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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法师，俗姓周，法号一诚，字悟园。 1927 年

农 历 2 月 2 日 出 生 于 湖 南 望 城，1949 年 6 月 8 日

于湖南长沙县（今望城县）黄金乡洗心寺礼明 心 法

师剃度出家。 1956 年， 到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常

住，协助虚云老和尚建设真如禅寺，同年 11 月，在

广东省南华寺受戒后返回云居山。 1957 年，于性福

大和尚座下承嗣沩仰法派，为第十世传人，法 名 衍

心。 旋得虚云老和尚代传观本明一和尚法派，为临

济宗第四十五世传人，法名常妙。 1985 年升任真如

禅寺方丈。 1993 年 11 月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 ，1994 年 6 月 荣 任 江 西 省 佛 教 协 会 会 长 ，1999

年 担 任 靖 安 宝 峰 寺 方 丈，2000 年 兼 任 江 西 省 佛 学

院院长，2002 年 9 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现

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江 西 省 佛 教 协 会 名 誉

会 长、北 京 法 源 寺 方 丈、江 西 靖 安 宝 峰 禅 寺 方 丈。

一诚法师一生在江西度过了 40 多 年，为 江 西 佛 教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主持修复祖师道场

云居山真如 禅 寺 自 唐 元 和 初 年 道 容 法 师 肇 基

以 来，法 灯 长 燃，时 逾 千 载，乃 历 代 祖 师 之 最 胜 道

场，为海内外著名古刹。 然而历经沧桑，云居 山 真

如禅寺荒废破败， 上世纪五十 年 代 虚 云 老 和 尚 主

持复建，因一诚法师能打石，遂用以建造殿堂。 今

日云居山之“赵州关”石匾，即出一诚法师之手。 当

时一诚法师打石的情景， 有一首 《打石》 诗写道 :

“铁锤不惮巨石坚，斫方凿圆总随缘。 宝 殿 巍 巍 根

基稳，山门屹立赵州关。 ”[1]在真如禅寺的修复重建

工程中， 一诚法师负责图 纸 的 规 划 设 计 与 施 工 指

挥，甚得虚云老和尚和性福法师的赏识。

20 世纪 70 年代，一诚法师主持修建云居山上

山公路。 当时设备简陋，加之山路崎岖险 峻，施 工

难 度 大，他 不 计 辛 劳，亲 自 勘 察、设 计、施 工，一 应

筹划。 因一诚法师擅长建筑，当时群众都尊称他为

“周工程师”。 修路的经过，有一首《修路》诗这样叙

述:“搬石运土旧生涯，量曲取直筹划佳。 无愧众呼

‘工程师’，路通山外千万家。”[2]1980 年公路建成通

车，造福一方，功德圆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1980 年， 一诚法师与真如禅寺僧众联名上书

省有关部门， 请求恢复真如禅寺。 1981 年 4 月 18

日，一诚法师与悟源和尚等十余人回到真 如 禅 寺，

恢复佛教活动和丛林生活，任真如禅寺知 客，并 负

责修复藏经楼。 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发 表 专

文对真如禅寺开展的佛教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5 年 9 月， 一诚法师被推选为真如禅寺方

丈，全 寺 僧 众 在 他 的 率 领 下，加 紧 了 工 程 建 设，修

复 和 新 建 了 大 殿、西 禅 堂、祖 堂、虚 云 老 和 尚 纪 念

堂 、方 丈 寮 、赵 州 关 、罗 汉 墙 等 殿 堂 建 筑 ，划 定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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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疏 浚 明 月 湖、铺 设 从 赵 州 关 至 山 门 之 条 石 路，

面积达 10990 余平方米， 塑造并安装了大小佛像

230 余尊，修整历代祖师塔 37 座。 同时，对寺中庭

院、道路也进行了整修，全寺面貌焕然一新。

继承虚云老和尚宿愿， 中兴马祖道场宝峰禅

寺，也是一诚法师肩负之责。 江西宝峰禅寺，江右

名刹， 唐代禅宗祖庭， 水潦和尚开山于唐天宝年

间， 南天八祖马祖道一大寂法师灵骨舍利安葬宝

所，名曰九龙荟萃之圣地。 1953 年，虚云老和尚至

宝 峰 寺，就 发 誓 要 修 复 此 祖 庭，然 因 缘 不 契，未 能

如愿。 1992 年，一诚法师受靖安县政府之请，驻锡

石门，发愿完成虚云老和尚的未竟事业，恢复马祖

道场宝峰禅寺。

1992 年 10 月，一 诚 法 师 参 拜 宝 峰 寺，当 时 见

马祖塔已被破坏，不禁当场落泪，随后到宝峰乡政

府商谈修复宝峰禅寺事宜， 就落实政策方面向政

府提了三点要求 :一、把历史上 属 于 宝 峰 寺 的 山 林

土地交给寺庙管理使用；二、把寄于寺内的中学妥

善搬迁出去；三、把马祖塔内的文物归还寺里。 当

时有关领导都答应了，于是便在当月迎进玉佛，住

进僧人，开始了修复工作。 在修复过程中，一诚法

师虽身居要职，却日理万机，每栋殿堂皆亲自构图

设 计，并 随 时 来 寺 解 决 具 体 问 题，可 谓 励 精 图 治，

苦心经营，从而使一座座殿堂楼阁拔地而起。 相继

修 建 了 大 雄 宝 殿、法 堂、天 王 殿、客 堂、云 水 堂、禅

堂、虚怀楼、云海楼、虚云老和尚纪念堂、山门及诸

厢房等。 尤其是江西佛学院教学大楼， 占地 2200

平方米，3 栋 3 层，共 计 4600 平 方 米，具 有 古 建 雄

风。 至 1999 年，各处殿堂及诸圣像完工，历时 6 年

整， 全寺落成。 如今修复后的宝峰禅寺形成了祖

塔、殿宇、经堂、僧舍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建筑群，

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工艺精湛，寺内古柏参天，树

木成荫， 花圃星罗棋布， 建成了一座园林式的寺

庙。 一诚法师如愿以偿，遂于是年秋季举行开光落

成典礼，全堂佛像开光，宝峰寺法灯复明，一诚法师

升座荣任方丈。

宝峰禅寺的重修落成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廖

宇 阳 以 诗 致 贺 :“前 瞻 祖 塔 数 年 前， 一 片 空 山 尚 寂

然；今日巍峨楼殿起，佛音梵呗普诸天。 ”[3]1999 年 9

月 12 日， 靖安县县长黄百文先生在宝峰寺全寺落

成佛像开光、方丈升座庆典法会 上 的 致 词 中 说 :“如

今宝峰禅寺历时六载重建落成，……是一诚方丈率

领僧众精心筹划劳心劳力的结果。 ”[4]2001 年 5 月 3

日，广东云门大觉禅寺佛源长老在江西佛学院教学

大楼奠基法会上的致词中讲到:“像我们的一诚大和

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干家，他能够白手起家，脚

踏实地步步向上，天天向上，所以继承祖师的家业，

你看建了这样大的一个寺庙， 又管理的这样好，不

容易啊。 ”[5]

除了修复真如禅寺和宝峰禅寺，一诚法师也为

振兴江西佛教的其它祖师道场建设奔走忙碌。 他相

继受聘兼任宜丰县洞山普利寺、广丰县博山能仁禅

寺、铅 山 县 葛 仙 山 慈 济 寺 等 寺 的 名 誉 方 丈，为 这 些

曹洞宗祖庭的修复重建出谋献策，从规划图纸到指

挥施工，无不倾注心血。1992 年 3 月，他与中佛协的

工作人员一起去庐山诺那塔院参加了验收工程，并

作 有 诗 : “庐 山 今 日 喜 重 游，诺 那 塔 院 又 加 修；圆 融

宗风传世外，显密光辉照神州” [6]，以表达他的兴奋

之情。 他自始至终把祖师道场的修复作为自己的神

圣使命。 2004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仰山祖师塔落成

典 礼 上 就 说 过：“做 为 一 个 佛 教 徒，心 怀 祖 庭，支 持

祖庭是我们的责任。 ”[7]对于庐山东林寺建设大佛工

程，他慎重地指出 :“希望东林 僧 众 继 承 和 发 扬 果 公

的遗志，圆成大佛工程，加强道风和信仰建设，完善

组织管理，发挥东林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地

位 的 优 势，立 足 中 国 面 向 世 界，使 东 林 寺 真 正 成 为

与 其 历 史 地 位 相 应 的 净 土 宗 祖 庭 。 庶 可 无 愧 于 先

贤，而垂范于来者。 ”[8]

佛 门 人 物 35



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344 期

倡导实行农禅并重

云 居 山 真 如 禅 寺 作 为 中 国 佛 教 著 名 的 禅 宗 道

场，历来重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传统。 所谓农禅

并 重，就 是 劳 动 和 参 禅 两 不 耽 误，在 劳 动 中 参 禅 ，

在劳动之余禅修。 一诚法师在江西的几十年，始终

坚持和实践着农禅家风。 他认为，21 世纪的合格僧

人，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 优 良 传 统，必 须 实 践 百 丈

清 规，发 扬 农 禅 并 重 之 佛 门 家 风，促 进 道 风 建 设 ，

续佛慧命，广利群生。 因 此 他 经 常 埋 首 园 田，要 求

僧众辛勤劳作，从他所写 的 诗 作 中 显 而 易 见，在 性

福大和尚像赞中有 :“……领众熏修， 重振宗风；为

人 为 法，亦 禅 亦 农。 爱 国 爱 教，愈 老 愈 红；瞻 之 仰

之，赞莫能穷。 ”[9]和本智法师原韵有:“容祖开山定

梵 宫，云 公 宝 塔 振 欧 峰；老 人 示 寂 常 光 照，继 续 农

禅旧家风。 ”[10]在石城如日山普照寺开省佛协生产

工 作 会 议 ， 该 寺 要 求 一 诚 法 师 题 字 留 念 而 作 此 :

“特来学农禅，方知此山美；钟声落人间，楼 台 真 雄

伟。 ”[11]

云居山僧众在一诚法师的带领下，衣粮唯靠自

给，常住日以农作为事。 僧众从事的农禅主要有三

种 形 式 :一 是 种 田。 一 诚 法 师 在《回 忆 一 九 五 九 年

春》作 :“今 来 真 如 寺，农 田 学 稼 通；心 中 无 所 碍，高

卧乱云峰。 ”[12]他在《云居山学稼》有感：“学稼真如

寺，犁云万仞峰；禅心随朗月，高卧彩霞中。”[13]还有

他写的 《作务》:“千年农禅继芳规， 打田搏饭供爨

炊。肩挑双百力强健，如来家业许荷担。”[14]《埋首劳

作》:“密密打地田土平，锄草灌禾意从容。 归来倦卧

白云里，不闻山外起雷声。 ” [15]另外，传印法师赴北

京赠一诚法师云 :“云居共榻已多年，暮鼓晨钟养性

虔；佛 印 桥 头 贪 揽 月，莲 花 城 里 苦 营 田；弘 扬 净 业

昭 功 德，丕 振 宗 风 结 梵 缘；一 雁 分 飞 天 宇 远，神 灵

庇护到幽燕。 ” [16]这些诗作都反映出僧众种田的情

形。 二是采茶。 云居山产茶，攒林茶最为著名(今之

云居山茶)。 一诚法师与大众摘茶炒茶，自得其乐。

他 曾 作 有《云 居 山 采 茶 有 感》诗 云：“三 万 新 芽 叶，

称量只半斤；但知香透腑，莫忘孰辛勤。”[17]另有《采

茶》诗:“一味圆悟主云居，三字赵州参膺祖。 横林香

透三千界，一芽一叶浸辛苦。 ”[18]三是砍柴。 一诚法

师还提倡砍柴，日为薪爨之给。 他作有《砍柴》:“岭

南樵夫 赚 袈 裟， 禅 道 许 共 野 人 达。 斤 斧 不 避 稠 林

密，性火还随薪火发。 ”[19]

“文化大革命”爆发，红 卫 兵 冲 击 寺 院，常 住 星

散，唯余一诚法师与朗耀、自性、慧通 四 人，仍 以 牧

牛、种田为务，人称“云山四僧”。 一 诚 法 师 虽 然 被

赶出寺门，强行安排在 云 居 山 垦 殖 场，却 仍 然 从 事

破竹子、放牛等工作。 由于他勤奋劳动，宽厚坚忍，

擅长建筑工程的工作， 便被留在山上充作农工，并

担任原真如寺僧伽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与众一起进

行劳作。

1978 年底， 国家落实宗教政策， 僧人 重 返 寺

庙，恢复宗教生活。 一诚法师与体光法师等道友率

先回到云居山，恢复云居山僧团。 他们先是劈茅草

砍 竹 子，搭 盖 茅 篷，举 行 佛 事 活 动，恢 复 出 家 人 生

活。 1985 年以后，真如禅寺僧伽林场借鉴世俗社会

“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强经营管 理，调 动 僧 众 的 生

产积极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一诚法师亲自带领

僧众进行农耕，实践百丈祖师遗训。 1987 年即恢复

真如禅 寺 僧 伽 农 场。 当 年 2 月 在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一诚法师曾具体地说

到云居山真如禅寺农禅 并 重 的 情 形：“僧 众 们 不 仅

每天上 早、 晚 殿 和 日 间 出 坡 劳 动， 还 坚 持 每 日 过

堂 ，早 、中 、晚 坐 香 四 支 ，坚 持 ‘一 日 不 作 ，一 日 不

食，动静如一’的百丈道风。 同时，利 用 三 余 之 功，

精进修持，年年冬天打禅七。 ”[20]劳动和参禅不是截

然分开的，而是一体相 成。 在 劳 动 中 参 禅，在 劳 动

之 余 禅 修，也 因 此 进 一 步 发 明 了“三 余 之 功 ”这 一

概念。 所谓“三余之功”，就是“忙者闲之余，阴者雨

之余，冬者雪之余”。 意思是冬天下雪的时候，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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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时候，忙后闲暇的 时 候 也 不 浪 费 时 光，精 进

一心，用于禅修。 仅 1987 年这一年，真如禅寺稻谷

收 到 7 万 多 斤，红 小 豆、茶 叶、马 铃 薯 等 都 获 得 丰

收，全 年 寺 中 生 产 总 收 入 达 7 万 余 元，粮 食、蔬 菜

等都达到了自给有余。 而后，真如禅寺僧伽林场的

农 林 生 产 进 一 步 得 到 发 展，1988 年 农 林 及 副 业 收

入总计达 8 万余元，收割 稻 谷 8 万 多 斤，全 寺 僧 人

人均产值 达 千 余 元。 在 省 佛 协 召 开 的 江 西 省 寺 庙

生产工作会议上，真如禅 寺 被 评 为 先 进 集 体，并 受

到表彰。

1989 年 ，真 如 禅 寺 因 “农 禅 好 、道 风 严 、规 矩

正”，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中 国 佛 教 协 会 会 长 赵 朴 初

居士在上海召开居士座谈会上讲话时，把云居山真

如禅寺同福建莆田广化寺、四 川 成 都 昭 觉 寺，列 为

“都是道风好的道场，可以树立为样板”。 1991 年，

中国佛教协会派出教务部释妙青、释妙华到云居山

真 如 禅 寺，就 常 住“农 禅 并 重”传 统 的 恢 复 与 落 实

情 况，进 行 调 查 研 究，写 出 专 题 调 研 报 告，报 送 中

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局领导，并在《法 音》刊 出，

供全国佛教界学习。到 1992 年，真如禅寺僧伽林场

在耕作制度与技术，经营 管 理，责 任 制 的 落 实 诸 多

方 面 加 大 改 革 力 度，农 业、林 业、副 业 生 产 又 获 大

丰收， 年产达 10 万余元。 同时粮食和蔬菜等自给

有余，真正做到了自力更生，以寺养寺。

云居山真如禅寺作为样板禅林，遐迩共仰。 当

记 者 问 道 :“农 禅 并 重”一 直 是 禅 宗 所 提 倡 的，但 此

风似乎早已殆尽，为什么唯有您一直在您的云居山

道场中坚 持 这 样 做？ 一 诚 法 师 对 实 行 农 禅 并 重 的

好处说到:“百丈法师早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

遗训，讲究禅法就在日食日耕中。 我在云居寺带领

大家实践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参学方式，一方面

是要把寺院的开销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通过

僧人们自耕自作，自种自 收 来 维 持 生 活，而 且 我 们

还常常把多余的粮、茶、菜 送 给 附 近 山 里 的 贫 困 居

民，直到现在每年仍有十余万斤的粮食分给周围的

穷 困 群 众……” [21]他 在 宝 峰 禅 寺 也 大 力 倡 导“农 禅

并重”的道风，所拟大殿(宝峰寺)联一组中就有 :“真

参实究 明 心 见 性 为 宗 旨， 道 古 奉 戒 农 禅 并 重 为 家

风。 ”[22]

一诚 法 师 一 贯 要 求 僧 众 奉 守“一 日 不 作，一 日

不食”之祖训，坚持出坡劳动，精耕细 作，勤 奋 不 息

的“农 禅 并 重”道 风，受 到 海 内 外 高 僧 大 德 一 致 认

同。 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说:“由于一诚

长 老 道 行 昭 著，1985 年 被 两 序 大 众 推 举 为 云 居 山

真如寺方丈。 自是以后，几十年如一日，领众熏修，

以身作则，精进不懈，使 虚 老 之 后 的 云 居 山 农 禅 并

重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著名于海内外。 ”[23]美国万

佛城法 界 大 学 僧 伽 在 家 训 练 课 总 务 恒 持 法 师 与 该

校副校长恒道法师等都称赞真如禅寺为世界上“第

一流的寺院”。

办学培养合格僧才

为了 绍 隆 佛 种，续 燃 传 灯，发 展 佛 教 的 教 育 事

业，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诚法师就着手弘法度

僧，1992 年，亲自为青年僧人妙华等人传授正法眼

藏， 为 沩 仰 宗 续 添 传 人。 同 时 也 广 泛 聘 请 大 德 高

僧，1994 年 9 月，他 亲 赴 天 台 山 请 传 印 法 师，并 作

有 诗 :“车 尘 旋 转 绕 山 川，公 北 吾 南 各 一 边；披 星 戴

月因何事？ 天台山上请高贤。 ”[24]

尽快 把 年 轻 僧 众 培 养 成 有 知 识、有 修 养、有 道

德的佛 教 接 班 人， 已 成 为 江 西 佛 教 发 展 的 头 等 大

事。 一诚法师对此非常重视，1989 年他在《赴美宏

法 传 戒 感 想》中 就 谈 到 :“今 后，我 们 还 想 办 一 所 佛

学院，这大概也是近一、二年的事了。 ” [25]由于因缘

不具，直到 2000 年，他在靖安宝峰寺恢复了停办数

年的江西佛学院，并亲自担任佛学院院长。 江西佛

学院，最初是由果一法师 1993 年开办于东林寺，招

收两届学员以后，由于果一法师圆寂及师生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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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学院工作逐步滑坡，直至 1997 年停办。 佛

学院迁址宝峰寺后， 于当年秋季正式开始招收新

生。 为了培养具足僧格和更高素质的僧才，一诚法

师 不 遗 余 力，鞠 躬 尽 瘁，倾 注 了 大 量 的 心 血，制 定

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一是培养目标。 要培养和造

就 一 批 爱 国 爱 教，信 仰 虔 诚、德 才 兼 备，具 有 正 知

正见和较高佛学水平，能够从事佛教教育、讲经说

法、寺 院 管 理、慈 善 事 业、国 际 交 流 等 工 作 的 青 年

僧才。二是办学方针。 要以“学修一体化，学院丛林

化”为 教 学 指 导 方 针，制 定“以 戒 为 本，定 慧 等 持，

三学圆明，体用如如”的院训。 明确修行理路，注重

启 发 学 生 学 修 并 进、解 行 相 应、福 慧 双 修、明 因 识

果的自觉性 ;强调培养 学 生 无 我 利 他、积 极 进 取 的

人生观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 并及时吸

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社会教学管理经验， 促进教学

管理规范化。 三是教学理念。 要提高学僧的佛学水

平 ，使 他 们 自 觉 维 护 僧 团 的 “六 和 敬 ”，自 觉 保 持

“独身、素食、僧装”的优良传统。 坚持半月诵戒、冬

参 夏 学、早 晚 上 殿、过 堂 吃 饭、坐 香 出 坡 等 丛 林 规

矩，毕 业 后 可 以 成 为 荷 担 如 来 家 业、弘 法 利 生、净

化社会的合格僧才。

一诚法师根据学僧不同文化水平而设置不同

的班级。 江西佛学院设有三个班，即预科班、正科

班、研究班各一，另外，2004 年与南传佛教携手，增

设一个西双版纳专科班，学僧皆来自云南。 现共设

有四个班，在校学僧 140 人，常住授课法师 20 人。

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一诚法师礼聘传印大和尚、圣

辉大和尚担任名誉院长，聘请了中国佛学院、闽南

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北京大学、西南师大、南昌大

学 等 院 校 的 法 师、老 师、毕 业 生 担 任 教 师，礼 请 诸

山 长 老、大 德 法 师、专 家 学 者 作 兼 职 授 课 和 讲 座。

在课程设置上， 根据江西佛教禅宗资源丰富的情

况，佛 学 院 侧 重 于 宗 门，定 位 于 突 出 禅 宗 特 色，兼

顾 其 它 各 宗，宗 与 教 并 举，还 有 文 化、政 治 等 基 础

课，外语以英语为主。 在学僧生活丛林化方面，除上

殿、过 堂、诵 戒 等 照 常 外，每 天 还 须 进 禅 堂 坐 香 一、

二支，把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的要求落到实处。

边学边修，边修边学，学修一体。 江西佛学院各项工

作均已初步展开，基本按照学院章程、管理方法、图

书馆管理员制度、读者须知、车库班岗位责任制、教

师岗位责任制、办公室管理方法、课堂管理方法、消

防管理方法、印章管理方法、财会人员岗位责任制、

学僧守则等各项规定有条不紊的进行。

2004 年随着新教学大楼的落成，江西佛学院校

舍及教学设备又上一个新台阶。江西佛学院自 2000

年 迁 至 宝 峰 寺 复 办 以 来，规 模 倍 胜 于 前，气 势 宏 伟

的 教 学 大 楼 拔 地 而 起，教 学 条 件 大 为 改 善，另 外 学

院配备有图书馆，藏书万余册，皆经律论，古今注疏

等典籍，供师生借阅。 医务室有专人负责，便于师生

看病。 学院的面貌大为改观。 一诚法师对办学的希

望充满着信心，他在江西佛学院教学大楼奠基主法

法语中讲到：“选佛场开遵古佛， 未来世界出贤良。

祖道重兴宏教育，戒根定树慧花隆。 ”[26]江西佛学院

经 过 十 余 年 的 努 力，共 毕 业 八 届 学 生 397 人，取 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诚法师对即将奔赴各自岗位

的学僧寄予殷切的期望，他在江西省佛学院学僧毕

业 典 礼 上 这 样 说 道：“真 正 树 立 爱 国 爱 教、 行 解 相

应、深广圆融的知见。 切实做到把‘维护法律尊严、

维 护 人 民 利 益、维 护 民 族 团 结、维 护 祖 国 统 一’，和

佛教悲智平等、契理契机的教法圆满统一起来。 进

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大乘佛教‘庄严

国土、利乐有情’的重任。 ”[27]

近 年 来，江 西 佛 学 院 取 得 的 可 喜 成 绩 ，受 到 海

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叹。 木鱼的 《赞一诚和尚》

云 :“深 入 禅 宗 泰 斗 门，诚 公 道 范 众 人 尊，继 承 祖 业

光先德，造就僧材启后昆，梵剎庄严功绩著，丛林华

美古风存，亚东北美俱宏法，正是如来好子孙。 ” [28]

江 西 省 宗 教 局 罗 峻 雄 副 局 长 在 江 西 佛 学 院 毕 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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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上的致词中指出 :“(江西佛学院 )在一诚大和

尚的亲自主持下……自复办以来，始终不渝地坚

持宗教院校正确的办学方针，以培养和造就一支

热 爱 祖 国，接 受 党 和 政 府 领 导，坚 持 走 社 会 主 义

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佛教学识，立

志从事佛教事业，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佛教教职

人 员 的 宗 旨，在 办 学 中，积 极 引 导 学 僧 继 承 和 发

扬 中 国 佛 教 农 禅 并 重、学 术 研 究、国 际 交 往 的 优

良传统， 使年青一代僧人的精神面貌有所改观，

整体文化素养有所提高。 ”[29]

此外， 一诚法师作为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当年还面临着江西佛教的二个“老 大 难”问 题 :一

是建设江西省佛教协会会址；二是修建一条佛光

大道。 这两个问题都是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一诚法师的积极筹办下，得以顺利解决。 关于

江西省佛教协会的会址问题，一诚法师写信向中

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求助，得到了中国佛教协

会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经济上的援助。 修建一

条佛光大道，是因为早年在江西永修和靖安之间

曾经有过一条路，后来由于山石滑坡把路给冲垮

了，两 县 之 间 的 往 来 便 中 断 了 很 多 年，沿 途 几 十

公里的居民要想出行就需要绕很远的路，交通极

为不便。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诚法师专门给省政

协 写 提 案 建 议 立 项，在 缺 少 资 金 的 情 况 下，一 诚

法师带领寺院僧众踊跃捐款，并号召一些企业界

的佛门信众慷慨解囊， 很快便筹集到了资金，在

多方的共同努力以及江西省政府、江西省交通厅

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 这条路终于在 2000 年建

成通车了。 通车那天，沿途的百姓几乎是倾巢而

出，欢 呼 雀 跃，后 来 大 家 一 致 赞 同 将 此 路 命 名 为

“佛光大道”，以感念佛法的伟大和慈悲。

一诚法师所作所为都是从大局着想，这是一

种“无我”的精神。 他为江西佛教所做的贡献是不

可磨灭的，值得后人效仿和学习。 传印会长曾“殷

切地期待我们佛门后学，要以（一诚）和尚为榜样，荷

担如来家业，住持如来法；上报四恩，下济三有。 ”[30]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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