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尋根、訪古問禪」—— 
廣州短期研習團 

 
2019年 12月 5日至 9日，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中心聯合舉辦

「灣區尋根、訪古問禪」——廣州短期研習團。此為「內地與港澳高校師生交流計劃」之一，由中心

主任陳劍鍠教授率領十五位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學生前往廣州，在華南師範大學歷史

文化學院講師周孜正博士和碩士生黃嘉彥同學陪同下完成了此次訪問研習。本次研習集理論學習、深

度交流、實地參訪為一體。通過現場感受、課題交流等活動，使同學們更深入了解嶺南的人文底蘊與

佛教文化，增進兩地師生之間的情誼。 

 

研習團一行至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會議室

與接待師生見面，黨委書記黃嗣殷先生、副院長張慶海

教授抽空接待研習團，介紹廣東的歷史文化景點，並預

祝研習團師生訪問愉快。伴隨著盛開的紫荊花及絲木棉，

一行人參訪了華南師範大學的校園。何方耀教授更主持

「南海絲路文化交流對廣州佛教發展的影響」講座，指

出廣州是佛教沿著海上絲綢之路東傳的首要站點。從三

國末年開始，許多有代表性的高僧（如達摩祖師、法顯

大師等），沿著這條連接中西的南海航路，投身萬里波

濤，歷經重重風險，或將佛教文化傳入中國，或到海外

取經求法由此歸國，這些都對古代廣州、嶺南乃至中國

的歷史、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並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何教授精彩的演講，讓同

學們受益匪淺，對廣州在佛教發展、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切的認識，並就相關問題與何教授

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探討。 

 

除華南師範大學外，研習團亦至華南農業大學訪問（前身為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與文學院的

師生進行了熱烈且深入的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他們的陪同下，參觀了華南農業大學的大禮堂、

原生態林場、毛澤東題詞處及中山大學農學院的舊建築等等。 

 

研習團師生亦至馬壩人遺址、南越王墓、陳家祠及廣東省博物館考察，了解嶺南人類演化的過程、

古代廣州城市的發源，以及嶺南家族在珠三角的繁衍。在尋找中華歷史、嶺南文化血脈的過程中，研

習團師生都能感受到珠三角的歷史文化在過去千年都是一體的，至今也不可分割。 

 

此團的另一重點——「訪古問禪」，透過參觀廣州

光孝寺、韶關南華寺及乳源雲門寺，領悟六祖禪宗之源。

廣東作為六祖惠能隱遁深山、受戒修行、出家弘法之地，

禪宗文化的影響悠久深厚。光孝寺是惠能法師參聽印宗

法師講授《涅槃經》、討論「風動還是心動」，以及受

戒傳宗之處。光孝寺的寬德法師一邊帶領大家遊走寺院

的各處，一邊講解六祖惠能、達摩祖師與光孝寺的故事。

在南華寺及雲門寺，不僅看到了禪宗法脈由海外傳入中

國的過程及「一花開五葉」的禪宗流派變遷，還參觀了

兩間寺院的名勝古蹟。雲門寺的法師亦介紹了寺院與當

地少數民族團結交往的歷史及帶領一行人參觀新建的寺

院圖書館和佛學院，其現代化的設備、先進的規劃理念、

豐富的藏書，讓大家驚嘆，正所謂「深山藏古寺，而今

換新顏」。此次參訪寺院，使同學們對佛教的歷史與發

展現狀，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從實踐層面豐富了同學們



的佛學知識與體驗，並引發了同學們對自身佛學學習及佛教未來發展等問題的思考。 

 

王珺瑤﹕以往提及佛教的傳入，總會想當然地聯繫到陸上的絲綢之路。這一次通過何方耀教授的

講解和至光孝寺的實地參訪，讓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佛教通過海路傳播的歷史，也讓我認識到地理位置

如何形塑社會形態，進而對佛教產生影響。在廣州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匯集地，我看到了佛教的開放

性、包容性與流動性，我想今日大灣區的佛教，無論向內或是向外的發展，均能從中獲得啓發。 

 

方曉旋﹕通過實地參訪遊學，不僅促進了我們與廣州各大學師生們的交流與對話，同時對廣州作

為達摩初來之地所形成別具一格的禪宗文化有了更深切

的了解，從實踐的層面豐富了我們的佛學知識與體驗。希

望以後能有更多這樣殊勝的機緣，開展交流活動，進一步

加強及拓寬港粵兩地的文化對話。  

 

郭航﹕有幸聽了何方耀教授的一堂課，這不光是關於

佛教的歷史，更是關於廣州這座古老港口城市中外交流的

文化史。後續我們實地考察了光孝寺、南華寺、雲門寺，

接待的法師引介了很多有關寺院的歷史、嶺南地理、建築

知識和高僧大德的事跡，皆讓我們受益匪淺。  

 

劉吳睿宏﹕整個行程以品味與解讀嶺南人文為脈絡，

涵蓋了歷史、宗教、考古、建築、植物、飲食等諸多特色

文化……都深深地鐫刻在我的記憶之中。不免讓我想到，

從古到今人類的文化就是在這樣不斷地交流、發展與創新

之中大放異彩。 

 

【方曉旋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