命时期，高光法师住持青原，支
持毛泽覃等人创办了红一方面军后方医
院，收治伤病员 1300多人。毛泽东曾亲访
净居寺，看望慰问了寺内的红军伤病员。

妙安法师介绍，净居寺发扬佛教优良
传统，爱国爱教，加强自身建设，得到了全
社会的认可。去年末，净居寺被授予“第二
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经国家宗教局批准，净居寺被列为
第二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妙安法师说，千余年来，任凭山外潮起
潮落，净居寺一直严格遵守佛陀制定的戒

律和祖师订立的丛林规约，恪守佛教
传统，从未有过烧高香、烧头

香、撞钟等商业化现象。寺
院每月布萨诵戒四

次，对违背戒
律 者 给

予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不共住。
上课、过堂、普请、坐香，就这样简简单

单，不事经忏，没有吹吹打打的热闹场景，
只有参禅静修的淡然和闻经听法的愉悦。
除了几位年老体弱的老僧，多数法师都持
午，还有几位法师身着百衲衣，脚穿自制草
鞋。有的法师还持金钱戒，在现实生活中实
属不易。撇开是否明心见性不论，这种严持
戒律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净居寺规章制度健全，立有《禅堂规
约》、《共住规约》、《客堂规约》、《云水堂规
约》、《衣钵寮规约》、《库房规约》、《大寮规
约》、《冬至礼祖仪规》、《藏经楼与阅览室
规约》、《塔院规约》等，这是净居寺弘扬传
统佛法的基本功课。

为使社会大众对禅宗修行有亲身的
感受，净居寺每年国庆假期面向信众举办
禅修体验营。在每年体光老和尚圆寂日前
后，举办念佛七活动，带领四众弟子追忆
先贤。每年佛菩萨圣诞等节日，为信众举

行传授三皈五戒、在家菩萨戒等
法事活动，组织信众诵经

做善事。每年还
不 定

期邀请国内著名法师来寺院讲经说法。
在东南亚海啸、“非典”、汶川地震、玉

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净居寺全体僧
众和护法信众都积极参加寺里举办的祈
福超度法会，为受伤者祈求消灾，为亡者
念经安息，并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帮助
灾民解决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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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信女在净居寺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