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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奉新县城一路向西，
平原逐渐变为山区，路渐远，山
渐深，人渐稀，时有苍松古树、
茂林修竹、激湍清流，映带左
右，风物自然古朴，如在画中
行。

车子转过一个山头，只见红墙碧瓦，殿宇重重，飞檐翘
角，错落有致，百丈寺的全景就映在我们眼前。寺院殿堂顺山
势而走，处处显出这座深山古刹的宏伟气魄和博大厚重。

唐宣宗在百丈山隐身学修多年，其题百丈山诗：“大雄真
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常在掌中
看。仙花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惟有上方人罕至，晨
钟暮鼓碧云端”，就是对这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最好的写照。

临济宗祖庭 重放时代光采

新修的天王殿气势宏伟，进门台阶和门柱全用整块的大理石雕砌而成，
门柱上的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迎面正对的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大雄宝
殿，左右是僧房和斋堂。大雄宝殿后是怀海纪念堂和一座集法堂、正观音
阁、卢舍那佛殿、坐禅殿、藏经阁三位一体的综合殿堂，在修复过程中严格
遵循伽蓝七堂建制，可供1000多人同时修行生活。

百丈寺，位于江西省奉新县境内百丈山中，该寺迄今已有 1200 年历
史，背山面田，占地1200亩，原有七进殿堂，掩映在苍山翠竹之中，在
中外佛教界享有盛名。百丈寺是中国佛教“禅林清规”发样地，是中
国禅宗重要祖庭之一，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名。抗日战争时期毁于
战火，之后虽有恢复但规模较小。

当代禅宗泰斗、释本焕大师说过：“百丈寺不仅是奉新
的百丈寺，更是世界的百丈寺”。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尽快恢复这座享誉世界的禅宗祖庭，2004 年，奉新县迎
请本焕大师担任百丈寺方丈，他筹资修复百丈寺，并派
出得力弟子顿雄法师担任百丈寺首座，全权负责修复百
丈寺。

2005年9月26日，本焕大师来到了奉新，翌日又到
了百丈寺。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
杨钊博士来到了百丈寺，惊叹于百丈寺的天然美景，提
出将百丈寺打造成“别有洞天、世外桃源、全国一流、
世界知名”的理念，并捐资 800万元用于农户搬迁，改
造、美化周边环境。为了这个目标，在以后的几年里，
杨钊博士每年都来百丈寺，并派出工作人员经常联络，
解决、落实有关问题。

10年时间，一座规模宏大占地 1000多亩、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的崭新的大丛林矗立在大雄山的青山绿水之间。

历代高僧以建寺安僧为己任。本焕老和尚为重修百丈
寺，已募化了1.2亿元巨资。本老说过：“百丈怀海是位了不起
的大祖师。其门下出沩仰宗，临济宗。我是临济宗第 44 代传
人，重修祖庭，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目前，重修后的百丈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已
成为华东第一寺。

怀海百丈清规 海内外享盛名
在新百丈寺右侧、老百丈寺大殿后，本报记者沿竹林中的大

理石台阶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块像出土竹笋般的花岗岩石上镌
“天下清规”四个大字，据说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手笔。百丈
寺之声望在于怀海和尚，怀海对禅门的最大贡献，就是制定了

《禅门规式》（后经修订成《百丈清规》）。广泛流传海内外。
著名禅师西堂智藏有一段赞怀海的话：“灵光独耀，迥脱尘

根，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
如如佛。”在中国禅宗史上，怀海大师的确是禅学天空一颗“灵光
独耀，迥脱尘根”耀眼的彗星。

如今，寺后柳书“天下清规”石刻，新上了红漆，周围安装
了不锈钢管做成的栏杆，旁有潺潺清泉流过，滋润着这方庄严肃
穆的佛门胜地。

现任百丈寺方丈顿雄法师给本报记者介绍说，唐代禅宗巨匠怀海
在此住持禅法20年，为中国佛教禅宗作出了四大贡献：一脱离律寺，
别立禅居；二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兴农禅之风；三整饬戒
行，创立禅门宗规；四禅精慧秆，永续禅薪。特别是撰修“诏天下僧
悉依此而行”的禅门宗规（即天下清规或百丈清规）而声名大振，引
来无数禅学之人，曾出现“三寺五庙四十八庵”之盛况。“百丈清规”
的制定，奠定了百丈寺禅宗祖庭的地位，历代皇帝对百丈寺都有敕封
或敕建，这一切使百丈寺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名。

怀海禅师在依佛教戒律精神的原则上，制定了适合中国佛教
现实状况的 《禅门规式》，对丛林实行规范管理。《禅门规式》 后
来被天下丛林遵循为《丛林清规》，史称《百丈清规》。

顿雄法师指出，百丈清规的制定，为禅宗僧团的发展提供了
制度上的保障。禅宗的真正崛起，是以清规的创建为主要标志，
而清规的制定，又为禅宗寺院的普遍兴旺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
禅宗特别的接引后学的方法，使百丈禅师创建了清规，清规又保
证禅宗的特别教育方法得到了顺利的实施。

弘教风道风 建和谐寺院
顿雄法师介绍说，百丈家风是该寺的镇寺之宝，历代僧人均农

禅并重，把修行与劳作相结合。怀海禅师倡导僧众要做自由人，做
无求人。不求布施，唯自食其力也。所以始终不渝坚持集众作务，
实行普清法，不分上下，都出坡劳动。近几年来，亦禅亦农，自供
自给，岁有盈余。僧众亦从此中获得福慧，提高了觉悟。

百丈家风还被落
实在行住坐卧日常生
活上。百丈寺坚持半
月布萨，早晚功课，
坐禅出坡，结夏安
居，认真参学修行。
寺院要求四众弟子要
做一个好佛教徒，首
先要做一个好公民，
爱教更要爱国。历代
高僧都是爱国爱教的
典范。遵规守法共建
和谐社会，僧人也责
无旁贷。为让信众观

光朝觐祖庭时，闻法正信，感悟人生，百丈寺双休日常举行“禅
二”活动，多行善巧，广结善缘，鼓励善行，营造庄严、肃穆、清
净、和谐的人文环境。

另外，百丈寺还开展“三讲”、“六和敬”活动。三讲，即讲学
习、讲道风、讲家风；六和敬，即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
均、意和同悦、口和无诤，身和同住。讲学习以端正教风，讲道风
以端正威仪，讲家风以端正寺风。通过“三讲”、“六和敬”活动，
纠正了部分僧众中信仰淡化、脱离实际、贪图享乐、僧容不整、作
风懒散的不良现象，坚定了学佛的信心与同修向善的决心，达到了
安心修道、以和为尚、一心向善的目标，推进了和谐寺院的建设。

2004年，顿雄法师来到大雄山时，这里一派荒原，根本没有现
前的这片壮丽的唐代风格的建筑群的一点影子。据说他当年常是独
自一人在漏雨的大殿上早晚课，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就像一只老
燕，点点衔泥，终成今日之气象。

百丈山土层不甚深，多细竹而少古木，所有的大树，像银杏、罗汉
松等，几乎都是顿雄法师精心选购而后一一安置栽种在最妥当处。

寺内的亭台楼阁，一砖一瓦，皆恰到好处，浑如天成。大殿是
唐式的，顶盖用的是青砖墨瓦，厚实庄重，原色的花梨木门扇，雕
工几乎找不到一处败笔，古意盎然。

天下清规

唐怀海禅师从马祖道一受业，后居奉新百丈寺，传授禅宗寺院共守的
规则《丛林清规》，叫做禅门规式，世称《百丈清规》，为禅宗寺院的僧职
制度、仪式等作出规定。

设置十务，分司各事；规定僧侣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
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农禅的生活。《百丈清规》至宋初就
已失传。以后各寺都有各自的清规，内容不尽相同。到1338年，德辉禅师
参照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之名，撰成《敕修百丈清规》，即今传的《百
丈清规》，八卷。全书共九章：一祝、二报恩、三报本、四尊祖、五主持、
六两序、七大众、八书腊、九法器。各章对寺院僧团的上下组织体制、宗
教活动、日常生活等有较详细的规定。

《百丈清规》的意义在于，一是确定了禅林的共修体制和共修规范，二
是解决了僧团共修所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

茶道故事

茶的使用，在中国最少有4700年的历史。到唐代，茶文化伴随着茶禅
的出现而确立。《百丈清规》的建立，正式确定了茶在禅门的重要地位。

《百丈清规》的不少条文中，均提及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作用和意
义。寺院法堂设有两面鼓：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讲座说
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寺院中有“茶堂”设施，有“茶头”执事，
有供祖师的“奠茶”仪式，有坐香后的饮茶助修，有集体吃茶的“普茶”
活动。院中还种植茶树，采制茶叶，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佛事。更有百丈
禅师的“吃茶，珍重，歇”禅门三诀，以茶悟道。

宋时，茶从中国的寺院传到日本。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
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带回东瀛，被奉为国宝，代代相传，直至今
日。日本禅师荣西入宋时，将茶从中国带回国种植。其后，日本茶道始祖
千利休以禅宗思想为背景，将其发展成为日本茶道。吃茶之风由寺院传至
文人士大夫，最后普及到民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日本“和敬清寂”
的茶道理念。

拜谒百丈怀海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跨入山门，但见大雄宝殿巍峨屹立。大雄宝殿右侧原先的客房已改
建成玉佛殿和祖师殿。玉佛殿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法像。祖师殿供奉的是
百丈寺开山祖师怀海和尚。这尊怀海大师的坐像金碧辉煌，白眉修长，
端庄慈祥，栩栩如生。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720～814），福建人，俗姓王，为马祖道一席下
最著名的入室弟子，驻锡江西百丈山，世称“百丈怀海”。

作为唐代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百丈怀海使禅宗从都会扩展到地方，
从上层扩展到一般民众，从神秘宗教走向日常生活。当时的百丈山，人
烟四绝。但随着一代禅宗大师的到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怀海大师
开堂讲法，收授弟子，一时百丈山“庵庐环绕，供施仍积，徒众愈多”。
百丈寺鼎盛时期，僧人曾达千余，史载“禅学之众，辐辏大雄”，可谓盛
极一时。

百丈怀海农禅并举的禅风，使禅门得以自立；其百丈清规，使禅门
得以自尊；而其自食其力的禅规，使禅门得以自强。

百丈怀海制定的普请制，要求所有僧人都参加劳动，上下齐心协
力，自耕自足。据说百丈怀海禅师94岁时，还与弟子们一起劳动。有一
次，弟子们把他的农具悄悄地藏起来，想让他休息，百丈说：“我没有什
么德行，怎么敢让别人养着我呢？”所以，当天他没有参加劳动，也没有
吃饭。弟子们无奈，只好将工具又还给他，让他随众生活。

百丈禅师这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已成为丛林千古的
楷模！

中国禅宗因为有了百丈怀海而焕发了新的活力；渊自印度的佛
教又因为禅宗的兴盛而真正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故《高僧传》中
云：“禅门独行，由海之始。”

出祖师殿，远山上的云朵化为灵动的片片轻纱，飘飘渺
渺，绕山环林，一任自性，无拘无束。想千余年前，怀海大
师，率众僧不执外境，亦不执知解，一任自性，一任自
然，如这大雄山的云雾，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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