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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太湖县我是去过的，对它我也是很有感情的。1994 年 5 月，安徽省第二届禅宗思想

文化研讨会在太湖县召开，与会同仁就禅宗思想文化尤其是禅宗在安庆地区的传播、发

展及其地位、影响等做了较深入的研讨，交流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最后结集为《禅宗·

思想·文化》一书，我任主编，1995 年 4 月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1997 年 8 月 28 日，太湖

县狮子山二祖禅堂一期工程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我应邀出席并作了讲话，还为二祖禅

堂奠基题写了“祖庭重光”四字以志祝贺。2003 年，原太湖师范退休教师周磊先生编著的

《晋熙佛教文化》一书出版，我应约为其作序，肯定了是书对研究太湖以至皖西南禅佛文

化的意义与作用。

谈到禅宗文化，首先要了解“禅”。“禅”为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等义。

它是佛教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三无漏学（戒、定、慧）之一，也是大乘六

波罗密之一。而中国禅宗，则是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

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这表明禅来自于生活，是长期对生活积累的顿悟，它不受知识的约束。

菩提达摩，南印度人，依止般若多罗学法 40 年，成为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梁武帝

普通年间，他遵师教，从海路来东土传法。到达广东番禺后，梁武帝将其迎至建康。因与

梁武帝会晤不契，机缘不合，一苇渡江，来到北魏，在河南嵩山五乳峰下面壁参禅多年。

名僧神光经师点化，慕名而来，断臂求法。虽当时达摩师祖还有道育、僧副（一作道副）、

昙林等弟子，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神光，向他传授了佛法心印，并更其名为慧可。后来，达

摩欲西归，便嘱慧可禅宗奥秘，传衣钵与《楞伽经》四卷于他，令其传于世间。

对中国儒释道三教颇有造诣的慧可继承达摩禅法之后，结合东土魏晋以来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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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特点，进一步提出了万法皆如、身佛本来不二的思想，并强调修行实践上的自度自

证、自我解脱，从而逐渐建立了中国大乘禅宗体系。他一度从学如流，来者不舍，被尊为

东土禅宗二祖。

尽管如此，慧可在北方传法时依然受到了教内旧派的抵制，尤其是受到了“徒侣千

计”的道恒法师等人的排斥，不得已离开邺都，流离于邺、卫之间，韬光晦迹，不敢公开大

规模地传教弘法。《历代法宝记》载其晚年“入司空山隐，可大师后佯狂”。慧可大师为避

北周武帝断佛之灾，以高龄千里南行，来到时属南陈的晋熙郡太湖左县（隋开皇十八年

改太湖县）。建观音寺后，溯风光旖旎的长河而上，卓锡薛义河之狮子山，坐葫芦石（二祖

佛龛）内，面壁参禅，开坛说法。后又至相距不远的司空山（1936 年划归岳西县），弘法利

生，接引四众。他将禅宗的思想带到了皖江地区，并找到了先期到此的传人僧璨。《全唐

文·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作《山谷寺觉寂塔碑

记》）云僧璨“抠衣于邺中，得道于司空山”。又云：“至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

人疑而未思；慧可大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其风寝广……空王之密藏，

二祖之微言，始粲然行于世间，浃于人心。”《大正大藏经·佛祖统记》卷三六○载：“开皇

十二年，二祖慧可释师先传法于舒州僧璨，以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后于隋开皇十三

年圆寂，享世寿 107 岁。隋文帝赐谥“正宗普觉大师”，后来唐德宗赐谥“大祖禅师”。

僧璨大师受衣钵后，严遵“宜处深山”“俟时传付”之师嘱，山居穴处，往来于司空山、

狮子山与天柱山 10 余年，很好地保存了禅宗一脉。后相继传授道信、弘忍、惠能。惠能

时，第一次分灯，南顿北渐，各化一方；惠能之后，北宗渐至衰绝，而南宗则几经分化，五

家七派，大阐宗风，使禅门弘扬八荒，流布四海。

从中国禅宗发展史来看，它源自达摩禅，形成于惠能禅，而慧可在其间则起到了重

要的过渡作用。他虽不是中国禅宗的开山，但他把印度佛法教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

合，使佛教中国化，成为适合于中国人的中国佛教，这是慧可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最伟大的贡献。达摩是外国人，慧可则是中国人。二祖慧可是中国禅真正的实践者，他才

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人。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的禅宗。”

而能使禅宗扎根于中国、终至一花五叶发展日盛的，是太湖县这方风水宝地。太湖

县位于大别山南麓，皖西南边陲，地控吴楚，水秀山清，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其狮子

山、司空山皆呈妙相，气势非凡。赵朴初先生回故乡观狮子山后，惊叹道：“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司空山则一峰玉立，拥有八景形胜，既似头陀参禅，又如宝塔冲天，自古为

佛道圣地。太湖这块佛禅宝地自慧可后，吸引了无数高僧大德来此参禅弘法，亦孕育了

不少的僧才硕学。如唐代的五祖弘忍、法智禅师、本净禅师、栲栳禅师，宋代的白云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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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法演、法云法秀、佛眼清远、佛果克勤、佛鉴慧勤等等，还有唐宣宗李忱亦曾祝发于

四面寺，狄仁杰、白居易、郭祥正等名流贤达也纷纷前来寻师问道。元明清乃至民国时

期，亦不乏名僧硕师，真可谓佛种绍隆，龙象辈出。当今则更有宗教界卓越领袖赵朴初居

士，举世尊崇，泽被海外。

太湖县是中国禅宗重要的发源地，中国禅宗乃至东南亚禅宗由此而发源流长，这是

久为世人所公认的。今太湖县委县政府正着力打造禅宗文化旅游经济，为提高文化软实

力，打好禅宗文化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特组织一批禅学研究者挖掘地方历史悠久而

博大精深的佛禅文化，编纂了《禅源太湖》一书，已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大和尚为其

题写了书名，并约我作序。我阅过书稿后，觉得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赡，叙述清晰，观点

正确，语言通畅，雅俗共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故乐为之序。

2011 年 8 月 18 日

（作者系安徽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安徽省禅学研究会会长）

序 一

3



这些年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安徽的佛教事业和全国的佛教事业一样，一片

欣欣向荣。因此，我每到一个地方，别人请我讲话，我都会告诉佛家弟子和信教群众，我

们要出自内心地感恩党，感恩国家，感恩三宝。

以前，有许多人对我们当和尚的总是另眼相看。“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和尚的

命运就不用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佛教包括在内。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佛教，认同佛教，维护佛教。佛教信仰对

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有影响力，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

得到彰显和重视。人间需要佛教，佛教也离不开人间。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佛教

从来都是讲“和”的，在净化人心、保护环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共处等

方面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不断得到发展与繁荣。赵朴老说得

多好：“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做佛事不仅是自利利他，普度众生，更是“助

文治”呀。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这大好形势，不断加强对佛教教理、历史的研究，大

力弘扬佛教文化。要向世人宣扬正信的佛教，要进一步挖掘佛教中有利于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内容。

太湖县的领导带着这本《禅源太湖》，请我写序。我去过太湖多次，这些年，佛教发展

也很快，许多古刹重光，气度不凡。那是一块佛缘殊胜之地，是出高僧、住大德的好地方。

说远，有二祖来卓锡，使中国化的禅宗由此发源，这也是这本书名的来历；说近，赵朴老

就是生长于太湖，诸法因缘生，不具备太湖这个因缘，也成就不了朴老。这本书的写作者

们花了不少工夫，认真钻研、总结和梳理了太湖县近 2000 年来佛教历史文化。我想，这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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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太湖县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做成功不容易。

太湖有个白云山，山中有个海会寺，倚山傍河，风光美丽，住过不少禅师。记得法演

禅师在此参禅习静之余，爱在山上河里游玩。他写过一首名叫《自贻》的偈子：

白云堆里古家风，万里霜天月色同。

林下水边人罕到，方知吾道乐无穷。

吾道佛禅，正法眼藏，涅妙心，其乐无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天，禅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并产生兴趣。尽管禅不立文字，但也不离文字，希望大家从这本书里，共

同来体会、分享和解悟吾道之乐。是为序。

2011 年 8 月 30 日

（作者系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合肥明教寺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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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皖之源、禅宗圣地、戏剧之乡———这是安庆市政府为安庆这座城市的文化定位。

我以为，这是很准确的。

谈到中国禅宗史，“太湖禅”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很多年前，我在湖南

参加一个禅宗文化研讨会，当时有学者知道我来自安庆，便向我打听禅宗二祖慧可在皖

山一带的活动情况。学界认为，慧可在北周废佛时的南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

于慧可的这次南迁，才导致中国禅宗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头陀行，逐渐演

变成后来的中国佛教的丛林化和道场化。

慧可的南迁，其实是早有准备的。《续僧传》的作者、唐代道宣律师认为，早在北周废

佛之前，慧可即让弟子僧璨先行来到皖山地区，即现在的太湖狮子山、岳西司空山（原属

太湖）一带。处在南北夹缝之间的这条狭长地带既远离北方凛冽的政治风暴，而以建康

（今南京）为中心正当盛行的玄学之风又因为长江的阻遏，也无法影响到这里。当时活跃

在这一带的僧璨、皖山神定以及西山宝月等人在山林的掩护下，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

他们衣着不一，生活简便，与农户一起稼穑，与寒儒们一起论道，谁也看不出他们真正的

身份。他们也以这种禅者的自适，迎接着慧可的到来，也迎接着一个关于禅的世纪的到

来。

有关资料证明，慧可南迁的第一站即太湖狮子山。逃离废佛者的追杀，坐在狮子山

巨大的葫芦石里，慧可终于能够整日观照自己的心性。有时候，他会沿着一条荆棘丛生

的山道，去不远处的司空山会见旧友。在当时那种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不知道慧可是

怎样与僧璨等人接上头的，但对于禅者来说，心的贯通，自会破除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

阻碍。

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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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可在这一带滞留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他却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禅宗史上一次重要

的传承。当把从达摩那里得来的四卷本《楞伽经》以及一领木棉袈裟传给僧璨之后，慧可

立即就从这一带消失了，从此没有回来。但僧璨等人却一直留在这里，留在这片不可思

议的土地上。

如果说慧可的南迁以及僧璨等禅的先驱者关于“解缚”的理论，让无数在禅的道路

上苦苦追索的人们终于意识到“我心即佛，放下自在”这样一个平常的道理，而数百年后

的北宋年间，以太湖白云山为中心，杨岐派的祖师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把中国禅

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临济宗六传到石霜楚圆时，其活动范围已开始由北方南移到江西一带，并越过长

江，再次向禅的初创地挺进。楚圆的弟子中以黄龙慧南与杨岐方会最为杰出，他们分别

形成黄龙派和杨岐派。但是，黄龙派由于没有杰出的传人，渐渐断了法脉，而杨岐派由于

有了白云守端、法演以及被称为佛门三杰的龙门清远、圆悟克勤、太平慧勤三代高僧的

薪火相承，再加上太湖海会寺这一独特的弘传道场，杨岐派得以壮大。经过历史的延续，

杨岐派成为临济宗的正脉，当其他各宗相继消亡之后，杨岐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禅

宗。

以上的叙述，算是将中国禅宗自公元 6 世纪至 11 世纪将近 600 年里的历史做了一

个简要交待。在这近 600 年的历史间，中国禅宗经历了由初创而渐趋成熟这样一个发展

过程。这段历史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鼎奠定了一只不可缺失的基脚，也为中国佛教

本身注入了活的灵魂。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了让禅这样一种独特的智慧发扬光大，太湖县委统战

部挖掘禅在初创时期的一段历史，编辑出版了《禅源太湖》这本书。恰在不久，本人也出

版了一本相似内容的著作《皖山禅话》。皖山者，从地域上即指位于潜山的天柱山、位于

太湖的狮子山、位于岳西的司空山（原属太湖）。正是以这一带为舞台，在长达 600 余年

的历史时期，禅宗的大师们演出了一台台生动的关于禅的活剧。所谓“禅源太湖”同样也

只是从地域来讲，但对于整个中国禅宗，“禅源太湖”又绝不仅仅只属于太湖，这是不言

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湖这片土地对于中国禅宗，真正是功莫大焉。

《禅源太湖》是一本关于禅及禅的历史的书。禅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

将它说清楚。正如禅师们所说，说得清楚的，就不是禅了。利用这一点，如今都爱把禅挂

在嘴边，禅茶有之，禅菊有之，禅山有之，禅河有之，反正是说不清楚，于是就来个垂体倒

挂，一个禅字，倒是把一切全都包揽进去了，给人以神秘，给人以高深。但我认为，《禅源

太湖》的编著人却把发生在太湖的禅人及禅事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仅如此，这本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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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了大量的有关禅的诗文及典故，这对于那些对禅并不熟悉、也不怀多少兴趣的读

者，一样提供了阅读的快感。禅是禅，禅非禅，说到底，它是祖师们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智

慧，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研究禅，认识禅，对于今天处在浮躁状态下的我们每一个人，

抑或对于今天以和谐的理念向上发展的整个社会，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关于《禅源太湖》，我说清楚了吗？还是打住的好。

谢谢殷主席，也谢谢世磊小老弟。姑且为序，罪过。

2011 年 8 月 18 日

（作者系著名作家、佛学专家，《安徽佛教》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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