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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遊學心得 

劉吳睿宏 

 

因緣殊勝！在這樣一個時期，我有幸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學碩士班的一員，參加此次廣

州華南師範大學的遊學之旅。在整個遊學交流中，我們受到校方熱情而周到的接待。在此，我謹主要

從人間佛教的視角出發，略談少許在參學幾座祖庭寺院時的見聞與體會。 

 

廣州民諺有云：「未有廣州，先有光孝」。

在參訪素有佛教禪宗南宗祖庭、嶺南第一名刹美

譽的光孝寺時，除了聽取寺院法師為我們作歷史

文化講解，還了解到光孝寺秉持「愛國愛教」的

精神，致力於淨化人心、建設和諧社會，重視寺

院的建設和管理法師的修行內涵和形象素養，每

年年末都會對寺院的全年工作進行詳細通報。在

殿堂管理方面，對僧信二眾充分開放及合理利

用；在弘法事務方面，主要開辦週末佛學講堂、

居士培訓班、冬季打禪七及夏季講經典，將佛事

活動標準化、規範化，充分利用網路影片直播、

微信公眾號等新型方式弘法；在常規法會方面，堅持每月舉行各種共修法會，全年六次傳授三皈五戒

法會；在講經弘法方面，舉辦夏安居佛學講座和各種課堂宣講活動，廣邀全國各地大德法師來寺宣說

佛法；在慈善公益方面，光孝寺和敬公益、其菩提義工團每年都致力於扶貧助學、幫扶孤兒、關愛殘

弱等，投入不少人力和物力；在接待交流方面，主要接待國內外各界參訪團隊及與友寺進行友好交流

互動等。光孝寺期許通過科學的制度管理，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致力構建和諧、淨化、善

美的社會，從而表達出佛教界應有的種種貢獻，既顯示世出世間的善巧智慧，也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

的積極進取、利生濟世的精神。 

 

在參訪佛教禪宗南宗的另一祖庭「曹溪祖庭」——韶關南華禪寺時，寺院周圍大規模的施工引起

了我的關注。我了解到，當地正在開展「大南華」的建設專案。依據《韶關市大南華地區控制性規劃》，

其規劃區域範圍是以南華禪寺四周山脈分水嶺為界，北起寶林山北麓山腳，南至羅漢峰諸頂，西到六

祖避難石西側山腳，東至塔子坳，總面積近 1700 公頃，整體為「一心兩軸五區」的空間佈局：「一

心」即南華禪寺，「兩軸」分別為沿南華禪寺中軸線形成的禪宗朝聖軸線，沿曹溪形成的曹溪自然軸

線，「五區」分別為禪宗朝聖區、禪宗文化區、禪宗體驗區、東方佛教區、自然生態區。其中，禪宗

朝聖區是核心建設區域，將會根據相關史料的記

載，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力圖恢復其唐朝時

的規模氣派，最終建成功能齊全、佈局合理、富有

禪宗特色，又具有中華傳統文化氣息的佛教聖地。

南華禪寺在「大南華」專案的建設背景下，依然繼

續致力於曹溪禪的傳承與發展，例如舉辦「佛教教

育座談會」、「禪悅行」活動、「中國禪宗網」、

《大南華》電子雜誌、「南華禪」論壇和「南華週

末淨心班」等。南華禪寺還大膽創新，從傳統禪法

「曹溪禪」延伸至現代禪法「南華禪」，在參禪實

修、文化教育、弘法利生、慈善公益等各個方面，

嘗試以多種創新的方式深入研究並實踐「南華禪」，

更希望藉由「南華禪」這種新的「禪法」圓融無礙

地契合新的弘法時代。我想，六祖惠能大師

（638-713）真身歷經千年，端坐在南華禪寺中，目

睹後人為復興佛教文化、發展利生事業所做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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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也會感到由衷欣慰吧！ 

 

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參訪了佛教禪宗南禪「雲門祖庭」——

雲門山大覺禪寺。在這座甚為低調的祖庭寺院裡，除了緬懷禪門

巨擘虛雲老和尚（？-1959）為振興佛教鞠躬盡瘁的生平事蹟，參

禮虛公舍利塔和近年來新建的古樸莊嚴的釋迦佛塔，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便是雲門佛學院。學院擁有近三十年的辦學歷史，經驗豐

富，師資隊伍優良，課程涵蓋預科、本科、研究生，中國人民大

學也在此設立宗教學實習基地。教學樓、辦學樓、法師寮、學僧

寮、圖書館、禪堂、禮堂、電腦室、視聽室等一應俱全，設施先

進，尤其是今年新落成的「源公圖書館」更是科技感十足。除了

能滿足各種學習活動需要之外，更能培養學僧的現代弘法能力。

雲門佛學院歷來注重道風建設，將現代教學理念融入傳統育僧方

式，通過「學院叢林化，叢林學院化」的辦學方針，力圖發展學

僧學以致用的能力，從而更能適應叢林生活和新時代佛教的發

展。值得一提的是，其所開設的禪修專業，「是將教理與傳統禪

堂相結合的一種探索，為國內首創」。迄今為止，雲門佛學院培

養的數百名畢業學僧遍佈在世界各地，有的住持一方，有的度眾

說法，有的繼續深造。虛公紀念堂前懸掛的虛雲老和尚抒懷聯「坐

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無聲

地勉勵著過往的學僧和現前的我們。多劫動亂的社會時代已經過

去，但人的內心世界卻更是善變無常，我們是否要加倍珍惜光陰，勇猛精進，為利益社會、建設人間

淨土而學習及進取呢？ 

 

星雲大師（1927-）曾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

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因

此，無論是建設寺院、培養僧信，還是創辦平台、舉行活動，

舉凡是致力於構建人間淨土、和諧社會為願心的，都是人間佛

教的內涵所在。「遵海而來，杯渡情依中國土」，昔日杯渡禪

師（380-458）一路南下，由廣東渡海至香港弘傳佛教，如今我

們又從香港來到廣東開展參學之旅，真可謂「一古一今，禪趣

知津」，實在是「一期一會，彌足珍貴」！不免令我想到，從

古到今，不僅是佛教文化，所有人類的文化就是在這樣的交流、

發展與創新之中大放異彩，人類的社會也隨著文化的交融、進

步、繁榮之中更加淨化善美。我們作為新時代的學子，也應該

效仿先賢前輩們，為「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偉大

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偉大復興

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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