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眼宗法脉传承与闽西禅宗发展

黄诚

摘要：法眼宗的“中兴”-9福建关系紧密。虚云大师应本湛青持之缘，遥接法眼

宗法脉而成为法眼宗gA代传人。第九代传人本湛青持与系下第十代弟子慧瑛及法孙在

闽西的八宝山、中华山、天宫山等区域开展弘法利生事业，有力推动了法眼宗在闽西的

全新发展。慧瑛倡导的“农禅合一”修行方法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彰显了禅

宗的山林风气与法眼宗的禅风特质，而成为禅林中的典范。法眼宗本质特征与闽西地方

文化具有相融性，不仅对于弘扬和传承法眼宗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闽西的地方文化

建设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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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福建历来就是佛教禅宗兴盛与繁荣之地。法眼宗与福建有甚深因缘。法眼宗的创立

者清凉文益禅师悟道在福建漳州，大传道法在江西临安(今抚州市)，而其创立宗派乃

在江苏金陵清凉院(今南京清凉山)。之后，法眼宗正传至永明延寿之后绵延不久，因

法脉不详淡出历史舞台而“中绝”①。至近现代，福建长汀八宝山峻峰寺明湛青持和尚

立志要弘扬法眼宗一脉。有鉴于此，特向近现代禅门泰斗虚云大师表明心地，恳请虚云

大师来接续法眼宗法脉。明湛青持和尚发愿弘扬法眼宗的诚心感动了虚云大师，故虚云

大师应其之请，认真探究了佛教禅宗史料所载法眼宗之法系传承系谱。经过慎重研究，

决定遥嗣清凉文益系下所传承至法眼宗第七代传人符祥良庆禅师法脉。如是虚云大师

“一肩挑五宗”，接续了法眼宗法脉而成为第八代传人。继而，虚云大师将法眼宗法脉

付嘱明湛青持并让其重续法脉传承，承担起了弘扬禅宗的重任。由此，明湛青持改称本

湛青持，成为法眼宗的第九代传人。可见，近现代法眼宗的兴起，不仅与本湛青持密不

①之所以称其为“中绝”而不称其为断灭，乃是基于近代现虚云大师遥继法眼宗法脉并重兴之

事实而言。关于法眼宗衰落之原因，可参见拙著《法眼宗研究》第五章“法眼宗衰落原因初探”，成

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31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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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而且也与虚云大师亦离不开关系。虚云大师出生在福建泉州，本湛青持又是福建

长汀人，因此，法眼宗的“中兴”与福建关系紧密，尤其是与龙岩长汀有不解之缘。

就虚云大师应缘遥继法脉传承而言，可以说是因本湛青持的愿力所致而“中兴”了法

眼宗，并对福建的法眼宗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虚云大师之所以能够接续法

脉，既说明了他敢于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同时也预示了法眼宗法脉必应相传而禅脉本不

该绝。故就虚云大师、本湛清持师弟之间接续法眼宗法脉这一历史性事件而言，则意义

十分重大，不仅延续了法眼宗的法脉传承，而且也推动了禅宗在新时期的发展。

一、法眼宗历史源流与“中绝"

历史地看，禅宗创立之后，影响巨大、普传甚广，并演化出“五家七宗”而证验了

达摩“一花开五叶”①的宗教预言。作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法眼宗，在五代时期

获得了较陕发展，思想影响广泛性地渗透到江南，推动了禅宗的整体发展和思想传播，在

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实际创立者则是五代时期的文益禅师。

文益禅师(885——958年)，是禅宗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之一，他精研教
理，践行禅法，是法眼宗之创始人。年少时，他四处参访和求学，在地藏院桂琛禅师处

获得了悟道之因缘。桂琛禅师则以一句“若论佛法，一切现成”而使其领悟到了佛法

之奥义，“其生命获得大解脱，焕然一新”②遂成为桂琛禅师的弟子。故其求学和悟道

与福建佛缘匪浅，在福建漳州实现了其生命的重要转换与超越，与福建有甚深缘分!悟

道后，他初传道法是从同修绍修禅师开始的③，后又游历江南丛林，他受临川(今抚

州)州牧之请，住江南崇寿院开坛说法，大力阐扬南宗禅法，所谓“住抚州崇寿寺，

大振宗风”④。后因江南国主重视佛教，又迎请其住金陵报恩禅院，赐号净慧禅师。后

又转住金陵清凉院，故称清凉文益禅师。文益禅师于金陵广传佛法，传法情境颇为壮

观，“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⑤，他“三坐大道场，朝夕演

旨，时诸方丛林，咸尊风化。⋯⋯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⑥。故就玄沙一系禅法能在

江南传衍而言，文益禅师可谓功莫大焉!

文益禅师在传道中，十分重视禅宗的心地法门。不仅显示了他对佛法有本体境域形

上义的体悟性认识，而且也表达了其追求生命同体之悲和究竟圆成的超越性精神。他长

期在金陵弘扬和传播禅法，对禅宗的思想理论建设有着重要贡献。文益禅师在传道的实

①达摩传法慧可时有偈语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坛

经·付嘱品第十》)。

②邓克铭：《法眼文益禅师之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③黄诚：《法眼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64页。

④《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1册，第400页下。

⑤《五灯会元》卷第十，《础新纂续藏经》第80册，第197页上。

⑥《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59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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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坚持“以人施教”而不是“以法施教”，从而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禅法特色。这

一教学法符合禅宗教育的随机性与应缘施教原则，从而建立了“清凉家风”，显示了一

代宗师的教学方法及其悟道见识，构成了法眼宗之教风和禅法的实质性内容，又著

《宗门十规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禅门革新”措施，并阐发了其禅学思想和理论立场，

为一派创宗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他广收门徒、普传道法，为禅

宗内部培育了一大批禅学一流人才，受其法席者不下五百人，门下有法嗣63人①，弟

子各为一方师，继而形成一定数量的僧人群体，具备了创宗的组织系统，且长期在南京

清凉山有固定的传道活动场所，这是宗派形成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就文益禅师个人的实

际影响上说，还是就其对禅门的革新贡献上言，客观形势的发展均已表明了文益禅师一

系禅派有形成宗派的事实，即所谓“设立门庭，广收学徒，师弟传承不断，逐渐形成

了宗派”②。故文益禅师圆寂后，被南唐中主李璩谥为“大法眼禅师”，由其所开创的

禅派亦随之被称为“法眼宗”。

法眼宗创立之后，因受南唐、吴越国主的重视和扶持，发展较为迅猛，其势力范围

主要流布江南大部分区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人宋以后，因多种因缘法眼宗

一脉“中绝”而不见于诸史载。

二、虚云“一肩挑五宗"与闽地禅宗发展

虚云(1840--1959年)，俗姓萧，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系出兰陵，梁武帝

之后。世居湖南湘乡，后父赴任福建泉州府幕，而诞生于福建泉州。虚云少年出家，为

修研佛法而四处参学，56岁时至扬州高曼寺参禅打坐，因开水溅手上，茶杯堕地，而

获得悟道因缘。证悟之后，他四处行化，弘法利生，推动禅宗发展。虽历经人生苦难，

但仍教化世间有情，“以出世之心，作出世之事”。1959年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

世寿一百二十岁。

法眼宗“中绝”之后之所以能够继起，与虚云大师有极大关联。虚云大师一人承

接五家法脉之举③，而使禅宗法眼一脉得以延续。虚云大师之所以遥继法眼宗，其因缘

与福建尤其是与龙岩长汀有密切关系。虚云大师是应长汀明湛禅师发愿要弘扬法眼宗一

脉之请而承嗣法眼宗法脉的。关于虚云为何要遥嗣法眼宗一事，也有其特殊之前因后

果，虚云曾记云：

癸酉春，有青持明湛禅者，由长汀至南华，谓在长汀创八宝山，志愿欲绍法眼

①根据《景德传灯录》所列禅徒名单统计。

②吕激：《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③关于虚云一人兼挑五宗法脉一事，可参阅《虚云老和尚五宗法嗣录》，见净慧主编：《虚云和

尚全集》(第12分册)，石家庄：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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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画理隧鳕暖网
一宗，不知所由，恳请授其法眼源流。因嘉其志，乃告之日：此宗发源在金陵清凉

山，早废，兹时不易恢复。从宋元来，绍化乏后，查诸典籍，自文益祖师七传至祥

符良度师止，其后无考。旧派益祖六世祖光禅师立二十字，后不知何人立四十字，

虽有二派，子孙停流，鲜有继起。又查益祖出天台德韶国师与清凉泰钦禅师，传载

韶、钦二公下五世良度禅师，其中秉承有继韶公者，有嗣钦公者，纷纭不一，有记

益、韶、寿、胜、元、慧、良为七世；有记益、钦、齐、照、元、慧、良为七世。

今欲继起，难于考证，惟有秉承韶公，续从良度禅师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

字，以待后贤，继续传之永久。①

岑学吕居士也说：“法眼失嗣更久，八宝山青持大师，请虚老续法眼源流。良庆

(度)禅师为七代，虚老人应继为法眼第八代。”②虚云延续了法眼宗一派法脉，并作

传承法派之《五十六字偈语》云：

良虚本寂体无量，

遍印森罗圆自在，

惟斯圣德昭日月，

传宗法眼六相义，

法界通融广含藏。

塞空情器总真常。

慧灯普照洞阴阳。

光辉地久固天长。③

其所传之法嗣有本湛青持、本禅、本性净慧、本智信清、本宽慧果。但值得指出的

是，虚云之所以要接续法眼宗法脉，预示法眼宗法脉必应相传，法脉本不该断；之所以

能够接续法脉，是因为虚云作为禅门泰斗具有接续法脉的德行与证量工夫。

虚云在福建弘法有利于禅宗发展，尤其是在鼓山的传道弘法活动，推动了闽地禅宗

发展。闽地禅宗发展实与虚云驻锡福州鼓山涌泉寺密不可分。关于鼓山涌泉寺，据

《鼓山志》记载：涌泉寺，“其先为潭，毒龙居之，唐建中四年(783年)，从事裴胄请

灵峤入山，诵《华严》于潭旁，龙遂去不为害。”后建华严寺，有僧徒主持。“会昌灭

佛”事件导致寺庙荒废、僧侣远遁，及至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雪峰义存之弟子

神晏前来主持，聚徒千百，一时称盛。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命名为鼓山白云峰涌

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年)方改名为涌泉寺④。虚云因在鼓山礼妙莲长老出家，

故由此因缘而拉近了虚云与鼓山的距离和亲缘关系。虚云出家在鼓山，也曾于此主持，

足见其与鼓山因缘甚深。1929年代，鼓山从十方丛林一变而为子孙庙，遂由繁荣走向

页。

①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杂录》第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9—170

②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342页。

③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杂录》第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④《福建佛教志二稿》，第7页，油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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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适逢福建执政者杨树庄、方声涛，均为虚云皈依弟子，不满于此状，于是联合佛

教界之开明人士与信众，从云南鸡足山迎请虚云大师主持鼓山，开始复兴鼓山。虚云主

持鼓山，一是进行寺制改革，即禁止私受徒众，取消小锅饭菜而改为大锅食，量才用人

并缩减空名闲置人员；二是整顿道风，即修理禅堂，恢复参禅制度，倡导念佛，倡导禅

净教律共修；三是建立学戒堂，后改为鼓山佛学院，以培养人才；四是建造房屋，为寺

僧提供活动空间与居所，营造修行的适宜环境。所谓，“鼓山僻处闽境，大海阻之，视

金山、高曼，交通较为不便。虽号为十方，而各以披剃相承。及公(虚云)主持，实

行十方之制，一切旧习，革除殆尽。”①显然，虚云住持湖州鼓山，成效十分明显，“学

僧每日早晚课诵，上午下午佛学即国文等课五小时，人夕进禅堂坐香。两月以来，成绩

尚有可观”②，故后有人评云：“以七十老翁，主持未满三年，成效如此，其毅力为何如

哉!”⑧且虚云主持鼓山时，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据《大公报》载：

福州海潮庵住有带发修行之老少-妇-k-．z．十余人，学佛有年，最近始同心发愿出

家求度，于国历七月十九日齐赴鼓山涌泉寺，依虚云老法师削发，现尼相。各界以

女子披蕹为尼，原属常事，而三十余妇女同时落发，集团出家，实为佛教中空前之

创举、希有之盛事，故争往鼓山观彼等行剃度礼。计是参加人数不下二千左右，无

不赞叹同声，即不言佛者亦都力为感奋云。④

以上报道，足以表明虚云大师住锡鼓山所产生的广泛性影响。虚云对长汀佛教也有

深远影响，除了法弟子外，在驻锡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时曾多次任戒和尚为长汀僧俗传

戒，长汀诸多僧尼多受具足戒于虚老座下⑤，如慧瑛、慧真、慧达等均为虚云老和尚亲

传戒帖。虚云大师居闽期间，还赴粤传法。1934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副军长兼师

长、粤北区绥靖委员的李汉魂致书虚云大师，邀请其赴粤主持南华事务而对粤地产生影

响。据载，“广东南华寺主持虚云和尚，十月中由韶关回福建，道经广州，驻锡南华寺

驻省办事处。善信挽留，举行皈依礼，前往皈依者不下五六百人，中以善女人为多

云。”⑥足可证虚云大师对闽粤佛教禅宗发展之影响力。现当代闽西禅宗法派，似以虚

页。

页。

页。

①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传记资料》第6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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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普进：《法眼宗在闽西的传承初探》一文(打印稿)。

⑥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传记资料》第6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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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师法脉系统为主体。

三、本湛青持与闽西长汀法眼宗之“中兴"

本湛青持(1906--1946年)，原名明湛青持，福建长汀人，种田人家出身，生于1906

年，《1943年南华寺千佛戒坛同戒录》云：“尊证阿阁黎，上青下持，字明湛，福建籍，

生于天运丙午年七月十七日戌时，得戒于转尘和尚。”①13岁皈依能修和尚②，当时能修

老和尚住在长汀的宝珠楼，在民间主要是以科仪方式超度亡灵为业，人称“香花和尚”，

即以主持法会与科仪道场为主要职业，实为江湖游走僧。1931年，本湛青持在福建泉州

承天寺受戒之后思想发生转变。一Et师问：“从哪里来?如何修学的?”本湛回云：“从长

汀来。平日念经。”老和尚认为其对修学似有不明白之处，乃告之日：“出家人不光是要

念经，而是要了生死。”③本湛青持恍然大悟，对于如何修行有所感应，于是告别师傅，

四处游学。据说，1936年本湛青持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逃至八宝山隐藏，并发下心

愿：若果没有被抓的话，就会来此地修庙供奉菩萨④。他果然未被抓壮丁抓去。为了履行

诺言，他在八宝山上寻觅了一山洞，并在洞中修行三年，常敲幽冥钟、日诵地藏经，而有

所证悟。1937年，他在长汀八宝山创建了峻峰寺，邀请宁化的见镛至八宝山讲经说戒律，

教育和培养僧界人才。后因虚云在南华寺主持，本湛青持为了印证自己的修行见地与体

悟，于1942年赴广东曲江南华寺拜虚云为师，并在南华寺藏经楼阅读大藏经和参研佛法，

后获得虚云大师认可。如前文所言“癸酉春，有青持明湛禅者，由长汀至南华，谓在长

汀创八宝山，志愿欲绍法眼一宗，不知所由，恳请授其法眼源流。”基于此中因缘，1943

年虚云大师遥继法眼宗并传其法眼宗法脉，由是明湛青持遂改名为本湛青持，成为法眼宗

的第九代传人⑤。关于虚云传法行径之种种揣测，据怀西《师尊对我一生的影响——为纪

念虚云老人上生内院百日而作》一文，则有所回应，记文云：

禅宗一法，古来祖师，实重亲证，以心印心。⋯⋯不过，末法的今天，若是执

定非悟不传，那末，宗门一法，我想早已断绝。是以后来大德，渐开方便之门，认

为此人具法器之才，能严守戒律，扶持佛法，接引后昆，真心为佛门做事，便传法

嗣，使其安心拥护道场。这样一来，所以有今日宗门衰落，全由后人滥传法嗣的现

①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寺》，

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2页。

②当地人又称能透和尚，或称香花和尚。

③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10月18—19日，在考察龙

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④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10月18—19日，在考察龙

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⑤传法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拙著：《法眼宗研究》，第166—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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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今日我传法给你们，因见你们平日真心为常住，道心亦很不错。若能百尺竿头

再进一步，前程不可限量。由于你们都很年轻，而不以公开方式，而暗中传法，并

不是像外道有什么秘密法，不给旁人知道；主要是常住人多，假如公开，恐怕人人

要求传给他们，便成滥传法了。有几位菩萨，好几次私来我房，跪在地上，要求我

传法，我都不答允。①

从上可以看出，虚云大师的传法是有要求、有原则和有标准的：一是看有没有道

心，是否真心为常住作想；二是具法器之才，能否严守戒律、扶持佛法、接引后昆、真

心为佛门做事；三是要有精进勇猛心，不断追求修行工夫与境界的进步和提升。故以此

要求来作传法的考量标准，虚云大师之所以答应本湛青持之请求遥嗣法眼宗法脉，并愿

意传法眼宗法脉给本湛青持，足以见其对本湛青持人格、道心与修学见地的认可。由于

虚云大师传法眼宗法脉与本湛青持，故提升了长汀八宝山本湛青持的地位，门下弟子因

此也受到教内普遍尊重，举凡汀州府八宝山僧众外出挂单，均受到非常之礼遇。此外，

关于本湛青持传奇色彩的故事也颇多。如今门徒中还流传这样的说法：

老和尚(本湛)坐禅，不理头发，三年坐禅，面对幽冥钟，念《地藏经》。在

师傅(本湛)禅坐期间，弟子慧达女尼担任了八宝山当家师，因为贫困而缺粮，

于是她对师傅(本湛)说：“师傅只光坐禅，没有米煮饭怎么办?”本湛师傅回答

说：“不要怕，有人会送来。”中午果然有城中居士挑粮食来。还有一次，本湛带

徒弟走路至广东南华受戒，途中准备借住在一家休息一宿再行，适逢家中请客吃

饭，本想可以饱餐一顿，但恰好，他们家中在吵架，老和尚说人家不欢迎，没有福

气，我们只能走(人家不和气，就不能住在这里)。若果有福气参加吃饭，是我们

的福气，也是人家的福气。另11人有事情，就不要影响人家。②

由此可以看出本湛青持的慈悲心与“利他”精神，与人为善而不烦扰他人的大德

风范。1946年，本湛青持带学徒由广东南华寺去四川峨眉山朝山，返归成都近慈寺而

圆寂。关于本湛青持之圆寂，又有一说：

本湛青持率八宝山青年僧众至广东南华寺参加虚云大师的法会，因本湛青持尊

重和爱护青年僧众，故青年僧众不注重生活细节。由此在南华寺法会期间乱了很多

规矩而影响了法会，于是本湛青持受到虚云大师的训斥，认为他管教僧众不严。本

①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年谱》(第5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8一

169页。

②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lo月18—19日，在考察

龙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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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青持就此对随行来的青年僧众怒道，你们这么不懂规矩，我管不了你们，你们自

己好好反省，我不回八宝山了，我要四处云游去了。于是，一气之下去了四川成

都，在朝拜峨眉山时，在山下圆寂。当时，本湛青持老和尚早已自知命不常久，知

道自己在山下已经是走不动了，而又深知身边侍者无力承担和处理自己的后事，故

他很有智慧，于是让弟子先走，自身一人在峨眉山下挂单，并说有事处理，约好某

时某地与弟子相会。弟子一人上山半日后，仍未见师傅出现，于是下山回来寻找，

而在成都郊外的近众寺发现老和尚已经圆寂了。①

本湛青持大师，可以视为八宝山峻峰寺的开山祖师。因本湛青持大师致力于法眼宗

的弘扬，又有请求虚云大师遥继之举，并是法眼宗的第九代传人，且门下徒众较多，故

成为“中兴”近现代法眼宗的表性人物。据《长汀八宝山峻峰寺法眼正宗字派》云：

“本体圆明，觉心虚净。元惟真如，自无乾坤。缘有迷悟，凡圣方生。修因证果，常行

戒定。”②《小派》又云：“慧光普照，谛理融通。法相全幻，尘念永空。教观勤学，度

生愿宏。智灯远朗，达到吕隆。”③嗣下弟子谱系为慧、光、普、照。僧俗弟子有慧瑛、

慧炬、慧贞、慧灿、慧明、慧亮、慧真、慧全、慧空、慧辉、慧珍、慧文、慧学、慧

极、慧观、慧峻、慧行、慧兰、慧诚、慧岩、慧达、慧隐、跃湛、慧端、慧氤、慧宣、

慧如、慧乘、慧琳、慧杨、慧月、慧庆、慧宽、慧定、慧新、慧念、慧保、慧同、慧

应、慧华、慧菊、慧常等等④，而系下再传光子辈僧俗弟子有：光胜、光炳、光力、光

良、光承、光浩、光明、光新、光跃、光通、光顾、光行、光顺、光航、光仁、光喜、

光国、光裕、光朝、光乘、光慧、光净、光念、光礼、光敬、光招、光月、光贤、光

达、光理、光善、光和、光自、光物、光中、光民、光常、光清，等等⑤，普字辈弟子

若干，散布于闽西诸地。因本湛青持生于长汀、长于长汀，弘法传道也在长汀，故闽西

长汀理所当然成为近现代“中兴”法眼宗的发源地，亦可称龙岩长汀为法眼宗的“中

兴”祖庭⑥。由于弟子众多，对闽西的民众信仰世界不能不产生广泛影响。有基于本湛

①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10月18—19日，在考察

龙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②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该法脉谱系，为本湛青持弟子慧瑛法师亲手抄录书

写。

③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该法脉谱系，为本湛青持弟子慧瑛法师亲手抄录书

写。

④笔者考察八宝山时，见寺庙中供案有八宝山法眼正宗第九代本湛青持禅师法像，供案上书写

有如上传承系谱。

⑤笔者考察八宝山时，见寺庙中供案有八宝山法眼正宗第九代本湛青持禅师法像，供案上书写

有如上传承系谱。

⑥2015年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与中共龙岩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法眼宗

思想传承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龙岩市召开。中国社科院杨曾文先生在会期间挥毫

书写了“龙岩灵秀胜景，法眼中兴圣地”对联，似有表达龙岩为“中兴”祖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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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持的宗教影响，故有人称长汀八宝山是闽西佛教之源头①，也不无道理。

此外，本湛青持还接续了临济宗法脉，据《正法眼藏佛祖源流》(手抄本)记载：

“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三代德清性彻虚云老和尚今将正法眼藏嘱咐四十四代本湛青持禅人

善自护持。表信偈语：‘本自如来圆明体，湛寂真常几圣同。青虚妙义无变异，持传万

古度迷人。”’②可见，本湛身兼弘扬法眼宗与临济宗的双重历史使命。因此，本湛青持

和尚自南华寺虚云老和尚处得到法脉传承后，广收门徒，系下僧俗弟子无数，有统计表

明闽西各县僧尼80％为八宝山法嗣③，由此也具见本湛青持在接续法眼宗法脉传承之后

对闽西禅宗发展之影响。

四、慧瑛法师与龙岩中华山性海寺

(一)慧瑛法师之行历

慧瑛(1925--1996年)，俗姓杨，名景富，字恒明，号百贵，又称寂照，福建连城新

泉人，13岁时即在中华山观音庵皈依佛门。16岁时，在八宝山峻峰寺投师本湛青持门下

并剃度出家，17岁赴广东韶关南华寺向虚云和尚求受具足戒。19岁返回连城灵芝庵住庙

修持。1945年3月，年方二十一岁的慧瑛，被国民党抓充“壮丁”押解县城，后经张梅

瑞居士等相救而方得释放。1947年，23岁，受到芷溪黄肇河和张大猷的礼请，而重返中

华山驻锡。1955年，赴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深造，受业于巨赞、明真、正果等禅宗大德

和周叔迦、赵朴初、虞愚等诸位善知识。1959年毕业后，分至福建福州任鼓山涌泉寺监

院，主持院务长达八年之久。1966年，慧瑛调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任秘书，同年秋因“文

革”影响，寺庙遭到破坏，僧徒被划为“四旧”对象而遭受迫害。1978--1980年，随着

党中央拨乱反正和落实宗教政策，他在连城县朋口筹建了一所三百余平方米的留田精舍作

为念佛场所，并当选为连城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并

赴北京出席全国佛教协会四届二次理事会，增补为全国佛协理事。1986年出席福建设佛

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成立连城县佛教协会，

并当选为会长，同年创办“闽西佛学培训班”对僧人进行培训教育，培养了大量僧才。

1996年，慧瑛法师积劳成疾而圆寂于连城县中华山性海寺，世寿七十二，僧腊五十四。

慧瑛法师一生酷爱书法，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而尤其精于隶书，如抄写的

《正法眼藏佛祖源流》(手抄本)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⑤堪称书法之佳品，且有将

诗歌、书法与佛法打成一片的思想诉求，如张展文先生提供的慧瑛字画云：“宽宏大度

①参见普进：《法眼宗在闽西的传承初探》一文(打印稿)。

②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

③龙岩市新罗区宗教局提供统计资料。

④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

⑤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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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阚高，遇事三思乃英豪。流言蜚语由他去，忍气饶人祸自消。释慧瑛书。”①又有其

抄录徐霞客《赠鸡足山僧妙行七律》诗云：“玉毫高拥翠芙蓉，碎却虚空独有宗。钟磬

静中云一壑，蒲团悟后月千峰。拈来腐草机随在，探得衣珠案又重。是自名山堪结习，

天花如意落从容。丁卯年夏日释慧瑛书。”②书法稳重端庄、遒劲有力，而自成一体，

既展示了其书法艺术的飘逸风格美感，又体现了以书法言佛法的人生洒脱境界。

就法脉传承而言，慧瑛法师为法眼宗第十代正宗传人。据龙岩中华山性海寺所传

《正法眼藏佛祖源流》(手抄本)之记载：“传法眼正宗第八代虚云古岩老人代本湛青持

禅师，今将正法眼藏嘱咐第十代寂照慧瑛禅人，善护持。表信偈日： ‘寂然灵光能显

露，照破凡情圣智成。慧心得悟无生理，瑛莹无暇示迷人。”’③又《续派眼宗派说》

云：“此宗是益祖启，七传至祥符良度禅师止，典籍失传，旧派益祖下六世祖光禅师立

二十字后，不知何人立四十字?虽有二派子孙传留，鲜有继启。又典出天台德绍国师与

清琼恭钦禅师，传载韶钦公下五世良度禅师中间未承有以继韶公，有以嗣钦公，纷行不

一。今欲继启有难考正，不得已，秉承韶祖继其源流，从良度禅师良字起，广演五十六

字。虚云识。良虚本寂体难量，法界通融广舍藏。偏印森罗圆自在，塞空情器总真常。

惟斯胜意昭日月，慧灯普照洞阴阳。传宗法眼六相义，光辉地久固天长。”④此说虽与

净慧大和尚所编全集所述个别字词及五十六字有别，但大体意思一致，传法一事并非孤

证，故可以进一步印证虚云传法之事实。此外，慧瑛法师在整理近代现代禅宗的法脉传

承上亦有一定贡献。其作《正法眼藏佛祖源流》(手抄本)记载：“正法眼藏佛祖源

流，⋯⋯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三代德清性彻虚云书于曹溪南华寺方丈室。第四十五代常明

慧瑛重整理于连城留田精舍。”⑤由此，可以得知法眼宗传承系谱为：第一代法眼文益

禅师——第二代天台德绍国师——第三代永明延寿禅师——第四代灵隐文胜禅师——第

五代智者嗣如禅师——第六代宝林文慧禅师——第七代祥符良度禅师——第八代虚云古

岩禅师——第九代本湛青持禅师——第十代寂照慧瑛禅人。

慧瑛法师长期活跃在闽西，在长汀八宝山峻峰寺，连城麒山寺、灵芝庵、净土寺，

朋口留田精舍，并常住中华山性海寺勤学苦修，弘法利生，且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故有人评其云：“为振兴闽西佛教，上求下化，不遗余力。”⑥关于慧瑛与中华山之关

①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52页。

②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5l页。

《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③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该法脉谱系，为本湛青持弟子慧瑛法师亲手抄录书

④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该法脉谱系，为本湛青持弟子慧瑛法师亲手抄录书

写。

⑤为中华山性海寺传，天宫山圆通寺翻印。

⑥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35页。

·304·

万方数据



逵垦室鲞壁堡丞墨闺鱼登室叁星

系，可谓因缘较深，有人称其“五进中华山”①。事实上，慧瑛在推动中华山佛教事业

上作了大量工作：一是重修中华山古寺。1944年，慧瑛二十岁时，在杨佛求居士的帮

助下，第一次进住中华山，主持修葺古寺观音庵，该庵为明洪武年间圆亿和尚所创建，

之后因逃“壮丁”离开寺庙，并四处求学。二是创建了中华山性海寺。1947年，二十

三岁的慧瑛，受芷溪黄肇河和张大猷的礼请，二次重返中华山，组织徒众十余人在中华

山开荒垦植，发动信众捐款修建庙宇，新建庙宇面积达二百余平方米，并依据《华严

经》中“毗卢性海”(即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之意，对新修寺庙取名为“性海寺”。

三是“文革”之后重建中华山性海寺。1981年7月1日，经连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将

中华山3080余亩果茶林场无偿划归性海寺经营管理”②。之后，慧瑛亲自率僧尼二十余

人接管中华山果茶林场，开垦荒地，生产粮食，扩中茶果杉木，创办砖瓦厂，重建性海

寺。由此不难看出，中华山性海寺是慧瑛一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后，性海寺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一跃而“成为闽西佛教的大丛林”③。

1983年，中华山性海寺获批成为对外开放的寺庙之一。可见，慧瑛法师创建的性海寺，

不仅使僧侣有了安居和修行的场所，而且为世间的善男信女提供了焚香祷告和表达精神

信仰的神圣场地。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力，尤其是新建的性海寺大雄宝殿在其

落成之日，就有“各地信众一千多人到中华山参加庆典”④的盛况，足以反映出民众对

中华山性海寺的认同程度和广泛性影响。1988年，六十四岁的慧瑛，自行设计和主持

建造了法堂、卧佛楼、藏经楼等，建筑面积四百五十平方米，同时聘请莆田工艺美术师

雕塑漆金的四大天王、弥勒佛、韦陀菩萨、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等大型佛像，铺筑从

山门直达寺门的水泥道路三百余米，随着寺庙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也不断增强，所

谓“住僧众达60多人，香客与游人络绎不绝”⑤即是最形象的说明。而中华山性海寺

作为法眼宗的道场，山门楹联如是有云：“中土传心绍法眼，华藏空明衍宗风。”即言

明了该寺实乃法眼宗之道场的思想立场。

(二)慧瑛法师的“农禅合一”与“因材施教”

慧瑛法师继承禅门古典作风，坚持和提出“农禅并重”的修学方法与劳动途径。

1954年，慧瑛三十岁“带领众弟子在中华山，维修古庙和耕作农业，实行集体劳动，

自力更生，‘农禅并重’的方针，粮食生产除自给自足外，每年还上缴国家粮食500多

①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65页。

②同上书，第82页。

③同上书，第65页。

④同上书，第82页。

⑤同上书，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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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①对此，赵朴初先生在1987年专门作了一首词(即《采桑子》)，赠与慧瑛法师

作为表彰。词云：“举起锄头开净土，无尽庄严，顿现人间。宝树琪花山后前。如来家

业须弥重，都在双肩。高唱农禅，普与恒沙结胜缘。”②这是对慧瑛法师继承和发扬百

丈禅师所倡导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合一”传统禅法与修行模式的进一

步肯定和赞许。

慧瑛法师不仅提倡农禅合一，而且还坚持教禅不二、禅净双修。在弘法实践中，

“坚持白天劳动，晚上念佛，走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道路”③，“在芷溪大乘经寺讲经

寺讲经弘法，十方弟子前来投师皈依者众盛”④，“在新泉念佛堂组建六合织布厂任厂

长”⑤，“在朋口筹建一所300多平方米的留田精舍，作为念佛场所”⑥，“文革”后重建

后的性海寺“既诵佛陀经，又念‘山海经”’⑦，无不体现“农禅并重”与禅、净、教

合一的宗门风气。而杨启县为中华山性海寺楷书“中土传心开顿教，华严弹指悟无

生”⑧楹联，亦生动形象地点明了此间个中真意。

在教学实践中，慧瑛法师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较好地体现了法眼宗“应病与药”、

“相身裁缝”的禅风特点。如对目不识丁的信徒，慧瑛亦能因材施教，给予信徒以针对

性很强的教育。笔者在中华山实地考察中，正好在性海寺厅堂里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女

信徒，她自称是慧瑛的弟子，于是我问及慧瑛大师是如何教导他们的时候，她回答说：

“我的师父(慧瑛)，我问他如何修啊?他说：‘你挖土时，挖一锄头，就喊一声阿弥陀

佛’。就这个样子修行。”⑨显而易见，慧瑛针对不识字的女信徒，所采用的教育方法，

恰恰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方法，所谓针对不同的对象而给与不同的教法，体现的正是法眼

宗“应病与药”、“相身裁缝”的禅风特点。实地考察中，当问及光胜师傅关于慧瑛和

尚如何向他们讲法时，光胜师傅说：“慧瑛师傅讲三宝，要‘勤修戒定慧，去掉贪嗔

痴’。”⑩可见，慧瑛教育方式朴实无华，但又蕴含了深刻佛法义理，如此的教人之法，

与法眼宗平实、质朴的禅风是相一致的。总之，慧瑛法师在中华山性海寺倡导“农禅

合一”修行方法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为佛法的广泛流行和传播作出了积极贡

献，亦彰显了禅宗的山林风气与法眼宗的禅风特质，而成为禅林中的典范。

①参见释光炳主编，罗岩编著，龙岩莲山寺编：《普与恒沙结胜缘——慧瑛和尚与中华山性海

寺》，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81页。

②同上书，序言。

③同上书，第80页。

④同上书，第80页。

⑤同上书，第80页。

⑥同上书，第8l页。

⑦同上书，第82页。

⑧同上书，第65页。

⑨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10月18一19日，在考察

龙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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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慧瑛法师的法脉传承、地理分布及其影响

慧瑛法师法脉流布连城、龙岩、诏安东山等地①，最具代表者有光胜、光炳、光良

等法师，等等。而慧瑛法师将衣钵付嘱光胜法师，所谓“传给徒弟释光胜的三衣一钵

(此钵是本湛法师传给慧瑛和尚)”②，即表明光胜可为法眼正脉传人。据《福建龙岩法

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所载：

年逾八十五岁的光胜师傅说其师传下白瓷钵盂一件，是为传法托付衣钵。钵盂

正面镌刻有字云：“究竞清净，空无烦恼具足，盛满一切善法。丙戌春，峻峰古寺

本湛和尚纪念。”背面也镌刻有字云：“如是应器。”③

镌刻有本湛和尚纪念之衣钵，似当为1946年本湛青持为传法嗣给弟子所作。然而，

事实上虽光胜法师拥有钵盂，且为慧瑛法师的嗣法弟子，但传其法牒谱之人并非慧瑛本

人，而是由虚云大师的弟子并与本湛青持同辈份的本焕和尚在慧瑛圆寂两年之后代其而

传。据《上本下焕大和尚为光胜法师传法送座题写表偈》言：“第十代寂照慧瑛大师传

法眼正宗，本焕老和尚代寂照慧瑛大师，今将正法眼藏嘱咐第十一代体心光胜禅人，善

自护持。表信偈日：‘体空妙有弘法化，心性圆融智慧生。光明遍满大干界，胜利宏愿

兴丛林。’⋯⋯时维公元一九九八年阴历八月十八Et释本焕印。”④

慧瑛法师僧俗弟子有几千乃至上万人，其中有光胜、光炳、光力、光良、光承、光

浩、光明、光新⑤，等等。他们主要在闽西弘法利生，区域分布则以龙岩新罗区天宫

山、莲花山，连城县中华山等为中心，且宗教力量辐射到了龙岩漳平、永定、闽南漳州

等地，浙江和广东潮汕地区均受到他们的影响。而系下弟子数百人，信众数十万人，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筹集资金并有能力扩建寺庙推动

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五、法眼宗思想资源与福建地方文化的创新崛起

自古以来，福建就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闽地除了有自

身的本土性文化外，更多的则是延续着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文化基因。研究法

眼宗本质特征与福建龙岩地方文化的相融性，不仅对于弘扬和传承法眼宗意义重大，而

①参见普进：《法眼宗在闽西的传承初探》一文(打印稿)。

②《天宫山圆通寺》(内部印刷资料：铜版纸图片)，第68页。

③黄诚：《福建龙岩法眼宗法脉传承考察手记》。依据本人于2015年10月18—19日，在考察

龙岩法眼宗发脉传承时所作田野考察手记整理而成。

④《天宫山圆通寺》(内部印刷资料：铜版纸图片)，第70页。

⑤参见龙岩市新罗区宗教局所整理的《法眼宗传人慧瑛弟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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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于推动龙岩的地方文化建设影响深远。

首先，福建地方文化具有多元性特质与法眼宗开放和包容性特点有一致性。由于福

建多中原移民(客家人)，信仰世界多元化，其风俗更多地表现出了其多样性和多态

性。故有学者称：“福建文化正如这传说中的桑莲，它扎根八闽大地，吸收传统文化的

丰沛营养，根深蒂固；又嫁接异域文化的精华，花繁叶茂。因而它是博大的，丰赡的，

是本土的，又是多元的，具有独特魅力，焕发着沉雄葳蕤的生命气象。”①“地域文化多

样性是福建文化的鲜明的特色。”②而法眼宗思想，在本质上是具有包容性特点的，所

谓“以心性论为基础而融贯唯识宗之‘万法唯识’思想，在主张‘理事不二’思想的

同时又引入了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思想，并顺应‘禅教一致’的发展趋势和迎合

‘禅净合流’的思想潮流，以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来沟通禅、净、教之间的关系，且提

倡‘唯心净土’的修学方法，从而推动和扩大了法眼宗思想及其宗派之发展”③，法眼

宗思想的包容性特质与福建多元性、多样性交融而又不发生根本性之冲突，故容易使具

有包容性特点的法眼宗思想在闽地传承与发展。因此，法眼宗与闽地本土文化有较好地

相融性，这也是法眼宗能够在福建龙岩长汀重兴与闽西发展的一大要因。

其次，法眼宗主张“理事不二”和“理事圆融”的思想，与福建本土“务实求真，

注重实干”的工作生活作风相融合。由于福建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而言比较闭塞，即

受武夷山脉的影响相对于独立，且自古以来基本上都是中原的移民居多，与本土居民混

杂，由于混居在一起，而使语言成为多样化。各地多种方言，难以交流，导致语言不

通，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容易养成福建本土“少说话，多干事”

的生活作风，长期以往而形成“务实求真，注重实干”的工作态度，其实践精神亦体

现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所提出和倡导的“知行合一”思想旨趣。法眼宗主张

“理事不二”和“理事圆融”的思想，强调的是佛理与事相的不离、不异之相即关系，

即理不离事，事不离理。而以理见事，所见之事皆是道。虽然不完全与“知行合一”

思想相一致，也不完全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相同一，但却涵摄有“知行合一”

思想的要旨，同时也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要义④，体现了行即理的一

面，即行是全理的展现。法眼宗重视“行”(实践)，与闽地“求真务实，注重实干”

①参见王巨才：《包容与守望》一文，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6 Et，第24版。

②参见王荣国：《论闽文化底蕴与福建的文化旅游》一文，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9年第1期。

③黄诚：《法眼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72—173页。

④笔者以为，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理事不二”或“理事圆融”，其意义绝非像“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原则那样表述的如此简单。因为，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范式认识，其认

知立场是建立在西方二元论基础上的二分法知识体系，且着重于二者的关系把握与实践性立场；而

“理事不二”和“理事圆融”与“知行合一”，皆属于心物一元论的思想范畴，是认知、体察与证悟

的心灵觉知，具有涵摄、统合，一体两面而又归于一体的、超越了有无对待的、不执一边的，且显示

了“不二”义的智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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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态度与实践精神，亦具有相容性。因此，可以开掘法眼宗的这一思想，为现代

闽西发展提供思想借鉴。

再次，闽西位处山区，而山区人具有比较质朴、直爽和刚毅执着的人格个性特征，

从而塑就了闽西人平和、谦逊与含蓄，且具“怀德重教”的心灵境界。福建人乡土观

念十分浓厚，对宗祠建筑，祖先牌位，都十分尊重。换言之，重视家谱传承，如“颍

川衍派”、“陇西人家”的门楣以及镌刻于木石廊柱上的楹联，无不显示福建人慎终追

远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情怀①。闽西人朴实的性格、平和的个性，与法眼宗“温和平实、

质朴简明”②的禅风也有一定的一致性，有利于二者产生良好的互动影响，更易于闽地

僧众接受法眼宗的禅法思想。而闽人重视家族传承遗迹谱系的传统，可以影响到僧人与

信众对法眼宗法脉传承和系谱的重视上来。

复次，重视佛教的传统，为禅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有利于法眼宗在此生根、

发芽和抽枝。福建宗教比较兴盛，可堪称全国第一。宋代理学家朱熹称：“此地古称佛

国，满街都是圣人。”③据20世纪80年代末调查，“全国现存汉传佛教寺院5000多座，

而福建省就有4000多座，全国僧尼17000多人，而福建僧尼约10000人”④。以福建龙

岩长汀为例，佛教传人龙岩长汀，至迟也不晚于五代十国时期。据《长汀县志》记载，

南唐时期，就有僧人于此弘道传法。惠真大师，本姓叶，宁华人，在长汀开元寺出家，

遂徼心性，时州有虎害，师驯服之，众号伏虎禅师。此外，还有各大佛教宗派不断的传

播和渗透到该区域。由于长时段的佛教发展影响，既为龙岩地方孕育了丰厚的宗教文化

基因，又推动了本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融与涵化。此外，人们对于信仰非常虔诚，对

神的敬仰和敬畏深入骨髓，信仰的力量成为心灵世界的精神支撑，而以关公、马祖及其

他神祗信仰为系统的民间宗教，似乎比之内地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同度。宗教信

仰，既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利于成为沟通海内外华人的重要桥梁。由于有

良好的宗教氛围，故为法眼宗在闽地的传播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正是基于法眼宗与地方文化的相融性特点，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开掘法眼宗思想内

核的理论资源和价值元素，为当代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文化因子。

六、余论：从边缘地走向中心

边缘与中心，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文化概念。相对于中原大

地，闽西乃至福建当属于边缘地带，其特点就是多山、临海，恰恰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

优势，造就了福建“仁山智水”式的山地与海洋相耦合特质的文化形态，既象征了诚

①参见王巨才：《包容与守望》一文，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6日，第24版。

②黄诚：《法眼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286页。

③参见《泉州府志》。

④何绵山：《闽台佛教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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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智慧，又代表了勤劳与勇敢，是新时期闽地实现跨越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恰恰与

近年来福建所倡导“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无不契

合。然而就文化而言，区域性的文化未必不能成为全国中心式的文化高地，如“以闽

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①，以法眼宗为代表

的禅宗文化，展示的是山林佛教的特色，具有法眼宗“中兴”祖庭的符号意义，这些

都是福建独特的文化资源。因此，在创建和构筑闽西本土文化高地中，需要坚持文化的

本土性，提倡思想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多态性，只有不断地增强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

信力，建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多大的投入就会有多大的回报，闽西文化建设就一

定能成为区域文化的代表而走向全国和面向世界。实践表明，区域可以影响世界，边缘

也可能成为中心，这将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早日实现。禅兴应盛世，法眼照

龙岩!

①参见张燮飞：《闽商文化的特征与现实意义》一文，载《湖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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