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件瑰
、

饰嘴
、

衣份心

—当代高僧一诚长老印象记

文�如是

一瓣心香冲天上
，

数声钟鼓落人间
。

祈祷和平干戈息
，

祝愿中华国运坚
。

振兴神州集众议
，

再展宏图靠群贤
。

物质繁荣民安乐
，

人寿年丰动笑颜
。 ①

��世纪中叶以来
，

佛教界在

新中国的大家庭里与祖国和人

民同呼吸
、

共命运
，

走过了半个

多世纪的历程
，

一座座庄严的殿

宇得以修复
，

一批批佛教人才得

以茁壮成长
。

随着时光的推移
，

三大语系的高僧们在完成其历

史使命之后
，

大多相继圆寂
，

既

为新世纪的佛教事业留下了遗

憾
，

同时
，

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
，

也为今天佛教事业的展开积累

了丰厚的资粮
。

目前
，

硕果仅存
、

僧宝中余数不多的长老中
，

为三

大语系亿万佛子心中所认同的

大德高僧当首推一诚长老
。

他以

其人格
、

僧格为社会各界和教界

普遍称道
，

堪称爱国爱教的典

范
。

既为佛子
，

他在在处处行的

是佛事
，

他用自己的言行写下了

其平凡
、

真实
、

本份而超凡的一

生
，

从修复古刹到发扬百丈家

风
，

从继往圣绝学
，

几十年坚持

不懈以禅七方式钳锤学人
，

到方

便弘法海内外
，

从平常待人接众

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

路
，

从修复祖庭发扬佛教优良传

统到兴办现代丛林佛学教育
，

从

修身
、

摄众的内外因缘和合到人

品戒品
、

国格僧格的提升
，

无一

不透露着钠子既不增益又不损

减
、

契合中道的慈悲与智慧合一

的本怀
，

正所谓
�

佛陀境
，

菩萨

行
�
老实人

，

本份事
。

青年出家 戒行清净

一诚禅师
，

法号衍心
，

又号

常妙
，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

江

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

云居山真如

寺方丈
、

马祖宝峰寺方丈
、

江西

佛学院院长
，

俗姓周
，

名云生
，

湖南省望城县人
，
����年生

，

及

成年随父习练石工
，

并兼承父学

钻研土木工程施工和设计
。

禅师秉性聪慧过人
，

过 目不

忘
，

少小便生出离之志
，

每有入

佛之举
，

常遭父母训导
，

直至��

岁才深感世事无常
，

毅然弃绝万

缘
，

于 ����年�月在望城县洗心

寺出家
，

参礼明心法师
，

剃度为

潜 …淤才牛髦



戮铎�一笋新粼

土

僧
。
����年 �月

，

因仰慕虚云老

和尚修行品德
，

前往真如寺
，

参

拜虚老
，

侍奉左右
，

亲炙禅法达

四年之久
，

深得奥义
，

愈加苦心

修持
。

同年冬
，

于广东南华寺受

具足戒
。

����年
，

于真如寺性福

大和尚座下承嗣伪仰法派
，

为第

十世传人
。

并深得虚老指点
，

识

为法器
，

愿传法于一诚禅师
。

因

其师性福大和尚是真如寺方丈
，

即由性福恳请虚老来云山中兴

祖庭
，

又接了虚老伪仰法系
，

故

而一诚禅师婉言辞谢
，

秉明心

迹
，

不愿与兴福和尚成为一辈中

人
，

深得虚老赞许
，

并蒙虚老代

其法子观本明一传授一诚禅师

为临济宗第四十五世传人
。

身经浩劫
� 一

初衷不改

事雾臀梦势介蒸豢势数豢黔臀琴粼犷

“
文化大革命

”

浩劫
，

真如

寺横遭厄运
，

南昌市
、

永修县
“
造

反派
”

蜂拥而来
，

佛像
、

经典毁

坏殆尽
，

众多僧人被勒令还俗
，

或遣送回原籍
，

或下放垦殖场
，

一诚禅师被强令改为农工
，

他因

勤奋劳作
，

当选为僧伽农场生产

队长
，

劳作之余
，

不忘初衷
，

继

续坚持独身和素食
，

参禅诵经
，

虔心修炼
，

抽空习定不缀
。

由于

他擅长建筑
，

群众都尊他为
“

周

工程师
” ，

���� 年
，

由云山垦殖

场组织
，

进行自白石港至赵州关

前的盘山公路勘测
，

并于冬月开

始施工修建
，

一诚禅师具体负责

实施
。

����年公路建成通车
，

全

长巧公里
，

造福一方
，

功德圆满
。

当时资金短缺
，

设备简陋
，

加之

山路崎岖
，

羊肠曲折
，

一诚禅师

不计辛劳
，

在老百姓心 目中传为

佳话
。

住持云山 管理有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
，

僧人重

矛廿 公 彩

撇

氰黔缈



新管理寺院
，

真如道场
，

上继百

丈
、

虚老遗志
，

发扬农禅家风
，

致使四方钠子云集而来
。

����

年
，

一诚禅师被礼请为知客
，

兼

寺务管理委员会委员
，

具体负责

全寺殿堂楼阁修建工程的规划

设计与施工
，

夙夜匪懈
，

历经数

年
，

惨淡经营
，

虚公住世时所制

订之工程总体规划得以完成
，

云

山重辉
，

祖业增光
。

这是一诚禅

师第二次修复云居山真如寺
，

是

根据第一次协助虚老中兴真如

寺时耳提面命的构想和教导才

进一步完善的
。

真如寺初具规模

时
，

总共才花费了不到���万元
，

为常住节约了大量资金
。

����年�月
，

一诚禅师被推

未能实现
。

当年
，

一诚禅师秉承

虚老旨意
，

具体负责修复真如寺

的各项工程时
，

常得虚老单独面

授
，

付嘱法事
。

最令一诚禅师记

忆犹新之事
，

莫过于中兴马祖道

场宝峰寺之重托
。

当时
，

一诚禅

师并未去过宝峰寺
，

虚老命他先

去参拜
，

他 日因缘成熟
，

自然满

愿
。

一诚禅师谨记于心
，

默默发

愿
，

有生之年
，

不负虚老之嘱
。

终于在 ����年应靖安县人民政

府之礼请
，

一诚禅师于 � 月 ��

日移锡石门山
，

正式开始在当年

塔毁
、

殿塌
、

佛像被轧的废墟上

重新制订总体规划
，

逐步施工
。

六年之后
，

一座占地百余亩
，

耗

资近四千万元
，

气势恢宏
、

庄严

宇落成之后
，

海会塔
、

佛学院以

及超大型放生池相继开工
，

总建

筑面积在 �����余平方米
，

法乳

遍洒
，

宗风再振
，

慧 日重光
。

正

如一位诗人敬赠一诚大和尚的

七律中所赞颂的
� “

大师来自白

云间
，

佛法弘扬又一山
。

马祖传

灯千世续
，

虚公遗愿九龙还
。

安

僧演教禅林旺
，

创业开基岁月

艰
。

重振宗风兴坠绪
，

道场圆满

鬓毛斑
。 ”

身负重任 弘法十方

选为真如寺方丈
。

十

余年来
，

勤俭节约
，

依百丈清规管理寺

院
，

发扬农禅并重的

优 良传统
，

自耕 自

给
。

每三年举办一次

传戒法会
，

兴建方丈

寮
、

西禅堂
、

虚云老

和尚纪念堂
，

编修山

志
，

整修历代祖师塔

院
，

划订山界
，

疏浚

明月湖
，

铺设从赵州

关至山门的石板路
，

购置发电设备
，

因而

当禅师即将步人古稀之际
，

法务愈来愈繁重
。

����年 ��月
，

他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

����年当选为江西省

佛教协会会长
，
����

年 �� 月
，

升座为宝峰

寺方丈
，
����年复办

江西佛学院
，

任该院

院长
，

加上样板丛林

真如寺方丈之职
，

身

兼数任
，

万端筹谋
，

长

年转辗南北
，

沐风栉

雨
，

演法于国内外
，

参

加各种佛事活动
。

他

弘法十方
，

足迹遍布

国内外
，

先后到 了美

国
、

韩国
、

日本
、

缅甸
、

全寺面貌大为改观
，

香火鼎盛
，

两序僧众安心修持
，

道风纯正
。

国内外僧俗前来参礼者络绎不

绝
，

样板丛林名闻遐迩
。

愿了虚公
·

中兴宝峰

重修马祖道场宝峰禅寺
，

为

当代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毕生

心愿
，

由于当时机缘尚未成熟
，

如法的大丛林在石门山内崛起
，

远超昔 日之规模
，

难怪韩国佛教

界尊他为
“

活马祖
” 。

重修后之

宝峰寺
，

凡殿堂楼阁规制
，

均遵

循虚老遗愿所构想的框架
，

并仿

南华
、

真如诸名刹
，

但又有创新
，

后来居上
。

殿内共塑造佛菩萨像

����尊
，

个个法相庄严
，

尤其是

大雄宝殿四壁上的五百罗汉
，

在

汉传大丛林中不可多见
。

继诸殿

尼泊尔诸国以及台湾
、

香港
、

澳

门等地
，

国内的�� 个省
、

市
、

自

治区
，

他先后驻足 ��个
。

禅师

座下的僧尼近千指
，

一要传法

释疑
，

二要修建庙宇
，

三要关心

衣食病痛
，

四要过问学业
。

千头

万绪
，

样样尽心尽力
，

幸得一诚

禅师思维明敏
，

教宗兼通
，

厚德

载物
，

气度恢宏
，

更兼慷慨无

私
，

获僧俗各界之钦仰
，

仗十方

升令姆律威



妙护狙熟
之力

，

事事水到渠成
，

弘愿得以

圆成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禅师

两次应台湾唯觉长老之邀赴台

传具足戒法
，

深得台湾数千戒

子们的拥戴
。

由于在法派上
，

两

位禅师都源于虚老
，

因此
，

增进

了法情道谊
，

加深了两岸佛教

界的交流
，

一诚禅师和唯觉禅

师作为两岸佛教界的高僧之一
，

他们保持着对传统佛教戒律的

相互认同和理解
，

为 日后佛教

在根法脉传承方面提供了榜样
。

两岸佛子是一家
，

这是两位禅

师的共同心声
，

他们希望两岸

佛子应率先在民间架起和平之

桥
，

以德化怨
，

求同存异
，

为中

华民族的统一作出各自应尽的

义务和贡献
。 这首五言绝句写得空 灵洒脱

，

落笔淡泊惆悦
，

以禅为体
，

以诗

为用
，

即体即用
，

体用如如
，

明

心见性
，

颇具工夫
。

其诗风洒脱

闲适
，

一尘不染
，

在 《招待美国

客人茶话会上 口 占》 一诗堪称

其代表作
� “

客人请饮赵州茶
，

清淡休嫌钠子家
。

一缕因缘通

六合
，

杯中云雾佛光华
。 ”

寓佛

法于诗中
，

设禅机于言外
。

其大

部分诗作系外出从事佛事活动

之纪行
，

如 《随中国佛教弘法团

赴美国阐教感赋 》 � “
西方礼佛

法筵开
，

钠子乘机过海来
，

借得

银河千尺水
，

莲花移 向美洲

栽
。 ”
可谓

“

三句话不离本行
” ，

即使是纪行诗
，

他也还是用佛

法禅理启迪人心
，

禅味淳正
，

不

加雕琢
，

显现无碍自在的禅诗

本色
。

他的书法作品憨厚朴拙
，

深藏禅意
，

又直抒胸臆
，

常以此

助道结缘
，

馈赠信众
，

利在广开

方便法门也
。

澹泊养性 兼工诗书
升应之一

新戒台 旧法座
�

新旧岂能有二个
，

不肖今日来到此 为转法轮众安和
。

禅师在习定布道之余
，

游

于诗联书法
，

以诗僧享誉于世
。

其诗以禅为灵魂
，

即兴而发
，

诗

中有禅
，

禅融于诗
，

字里行间
，

体悟禅意
，

流露禅机
，

寓意深

邃
，

洞明万象
。

如他的 《答问禅

者 》 � “

贫僧不会禅
，

洗脚上床

眠
，

卧食烟霞粕
，

心明月满天
。 ”

鹅七活语

戒期圆满修禅七
，

般若堂中学无为
。

参透本来真面目
�

明心见性是指归
。

解七仓

结七唯究心地法
�

发明心地便解七
。

结解本来无两处
，

谛观般若波罗蜜
。

十
四

来江西与云公专修明月湖
。

经过十年

浩劫
，

此湖破烂不堪
，

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落实宗教政策
，

恢复真

如寺
，

重建明月湖
，

有感而作揭

馨 三十余年住云居
�

两度修筑明月湖
。

今逢盛世兴古寺
�

心空境寂露真如
。

和霍一法弥琢韵

真如性海常清净 明月湖中接上流
。

佛映灵山千古记 容劈云居一当头
。

粼
。
本文开篇诗为一诚法师所作

。

云活山吩怀

驻锡圣地三十年 日照睛空了自然
。

毗耶钵献当前供
，

明月湖中水涵天
。

赵州关造深幽境
，

佛印桥架碧鸡边
。

真如性海常清净
，

百丈风光永流传
。

勺分麟一价…答 荟
�

班
象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