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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舍宅建寺 蔚为风气

泉州逐渐崛起为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经济发达，

民间崇佛成风。地方官吏、富商、士绅舍田宅、捐资兴建寺院者，

为数颇多。

泉州一府七县建有开元寺、云居寺、东禅寺、梵天寺等 66所。

五代，中原战乱，而泉州社会安定。王审知家族在闽执政

四十年，建寺造塔，铸像写经，设坛度僧，重视法度继承，支持

佛教发展。时为五州之一的泉州建有福清寺、崇福寺等 34

所。王审知侄儿王延彬居士任泉州刺史 17 年，将泉州的佛

教寺院建设推向空前。

五代末，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陈洪进，舍宅建寺，塑造佛像，延

请名僧开坛讲法。其间，泉州建有南禅寺、法石寺、法海寺等38所。

南禅

宗自唐代

传入闽中

后，至五代

泉州已成

为禅宗名

僧荟萃之

地。其他佛

教宗派也

在泉州流

行。

晋、南朝、隋朝：法轮初转

佛教由中原传入闽中约在西晋初期。太康年

间（280～289）福建兴建寺院 6 所，之一是南安延

福寺。“永嘉之乱”，中原汉人举族南迁，居闽江和

晋江流域，无疑也促进泉州佛教文化发展。

南朝帝王大多笃信佛教。佛教活动由于受到

朝廷政策支持而发展较快。印僧拘那罗陀也于这

时来南安九日山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

隋朝统一南北割据局面。继续扶持佛教发

展，并下令于五岳、诸州、县建僧尼寺院。南北方

佛教文化交融发展。中国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等

开始出现。福建所建寺院庵堂增至 12 座。时属泉

州府的同安县建有梅山寺、黄佛寺；永春县建思

慧院；晋江安海建龙山寺；属南安郡的莆田金仙

院也升格为金仙寺。

2012 年第 期（总第 24 期）6

主办：泉州市区地方志学会 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刊头题字：周焜民

主 编：墨 英

顾 问：陈日升

吴松柏

陈鹏鹏

副 主 编：王家缙

薛祖瑞

版 式：曾玲玲

2012 年 7月（农历壬辰年六月）

泉州崇福寺 赞印

联系电话：0595-22355728 传真：0595-22355728

电子邮箱：22355727@163.com 邮编：362000

博第四版 风物 览 2012 年 7 月 第 6 期（总第 24期）

浪
淘
流
光
去

云
推
古
月
来

第四届海峡论坛

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在泉州举办

6 月 18 日上午“第

四届海峡论坛·闽台佛教

文化交流周”在泉州开元

寺举行开幕式。海峡两岸

佛教界、文化界、传媒界

嘉宾 400 多人参加。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

蒋坚永、福建省佛教协

会 常 务 副会 长 普 法 法

师、台湾中国佛教会代

表团团长圆宗法师、中国宗教

学会顾问张新鹰教授、泉州市

副市长周真平出席开幕式并分

别致辞。蒋副局长高度评价闽

台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他希望两岸佛教界学习弘一法

师的爱国精神和严持律仪的高

尚品德，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岸

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后，还举行弘一法

师纪念馆新馆剪彩仪式。重装

扩建的纪念馆陈列大师生前用

过的物品、书籍以及书画作品，

展示了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人

文内涵。

本届活动以“亭亭菊一枝，

高标矗劲节———弘一法师·佛

教精神·中华文化”为主题举行

学术研讨。来自海内外的知名

法师、学者共提交论文 45 篇。与

会 200 多人重温大师在抗日战

争时期号召佛教信众“念佛不

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弘法

利生功德。

活动闭幕后，市长黄少萍、

副市长周真平、秘书长吕炜民

与出席活动的两岸诸山长老举

行座谈。黄市长表示，

闽台两地，骨肉情深，

血浓于水；两岸佛门，

同根同祖，法乳一脉。

长期以来，两地佛教界

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

的血脉联系，两岸佛教

界交流成为两岸民间

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适逢弘一大师圆

寂 70 周年，两岸高僧大德聚集

一堂，重读大师遗著，重温大师

精神，使得这次活动更具历史

意义。她邀请台湾佛教界人士

多来泉州访问，进一步研究弘

一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佛学思

想，在佛教事业等方面有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她希望泉台乃

至闽台佛教交流能得到进一步

深化拓展，为继承中华传统文

化，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海峡两

岸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王家缙）

西晋太康年间，佛教传入泉州。

太康九年（288）于九日山建延福寺，

是为泉州第一座寺院。

唐代，随着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

兴起，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建寺崇佛、

设坛讲经风行，到泉州弘传佛法的僧

人，有来自中土，也有来自天竺、西

域、日本和新罗。“泉南佛国”之誉始

见记载。

迨至宋代，由于寺院积聚，巨大

财富，加上社会经济繁荣，僧人和信

徒大规模地修寺、建塔、造桥成为风

气。

泉州佛教寺院建造始自晋，历

唐、五代而至宋，累计达 270 座，且规

模大，经济实力雄厚。如将延福、开

元、同安的梵天三寺所创的支院统计

在内，泉州一府七县就有 500 多座。

泉州佛教以禅宗为主导，历代高

僧辈出，研

法 论 道 之

余，各类经

论注疏、禅宗灯录、寺志

等著述甚丰。朱熹赞称

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

都是圣人”。

清末民初以后，泉

州僧民移锡海外为数颇

多，足迹遍及日本、南洋

群岛和台湾等地，或开

法讲经，或受聘为寺院

住持、佛教社团首领，或建造伽蓝、实相般若，为

宏传佛法作出独特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外僧人组团回

山访问者纷至杳来，泉州绝大部分寺院在海内外

僧众的努力下，修建一新，佛教场所香火炽盛。

（资料来源：《鲤城区志》卷三十四宗教）◎小微 / 整理

宋、元时期：泉南佛国 梵音流布

两宋时期，泉州佛教呈现兴旺。《八闽通

志》云：“历晋、宋、齐、梁、陈而始盛，又历隋唐

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泉州海外贸易

的繁荣，为社会和寺院积累了丰厚财力。用花

岗岩石造佛塔，建经幢，雕刻摩崖浮屠遍及山

川平原，两宋泉州增建的寺院有雪峰寺、南天

寺等 76 所，而且寺院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

泉州佛教仍以

禅宗为主，其他

宗派也都有不

同程度的流行。

元朝统治

者扶持喇嘛教，

严格管理汉传

佛教。

世界其他

宗教随着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而传入，泉州呈现了

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局面。泉州佛教开始向民间

化、世俗化倾斜，出现大量庵堂、精舍。

元末，发生在泉州达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

战乱，使社会经济大受破坏，僧人遭殃，泉州佛教

走向衰微。

明、清时期：禅宗中兴 弘法东瀛

明初的“禁海”使泉州港口萧条，社会经济受

挫折；明中期以后，倭寇的侵扰，社会动荡，地方

豪族侵夺寺产。泉州开元寺、承天寺被军兵占住，

沦为铸造兵器的场所；寺田大都被征作军用，据

明代《泉南杂记》载：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

98 顷又 8.3 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

捐的寺产达 87.15 顷，剩下的 11 顷多又先后被

“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致使寺产荡然无存……

不少寺院荒废，僧人四散。

明末清初，闽南沿海成为

抗清复明的基地，战争频繁；

清初闽沿海实行“迁界”，许多

寺院遭毁，田园荒芜。清政府

对寺院的创建和寺产数额亦

有严格限制，然而民间奉佛之

风仍持续不减。或地方仕绅出

资倡导，或民间集资建寺也时

有出现。

明 代泉州又陆续建有

释迦寺、碧云寺、金沙庵等

27 座。清代建铜佛寺、宿燕

寺、慧济寺、庆莲寺等 40

余座。

明清为禅宗在闽中中兴

时期。临济、曹洞两宗名僧济

济，其时，泉州僧人往日本弘

法者为数颇多，致力于日本黄

檗宗的传承与发展。但因为清

朝废除僧侣考试和度牒制度，

寺院滥收徒众，寺僧良莠不

齐。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佛教博物馆，

指导：陈鹏鹏）

◎ 舒扬、玲玲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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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福寺

崇福寺“松湾古地”

承天寺《十奇诗》王十朋题、

张瑞图书

崇福寺大钟

铸造于清康熙年间的地藏王菩萨

音 6 月5 日，鲤

城区首个学校红十字

会在泉州市第十五中

学成立，十五中拨款

5 万元作为学校红十

字会启动资金。 （区红十字会）

音 6 月 7 日，《鲤城区国有商

业志》出版发行。全书正文 9 章 2 附

录，约 20 万字，记述改革开放以来，

鲤城区国有商业 30 年的发展历程。

（区商总 黄有才）

音 6 月 14 日，鲤城区经贸局

组织龙头山粮库拍卖轮出的 2008、

2009 年生产的区级储备晚籼稻，委

托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采用网络竞

价的方式拍卖寄存在南安粮食城华

富仓储 9 号仓、康美粮站 4 号、9 号

仓的晚籼稻。成交总量约 3500 吨。

（区经贸局 刘雪阳）

音 6 月 18 日，由福建省佛教协

会主办，泉州市佛教协会、泉州开元

寺、泉州承天寺和福鼎平兴寺承办的

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活动在泉州开

元寺开幕。 （区文管办 吴琪禄）

音 6 月 22 日，泉州中心市区

首个社区戒毒康复站在江南街道亭

店社区成立。 （来源：东南网）

音 6 月 26 日，鲤城区首家非

公企业党委中共鸿星尔克集团委员

会成立，下设五个党支部和集团党

校，初有党员 103 名。

（金龙街道 李添炜、陈江波）

音 6 月 28 日，中华关帝信仰

文化论坛在华侨大厦开幕，来自大

陆、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150

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来源：中国新闻网）

音 6 月 29 日，第二届泉州海

峡两岸关帝文化节开幕。海内外上

千名信众共祭关帝。同时，全国首个

中国社科院“民间信仰调研基地”揭

牌。（泉州市委统战部、鲤城区委办）

音 6 月，鲤城区火炬电子公司

的“CT4502 型模压表贴多芯组瓷介

固定电容器”、泰克通信公司的

“WCDMA 数字光纤直放站”、铁通

电子和全通光电公司合作开发的

“铁路电务作业有 / 无线通信系统”

等 3 个项目被列入 2011 年福建省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其中

泰克通信与铁通电子公

司的 2 个项目属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区科技局 夏启容)

音 6 月 18 日，在

第十届中国·海峡项目

成果交易会上，鲤城区

有 74 个项目成功对接，

涉及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轻

纺、机械制造、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

等领域，总投资 9.56 亿元。

（来源：人民网）

音 上半年，鲤城区财政总收入

114249 万元，比序时进度超收 7489

万元，比去年同期超收 10980 万元，

增幅 11.5%；区级收入 59118 万元，

比序时进度超收 7273 万元，比去年

同期超收 11786 万元，增幅 26.7%。

（区财政局 张艳婷）

音 上半年，根据鲤城区环境监

测站数据显示，全区空气污染指数

（API）均值为 54，达到国家空气质

量日均值二级标准，平均空气质量

状况为良，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内沟河（破腹沟中段）水质达

标率为 100％，水质状况良好。

（区环保局监测站 刘伟程）

音 7 月 7 日，鲤城区第二届经

济界政协委员联谊会召开会员大

会，推选泉州丰业集团董事长杨丰

生为第二届联谊会会长，此届联谊

会共有会员 115 人。

（区政协办 蔡志锋）

音 7 月 11 日，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李祖可到鲤城区考察

六井孔音乐园、T 淘园和源和 1916

创意产业园。

（区创意办 上官志鹏）

音 7 月 16～20 日，第十二届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天津举

行，泉州七中参赛队伍成绩居全国

第一。 （区教育局）

（下转第 3 版）

刺桐双塔饮誉世界

铸造于清顺治年间的铜佛像群，工艺精湛。

佛教密宗规制的五方佛



（上接第 1 版）

音 7 月 25 日，福建省锦纶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在鲤城成立。该联盟由泉州天宇化纤

织造实业有限公司牵头组建，成员单位 23

家。 （鲤城区科技局 夏启容）

音 7 月 27 日，“格来德杯”泉州市服装

制作工劳动技能竞赛在鲤城区举行。

（来源：鲤城区政府门户网站）

音 7 月 29 日，上海泉州市区商会在浦

东新区成立，上海建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建全当选首任会长。至此，鲤城区共有新

疆、兰州、重庆、北京、成都、上海 6 个异地商

会。 （区委统战部）

音 是月，鲤城区确定新增一类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 1 家：鲤城明新华侨医院；二类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 9 家。 （区劳动局）

音 是月，泉州市铁通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站场平面调车无线数字通信系统”、文创太

阳能（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无线音箱

系统”、泉州市远东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纸浆

模塑模具导热油加热装置的研制及产业化”

等 3 个项目获得 2012 年度国家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第一批立项，分别获得 70 万、70

万、60 万扶持资金。 （来源：中国泉商网）

因 仲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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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寺月台别院，弘一法师塑像

★唐龙朔元年（661

年）前，“智空（救唐王闻

名的嵩山少林寺十三棍

僧之一）入闽中，建少林

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

落”。后历经兴废，至“乾

隆二十八年（1763 年）秋

诏焚少林寺，……从兹无

复敢修者。”（见晋江蔡永

蒹《西山杂记》）

★唐垂拱二年（686

年），州民黄守恭舍桑园

为寺，初名莲花道场，开

元二十六年（738 年），改

称开元寺。

★ 唐 大 中 年 间

（847～860 年），天竺僧

人智亮（袒膊和尚）驻锡

开元寺东律院弘传佛法。

★唐咸通六年（865

年），开元寺僧文偁禅师

在寺东侧建成九级木塔，

名镇国塔（即东塔）；南宋宝庆三

年（1227 年）改建为七层砖塔，嘉

熙二年（1238 年）易砖为石，至淳

祐十年（1250 年）竣工，高 48.27

米。

★唐乾符年间 （874～879

年），郡人郭皎、卓怿在仁风门外

东湖畔建寺，广明元年（880 年）

赐名镇国东禅寺。宋德祐、元至

正年间两度遭火，旋复建。明宣

德十年(1435 年)修，后废。

★后梁贞明二年（916 年）闽

王王审知在开元寺西侧建七层木

塔，号无量寿塔，俗称西塔，复立

西塔院。南宋淳熙（1174～1189

年）改建为砖塔；绍定元年（1228

年），易砖为石，至嘉熙元年(1237

年)竣工，高 45.06 米。

★后周广顺二年（南

唐保大十年，952 年），招

庆寺僧释静、释筠两禅师

完成 《祖堂集》20 卷编

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禅宗

灯录。

★ 后 周 显 德 元 年

（954 年），五代节度使留

从效的南花园改建为寺，

初名南禅寺。北宋景德四

年（1007 年），赐名承天

寺。

★北宋初年，平海军

节度使陈洪进在城北“松

湾古地”建千佛庵。太平

兴国年间赐名崇胜寺，至

道年间改名洪钟寺，元祐

六年（1091 年）改名崇福

寺。

★ 北 宋 雍 熙 四 年

（987 年），天竺僧啰护哪

来泉州，得番商资助于城

南厂口街建佛刹———宝林院；清

顺治年间（1644～1661 年）鼓山

僧莲西重修，易名宝海庵。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宣政院功德使司刘鉴义，奏

合开元寺 120 院并为一禅刹，赐

额大开元万寿禅寺。

★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

六月二十六日，开元寺僧木庵应

其师隐元禅师之召，率弟子慈岳、

喝浪禅师等人东渡日本弘法，成

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

★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年），云果法师募缘修复承天寺

大雄宝殿、功德楼及僧寮、库房。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泉州市宗教志》

《鲤城区志》）◎ 墨英、玲玲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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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

匡护 泉州开元寺开山祖师，律

行严谨，善讲《上生经》，唐垂拱二年

（680），州民黄守恭献地建寺，延请担

任主持。

昙静 泉州人，随鉴真大师东渡

日本，是福建省第一位赴日高僧。

怀晖 泉州人，俗姓谢。唐贞元

（约 785）初，礼洪州大寂禅师。元和

三年（808）奉诏至京师，居章敬寺。大

历中，敕令天下名僧测试经、律、论，

晖列前茅。每岁奉召入麟德殿讲经，

深受赞赏。终年六十二岁，谥号大觉

禅师。

智亮 传系西域天竺人，唐时来

开元寺东律庵，常袒一膊，行乞于市，

人呼“袒膊和尚”。大中十二年（858）

卒，肉身泥塑，至今供奉于开元寺。

令言 仙游人，出家于泉州开元

寺，有苦行，后出游燕、赵，传《法华》

《上生》而归，创建开元寺罗汉院，大

中十四年（860）卒。

文偁 仙游人，夙有僧器，应泉

州刺史延请居开元寺，于寺之东南募

化建造五级木塔，六年塔成，赐名镇

国。性格高洁，足不出户近 30 年，乾

符三年（876）圆寂，刺史缟素送之。

义存 （822～908） 南安杨梅山

人。12 岁随父到莆田玉涧寺礼庆玄

律师出家，十七岁剃发，二十四岁赴

福州芙蓉山问道，二十八岁往幽州宝

刹寺受戒。其后，云游四方，屡参禅门

宗匠。成为宣鉴嫡传弟子，嗣宣鉴禅

师，为南禅宗六祖。咸通十一年

（870），开创闽侯雪峰道场，声名远

播，皇帝赐号真觉大师，并紫衣袈裟。

晚年返归故里葬双亲于南安杨梅山，

结庐居住，后人就其地建寺，称“小雪

峰”。其嗣法门人大杨宗风者 56 人，

创云门宗之文偃，创法眼宗之文益，

西禅四祖慧棱，鼓山开山祖师神晏，

泉州承天寺开山祖师省澄，皆出其门

下。世称禅门“五家七宗”，义存分其

二家。有《真觉禅师语录》行世。

无等 会稽人。唐时居南安延福

寺，40 年不出山。刺史卢金白三次邀

请，均不应邀。刺史派人执剑恐吓他：

“若不下山，便取头来”。无等从容答

道：“身非我有，况头耶”！禅坐自若。

刺史不禁叹道：“道行至此境界，实世

所不及”。因而作诗赠之：“九日峰前

八十秋，禅庵遥枕晋江流。师心应共

山无动，笑指烟霞早晚休”。

文超 晋江卢氏子，博通内外

学，奉诏入京讲《百法》，赐号弘教大

师及袈裟，返泉被委任为僧正。能诗，

刺史王延彬建开元寺清吟院供其居

住，门下弟子多贤者，世寿七十九。

弘则 温陵人，俗姓林，拜开元

寺文偁为师。乾宁初（894），王审邽闻

其戒行严谨，请为传戒度僧。天佑二

年（905），王延彬创建法院，请其教授

律学，一时学者咸集。后梁贞明二年

（916）入寂，年六十九。

袭礼 洛京人，初为水部员外

郎，后去官为僧，刺史王延彬迎其来

泉，建慈恩院供其居住，四方僧人依

归，如星拱月，赐号逍遥大师

并紫衣袈裟，南唐保大三年

（945）示寂，州牧王继勋为立

塔于临江里。

道昭 晋江王氏子，十

七岁出家于开元寺。南唐保

大元年（943），诏请入京，坚

辞不赴，闭关于开元寺东罗

汉阁，著述《成唯识论注》近

80 卷，保大九年（951）示寂。

宋 代

栖岑 同安人，出家于

开元寺报恩院，梁贞明中

（915～921）开讲席，听者云

集。刺史王延彬于开元寺西

创报劬戒律院请其居住，20

年间足不逾门槛，节度使留

从效具表上奏，赐阐教大师

并紫衣，宋开宝五年（1972）端坐而

逝。

省澄 仙游人，俗姓阮，七岁出

家。后梁天成间（926～930），刺史王

延彬建千佛院延其住持，又主持北山

招庆院。后周显德中（954～959），留

从效捐南园为南禅寺（后改承天寺），

请省澄主持，为承天寺开山祖师，宋

初赐号真觉禅师，开宝五年（972）卒，

世寿八十一。

行通 晋江人，七岁出家，十五

岁受具，恬静淡泊，日惟一食，居开元

寺天王院，大旱，刺史请其祈雨，未三

日大雨滂沱，具奏朝庭，赐紫衣及法

慧大师法号。

清豁 永泰人，南唐保大末

（957），居开元寺上方院，留从效延请

住持保福寺，刺史陈洪进表奏，赐紫

方袍、号性空禅师，宋太平兴国元年

（976）入山甚岩坐化。

道岑 晋江人，童年出家于开元

寺药师院，温文尔雅，奉事观音极诚

敬，南唐主李璟延入宫中礼敬，留从

效改威明王庙为上生院请其居住，

陈洪进晋京偕其同行，被赐号法济

大师。

如岳 南安人，童年出家，南唐

赐号法学大师，留从效创六祖院延其

居住，宋开宝七年（974）授章服，年七

十二入寂。

法周 字觉光，同安人。8 岁出家

于开元寺文殊院，曾三次应诏入京，

赐号文慧大师并紫衣，天圣元年

（1023）圆寂。

本观 字无本，晋江人，童真出

家，先后主兴福禅院、法华院、大中

寺，大改旧观，朝廷赐紫衣并号圆觉

禅师。元祐六年（1091）主持

崇福寺，不半年而建为丛林，

元符三年（1095）示寂，有《法

华笺》、《语录》传世。

普足 永春小岵村人，

宋元丰六年（1084），安溪大

旱，众人请其祈雨，雨随祷而

至。乡人于是于蓬莱山清水

岩筑建道场延其住持。募缘

主持建造了通泉桥、谷口桥、

汰口桥等。圆寂后，乡人建塔

刻像供奉。后累封昭应、广

惠、慈济、善利大师。俗称清

水祖师。

了性 安溪黄氏子，出

家于开元寺，曾倡修泉州甘

棠桥、崇阴桥、龟山桥，宋绍

兴中（1131～1162）东西塔

（木塔）遭火灾，了性于淳熙

间（1174～1189）主持重修，其徒守净

大力协助，又在开元寺西建极乐院

（俗称弥陀殿）、建安溪双济桥、晋江

安济桥等。

守净 晋江人，了性的弟子，曾

协助了性建镇国塔。后又自己倡建安

平朝天门楼、兴化军安利桥、延平可

渡桥、武荣金鸡桥等。于晋江岱峰山

镌刻石佛，又刻“泉南佛国”四个擘窠

大字于旁。

法殊 字同之，童年入开元寺，

深通《四分律》，常升座讲经，宋元丰

年间被委为僧正，开元寺紫云大殿修

葺一新，并移千佛像于原塑四佛像

中，崇宁四年（1105）入寂。

祖珍 莆

田林氏子，相貌

异常，全身毛长

二寸许，誉为

“金毛狮子”，曾

任鼓山首座，后

移锡承天寺，建

七佛石塔，间植

榕树，禽鸟不

污，蝇不朝天，

后书偈坐化。

子琦 惠

安许氏子，善讲

经，泉州太守陈偁延其返泉，住持崇

福寺、承天寺，改造寺中留从效旧屋，

奏赐紫衣、号昭觉大师，政和五年

（1115）入寂，有《五会语录》传世。

有朋 南安周氏子。童年出家，

宋元丰二年，太守陈枢延其主持尊胜

院；八年，朝奉王祖道延其主持兴福

寺。元祐初，获赐紫方袍。著有《两会

语录》、《警世颂》、《禅余吟》行世。

道询 惠安人，精读内典，勤于修

行，毕生热心修桥造路。共募建桥梁二百

余所。其中著名的有晋江凤屿盘光桥、惠

安峰崎山青龙桥、獭窟屿桥、南安弥寿

桥、晋江登瀛桥等。宋天禧间（1017～

1021年），欲建庵，有人欲舍田予庵，道询

辞曰：“世间田有数，我孰与人争食哉”？

自围海造田建寺。

敦照 守律精严，四方景仰，其

徒达万人，宋建炎二年（1128）改建开

元寺戒坛，广高深浅，皆依法度，建成

后勒石记述。

元 代

妙恩 号断崖，全州倪氏子，律

身清苦，42 年胁不沾席。元至元廿二

年（1285）奏准将开元寺百二十支院

合 并 为

“ 大 开 元

万 寿 禅

寺”，延请

妙 恩 住

持，为合

并后开元

寺开山第

一 世 ，至

元三十年

（1293）示

寂，谥广

明通慧普

济 禅 师 ，

有《上生

经解》《语

录》传世。

法助

泉州农

家子，年十二出家，勤研内典，人称

“平海头陀”。先后修建南安弥寿桥、

卢溪桥、梯云桥、晋江适南桥、御辇

桥、福利桥、御亭头桥、陈翁桥、惠安

马山桥、大招海泛石桥等。

契祖 同安人，元至正廿九年

（1292），开元寺妙恩请为堂中上座，

翌年嗣其位，住持开元寺 28 年，赐号

佛心正悟大师，延祐六年（1319）卒，

寿九十。

伯福 惠安周氏子。十三岁出家

于积善院，后居开元寺，委为知僧事。

于城区东西南北凿井数十口，以便居

民用水；又为承天寺凿龙藏井，宽广如

屋；又施金助承天寺筑堤坝挡水田；还

为寺众筑田于南安蒙溪之下。沉毅寡

言，自奉清约，乐做善事，以禅自娱。

如照 晋江人，初为妙恩侍者，

后外出游方，智慧大开，契祖后继任

主持，朝廷赐号佛果弘觉大师，至顺

二年（1331）无疾而化，年七十四。

大圭 字恒白，元末开元寺僧，于

开元寺西筑“梦观堂”，资性聪慧，博

研群书，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明 代

正映 抚州人，洪武卅一年

（1398），奉敕来开元寺任主持，首创

法堂，开堂讲法，次建甘露戒坛，不数

年百废俱兴，有《古镜三昧》传世。

法果 晋江人，居东禅寺，每逢

清明，率弟子到坟山收拾暴露骨骸，

葬漏泽园，郡守熊尚初送匾旌曰“义

僧”，年九十坐化。

正派 字觉非，住东塔院，博通

群经，有诗名，与司寇詹仰庇相唱游，

每有题吟，脍炙人口，寿七十九。

广轮 字若水，居开元寺，戒行

精严。曾董建开元寺大殿廊庑、露台，

三到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于戒

坛，开元有完整藏经自此始。著有语

录行世。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泉州市宗教志》《鲤

城区志》） ◎ 祖瑞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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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桥，僧人义波和宗善是负责募化和工程的主要人员。桥建成

后，义波坐化。

宋元时期，为适应海外贸易的运输需要，泉州掀起了中国历史上

所罕见的造桥热潮。在修造的数百座大小桥梁中，有半数以上是由僧

人修建或参与董事的。最著者为宋末元初惠安白沙寺僧道询，其一生

修建大小桥梁 200 多座，是沙门造化众生，积德行善之盛举。

南安丰州的陀罗尼石经

幢，建造于北宋天圣三年

（1025），通高 7 米，平面呈八

角形，分七层，其座至第三层

各雕侏儒、飞天、双龙戏珠和

佛像等，经幢主体镌“尊胜陀

罗经咒”。

开元寺 唐垂拱二年 西街 道德堂 1930 年 浮桥街 大本堂 清道光（已废） 五十年代并入开元寺

承天寺 后周显德 南俊路 接官亭（观音寺） 无考 浮桥黄甲街 潮音寺 无考 百源川

崇福寺 北宋 梅峰 大愿船（慈德堂） 五代（已废） 南俊路 圆通庵 无考 仕曹巷

铜佛寺 清 百源 惠仁寺 明正统元年 平水庙 联兴堂 无考 礼让巷

同莲寺 清 执节巷 东壁寺 唐垂拱 现为海交馆 普光堂 （已废） 河岭

金粟寺 民国初 北山 铁炉庙（西莲寺） 宋嘉泰 象峰巷 保福寺 唐天授元年 紫帽山

释迦寺 明 东鲁巷 观音宫 清初 水门巷 清居堂 1915 年 营边

宝海庵 宋 厂口街 尊客堂 无考 水门巷 福慧寺 宋太平兴国 营边

慕西寺 民国 顶埔 金刚亭 无考 金刚巷 金仙堂 1930 年 金粟洞下院

一峰书寺 清末民初 顶埔 方圆堂 清 会通巷 鹳石岩 明 塘头

宿燕寺 清 江南亭店 芬陀室（善缘堂） 民国 中山中路 西禅寺 五代 西门

法华庵 无考 后城 方德堂 1930 年 会通巷 浮桥观音宫 始建无考，1988 年重建 浮桥

观音阁 明 金龙赤土 圆常院 宋初 南俊路 妙音寺 清末 江南登峰

妙音寺 1924 年 江南前店 龙溪寺 1936 年 新华路 观音寺 无考 常泰锦田

安福寺 唐垂拱三年 金龙山后 鳌旋宫 无考 万寿路 观音寺 无考 常泰新宅

义诚庙 无考 西门 紫竹林 1932 年（已废） 东门美里巷 佛祖宫 清 常泰树兜

庆同庵 明末清初 东门 光明寺 清初（已废） 新峰街留府巷 观音宫 无考 江南火炬

慎斋堂 清乾嘉 打锡街 寄庵 （已废） 梅石街胡坝顶 观音宫 无考 江南乌石

怀念弘一大师及其他

微叙事
我 5 岁

时，母亲亡

故，家境赤

贫，11 岁时

经堂叔介绍

就读开元慈儿院（主要是为了有口饭

吃）。当时很受吴姓女教师关怀疼爱。吴

是班主任，教常识，有一次我考了第 1

名，老师专为编织一双罗汉鞋作为奖

励。传说，她原是厦门的富家小姐，自幼

体弱多病，故为家长送往南普陀皈依、

茹长素；1938 年，厦门沦陷，逃难泉州，

执教开元慈儿院。越明年，吴老师专门

带领我们班 6、7 名丧父或丧母或父母

俱无的苦命孩童去承天寺拜见皈依弘

一法师，大师给我等开示五大戒，要求

要拜三宝，要诵经，并给每个弟子取一

法号，保留原姓名最后一字，前面贯以

“圣”字，以我为例，就是“释圣针”，其侍

者妙莲师给我们当翻译；并将我们的法

号记录在册（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法

师当年的书册是否还存在，也不知当年

的学友可都还健在，很是惦想）。

随后，弘一大师即来开元慈儿院大

礼堂教授诵经，授课对象有本院师生及

开元寺出家僧人，讲的有《八大人觉经》

《普贤行愿品》《太上感应篇》等。不久，

（应是 1942 年 3 月———笔者注）大师因

身体欠安移居温陵养老院，其他社会人

士前往拜访，或求墨宝等，多

受侍者妙莲法师劝阻，只有

我们几个皈依的小孩童总是

进进出出，很自由。大师即便

是身体虚弱，含着人参也要

坚持给我们讲经，他说，抗战

人人有责，你们是小孩子，气

力不够，不能扛枪上战场，就

应该诵经，帮助抗战，并告诫

说你们现在都是穷苦的孩

子，坚持诵持《太上感应篇》，

会保佑今后人生的平安顺

达，幸福康

宁……

抗战以

后，开元慈

儿院原由转

道和尚、南洋华侨资助的侨汇断了，是

我们的叶青眼院长找南国建成商行、花

桥慈济宫董事会还有美好照像馆、麻袋

行等借、募来维持办学，日子极艰苦，但

始终记得大师的教诲。

我 16 岁从开元寺慈儿院毕业，开

始担葱卖菜的劳碌人生，远离了文字、

书本、经典，一直到 60 岁后，儿女均成

家立业，大开元寺刚刚恢复了农历每月

廿六日勤佛，我不时去拜佛，去拜访妙

莲大和尚，去找《普贤行愿品》，潜心学

习，又捐印了《太上感应篇》广为流通。

前些年，儿子开车带我去苏杭、上

海旅游，一个中午，不经意间踏入杭州

虎跑李叔同纪念馆，我没有多少文化，

并不知道李叔同就是大师出家前的名

字，只是走到一陈列室看到弘一大师的

画像，读到那份独有的慈悲，我诚心诚

意地拜倒在地……今年正月，儿子带我

去了开元寺、承天寺，月台别院里边弘

一大师的塑像很是逼真，于是勾起了童

年岁月的记忆。

讲述人：蔡光针，泉州市区新门外

霞洲人，1927 年出生。

整理：泉州市区方志学会，墨英

因 玲玲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